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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能力愈來愈強的趨勢，以及對永續發展的追求，

製造業的壓力已不只於降低成本，如何掌握國際相

關規範，同時發展綠色高值化產業，亦是未來產業

與企業的重要生存挑戰。

打造兼具地方特色
與競爭力的區域創新系統

面對前述各項趨勢發展課題與創新經濟時代的來臨，

科技創新成為產業發展的主要課題，更是促進經濟

成長的重要原因。全世界各國莫不積極投入創新系

統的發展，包括促進系統內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

用。由於不同區域創新成員的組成和專業能力並不

相同，使得創新活動和績效也不同，原有的產業群

聚形貌也會因地而異，因此，如何推動區域創新，

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再只是地方的重點工作，

也逐漸受到中央的關注。

區域創新與國家創新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區域創新

系統具有獨特的在地特色，著眼於思考如何透過區

域內政府、企業、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和投

資者等成員之間的知識和資源的流動，以及透過彼

自然環境負擔，也產生時間與成本效率不彰的情況。

對應到國際節能減碳的趨勢，目前各大資本市場與

終端消費者，對於企業在 ESG(環境、社會、治理 )

的資訊公開，以及對於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的關注

程度日益提高，未來企業本身與所在產業園區的綠

色治理，將成為企業評價、投資建廠或篩選代工廠

的基本條件。

從圖 1中的落點可知，各國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

跡定位所構成的弧形點帶，大抵呈現著開發中國家

（左下）與已開發國家（右上）的集中態勢。在此

態勢中，人類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平衡之「聰

明成長（Smart Growth）」的理想落點，當是右下

角的淺藍區間。然而對照歷史成長經驗的軌跡可知，

已開發國家今日所倡議的各式減碳活動，在此圖面

上所呈現的，正是圖中綠色箭頭所顯示之「先發展

經濟，再降低生態衝擊」的路徑（先○ 1後○ 2）。

但相對於此，開發中地區如中國大陸等，則正透過

如生態城建設的模式等，跳過已開發國家之路線，

藉由各式新科技協助，使其得以橫向移動（紅色箭

頭），直接躋身理想區間之中。

換言之，對我國來說，面對各國落實高規格環保標

資料來源：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12)，資策會MIC，2013年 4月

圖 1.全球各國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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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陳志綸、勵秀玲 (MIC)

產業空間布局的創新思惟—

過
去 50年間，臺灣的中央、地方與民間在各地

開發了 150個以上的產業園區，一直以來，

這些園區之間常因為自身定位與發展策略不夠明

確，而產生了招商競爭的課題，除了降低區域間產

業發展的綜效之外，群聚也相對的難以形成。探究

其中原因，可發現臺灣產業發展策略與產業用地供

給，向來屬於不同政府部門的權責而分開規劃，這

也提高了今日產業在進行群聚化與高值化等轉型升

級工作上的困難度。因此，政府在投入更多的經費

處理土地與產業同步優化課題之餘，更需要藉由創

新的產業空間布局思惟，重新定位產業聚落並提供

足夠的發展動能，進而帶動產業群聚適地適性的專

業化與區域的特色化發展。

各界須正視地方發展
與產業創新的趨勢課題

在區域空間及產業永續發展的前提下，社會面、經濟

面與環境面等趨勢課題的面對與應對當為首要之務：

近年來，人口議題逐漸為國人所重視，根據經建會

的統計，2010年底臺灣都市計劃區內人口占總人口

數比例達 79.4%，約 1,830萬人住在都市中，都市

化程度與歐美等先進已開發國家相近；但另一方面，

國內都市計畫區面積僅占國土總面積的 12.7%，國

內的都市人口愈趨稠密，都市機能的搭配與就業機

會的提供更顯重要。然而，固然人口有向都市集中

的趨勢，但更需要審慎面對的是國內高齡少子的人

口結構課題，根據資策會MIC的分析，臺灣在目前

的生涯未婚率與生育率的基準下，於 1990年出生的

女性，預估將有三成無子，四成無孫的「9034現象」；

而 2010年年底全臺 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計 248萬

餘人，約占總人口 10.7%，但到了 2020年，推計老

年人口總數將達到近 368萬人，10年間增加約 120

萬人，屆時平均每 6.36位國民中就有 1位是老年人。

同期，20歲以下的青年人口總數則將由 2010年的

523萬餘人，縮減為近 398萬人，同樣減少了約 120

多萬人，青少年人口與老年人口總數變動的「正負

120萬」人，可能帶來國家研發動能衰退與區域活力

衰退的後果，為了競爭力的維繫，產業發展的效率

化與自動化將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產業發展面向上，目前臺灣也面臨相當嚴峻的情勢，

