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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過去經濟部在進行產業規劃時，都是在內部的系統裡找業者、專家。

但面對現今多元化社會，大家對未來有建設性的意見時，都希望能廣泛

納進社會大眾參與及討論，共同展望末來產業的發展。

現在企業界提出的大戰略，大家討論後覺得對臺灣好的方向，就會慢慢進到政

府的施政考慮中，很多企業覺得政府不需要提出產業政策和計畫，我在這點和

大家認知不同。譬如平常政府若沒有政策規劃、沒有充足的準備，一旦產業出

問題時，很難在短時間決定自己的角色及因應之道。任何產業的良性發展，都

必須在政策上事先規劃，使人才銜接產業。此外，臺灣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

很多不合時宜的法規也需要靠政策去處理。所以，我認為從產業競爭力的角度

來觀察，政府對產業規劃還是需要有大方向、大政策。

每次大家在談韓國可以、我們為何不行時，都忽略韓國政府挹注很多資源給三

星，當時韓國的通訊政策是針對三星進度來定；反觀臺灣社會自由的風氣不可

能接受政府如此做法，甚至政府在施政上也常面臨同樣問題。我們雖然是民主

政治，但如果每個人願意犧牲一點自身的權益，換取未來多數人更大的利益，

我們願不願意？因為臺灣人自由慣了，臺灣人會爭。事實上沒有絕對的公平，

一旦有重點產業就一定不公平，大陸和韓國的經濟都是由不公平的狀況下創造

出來。

 
大陸成長的方式是用菁英領導，但民主的臺灣，就算是菁英也沒辦法主導大趨

勢。經濟部現階段當務之急，就是點出問題讓大眾知道，廣泛引起討論，讓大

家一起集思廣議，並取得共識。

很高興在這樣的時候，能看到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的團隊們，透過紙媒

與網路平台的發聲管道，串連產、政、學、研與青年學子、社會大眾的集體智

慧。「文明開放、和衷共濟」的精神是我們未來持續立足亞洲、傲視國際的致

勝法門，期望今後我們有更多富含前瞻理念的產業政策，能在這樣的平台中被

參與、被討論。在選舉至上的時代中，現在政府已經很難像過往有五年、十年

的長遠經建計畫，但只要有人願意針對這些議題持續發聲與擴散，我相信愈多

人接收到，就會有人去做！

謹以此文，祝福「思潮 ThinkWave」這本季刊，能成為未來政府各界思索前瞻
政策時的標竿！

臺
灣經濟歷經了勞力、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發展過程，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

爭，過往的模式正逐漸遭遇挑戰。為了成功邁入創新導向的階段，有必

要在科技的創新與應用上，樹立全新的發展典範。

本處自成立以來，秉持著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準的理想，致力於整合產、學、

研的研發能量，為國家開創各種具前瞻性、關鍵性的科技與應用。「前瞻性」

關乎各界對未來的理解與渴望，往往要和願景相互扣合，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至於「關鍵性」則取決在選擇與權衡的能力，而其基礎，又往往和決策者的價

值觀相鏈結。因此，「前瞻性」與「關鍵性」本身，在實務上，是非常知易行

難的。

回顧 60年代的白色家電、70年代的影音設備、80年代的大型主機、90年代
的個人電腦、千禧年的 .com服務、乃至今日的體感娛樂與智慧手機等的發展，
無一不是從無到有地滲透全球的創新科技與應用。回首這一連串的創新之路，

卻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或業者，可以永處核心且歷久不衰。足見產業技術的創新，

在願景的設定與價值觀的因應方面，是需要多麼宏觀的遠見和縝密的計算，才

能確保整個國家能順利過渡各種挑戰，並且實現產業的升級與國民生活的持續

改善。

臺灣由加工、模仿、代工一路走到今日的整合、設計，乃至經營自有品牌的過

程。我們深信國人在產、政、學、研的長期合作下，正逐漸摸索出一套小國崛

起，且與眾不同的科技創新發展模式。然而，橫亙在眼前的，卻又是另一種前

所未見的，國際化、高難度、大格局、低耗能、低衝擊、講究科文共裕，且須

處處開展跨領域整合的新時代。在這樣的新時局中，一只皮箱踏遍世界的台商

經驗，面對各種 FTA、智財權、高工資與節能減碳的非關稅障礙與規制，恐難
輕易重現過往的成功方程式。相對地，如何利用各式媒體與平台，藉由群眾的

經驗、智慧與口碑來掌握先機並精準投資？相信才是今後所有致力科技創新

者，所必須面對的一大挑戰。

在這樣的時刻，很高興看到國內長期耕耘前瞻研究的智庫團隊，將藉由「思潮

ThinkWave」這樣的期刊平台，來與各界交流各種前瞻研究的專家見解與研究
成果。臺灣在前瞻研究與中長期產業政策的鏈結方面，目前還在起步階段，所

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期望未來能有更多的產學研專家，能踴躍參

與這樣的平台，讓多元而豐富的各種意見與指教，能匯聚出下一波讓臺灣進一

步以科技創新來引領全球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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