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扶持臺灣的優質新創企業，科技部臺灣創新創業中心（TIEC）舉辦了「臺矽新創論壇」，希望從矽谷

看臺灣，找出臺灣的創業優勢，學習矽谷成功關鍵，為臺灣打造下一波的科技新潮流。
整理／陳玉鳳　攝影／李庭歡

在矽谷創業思維與氛圍及創投經驗與心法，希望為臺灣

的新創團隊及新創育成夥伴提供建言、帶來啟發，傳遞

成功的創業法則，讓臺灣的新創團隊更有自信從臺灣出

發、前進矽谷、贏得國際。

以下以第一人稱方式摘錄各位與談人於論壇分享的

臺
矽新創論壇邀集五位熟悉矽谷及臺灣兩地的創投

及創業生態的業界權威親臨與談，包括無名小站

創辦人簡志宇、Sand Hill Angels董事會顧問邱斯宇、中

華開發工業銀行協理郭大經、比翼資本（BeCapital）執

行董事陳彥諭及科技部創創中心執行長王南雷，分享其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邀請多位業界權威分享創投經驗，盼藉此提供給國內的新創團隊有不同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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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見解，透過臺灣、矽谷、創業、創投等不同觀點

所激盪出的火花，希望為臺灣的創新創業發展帶來新

的視野。

  
現在全世界，包括臺灣在內，都想要藉由政府的力量

來複製矽谷的創新創業模式，但是我必須要說，美國政

府從未規劃要圈地發展科技，今天矽谷的一切幾乎是自

然而然發生的，這是因為矽谷本身有構成創業生態圈一

切條件，有新創事業、學校、還有投資人，走進矽谷的

任何一家星巴克，你都一定會看到正在創業的人，因此

我認為政府要複製矽谷模式，最重要的並非建立硬體，

而是營造出一種氛圍。

此外，我從 2010年開始密集出差，最後落腳矽谷，

這五年來我觀察到在矽谷發生的事情，幾乎是無孔不入

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例如，五年前最有價值的公司應該

是石油公司、資訊硬體公司，或是金融業者，但現在

名列最有價值公司前茅的是 Apple、Google和 Facebook

等，產業風向已經轉變，最熱門的就是網路、大數據和

物聯網。

然而，這些企業之所以成功的主因，並非在於他們做

對了產業，我觀察到的是，這些創業者聚在一起，他們

會用有別於傳統的方式去重新定義及思考問題。例如，

對於音樂播放器的發展，臺灣業界思考的是如何加大

MP3 player容量、壓低價格及縮小體積，但 Apple在推

出 ipod的同時，想的卻是重新了解使用者的需求，用

最有效的方式來滿足消費者的期望，於是就有了 Apple 

Music模式。這是美國矽谷與臺灣創業思維的很大不同，

將臺灣團隊送至矽谷，我認為將有助於打開創業團隊的

視野並重塑思考模式。

 
  B2B

臺灣跟矽谷的距離有多遠？其實我們曾經非常近，

因為自新竹科學園區設立開始，臺灣的許多創業者，都

是從矽谷回來的。然而在 2000至 2010年期間，臺灣出

現許多頗具規模的科技公司，吸納為數不少的人才，因

此越來越少人前往美國留學，這就造成臺灣與矽谷的斷

層，而現在得重新鏈結起來。

究竟為什麼我們得到矽谷去？我覺得最值得觀察和

學習的是，矽谷勇於打破現狀，在既有的社會和經濟結

構下，矽谷就是會不安於現狀地去改變它。例如，類似

Uber這種概念，若不是出現於矽谷，其實是很難被實

現的，臺灣就不太能容忍這種挑戰舊制的創新模式。因

此，我認為矽谷最值得學習的，就是勇於「解構」現有

經濟的精神。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點，矽谷的成功是很難被複製

的，臺灣很難、也不必要成為另外一個矽谷。我們應該

回到根本，仔細盤點臺灣的競爭優勢，例如，我們的半

導體產業、電子商務、機械產業的進出口占國內生產毛

額（GDP）比重幾乎是新興國家中最高的，所以我們不

必然要靠向矽谷擅長的 B2C創業，而是可以投入 B2B創

業，因為臺灣在許多產業領域已有極佳的基礎。今天與

無名小站創辦人簡志宇表示：

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創
業能否成功的重要關
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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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之後，讓我驚訝的是，在非洲幾乎沒看到臺灣

人進入，反倒是看到許多 20歲出頭的大陸年輕人，一

句英文都不會說，只是帶了一個計算機就勇敢地前進非

洲市場，把一個又一個貨櫃的次等電器和便宜衣服運到

非洲銷售。我覺得臺灣與大陸年輕人的最大差別就在於

心態，後者似乎更勇於走出舒適圈。

進入創投業後，我能從更近的距離觀察臺灣的創業

動力。在這兩年以來，我發現臺灣的創投資金開始活

絡起來，許多創投機構每個月都會完成一些交易，創

業和創投的連結已開始動起來了。在這裡我要引用新

任政委唐鳳所說的話，他曾被媒體問及，「你對臺灣

的期望是什麼？」他回答說道，「四百萬年以來，在

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相互碰撞中，臺灣一直就

是持續向上、仰望星空，未來也會是這樣。」我一直

矽谷的鏈結，大家可以利用臺灣在雲端、物聯網所具有

的獨特優勢，多多探求與矽谷合作 B2B的機會。突顯臺

灣的不同，你所受到的待遇就會有所不同。

  
許多人都觀察到臺灣年輕人不願意出國打拚的現象，

我其實也有這樣的感慨。我先說一下自己的故事，我在

德州儀器工作兩年後，覺得自己失去了工作熱情，於是

在 2010年跑到非洲經商，把各種不同規格的太陽能燈

帶到非洲，後來為了讓當地日賺兩美元的一般大眾也能

買得起燈具，於是我們結合臺灣的強大製造實力，開發

出物廉價美的自有燈具產品，因為要解決問題，所以我

就成為了創業家。

比翼資本執行董事陳彥諭表示：

鼓勵年輕人走向國際，
向世界展現臺灣的輝
煌實力。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協理郭大經認為：

