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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惡化的主因

1.1 國內接單 海外生產

 我國經濟持續惡化的主因在於，三角貿易提供了海外勞工就

業機會，卻導致國內的工作機會流失，勞工薪資不斷下降。

三角貿易係指利用台灣母公司接海外訂單，交給位於海外

(以中國為主)的工廠生產製造，出口到國外的貿易型態。

 三角貿易每年約有150~200億美元淨收入計入我ＧＤＰ，但

僅為少數台商與公司股東所有，我眾多勞工並未受益。此外

透過三角貿易所賺而匯回台的比重偏低，僅9.7%，難怪台灣

經濟表現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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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惡化的主因(續)

1.2 台灣創新性企業過少

朱敬一院士最近指出「為什麼台灣的GDP成長，但薪資凍漲?」的原因:

 第一類是創新性很高的: 例如台積電的晶圓代工、聯發科的晶片設
計、大立光的光學科技等企業都在世界競爭的前緣。

 另一類產業則是創新性不高的、各國頗多模仿者:例如電腦代工、
沒有特色的簡單服務業等。

 薪資凍漲、年輕人就業不順其實隱藏著台灣創新性企業過少的癥結
問題。關鍵在於要將台灣目前大多數的跟隨型企業，轉變為創新型。
解決台灣經濟問題或社會不公平問題，單單推國際化、自由化是不
夠的，還需要有產業轉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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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突破經濟困境的做法

柯林頓總統在1993年上任時，有高達29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六年執政後財政盈餘竟達2370億美元。何以致之？

 他一上任就宣布本來為軍方和大學使用的Internet開放給全
世界使用，同時宣布建設「光纖高速公路」，造就了美國網
際網路產業的引領世界風騷。

 他更宣布將美國和其他國家投資了30億美元，費時10年推動
「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成果讓全球共享，加上其他配套措施，
因而創造了龐大生技商機，奠定了美國在生物科技產業的全
球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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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突破經濟困境的做法 (續)

 我國歐巴馬總統近年來力圖改善美國經濟，他的二支箭：一

為推動油頁岩的技術突破和開發。導致美國德州等地頁岩氣

生產的天然氣比礦泉水便宜，吸引大量製造業回流，預估到

2020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另一支箭則是積極推

動雲端科技軟體產業的發展。他呼籲美國人，不要只是去買

遊戲、下載App，玩現成手機，更應該自己去寫程式和設計。

 因此建議我政府應亟思如何推動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才是

突破我經濟困境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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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3.1 新興科技

3.1.1 資通訊技術：物聯網、雲端運算科技、大數據等軟硬體技術。

3.1.2 生技醫藥技術：人工幹細胞、基因組定序等新科技。

3.2 韓國13大新產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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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續)

3.1.1 資通訊科技：物聯網

 將所有物品通過無線射頻辨識、感應器等設備，將訊息與網
際網路連結起來，提供智慧型識別與管理。其應用從個人穿
戴、智慧家庭、穿戴裝置、到整座城市等都有物聯網。

 未來10億台電腦、20億支手機都能連網，家電、汽車、工業
機器人也能連網。預計在2020年將有超過280億個裝置都能
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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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1 資通訊科技：雲端運算科技

 「雲」指的是網路，「雲」裡包含了組成網際網路必要的
資料庫、媒體、程式及各式各樣的服務資源；而「端」指
的是像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數位電視等使用
者的「終端」。

 雲端運算科技是一種能透過網路連線來取得遠端主機提供
服務的技術。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的定義，雲
端運算服務具備隨時自助服務、隨時隨地用任何網路裝置
存取、多人共享資源池、快速重新部署之靈活度、可被監
控與量測的服務等特徵。

9



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1 資通訊科技：雲端運算科技

雲端運算的商業發展模式如下圖所示可分為:

 「基礎設施服務」(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供雲端架構的客製化
硬體規格，包括硬碟容量、網路頻寬、記憶體大小等虛擬主機租用，以及
伺服器代管、資料儲存等服務，像是亞馬遜的EC2雲端伺服器服務。

