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為快速引導研發資源南移，協助南部地區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部於 2004年設立「南臺灣創新園區（南

創園區）」，並引進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等法人研究單位進駐，進行創新科技研發並配合園區的開

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機制，加速南部新創事業發展。
撰文／陳玉鳳  照片提供／工研院

「區域產業發展」邀請國內外產學研專家探討如何促成產學研緊密合作，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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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過去所累積的基礎上，未來南臺灣創新園區將進

一步定位聚焦於經濟部賦予的政策任務上，扮演

南部地區「推動重點產業發展之跨域整合與服務平台」

的角色。為充分發揮此功能，南創園區參考國際成功產

業群聚發展歷程，務期發揮“Linkage-Hub”的作用，促

成南部地區「區域創新系統」緊密聯繫、交流合作，並

主動連結區域內法人研究機構、學校及產業園區等各界

能量，形成區域產業創新群聚。

 有鑑於此，南創園區於日前舉辦「年度成果展暨區

域產業發展論壇」，邀請到臺南市市長賴清德、經濟部

技術處科技專家蘇評揮及工研院協理佘祥生與會；活動

也特別邀請榮剛集團總裁陳興時與日本關西文化學術研

究都市推進機構常務理事稻田進等貴賓蒞臨發表演說。

在研發成果展示方面，共計有南創進駐廠商實威、

馬路科技及研發法人等展示近 30項精彩成果，其中包

括工研院最新發表的可同時顯示導航地圖、車況和車週

邊路況的車用雷射寬幅抬頭顯示器、30分鐘驗出心肌梗

塞和肝癌指數全自動生物標記檢測系統，以及多螢幕高

畫質影音分享技術。

  
論壇並以「區域產業發展」為主題，邀請國內外產

學研專家共同探討如何促成區域內企業、政府、研究機

構等緊密合作，提升產業競爭優勢，並形塑區域創新文

化與在地特色區域性企業。在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生

動幽默的主持下，與談貴賓包括榮剛集團總裁陳興時、

長興化工副董事長蕭慈飛、富鑫奈米董事長王伯壎、日

本關西學術文化研究都市推進機構常務理事稻田進以及

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主任劉佳明皆暢所欲言。

此論壇的主軸，是希望在盤點南創園區過往的成績

之後，能在 2015年步入第三期新階段之際，藉由眾人

之力開創新局。針對產業群聚的形成及效益，榮剛集團

陳興時直言「產業聚落就是經濟成長的催化劑」，他並

以「台灣精製產業聯盟」為例具體說明。此聯盟是由陳

興時與工研院共同推動，串聯榮剛、精剛、寶一、晟田、

駐龍、富成等廠商在材料鍛造、精密加工、特殊製程及

模組組裝的能量，共同建立國際航太供應鏈體系，達到

提供國際系統廠 One Stop Shopping服務。

除在航太產業領域已有所成績外，此精製聯盟並將

共同踏入能源與油氣產業，目標是於 2020年於這 3大

領域中完成聚集 30家廠商，創造 5,000億元的產值。針

對能源產業，目前此聯盟正致力發展電機組、汽機車葉

片國產化；針對油氣產業，則是專攻鑽探系統、井口裝

置等。一旦可全面串聯材料端、製作端，甚至是銷售端，

則跨產業領域的效果將具體顯現。

  
不過，針對臺灣在 2013全球產業聚落發展中排名

第 1，但群聚效益卻不如日本、德國具體，陳興時認為

主要原因在於臺灣的群聚並未設法將群聚中的整體技術

水準及能量，經由平台或某種系統機制進行廣泛提升，

因此無法建構出競爭障礙，導致臺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無法有效提升，他期許南創園區能在第三期的任務中找

出解決之道。

日本關西學術文化研究都市推進機構常務理事稻田

進，則是以關西地區的奈良、京都及大阪區域園區發展

經驗，與現場觀眾分享產業群聚的推動心得。他提到，

要發展群聚，首先就得找出區域特色，之後則需善用各

種資源，例如關西園區與大學的結合便非常密切，包括

奈良先端科技大學、大阪大學大學院、京都府立大學等

臺南市長賴清德肯定南臺灣創新園區在區域產業創新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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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合作對象，甚至大學也願意配合特定區域的產業需

