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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5.2.5 

(1GBP=1.22 USD) 

人口 6826萬人 

面積 24萬 3,61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801億 3,144萬美元 (2024 第 3季)  

平均國民所得 4萬 6184美元 (2024.04)  

經濟成長率 0.0% (2024年第 3季)；0.1% (2024.11) 

失業率 4.3% (2024年 8-10月) 

進口值(貨品) 7,091億美元 (2023年↓8.2%) 

出口值(貨品) 4,587億美元(2023年↓4.4%)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和交通設備(Chapter 8)、燃料(Chapter 5)、雜項製品(Chapter 9)、化學品

(Chapter 6)、製造材料(Chapter 7)、食物及活體動物(Chapter 1)、汽車(Chapter 

8.23)、精煉油 (Chapter 5.2)、原油 (Chapter 5.1)、機械發電機( Chapter 8.4) 

主要出口項目 

 

機械和交通設備(Chapter 8) 、化學品(Chapter 6)、燃料(Chapter 5) 、醫藥產品

(Chapter 6.4) 、雜項製品(Chapter 9)、汽車(Chapter 8.23)、原油 (Chapter 5.1) 、

機械發電機(Chapter 8.4) 、製造材料(Chapter 7)、食物及活體動物(Chapter 1)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美國、中國、荷蘭、法國、比利時、挪威、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德國、荷蘭、愛爾蘭、法國、中國、比利時、瑞士、義大利、西班牙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統計局、英國商業與貿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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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

濟

現

況

及

展

望 

一、經濟回顧 

2024年英國經濟從 2023 年底的短暫衰退中反彈，上半年經濟表現甚為亮眼。2024年第一季

的 GDP 成長 0.7 %，領先 G7 國家中的任何其他國家，第二季 GDP 成長力道略減緩，但成

長至 0.4 %。 

    惟上半年的成長速度未能持續到下半年，英國工黨政府於 7月初執政，並於 10月 30日提

出秋季財政預算，宣布將增稅400億英鎊，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透過擴大基礎實施建設、

公共服務來推動經濟成長，一般預計此短期內恐影響企業及民眾的投資及消費信心。依英

國國家統計局(ONS)公布之數據，第 3 季 GDP 零成長，低於 G7 國家同期平均成長 0.5%及

歐元區平均成長 0.4%。 

此外，9 月和 10 月的 GDP 出現均小幅萎縮(均為-0.1%)， 所幸 11 月 GDP微幅成長 0.1%，

為英國經濟三個月來首次恢復成長，但擴張幅度低於預期。 依 ONS分析，11月份經濟略成

長，主要為建築業及服務業所推動，建築業有新的商業開發案進行，而服務業中的批發

業、餐飲服務及資通訊服務表現良好，惟多個製造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務則表現欠

佳。 

該 11 月的經濟數據為財政部 Reeves部長於去年 10月 30日公佈第一份新政府預算案後的首

個經濟數據，渠在預算案中提高國民保險費率並降低雇主繳費門檻。企業一再警告稱，政

府加稅使企業面臨的額外成本，加上最低工資上漲及企業稅率減免的減少，雇主將減少加

薪幅度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此恐將會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25 年 1 月 17 日提出預測，英國經濟在 2024 年成長 0.9%、

2025年成長 1.6%及 2026年成長 1.5%。預期推動 2025年經濟成長的因素為英國央行已經開

始並預計將繼續降息、秋季預算中的政策措施，將促進公共投資。 

展望 2025 年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影響英國經濟成長，加上述政府預算案的影響

也將在 2025年開始顯現，相關進展仍待觀察。 

 

重

要

2024 年秋季預算 

工黨 14 年來首份預算案將增稅 400 億英鎊，重點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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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貿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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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民保險： 

