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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創新產業聚落　

築起國際鏈結橋梁

─「創新 整合 國際接軌」交流活動
國發會產業發展處

美
國矽谷是全球重要的創業聚落，長久以來與台灣的產業合作關係密切，為

強化台美在創新創業的鏈結，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與美國

在台協會合辦「創新 整合 國際接軌」交流活動，由國發會管中閔主委及美國國務

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理國務卿唐偉康先生（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管主委於「創新 整合 國際接軌」交流活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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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Kurt Tong）擔任致詞貴賓。此外，特別邀請台美兩地熟悉全球新創產業

生態，並具國際視野及經驗的專家參與座談，包括英特爾投資部門董事總經理 Mr. 

Sudheer Kuppam、SVT 天使投資群共同主席鄭志凱、台灣微軟營運暨行銷事業群

總經理康容及阿碼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黃耀文，共同促成一場精彩並兼具洞察力及

創新力的意見交流。

鑒於創新對於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創造極為重要，各國都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來

吸引投資，並以創業風潮帶動經濟結構的轉型。管主委於致詞時表示，現在已是年

輕人的時代，在台灣有越來越多年輕人，以絕佳的創意成立新創公司。因此，國發

會正推動「創業拔萃方案」，透過法規鬆綁、吸引國際資金及推動「國際創新創業

園區」，打造一個完整的創業生態系統，並強化與國際接軌。唐偉康首席副助理國

務卿則提到，科技、資金及行銷已成為現今經濟成長的關鍵要素，必須加強各領域

間的整合及溝通。而他本身也觀察到，要成為一名創業家，必須接受每一次失敗，

管主委及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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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創業的過程中保持開放的心態，採納新的想法，才能轉化為驅動創業者勇往直

前的創意。

與談時段由阿碼科技黃耀文執行長擔任主持人，談論對於台灣的新創企業和

創業精神的看法，以及創業團隊如何與國際市場及資金連結等議題。其中，英特

爾 Mr. Sudheer Kuppam 提到，英特爾投資部門一直很支持科技創新與創業，曾在

全球投資超過 200 家公司，金額逾 100 億美元。近十年來也進入台灣市場，投資

超過 40 家的台灣公司，金額逾 2 億 6 千萬美元。鑒於台灣在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

是眾所皆知的領導者，英特爾計劃借重台灣的實力來發展下一代的裝置配備，過去

兩年來，也投資了台灣的嘉基科技（LINTES）及太瀚科技（Waltop）等。儘管如

此，他仍認為台灣必須吸引更多活躍的創投業者，來支持整個創業生態體系。

為了鼓勵軟體及網路創業，微軟康容總經理提到，微軟公司正在推行三階段的

模式來扶持新創企業，包括微軟新創火花計畫（BizSpark）、微軟創投加速器計畫

（Microsoft Ventures Accelerator），以及投資與併購。篩選的標準主要為：具備執

行與支援能力、獨特且多元化的顧客群，以及技術價值與獨特的目標。他認為台灣

極有潛力發展物聯網產業，但似乎尚未聚焦在軟硬整合的部分。鄰近的亞洲國家，

如南韓、新加坡政府，於資訊科技上的支出有很高的比例投入軟體服務，在台灣的

情況則相反。未來台灣除了精進科技設備外，還必須結合完善的雲端系統、數據分

析及軟體應用等相關的服務。

SVT 天使投資群鄭志凱主席則表示，SVT 天使投資群致力於成為台灣與矽谷

間的橋梁，讓資訊、人脈網絡及創意能在這兩個重鎮間流動；同時於今年初成立

SVT Immersion Program 計畫，透過台灣的大專院校以及研發中心推薦新創團隊

至矽谷，由其提供經濟支持、訓練和必要的輔助，協助推動團隊成為新創公司。其

中，台灣大學出身的 FLUX 團隊正在研發 3D 印表機，先前他們將創意及設計原型

放在 Kickstarter 募資平台上，僅 10 天內就募得了 80 萬美元現金，可見台灣新創

團隊的實力不容小覷，也驗證了台灣人才與矽谷創業系統連結所產生的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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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台灣的新創企業如何募得資金，鄭志凱主席認為，新創的商業

模式需能夠永續發展，亦即具備特殊功能、專利技術，以建立高門檻讓競爭者怯

步。另外，新創企業也必須具可擴展性，建立人脈以打進國際市場，擴大經營。

康容總經理也表示，新創企業不能只著重在發展某樣產品，自限於「這應該合台

灣人的胃口」，而是應該從一開始就抱持著「如果我開發出一個很棒的程式，那

全球都能通用」。

與談者在意見交流中一致認為，即使一些大企業致力於協助台灣新創發展，

但唯有政府才能針對基礎建設和政策法規方面給予創業者最強而有力的協助。而對

於國發會即將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皆表示肯定，也特別期許創業聚落的成功與

否並不僅是以績效指標來衡量，最重要的還是要具備必要元素，包含團隊能力及經

驗、政府政策與法規支持等，唯有如此，創業園區和台灣各地的新創企業才能水到

渠成。

與談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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