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隨到創新 台灣產業結構轉型

調整思維 開拓市場先機
台灣產業的未來發展，必須開放思維，並且嘗試創新，才能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獲得領導先驅。

除自身企業的革新外，政府也該提高對於科技的高敏銳度，改善創投環境，

帶領台灣成為具備高附加價值的創新領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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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唯有創新才是一家企業、甚

至是一國競爭力的致勝關鍵。9月份所舉辦的工

研院院士會議，即是針對台灣產業未來的發展命脈，做

深入討論，提出對台灣創新科技的研發、產業結構轉

型、產業升級與價值鏈結、提升台灣創投環境等看法，

值得省思。

這次會議由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在台北科技大

樓召開並主持，研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如何從追隨

者到創新者」及「台灣的創業與創投環境之展望」兩大

主題。施振榮向來對台灣產業的創新發展不遺餘力，他

曾主張企業應從製造與代工轉移到微笑曲線另一端打造

品牌；而近幾年來，他更主張服務業要導入 ICT走向國

際化，必須靠創新的商業模式。

注入創新能量 開拓市場先機

這次會議的與會人員，包括許多重量級的科技大

老，包括台灣積體電路創辦人暨董事長張忠謀、建邦創

業投資董事長胡定華、台達電子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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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華、長春石化董事長兼總經理林書鴻、晶元光電科技

公司董事長李秉傑、廣達集團董事長林百里、旺宏電子

總經理／欣銓科技創辦人暨董事長盧志遠、榮剛集團總

裁／榮剛材料科技董事長陳興時，以及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研究發展副總經理林本堅。

施振榮表示，面對下個階段的競爭，必須聚焦在

和國際夥伴合作，彼此找出雙贏策略，才能在下個世代

布局全球市場。院士們提出，台灣已具備跨領域整合創

新及自主發展關鍵技術的能力，而政府應與業者保持密

切互動，與時俱進建立適合跨領域合作的政策制度與環

境，才能引領台灣產業結構從「追隨者」轉型為「創新

者」。其次，院士認為創新創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最

大動力，才能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然而，根據統計自

2000年以來，台灣新創事業的家數與投資額大幅衰退，

對未來產業的創新發展是一大隱憂，亦可能造成人才出

走、產業競爭力倒退的情形。

部分院士們認為，台灣產業的創新不足，有很重要

的原因是台灣的教育環境不容忍太多的犯錯空間，有許

多做法扼殺創意，造成學子心態保守，到企業發展不敢

放手一搏。李秉傑則沉痛指出，台灣在質與量都缺乏創

意人才，然而多年來台灣教育改革的結果仍不免有考試

導向，走不出框架，若是企業徵才把「創意」視為錄取

的關鍵選項，找出具有潛能的新生代，才是可行做法。

除此之外，企業也應提供更多的創新空間給新生代

去嘗試，畢竟目前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企業，深究

其公司組織和文化，會發現它們早已把創新視為理所當

然的發展策略，而且積極在公司每個環節徹底執行。

5 大主軸 航向創新

在這次經過熱烈討論後的會議結果，由施振榮發表

5大結論主軸：

一、 促進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從追隨者到創新者 。

台灣產業不能再以追隨者之姿，看到領導廠商做什

麼才跟什麼，這樣只能賺到微薄的利潤。而是要跑到最

前面，自許為創新者，重新定義新的獲利模式。

二、 政府及工研院應強化建立新產業、衍生新公司，以

及促進產業升級為目標，聚焦未來前瞻性的需求，

以清楚的願景引領資源重置，布局全球市場。

政府和工研院必須要看到產業的新未來，對全球前

瞻性的發展保持極高的敏銳，以隨時因應產業的發展調

整策略。

三、 建立跨領域的合作平台與國內外關鍵夥伴合作，開

拓目標市場。

與其單打獨鬥，不如與國內外的夥伴策略合作，尋

求聯手多贏的局面。

四、 台灣應以開放的思維，建立自己的研發整合與產業

整合模式，工研院整合業界與學界，投入下世代產

業技術與市場開發，以開創高附加價值新產業。

五、 改善台灣創投環境，讓台灣成為一個「高附加價值

的創新創業中心」。

台灣的創新公司不足，難以吸引各國創投的注意，

但政府應長期關注這個問題，讓台灣不論創新或創業都

具有磁吸的能力。

展望未來，台灣產業環境雖然遇到極大的挑戰，但

是以創新為前進的準據，必須要培育創新的產業氣候，

透過產官學研大力合作，方能看見逆轉勝的契機。

左： 集合眾多重量級科技大老召開工研院院士會

議，期望能夠提升台灣下個階段的國際競爭

力。

上： 台灣教育體制長年考試導向，造成學子思維

保守，不敢突破創新，是競爭力倒退的主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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