雖然矽谷的成功經驗很
難被複製，但臺灣若能
把握現有的優勢並積極
發展，仍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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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臺灣其實擁有充沛的能量，在過去這兩年裡，這

樣的想法越來越清晰。

Sand Hill Angels
  

想要創業的人，必需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是，「你到底要解決什麼樣的痛點？」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是你？」如果有其他人也投入和你相同的領

域，要解決一樣的問題，這時候你就要問自己，為什麼

這件事非你不可？你到底擁有哪些別人沒有的優勢？在

我與臺灣創業團隊討論的過程中，對方常常無法針對這

些問題給出完整的答案，而我覺得這是所有團隊在創業

前就該想清楚的問題。創業心態必需正確，應該是「先

有創新再創業」，而非一頭埋進創業夢想，如此招致失

敗的機率很大。

臺灣擁有人才和有資金，但是和全球創業趨勢似乎

無法產生連結，箇中原因是臺灣並未形成如矽谷當地

的創投創業循環。許多知名大公司，包括 Walmart、

Mercedes、Toshiba、Panasonic等會在矽谷設立據點，

目的就是緊密觀察新創團隊（Startup）的動態，因為這

些大公司都很擔心會因為錯失某一項創新技術或模式，

讓競爭對手有機可趁，甚至流失市占。

這些大企業非常願意嘗試 Startup的研發成果，一旦

發現對公司經營有益，就會快速買進這些新創公司，因

此 Startup的投資人很快就能賺錢，這自然就形成了創

業者層出不窮，投資者樂於投資的正向循環。這樣的循

環是臺灣缺乏的，但是近幾年我也看到臺灣一些大企業

的思維開始朝好的方向轉變。

TIEC

  
透過政府推動創新創業的「鏈結矽谷」方案，我很

希望能讓臺灣人重拾過去的冒險精神，如同竹科人在

上個世紀的勇往直前，全世界都敢跑，敢於開拓屬於

這個世代的創新產業主軸。科技部臺灣創新創業中心

(TIEC)的職責就是服務臺灣新創團隊前進矽谷，感染在

全球最具活力的創新創業氣氛，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

業者交流，對於創業而言，人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們希望臺灣創業團隊能與矽谷及臺灣創業生態

圈的重要人物、其他創業人士建立聯繫，同時促進臺

灣高科技產業與矽谷科技產業的鏈結。

推動 TIEC這兩年以來，我們看到不少具有好奇心和

冒險性格的團隊，但是可能由於知識不足或人脈不足，

因此無法順利跨出去，而這就是我們要協助解決的問

題，也是我們存在的價值，我們要做一個稱職的推手，

讓他們勇敢走出去。

只要是落腳在矽谷的臺灣創業團隊，無論是否申請

中心計畫，我們都樂於提供服務，且回到臺灣後若遇

到各種疑難雜症，負責執行的工研院團隊同仁都會提

供協助。

在協助創新團隊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其中一些問題。

Sand Hill Angels董事會顧問邱斯宇認為：

臺灣在人才和資金方面
都不虞匱乏，但卻少了
矽谷那樣優異的環境來
鼓動創投創業的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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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評選的數十餘個團隊中，許多創業者都擁有

碩士、博士高學歷，然而他們提出的創業計畫大部分

與本身的研究領域無關，他們選擇投入「薄創新」，

而非「厚創新」，這是讓人覺得比較可惜之處。

根據矽谷 Acorn Pacifi c Ventures創投基金共同創辦

人鄭志凱的定義，「薄創新」的靈感來之不易，研

發卻相對簡單；「厚創新」所需的研發資源龐大許

多，創業者需具備獨特技術及「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此類創新能建立堅實的競爭壁壘。「薄

創新」是激發年輕世代創新能量最佳的途徑，然而，

「厚創新」則是地狹人稠的臺灣競爭力的長久保障，

寄望許多在科技領域學有專精的人才，能更有勇氣投

入高門檻的科技產業創新。

TIEC執行長王南雷表示：

希望協助臺灣人走向國
際，努力開拓新世代的
創新產業。 

成功的創業者會聚在一起，用有別於傳統的方式去重新定義及思考問題，臺灣新創團隊可借鏡學習，前進矽谷、贏得國際。

新聞辭典：科技部臺灣創新創業中心

全球經濟為找尋點燃下一波繁榮的火種及解決愈來
愈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各國無不積極鼓勵創新創
業。臺灣當然不會自外於這股潮流，行政院為鼓勵
創新創業，於2014年成立重量級旗艦計畫─「創新
創業政策會報」，其中「鏈結矽谷」，就是在美國
矽谷成立科技部臺灣創新創業中心（TIEC），將臺灣
的優質新創團隊送至矽谷，藉此讓團隊接觸到更廣
泛的創業資源，培養臺灣青年進軍國際市場，促使
臺灣新創團隊能夠有機會成為國際級的企業。經一
年半的努力，已選出52家新創團隊，積極連結矽谷
創業資源網絡，並槓桿知名加速器及創投。

將臺灣創業團隊送到矽谷，可以將臺灣的優秀人才放
在世界級平台上，讓他們能與全球頂尖人才共事，讓
他們有機會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思考解決當前人
類所面臨的問題，也能進一步帶動臺灣的創新創業風
潮，進而改變臺灣產業的未來走向，開創出不一樣的
臺灣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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