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說大理石只能作為冷硬的建材？對花裁切後的邊角料只有被丟棄的命運？讓工研院

東部產業服務中心Omega Zone，以及兩位不滿30歲的青年用創意告訴你：大理石，

有更多種可能！

Omega Zone灌注花東青創能量
石材角料成創意沃土

撰文／梁雯晶

驅
車行經花蓮美崙工業區，觸目所及，是一塊

塊裁切工整的各色大理石，有的寫意如山

水，有的沉靜如水墨，層層疊放在石材廠區的倉儲

空地上，等待出貨。

而這一疊疊市價千萬的大理石板，在2018年2月

6日花蓮大地震的當下，瞬間從「商品」成為無法出

貨賣錢的破碎「廢料」，重創當地石材產業。

地震的發生，更突顯出石材產業「剩材」只能

位於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Omega Zone一隅，花東有志青年能在此處討論激發創意，讓夢想種子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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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無法加值再利用的無奈。但兩位還不滿30歲

的年輕人，捨不得這自然的恩賜成為低廉下腳料，

在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Omega Zone的協助下，

運用巧手慧心，將大理石剩材搖身一變，化作精緻

的生活藝品，透過創意加值，綻放出美麗的光彩。

重生再利用　

暖石心翻轉石材新可能

「其實我以前非常排斥這個產業，」身為大理

石材加工業二代的高鄧麗娟不諱言地表示。

回想從前看著父母辛苦經營大理石加工廠的情

景，高鄧麗娟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產業需付出的辛

苦勞力；以及隨著產業結構變化，台灣石材產業逐

漸萎縮的困局，因此她十分抗拒投入石材產業。

直到高鄧麗娟受到大漢技術學院珠寶設計

課程的啟發，就此改變她對於石材產業的想法，

「那堂課讓我發現，以前在商業眼光下認為板面花

色中有『瑕疵』的石材，其實是自然界裡礦物與其

他成分共生的結果！」高鄧麗娟更進一步思索能否

為自家產業做點事，首先，便鎖定大理石的「剩

材」問題。

傳統大理石多作為建材使用，為了對花及設

計上的考量，大面積的裁切會產生許多俗稱「邊角

料」的剩材。以前，這些剩材大多打碎，製作成混

水泥、洗石子的下腳料，喪失了石材原本的樣貌及

價值，高鄧麗娟開始思考：「剩材是否能做其他的

用途，並提高附加價值？」

因此高鄧麗娟將大理石結合異材質應用於生活

工藝品上，除了可以讓大家看見石材原本的美麗質

地外，還可以展現溫潤自然的質感，讓大理石呈現

許多有趣的變化，形狀上可彎曲、表面可圓潤，也

能成為居家生活用品。

高鄧麗娟更與擅長陶瓷、東富土媒材的青年設

計師合作，將粗糙素樸的陶土與光滑多彩的大理石

剩材結合，做成設計精巧，又具有溫度的八角花紋

燈與多寶盒，在2019年台灣文博會上豔驚四座，

也引起國外廠商的興趣。「這是異媒材結合的第一

步，未來會有更多發揮，」圓圓的臉龐盛滿溫暖笑

意，高鄧麗娟滿懷期待著。

3D列印遇上大理石　
爵形設計催生暖心燈飾

同樣注意到大理石剩材再利用的可能，還有台

北長大、在花蓮求學，選擇留在當地創業的蘇晉。

「也許是花蓮的土會『黏』人吧，總覺得這裡

是可以讓我待很久很久的地方，」問起留在花蓮創

業的原因，蘇晉的回答充滿著對這塊土地的眷戀。

對3D列印技術深感興趣的他，學生時期就自學

相關技術及設計概念。蘇晉得知工研院Omega Zone

在花蓮有3D列印技術的相關資源，「第一次進到

Omega Zone時，像是來到天堂一樣，」蘇晉回憶。

工研院開放租借這些昂貴的機具，讓他有機會實際

操作3D列印機，並在不斷精進自學後，成立個人工

作室，開始接3D列印設計案。

目前3D列印在產業的應用上，大多無法跳脫傳

統建模打樣的範疇，蘇晉希望能在3D列印的技術基

礎上，賦予產品獨一無二的生活溫度，於是便有了

以大理石剩材作為底座、結合3D列印燈罩的想法出

現在蘇晉的腦海裡。

大地震之後，許多大塊方正的大理石板因碎裂

無法出貨，面臨廢棄命運。蘇晉收集這些碎裂的廢

材，作為燈具底座，除了資源重生再用之外，也彰

顯出在地石材業浴火重生的文化意象，「3D列印給

高鄧麗娟發揮創意融合不同媒材，將裁切後的大理石邊角料玩出

新花樣，擺脫被丟棄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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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印象仍很新鮮、很有科技感，大理石則是

