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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由 

依據大院109年10月23日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通

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

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審查

報告(修正本)」決議:「經濟部辦理振興三倍券所需總經費

510億5,100萬元，包含補助民眾所需經費487億9,500億元

(一般民眾451億6,500萬元及中低收入弱勢族群36億3,000

萬元)、行政成本及廣宣經費共22億5,600萬元；本次所編

預算扣除原編列辦理刺激國內民眾消費措施經費，辦理振

興三倍券總經費占第2次追加預算案，經濟部主管總預算即

高達25%。政府振興三倍券立意良善，希望能夠鼓勵民眾

消費之外，亦能同時協助各行各業，度過因疫情造成營收

銳減之經濟景氣衰退的現況。但振興三倍券的實際效果是

否有如行政部門的當初設想，實際帶動消費，促進國家整

體經濟成長，恐尚待後續觀察及驗證。爰要求國家發展委

員會及經濟部就發放振興三倍券後，全國經濟成長率比較

表及發放前評估與發放後總體效果評估，於預算執行完成

後1個月向立法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謹遵

照大院決議，提出「振興三倍券執行成效評估」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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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振興三倍券之規劃 

一、 緣起 

去（109）年初受COVID-19疫情影響，為降低感染風

險，國人減少外出與避免室內集會活動，降低外出消費，

加上各國採取邊境管制措施與提高出國旅遊警示，致出入

境人次大幅減少；消費者信心同步下滑，國內消費備受衝

擊。 

蔡總統於去年3月9日指出，整體的紓困方案有短期

的、也有比較中長期的紓困計畫，希望在整個疫情期間，

受到衝擊最嚴重的產業，可以得到政府即時性協助，讓他

們的事業或企業的經營不會中斷。 

此外，蘇院長於行政院第3691次院會指示，應讓受影

響產業及民眾受到政府妥適照顧，並化危機為轉機，帶動

產業升級，並達「雨露均霑、立竿見影」效果。 

在臺灣疫情趨穩下，以「邊境風險嚴管、國內鬆綁」

為原則，去年6月2日政府宣布推出刺激消費、振興經濟的

「振興三倍券」，讓「壹仟變參仟」秉持好領、好用、好刺

激，同時最溫暖之精神協助企業走出疫情，加速經濟復甦。 

二、 規劃 

（一） 「振興三倍券」設計思維 

1. 政府與民眾共同創造更大消費效果 

振興三倍券設計以1,000元換取面額3,000元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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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刺激民眾從口袋中額外掏錢消費，且因已付出

1,000元的費用，持有民眾必然設法將具有使用期限的

三倍券花掉，進而達到刺激消費的效果。若採直接發

放現金，則民眾很可能直接將現金轉為儲蓄，限縮政

府支出的效果。 

2. 納入多元工具，方便民眾領取 

科技的突飛猛進，各種電子支付工具不斷推陳出新，

電子支付工具早已成為現代商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環節，為年輕世代熟悉慣用的工具，透過數位化

工具，可快速刺激內需誘發消費，並協助店家數位轉

型，擴大店家導入數位支付；而紙本券可補足數位方

式無法使用之場域，並擴大消費者及偏鄉店家參與。

考量不同消費族群的使用習慣及店家需求，爰以發行

實體券（紙本）與數位工具併行模式，透過多元領取

方式，使全民皆可受益。 

3. 搭配政府各部會振興措施加碼 

為使振興三倍券有效刺激消費，搭配其他措施，鼓勵

民眾新增額外消費，而非用以替代日常支出。因此，

除了將振興三倍券使用範圍排除保單、儲值、菸品、

電商外，各部會也相繼推出促銷措施，如藝Fun券、

動滋券、農遊券、客庄旅遊券等，更能鼓勵民眾外出

觀光旅遊，有效降低替代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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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及地方政府紛紛加碼，擴大消費乘數效果 

要產生好的經濟效果，必須鼓勵更多單位投入加碼，

才能發揮乘數效果。自宣布發放振興三倍券以來，金

融機構、連鎖企業、店家、地方政府等端出各種加碼

優惠，使民眾認為使用三倍券具有物超所值之效果，

踴躍運用振興三倍券，進而刺激額外的消費。 

5. 照顧弱勢民眾，振興最溫暖 

為了讓弱勢民眾也可領取振興三倍券，符合弱勢資格

者，政府將直接匯入1,000元到帳戶供其領取振興三倍

券，這樣的方式也考量弱勢民眾的心情，在領取三倍

券時，不必揭示其身分，更能讓民眾感受政府的溫暖。 

（二） 「振興三倍券」使用範疇 

疫情造成民眾不出門消費，使得實體店家營運受

創，為鼓勵民眾至實體店家消費，振興三倍券強調「走

出去消費」，以提振實體店家之營收並穩定其就業機

會，故排除電商平台之使用。 

此外，為確保振興三倍券達到刺激消費效果，在

使用項目上亦有所限制，例如不能用在股票投資、水

電費、罰金罰鍰、健保費、稅捐、行政規費、儲值交

易等，惟考量協助具有公益性弱勢團體，可購買公益

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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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與各部會振興措施 

