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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儘管沒有出現「亞洲矽谷」

名稱，但創新創業相關政策早已

如火如荼的推動，不過相較以色

列、新加坡、愛爾蘭、韓國，台

灣由於投資環境、吸引人才、法

令規範、連結國際等面向都尚待

有
鑑於美國加州矽谷所激發

出來的強大創新創業能

量，世界各國都希望能效法美

國，打造屬於自己的矽谷。而台

灣做為全球科技產業重鎮，當然

也積極為之，在馬英九政府後

強化，創業能量仍相對不足。    

因此，在新政府上台之後，

行政院院長林全也隨即加足火力

研擬「亞洲矽谷計畫」，做為改

變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的起點，並

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於今年6

台灣產業新方針
亞洲矽谷正式啟動
隨著全球經貿發展持續多變，世界各國政府亟欲思索如何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產業。台灣在新政府上

台之後，積極推動「亞洲矽谷計畫」，透過各面向的政策措施，凝聚各界創新能量，為台灣產業帶來

活水，創造全新經貿實力。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美聯社、路透社

啟發創新思維 匯集創業能量

隨著政府積極推動智慧城市及相關智慧應用，包括健康照護、車聯網、智慧生活等都是未來值得台商耕耘的新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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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夠健全、缺乏國際輔導師

資、創業原創性不足、政府法規

不完善等。因此，政府若能在未

來建立系統化的機制，吸引各界

專業人才、重新檢視修改創業法

規，並對新商業模式的創立更加

包容，在資源有效分配與政策有

效執行的情況下，才有機會推進

台灣創新創業的發展。

針對台灣創業環境的既有缺

失，國發會先前提出的「亞洲矽

谷推動方案」內容中，將以「連

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

為主軸，推動活絡創新人才、資

金、法規、跨領域合作等措施，

並且深化國際鏈結以串聯全球創

新網絡，一舉將台灣打造成為亞

洲創新創業的典範，以及建立創

新人才可以發揮的舞台，實現台

灣「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願

景。國發會主委陳添枝表示，創

新創業是全球產業的重要發展趨

月13日宣布啟動「亞洲矽谷推動

方案」。

熱騰騰的新產業政策出爐，

各界都相當期待。究竟，新政府

的亞洲矽谷政策內容為何？台灣

打造亞洲優勢創新創業環境的缺

口又在哪裡？值得深入探索。

從制度面改善台灣創業環境

事實上，台灣創新創業輔

導計畫並非現在才開始，早在

1979年，台灣成立以電子代工

為核心的專業工業區時，就成功

連結美國矽谷的科技能量，帶動

台灣波濤洶湧的創業潮，之後為

維持創新能量，經濟部於1997

年鼓勵公民營機構設立育成中

心，建立國內創新育成體系，至

去年底全台已累計145所育成中

心，每年培育超過2,000家的企

業，其中新創企業超過50%。

不過，全球經貿環境持續

轉變，新科技紛紛推陳出新，台

灣既有育成體系已不能滿足新型

態的創新創業趨勢，因此相較於

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以及以

色列等國家，台灣的創新創業能

量顯得不足，此外，台灣登上國

際並成功開拓全球市場的新創公

司，數量更遠少於以色列、中國

大陸等國家。

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

究所物聯網分析師劉耕睿分析，

台灣創業能量不如其他國家，原

因很多，包括台灣創業環境培育

勢，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源頭活

水，未來將力求各部會以興利取

代防弊的思維，在法規、採購、

補助等方面，給予民間企業更大

彈性，同時也應鼓勵企業從失敗

中學習，勇於嘗試新型態的服務

或產品，因此「亞洲矽谷推動方

案」並非僅有硬體建設，更重要

的是提供一個完善的創新創業環

境，簡化各項行政流程，讓年輕

人能夠心無旁騖的追求夢想。

華碩副董事長曾鏘聲認為，

台灣從早期發展傳統製造業或電

子業，都因為趕上全球浪潮，創

造台灣強大的經貿實力，但隨著

中國大陸崛起、韓國企業在全球

市場崢嶸頭角，台灣產業面臨龐

大的競爭壓力，如今政府推動亞

洲矽谷，是一個正確的政策方

向，但此一政策能否真正開花結

果，有賴各界放下成見、攜手合

作，可惜的是，台灣在許多方面

心，建立國內創新育成體系，至

去年底全台已累計145所育成中

心，每年培育超過2,000家的企

業，其中新創企業超過50%。

不過，全球經貿環境持續

轉變，新科技紛紛推陳出新，台

為了維持產業的創新能量，台灣自1997年開始建立國內創新育成體系，至去年已累計145
所育成中心，每年培育超過2,000家企業，其中新創企業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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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計畫」與提升台灣先進產業技術力與競爭力息息相關，盼能藉此創造全新產
業局面。

