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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

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新政府以「連結未來、連

結國際、連結在地」三大連結為原則，擇定「亞洲．

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

藥」及「國防產業」等創新產業，作為未來產業發展

的主要方向，希望能重塑台灣的全球競爭力，同時迎

向兼顧就業創造、薪資提升、所得分配公平以及區域

平衡的新經濟成長模式。

其中國發會規劃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將

由「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

生態系」2大主軸，並透過IT全面轉型升級到IoT的策

略，希望引導出台灣新經濟發展模式，進而實現「數

位國家、智慧島嶼」的願景，同時也掌握物聯網巨大

商機。

物聯網可望成為台灣下一個兆元產業

依據麥肯錫的估算，2025年全球的物聯網的產值

將達到2.7兆至6.2兆美元間，透過「亞洲．矽谷」的

推動，台灣物聯網經濟商機在2025年預估將佔全球

規模的5%，就相當於有超過3,000億美元的產值，

換算成新台幣約為10兆元的產值。

物聯網的發展除了帶來貨幣面的效益外，也包含

了其他「非貨幣」價值，例如生活品質提升、能源節

省等，如果將這些「非貨幣」的效益也計算成貨幣價

推動方案

亞洲．矽谷

值，物聯網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可額外再增加5兆美

元。因此，我們必須掌握物聯網發展的契機，以物聯

網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物聯網生態體系可以分成4個層面，包括感測物

件層、網路層、資料收集層，以及應用服務層。資訊

透過感測層的蒐集，再通過網路層的傳遞至雲端資料

層，經過大數據的分析獲得有意義的資料後，最後再

轉成一系列的應用服務，而物聯網最重要的部分就在

於應用服務所提供的價值，未來物聯網的商機，將有

80%來自應用服務層。

台灣在物聯網經濟關聯應用的發展碰到了3項

瓶頸，首先，缺乏物聯網整體方案，發展領域受到

侷限，台灣業者仍以ODM代工模式為主，專注在

各自專業領域發展，對於軟體及應用的行銷、研

發、人力、解決方案投入的資源較少，僅著重在

短時間內量產；再者，台灣與國際標準及技術趨

勢連接有限，多數的工業電腦公司（IPC）規模仍

不大，與國際組織、標準的鏈結度較低，雖希望能

自主掌握產品及技術趨勢，但缺少政策推動工具支

持，無法掌握市場先機；此外，台灣業者流於單打

獨鬥、整合不足，互斥多於互補，難以發揮整體產

業能量，且業者對於市場需求的掌握度不足，無法

從應用服務帶動產品及產業發展，因此也不易主導

規格發展。

文／黃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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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洲．矽谷計畫強化台灣軟實力

因此，為了突破上述的瓶頸，政府希望透過亞

洲·矽谷計畫來建構一個以研發為本的創新創業生態

系，並以「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強化創新

創業生態系」為2大主軸，輔以連結國際、連結未來

及連結在地的3大連結，透過4項策略推動，包括：

一、體現矽谷精神，強化鏈結亞洲，健全創新創業生

態系；二、連結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建立創新研發

基地；三、軟硬互補，提升軟實力建構物聯網完整供

應鏈；四、網實群聚，提供創新創業與智慧化多元示

範場域。

在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方面，可以分成4個部

分，第1是活絡創新人才，第2是完備創新法規，第3

是完善資金協助，第4是強化創新創業的聚落功能，

加強與國際新創聚落連結。

加強吸引國際人才、培育在地人才

在人才方面，不僅要透過完善校園創業規範及改

善育成機制，培育國內在軟體方面的跨領域人才，同

時也要打造國際人才願意來台工作的環境，包括在租

稅、簽證、居留、保險、生活便利性上，都給予更友

善的條件，加強外籍人才來台及留台的誘因。

為了能掌握國際創新趨勢，政府也將建立制度，

讓大學博士後的研究，能移往矽谷等海外具有高度創

新能量的地區，不僅能培養台灣人才的國際視野，也

能了解國際創新的動向，回國後投入研發、協助產業

升級，對台灣產業發展更有貢獻。

友善數位經濟相關法制，

優化創新創業環境

在法規方面，政府將推動公司法全盤修正，縮

短公司註冊時間，提升公司自治空間與營運彈性，

以促進產業轉型及創新。同時，檢視並修正審計、

主計相關規定，期能讓單據審核、經費使用更具彈

性，以打造友善創新創業法制環境；研議實施監理沙

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提供創新產品、服

務、商業模式的測試環境。此外，鬆綁學校及師生參

與創業規範、研議天使投資租稅優惠，並推動公務機

關採購創新產品，打造友善創新創業法制環境。

加碼早期投資、活絡資本市場、協助轉型

在資金面的部份，過去國發基金以提供創業天使

計畫、與民間創投基金合作，協助新創事業募集早期

資金，但新創事業所面臨的資金問題，不僅是種子期

5月28日，行政院

長林全（左1）聽

取桃園市市長鄭文

燦（右1）簡報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並

視察計畫預定地。

©桃園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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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還有之後的B輪、C輪募資，乃至於是否能

順利上市，從公開市場取得資金。因此，國發基金將

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利用100億元的基金，加碼協

助早期投資。此外，國發基金也將成立1,000億元的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結合民間資金共同投資，協助國

