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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裔青年陳士駿，不到三十

歲即在美國創立全球知名

的影音分享網站 YouTube；馬來

西亞裔年輕創業家潘健成，年僅

三十出頭，在台灣與朋友攜手打

造群聯電子，站穩 Flash（快閃記

憶體）市場。這些近年來為人們

所津津樂道的創業案例，走的不

是巨型資本的創業途徑，而是由

小資本、卻很有想法的青年創業

家，持續專注於做好一件件的小

事之後，積累出人人稱羨的成功

事業。

陳宗豐延續創業路
創業需要熱情，不過，面對創業之路的險阻，

尋求協助與資源亦不可少。

帶著「居家用生理信號閘道器」技術

開始創業之路的陳宗豐，

此次要從工研院擴大產業轉型升級方案的

微型創業專案出發，

期望成為國內創新產業裡的下一顆明日之星。

文葉芷嫻　攝影鄒福生

微創計畫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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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仔細探討這些成功故事

的背後，不難發現創業之路的險

阻，除了需有創新概念的醞釀與

發展，以及能夠發揮洞察市場需

求的能力，若能擁有足夠的資源

與培植創新產業發展的環境，對

於新創事業來說，就像提供了強

力的後盾，能為其成功助上一臂

之力。

這個道理，對於剛剛經歷創業

危機的陳宗豐來說，的確是感同

身受。

2008 年，陳宗豐與夥伴共同創

立嵩原科技公司，帶著自行整合

研發的 IC 處理技術進駐工研院的

育成中心。當時嵩原科技是以發

展生理訊號處理 IC 產品為主，這

些產品主要處理心血管相關疾病

之生理信號，包括血壓計、血糖

計、心電圖、腦波在內的小訊號，

由接收器取出信號再送到後端進

行處理。

陳宗豐表示，進入工研院的育

成中心之前，曾比較過其他研究

機構的育成中心，相較之下，工研

院提供的環境與機能均更為符合

嵩原科技的需求，最後便選擇落

腳於此。

危機就是轉機

儘管擁有技術，也曾與國外的潛

在市場接觸，然而，同年 11 月，由

於公司設定的營運目標沒完成，

加上資金問題的考量，業務運作

只能暫時喊停。

創業原本就是一條艱辛的路，

這一點陳宗豐很清楚，所以儘管

這個結果不盡如人意，卻也沒有

讓他萌生退卻的念頭，「只是基

於資金考量，必須暫停營運。」實

際上，陳宗豐的創業夢想並沒有

因此中斷，暫停營運期間，他仍專

注於產品的研發；也因為沒有放

棄，讓他等到了再出發的機會。

陳宗豐回憶，當時工研院產服

中心客戶商機規劃及投資組總監

侯玉貞等人，向他提及工研院在

今年初啟動的「擴大產業轉型升

級方案」中，為給予有想法、有能

力的人才更多機會，同時尋找台

灣下一波產業的新契機，因此特

別成立科技創業輔育計畫，期望

藉由工研院的創業媒合機制及平

台，以及環境與資源，提高新創公

司的成功率。而在這項專案中，有

個微型創業組，能提供環境與資

源，因此建議他考慮加入這項專

案以繼續發展。

 「我回去想了一下，覺得可以

帶著自己的計畫進來，然後發

展產品概念，我決定試試看。」

就這樣，陳宗豐帶著帶著嵩原

科技的居家用生理信號閘道器

（Gateway）技術，加入了微型創

業組。

再度回到同一棟大樓，雖然辦

公室從三樓換成一樓，不過，卻依

然是陳宗豐十分熟悉的環境，而

且「在育成廠商時期，那些給予

我協助的人們，現在就坐在我附

近，有任何問題，他們都能很快協

助我，」陳宗豐開心地說。

熱情與關懷支撐創業決心

對於陳宗豐而言，能夠找到新的

資源，繼續在這條路上奮鬥，除了

懷抱創業的理想，也有對於家人

和人類的關懷。歷經2008年創立

嵩原科技那段發展經驗，如今以

微型創業專案再出發，因為陳宗

豐有熱情、也有想法，所以能一直

勇往直前。如果說創業的熱情，

來自於對生活周遭表達關懷的最

原始想法，那麼，他現在積極開拓

居家用生理信號閘道器業務，就

是來自於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

的關注。

 「簡易的居家照護，是走向高

齡化社會很重要的一環。」陳宗

豐表示，這套居家用生理信號閘

道器產品，能將包括血壓計、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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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計、心電圖儀的小訊號信息，

以藍芽傳輸的方式，將訊號傳到

隨身的電信設備如手機裡，在外

工作的子女可以藉此掌握年邁父

母的健康狀況，患者本身也能獲

得更多的保護。

陳宗豐坦言，在發展這項技術

時，花了很大的心力，「要可攜、

長時間使用，低功耗很重要，」但

只要想到做好這技術，對親人或

多數人都能帶來幫助與好處，就

覺得很值得，「這東西不只現在

的銀髮族需要，未來甚至連我自

己都可能用得到！」

他表示，目前積極發展的居家

用生理信號閘道器，是一種社會

性的需要，具有必須性，「可以照

顧自己，也可以照顧別人，」這個

信念支撐了他創業的熱忱，因此，

即便面對困難，也不願輕易放棄

這些信念，畢竟，「創業如果失去

理想性，那不就跟待在哪間公司

都一樣了嗎？」陳宗豐說。

從一人打拚到小團體創業

有了資源的挹注，加上產服總監

侯玉貞等人協助把想法拋給廠

商，目前陳宗豐正一步一步地朝

向預定的發展進度前進。對於微

型創業，陳宗豐認為好處是可以

有更多時間去思考，但他也希望，

這個計畫未來能發揮微創的小

團體創業精神，也就是從目前的

一人打拼狀況，可以調整成至少

兩個人共同參與，透過兩個人一

起討論、一起進行市場調查與分

析、R＆D 研究等分工，彼此互相

鼓勵，也會有進度的壓力，慢慢

就會擴大規模。

 「一個微創能做起來，至少就

會有五到十個以上的工作機會

出現，」陳宗豐相信，微創概念與

計畫的成功，能對就業市場與工

業結構帶來很大的助益，他除了

對微創組有很深的期許之外，也

期待透過這個機制，順利將自行

創業以及對社會關懷的理想付

諸實現。

科技創業輔育計畫

以成立微型創業團的方式培育明日之

星，以便掌握全球金融風暴後新的經

濟成長動力，開創新的就業機會，並

結合智慧生活，挑選最具未來產業機

會且較成熟之科技項目，推動先導試

驗，加速佈建下一波新興產業。

運用工研院的創業媒合機制及平台，

結合各單位技術及創新創業環境，進

行科技相關創業籌備及協助建立創業

團隊，以培育新興企業。

藉助新加入成員的產業相關經驗與研

發能力，加上工研院提供的環境與資

源，提高新創公司的成功率。

視各微型創業的需求，給予個案式的

輔導，以協助創業籌備的活動，包含

企劃書的輔導撰寫、市場評估、產品

規劃、營運模式設計、財務規劃、協

助進行企業融資規劃、安排引薦投資

者與創業者洽談以促成投資等。

陳宗豐相信，一個微創概念與計畫的成功，可以創造五到十個新工作機會，

自然能對就業市場與工業結構帶來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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