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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訪問目的)： 

    創造有利於台灣與矽谷科技產業實質交流平臺，從事科技、經濟及人才事務的溝通與合

作，研究矽谷創新機制，增進全球華人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人才專家的互相瞭解，並

透過會談，擴大兩地科技領域實質的學習與合作。 

 

貳、會議及會談重點 

      玉山矽谷科技高峰論壇 

日期: 100 年 7 月 30 日 

   時間: 9:00am-18pm 

  地點: Crowne Plaza Hotel-San Jose Silicon Valley 

 

由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及悅智全球顧問公司主辦, 由劉兆玄資政、國科會周景揚副主委

率團一行約 40 人至灣區參訪及在 Crowne Plaza, Milpitas 辦理一場 “玉山矽谷科技高峰

論壇”。這次的主題著重在矽谷創新生態以及下一波台海兩岸產業趨勢。 

 

一、 上午會議 

首先由劉兆玄資政進行第一場專題演講。 

 劉資政表示： 過去台灣重視硬體製造，會走入薄利的困境，台灣幅員雖狹小，但有

自己的優勢，未來加入王道文化力量走向文化相關創意產業，一定可走出新的道路。 

 

新聞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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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玄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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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由 SRI International 總裁 Dr. Curtis R. Carlson 做專題演講。 

  

 
由左起： SRI Dr. Curtis R. Carlson、劉兆玄資政、玉山協會李鍾熙理事長 

 

 

第三場專題講座 Panel Discussion 。 

 題目： 矽谷創新生態系統成功經驗對兩岸科技發展之啟發 

 座談人員：李鍾熙，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生技中心董事長 

       周景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 

     蔡清彥，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 

    李信麟，銀湖(Silver Lake)私募基金資深顧問、美西玉山首任理事長 

 

新聞剪報： 

矽谷與兩岸可創 科技三角平台 

世界日報 http://www.worldjournal.com August 02, 2011 06:00 AM 記者王慶偉密爾比達報導  

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14919176/article-%E7%9F%BD%E8%B0%B7%E8%88%87

%E5%85%A9%E5%B2%B8%E5%8F%AF%E5%89%B5%E2%80%8A%E7%A7%91%E6%8A%80%E

4%B8%89%E8%A7%92%E5%B9%B3%E5%8F%B0?instance=sfbull_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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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周景揚表示，矽谷的成功經驗值得台灣和全世界借鏡

和學習。（記者王慶偉／攝影）  

  

「矽谷的成功經驗，值得台灣及全世界學習及借鏡，」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

委周景揚 7 月 30 日在灣區舉行的玉山矽谷科技高峰論壇中指出，結合美國矽谷，台灣及中國

各地的科學園區，可創立「三角平台」（Triangle Platform），將科技研發、產業創新帶來全

球性的成功。  

周景揚指出，矽谷成功有幾個關鍵性元素，一是來自政府長期支持的研究經費，二是史丹福

大學以企業化經營科研成果，而矽谷鼓勵冒險，不怕犯錯的創新文化，加上天使投資及創業

投資的資金，以及配套的知識產業如法律、會計、人才公司提供服務，並和不同科技領域組

織及社團的密切來往，使矽谷成為全世界科技龍頭。  

周景揚指出，史丹福大學是矽谷科技產業的搖籃，在與產業互動、科技研發、推動創新、鼓

勵創業等方面，都積極地視學生為發明家，創業家，以及科技產業的人才。重要的科技公司

如惠普（HP）、昇陽（Sun）、谷歌（Google ）、雅虎（Yahoo）、英偉達（Nvidia）、Genentech、

MIPS 等都是史丹福的學生或教職員所創立。  

周景揚表示，史丹福與業界有多方面、多層次接觸，在史大內部有 Media X，Sustainable 

Stanford，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s Program，Hasso Plattiner Institi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等研

發計畫與產業配合，史大與灣區非營利組織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都有合作交流。  

周景揚指出，矽谷科技產業不斷改變，從最早 1890 年代真空管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真空管儀器國防軍事應用，1960 年代興起的半導體產業，1980 年代個人電腦時代的開始，1990

