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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 Slush 新創社群在日本舉辦的「Slush Asia 創業活動」別具象徵

意義。屏棄傳統的觀念，政府推動創業相關政策及民間積極舉辦創業

活動，將為保守的日本帶來全新的思維。 

日本在二戰後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經濟成長，但接續而來的經濟泡沫 y

造成了將近 25 年的發展停滯。報告的第一部分，首先針對日本消失的

創業風氣進行剖析，多面向分析日本國內現存對於創業風氣營造不利

的因素。接下來，列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鼓勵創業以及企業發展

的相關政策。最後以福岡市為例，說明日本政府極度希望透過創業風

氣的養成來扭轉當前面臨的經濟頹勢。 

第二部份聚焦於活動的相關規劃，從軟硬體設備、行銷方式、活動內

容以及策略等觀察，學習舉辦一場高水準的新創活動所需注意的所有

細節。接下來，簡要紀錄活動所呈現的內容，包含新創團隊的 Demo

以及講者精采的經驗分享。最後羅列進入總決賽的五個優秀新創團隊，

可將其列入十月份活動的邀請名單當中。 

最後一部分，提供政策的建議以及此次出訪心得，並將其他參考資料

於附件中呈現。希望能將參與此次 Slush Asia 活動的經驗運用於協助

今年十月份民間舉辦之國際新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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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近年，民間新創業者紛紛投入相關事業，希望能在這個求新求變的趨

勢中，探尋更多的商機，加上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促使創新

創業的風橫掃全球。 

為了能吸引國際資源以及展現創新實力，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的新創活動成為了最佳舞台。目前全球最知名的幾個新創活動包含愛

爾蘭 Web Summit、芬蘭 Slush、美國 Disrupt 以及新加坡 Echelon

等。 

 

 

圖一:全球知名新創活動 Web Summit、 Slush、Disrupt 及 Echelon 

為強化我國創新創業社群與國際的鏈結，行政院「創新創創業政策會

報」將「引進或鼓勵舉辦大型國際型創新創業活動，提高創新企業國



5 

 

際能見度」列為國發會主責之「創新生態環境組」重點工作項目。因

此，本會派員至日本參與「Slush Asia 新創活動」，透過活動前中後

的觀察，以及積極諮詢主辦團隊，希望能汲取舉辦國際新創活動的相

關經驗，協助並鼓勵類似活動來台舉辦。 

二、日本經濟發展與創業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維持了近 30 年的高速經濟成長，許多優秀的人

才紛紛投入創業並積極擴張企業規模，創造數個知名的國際大企業，

如 Sony、豐田汽車以及三菱等。此外日本的人均 GDP 也在 1973 年

達到這 30 年來的最高峰，約當時英國的 95%，美國的 69%並擠進全

球先進國家的行列1，可謂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創新創業的先驅者。 

(一) 經濟高速成長後消失的創業精神 

歷經了高速的經濟成長，全日本皆享受著甜美的果實，富有的生活

使年輕一代漸漸失去冒險的精神。根據 2013 年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的統計，日本是 24 個已開發國家中

投入早期新創事業比例最低的國家。另，雖然日本已被列為創意驅動

型的經濟體，但與其他被列入名單中的國家，如美國、新加坡等相比

較，其在創業的企圖心上亦為表現較弱的國家。2
 

                                                           
1
  追趕「富國」的 70年 - 改變制度才能實現新成長  /  岡崎哲二 

2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heart of “Abenomics” 

https://brandeisear.wordpress.com/2014/03/03/entrepreneurship-at-the-heart-of-abenomic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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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早期新創事業投入比例 (GEM 2013) 

仔細探究原因，大概可分為以下幾點3： 

社會與文化因素：日本的社會並不鼓勵冒險的行為，認為每個人皆應

遵循過去的準則以及傳統，並崇尚踏實、一致性和社會共同體的概念。

因此，父母並不希望小孩投入創業，而是期待他們能取得頂尖大學的

學位並進入政府單位或大公司工作。再加上終身雇用制以及依年資調

薪的制度，皆讓大部分的父母覺得這是最安穩、具保障且榮耀的一條

                                                           
3
  The Entrepreneurship Vacuum in Japan: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Address It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the-entrepreneurship-vacuum-in-japan-why-it-matters-

and-how-to-addres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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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此外，社會普遍要求男性需要承擔所有的家計，而女性則在家相

夫教子，亦讓年輕的一代無法將創業列為未來職業生涯的選擇之一。 

教育因素：日本的頂尖大學，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並不特別重視

校園創業風氣的養成，且缺乏創業教育相關課程等。同儕之間的競爭

壓力及相互影響，驅使傑出的學生不敢背道而行，而是與同學一起積

極爭取進入大企業 (三菱、三井、瑞穗銀行等)、外商 (P&G、麥肯錫) 

