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創南部產業新風貌
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

善用在地資源發展特色產業

撰文／凃心怡

為
什麼在高雄，一間專賣排骨飯便當的門市

竟然可以蓋到5層樓？」看似一段不經意

的對談，卻重擊了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主任劉

佳明的心，也促使工研院為南台灣產業尋找產

業轉型與升級的關鍵可能性，並於2016年正式

於高雄開辦「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

讓技術成為南台灣產業的創業核心，匯聚更多

高階研發人才，提升南部的產業創新動能。

看見南台灣需求　灌注技術協助轉型

憶起這句猶如醍醐灌頂的話，是劉佳明

有一回，與致力於傳統產業轉型的長興材料副

董事長蕭慈飛，聊談起南台灣的產業現況，蕭

慈飛一針見血的點出了南台灣產業所面臨的瓶

頸與需求，「排骨便當熱銷，原因就出在這裡

藍領階級多，中產階級少。」劉佳明不停地思

索，工研院能幫上什麼忙呢？

近2年來由於中美貿易大戰再加上中國大陸

成本提高，不少台商回台尋求資源，「他們想

找的其實就是技術，以便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做出更高競爭力產品，」這讓劉佳明體悟到，

為協助南部產業提升附加價值，工研院成立「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聚焦

在地產業特色，導入關鍵技術，塑造研發人才就業、創業環境，作為南台灣產業轉

型升級的關鍵力量。

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主任劉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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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是發展的核心，也讓他對於南台灣產業的協助

有了具體的執行方向。

「南台灣產業要轉型升級就必須要有研發人

員進駐，只是人才要回去，前提是必須提供就業機

會，因此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開公司。」

產官學研合作　技術在地紮根與擴散

在執行之前，必須得通盤了解南台灣整體經濟

現況與缺口，並事先評估哪些既有產業具備轉型升

級的可能。

「重工業是高雄的根本，也在南台灣發展出

世界聞名的金屬加工業，因此我們決定投入金屬領

域；加上高雄醫學大學與義守大學的生醫資源，也

相當適合醫材產業發展，提升金屬加工的附加價

值，」劉佳明分析。此外，南部也是台灣農業重

心，高雄又是座海港城市，所以南台灣產業跨領域

創新中心也將農業與海洋兩大產業領域含納其中。

「工研院的技術網羅各面向，能配合地方產業

的需求引進技術，」劉佳明說，但若要技術紮根並

向外擴散，善用當地資源是必要的。「南台灣有眾

多頂尖大學，如果我們能跟他們合作，就能發揮更

大能量。」為此，工研院分別在中山大學、高雄科

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以及澎湖科

技大學設立「南台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透過

工研院研發人員與學校教授的合作，將技術具體落

實在產業面上。

金屬、海洋領域率先產業化

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成立至今已展現

豐碩成果，金屬、海洋領域都已成立新創公司，進

一步招攬當地人才。像是金屬領域的「智鷹科技公

司」，就以工研院與高雄科技大學所研發出的「智

慧自動光學檢測（AOI）系統」，打造專為金屬設

計的量測環境，提供自動化金屬檢測服務領域，提

升金屬扣件品質。

「風行海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是運用中山

大學、海生館以及工研院的「高值海洋生物機能原

料研發與商品應用技術」，投入皮珊瑚萃取物的應

用，同時，更獲得科技部價創計畫的支持，讓團隊

更聚焦在推動新創事業的發展，在美妝保養以及藥

品市場上都取得不錯的成績。

農業部分則由工研院、屏東科技大學、高雄科

技大學合作，運用「大氣電漿」技術，為雞蛋快速

殺菌，目前正著手尋找示範場域以及技術轉移的公

司；醫材領域則是集結高醫、義大、工研院內跨領

域的力量，成功開發出電漿醫材滅菌、熱電敷料、

智慧護具等眾多高競爭力醫材，目前已分別進行動

物及人體實驗階段，預計年底完成產業化。

除了產學研合作之外，為了讓創業團隊更具信

心，南台灣產業跨領域創新中心也在一群南部企業

家的奔走之下，於今年3月正式成立了地區性創投

事業「南翔創新顧問（股）公司」，將管理「南台

灣跨領域創投基金」，提供南台灣新創事業資金活

水，打造南台灣成為下一個青年世代發揮的創新創

業舞台。近期也規劃為這些具有技術創新能量的新

創公司，爭取更多財務資源，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承載著眾人的祝福順利啟航。

新創公司陸續成立，劉佳明認為，讓科技研發

在南台灣生根，帶動技術人才就業，需要長期的規

劃與投入。他坦言，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不

困難的工作絕對不會輪到工研院，南台灣產業的轉

型，一定要繼續往前走！」

南台灣產業要轉型升級就必須要有技術人員進駐，只是人才要回去，

前提是必須提供就業機會，因此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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