年時網路時代連結了全世界的電腦，在 2000 年開始了移動計算、生化、奈米產業，2004 年開

始的潔淨能源，都是不斷求新求變。  

周景揚表示，台灣 1980 年成立新竹科學園區，開始工研院研發，以及後來聯電、台積電等半

導體產業的興起，都受到矽谷科技產業的啟發。周景揚指出，矽谷成功的原因有：高品質的

教育、長期的研發及創新、教育和產業的合作，都值得借鏡學習。(摘自世界日報 2011 年 8

月 2 日王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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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揚副主委 

 

由左起： 李鍾熙理事長、蔡清彥董事長、私募基金資深顧問李信麟先生、周景揚副主委 

 

蔡清彥：台灣積極爭取國際創投合作 
August 03, 2011 06:00 AM  記者王慶偉密爾比達報導 

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14930576/article-%E8%94%A1%E6%B8%85%E5%BD%A5%EF%BC%9A%E5%8F%B0%E7%81%A3%E7%

A9%8D%E6%A5%B5%E7%88%AD%E5%8F%96%E5%9C%8B%E9%9A%9B%E5%89%B5%E6%8A%95%E5%90%88%E4%BD%9C?instance=sfbull_le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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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來矽谷參加科技高峰論壇。（記者王慶偉／攝影）  

  

「美國矽谷的創新，加上台灣工研院（ITRI）的研發，再加上台灣高效率的科技公司，可以

創造三贏的局面，」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蔡清彥 7 月 30 日在灣區參加「玉山矽谷科技

高峰論壇」時指出，在創新科技方面，台灣積極爭取國際創投的合作。  

蔡清彥表示，矽谷在「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Ecosystem）有三大領域，包括「知識商業

化」（Commercialization of Knowledge），「知識育成」（Incubation of Knowledge），以及「知

識附加價值」（Adding Value to Knowledge）。這三大領域之間的互動，產生了新觀念、新公

司，以及新科技，才有真正的「創新」（Innovation）產品及服務產生。  

「工研院在這三大領域都提供了完整的環境」蔡清彥指出，工研院與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清

華及交通大學密切合作，在「知識育成」方面提供優秀環境。至 2010 年止，工研院有 5636

名研發人員，其中約有 22％，1210 位是博士。工研院總共獲取專利 15721 件，其中約有 30％

在美獲得。工研院目前對 15139 家企業提產供服務，技術轉移共有 695 件。  

蔡清彥表示，在「知識附加價值」方面，工研院提供早期企業發展，將智慧財產及技術，協

助轉移成為商業營運，並提供科技公司實驗室，生意育成服務。工研院自 1973 年成立以來，

成功輔助 2 萬 1000 多家科技產商及公司，包括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瑞智精密，旺能科

技，世界先進，凌陽電通等國際知名大廠，產業內容也從最早的半導體、顯示器，到包括綠

色能源在內。  

在「知識商業化」方面，蔡清彥表示，工研院於 1979 年成立早期投資的「創新工業技術移轉

公司」（ITIC），投資創新公司及技術評估，將技術商業化。蔡清彥指出，ITIC 與其它創投

公司不同之處，是可以有工研院的資源、網路，專業化的育成協助，以及與產業界建立關係。  

蔡清彥表示，工研院是台灣非營利科研組織，成功輔導許多科研商業化，為國際初創公司提

供最好創業選擇。(摘自世界日報 2011 年 8 月 3 日王慶偉)  

 

 

二、下午會議 

 第一場 (分 A, B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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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場- 矽谷創新生態系統研討：科技創新 

 就矽谷特有創新策略，學研機構如何成功將創新研究透過技術移轉至業界成果

商品、服務或經營模式，學校研究成果如何對世界產生影響力。 

 台灣科學園區定位與全球競爭分析 

 半導體至綠能，矽谷科技發展的軌跡與前景 

座談人員：鍾惠民，交通大學 EMBA 執行長 

   楊啟航，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科技組組長 

張致遠，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秘書 

 

 
舊金山科技組楊啟航組長 

 

 

 

 

-B 場- 兩岸新興戰略產業發展 

 雲端之趨勢 

 公有雲與私有雲之應用 

 大陸十二五雲計算相關產業發展 

座談人員：單名謙，SAP 全球研究總部院士及副總裁 

          王嘉昇，HP 台灣區董事長兼總經理 

      陳丕宏，BroadVision, Inc.創辦人 

 
 

 

第二場 (分 A, B 場次) 

 -A 場- 矽谷創新生態系統研討：創業 

 矽谷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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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哪些矽谷的發展有利於創業的蓬勃成長? 

