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多年站在全球科技創業浪尖

的經驗，前 Google 全球副

總裁暨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指

出，我們正處於數位革命所帶來的

黃金時代，未來 5 年，雲端大資

料 及 物 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兩大革命將同時發生，可帶

來更龐大的創業機會。

李開復點出，數位革命從 PC

時代到網際網路串連，大約 35 年光

景，全世界 25 億台設備連結了人與

內容，帶來電子商務與新的科技應

用；而過去短短 5 年間，行動網路（mobile internet）爆發式地成長，共 60 億行

動裝置的出貨量，意味僅七分之一的時間就帶來 PC 時代 3 倍的成長。

青年主導未來　
創新創業正逢其時
─ 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
 談創業未來

整理撰文　廖玉琦

系列三

站在創業浪尖的李開復認為目前正是創業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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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時代浪潮中，過去 5 年的數位革命對人類生活與經濟型態帶來的改

變遠勝過去 50 年，「網際網路時代是讓人看到內容，行動網路則是讓人隨時隨地

隨身看到內容，還可以無所不在地接觸其他人，由此而來最大的變革是：移動和

社交。 」

而且，創立公司的成本與速度也產生變革，今天市值最高的 10 家公司中，不

少都是創立不滿 2、30 年的公司，他說：「20 多年來，有 4 個公司迅速超越百年老

店，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而且價值創造的速度非常快。」李開復舉例，20

年前，只有 IBM 佔據股市 TOP10 的位置，市值佔比約 7％；而現在 TOP10 的企

業中，46％的市值都是由蘋果、微軟、Google、阿里巴巴 4 家公司創造。

六大現象　催生創業新浪潮

在此背後，李開復也觀察到數個現象同時加速發生，顛覆了我們的時代。第一

是摩爾定律所帶來的計算成本大幅降低，跟 30 年前相比降低了 1 萬倍；第二個是

電纜網路、基地台等基礎建設，帶來巨大的頻寬服務；第三是創業成本達到歷史新

低。「從硬體時代的幾千萬美元創業，到軟體時代的幾百萬美元創業，到網際網路

的幾十萬美元的創業，到今天的一次幾萬美金創業。 」李開復指出部分創業者甚

至不需要自建工廠和製造，利用雲端、開源軟體和風投等資源，3、5 個人就可以

創造巨大價值的公司。

第四是非常快速的成長，他以小米借助網際網路，過去 2 年從幾百萬增長到

6,000 萬台手機的銷售為例，這是過去幾乎不可想像的，沒有網際網路也做不到。

第五是越來越多「聰明的錢」湧入市場，包括企業和投資人湧入市場，提供點子、

資源和人脈。「他們已經意識到巨大的機會，瘋狂投錢進入市場，如果回到 10 年

前，我們不會看到 IBM、微軟以這樣的力度做投資。 」

第六是不少聰明人、天才加入這一領域。「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大部分的

聰明人介入同一個領域的時候，它的時代已經來臨。 」李開復肯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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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席捲而至　未來更需要年輕世代

而往前看未來 5 年的發展，李開復認為 IOT、車聯網、可穿戴設備等等概念是

相當重要的時間點，這些相關產業將會帶來爆發式的成長，也將帶動約 400 億台

相關設備的增長。「未來我們的生活、娛樂、居住等方方面面都會被徹底顛覆，絕

對不能用過去的方法去想未來。 」

仔細分析未來趨勢，汽車新科技領域，包括電動汽車、無人駕駛汽車，在共享

經濟概念的世界裡，或許真正只需要使用到 2.5％的汽車即可有效率地應用在生活

中，如今 IOT 已初見影響，它將會比你自己更懂你，也更瞭解用戶的消費決策。

未來，成本降低後的 IOT 也將帶來革命性變化，可廣泛應用在醫療、娛樂、

教育等，甚至更新、更關鍵的領域中。李開復並指出技術與產業的更替迭代規則，

過去獲得巨大成功的企業若看不清新興事物，會進入創新者的窘境，創新實踐則大

多來自小公司，因為他們更快、更靈活，沒有包袱。

此外，李開復特別強調由年輕人定義未來的重要，他認為：「在新經濟時代，

最值得扶持的投資人是年輕有創業經驗的人，而不是『老牌』的財務投資人。台灣

資本市場、創投觀念太陳舊，年齡太大，創投界也需要一批新血。 」雖然未來的

創新由美國和中國兩地主導，其他的國家仍會有機會，但無論如何改變，「未來掌

握在年輕人手上！」

現在很多成功的產品都是從最極端、年輕族群的需求應用，變成世界的主流，

而且無論是創業或投資，年輕世代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未來是年輕人投資給

年輕人的產品，年輕人寫的東西給年輕人看。 」他們更將以分享經驗的概念，顛

覆並推進下一世代的數位革命。

提升整體產業鏈　扶植創新創業能量

除了現下時代的利基，創業的氛圍與環境也是相當重要的環節，正因為我們身

處在一個創業成本達到歷史新低，創業機會最大的黃金時代，全世界各國皆致力發

展創新創業，並積極在資金、人才、租稅等方面提供各項優惠措施也因此更需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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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關政策與扶持，李開復認為鬆綁相關政策、鬆綁簽證，並提供創業配套投資