有貴氣的形象，兩者相互結合加成，變成親民的生

活藝品，讓更多人感受到科技與傳統材質激盪出的

創意。」

在確認其商業模式構想後，工研院協助蘇晉申

請政府資源，開發線上客製化平台，讓顧客除了可

以線上挑選設計燈飾外，還能進行客製化並下單：

可客製化燈罩圖案的「Light For You」系列，讓消

費者上傳照片，即可以3D列印技術輸出獨一無二的

燈飾圖案，提升消費體驗。2019文博會上，蘇晉帶

著產品與平台一同展出，富含創意更兼容生活溫度

的發想，果然獲得許多好評，也引起許多文創電商

平台、國外買主的注目。

Omega Zone打造在地創業平台

「青年創業最大的困難，是他們不知道資源

在哪裡，而且他們對於『下一步』要如何走，有很

多的不確定，」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組長謝國倫點

出青年創業的問題。

年輕人有許多創新的點子，以及翻轉產業的

理想與熱忱，但往往受限於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

以及不知道有哪些管道能尋求協助，因此Omega 

Zone作為青年創業的平台，除了提供技術的諮詢

應用之外，也協助創業者找到適合的資源，並分析

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Omega Zone於2016年創立後，鎖定花蓮在地

青年作為輔導對象，每個禮拜五舉辦「口丁之夜」

及「深夜咖啡廳」聚會，討論各式產業領域議題，

並分享工研院所擁有的前瞻技術與應用資源，藉此

平台鼓勵大家相互討論激盪。

工研院協助蘇晉開發線上客製化平台，

除了可線上選購設計燈飾之外，更推出

以3D列印技術客製化燈罩圖案，提升消
費體驗。

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組長謝國倫（右）定義Omega Zone的成員為
「釣竿團隊」，以陪伴、分析、導入資源的方式協助花蓮在地青

年創業，並分享工研院所擁有的前瞻技術與應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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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鄧麗娟也提到，每個禮拜五的分享會使她

受益良多，「接觸工研院前，就有創業的想法，

但是很多疑問及徬徨，都不知去哪裡找答案。」

所幸在工研院的協助下，讓她在計畫撰寫、產業

分析以及資源媒合上獲得莫大的幫助，更加堅定

她創業的想法。

創業除了需要創意，也仰賴技術輔助才能實

踐，但現今許多工業設備，如3D列印、雷射雕刻等

機具都要價不斐，微型創業者一時難以斥資購置；

如果走傳統工廠開模打樣，投資成本不小，也得承

擔失敗的風險。因此Omega Zone建置完整的快速

打樣平台，開放租借大型雷射切割、彩色雷雕、3D

列印、金屬3D列印等機具，讓微型創業者不用購置

設備，也能快速打樣，進而改善製程，讓創意落地

實現。

謝國倫定義Omega Zone的成員為「釣竿團

隊」，以陪伴、分析、導入資源的方式協助青年創

業，「我們希望給這些年輕人釣竿，教他們怎麼釣

魚，而不是直接給他們魚。」

工研院希望以Omega Zone的能量、技術與資

源，陪伴青年走完創業及技術商業化的最後一哩

路，「很多年輕人在創業時會有很多的不確定與

徬徨，而Omega Zone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堅定地

告訴他們：『這一路上我們會陪著你走，不用擔

心。』」

工研院東部產業服務中心

Omega Zone

工研院早期配合政府在花東的採礦政策，於

花蓮建立起能礦技術的團隊與研發能量，隨

著產業結構的轉型，在2016年，將其重新打

造為青年創業及地方創生基地，並聚焦科技

新農、智慧觀光、數位城鄉、健康永續及偏

鄉教育五大領域，帶動當地產業發展，目前

已成功輔導約150個案例進行微型創業及產

業加值提升。基地以希臘字母中的最後一個

字母Ω之音命名，有「最後」、「完成」的

意涵，象徵工研院在青年創業的最後一哩路

上，隨時提供適時的陪伴與協助。

Omega Zone
協助洄瀾青年築夢創業

暖石心個人工作室

進行石材產業訪視、分析產業問題，協助申

請政府資源補助，以及異媒材結合開發，提

供快速打樣平台進行產品試量產，並帶領作

品參加2017台灣設計展。

 

爵形設計

提供3D列印、雷射切割、雷射雕

刻等機具操作，並以快速打樣平

台進行產品試量產，協助申請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SBIR計畫，開發

線上客製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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