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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及推動產學園合作一直是園區管理局重要的任務之一。此

次應邀参與 SATU Summit on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由大會提

供差旅費用並在會議主題「產業合作 Science Park 」中介紹台灣科學園區

之創新產業聚落並參觀台達電子之泰國公司，是一次相當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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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一、參加SATU Summit on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SATU(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University)是由台灣的國立成功大學所發

起，與東南亞的一些大學每年舉行一次高峰會議，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議

題。本次 SATU 高峰會議在泰國的 Mahidocl University 舉行，由成功大學的

賴鳴詔校長擔任大會主席，而此次討會議的主題著重在產業合作方面。故定

名為 SATU Summit on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而研討會的重

點則是以科學園區帶動產業合作為議題：”Science Park：The best option in 

promoting industry －academ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在這個議題中邀請三位

演講者。第一位是前世界科學園區(IASP)理事長 Dr. Chachanat Thebtaranonth 

講有關 IASP 的產業合作計劃及泰國科學園區的重要合作案例。第二位由我演

講有關台灣科學園區的創新產業聚落及產業合作的推動。第三位則是印度科

研單位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Bangalore 的副院長 Prof .N. Balakrishnan 演講

印度在科技所促成產業育成的一些做法。與會的人均認為以科學園區的廠商

作為產業合作的基礎較易促成，並且討論產業合作應由政府主導或學校主

導。一般的看法是每個國家狀況不同，如以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國家一定是由

政府積極主導，至於已開發的國家(如：美、日、歐等)大學及廠商均有較大的

主導性，政府只需從旁作部份協助就可。會中討論的一些想法對台灣未來推

動科學園區的產業合作應有助益。 

 本次 SATU 高峰會議有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就是”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由各國大學的學生組團參加，不論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均

可。可幾人一組提出一個創業的構想及 Business plan，在會議中公開講解，由

評審委員評分。總共有 20隊參加。包含汶萊有 1隊﹔印尼 3隊﹔馬來西亞 2

隊﹔菲律賓 3隊﹔新加坡 2隊﹔泰國 2隊﹔台灣 4隊及越南 3隊。其中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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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隊分別為中山大學、成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等。比賽結果

由台灣的中山大學獲得第一名，菲律賓的馬尼拉大學獲得第二名，而第三名

由泰國的Mahidrol 大學及新加坡大學兩校獲得。 

 這種由學生提供創意的創業計劃比賽，帶動學生以致用的概念具有相當

的意義，值得參考。 

 

二、參觀 Bang poo 工業區之台達電子公司 

       台達電子算是台灣企業較早到泰國設廠並在泰國算是較大的台商企業，這

次參觀曼谷地區的台達電子約有近一萬員工，主要是生產 Switching power 

supply 相關的產品為主。有多項產品都是世界第一的產品。此次參訪由台達

泰國公司的謝總經理接待。先以簡報介紹台達公司在泰國發展的現況。基本

上，台達公司在東南亞是以泰國為核心向東南亞各國擴散。因此，台達在泰

國亦設有研發中心，與台灣保持密切的互動。此研發中心的人員亦經常派到

台灣台達公司本部受訓。整體的運作上算是相當順暢。所以在簡報中亦有部

分時間由其研發部主管介紹台達在泰國的研發狀況。簡報後則安排廠房參

觀。包括生產綫、檢測部門及研發部門等，均有人做詳細解說，表現出高度

的誠意。對前往參訪的人算是很難得的一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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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科學園區的未來發展，人才是非常關鍵因素，如何利用產學合作為廠商

提供更多人才是國科會及科學園區管理局的責任，目前科學園區積極推動以

產業主導的產學合作計畫應該是可更擴大並積極推動，對台灣的科學園區將

有極大幫助，台灣科學園區的成果已深獲國際肯定，我們應更積極主動出

擊，以科學園區推動國際合作，也可作為政府推動科技外交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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