 「平臺服務」(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打造程式開發平臺與作業系統
平臺，開發人員可以透過網路來撰寫程式與提供服務，包括身份認證、目
錄服務等，例如Google的Google Application Engine。

 「軟體服務」(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平臺上的各類應用軟體，使用
者只要上網就可以使用，它與行動裝置的連結最密切也擁有最大的市場商
機，例如美國電子商務網站Salesforce.com提供的CRM服務(客戶關係管理
系統)，是針對企業用戶設計的雲端運算平臺， 提供客戶要的市場資料從三
週縮短到一秒。 10



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1 資通訊科技：雲端運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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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1 資通訊科技：大數據(big data)

 例如我們以Google搜尋資料、刷信用卡、使用手機、上臉書
打卡、上網購物等會產生巨量資料，自動上傳到雲端上的資
料庫內。

 現在，1分鐘內人類製造了巨量資料：

Google搜尋 29萬9520次;

臉書按讚 339萬2740個 ;

Email寄出 2億21,180,570封;

蘋果 App Store下載 4萬1,21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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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1 資通訊科技：大數據(big data)

 專家從這些巨量資料中找出關聯性後，業者就能推測出我們
下一步想買什麼，醫生可以預測我們何時會生病，汽車維修
商知道我們的車何時會故障…。

 例1: 德國足球隊靠big data擬定戰術，贏得世界冠軍。

 例2: 美國業者透過結合飛機航線和手機移動等big data ，來
預測伊波拉疫情蔓延地圖，販賣相關訊息給各防疫單位，以
便提早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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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2 新興生技醫藥技術：以皮膚細胞培養人工幹細胞

 2004：全球第一家幹細胞銀行在英國成立。

 2007：日本京都大學山中伸彌教授(因而得到諾貝爾獎)之研
究團隊利用基因直接重組技術,成功將人類皮膚細胞培養出人
工幹細胞(即IPS誘導多能幹細胞)，可複製人體各種組織細胞，
有利再生醫學發展及新藥開發。

 2008：歐洲跨國醫療團隊完成全球首例的自體幹細胞培育器
官移植手術,成功解決免疫系統的排斥問題。

 2009：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院發現加入thiazovivin可加速幹
細胞的培養過程,有效增加數量達2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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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1.2 新興生技醫藥技術：基因組定序低價化

 2003：美國NIH和許多國家於1990年即一起推動人類基因體計
劃，2003年才宣布完成大部分人類基因組序列圖譜，費時十多
年，耗資27億美元。

 2005：美國454 Life Sciences公司推出首部商業化DNA定序儀
器。2008年個人基因組測序需耗時四個月，花費150萬美元。

 2012：美國Life Technologies公司宣布旗下Ion Torrent公司推
出的基因組測序儀可在一天內完成一個基因組的定序,一組定
序價格為1,000美元。

 2014：美國基因檢測公司Illumina公司推出每個基因組定序不
到1美元，只需一到兩天。他們進軍中國新生兒市場的基因檢
測，約有3000億商機。 15



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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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與產業 新興服務

感測器,監視器 智慧政府 城市指揮中心, 一站式服務

4G電信 智慧生活 智慧家庭, 智慧醫療

工業電腦 智慧公共安全 智慧警政安全, 災難預警

巨量資料中心,資料分析軟體
智慧交通

道路收費系統, 數位交通訊
息管理, 低碳交通

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智慧環境
智慧能源, 智慧水資源管理, 

智慧建築

個人基因組測序 預防醫學 個人基因組測序的低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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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2 韓國13大新產業布局

1. 主力產業

 智慧型汽車(Smart Car): 實現全球第3大強國

 5G 通信: 至2020年達成標準專利競爭力第一名

 深海基礎建設(Plant): 核心設備之國產化

2. 未來新產業

 智慧型機器人(Smart Robot):至2020年達成產值9.7兆韓元

 穿戴式行動裝置:100個明星產品之商業化

 實感性數位內容:至2025年市占率擴大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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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科技衍生的新產業與服務 (續)