1. 雇主的國民保險繳款將自 2025年 4月起提高 1.2%，達 15%，勞工自付額則維持不變。 

2. 自 2025年 4月起，雇主開始為每位勞工薪資支付國民保險門檻，由年薪 9100英鎊降至年

薪 5000英鎊。該措施預計每年將為政府籌集 250億英鎊的稅收。 

(二) 個人所得稅：政府將根據 2028-29 年的通貨膨脹率提高個人所得稅和國民保險個人所得

稅起徵點。 

(三) 資本利得和遺產稅： 

1. 資本利得稅第一階段稅率將從 10%提高到 18%，第二階段稅率將從 20%提高到 24%。 

2. 政府將延長遺產稅起徵點的凍結，允許價值 32萬 5,000英鎊以下的遺產免徵遺產稅。 

3. 政府將對商業和農業資產的稅收減免制度進行改革，預計該措施將為政府籌集 20 億英鎊

的稅收。 

(四) 最低薪資： 

1. Reeves部長本日確認，21 歲以上勞工的法定最低薪資(National living wage)將成長 6.7%，

達 12.21英鎊，相當於每年增加 1,400英鎊的收入。 

2. 政府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推動 21歲以下勞工的薪資平等。 

(五) 菸酒： 

1. 政府將對電子煙徵稅，並與菸草的稅率保持一致。 

2. 削減酒精稅(Draught Duty)1.7%。 

(六) 燃料稅： 

1. 將燃料稅稅率凍結期延長一年，維持上屆政府削減 0.05英鎊的政策。 

2. 燃料稅稅率於 2011 年至 2022 年期間凍結，並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於 2022 年 3 月

削減 0.05英鎊。 

(七) 私立學校學費：將自 2025年 1月起課徵增值稅(VAT)。 

(八) 公共支出：政府部門的實際支出將成長 1.5%，倘包括資本支出，將成長 1.7%。 

(九) 教育： 

1. 教育預算將增加 23億英鎊，以支持教師聘用。 

2. 政府將投資 3 億英鎊用於高等教育，並將為特殊需求額外籌備 10億英鎊資金。 

(十) 國防：2025年國防預算將增加 29 億英鎊。 

(十一) 地方政府：將為地方政府提供 13億英鎊的額外撥款，其中 6億英鎊將用於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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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補償方案：向 1970-1990 年代受感染血液事件(Infected blood scandal) 影響的受害者賠

償 118 億英鎊，並向向郵局 IT 系統事件(Post Office Horizon IT scandal)的受害者賠償 18

億英鎊。 

(十三) 通貨膨脹和成長預測： 

1. 政府將維持英國央行 2%的通貨膨脹目標。 

2. 政府預算責任辦公室(OBR)預測，2024 年通貨膨脹率平均為 2.5%，並 2025 年將升至 

2.6%，然後在 2029年逐漸降至 2%。 今年 9月通貨膨脹率為 1.7%，低於英國央行 2% 目

標。 

3. 在經濟成長方面，政府預算責任辦公室小幅上調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但在以後幾年下

調預測。預計 2024年 GDP 成長率為 1.1%，2025年為 2%，並於 2030年下降至 1.6%。 

(十四) 政府借款： 

1. 政府借貸不得用於日常支出。 

2. 預計 2026年政府赤字將達 262億英鎊，但 2027-28年將實現 109億英鎊盈餘，2028-29年

將實現 93億英鎊盈餘，2029-30年則將實現 99億英鎊盈餘。 

3. 公部門的淨債務預計將從 2024-25財年的 1,270億英鎊逐步下降至 2029-30年 706億英鎊。 

(十五) 飛機和私人飛機： 

1. 每班經濟短程航班的航空旅客稅(Air passenger duty)將增加最多 2 英鎊。 

2. 私人飛機將額外徵收 50% 的航空乘客稅，每位乘客每班航班最高可達 450英鎊。 

(十六)營業稅和非本國人納稅身分： 

1. 零售和酒店業企業將獲得 40% 的商業稅(Business rate)減免，最高可達 2萬 5,000 英鎊。 

2. 石油利潤稅(Oil profits levy)將延長實施，並提高至 38%。 

3. 英國將自 2025年 4月起取消非本國人納稅身分概念。 

英國工黨新政府經貿、能源及科技政策重點如下: 

(一) 經貿： 

１、 重建與歐盟關係：承諾將不會重返歐盟、關稅同盟和單一市場，但強調將尋求

排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以改善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使英國脫歐發揮