能破釜沉舟地執行，創造台灣製

造業全新的產業生態圈。

策略2》掌握智慧應用 
                產業轉型升級

新政策將以桃園作為試驗場

域，打造高品質網路環境，推動

智慧城市並應用智慧化服務，優

先發展物聯網、智慧物流、健康

照護等應用。日前蔡英文總統在

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開

幕典禮致詞時提到，過去台灣靠

著硬體代工與大量生產模式，在

全球競爭中站穩腳步；現在物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時代來臨，新一波產業轉型已經

開始，讓台灣原有的生產模式面

臨巨大挑戰。面對新局面，新政

府會帶頭做起，推動「亞洲矽谷

計畫」，以「需求帶動創新，以

創新驅動升級」，營造友善人才

的工作環境，連結國內外的製造

和研發資源，強化台灣本土智慧

應用和物聯網的供應鏈。

針對強化物聯網與智慧應

都缺乏合作精神，因此希望政府

可以透過政策推動，進一步凝聚

各方能量。

四大策略方向 專家怎麼看

具體而言，「亞洲矽谷推動

方案」將從「環境優化」、「智

慧應用」、「國際鏈結」、「基

礎建設」等四大策略，讓產業、

學術與研究單位有適當的環境

彼此交流，也將引進國際創新資

源，創造跨國合作機會，並串聯

各地創新創業能量，協助企業創

新及創業家的發展，藉此達成四

大目標：「讓台灣成為矽谷潛力

企業的成長夥伴」、「建立台灣

成為智慧應用研發中心與試驗場

域」、「使台灣成為亞洲區域創

新交流樞紐」及「打造台灣成為

青年IPO中心」等，帶動我國下

一波經濟成長動能。而針對「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的四大目標與

四大策略，產業界與創業圈也都

提出相對應的看法。

策略1》打造新產業生態 
                新世代不缺席 

細部探討「亞洲矽谷推動

方案」的執行細節，在「環境優

化」推動上，政府將透過擴大吸

引國際優秀人才來台、健全的資

金協助、建立數位經濟發展法規

環境、推動創新採購、強化國營

企業，以及大企業與新創事業跨

領域合作等措施，打造完善的創

新生態體系。

國發會副主委暨亞洲矽谷

計畫負責人龔明鑫指出，想要模

仿矽谷的城市何其多，但真正成

功的卻很少，因此「亞洲矽谷推

動方案」並不只是要複製美國矽

谷，而是要打造台灣自己的生產

供應鏈體系、培養創新人才、創

新技術與資金到位，使台灣與美

國矽谷成為合作夥伴，創造跨國

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讓下一世

代的科技創新上，可以持續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也讓台灣得已

進入新世代供應鏈體系當中。

針對台灣產業切入新世代供

應鏈體系，勤業眾信製造產業負

責人龔俊吉認為，台灣人才嚴重

外流，產業轉型政策成效未彰，

是製造業發展的最大隱憂，新政

府的五大創新研發產業政策：亞

洲矽谷、智慧精密機械、國防產

業、綠能研發與生技產業等，其

中亞洲矽谷計畫與提升台灣先進

產業技術力與競爭力息息相關，

因此各界都相當期待新政府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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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劉耕睿指出，物聯網與創新

發展領域相當多，科技醫療、健

康照護、金融科技、工業4.0、

車聯網、智慧生活，都是未來值

得切入並培養下一世代軟硬整合

實力的新興場域。

不過，劉耕睿也提醒，台

灣一直以來專注於硬體製造及代

工業務，物聯網時代則著重資料

演算分析與軟硬體整合，因此，

未來要利用物聯網提升創新創業

能量，新政府與產業界都將面臨

台灣從「硬體製造」轉向「軟體

數據資料整合分析」的挑戰。此

外，台灣深耕已久的製造供應鏈

與產業環境，將因物聯網產生結

構性的改變與衝擊，產業必須

朝向「品牌培養」及「平台力塑

造」等策略邁進，才能利用物聯

網發展出更大的創新力。

策略3》強化資源整合 
                無縫接軌國際

在國際鏈結方面，新政策將

擴大國外招商，成立單一窗口，

並整合我國海外網絡，強化國際

行銷，同時鏈結國際資源，積極

與美國矽谷大型企業、創投、加

速洽談合作。

劉耕睿認為，想要接軌國

際，新政府必須以過去產業的發

展困境為鑑，幫助產業確實找出

定位及給予推廣助力，同時透過

長遠精準的視野來判斷國際競爭

態勢，協助產業創造具有價值的

服務，以及發展創新應用與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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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才能使台灣產業成功接軌

國際。

策略4》以桃園為基地 
                深化創新能量

在基礎建設方面，選擇在

桃園打造創新交流基地，串接全

國創新及研發資源，並吸引國際

企業及優秀人才共同加入，以匯

聚創新能量。劉耕睿認為，新政

府規劃以桃園為中心打造台灣成

為亞太創新中心，對內結合台北

與新竹，快速聯外可到香港、上

海、首爾、東京、新加坡，協助

台灣產業注入新血與轉型。

不過對於將桃園作為亞洲矽

谷的基地，產業界或創業圈持不

同意見的人很多，「矽谷不是蓋

出來的，矽谷是一個生態體系，

不知道為什麼要蓋一堆建築物，

才開始做。」本身是創業家的現

任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在臉書發文

表示，推動「亞洲矽谷政策」，

當務之急要解決的不是建設更多

空間，而是整體產業策略如何從

硬體走向數位整合。

綜觀來看，世界各國，大

家都想效仿矽谷，建立自身強大

的創新創業能量，以做為帶動城

市或國家產業的大動能，如今台

灣加強火力推動「亞洲矽谷政

策」，各界都應攜手努力，在法

規、文化、人才與政策推動上，

具備健全的策略措施，結合各界

能量，才有機會成功打造台灣成

為亞洲矽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