以及政府機關。因此，在日本的成功創業家大多有過海外求學的經驗，

能夠跳脫既有的教育框架，選擇追求自己的夢想。 

法規因素:現行法規針對企業破產具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如新創企業接

受融資，則公司以及個人的資產皆需抵押。此外，日本目前仍保留債

務繼承相關規定。換句話說，新創事業失敗後，創業家的保證人或是

家人須承擔償還剩餘債務的風險。就算創辦家不幸過世，其家人亦須

負擔後續的償還責任，這樣的規定大幅降低日本人嘗試創業的動機。 

金融因素：資金取得的問題是日本新創事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民

間，雖然擁有非常多成功的企業家，但天使投資人卻相當罕見。成功

的上一代較為保守，寧願購買相對穩定的政府公債也不願將資金投入

新創事業。在融資方面，銀行亦不願意融通新創事業，就算新創事業

真的取得融資，銀行所開出的條件將使新創事業處於相當劣勢的位置，

例如要求新創事業需將事業所有資產抵押給銀行，以確保銀行不會承

受過高的風險。少部分大企業雖已成立投資基金，但僅依照公司策略

需求選取投資標的。此外，創投產業在日本的發展也相對低。外籍創

投常忽略日本市場，而少數願意進入日本的創投亦僅願意與英語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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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具有海外市場擴展潛力的標的合作。這樣的金融環境，使新創事

業發展嚴重受限，導致創投因苦無標的而漸漸沒落，最終造成嚴重的

惡性循環。 

社會以及傳統文化的束縛、教育體制的保守、法規不合理的限制以及

險惡的資金環境等，皆使日本新創事業的發展嚴重受阻。加上日本擁

有相當高的人均收入，且所得分配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較為平均，

導致日本的人民漸漸失去冒險的精神，而選擇相對保守但風險較低的

人生道路。 

(二) 重拾創業家精神 

但在金融海嘯後，許多的日本大企業面臨了前所未見的挑戰，也讓日

本社會重新思考，既有的這些大企業是否能再持續維持日本的競爭力

及繁榮。另，2012 年首相安倍晉三取得大選勝利後，隨即提出重振日

本經濟的三支箭，包含寬鬆的貨幣政策、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以及

放鬆管制和促進創新等增長戰略，又被稱為「安倍經濟學」。其中的

第三支箭，目的即為促進新創事業以及大企業的持續繁榮。 

首先，針對銀行的放款進行鬆綁並提出刺激景氣的財政政策。接下來，

政府在全國設置數個經濟特區計畫，鬆綁區域內對於商業發展不利的

法規，激發更多的商機產生，並促進企業的繁榮。此外，亦施壓銀行

取消對於企業貸款須提出擔保或抵押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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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是第一位針對企業發展提出一系列激勵政策的日本首相，其

下產業部長亦保證將持續提供資金，預計在 2020，日本新創企業家數

佔全國企業家數的比例將為現在的一倍。4
 

在民間，數個企業紛紛成立創投基金，包含樂天、GREE 以及 DeNA

等，希望能鼓勵更多的日本人投入新創事業。目前日本各地也出現了

許多的孵化器，特別集中在東京以及京都，包含 IMPACT Japan、 

Open Network Lab 以及 EGG Japan 等。5
 

在政府、民間企業和相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新一波的創業風氣已慢

慢在日本國內醞釀，民眾也將重新定義風險與失敗的真正價值。 

(三) 案例 : 日本推動創業的指標 - 福岡市 

位於日本九州的北部，福岡市擁有超過 150 萬的人口，是九州地區最

大的都市，許多政府機關及公司分社設於此地，和周邊的地區共同組

成了福岡都市圈。由於距離日本主要都市以及東亞主要都市的距離都

很近，定期的國際航路也非常多，可以說是東亞各大城市交流的最佳

地區。6另，雖然日本全國人口持續萎縮，但福岡市的人口數將在

                                                           
4
 2014.07.30  Japan’s most startup-focused mayor wants to turn his city into an entrepreneurial hub 

https://www.techinasia.com/fukuoka-mayor-takashima-asia-startup-city-japan-interview/ 

5
 2013.08.29  Economist - Time to get started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584328-shinzo-abe-giving-new-hope-japans-

unappreciated-entrepreneurs-time-get-started 

6
 Wiki – 福岡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2%A1%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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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突破 160 萬，其中年輕人口所佔的比例將為全國第一，代表其