內現有企業進行創新轉型。

加強與國際新創聚落連結，創造合作契機

強化既有創新聚落的功能，包括青創基地、社企

聚落、台灣新創競技場（TSS）等聚落，並重新規劃

及善用空總創新基地，加強與亞洲等國際新創聚落連

結，同時，轉型既有學校育成中心，並促使與國際知

名加速器合作。此外，也將促進國營事業及大企業積

極與新創事業、加速器進行交流，創造合作機會。

連結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

串接國內外資源

在第二大策略，連結矽谷引進創新能量的部分，

過去台灣與國際企業的合作模式，主要是訂單及代

工，未來將透過人才、資金、技術的共同合作，轉

變現有的模式。因此，政府將運用國發基金成立的

國家級投資公司來改變現狀，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

國際公司作為投資標的，並將其研發能量引進台

灣，結合台灣的工程師共同投入研發。台灣在硬體

及網路設備較具優勢，而國外企業在資料層較有基

礎，台灣與國外企業的合作，可以發揮互補作用，

藉由雙方的合作強化對物聯網市場的影響力，達成雙

贏的局面。

第二大策略除了連結矽谷創新能量，也將連結國

內外資源，串接大專院校、財團法人、育成中心研發

能量，整合全國物聯網組織，成立聯盟，同時串接產

業研發能量及市場應用機會，以搶進下一世代物聯網

標準與商機。

以物聯網生態系集結創新人才、技術

「亞洲．矽谷」方案中有關建構物聯網生態系及

開放創投上市

（金管會）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經濟部）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經濟部）

創櫃板（金管會）

台灣矽谷科技基金

（科技部／國發基金）

創業拔萃方案投資計畫

（國發基金）

創業天使計畫

（國發基金）

金融挺創意產業專案計畫

（金管會）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經濟部）

企業小頭家貸款

（經濟部）

民間股權群眾募資（金管會）

創業獎金

創業準備期 種子期 創建期 擴充期 成熟期

早期投資 晚期投資 資本市場籌資

（上市櫃）

初次上市

IPO

企業營收

金管會天使基金

創新創業基金

國家級投資公司

管理基金100億
產業創新轉型

基金1,000億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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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或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培育成立3家台灣國

際級系統整合公司；促成2家國際級廠商在台灣投

資；並將建立1個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平台。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是政府當前推動的重要

產業發展計畫，不是要在台灣複製矽谷，而是鏈結亞

洲，連結矽谷，創新台灣。希望透過「亞洲．矽谷」計

畫的推動，達成以下質化目標，首先，將連結矽谷等全

球知名科技的研發能量，帶動國內科技與技術進步，

以及學習國際創新創業經驗，促進國際人才交流，使

台灣成為全球潛力企業互利共榮的合作夥伴；其次，

掌握數位經濟快速推展的國際趨勢，建構完善創新生

態體系，使台灣成為全球網路、大數據、物聯網等產

業新群聚的基地，並掌握物聯網巨大商機，搶進下一

世代的未來產業；最後，將打造台灣成為亞太青年創

新與創業發展基地，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扶植在

地新創團隊，並吸引國際人才來台，進而提升國內人

才競爭力，以及打造國際生活機能圈與教育環境。

台灣有很好的研發人才、創新能量及產業基礎，

相當適合且有機會發展物聯網產業，應該妥善利用這

個發展契機，透過「亞洲．矽谷」計畫的推動，讓台

灣的產業由IT全面往IoT轉型發展，用創新能量來帶動

產業的升級與經濟成長。

（本文作者任職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產業發展處）

推動多元示範場域的策略，政府將建立一個以研發為

本的創新創業生態系，要讓生態系裡的每一個參與

者，如大企業、新創企業、學校及研發機構，只要有

創意、有技術，都可以參與物聯網應用服務的機會。

同時，也將引導國內硬實力跨入軟體應用，並加強培

育物聯網應用服務及跨領域人才，積極促成學研機構

研發成果產業化。此外，建置高品質網路環境，推動

傳統工業區智慧化轉型，並選定物聯網試驗場域，優

先發展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應用服務。

政府將在桃園成立「物聯網創新研發中心」，對

內整合國內物聯網創新能量，串連全台各地的示範計

畫，對外成為連結矽谷等國際創新中心的單一窗口，

匯集國內外物聯網人才、創意。透過物聯網生態系及

研發中心所建立的基礎，未來台灣的出口，不僅只是

過去的商品出口，也會將智慧交通、物流、醫療等物聯

網的整案解決（total solution）應用服務輸出到國際。

透過亞洲矽谷的推動，預期達成5大關鍵
量化目標

結合「亞洲．矽谷」計畫及其他數位經濟相關計

畫，我國物聯網經濟商機占全球規模預計將由2015

年的3.8%提升至2020年的4.2%，並在2025年提升

至5%。同時，此一計畫也將促成100家新創事業成

佔全球

經濟規模

5%

新創事業成功

或研發中心數

100

成立國際級系統

整合公司數

3
在台灣投資數

2

建立虛擬教學

學院數

1
結合亞洲矽谷及其他

數位經濟相關計畫，

台灣物聯網經濟商機

佔全球規模由2015

年3.8%提升

　➢2020：4.2%

　➢2025：5%

促成100家新創事業

成功或企業在台灣設

立研發中心

培育成立3家台灣國

際級系統整合公司

促成2家國際級廠商

在台灣投資

建立1個物聯網產業

虛擬教學平台

五大關鍵量化目標

資料來源：國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