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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貳、案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之

管理機關，該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創投

事業、中小企業與文化創意產業，截至民

國104年6月底國內外累計總投資額為新

臺幣218.26億元，其中屬「所營事業目標

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

之投資額，合計為新臺幣12.53億元。除

有法令特別規定外，應依「中央政府特種

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管理

之。惟國家發展委員會卻排除該要點之適

用，致使該基金信託投資民營事業發生目

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

等情形時，既未依上開要點規定詳加評估

檢討並報由行政院核處，亦未在該基金所

訂之投資規範中設立有效控管機制；又，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於民國90年至102年

間已陸續參與國光生物科技公司等5家公

司之原始投資或現金增資，並派有8位股

權代表管理各該轉投資事業，竟於民國97

年至102年間，任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

任5家管理顧問公司再投資上開5家公司

共2億2,218萬餘元，並由各該管理顧問公

司管理，致使該基金須支付管理顧問公司

管理費用每年444萬餘元，均核有違失，

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下稱國發基金)以信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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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方式投資者，截至民國(下同)104年6月底國內外累計

總投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18.26億元，其中屬「所營事

業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投資

額，合計為新臺幣12.53億元，惟未建立有效控管機制；

且有任由執行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下稱中小企業處)

不當增加該基金支出之情事，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

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國發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創投事業、中小企業與文

化創意產業，截至104年6月底國內外累計總投資額為

新臺幣218.26億元，其中屬「所營事業目標無法達

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投資額，合計

為新臺幣12.53億元。國發基金非屬信託基金，對於

投資與否有決定權，為實質參與投資者，且投資之持

股均未超過50%，除有法令特別規定外，應依「中央

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管理之。

惟行政院及國發基金卻以信託投資非直接投資為由

而完全排除該要點之適用，致使該基金信託投資民營

事業發生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

等情形時，既未依該要點規定詳加評估檢討並報由行

政院核處，亦未在國發基金所訂之投資規範中設立有

效控管機制，均核有違失。 

(一)按行政院於86年12月4日訂頒「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

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下稱特種基金投資管

理要點)，該要點第1點規定：「中央政府信託基金

以外之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其股權未超

過50%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管理之。」

國發基金於93年8月23日訂定「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審查及管理要點」(下稱投

資創投事業審查及管理要點)，作為該基金辦理信

託投資創投事業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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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發基金以信託專戶方式投資者，包括： 

1、國發基金自93年起以信託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

稱兆豐商銀)總管理處信託部方式投資於創投事

業，國發基金與受託人兆豐商銀總管理處信託部

簽訂「特定用途信託契約」，依該契約，信託資

金總額上限為新臺幣(下同)300億元，該信託資

金之運用由兆豐商銀視投資案資金運用狀況之

需要依國發基金之指示辦理，並設立專戶保管營

運。兆豐商銀依國發基金指示於所訂範圍內運

用、管理該專戶信託資金，並就投資創投事業之

申請案進行評估作業後，提報該基金創業投資審

議會審查，及經國發基金管理會決議通過後，始

得進行投資。國發基金則按實際投資餘額計付信

託手續費予兆豐商銀。 

2、國發基金為加強投資國內中小企業及文化創意

產業，於96年3月7日及99年5月17日訂定「行政

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下稱投資中小企業實施規範)及「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下稱

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由該基金各匡列

100億元額度，於執行期限10年內，委由中小企

業處及文化部於兆豐商銀開立「國家發展基金加

強投資中小企業信託投資專戶」及「國家發展基

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信託管理計畫專

戶」，該基金則視該等方案執行單位中小企業處

及文化部實際運用情況，撥交資金於受託人兆豐

商銀管理之信託資金專戶，專供中小企業處及文

化部投資於中小企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又該等方

案相關投資案件之投資評估、審議核決、合資協

議及投資後管理，悉委由中小企業處及文化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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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理顧問公司協助辦理，各管理顧問公司須與

國發基金共同參與投資。管理顧問公司應邀請該

基金參與投資可行性評估等相關審議會議，並將

投資案件送請該基金管理會備查。 

3、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下稱國發會 )約詢書面說

明，截至104年6月底，國發基金累計信託投資國

內創投事業46家及國外創投事業20家，國內外總

投資金額計144.86億元；國發基金「加強投資中

小企業實施方案」投資211家企業，政府資金投

入計67.77億元；「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

案」投資20家企業，政府資金投入計5.63億元，

總計國發基金以信託專戶方式投資者，共計

218.26億元。其中，依國發基金約詢後補充說

明：就國發基金101年底前投資之創投事業中，

近3年(101年至103年)有連續虧損情形之創投事

業有4家，截至104年6月底止，國發基金投資該

等4家創投事業之投資金額約為9.79億元；國發

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所營事業目

標無法達成計6家，投資金額1.75億元，連續3年

虧損情況無法改善計3家，投資金額0.71億元；

國發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所

營事業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

改善計2家，投資金額0.28億元。總計以上國發

基金以信託專戶方式投資者中，屬「所營事業目

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

投資金額，合計為12.53億元。 

(三)關於國發基金透過信託投資專戶投資創業投資事業

有無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之適用問題，審計部認

為應適用，但行政院及其所屬相關機關卻認為無適

用，相關見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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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發會函復本院稱： 

