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能見度，是吸引外商投資進駐的決定性關鍵。

高雄市自從 2009 年舉辦世界運動會後，成功打開國際名聲。

繼之而起的「亞洲新灣區」，氣勢磅礡的港灣改造計劃，4 座國際指標性建築，

配合新興產業、交通建設，牽動龐大經濟效益，將會是亞太最閃耀的明珠。

高雄  亞洲新灣區　 
亞太投資新天地

位在高雄港第二港口「自由貿易運籌中心」的
遊艇製造專區，目前已與 23 家廠商簽署投資
意向書。

高雄海陸空運輸體系皆俱，有極佳的地理位置，是外
商投資拓展的絕佳選擇。

興建中的高雄世貿會議展覽中心，將為高雄迎來會展產

業的新契機。

全
臺第一大港的高雄市，擁有國際貨櫃港口、

國際小港機場、交通便捷的三鐵（高鐵、臺

鐵、高捷），是全臺唯一海陸空運輸體系皆俱的

城市。縣市合併之後，更躍升為全臺面積最大的

直轄市，經濟生產腹地廣闊。隨著亞洲新灣區、

自由貿易中心、軟體數位園區等大型公共建設陸

續完工啟用，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外商投

資的新天地。

亞洲新灣區  晉升國際級城市

近期高雄市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總投資金額 300

億的亞洲新灣區，在水岸輕軌的串連下，內部規

劃 1500個標準攤位和可容納 2000人會議空間的

「高雄世貿會議展覽中心」、可同時泊靠兩艘 22.5

萬噸大型郵輪的「高雄港埠旅運中心」和「海洋

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四大指標性建築，將徹底重塑港灣城市新意象，

為高雄帶來包括會展、觀光旅遊、文化創意、軟

體數位產業等商機。

新興產業布局  擴大國際投資磁吸效應

文創和數位內容帶領高雄掀起另一波產業轉型。

高雄軟體園區進駐廠商超過兩百家，除了鴻海集

團之外，還包括日本小學館、西基動畫、智崴科

技等一流旗艦型國際大廠，另外在駁二特區也有

R&H電影特效公司、兔將、日商 SONY SECT、樂

陞等進駐。市府正積極進行「大駁二計畫」，擴

大文創基地，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屆時與高雄港

的亞洲新灣區串連，形成高雄數位內容文創產業

基地。經發局四月上旬與日本 4D特效影像公司

Crescent、Dynamo Pictures動畫簽署合作備忘錄，

可望以高雄為特效製作據點。

自由貿易中心  加持經濟發展

位在高雄港第二港口的「自由貿易運籌中心」，

在遊艇製造專區部份，已與 23家廠商簽署投資意

向書，預計今年完成第一期公共設施；南星自由

貿易港區，將整合遊艇製造、五金、進出口、供

應商、物流等上中下游企業，打出「臺灣高雄製

造」的品牌優勢，推向國際。銜接南星計畫區和

仁武國道十號的港區重要動脈國道七號，也已獲

得經建會通過，最快今年可動工，可望有效紓解

高雄港的聯外運輸效率，加速經濟發展。

2013 亞太城市高峰會（APCS）城市領航

APCS不但是亞太城市發展議題的領航者，更被

視為城市與企業雙方合作的潛能開發者。2013亞

太城市高峰會（APCS）今年九月將在高雄舉行，

高市將以 APCS做為亞太地區工商企業、貿易、創

新和創業的平台，從城市治理策略思考，運用亞

太區域集體力量，尋求國家與市民的共同利益與

永續發展之道，預估會有逾百個城市市長和超過

1000名國內外商界領袖、政府代表、專家學者以

及青年專業人士共同參與盛會，將大幅提升城市

能見度，為尋求產業、經濟發展契機的高雄，進

行一次成功的國際城市行銷。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廣告
｜投資亮點我      高雄

國際港灣　璀燦明珠



青年為本  發動產業布局

我      高雄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廣告

高
雄向來是台灣的工業核心，產業著重於製造業，但近年隨著經濟情勢及產業結構的改變，高雄市

政府積極重新布局，轉型發展知識型產業和服務業，配合開發大型建設、建構交通網路，成功創

造就業機會，引流青年人力資源進駐，為高雄市的產業經濟闢出新徑。

創意無限　知識型產業正夯

獨特的產品、服務，以小成本創造出高價值，

微型創業正是青年圓夢最好的起步。

2009年，學美術的謝克駿回到高雄家鄉，創造

了「西丘織造」個人品牌，利用高品質的絲絹做

為素材，融入土地、人文激發出的創意，把原本

只適用於穿著的織品變身為藝術品，獲得國家設

計獎和台灣工藝大獎等榮譽。

原本在日本擔任翻譯的蘇冠宇，6年前回到高雄

市隬陀老家，毅然投入最傳統的農業，推行有機

蔬菜多量化，將日本的經營之道引進，讓小農自

產自銷、自行控管產量和價格，將市府的「微風

市集」經營成南台灣最重要的有機蔬果平台，獲

得今年全國模範農民。

打造文創沃土　青年安心圓夢

把對土地的感動化為創業的動力，依靠創新研

青年是社會的中堅份子，是國家活力、生產力的來源。

如何替青年打造就業、創業環境，是政府不可迴避的責任。

世代交替，抓得住青年的「質」變，才能創造下一波產業新契機。

創意高雄
希望城市逐夢踏實

發與智慧資產的累積，正是「知識型產業」的最佳

典範。「要緊抱住年輕人，把他們留在高雄就業」，

高雄市長陳菊把產業轉型的契機壓寶在青年身上，

提前布局相關產業，引進數位內容、動畫、電影、

音樂、藝術等文創產業，建設「駁二藝術特區」、

「軟體科技園區」、「衛武營國家音樂廳」等大

型文創園區，舉辦各種國際文化活動、展覽，強

化多元、多族群、多彩的觀光產業，匯聚成蘊藏

巨大創作能量的文創沃土，幫青年裝上翅膀，讓

他們勇敢去飛、去圓夢。

創造就業機會　吸納人才回流

高雄的蛻變，全台有目共睹，青年更以實際行

動展現對高雄市的肯定。高雄市近期的人口已呈

現正成長，顯示有更多人願意回流、移居高雄。

市府再加碼提出「亞洲新灣區」，規劃「海洋文

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高雄世界貿易會議

展覽中心」、預計吸納文創、音樂、遊艇、觀光、

會展等國內外產業進駐，至少可以創造八千個就

業機會。

此外，已在進行中的南星遊艇專區，將結合 20

家以上遊艇相關產業進駐，加上南星自由貿易區

擴增計劃、統一夢時代第二期開發計畫、義 集團

北高雄投資兩百億，以及台鐵左營站的環球購物

中心開幕，都能再為高雄創造超過一萬人的就業

機會。

市府在三月底開全國先河，推出「幸福高雄移

居津貼」，提供150個名額，每月最高補助一萬元，

刺激策略性產業人士移入，短短兩周就有 30多名

專業人士申請。市府經發局也提供小蝦米商業貸

款，當有志創業青年最堅強的後盾。

引進數位內容、動畫、電影、音樂、藝術等文創產業，建設大

型文創園區，引流青年人力資源進駐，為高雄市的產業經濟闢

出新徑，幫青年裝上翅膀，讓他們勇敢去圓夢。

多元、多族群、多彩的高雄，匯聚蘊藏巨大創作能量的文創沃土。

讓年輕人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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