擁有豐富且年輕的人力資本。福岡市相對較低的生活成本加上良好的

基礎建設（例如網路），亦提供企業發展的一個良好環境。 

因此，在 2014 年，福岡市被中央政府指定為創業支援及創造就業機會

的特別經濟區。除了因應特別經濟區而做的法規改革，包含改善勞工

工作條件以及鬆綁外國人在日本居留相關規定等，福岡市亦積極在其

權限內，調整企業稅率和相關法規，努力打造一個能協助企業輕鬆迎

擊各種挑戰並激勵出更多創新及商機的環境。高島宗一郎市長欲透過

法規的改革，加上舒適的居住環境和對於新創事業友善的環境，目標

將福岡市打造為全球新創事業聚落的指標城市。 

福岡市推動創業相關政策: 

 Startup Cafe7 

2014 年 10 月 Startup Cafe 成立於福岡市，提供一個約 30 坪的創業

諮詢以及社交的舒適空間。空間內有諮詢的服務人員常駐，負責接受

創業諮詢、介紹創業登記時需要的相關聯絡管道，也協助創業人才媒

合。負責經營的民間業者為人材顧問業者「DOGAN」，諮詢服務團隊

共有 9 個人，另外還有 IT 產業、餐飲業等業者擔任不定時的諮詢服務

大使。 

此外，店內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異業交流會、邀請創業家參

與討論會、女性創業市場等各種活動。也有許多諮詢民眾藉由創業諮

                                                           
7
 2014.11.12創業支援據點「Startup Cafe」在福岡市開幕   http://www.t-thomas.com.tw/?p=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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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開始定期參加讀書會等活動。負責人藤見哲郎表示：「每天這裡

都會有活動。只要來這裡就可以接觸各式各樣的人、進行各種議題討

論、接受刺激進而產生新的想法、靈感。我希望可以把這裡打造成這

樣的地方」 

 

 

圖三、四 : startup café 內部裝潢及擺設  

 降低新創事業註冊登記稅率( 2014/4  )8 

                                                           
8
 http://f-tokku.city.fukuoka.lg.jp/wp-content/uploads/pdf/tokku_leaflet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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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和其他團體共同成立組織，積極向中央政府爭

取降低新創事業登記稅率以及其他有益於新創事業發展的相關資源，

協助福岡地區新創事業的發展。 

 新創事業獎學金( 2014/4  ) 

提供獎助學金，鼓勵符合資格的畢業生在福岡市內成立新創事業。 

 福岡市全球創業投資獎( 2014/5  ) 

舉辦一個全英語的商業競賽，參與者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創事業，目

標發掘具有競爭力與潛力的新創團隊並吸引其到福岡市駐足。 

 創業教育計畫( 2014/7  ) 

透過安排成功創業家到中學講課，分享經驗且協助學生建立創業的觀

念，希望在校園內營造創業的風氣，並鼓勵學生思考人生真正想做的

事情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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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lush Asia 創業家活動 

 

圖五: Slush Asia 活動官網截圖 

2015 年四月，芬蘭 Slush 創業家社群選擇在日本舉辦亞洲的第一場大

型創業活動，將全球具有夢想與熱情的新創團隊吸引到東京。藉由具

有豐富創業經驗的講者以及創業競賽等相關活動，Slush 希望複製芬蘭

經驗，在亞洲地區也能燃起創業的風氣，提供青年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選擇。 

此次活動預計參加人數約 3000 人，包含 20 多國 250 家新創團隊、

100 位投資人、200 家媒體、講者 10 多國 28 位講者。 

基本資料 

日期: 2015.4.24 

主辦單位 : SLUSH ASIA 

地點: 青海站, 東京 

 (地鐵東京車站-青海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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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Slush Asia 活動位置圖 

 

(一) Slush 創業家活動背景說明 

自 2009 年起，在學生們積極推動下 Startup Sauna 獲得更廣泛的支

持，包括 Rovio 創辦人凡特巴卡（Peter Vesterbacka）、Supercell

創辦人帕拿涅（Ikka Paananen）等 57 位連續創業家及投資人，都加

入 Startup Suana，提供創業者包括諮詢、資金及資源的協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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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 Sauna 的營運正式上了軌道，使 Slush 自 5 年前的兩三百人

拓展至當前規模，不僅是芬蘭創業社群接軌全球的絕佳機會，也漸漸

成為歐洲重要的創業活動。 

而芬蘭政府對 Slush 重視程度，可由芬蘭總理 Alexander Stubb 親赴

活動現場進行新創議題分享看出。同時政府願意在提供組織、籌備活

動所需的資源下並退居幕後，留下舞臺讓年輕人發揮亦實屬不易。 

 