3.2 韓國13大新產業布局

3. 公共福祉產業

 客製化Wellness Care:至2020年進入全球排名第5之內

 Smart 災難安全管理系統:實現整合性災難安全技術

 新再生能源 Hybrid 系統:至2020年達成全球市占率10％

4. 四大基礎產業

 智慧型半導體:成功跳躍智慧型半導體強國

 融復合原材料:實現全球第4大強國

 智慧型物聯網:至2020年物聯網市場規模達成30兆韓元

 巨量資料庫(Big Data):至2020年巨量資料銷售額達成20億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19



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

4.1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 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生技醫藥產業範圍極廣，包括藥物研發、新興生技、醫療器材
和農業環保等領域，此產業的特色為：

1) 生技醫藥產品關係生命安全，無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對
產品做嚴格的管制。例如新藥必須獲得政府主管機關授與許可
才能上市販售；

2) 生技醫藥產業價值鏈很長，從發現目標、找出最佳化引導物，
到臨床前期、製造、臨床實驗、審查及販賣行銷等，需要投入
長期而巨額研發成本。以美國開發新藥為例，平均費時 20 年，
年平均花費 5億美元。

 因此生技醫藥產業的研發多仰賴政府資助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以及大藥廠。不論先進國家或近年來之中、印、韓等國均大力
扶植此產業，但只有美國成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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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1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 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美國生技醫藥產業內各次產業，包括政府資助研究機構和大學、製藥
業、生技業、創投業和股票投資人，整體分工模式獨特且有效率，造
就了美國生技醫藥產業獨步全球的競爭力，其發展模式如下圖所示。

 過去多由大藥廠主導，1980 年通過的Bayh-Dole法案，允許研發人員
把接受資助的研發成果對外授權，甚至開設公司，因而誕生許多中小
型生技公司。這些公司因資源有限，故以其核心技術與大藥廠在研發、
測試、行銷、資金等方面合作，將學術能力轉換為商業需求。

 除了政府研究經費、高度專業的人才、大藥廠和創投業者的雄厚資金
外，美國生技藥產業更仰賴外部力量積極協助產學密切合作，例如
San Francisco地區的North California‘s Life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地區的The Massachusetts Biotechnology Council 和San Diego
地區的CONNECT。頂尖大學醫學院和研究機構附近因而匯集大藥廠、
中小生技公司及創投業者，形成成功的三大生技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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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1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 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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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學術交流

研究人員開設生技公司

群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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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1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 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我國自1982年起推行各項生技產業發展政策，但截至2013年止，生技
醫藥產值僅有2907 億元（占全球產值約1 %），其中醫療器材產業
1163 億元，顯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目前醫療器材產業最具發展潛力。醫療器材經取得我國四大中心(電
子檢驗中心、塑膠發展中心、量測中心、金屬中心)的檢驗合格報告，
透過中美、台歐盟、台瑞士醫療器材技術合作等互惠條文，可簡化我
國醫療器材在這些國家申請產品上市前的「製造廠品質」程序，加快
在當地上市的速度。

 政府除了長期資助中研院、國衛院和各大學生技相關的基礎研究外，
近年來已參考美國Bayh-Dole法案修改我國法令，於 2007 年通過「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從事生技新藥研發製造之生技新藥公司
在技術、人才、資金等方面的投資獎勵，更鼓勵技術提供者自行創業
或技轉，以提升其創新研發能量；亦於2012年底通過《科技基本法》
修正案，鬆綁科研人員擔任企業董監事，其投資持股比率不受 10％限
制。然而台灣至今還未形成成功的生技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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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1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 發展生技醫藥產業

 我們有亞洲頂尖的醫療和生技研究人員:例如台北市有台大醫學院和醫院、
中研院及多家大型研究型醫院。台大醫院的肺癌、肝癌和青光眼等醫療
技術世界頂尖。

 為促進更多生技公司的新創，壯大我們的生技產業聚落，建議政府:

1) 檢討現行教授與研究人員之升等辦法，除發表論文外，應鼓勵產學合作。

2) 檢討現行健保制度，減輕醫生臨床工作量，鼓勵其進行研發和產學合作。

3) 建立有效的產學平台，以吸引國際大藥廠和創投業者。也需要財金、法
律和理工等人才投入，提供技術、資金、市場和管理等專業整合。可仿
效聖地牙哥的CONNECT，舉辦產業論壇、研討會和訓練課程，整合資
金、技術、研究機構以及顧問服務。CONNECT在過去27年來所引進的
創投資金高達11億美元， 促成超過3千家企業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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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2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發展雲端產業

雲端運算科技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影響

 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過去受限於創業初期資金緊俏以及後期
行銷推廣受限，很難與大型企業競爭 。

 雲端科技的興起，中小企業可租用硬碟容量、網路頻寬、記憶
體等虛擬主機，伺服器代管、資料儲存等服務。在花費極少IT
預算下，可享各種資訊服務，而將有限人力和經費，專注於創
意與研發上。

 還可在最短時間內以雲端軟體迅速建置客戶資料、管理商機及
訂單，建立客戶需求、產品銷售資訊平台，協助其全球行銷，
因此提供了他們可和大型企業一較長短的機會。

25



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2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發展雲端產業

雲端運算科技對我國南北失衡發展的改善

 以行動設備與雲端服務為基礎，不但有效減少行銷成本、增加
成交機會，也可走出地理區域的限制。將改變企業把行政總部
設於大都會的傳統商業模式。政府若能協助中小企業到都會區
以外的大學城附近，定能有效促進當地創意園區的發展，進而
減緩日益嚴重的南北及城鄉發展失衡問題。

 例如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更容易散播、更方便加以記錄和傳承；
對醫療照護產業的遠距照護、電子病歷、智慧醫療等服務將可
更易實現；環保綠色產業用來進行遠距視訊和資料溝通，減少
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乃至進行智慧能源管理；資訊軟體產業
可有效降低經營成本、迅速整合不同區域的資源（如設計、開
發和測試等）、提升開發產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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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2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發展雲端產業

雲端運算科技對我國南北失衡發展的改善

 應用軟體（App）最大的線上商店App Store和Play Market已
各累計數百萬種軟體，其中蘋果支付給開發者的費用更高達七
十億美元。我業者要如何才能分享此商機？事實上要投入App
產業的技術門檻不高，關鍵在於創意及推出時效。

 我建議政府可大力複製近年來台灣大學推動師生和校友創意創
業的成功經驗於各大學，並提供資金和社會住宅出租等優惠，
以鼓勵青年學子自組技術、管理、行銷和業務等不同專長的團
隊，新創事業。除了可促進當地創意園區的發展，還可減緩我
國南北及城鄉發展失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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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3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促進跨領域合作

 台灣的資通訊產業在國際市場極具競爭力，我們的健保制度和
優異的醫療服務也獲得國際肯定。

 近年來因韓國和中國分別在電子業的超前和追趕，我國電子業
的前景堪虞。我國醫護人員則面對低薪、過勞和高訴訟的惡劣
環境，頻頻出走國外。

 若能成功地從行動裝置、雲端系統、政府政策、與商業模式四
個向度，找到行動醫療保健的合作服務模式，建立資訊科技平
台，確立資訊安全的安規標準，將可對「以病患需求為中心」
的醫療服務，提供一個可複製、可被持續研究的發展模式，最
後擴展營運模式到其他國家，將提供電子業和醫療服務業轉型
的契機，在行動醫療上共同跨業合作，提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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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3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促進跨領域合作