（1）國發基金辦理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係將資金

信託予兆豐商銀信託部，由其協助辦理創業投

資事業投資評估及投資管理，並設立專戶保管

營運。國發基金依信託法
1
將投資創業投資事業

之股權或資金(財產權)於信託期間移轉予受信

託單位。國發基金透過信託投資專戶投資創業

投資事業之股權既非官股，自不屬特種基金投

資管理要點所稱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 

（2）國發基金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29條設置成

立，並依第30條第1項第4款規定，配合經濟部

及文化部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專案計

畫之支出。各計畫執行單位為各該主政之主管

機關，其為運用國發基金提供之資金辦理專案

計畫，委託銀行開立信託專戶管理國發基金提

供之資金。專案計畫之執行單位係經濟部及文

化部，以信託專戶委託民間創投公司共同投資

於國內相關企業，尚非屬該要點所稱特種基金

直接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 

2、行政院秘書長函復
2
本院稱：「按特種基金投資管

理要點係就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之對象

選擇、投資計畫、公股代表及績效評估檢討等事

項訂定原則性規範，並於第1點訂有適用對象之

除外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管理

之），以因應特殊情形之需。  國發基金係依產

業創新條例第29條設置，資金運用宗旨主要為配

合國家產業發展策略，以投資與融資等方式，協

                   
1
 依信託法第 1 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2
 行政院秘書長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經字第 10400293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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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供民間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以增進產業效益

或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及國家發展。在

全球經貿加速國際化、自由化之情勢下，產業競

爭環境日益嚴峻，為扶植我國產業，國發基金之

政策性投資亦趨多元，由於各類投資之政策任

務、執行期間及推動模式等多有差異，爰有必要

因應其特殊性及實際需要，訂定明確而細緻之規

範，俾利投資作業有所依循。  目前國發基金之

投資計有直接投資、創業投資及專案投資等3

類，針對直接投資部分已訂有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投資作業規範，就創業投資部分亦訂有投資創

投事業審查及管理要點，就專案投資部分則訂有

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

方案等，該等規範之內涵均較該要點之原則性規

範更具細緻性及操作性，當更有利於基金之投資

運作及管理。  綜上，國發基金透過信託投資專

戶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及民營事業部分，已考量投

資業務之特殊性及實際需要，另訂作業規範，爰

應依循該等規範辦理。」等語。 

3、主計總處約詢書面說明稱：「依特種基金投資管

理要點第1點規定，適用對象包括中央政府信託

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其股

權未超過50%者，法令另有規定者除外。復依第3

點規定，營業基金參與民營事業投資，係以建立

穩定原料供需、生產銷售關係，或基於引進技

術、新創事業等投資，非營業特種基金於符合基

金設置目的及用途前提下，得參加民營事業投

資。因特種基金之投資，大多屬直接參與民營公

司之資金轉投資事宜，爰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

係就直接投資所作之原則性規範。  至於國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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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依產業創新條例第29條設置，資金運用係配合

國家產業發展策略，以投（融）資方式，提供民

間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以增進產業效益或改善產

業結構等，其政策性投資多元，除直接投資民營

事業外，尚有以信託方式成立信託投資專戶，進

行對創投事業之投資，因其投資方式有其特殊

性，應由國發基金在考量達成投資政策目的及健

全風險管理之情形下，自行訂定相關作業規定。

目前國發基金已訂有『國發基金投資作業規範』

(下稱投資作業規範)、投資創投事業審查及管理

要點等投資規範，如有需加強相關管理措施之必

要，應檢討修訂該等投資規範。」等語。 

4、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楊明祥處長於本院約詢中

稱：「該要點係就直接參與股權的投資所作之原

則性規範。與國發基金的投資是不同的。」「國

發基金的直接投資有適用，間接投資沒適用。」

國發基金蘇來守副執行秘書於本院約詢中稱：

「以國發基金為股東的都完全依照該要點辦

理，但信託的部分則依參酌該要點自訂之相關規

定辦理」。 

(四)惟查： 

1、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第1點明定：「中央政府信

託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其

股權未超過50%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管理之。」該要點所稱之參加投資，並未明文

