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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經濟發展新模式 
 創新、就業、分配 

 

 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堆柴理論 
 投資未來 
 產業群聚 
 科技創新 
 升級轉型 

以創新驅動台灣下一世代產業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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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連結 

未來 

連結
全球 

連結
在地 

 生技醫藥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 
 國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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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三大連結 

連結 

未來 

連結
全球 

連結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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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帶動既有產業升級與進化 

從過去生產與貿易的連結，轉向 
技術、人才、資金、市場的結合 

由過去中央主導政策，轉為
中央與地方合作，促進跨領
域創新與跨區域整合。 



一、綠能科技創新產業：台南 

5 

進軍國際市場 
成為下一個明星產業 

以國內綠能需求扶植產業 
離岸風場開發、太陽光電建設… 

結合在地產業 
精密機械、物聯網、 

複合材料、資通訊 

打造全台灣成為綠能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 

 台南沙崙為研發中心，連結各地生產製造基地 



一、綠能科技創新產業：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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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綠能科技園區：台南沙崙(研發中心) 

產業群聚(全台灣) 科技研發 

節能 創能 儲能 系統整合 

打造綠能科技 
研發與產業重鎮 

• 智慧電網與電表 
• 節能設備、能源

資通訊 
• 汽電共生、熱電

整合等 

• 太陽光電 
• 離岸風電 
• 生質能、地熱、

海洋能等 

• 鋰電池、氫能與
燃料電池 

• 電力品質提升與
調度技術 

• IOT、ESCO、顧問諮
詢產業 

• 系統整合商 

國際連結 



二、亞洲矽谷：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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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在地 

連結矽谷等全球企業，活絡台灣創新研態體系 

與矽谷等國際企業合作，發展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帶動在

地研發能量及亞洲市場商機 

 

朝向國際 

連結矽谷等全球重要創新聚落，建立系統化交流機制 

鼓勵在地及國際青年在台創新創業，連結矽谷創投與市場（以色列模式

to Nasdaq），並發展台灣成為亞洲青年創新IPO中心（Nasdaq+1） 

 



二、亞洲矽谷：桃園 

 桃園發展之優勢 

交通優勢 ，絕佳地理區位 
桃園國際機場、臺北港雙港合一的地理優勢，位於亞太經濟
區域輻輳，串連亞洲五大城市 

 
產業資源豐富，聚落完整： 

全臺500大製造業超過200家在桃園設廠有29個工業區及1萬多
家工廠，產業型態多元，涵蓋汽車、物流、航空、光電、生
技、綠能、醫療、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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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洲矽谷：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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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優化面：強化發展條件，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透過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落實法規開放精神、強化跨領域

合作等措施，打造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三)國際鏈結面：深化國際鏈結，串聯全球創新網絡 

 主動積極招商，成立單一推動窗口；整合我國海外網絡，並鏈結國際

資源，如與矽谷大型企業、創投、加速器等洽談合作 

(四)基礎建設面：利用區位優勢，打造創新交流基地 

 利用桃園區位優勢，打造創新交流基地，並吸引國際企業設立研發中

心，及國際優秀人才加入，以匯聚創新能量 

(二)智慧應用面：善用桃園優勢，建置IOT試驗場域 

 以桃園作為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推動智慧化服務應用，優先發展物

聯網、智慧物流、健康照護等應用 



三、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台北南港生技園區 
生技研發、新藥新創 

新竹竹北醫材研究園區 
高階醫材、生物製劑 

中部科學園區 
醫學精密儀器、檢驗醫材 

南部科學園區 
骨科及牙科精密醫材 

透過全球連結以及整合在地創新群聚，提升「人才、資金、
智慧財產、法規環境、整合資源、慎選主題」六大效能，
打造「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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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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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創新研發與產業
經營高階領導人才 

• 營造友善資本市場 
• 降低生技募資門檻 

• 強化智財保護 
• 提升技轉效能 

• 推動國際法規標準協合 
• 落實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 整合生醫核心設
施與資源中心 

• 支援生技產業創
新研發 

• 慎選醫藥研發主題 
• 聚焦及掌握東亞疾

病之特殊健康照護 



三、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全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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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機械：中台灣 

 結構面：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 

 產值面：成為全球前五大生產國，第三大出口國 

 經濟面：轉型升級、創造就業、擴大輸出、解決社會問題 

 區域面：以台中為核心帶動中台灣發展 

13 



四、智慧機械：中台灣 

 推動策略：支持台灣產業智慧化，升級節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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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振興國防產業計畫 

 連結現在與未來： 

 在過去的戰機、飛彈、水面艦等科技基礎上，發展無人飛
行載具、資安、潛艦等科技創新 

 

 連結軍方與民間： 

 國防技術移轉民間開發新產品，及運用民間技術和製造能
力，支持下世代兵力裝備發展 

 

 連結在地與全球： 

 強化航太、船艦、資安產業聚落，穩定內需經營，培植人
才，進而打入國際供應鏈，並促成國際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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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振興國防產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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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航太、船艦、資安 



五、振興國防產業計畫 

三大國防產業重心 
 資安產業：台北、新竹 
 航太產業：台中、台南、桃園中科院 
 船艦產業：高雄、屏東、宜蘭 

17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 國家級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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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創新 

研發計畫 

國家級 

投資公司 

產業創新 

轉型基金 

協助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相關投資 促成國內投資與海外市場拓展 



總結：產業立國、技術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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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兼顧就業、薪資、所得分
配和區域平衡。產業政策也必須滿足這些目標，才能使經
濟發展的成果為全民所共享。 

政府已擇定具內需含量及在地特色的亞洲矽谷、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產業等作為重點，以在地需求
為起點，發展創新產業聚落，進而連結全球，達成產業全
面轉型升級、活絡地方經濟及創造就業機會等效益。 

為完善國內創新生態體系，政府將從人才、法規、資金等
面向推動多項措施，鼓勵企業創新技術、開發創新應用，
或與新創事業合作，促成跨領域創新，為我國產業及經濟
注入新成長動能 



總結：產業立國、技術為本 

創新
環境 

提升
技術 

 

重振

產業 
 

增加
就業 

平衡
區域 

連結在地 
連結國際 
連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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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