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

29



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3 以大學為新經濟引擎:促進跨領域合作

 成功案例1: 台大研發感測儀 吐口氣揪肺癌

台大電機系教授李嗣涔、呂學士、田維誠及生醫電資所教授曾

宇鳳等跨領域研究團隊近期研發出: 對酒測器吹氣，就可測出
酒精濃度；以後對「可攜式微機電氣體感測分析儀」呼一口氣，
就可找出體內是否已經出現肺癌徵兆。

 成功案例2: 台大生自創3D印表機 上美國網站集資矽
谷取經

台大五人創業團隊FLUX，首推具備第三方擴充功能的3D印表
機，除了3D掃描、雷射雕刻外，還能擴充第三方，像是巧克力
噴槍、磚頭等等，目前已完成原型測試，正註冊美國公司，並
上募資網站Kickstarter集資。 30



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4 結合中小企業、台商和政府力量，推動服務業和農
業建立品牌，行銷國際

 以我農業為例，無論在品種改良或栽種技術，都是世界一流水
準，但由於沒有統整，許多技術正被剽竊，農民未能從中獲利。

 台灣雖然已有統一、王品、鼎泰豐和誠品等服務業龍頭集團表
現耀眼，政府應思考如何結合有跨國營運經驗的台商，幫助服
務業和農業之眾多中小企業，提升其創新和競爭力，建立品牌
行銷國際。

 我政府可借鏡紐西蘭奇異果Zespri經驗，政府成立New 

Zealand Kiwifruit Marketing Board，幫助數千名農民成功建
立品牌，對全球行銷。台灣微熱山丘鳳梨酥的行銷，就是一跨
領域合作成功的例子。具國際行銷經驗的電子公司老闆，透過
嚴格品管和品牌行銷，將鳳梨酥行銷海外，每年產值上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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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5 應用大數據和雲端等科技提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1. 研發 : 研發工程與設計一起做，數據資源分享

 2. 採購 : 供需預測，備貨數據即時更新

 3. 製造 : 分析感應器數據，找出低良率問題 ; 機器保養預測，

打破統一時間維修迷思

 4. 客服 : 提前分類客訴需求，縮短客服處理時程。

 成功案例:科智企業於2014年英特爾全球創業競賽中奪下「網
際網路、行動、與軟體運算」組冠軍。他們以大數據分析等技
術，協助企業建立自動監測系統，提升生產效率，並推出出租
App新模式。透過月租500多元的軟體服務，可清楚看到工廠
裡每台設備運作狀況， 可進行有效營運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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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6 家族企業的傳承和技術升級

 家族企業為主的台商過去數十年來在海內外的投資表現亮眼但
目前面臨接班和轉型的問題。

 建議政府建立平台，媒合這些家族企業和年輕人(專業經理人
和幹部)的合作機會，以解決其接班問題並助其引進新興科技，
改善其經營管理和提升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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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亟需前瞻的產業政策(續)

4.7 以都市更新建構未來智慧城市

 據行政院估計，全台屋齡老舊逾30年房屋至少300萬戶，20年
屋齡房屋480萬戶。 若全面重建、整建或進行都更，可帶動營
建業產值達7兆元以上 ，將對營建、裝潢、傢俱及智慧城市等
都更相關產業潛在龐大商機。

34

智慧城市的20種新服務

智慧家庭 智慧醫療 智慧公共安全 智慧交通 智慧能源

1. 數位家庭
2. 居家安全
3. 健康照護
4. 智慧家電
5. 數據可視化

1. 遠距醫療
2. 電子病歷

1. 防治犯罪
2. 防災預警
3. 城市管理

1. 智慧交通卡交通
2. 電動車充電
3. 車輛共享
4. 數位交通
5. 資訊管理

1. 水資源管理
2. 智慧電表
3. 綠色能源供給
4. 節能顧問服務
5. 資源回收再利用
6. 建築物管理



五、結論

 面對經濟困境，我政府應擬定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以因應物聯
網、雲端運算科技、大數據等軟硬體新技術和人工幹細胞、基
因組定序等生技醫藥新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龐大商機，積極推
動產業轉型，以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和附加價值， 並改善國
人生活品質。

 透過中央與地方密切配合，運用新興科技，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善用各地的經濟資源。

 為拓展新創事業，應積極延攬海內外優秀人才和企業家，進行
國際交流和合作。

 透過產官學密切配合，台灣未來將可成為智慧科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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