振興三倍券為全國性政策，採「3+1」方式，包含行動

支付、電子票證、信用卡及紙本，由民眾擇一使用，不得重

複領取。執行情形及效益說明如下： 

一、 領取資格、方式及流程 

振興三倍券領取資格及領取方式以照顧民眾及方便

領取為原則，新住民亦可領取，且領取方式結合政府與民

間力量，提供多元便利，並具創新性的領取方式。 

（一） 領取資格 

除國人可領振興三倍券外，由於新住民亦為臺灣

社會重要的一份子，國人的外籍、陸籍及港澳配偶，

凡在台持有有效居留證者，均可領取振興三倍券1。 

為讓長期居住臺灣的外國人亦可感受到臺灣的溫

暖，於去年11月16日，新增持我國永久居留證及外交

官員證人士為發放對象，讓外籍人士享有領取三倍
                                                 
1
 可領取對象包括以下十大類： 

1. 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2.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於國內現無戶籍之人員及其具有我國國籍之眷

屬。 

3. 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 

4. 取得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許可之大陸地區人民。 

5. 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6. 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7. 前二款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留許可未廢止者。 

8. 第三款至第七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 

9. 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10.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得在我國居留之

外國人，且已依駐臺外交機構人員及其眷屬身分證明發給要點規定，領有有

效身分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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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參與振興經濟的機會，也增加整體發券的乘數效

果。 

（二） 領取方式 

配合電子支付發展，且便利民眾可就近領取，振

興三倍券提供多元領取方式，民眾可依消費習慣選擇

紙本券或數位券。紙本券發放方式包括超商預訂領

取、郵局領取；數位券則為綁定信用卡、電子票證、

電子支付。 

（三） 領取流程說明 

1. 紙本三倍券領取流程 

(1) 領取管道： 

紙本三倍券提供多元管道供民眾領取，包括統一超

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超商、OK 超商、全聯

福利中心、美廉社、屈臣氏及康是美藥妝店等 1.5

萬家店均可領取，且領取時間十分彈性。 

(2) 預訂領取梯次： 

參考口罩的領取作業方式，推行紙本三倍券領券作

業，初始規劃兩梯次預訂及領取時間，但由於民眾

領取踴躍，故於去年 7 月 6 日發布「振興三倍券增

加一梯次預訂」，共分三梯次，預訂期間：第一梯

次 7 月 1 日至 7 月 7 日、第二梯次 7 月 8 日至 7

月 12 日、第三梯次 8 月 1 日至 8 月 7 日，領券期

間：第一梯次 7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第二梯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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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至 7 月 31 日、第三梯次 8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 

(3) 郵局直接領取： 

除了預訂領取三梯次的領券外，民眾也可攜帶

1,000 元現金及健保卡(永居證)至各地郵局領取紙

本三倍券。 

2. 數位三倍券領用流程 

除紙本三倍券外，民眾也可選擇快速便利的數位

三倍券（包含信用卡、電子票證及行動支付），至三倍

券官網或數位工具即能輕鬆完成綁定，並可立即消

費，最晚須於去年12月31日當日消費累積滿3,000元可

享2,000元回饋。在使用期限內，民眾若想了解更多三

倍券資訊和各家業者推出的優惠消息，可至三倍券官

網（https://3000.gov.tw/）查詢或撥打「1988紓困振興

專線」。滿額回饋及各家業者推出的優惠，使得整體領

券量不僅在短期內快速提升，亦使民眾消費在短期內

增加，達到此次振興三倍券短期內刺激經濟動能之目

的。 

二、 領取及兌付情形 

振興三倍券自去年7月15日起實施，共有紙本、行

動支付、電子票證或信用卡4種方式，截至去年12月31

日，已逾2,332萬人領取，占符合領取資格民眾為

98.35%，約占可領取人數比重九成八，截至今(110)年3

月31日紙本兌領金額約642.89億元，占已領取金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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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由於振興三倍券領取便利、使用簡單，民眾領