2014 年度活動，經初步統計約 14,000 人次參與，同時有 3,500 家企

業參與 、750 家創投公司、200 場主題講座及會談於各自於五個舞臺

（stages）同步進行，志工人數超過 1,500 人9，其中多為大學生，亦

有 20 家餐廳及飲食攤位進駐。而社群擴散部分 Twitter 標注＃

Slush14 的推文（tweets with hashtags）在兩天內高達 42,000 則，

總曝光量更高達 2,600 萬。10
 

                                                           
9
 
9
 Slush2014 Program Leaflet（2014 年 11 月）、Slush 官網（2015 年 1 月），

http://www.slush.org/ 

10
 Slush 官網臉書（2014 年 11 月 22 日），

https://www.facebook.com/SlushHQ/posts/830512656971838 

http://www.slush.org/
https://www.facebook.com/SlushHQ/posts/83051265697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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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Slush 參與規模 （作者自行整理） 

(二) 活動規劃與細節 
 

1. 活動命名 

此次將活動取名為「Slush Asia」，主要是因為日本為 Slush 在亞洲的

第一個大型創新創業活動，具其代表性。但未來並不限定 Slush Asia

品牌僅能在日本使用，如有其他更好的活動，也能將品牌直接移植。 

 

2. 活動團隊 

「Slush Asia」為一整天的活動，籌備期約 4 個月左右，主要由 Antti 

所帶領的 Slush Asia Team 主導，而芬蘭 Slush 亦有 4 名成員協助相

關活動執行與規劃。活動經費與資源大多來自民間，主要的資助者為

日本遊戲公司 GungHo 創辦人孫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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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sh Finland 

 

 

Riku Mäkelä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enny Gyllander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Sami Hakkarainen 

Head of Design 

 

 

Voitto Kangas 

Managing Director at Startup 

Sauna Foundation, Head of 

Partnerships at S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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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sh Asia Team 

姓名 經歷 

 

 

Antti Sonninen 

CEO Beatrobo 

精通英語、芬蘭語、日語以及瑞

典語等，為 Beatrobo 的創辦人

與 CEO。成立於 2012 年，

Beatrobo 為一音樂社交服務平

台。透過 app，使用者可聽取朋

友的音樂清單，亦可分享自己喜

愛的音樂。此外，軟體亦會偵測

使用者所聽的音樂類型，主動推

薦推薦您可能喜歡的音樂。 

志工團隊 

團隊約 300 名志工，25%來自海外，由具有芬蘭交換學生經驗的日本

學生協助發起。主要任務為活動當日的招待、指引、相關活動庶務以

及活動前的軟硬體設備等。志工來源主要為大學校園中的學生，但身

分並不限制只有學生，最老的志工年齡達 72 歲，主要任務為協助註

冊相關業務。 

https://www.beatrobo.com/
https://www.beatrobo.com/
https://www.beatro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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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志工招募網頁 

3. 活動場地規劃 

 

圖九、Slush Asia 場地遠眺圖 

此次活動將場館設置於東京市青海站旁的空地，由五個巨型的球體帳

篷組成，相當具有特色。內外的設計皆以純白布面為主，以利於清楚

呈現所有投影以及燈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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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搭設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q5djyIP8o 

 

圖十: Slush Asia 場地規劃圖 

空間規劃 

Keynote Stage  410 個座位，約可容納 600 人左右 

Pitching Stage  156 個座位，約可容納 300 人左右 

Demo Stage  66 個座位，約可容納 150 人左右 

Slush Café  50 個座位，約可容納 80 人左右 

簡餐區 
40 長凳區，10 個短凳區，27 個圓桌區，9 個

小圓桌區，預計同時可容納 500 人左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q5djyIP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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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Slush Asia 活動導覽地圖 

整體活動區域包含 3 個 Stages （keynote、pitch 以及 demo），另

外還有接待區、簡餐區、Slush cafe 採訪區以及媒合區域。場地寬廣

且期間的天氣舒適，因此戶外空間的安排相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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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規劃 

〓 Reception 〓 

以雷射和煙霧的方式，讓參與者在進入會場的一開始即能感受到活動

所帶來的感官刺激。此區域不設其他活動或是人員，僅作為進場的入

口。 

 
圖十二、工作人員雷射硬體測試 

〓 Demo Area 〓 

安排 19 家新創團隊在場內展示自己的產品與創意，但由於場館較

小，沒有足夠空間讓參與者駐足於各式新創攤位前。

 
圖十三、每個 booth 接配置一台螢幕以及一個支架擺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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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十五、ABBA Lab & Cerevo 