由於早期國內的產業園區規劃相對無序，對於產業

的投資區位也較缺乏明確的導引，造成部分園區雖

有產業群聚，但在區域創新體系建立的面向上，臺

灣尚無代表各類基礎工業群聚之角色設定、整合與

因應對策。加之都會區隨著人口增加而範圍急遽擴

大，原本許多位於城市邊陲的老舊園區逐漸進入都

市的核心區域，鑲嵌進市民的日常生活範圍內；此

外，1980年代後，臺灣歷經二次產業外移，形成了

許多閒置待活化的生產空間，政府如何投資以改善

區域形象、導引新型態高效率群聚建立，進行產業

結構轉型升級，亦為產業彈性化與高值化、達成經

濟成長與繁榮的關鍵。

總體經營環境上，世界經濟論壇 (WEF)的各國競爭

力評比，連續數年將臺灣的產業群聚發展指標評選

為全球第一，但仍不乏許多製造業業者於產品的生

產、組裝上，必須南北運送奔波的情形，不僅加重



32 33

技術策略規劃

技術策略規劃建設下世代都會型園區引領區域創新

SO
LUTIO

N TO
-BE

INNO
VATIO

N TO
-BE

（4）

策略矩陣定位

何謂策略矩陣定位

「策略矩陣定位」是透過「為技

術群組打分數」的方式，將得分

情形以矩陣型態呈現，從矩陣圖

中比較技術群組的得分結果，從

中找出最適合優先投資的技術群

組。「策略矩陣定位」的執行步

驟為：(1)確立評估要素、(2)演

算技術群組評分，及 (3)繪製策

略矩陣定位。

步驟一 確立評估要素

透過專家們的討論，挑選出具有

共識的「評估要素」，比較各技

術群組評分的結果。此外，也可

以使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找出

相對重要的評估要素。

以經濟部「2015年台灣產業發

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高雅玲、陳文棠 (MIC)
編校／劉佳麗（MIC）

情境推演法 建構技術群組

外卡技術導入

願景 策略矩陣定位 情境韌性分析/
組合平衡分析

方法論壇 SOLUTION TO-BE

展願景與策略」計畫為例 (以下簡稱 2015計畫 )，將技術群組以「複合

重要性」及「複合風險性」兩構面進行評估 (如圖 1所示 )。「複合重要

性」包括「市場規模」與「社會價值」兩項評估要素，而「複合風險性」

則包括「產業地位」與「技術風險」兩項評估要素。亦即每一個技術群

組，都要就其「市場規模」、「社會價值」、「產業地位」與「技術風險」

評分，然後進行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2015年台灣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計畫，資策會MIC，2010年 10月

圖 1.術群組評估要素及尺度示意圖

評估
要素

複合
重要性

市場
規模

社會
價值

產業
地位

技術
風險

複合
風險性

評估要素組成 評分尺度

市場規模小 市場規模大

Low Medium High

社會價值低 社會價值高

Low Medium High

產業地位低 產業地位高

Low Medium High

風險低 風險高

Low Medium High

此的合作與競爭，有效激發區域內創新活動的動能，

提升區域的競爭力，達到區域經濟成長的目標。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創新系統之中，每個成員都

有其功能和任務：政府負責為大學、研究機構和企

業提供良好的科學與技術創新的環境，並建立健全

的資本市場來協助企業的發展；學研機構承擔開發

與解決區域內產業的技術需求以及人才培育的角色；

至於區域內產業則扮演著將知識和技術商業化、市

場化的重要一群，也通常是影響創新系統能否成功

運作的關鍵。換言之，要成功建構一個好的創新系

統，必須要能夠吸引一群優秀企業集聚在此，並可

充分且有效地運用在地的研發能量，讓企業獲益，

進而帶動區域的發展，也對每個創新系統內成員的

發展有所助益，如學校培育的人才有好的出口等等，

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為建構區域創新平臺，並有效連結政府、企業、學研

機構⋯⋯等成員，具有科技創新能量的新型態產業園

區是相當適合的載體：園區內、外既有的群聚與企業

是區域創新的基礎，有足夠與多樣化的企業可型塑相

應的支援體系，學研機構則是創新技術與永續概念的

帶動者，而政府更能藉著明確的政策、優惠措施與基

礎建設等，提供有利於創新的產業環境。

根據國際科學園區學會 (IASP)與美國大學研究園區

協會 (AURP)的研究，新型態科技創新園區的區位選

擇、發展型態與服務內容，可綜整如表 1所示，其

與傳統產業園區最不同的是區位選擇的概念，擁有

大企業立地，以及人流、物流、金流與資訊流群聚

效益的都會區，是新型態園區設置與區域創新體系

建立的重點場域。

都會型產業園區是帶動區域創新的引擎

前文曾提及臺灣有高度的都市化人口，檢視臺灣當

前面對的環境、社會、經濟等趨勢課題，在地狹人

稠的都會地區 (如臺北市南港軟體園區、新北市新莊

區等五都核心產業發展區域 )中建構創新生態體系，

投入高價值、自動化的創新活動，將有助於區域活

化成長動能、優化產業結構，並強化永續發展。延

續在都會區建立新型園區引領區域創新的概念，建

立一個能夠結合政府政策投入、人力與人才培育、

國土空間及產業規劃、創投與新創企業資源的「都

會型產業園區」是值得考量的推動方向。

隨著產業高值化轉型的需求與環保永續的理念深植

人心，國內過去高汙染、高耗能的各類厚、重、長、

大產業已逐漸遠離民眾的居住空間，然而原先位於

都會區內或周邊的園區，以及區內的中小型、傳統

產業卻更需要創新能量帶動其邁向下世代的發展。

擁有創意與創造能量，以及綠色、低耗能、自動化

特色的「都會型產業園區」將可以在區域創新系統

的發展上，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對於新型態產業園

區的設立區位來說，都會是重要的經濟結點，是運

籌管理、知識創造、資訊匯流與技術創新的中心，

亦因貼近市場而有融資與行銷的功能，更有相當的

人力資源支持園區的經營；而園區所提供的就業機

會、產學合作空間、研發試點場域與技術創新升級，

對於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容受力 (Carrying Capacity)

的提升，都能帶來正向循環的效果。相對的，在全

球的城市網絡中，一個都市所能吸納、產生、鑑別

與處理的金流、資訊流與創新能力越強，也越能在

全球都會中發揮影響力。

「都會型產業園區」的設計與試點刻正於雙北市等

都會區如火如荼的展開，期能建立可實行、可複製、

可推廣的規劃體系和營運機制，俾以讓區域創新的

種子在各地開枝散葉，引領區域及國家的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國際科學園區協會 (IASP)；美國大學研究園區協會 (AURP)；
資策會MIC整理，2013年 4月 

表 1. 科技創新園區之區位選擇、發展型態與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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