用十分踴躍，有效帶動民間消費，刺激經濟成長。 

（一） 領取情形 

結合電子支付、電子票證、信用卡、郵局及便利

超商等多元管道發放振興三倍券，有效降低透過單一

管道發放之作業壓力。截至去年12月31日，紙本及數

位綁定領取人數已達23,328,776人，占可領取人數

98.35%。 

表1 振興三倍券人數統計表 

 領取/綁定人數 

總計 23,327,976 

  紙本領取 21,516,039 

  數位綁定 1,811,937 

（二） 兌付情形 

振興三倍券去年7月23日起開始受理店家兌領，全

國60家金融機構約6,221個分行皆可受理店家辦理三倍

券兌領作業。 

截至今年3月31日紙本兌領金額約642.89億元，數

位支付已滿額消費累計達102.08億元（見表2），滿額消

費回饋人數約達176.4萬人，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為5,7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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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振興三倍券兌付金額統計表 

 累計兌付金額(億元) 

合計 744.97 

紙本(至110/3/31) 642.89 

數位(至110/3/31)  102.08* 

*註：指數位支付消費滿額具兌付資格之金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經濟部。 

為讓收到振興三倍券店家能快速領到現金，有統

一編號之營業人持三倍券可直接到金融機構填寫兌領

單即可辦理兌領作業。沒有統編的店家也可兌領，例

如，無統編的運將、民宿、攤商、農漁民、自營業者，

可透過公會、工會、協會、自治團體及農漁會信用部

等代為兌領。如無法透過相關組織兌領，只要已於職

業工會投保，亦可持身分證明文件並提供存(匯)入帳號

至八家公營行庫所屬的1,339家分行兌領三倍券。 

三、 帶動各界加碼情形 

三倍券帶動行動支付業者、電子票證業者及金融機

構、民間業者、地方政府紛紛跟進加碼，且地方政府亦同

時舉辦各類促進消費活動，在國內疫情控制良好之環境

下，給予民眾「走出去消費」之信心，有效帶動國內消費

熱潮。 

（一） 行動支付業者、電子票證業者、金融機構 

國內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搭配振興三倍券，提供優

惠回饋方案，並推出各項加碼活動，如現金回饋或紅



 

11 

利積點加倍等加碼優惠；行動支付業者亦搭配振興三

倍券，推出現金回饋或折價券等加碼優惠；電子票證

業者亦搭配振興三倍券，提供加碼回饋或會員點數等

加碼優惠，對於刺激消費及振興經濟提升具有加乘作

用。 

（二） 民間業者 

民間各行業皆積極響應，推出各種加碼措施，吸

引民眾持振興三倍券前往消費，例如：傳統市場消費

可抽市集抵用券、百貨公司推出消費滿額贈購物金、

超級市場及連鎖賣場推出消費滿額加倍贈送會員點

數，飯店、餐廳及零售店家分別推出各種優惠折扣，

有助於激發民眾擴大消費，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三） 地方政府 

1. 台北市：悠遊卡（敬老卡、愛心卡）加碼1,000元。

悠遊卡（高中職學生）加碼500元，使用悠遊付再加

碼500元，最高1,000元。 

2. 新北市：500元振興三倍券可換購800元購物券（限

額5萬名），等同加碼300元。 

3. 桃園市：200元振興三倍券可換購400元桃園夜市券

（限額5萬名），等同加碼200元。 

4. 澎湖縣：縣政府額外加發現金500元；馬公市再加碼

發放300元敬老禮券；湖西、白沙、西嶼、望安與七

美再加碼現金500元。整體最高加碼1,000元。 

5. 金門縣：金門縣政府針對金門縣民及有居留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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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配偶推出以2,000元換取4,000元的「1+1振興券」，

等同加碼2,000元。 

四、 各部會振興相關措施 

為振興國內經濟，各部會亦相繼推出振興消費措施，

如安心旅遊、農遊券、藝Fun券、動滋券、客庄旅遊券等，

鼓勵民眾外出觀光旅遊，有效降低替代消費。 

 

圖1 各部會振興優惠措施方案 

 

五、 政策效益 

COVID-19疫情造成全球確診人數仍不斷攀升，但臺

灣疫情仍屬穩定，多數人都能保持正常生活，國內實體經

濟活動與金融體系亦正常運作，惟內需產業因疫情而受較

大衝擊，透過振興三倍券的發放，已發揮點火效應，帶動

消費提升與國內經濟回溫。 

（一） 誘發國人消費意願，帶動額外消費擴增 

振興三倍券發放時點正逢暑假，國人因疫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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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紛紛選擇於國內消費旅遊，且政府亦推出安心