〓Demo Stage〓 

共 50 個新創團隊或企業輪流上台簡報自己的產品及創意，每隊 10 分

鐘，不安排評審時間。由於時間較為充足，新創團隊能自係的分享自

己的產品及創意，台下的參與者亦能針對產品提出問題。 

 
圖十六、場地籌備 & 圖十七、Orphe 智慧鞋 

〓Pitching Stage〓 

共安排 49 個新創團隊上台競賽，每隊包含評審提問共 7 分鐘的時

間。主辦單位將所有新創團隊分為雲端、娛樂、教育、工具以及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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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硬體等五大主題。 

 
圖十八、場地籌備 & 圖十九、VMfive demo 產品 

〓Keynote Stage〓 

共邀請 10 國 28 位講者分享全球創業趨勢、創業成功經驗、創業政策

等主題，希望能帶給聽者更多元的想法。場館運用了大量的燈光技

術，並在白色天花板呈現活動多樣化的風格。 

 
圖二十、主持人串場 & 圖二十一、福岡市長 music show 

 
圖二十二、keynote stage 環繞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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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ch Area〓 

規劃戶外以及室內座位，並安排餐車直接開進會場，提供包括日式、

泰式、義式以及星加坡等各國料理，並提供啤酒和軟性飲料，讓與會

者不用煩惱吃的問題。但餐點需自費，價格落在 800~1000 日幣左

右。 

 

 

 
圖二十三、室內外用餐區、餐車、飲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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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sh Cafe〓 

所有 Keynote 的講者在演講完後，皆會安排到媒體採訪區進行採

訪，由主持人提出相關問題與講者討論，底下的聽眾亦可對講者提

問，增加講者與參與者的互動。 

 
圖二十四、Keynote speaker 接受訪問 & 圖二十五、場地籌備 

〓媒合區域〓 

提供一個密會空間，投資人可透過主辦單位與新創團隊會面，深入討

論產品理念、策略以及相關規劃，以增加媒合機會。一般參與者無法

進入媒合區域，增加投資人的隱私與神祕感。 

 
圖二十五、媒合區高腳椅區 & 圖二十六、媒合區入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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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費來源 

芬蘭 Slush 活動花費共約 500 萬歐元，而日本此次的 Slush Asia 活動

經費約 210 萬歐元，七成來自於贊助。以芬蘭 Slush 而言，30～35%

成本來自門票收入，其他則來自贊助，費用將會完全投入活動計畫中，

以符合非營利組織的初衷。基本上，活動一開始採比較低的票價吸引

更多參與者，培養參加類似創業活動的風氣。但長期來說，仍希望建

立參與者付費參加活動的觀念。 

5. 票價設定 

票價共分成五種，包含新創團隊、投資人、參與者、學生及媒體。由

於民間贊助金額相當龐大,最大的贊助公司來自芬蘭，約提供 50 萬歐

元左右，因此活動的票價相當便宜，希望能鼓勵更多的民眾參與。 

 

圖二十七、售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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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創團隊票種需要事先填寫申請資料，此次新創團隊約有 50 個

參加，其中 20 個是來自國外。 

(2) 投資人：票價約¥50,000 (US $415)，透過媒合區的安排，協助

投資人尋找好的標的。  

(3) 一般參與者：票價約 ¥5,000 (US $42) 

(4) 學生：票價約 ¥2,500 (US $25)  

(5) 媒體：免費，僅需填列相關資料 

6. 政府與企業 

此次政府只參與活動，由福岡市長代表出席，但不直接涉入活動規劃

或是提供資源。民間主要的合作對象為孫泰藏，亦有許多日本企業的

贊助資源，包含資金、服務、設備等。此外，芬蘭 Slush 也在三個月

前派 Jenny 來到日本駐點協助辦公。 

7. 活動行銷 

此次活動主要在社群平台上行銷， Facebook（event 版 3/15 開始宣

傳，「SLUSH ASIA に行こう！！4/24@Tokyo」）、Twitter （3/4

開始宣傳），另外也使用 Linkedin 以及 Goodle+等進行行銷。其中，

FB 社團人數約 4,300 人，活動按讚數約 37,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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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官網臉書典擊次數 

8. 活動 APP 服務 

此次活動透過 app 提供參與者相當好的服務和豐富的資訊，內容包含

園區地圖、講者介紹、活動場次、影音記錄、即時社群分享以及活動

的其他相關資訊。在園區地圖中，點選不同的場館，即能迅速連接到

場內舉辦的所有活動資料，例如 Demo 團隊、Pitching 的團隊或是

Keynote 的講者等。而在場次議程的部分，app 會即時更新場次，讓

使用者不需要核對時間以及議程，可立即掌握目前各場館正在舉行的

所有活動。另外，加入了自訂場次的功能，使用者可預先將想聽的場

次加入我的最愛，當該場次開始前，app 會自動開啟提醒功能，避免

參與者漏掉任何一場重要的演講或 Pitch。最特別的是，這個 APP 為

參與此次活動的新創團隊所提供，增加了參與者與 APP 的互動體驗，

使用起來相當令人滿意。 

 