規定限於直接投資，解釋上應包括直接及間接投

資在內。查國發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之創投事

業及民營事業雖委託兆豐商銀及執行單位管

理，惟亦為該基金投資之一部，且該基金均仍參

與相關投資評估，具投資評估之否決權及選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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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代表之權利
3
，並承擔最終投資風險

4
，故該基

金對於投資與否有決定權，仍為實質參與投資

者，且投資之持股均未超過50%，該基金亦非屬

信託基金，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上開要點管

理之。故主計總處稱：因特種基金之投資，大多

屬直接參與民營公司之資金轉投資事宜，爰特種

基金投資管理要點係就直接投資所作之原則性

規範云云；國發會稱：國發基金透過信託投資專

戶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股權既非官股，自不屬特

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所稱參加民營事業之投資

云云；均無法規依據，且不當限縮該要點之適用

範圍，將實質參與投資完全排除適用，並無可採。 

2、關於特別法及普通法之適用，特別法未另有規定

者，應適用普通法。行政院秘書長雖稱：國發基

金透過信託投資專戶投資創業投資事業及民營

事業部分，已考量投資業務之特殊性及實際需

要，另訂作業規範，應依循該等規範辦理等語。

然而，國發基金雖訂有投資作業規範、投資創投

事業審查及管理要點等規範，惟該規範如無特別

規定，仍應適用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之原則性

規定辦理。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

「參加民營事業投資所營事業目標無法達成，或

                   
3
 依國發基金與受託人兆豐商銀簽訂之協議書，兆豐商銀就創投事業申請案進行評估時，應

提報創業投資審議會討論；每一創投事業申請案經創業投資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提報國發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進行投資。創業投資審議會由國發基金聘請專家組成，並由國

發基金指派召集人擔任主席。受託人兆豐商銀就創投事業股權轉售進行評估時，應函請國發

基金同意後，始得進行處分；復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及「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相關投資案件之投資評估、審議核決、

合資協議及投資後管理，悉委由執行單位辦理，執行單位得視需要委任專業管理公司協助辦

理。執行單位應邀請國發基金參與投資可行性評估等相關審議會議；審議通過之投資案件，

應送請國發基金管理會備查。  
4
 依國發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第 9 點：「執行單位因執行本方案所生投資損失

概由本基金承受，並由執行單位協助提供合於公司法等相關法規所訂必要文件與說明資料，

俾供本基金依會計及審計程序呈報後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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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應詳加評估檢討，

報由主管機關核處。」投資創投事業審查及管理

要點、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投資文化創意產

業實施方案等規範，對於國發基金「參加民營事

業投資所營事業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

情況無法改善」等狀況，並無相關規定，故應依

上開特種基金投資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詳加評

估檢討，報由主管機關行政院核處，始為適法。

國發基金蘇來守副執行秘書於本院約詢中稱：

「將再與行政院討論，如何遵循該要點並兼顧國

發基金之投資管理」。 

(五)綜上，國發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創投事業、中小

企業與文化創意產業，截至104年6月底國內外累計

總投資額為218.26億元，其中屬「所營事業目標無

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投資額，

合計為 12.53億元。該基金對於投資與否有決定

權，仍為實質參與投資者，且投資之持股均未超過

50%，該基金亦非屬信託基金，應依特種基金投資

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參加民營事業投資所營事

業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

應詳加評估檢討，報由主管機關核處。」但行政院

及國發基金均不當將信託投資排除該要點之適

用，且未在國發基金所訂定之投資規範中明定國發

基金信託投資之目標無法達成及連續虧損情況無

法改善時之評估檢討及報院核處等監督管理措

施，均核有違失。 

二、國發基金於90年至102年間已陸續參與國光生物科技

公司等5家公司之原始投資或現金增資，並派有8位股

權代表管理各該轉投資事業，竟於97年至102年間，

任由中小企業處委任5家管理顧問公司再投資上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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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共2億2,218萬餘元，並由各該管理顧問公司管