作用。首先將與歐盟進行防疫檢疫協定談判，避免不必要邊境檢查並解決食品

成本攀升問題，另與歐盟達成專業資格相互承認協議，為英國服務出口打開市

場。 

２、 國防產業出口：認為國防產業有出口潛力，將充分利用出口貿易優勢，推動該

產業出口成長並確保供應鏈韌性，包括鋼鐵，另將優先考量英國企業在國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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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投入，透過改革採購制度以減少浪費，在符合國際規範前提下，與國內企

業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促進創新並提高韌性。 

３、 產業策略：將對供應鏈關注延伸到對產業策略，建立一個產業策略委員會，以

確保貿易政策與產業策略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該委員會將由來自英國各地（包

括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及企業和工會的代表組成。未來將著重英國相

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產業，包括優秀研究機構、專業服務、先進製造和創意產

業。 

４、 注入投資：產業策略包括建立國家財富基金(National Wealth Fund)，支持國內

的經濟成長和綠色能源開發，將在全國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使英國納稅人從

經濟成長中受益。該基金將在下屆國會期間籌集 73 億英鎊資本，其目標是以

每一英鎊的公共投資吸引 3 倍的私人投資，並在各個領域創造就業機會。另承

諾提供 18 億英鎊用於英國港口建設和升級，與提供 15 億英鎊用於建設新的超

級工廠，以使英國汽車產業保持領先，另 25億英鎊將用於鋼鐵業。 

５、 商業稅(Business tax)：承諾將在下一屆國會會期將商業稅上限限制 25%稅率為

門檻，倘其他國家稅收變化對英國競爭力構成威脅，將採取相關措施。 

(二) 能源： 

１、 強化再生能源產能：將與產業合作，到本世紀末使陸上風電成長 2 倍、太陽能

發電成長 3倍、離岸風電成長 4倍，最終使英國成為清潔能源超級大國。 

２、 投入新技術並立法：將投資碳捕獲和儲存（CCS）、氫和海洋能源，支持長期

能源儲存擴張，其能源和氣候政策架構將係新能源獨立法案重點。 

３、 成立國營能源公司：設立一家總部位於蘇格蘭國有潔淨能源電力公司，在下屆

議會為公司注資 83 億英鎊（106 億美元/98 億歐元），與能源公司、地方政府

合作，透過陸上風電、太陽能和水力發電項目組合，進行數千個潔淨能源電力

項目。 

４、 對石油和天然氣徵稅：對相關企業進一步徵收暴利稅，將把能源利潤稅落日條

款至下次國會結束，將把稅率提高 3%，並取消不合理投資補貼。 

５、 淨零轉型：進行能源體系改革和引入碳邊界調整機制、延長現有核電廠使用期

限確保核能領域的長期安全，並維持天然氣發電站的戰略儲備以確保供應安

全、不會撤銷現有的石油和天然氣許可證，但也不會核發新的石油和天然氣許

可證勘探新領域、不會核發新的煤炭許可證並計劃永久禁止水力壓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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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與技術：儘管科技及技術非工黨 5 項關鍵使命之一，但宣言中包括各種以科