 

 

 

 

 

 



30 

 

圖二十九、活動 App 內容示意圖 

(三) 活動內容相關摘要 

1. 重點講師 

「Slush Asia」此次的講師群不僅限於新創企業，亦邀請許多設計、廣

告公司主管，甚至有登山家與音樂家。Slush 的理念基本上是希望能夠

將成功的故事傳遞出去，只要講者經驗中具有創業精神的元素，都可

作為年輕創業家學習的典範。 

 

 

Taizo Son 

CEO, Mistletoe, Inc 

專題:如何打造新創生態系 

出生於日本的朝鮮半島華人，畢

業於東京大學，於 1998 年創辦

GungHo 並擔任會長一職。

GungHo 為一線上遊戲娛樂公

司，專注於手機及線上遊戲開

發，2014 年總營業額高達約

1700 億日圓。哥哥孫正義為軟體

銀行的社長，軟體銀行持有

GungHo 部分股份，且已收購芬

蘭 Supercell 遊戲公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ungH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3%E9%9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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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kka Paananen 

CEO of Supercell 

 

專題:Supercell 的秘密樂趣 

現為芬蘭遊戲公司 Supercell 執

行長。Supercell 成立於 2011

年，專注於手機遊戲開發，目前

公司員工約 152 人，2014 年營

收約 15 億歐元，較前年成長高達

300%。2013 年 10 月，日商軟

體銀行（Softbank）與 GungHo 

合資 15 億美元買下了 Supersell 

51%的股權，但總部依舊設在發

源地芬蘭。 

 

Tom Kelley 

Founder IDEO 

 

專題:創造力的自信 

Tom Kelly 為 IDEO 合夥人，現為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執行研究

員。IDEO 為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專注於幫助顧客創新。目前業務

包括有產品設計、設計顧問服

務、環境規劃與數位經驗的理

解，提倡「設計思考」。至今已

發行多本暢銷書，包含《決定未

來的 10 種人》、《IDEA 物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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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McClure 

Founder 500 Startups 

 

專題:獨角獸俱樂部 

Dave McClure 為美國矽谷知名

企業家及天使投資者，創辦並經

營 500Startups 加速兼孵化器，

亦被視為矽谷的高科技初創公司

的超級投資者之一。500Startups

成立於 2010 年，至今已投資超

過 250 家新創團隊，其中 20%以

上同時獲得了其他的孵化器的融

資，另有 10-15%從事國際業務

且 10 家公司被成功收購。 

 

Emi Takemura 

Co-founder Peatix 

 

專題:東南亞(新創事業)戰爭故事 

出生於新加坡，為 Peatix 之共同

創辦人。Peatix 為一線上票務系

統之新創公司，亦負責此次 Slush 

Asia 之售票相關業務。 Emi 

Takemura 具有豐富之行銷以及

管理經驗，曾擔任日本亞馬遜管

理部經理以及日本迪士尼行銷部

主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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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內容 

此次活動被定義為一場視覺與聽覺的享受，每場活動的開始前皆會以

雷射、投影以及音樂動感開場，讓參與者能夠來場刺激的感觀享受。 

 

圖三十、Slush Asia 開場雷射燈光 show 

一開始走進 Demo Area 即可看到許多的新創團隊展現自己最新的產品，

例如由 Fove 團隊所打造的虛擬實境穿戴式裝置，他們希望能為使用者

帶來更加豐富的視覺體驗，未來將運用於遊戲、電影、醫療、實境模

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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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Fove 展示虛擬實境眼鏡 

身為機器人大國的日本，高精密的穿戴式裝置當然不能缺席。

Abbalab 所開發的機械式手臂相當相當具有科技感，立刻吸引許多的

參與者詢問相關細節。未來，他們也希望能將機械手臂運用在類似

311 日本海嘯等災難發生時的救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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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ABBA Lab 展示機械手臂 

首先聽到的演講為 Cerevo CEO Takuma Iwasa 所帶來的「下一個兆

元經濟:硬體新創事業」。該新創團隊專注於穿戴式裝置的開發，因此

對於未來的硬體產業的發展相當的樂觀。演講中提到目前全球的硬體

生產中心已移至大陸深圳，他們快速且大規模的生產能力，著實讓許

多的硬體新創團隊備感壓力。加上近年來日趨成熟的行銷能力，已幫

助深圳這個城市從製造輸出中心轉變為製造+產品銷售中心。慶幸的是，

日本在科技發展水平上有相當大的優勢，硬體的新創團隊可專注於開

發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硬體設備，以擺脫來自大陸的強力競爭。 

 