理，致使國發基金須支付管理顧問公司管理費用每年

444萬餘元，實有不當。 

(一)國發基金於96年3月7日訂定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

案，由該基金匡列100億元額度於10年之執行期限

內，委由中小企業處於兆豐商銀開立「國家發展基

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信託投資專戶」。依上開方

案，該方案執行單位為中小企業處。投資案件之投

資評估、審議核決、合資協議及投資後管理，委由

執行單位辦理，執行單位得視需要委任專業管理公

司協助辦理。執行單位應邀請國發基金參與投資可

行性評估等相關審議會議，審議通過之投資案件，

應送請國發基金管理會備查。中小企業處委託專業

管理公司，應要求專業管理公司建立投資案標準評

估、管理及退出程序、訂定管理作業手冊及按季向

執行單位提報投資組合內容，並副知國發基金。 

(二)依審計部函報，國發基金於90年至102年間陸續參與

國光生物科技公司、藥華醫藥公司、中裕新藥公司

(原宇昌生技公司)、達輝光電公司、台康生技公司

等5家公司之原始投資或現金增資，截至102年9月

底止，該基金投資上開轉投資事業之金額分別為8

億2,424萬餘元(持股比例17.24%)、2億8,068萬餘

元 (持股比例 12.22%)、 4億 112萬餘元 (持股比例

20.74%)、13億6,040萬餘元(持股比例20.28%)、

6,000萬元(持股比例11.11%)，該基金計派有8位股

權代表管理各該轉投資事業。惟該基金為辦理該方

案，透過中小企業處委任旭邦投資顧問公司、台安

生物科技公司、益鼎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華揚

中小企業開發公司、中國信託創業投資公司，亦於

97年至 102年間投資各該公司，截至 102年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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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由該基金出資分別投資國光生物科技公司

3,170萬餘元、藥華醫藥公司2,998萬餘元、中裕新

藥公司2,999萬餘元、達輝光電公司8,550萬元、台

康生技公司4,500萬元，共2億2,218萬餘元。國發

基金依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加強

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下稱加強投資

中小企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規定，派員參與各該

投資案之投資審議會，卻未審慎衡酌前揭各該投資

案源，該基金已參與投資並派有股權代表管理，仍

由中小企業處同意各該管理顧問公司再投資，並由

各該管理顧問公司管理，肇致該基金每年尚須支出

管理費約444萬餘元
5
，增加基金支出。 

(三)關於上開重複投資之原因，經濟部函復本院稱：「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直接投資事業，均依該基金相關

規定以投資金額超過1億元以上者為優先考量，而委

託中小企業處執行之該方案對單一事業投資金額以

不逾1億元為限。專業管理公司之個案評估係以錄案

當時公司發展進程、當輪募資額度及需求、股價合

理性等條件進行綜合評估，同一企業不同輪之募資

需求亦為單獨評估，非以國發基金是否早已投資或

準備撥款投資為考量，且對被投資公司而言，投資

之效益除直接挹注資金充實自有資本外，另有成為

策略性夥伴，提供對被投資公司營運發展之實益

等，如利於上市上櫃、擴展行銷通路、有利於爭取

外部協助資源或銀行融資，本方案委由專業管理公

司辦理投資評估、審議及投資後管理，並於企業發

展過程中，給予適切協助，將可提供不同面向之實

質助益，帶給被投資事業更多面向之資源協助。」

                   
5
 依中小企業處專案計畫委辦契約書，按實際投資金額之 2%支付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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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國發會函復本院亦稱：「專業管理公司於個案

評估會考量當時個案公司發展進程、當次募資額度

及需求、股價合理性等條件進行綜合評估，對同一

企業不同階段之募資需求亦為獨立評估，非以國發

基金是否已投資或準備撥款投資為考量；另就被投

資公司而言，投資效益除直接挹注資金充實自有資

本外，另會參酌策略性投資夥伴所提供對公司營運

發展之實際效益，例如利於未來上市上櫃推動、行

銷通路擴展、外部資源協助或銀行融資等。本方案

中小企業處委由專業管理公司辦理投資評估、審議

及投資後管理，並於企業發展過程中，給予適切輔

導協助，將可提供不同面向之實質助益，帶給被投

資事業更多面向之資源協助。」等語。 

(四)惟依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執行單位辦理該方案

所需經費，含委任專業管理公司之管理費，由該基

金支應。國發基金原直接投資並派有股權代表管理

之事業，若後續仍有募資需求，經其股權代表或中

小企業處委任之專業管理公司評估認為具投資效

益，自得由國發基金以自己名義再投資，不必透過

該方案委由管理顧問公司進行投資後管理，以節省

管理費支出。中小企業處蘇文玲副處長已於本院約

詢中稱：該方案與國發基金重複投資部分將再研議

調整等語。 

(五)綜上，國發基金於90年至102年間已陸續參與國光生

物科技公司等5家公司之原始投資或現金增資，並派

有8位股權代表管理各該轉投資事業，竟於97年至

102年間，任由中小企業處委任5家管理顧問公司再

投資上開5家公司共2億2,218萬餘元，並由該管理顧

問公司管理，致使國發基金每年須支付管理顧問公

司投資金額2%之管理費用計444萬餘元，實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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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國發會為國發基金之管理機關，該基金

以信託專戶方式投資者，截至104年6月底國內外累計總

投資額為218.26億元，其中屬「所營事業目標無法達成，

或連續3年虧損情況無法改善」之投資額，合計為12.53

億元，既未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

理要點」規定詳加評估檢討並報由行政院核處，亦未在

該基金所訂之投資規範中設立有效控管機制；且該基金

有任由執行單位中小企業處不當增加管理費用支出，每

年444萬餘元之情事，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

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高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