 如何將矽谷成功經驗移轉到台灣和中國? 

座談人員：黃河明，悅智全球顧問公司董事長、曾任臺灣資策會董事長、臺灣惠普科技 

          總經理兼董事長 

  陳勁初，Maton Venture 執行合夥人，前全球玉山及美西玉山理事長 

  袁海驥 ，CoAdna Photonics, Inc.董事長 

 
左起：黃河明董事長、陳勁初創投家、袁海驥董事長 

 

 -B 場- 生物醫學 

 生醫器材 

 生醫電子 

座談人員：李家榮，Amkey Ventures，LLC 執行合夥人 

     李鍾熙，臺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生技中心董事長，曾任工研院院長 

          孔繁建，維梧創投（VIVO Ventures）執行合夥人 

         林美雪，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人才培訓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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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起：李家榮執行合夥人、李鍾熙董事長、孔繁建執行合夥人、林美雪 STB 計畫主持人 

 

第三場 (分 A, B 場次) 

 -A 場- 矽谷創新生態系統研討：投資 

 矽谷資金的多元性與關鍵性：創投、Angel Fund、投資銀行、私募基金…等 

 矽谷投資體制與管理 

 台灣高科技投資環境與未來發展 

座談人員：林富元，遠盟康健董事長、多元創投董事長、前全球玉山及美西玉山科技協會  

          理事長 

莊人川，智融美洲董事長 

程有威，VenGlobal Capital Management 董事長 

 

 
左起：林富元董事長、莊人川董事長、程有威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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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場- 文化創意  

 矽谷資金的多元性與關鍵性: 創投、Angel Fund、投資銀行、私募基金…等 

 矽谷投資體制與管理 

 台灣高科技投資環境與未來發展 

座談人員：石青如，紐約市立大學作曲博士候選人 

    李信宜，鑫承智慧科技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儲瑄，勁寶兒嬰幼教育機構負責人 

 

 
左起：黃河明董事長、張致遠執行長、周景揚副主委、蔡清彥董事長、SRI Dr. Curtis R. 

Carlson、劉兆玄資政、李信麟創投家(Silver Lake)、李鍾熙董事長、陳勁初創投家、 美

西玉山理事曲鎮宇先生、林河源總經理 
 

 
上午會議進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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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本次赴美國訪問，行程相當短暫緊湊，除了在灣區能與相當多的矽谷華裔重量級人物與會交

談，在論壇中也產生不少共識。矽谷成功經驗是值得台灣及全球學習借鏡。此次會議中最重

要是(1) 與 SRI 更進一步的認識及聯繫，未來希望台灣能借著 SRI 的創新成功例子，對全世

界科技界做最大的貢獻。(2) 由陳勁初創投家來統籌矽谷智庫，從旁建言台灣的科技走向。 

 

這次台灣玉山承辦了這個活動，時間非常倉促，感謝楊啟航組長特別情商 SRI Dr. Curt 

Carlson 鼎力相助，使得這次大會團員參訪 SRI International 並聆聽 SRI 的講解外，Dr. 

Carlson 還擔任此次上午會議中之主要講員。過程順利，活動圓滿成功，在此特予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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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駐舊金山科技組 

 

8 月 1 日，本人到科技組辦公室巡視，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討論中，楊組長除了將矽谷的特質、

矽谷對台灣的重要性做了充分的簡報之外，也針對矽谷未來的產業展望做分析報告。除了對

楊組長在矽谷服務期間的工作成果予以嘉勉之外，也細心觀察到科技組歷經四任組長的辛苦

經營，已在矽谷及美西地區奠定了很堅實的基礎，倍受當地科技界人士尊重及推崇，此外，

亦特別關注科技組組長的傳承及關係網絡交接事宜。所以本人應允一定會非常慎重下一任組

長的遴選，必定選派出最適當的接任人，而且會考慮接任人選與現任楊組長的交接時間，務

必讓科技組主要關係網絡完整銜接運作順暢。 

 

 

 
國科會周景揚副主委與舊金山科技組楊啟航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