技為重點的政策，橫向貫穿所有承諾，科技不僅是成長經濟和提高生產力的工

具，也協助解決英國面臨部分社會挑戰，如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生活成本

危機及能源不安全加劇。 

１、 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將使用人工智慧加快診斷服務並提高準確性，改造 

NHS 應用程序，並將兒童健康記錄數位化。生命科學計劃將包括制定 NHS 創

新和採用策略，以及將產品納入 NHS 採購計劃及推動創新獎勵做法。創建監

管創新辦公室使藥品和新醫療技術獲得更快的監管批准。在公共服務方面，創

建一個國家資料庫，以匯集現有的研究計畫並協助提供數據驅動的公共服務。 

２、 綠色產業：為使英國成為潔淨能源超級大國並促進經濟成長，將投資 15 億英

鎊建造新的超級工廠、10 億英鎊用於碳捕獲技術、5 億英鎊支持綠氫製造商；

更新國家規劃政策，以確保更容易建造實驗室、數位基礎設施和超級工廠；人

工智慧將在產業政策中有獨立具體的產業計劃；重新推動 2030 年實現全國 5G 

覆蓋的目標；支持開放銀行和金融等新科技。 

３、 技能及科技相關稅賦：將改革學徒稅(Apprenticeships Levy)，並將設立新的靈

活成長和技能稅(Flexible Growth and Skills Levy)。另在倫敦科技週(London Tech 

Week)，工黨之科學、創新及技術部部長 Peter Kyle 指出，將與 Good Things 

Foundation 慈善機構合作，透過捐贈政府舊的 IT 設備，以協助面臨數位排除的

低收入者。 

４、 減少犯罪：將禁止以人工智慧創建的色情偽造內容及制裁違法在網路銷售危險

刀具的店家。警方將妥善利用科技來應對現代威脅，並承諾未來將與警察機構

合作，制定統一的採購、IT 和培訓方法，同時將投資數位鑑定技術。遏阻詐騙

方面，將制定擴大的反詐欺策略，透過與科技公司合作，阻止詐欺者利用平台

進行詐騙。在網路安全方面，將以《網路安全法》(Online Safety Act)為基礎，

加快制定相關條款，探索加強網路安全的進一步措施。 

５、 科技創新及監管： 

(１) 政府部門：將科學創新與技術部改造為政府數位中心(Digital Centre for 

Government)，成為執行單位，而非以政策為中心的部會。 

(２) 技術監管：成立監管創新辦公室，以協助更新現行監管、加快審批時間並

協助協調跨領域監管。具體在人工智慧監管，將對開發前沿模型的公司引

入具有約束力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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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發和創新：將研發資金週期定為 10 年，並簡化政府採購流程以支持創

新，與新創公司和大學衍生企業合作，確保擁有擴大規模所需的資本。國

家安全與投資法(NSI Act)：英國於 5月 21日公布 NSI最新指導原則，包括

明闡行使國家安全與投資法之權力、收購可能受國家安全與投資法管轄之

交易型態(新實體和合資企業成立)、收購目標(技術轉移風險)、收購方(通

過國家安全與投資系統審查)、決策過程(目標風險、收購方風險和控管風

險等評估)。 

洽

簽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概

況

(脫

歐

後) 

一、CPTPP： 

1. 2018年 7月進行英國加入 CPTPP公眾諮詢，以利制定談判目標及方式。 

2. 2021年 2月 1日提出入會申請、2021年 6月 2日 CPTPP為英國成立入會工作小組、9月

28 日召開第一次入會工作小組會議、2022 年 2 月 18 日進行第 2 階段(市場進入)談判、

2023 年 3 月 31 日完成入會談判、7 月 16 日於紐西蘭舉行之 CPTPP 部長會議中簽署、

2024年經國會上下議會 3讀通過 3月 20日獲得御准。 

3. 澳洲、汶萊、日本、新加坡、智利、紐西蘭、越南、秘魯、馬來西亞完成英國加入

CPTPP之批准程序，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協定生效，英國將與上述成員國依據 CPTPP

協定進行貿易。 

二、推動 FTA談判： 

1. 簽署生效：澳洲(2023 年 5 月 31日生效) 、紐西蘭(2023 年 5 月 31日生效)、新加坡數

位貿易協定( 2022 年 6月 14日生效)、烏克蘭數位貿易協定(2023年 3月 20日簽署)。 

2. 談判進行中：印度(2022 年 1 月 17 日)、加拿大(2022 年 3 月)、墨西哥(2022 年 5 月)、

海灣國家(2022年 6 月) 、以色列(2022年 7 月 20 日)、瑞士(2023 年 5 月 15 日) 、韓國

(2023年 11月 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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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英雙邊經貿關係 

雙邊貿易總值 
● 64億 4,265萬美元(2024年↑1.36%) 

● 63億 5,317萬美元(2023年↓4.37%) 

● 66億 4,399萬美元(2022年↑1.83%)       

● 65億 2,475萬美元(2021年↑24.34%) 

● 2024年英國為我在歐洲第 4大貿

易夥伴 

● 2023年我為英國在亞洲第 6大貿

易夥伴 

我國出口值 
● 36億,5504萬美元(2024 年↑0.79%) 

● 36億 2,613萬美元(2023年↓10.48%) 

● 40億 5,100萬美元(2022年↓2.36%) 

● 41億 4,896萬美元(2021年↑24.06%) 