圖三十三 & 三十四、Hax General Partner - Benjamin Joffe 及 

Cerevo CEO-Takuma Iwasa 對談 

接下來由福岡市長主講「支持新創發展的新政策」，演講前市長先以

一段音樂 show 來揭開序幕。透過電腦上的無線感測裝置，市長可在

空中點擊螢幕上的按鈕並發出不同的聲音並呈現震撼的視覺效果。演

講中，市長剖析了消失中的日本創業家精神，並積極鼓勵年輕學子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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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出，成為改變日本現況的力量。最後，也陳述了福岡市一系列支

持新創發展的政策，歡迎所有的新創團隊落腳福岡。 

 

圖三十五&圖三十六、福岡市長 music show 以及專題演講 

身為東南亞的代表，Paul Srivorakul 以及 Emi Takemura 跟著大家解

析東南亞新創事業的發展現況。演講中提到新創團隊在東南亞發展可

能會遇到的挑戰，包含政治貪污、頻繁的水災、落後的基礎建設以及

不嚴謹的法規等。但，東南亞人仍舊具有無法擋的吸引力，像是龐大

的市場、高速成長以及繁榮的新創發展等，都是新創事業能夠去挑戰

東南亞市場的誘因，也期待能夠在東南亞的激烈經爭中看到大家展露

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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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圖三十八、Paul Srivorakul 及 Emi Takemura 對談與受訪 

最後，由來自芬蘭的甜美創業家 Linda Liukas 作為整天演講的壓軸。

Linda 所創立的《Hello Ruby》 目標為透過簡單可愛的繪圖，教導小

朋友該如何寫程式。每次遇到需要思考的時候，她都會用紙和筆劃出

一個小姑娘 Ruby，去年九月她慢慢把 Ruby 帶入了故事裡，就有了現

在的《Hello Ruby》。《Hello Ruby》這本童書在 Kickstarter 上總共

募集了 38 萬美元的資金，將於今年的 8 月開始發售。 

 

圖三十九、芬蘭 Linda Liukas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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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講過後，大會安排了專注於投射技術的新創團隊來為大家呈現目

前銀河系各大行星的概況，而投射的地方就是整個會場的白色天花板。

這也不禁讓人讚嘆日本的高科技實力以及新創團隊高技術的含量，完

全展現了日本科技在各國如此激烈競爭下依舊能夠保持領先的實力。 

 

圖四十&四十一、太空投射 show 

最後，大會安排了一組有趣的樂團，透過誇張的肢體動作以及音樂，

帶領大家回憶日本悠久的遊戲發展史，從一開始的超級瑪莉、音速小

子一直到神奇寶貝等，每一部經典的遊戲皆為日本的遊戲發展歷史留

下了重要的一筆，也為整場的活動畫下了一個美好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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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四十三、閉幕樂團表演 

3. 新創團隊競賽11 

此次的新創競賽共有 49 隊共同參與，最後遴選出了 5 個團隊進行決賽，

包還來自台灣的 VMfive。 

 

圖四十四、台灣 VMfive 冠軍頒獎 

 冠軍 VMFive 

 

                                                           
11

 2015.04.25 創業小聚 - Slush Asia日本創業競賽，台灣團隊 VMFive榮獲冠軍 

http://www.meetclub.tw/article/view/id/3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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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Five 推出的 AdPlay 服務，讓使用者可免下載遊戲，先體驗試玩

30 秒之後，再決定是否付費下載。公司已開始積極布局亞洲各國遊戲

市場並與 D2C、ADWAYS 等日本前三大行動廣告公司合作。今年目標

營收可達 100 萬美元。 

 亞軍 Fast Media 

 

第二名的 Fast Media 打造產品 Yappli，讓那些想建立自己的網站的個

人或企業，一個月只要至少付費 100 元美金，就可以建立自己的 app，

並上架到 iTunes Store 和 Google Play 商店。 

 季軍 Fove 

 

Fove 開發眼球追踪技術與虛擬實境結合的裝置，可讓使用者透過眼睛

控制顯示器，與虛擬世界中的人和物進行眼神交流，讓遊戲能更加逼

真。除了提升遊戲體驗效果外，Fove 正嘗試將這項技術應用於醫療等

其他用途。 

 Bento Bioworks 和 AlpacaDB 

     

而未獲選的新創團隊包括 Bento Bioworks 和 AlpacaDB。Bento 

Bioworks 專注於 DNA 檢測開發，讓使用者可對周邊物質進行 DNA

測試，以確定是否購買到 100%的純牛肉，也可以檢測孩子的 DNA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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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是否一致。創辦人希望透過成本的降低，可讓 DNA 檢測進入一