求，於該地設立分校。

稻田進強調，群聚的形成需師法大自然，回到基本

面，產業基礎環境建構良好及完整後，群聚便會順勢形

成。他並提到，關西園區的結構與臺南科技園區有許多

相似之處，也希望之後雙方能有進一步的接軌，促成臺

灣及日本的產業群聚都能有更亮眼的表現。

長興化工蕭慈飛指出，南創園區成立以來他曾參

與多次相關會議，頗能感受南創園區團隊所背負的使命

感，且透過南創園區所推動的群聚發展及跨域整合，長

興化工也擘劃出新的發展方向，包括透過南創園區所提

供的平台，長興化工正以化工材料的背景學習進入航太

及散熱材料領域，蕭慈飛在言談中不止一次感謝南創園

區所提供的機會。位於高雄的長興化工創立於民國 53

年，主要生產工業用合成樹脂及電子化學材料，產品應

用範圍寬廣。

長興化工定位為研發型公司，每年約提撥營業額

3.3%左右做為研發經費，南創園區所提供的平台適足以

提供許多研發資源及發展可能性。蕭慈飛強調，身為化

工材料業者，對於群聚效益的感受更為深刻，唯有材料、

設備及系統業者能夠有所整合，臺灣產業界才能在 B2B

的商業模式中掌握定義規格的能力。再者，在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一家業者不可能包山包海、全部通吃，尤其

面對中國大陸業者的龐大規模，臺灣業者更需要以群聚

模式結合各家資源，才能掌握競爭勝算。

  
呼應長興化工蕭慈飛的看法，富鑫奈米董事長王伯

南創園區「年度成果展暨區域產業發展論壇」中，工研院最新發表可同時顯示導航地圖、車況和車周邊路況的車用雷設寬幅抬頭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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壎也表示，在奈米研磨這個領域，

臺灣業者在 7、8年前還能勉強抗

衡大陸業者，但在今日，龐大的大

陸市場所培養出的公司已非臺灣業

者所能匹敵，因此臺灣的出路唯有

「創新」，基於此思維，該公司與

南創園區工研院材料領域密切合

作，希望藉由南創園區的力量能進

一步精進技術。

富鑫奈米科技成立於 2006年

8月，已建立本土奈米研磨分散技

術為宗旨，並以「濕式奈米粉體研

磨分散設備及應用技術」計畫通過

經濟部審查進駐於經濟部南臺灣創

新園區。富鑫奈米自行研發的設備

能有效將微米級的粒子或是聚集的

奈米粒子研磨及分散至奈米級，適合用於奈米材料、電

子材料、光電材料、化妝品、特殊織物、醫藥品、機能

性顏料、光觸媒、食品等相關領域。王伯壎並建議產官

學界應有更多的聯繫，縮小政策、學界研究與產業實際

需求之間的落差，而類似此次的活動便是各界交流的極

佳機會。

針對產業界的期待，工研院產服中心主任劉佳明表

示，產服中心的三大重點任務分別為地區產業的服務、

關鍵客戶的服務及新創事業的開拓等，秉持一貫精神，

產服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南創園區的產業聚落推動。他以

Tesla電動車為例，說明臺灣的產業供應鏈在電動車電子

零件的供應上已能充分支援，而 Tesla之所以與臺灣積

極合作，也就是因為看中臺灣半導體展業的群聚效益。

借鑑於此，他認為需找出南臺灣產業特色，例如石

化、太陽光電、機械自動化等，透過群聚效應形成完整

產業供應鏈，如此將能讓群聚中的所有業者共同站上國

際舞台，這也正是南創園區第三期發展的核心任務。

同樣的，劉佳明也強調，面對中國大陸鯨吞市場的

龐大勢力，臺灣業者真的只能靠創新一決勝負，唯有透

過各界力量的整合，建立中國大陸業者無法輕易複製的

價值鏈，臺灣產業界才能有所機會。再者，鼓勵年輕人

勇於創新，才能讓臺灣產業命脈繼續延續，而南創園區

提供充足的育成空間，適足以成為養成下一代新力量的

理想溫床，讓技術能落實成為產品。

  

從 2004年開始，9年間投入上百億元資金資源，

南創園區繳出亮麗成績，總計引進 221家廠商，定調南

臺灣的紡織、精製產業等區域發展主軸。展望未來，誠

如臺南市長賴清德於論壇致詞所言，臺南的土地腹地與

行政區域，都不比新北市來得少，擁有相當大的發展空

間；他表示，從臺南科技工業區至南部科學園區，轄地

內有 7大工業區群聚，這條產業黃金廊帶發展潛力大，

臺南已具備區域創新群聚發展基礎，也盼南創園區繼續

扮演產業互動平台角色，為臺南多引進大企業。

回應地方政府的期待，工研院協理佘祥生指出，南

創未來要做的是繼續突破現況，挺進嶄新領域，要實現

這些目標，點子與熱情是必備元素，人才、技術、土地

資源都需鏈結在一起，再搭上網際網路列車，與世界接

軌，南創園區團隊將傾全力協助南臺灣企業擠進國際公

司之列。

工研院展示心肌梗塞和肝癌指數全自動生物標記檢測系統的研究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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