● 2024年英國為我在歐洲第 3大出

口市場 

● 2023年我為英國在亞洲第 6大出

口市場 

我國進口值 
● 27億 8,760萬美元(2024年↑2.11%) 

● 27億 2,704萬美元(2023年↑5.17%) 

● 25億 9,299萬美元(2022年↑9.14%) 

● 23億 6,842萬美元(2021年↑24.83%)  

● 2024年英國為我在歐洲第 5大進

口來源  

● 2023年我為英國在亞洲第 7大進

口來源 

(一) 總貿易：2024年台英雙邊貿易總額為 64.43億美元，較 2023年同期成長 1.36%。英國為我

國第 20大貿易夥伴，亦為我在歐洲地區之第 4大貿易夥伴（次於德國、荷蘭、法國）。我

對英國貨品貿易一向居於順差地位，2024年我國對英國之貿易順差金額為 8.67億美元，較

2023年之 8.96億美元減少約 3.22％。 

(二) 台灣對英國出口： 

1. 金額：2024 年台灣對英國出口貿易總額為 36.55 億美元，較 2023 年略成長 0.79%。英國

為我國第 16大出口國，亦為我國在歐洲地區第 3大出口國（次於荷蘭及德國）。 

2. 主要產品：資通訊產品、核子反應器及其零件、汽車零配件、鋼鐵製品、鋼鐵、塑膠及

其製品、光學製品零件及其附件、卑金屬製品、玩具及體育用品、礦物燃料等。 

3. 亮點：台灣為英國自行車整車、自行車零件及電動自行車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台灣為

英國扣件第三大進口來源國，僅次於中國及德國。台灣珍奶、刈包、雞排等美食近年來

風靡英國，台灣珍奶原材料對英國出口呈倍數成長。 

(三) 台灣自英國進口： 

1. 金額：2024 年台灣自英國進口貿易總額為 27.88 億美元，較 2023 年成長 2.11%。英國為

我國第 23 大進口市場，亦為我國在歐洲地區之第 5 大進口市場（次於德國、荷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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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義大利）。 

2. 主要產品：飲料、核子反應器及其零件、汽車零配件、關稅配額之貨品、光學製品零件及

其附件、資通訊產品、醫藥製品、雜項化學產品、精油及樹脂狀物質、塑膠及其製品。 

3. 亮點：2023 年英國在鮭魚及威士忌出口均下降，但對台出口均成長，鮭魚出口台灣金額

為 1310萬英鎊，成長 42％，為英國全球第 7大鮭魚出口國，威士忌出口台灣金額為 3.41

億英鎊，成長 8.3％，為英國全球第４大威士忌出口國。英國預計 2030 年離岸風電總裝

置容量達到 50GW 目標，位居全球第一，台灣是英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的離岸風電技術輸

出對象，已有超過 20 多家英國離岸風電業者在台灣設立營運據點，其中許多業者更將台

灣據點設為亞太地區營運總部。 

(1) 雙邊貿易概況 

 

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順逆差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2012 6,909 5.47 5065 9.64 1844 -4.51 3220 19.8 

2013 6,094 -11.81 4322 -14.67 1772 -3.93 2550 -20.83 

2014 6,009 -1.38 4196 -2.89 1813 2.3 2384 -6.51 

2015 5,580 -7.15 3779 -9.94 1800 -0.7 1979 -16.97 

2016 5,487 -1.66 3643 -3.61 1844 2.44 1799 -9.11 

2017 5,701 3.9 3756 3.11 1945 5.48 1811 0.67 

2018 5,936 4.12 3858 2.72 2078 6.82 1781 -1.69 

2019 5,598 -5.7 3576 -7.31 2021 -2.71 1555 -12.69 

2020 5,248 -6.25 3344 -6.48 1903 -5.85 1441 -7.3 

2021 6,518 24.2 4149 24.07 2368 24.44 1781 23.57 

2022 6,643 1.82 4051 7.4 2592 12.07 1459 -22.06 

2023 6,353 -4.37 3626 -10.48 2727 5.17 899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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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6,442 1.36 3,655 0.79 2,787 2.11 867 -3.22 

