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研院董事長蔡清彥日前應邀出席總統府月會，針

對「新經濟時代的創新創業契機」為題發表演說，

他首先點出當前經濟趨勢發展表示，新一代資通訊技術

的成熟與高度智慧化應用，引發了工業 4.0與智慧工廠的

變革，3D列印帶動少量多樣的客製化生產方式，預期將

引發全球製造業重大調整。臺灣必須由硬體創新來驅動，

還要連結系統與服務才有機會，因為製造業是生產力的

根基，臺灣應善用這項 Unfair Advantage（競爭優勢）。

此外，數位金融浪潮改變既有交易方式，包括以手機

進行消費、購物，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處理等，帶動新

興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服務，也為產業注入新動能。蔡

清彥強調，新經濟時代來臨，科技可以讓以前做不到的

事變得容易，擁有平臺即是贏家，以 Apple為例，在全

球前八大手機品牌的營業利潤，Apple占有 92%。而全

球市場持續整併，造成產業大者恆大，以及財富分配不

均的社會經濟難題，也隨著 M型化市場發展加遽，成為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內憂。對此，蔡清彥提出以下三個未

來建議方向：

一、 縮小教育落差，降低貧富差距：人才是國家競

爭力的重要軟實力。教育若跟不上技術進步的腳步，就

會出現經濟發展不均，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因此，需協

助弱勢者享有同等、甚至挹注較多的教育資源，協助他

們與未來產業人力趨勢接軌，以降低貧富落差。

二、 重塑創新創業文化：可從建構創新創業友善環

境、深化產學研合作及鏈結矽谷、走向國際三方面著手，

藉由培育新創公司成為新興產業、建構新型態生態體

系，讓臺灣成為全球創新供應鏈的重要夥伴。

三、 提攜後進，給年輕人機會：矽谷的創業模式，

投資或創業成功的企業家都會成為其他創業者的天使投

資人，值得臺灣借鏡。

蔡清彥強調，唯有培育更多新的年輕創業家，才能

讓臺灣產業永續發展、生生不息。同時也要「Think 

Locally，Act Globally」，也就是「聚焦臺灣的優勢，布

局全球化行動」，以臺灣的優勢，鏈結全球發展，才能

塑造生生不息的利他經濟時代。

 
面臨全球化的競爭，新經濟時代必須透過縮短教育落差、鼓勵創新創業及培養提攜更多新創業家，聚焦

臺灣的優勢，塑造生生不息的利他經濟，才能帶領臺灣突破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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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表示，新經濟時代來臨，科技可以讓以前做不

到的事變得容易，擁有平臺即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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