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研院以產業科技專長，籌組專案團隊打造「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提供整合服務方案，協助回流台商推動生產智慧化與轉型升級。

根
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BERI）的

「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台灣投資環境排名

全球第四，充分證明我國作為國際生產基地及產

業轉型升級的優勢，主客觀因素激盪下，促成這

波台商回流潮。

撰文／杜韻如、王珮華

美中貿易戰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也帶動史上最大台商回流潮。截至10月底，

已吸引151家台商返台投資，總投資金額超過6,200億元。30年前，台商逐成本而

居，西進南遷；30年後，台商要靠智慧科技轉骨升級，紮根家園。工研院以科技研

發優勢，打造「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以科技為台商轉型升級加值。

創新研發平台用科技為產業加值
掌握台商回台投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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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帶著大筆資金回台投資，不僅是台灣

產業轉骨的契機，同時也是提振經濟的大好機

會。經濟部成立投資台灣事務所，提出「台商

回台投資方案」，工研院也以產業科技專長，

籌組專案團隊打造「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

台」，以技術加值能量及串聯產業生態系，提

供整合服務方案，協助回流台商推動生產智慧

化與轉型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

結合台灣產業升級五大軟實力

在工研院「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

記者會中，經濟部次長林全能表示，產業升級

必備五大軟實力：技術、專利、人才、新創和

平台，「這些台灣都有，工研院的『台商回台

投資創新研發平台』，幫台商把這5個重要的

升級法寶「傳便便」（台語），有如直達車一

般，一站滿足企業的需求。」

林全能說，工研院協助產業整合這些軟實

力，以科技研發的能量，鏈結資本市場與科技

市場，在專利布局、人才培育上，為產業轉型

創造完善的升級環境，進一步厚植企業永續競

爭力，若能在未來的5到10年建立起科技創新

的國家品牌，屆時無論想邁入東南亞、中國大

陸、日韓、美國，甚至是翻轉國際地位都不是

問題。

促成資本與科技市場接軌

「美中貿易衝突造成許多產業營運與出口

危機，但對台灣卻是一大轉機，」工研院院長

劉文雄分析，台商回台投資的需求，第一是分

散風險、搭建橫跨歐、美、日等國技術平台，

擴大全球布局；第二是加速升級智慧製造，透

過自動化提升生產力，以及進行高附加價值製

造，第三是投入前瞻技術研發，強化AI和5G技

術，作為產業下世代發展立基。

配合台商返台投資需求，工研院「台商

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的重點方向包括，協

助台商投資新創事業、數位轉型產業升級與人

才培育，藉由訪視關懷診斷、掌握技術升級需

求、籌組技術專業團隊、提供整合服務方案到

後續服務成效追蹤，「一站到位」的顧問服

務，為台商籌組創新研發團隊，導入技術加值

能量及串聯產業鏈生態系，結合資本市場與科

技市場，滿足企業回台投資的需求。

劉文雄進一步說明工研院連結資金市場與

科技市場三大策略，第一個是推動無形資產融

資，協助新創公司運用專利向銀行申請融資，增

加創業的營運資金；第二個策略為工研院積極協

助引進私募基金進行科技轉型，運用工研院累績

的科技能量，幫助私募基金找到好的標的，推動

產業升級。第三個就是將台商回流的資金，透過

工研院的輔導、技術與專利，幫助企業價值躍

升，加速產業轉型，翻轉台灣經濟。

劉文雄以矽谷的蓬勃發展為例，說明資

本市場結合科技市場的重要性，尤其許多中小

企業的轉型升級，極需資金挹注，工研院不但

有技術，也能夠協助引進有意願投資企業升級

發展的資金，「將回流資金導向適合投資的產

業，找到讓台灣經濟發展的智慧引擎，促成產

業長期發展潛能，是工研院建立此平台的另一

目的。」

1加1大於2  實際行動挺回流台商

經濟部的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已成功帶動

台商回流潮；工研院的「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

發平台」也發揮「1加1大於2」的助攻效益，以

實際行動力挺回流台商，成為轉型升級、拚經

濟的台商們最可靠的「娘家」。

目前已有翔名科技、和新光通、台灣新散

熱、台灣安愛工業等涵蓋半導體、電子與電信

通訊、燈具照明、陶瓷和散熱、醫療照護領域

的企業，透過平台向工研院提出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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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讓在場的產業界人士大感振奮。