政策也是政府可以努力的方向。

例如國外最優惠的 TIS 是由政府提供七分之六的資金，如果 2 年內失敗，政

府負責，成功的話則可由投資者或創業者基本原價收購；德國甚至提出只要美國初

創公司因為簽證不能留在美國，就提供獎勵到德國創業。台灣要積極鼓勵創新創業

人才留在本地創業，提供更多培訓機會，當然也可以從矽谷吸引華人回歸。

其次也應該發展真正的產業優勢，台灣的優勢在於 ICT 領域，可精英式的、

有傾向性的策略性發展。比如台灣硬體晶片製造雖有優勢，但是對新的趨勢包括行

動、社群、大數據等仍要培養相關人才或加強引進，才能真正擴大自己的優勢。李

開復也建議政府可進一步打造良性生態圈，輔助優質創業公司與投資公司，並且創

造群聚，鼓勵創業者合作扶持。

優質創新創業基因　正面看待機會與挑戰

看似龐大的機會其實也伴隨著許多挑戰的足跡，同時擔任國發基金創新創業諮

詢委員會委員的李開復也不諱言表示，目前台灣創新創業環境主要面臨兩大困境：

與國際接軌比例過少，欠缺國際觀與格局感，以及創業環境不完整，特別是資金動

能不足。台灣首先要認知小國的劣勢，願意用更多努力和行動來彌補，並且動用資

源執行，才有希望。

針對台灣整體環境的競爭力與國際視野不足，李開復以半杯水理論比喻，如

果悲觀面對，只會陷在台灣數位事業衰退、創投界缺乏新血、人才外流、本土薪資

太低，以及政府政策腳步不夠快等欠缺之處打轉；但若樂觀看待，他認為「台灣還

是有很好的創業基因，也有許多優勢，如服務意識、技術人才、設計人才、文創人

才、國際化連接等，國發會的 Headstart 也是往這個方向努力。 」

國發會於 2013 年 9 月提出「創業拔萃方案」（HeadStart Taiwan）概念，包

括法規協調與鬆綁、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並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等三大策

略。並於近期已完成鬆綁非上市櫃公司技術作價入股緩課規定、納入研發替代役核

配作業辦理、與外籍白領人才引進限制等法規。

43Taiwan Economic Forum
Volume 13, Number 1



並透過國發基金讓利，吸引 20 幾家國內外創投申請投資台灣團隊，期望打通

台灣創新創業的任督二脈，讓台灣變成新創基地。李開復也期許這個方案能開拓年

輕創業家的國際視野，推動台灣創投生態環境升級，讓創業家們可以無後顧之憂，

衝刺最好的產品與技術。

破除保守心態　迎向國際化的必然趨勢

當然，創業者身在台灣這樣的中小市場，有其先天上的難處，不像中、美大

市場可以先發展本土，再國際化即可；也不若超小市場如新加坡、以色列，因為本

土市場太小，一開始就有走向國際的覺悟；台灣企業常因為經營一已市場就可以存

活，便對本土以外的市場發展持保守態度，其實應該認清現在虛擬公司在國際上早

已沒有國界壁壘，如果不國際化，不僅做不大也可能被擊垮。李開復認為應在創業

的第一天就面向國際，「要成就一個偉大的公司，一定要做國際市場。 」

他也呼籲社會大眾應對創業者更友善，「亞洲國家普遍難以接受失敗，但在矽

谷，失敗卻被認為是最寶貴的經驗。一個 pro-entrepreneur 的社會應該是允許創業

失敗並且高度尊重創業失敗者。 」像是近期他在中國大陸組織早期創業投資群英

會中（創新工場 2.0 模式），藉由整個產業鏈環節對創業者進行扶持，鼓勵年輕人

勇於創業，從失敗中成長，這樣的作法也更接近美國的矽谷成功模式。

目前國際上不乏許多由台灣出產成功創業人士，例如：楊致遠、陳士駿、謝家

華、黃氏兄弟等等，他們都足以證明台灣的先天條件，絕對有實力塑育出世界級的

創業家。「半空還是半滿，要看你是在倒水出杯，還是倒水入杯。如果我們大家都

付出自己的力量，倒水入杯，那未來一定是更美好的。 」李開復樂觀鼓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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