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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都針對全世界許多國家在「產業聚落發展」方面進行評

比，最近兩年台灣的排名均為第一（優於美國等），且近十年來也都排在前三名，

主要原因是台灣自 1980年新竹科學園區啟用後逐漸發展出優異的產業聚落，已獲得

國際高度的肯定，這可算是台灣在產業科技發展方面很值得驕傲的部份。不過從今

年的評比資料中有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名次由前一年的三十一名跳到今

年的第三名（僅次於台灣及美國）。為什麼韓國會跳升得這麼快？顯然這幾年韓國

政府設置財團法人（公司）以更靈活的方式，積極在全國推動「創新產業聚落」，

已獲得明顯的績效。這是我們應該警惕檢討的地方，否則台灣的創新產業聚落優勢

將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1973年工研院由經濟部下屬的研究單位改制成財團法人研究單位，能有更靈活

的運作機制，成為台灣產業科技發展的原動力，對台灣科技產業有極重要的貢獻。

1980年新竹科學園區啟動，為突顯重視研發，而設置於國科會下運作，擺脫經濟部

所屬的六十幾個傳統工業區的運作模式，這也是在那個階段值得稱讚的創新突破。

科學園區開始選在新竹，因有工研院強大的技術研發後盾，又有交大、清大等創新

研發及人才培育的搭配，使產、學、研的密切互動，塑造了良好的創新產業聚落－

特別是半導體的產業聚落可算是世界第一。

工研院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因有聯電、台積電等具體的 Spin-off成功案例，

而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隨著產業環境改變，工研院在平面顯示器及太陽能電池等

的發展方面似乎並沒有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性角色。大都在廠商積極投入與國外廠

商技術合作後，工研院才加強投入研發，似乎慢了半拍。再往後看未來的明星產業

－生醫產業，工研院能否在台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很值得警惕。偶爾有人會

質疑台灣廠商的實力已很強，工研院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客觀的來說，台灣是以

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型態，在走向創新研發及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基地的方向上，

工研院的角色是愈來愈重要。

在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中，創新產業聚落是帶動台灣產業永續發展的關鍵。為

延續台灣 「創新產業聚落」優勢，政府應思考將現有科學園區及工業區以一個統籌

的財團法人機構運作，才能以更靈活的機制及更有效率的服務品質，帶動園區的創

新活力。而工研院在創新產業聚落中應該是扮演創新研發的活泉，協助塑造創新產

業發展的環境，並成為驅動產、官、學、研互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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