般人的生活中。而，總部設在日本和美國的 AlpacaDB，則提供個人或

企業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最佳化模組服務。 

 

圖四十五、活動場地夜景(官方 App 影音記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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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議 

對於新創團隊來說，資源的取得往往是最為困難的，尤其在相對保

守及力求穩健的台灣社會中。因此，如何將國外資源帶入國內，並

將資源與新創團隊銜接，成為了政府亟需努力的方向。 

類似於 Slush Asia 的新創活動成為了一個很好的資源整合平台。邀

請具有亮點的講者吸引全球欲取經的新創團隊，而新創團隊的到來

將使正在尋找投資標的的創投或是天使人接踵而至。在活動中，講

者、新創團隊以及投資人三方激盪並交流，必能產生更多的商機以

及更豐富的創意。這樣的氛圍也將渲染至國內各地，讓創業風氣能

在各地開花，鼓勵更多年輕學子投入創業的行列。 

但，須注意的是，現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大型創業活動。因此，如

何聚焦以及做出差異化，成為了許多新創活動所需思考的問題。例

如，台灣可鎖定 1~2 個我們絕對有優勢的領域以及 1 個我們想要扶

持具潛力的領域，避免整個活動成為一個大雜燴，模糊整場活動的

焦點。另外，在活動中間可穿插一些柔性的議題，例如女性議題、

保育議題以及社會議題等，讓新創團隊了解他們能做的事情絕對比

單純銷售產品來的更多。 

此次的活動以戶外搭棚的方式舉辦，雖然搭建了相當新穎的五個巨

型球體，但台灣是否能仿效仍須思考。不僅是因為架設硬體的設備

相當高昂，也因為台灣的平均接溫度較日本高，在這樣的球體裡面，

空氣的流通以及舒適度將會是一大考驗。此外，搭設戶外場地需要

一個較為寬廣的空間，因此 Slush Asia 將場地設在青海站。因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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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離市區有一段距離且周邊圍港區，所以無法帶動周邊商店的收益，

媒體專注度也較不理想。 

最後，建議政府可與民間或是國外專業的團隊共同合辦，透過其優

異的行銷、活動規畫、網絡建立等能力，再加上政府資源的協助，

必能舉辦一場高品質的國際新創活動。 

創業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1. 主題聚焦 

需聚焦於國內具優勢的領域，如 IoT 或 Mobile，並且搭配欲扶

持的潛力產業，如電商、雲端或是虛擬實境等。 

2. 優異的執行團隊 

團隊需舉辦過類似新創活動並了解創新創業的發展趨勢，具國際

社交網絡、高執行效率、創意和創新的能力等，另外需能夠組織

一個具備英文溝通能力以及熱情的志工團隊。 

3. 具吸引力的講者名單 

高知名度的創業家、獨角獸和天使投資人，加上各領域中具有成

功創業經驗或是掌握關鍵技術的講者。另外，可邀請一些柔性議

題講者來增加活動的豐富度。 

4. 良好的地點 

生活機能便利和備有大眾運輸，可透過舉辦新創活動帶動周邊經

濟繁榮。如能在市中心或是在象徵性建築的附近，將增加更多國

內外人士的關注度。 

5. 國際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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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活動的目的為吸引國外資源進來國內，如何在社群平台或是

新創媒體上行銷格外重要。若能透過事件行銷的方式增加活動話

題性，將吸引更多的參與者遠道而來。 

五、心得 

非常榮幸此次可代表國發會前往日本東京參加 Slush Asia 新創活動。

一直以來很少聽到日本政府推動創新創業的相關消息，因此 Slush 

Asia 在東京舉辦確實令人相當驚喜。我想，也是因為日本現在正面臨

著巨大的困境，年輕人對於未來的不確定以及大企業持續的負面消息，

讓整個社會充滿著很大的壓力。 

但在 Slush Asia，我看到了許多日本年輕人欲透過自己的想法以及創

意為自己開創另一條不同的路，甚至更進一步希望能夠改善現在既有

的一些社會情況。可預期的，這些年輕人將為日本國內帶來全新的契

機以及希望。  

臺灣可效法日本，由政府提供一個平台，鼓勵年輕人透過思考以及多

面向的嘗試，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類似 Slush Asia 的創業活動即可

扮演這樣的平台，成為年輕人創意思想的發源地，為國內帶來全新的

氛圍以及更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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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程規劃表 

 

日期 行程 

4 月 22 日 週三 去程 

4 月 23 日 週四 Slush Asia 創業社群活動前會議及參訪 

4 月 24 日 週五 Slush Asia 創業社群活動 

4 月 25 日 週六 Slush Asia 創業社群活動後檢討會議 

4 月 26 日 週日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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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岡市創業政策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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