成立於1991年的翔名科技，是台灣半導

體特殊材料關鍵零組件製造商，以及真空設

備產品銷售維修。因中國大陸生產基地受貿

易戰影響，決定回台投資擴廠，未來預計投

入15億元於新竹香山區打造一座國際級智慧

生產基地。

李文亮表示，工研院有最好的機構價值，

不僅是產業的最佳顧問，同時也具有廣泛的人

才，非常期待工研院能大方擴散技術與人才。

目前翔名科技已在工研院的協助下，完成高階

鍍膜技術移轉，積極開發新產品，智慧製造與

工業物聯網新廠也在建置中。

現
在是千載難逢的一刻，這是台灣最好

的機會，這個機會比30年前更有競爭

力，」翔名科技研發副總李文亮誠摯的剖

翔名科技：現在是台灣最好的機會

案例  1

品沒有改變與提升的情況下，優勢逐漸流失，

「倒不如回台轉型升級，運用在地技術支援與

優秀人才，開創高價值產品，也為台灣創造更

美好的未來。」

我
常鼓勵台商要轉型升級就回台灣⋯因為

在中國大陸升級搬不回來，去東南亞不

過是拼價格，」和欣光通董事長葉律松說出他

的肺腑之言。

90年代在海外成立燈飾廠的葉律松，近年

觀察到傳統燈飾已趨於飽和，為尋找下世代具

爆發成長潛力的新產品，2017年回台成立「和

欣光通科技」，並於工研院開放實驗室成立研

發中心。在工研院協助下，開發出可見光通訊

（VLC）燈具，以及各式健康照護LED燈具，朝

向節能、5G、AIoT等高科技技術發展。

他表示，台灣到國外設廠，著眼於削價競

爭的做法其實很吃虧，在生產流程、技術和產

和欣光通科技：要轉型升級就回台灣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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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憑自己的力量創業，因為隔行如隔山，找

對人、做對事很重要，要會尋找資源、借力

使力，就像台灣新散熱懂得向「娘家」工研

院尋求合作與支援，十分感謝工研院在先進

製造、智慧製造方面給予許多協助。

主
打3C產品用散熱元件及模組生產的台

灣新散熱公司，此次藉著台商回流機

會，返台設立研發中心。台灣新散熱總經理

羅傳先表示，面對人工成本上漲、下世代散

熱產品的高精度，及自動化產線需求。新散

熱將研發中心設在新竹，預計以10億元投資

高效散熱模組智慧產線，搶占5G時代引爆的

散熱商機。

新散熱公司為工研院團隊新創成立，即是

由工研院協助其自動化產線評估、散熱材料及

生產技術支援，建置全自動化產線，將產品良

率從4成大幅拉高至9成，同時降低生產人力

至十分之一。

羅傳先建議，新創公司不要單槍匹馬、只

台灣新散熱：借力使力找對資源

案例   3

等醫療復健器材。現應美國客戶要求分散生

產基地，加上需開發新產品避開紅海市場競

爭，目前已投資5億元以上，計畫在嘉義擴建

廠房。

安愛工業總經理黃振彰認為，台灣畢

竟是我們的根，這裡有人才、有技術，還有

資金援助，回到台灣投資創新研發是最好的

選擇。台灣安愛在工研院的協助下，進行銀

髮潛力市場產品需求評估與創新產品企劃，

已完成「輕量化電動助行器」這項新藍海產

品，成功量產並拓展外銷至澳洲市場。

台
灣安愛工業公司於1995年便開始在新

興國家成立關係企業，主要商品為腳踏

車、運動用品及電動代步車、輪椅、助行器

台灣安愛工業：回到台灣是最好的選擇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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