國旅補助等多項措施，並結合地方政府、民間業者、

金融機構、行動支付業者、電子票證業者攜手推出各

類促進消費之活動，以及各飯店、民宿、旅遊業者推

出加碼優惠措施。 

（二） 刺激零售業、餐飲業營業額明顯回溫 

在經濟解封後，振興三倍券促使國人出門消費意

願提升，出現強勁消費動能。去年7月三倍券發放後，

終止連續5個月經濟負成長，年增2.5%。而自去年8月

至11月零售業營業額，更連續四個月均創下歷年同月

新高。8月份營業額更創2010年3月以來最大增幅。第4

季營業額為1兆600億元，年增2.4%。109年全年營業額

為3兆8,616億元，創歷年新高，年增0.2%。 

餐飲業方面，自去年9月至11月餐飲業營業額，連

續三個月創歷年同月新高，其中10月份餐館業因中

秋、國慶連假聚餐及出遊商機，加上適逢百貨公司週

年慶帶來集客效應，年增6.3%。在政府振興措施、國

內旅遊熱潮帶動下，營業額屢創成效。 

此外，依據財政部統計營業人營業稅報繳情形，

三倍券實施後，109年下半年各期(7-8月、9-10月及11-12

月)之銷售額及營業稅均較前(108)年同期成長，且109

年下半年逐期遞增，顯見三倍券確實促進消費動能。 

（三） 有助於增加就業 

振興三倍券除帶動店家營收，同時也創造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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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升，依據勞動部統計，減班休息(無薪假)人數從去

年6月的3萬多人，至去年12月已減少為5至6千人；而

去年12月的就業人數1,152萬7千人，也較去年6月份

1,147萬2千人來的高，顯示三倍券使相關產業勞動市場

回穩，確保勞工就業安定。 

（四） 三倍券帶動經濟效益破千億 

以數位三倍券推估，截至110年3月31日數位三倍

券滿額回饋約176.4萬人，滿額累計消費達102.08億

元，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約5,785元(102.08億元/176.4萬

人)。倘以每位民眾消費5,785元，估計至少達1,000億

元以上經濟效益(5,785元x領用人數約2,332萬人，約估

1,349億元 )。 

可見在經濟解封後，三倍券有效鼓勵國人走出戶

外消費，刺激消費動能，帶動經濟效益達千億以上。 

伍、結語 

為協助受疫情影響之內需型產業，活絡經濟、促進商業

發展，政府發行振興三倍券，於內需消費受疫情影響而低迷

之際，誘發國人消費意願，刺激內需消費動能，激勵國人走

出戶外消費。這次政府發行振興三倍券，以「花一千元換三

千元」概念，希望擴大乘數效果，刺激消費。加上，選擇在

國內疫情受控、逐步鬆綁防疫管制措施的時機點，加以平

台、店家及地方政府都大手筆加碼優惠，形成消費熱絡的氛

圍，振興三倍券有效提振消費信心，刺激消費效果顯著。 

振興三倍券發放以來，可看到國內業者均推出各類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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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對於拉抬國人消費意願及降低替代效果有顯著效益，

且發放時點正逢暑假期間，因國外疫情未歇，且政府推出安

心國旅補助等多項措施，有助吸引國人於國內旅遊，更進一

步擴大振興三倍券點火內需之成效，帶動零售及餐飲業營業

額均顯著回升。 

振興三倍券同時帶來穩定勞動市場、提振國人消費意

願、協助弱勢族群，以及諸多的外溢效果，在政府及民間共

同攜手努力下，國內疫情趨穩，加以政府推出振興三倍券、

國旅補助等振興方案，業者配合加碼優惠活動，有助刺激休

閒與文化、交通、餐廳及旅館等支出。 

同時，政府透過相關振興方案，可望緩和失業與減班休

息人數，改善就業市場情勢，帶動民間消費成長。依據主計

總處公布去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5.09%，併計去年上

半年，2020年經濟成長率3.11%，連續兩年位居亞洲四小龍

第一，領先全球所有的已開發國家。主因歸於國人團結防

疫，確保臺灣生產、製造、消費如常進行。 

此外，加上三倍券等政府振興措施發酵，帶動振興消費

穩住內需市場，增加了臺灣的經濟動能。顯見在世局變動情

況下，政府能迅速找到因應之道，臺灣企業更能展現彈性、

韌性與活力，這是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共同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