(2) 雙邊投資概況 

我對英國投資 依據我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截至 2024 年為止，我商經核准赴英國投資或

設立據點的案件數累計達 247 件，居我對歐投資之第 2 位，僅次於德國。在

投資金額部分，累計達 33.83 億美元，占我國在歐洲總投資額約 16.43%，居

我對歐投資第 3 位，僅次於德國、荷蘭。我商在英國的投資以商業不動產為

最大宗，其他如金融服務業、電子資訊業等。我國在英投資的電子資訊廠商

係以設立銷售據點型態為主；銷售據點亦多具有維修及倉儲、發貨的功能。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銷售據點多設立於人口較稠密的東南英格蘭地區，尤其

是大倫敦區或是臨近的外圍城鎮如 Slough、Hemel Hampstead、Milton Keynes

等地點。 

英國對我投資 截至2024年為止，英商經核准前來我國投資或設立據點的案件數累計達1,513

件，占歐商對我投資總件數約 23.30%，位居首位。在投資金額部分，累計達

139.42 億美元，占歐商對我總投資額約 18.63%，位居第 2 位，僅次於荷蘭。

投資類別為金融證劵、顧問管理、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菸酒類等。 

(3) 雙邊重要會議及協定 

重要官方會議 台英經貿對話會議、台英能源對話會議、台英農業對話會議、台英智財權會

議、台英半導體對話會議 

重要民間會議 台英再生能源圓桌論壇、台英智慧城市論壇 

雙邊經貿協定 台英有機產品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2024.05.22) 

臺英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2023.11.08) 

台英醫衛合作瞭解備忘錄(2023.07.07) 

台英創新研究發展合作備忘錄(2022.11.09) 

避免所得稅及財產交易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及其附錄議定書

(2021.8.19) 

自動交換金融帳戶資訊以增進國際稅務遵循協議(2021.3.30) 

台英農業合作備忘錄(2021.1.28) 

台英生物材料寄存相互承認備忘錄 (2017.12.1) 

台英經貿交流瞭解備忘錄（201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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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英智慧財產權合作備忘錄（2013.9.17） 

台英航空服務營運協定(2009.11.12) 

避免所得稅及財產交易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2002.4.8) 

雙邊經貿相關之

對話平台 

一、台英經貿對話會議：第 26屆會議於 2023年 11月 6日由經濟部陳政務次長

與商貿部副部長Nigel Huddleston在倫敦共同主持，議程包括貿易政策、農

業、能源、市場進入、科技合作、供應鏈韌性及產業合作。 

二、台英經貿工作階層對話會議：於 2023 年 10 月 4 日由英國駐亞太貿易代表

Martin Kent 赴台北與貿易署江署長共同主持，針對雙方關切之貿易政策、

藥品、能源、農業、金融服務與關務等議題進行討論。 

三、台英能源對話會議(官方)：第 6 屆會議於 2024 年 11 月 21 日以虛實整合方

式舉辦，由能源署游署長與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能源國際能源處長 Julie 

Scott 共同主持，英國分享第五、六輪離岸風電競標及專案融資經驗，台方

說明台灣第三階段離岸風電之挑戰與展望及融資保證現況。 

四、台英再生能源交流圓桌論壇(民間) ：2024 年 11 月 22 日於台北召開，討論

淨零政策與再生能源發展、固定式離岸風電運維、浮動式港埠設施及產業

布局及電網穩定與儲能等議題。 

五、台英農業對話會議：2023 年 9 月 19 日於台北召開，雙方就農業部門減碳

合作、有機農產品認證等案交換意見。 

六、台英智慧財產權會議：第 13 屆台英智慧財產權會議於 2024年 5 月 22 日以

視訊方式舉行，雙方就人工智慧與著作權、網路平台利用新聞內容分潤議

題、3D立體圖檔註冊設計等議題進行交流。 

七、台英半導體對話會議：第 2屆台英半導體對話會議於 2024年 9月 6 日在台

北召開。英國科學、創新及技術部(DSIT) 科技顧問 Dave Smith 率團赴台，

與貿易署胡副署長共同主持，雙方就半導體產業發展政策、人才與技能合

作、科研合作、人才交流、供應鏈及晶片安全等 4 項議題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