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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動機 

為了提升國家整體的創新能耐，強化國內學術研究更加「入世」，科技部近

年來施政方向著重於促進產學之間積極交流互動、縮短學用落差，強化學界創新

科技能力等。對此，具備高科技群聚效應的科學園區是國內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

的重要場域。近年來，科技部陸續推動多項創新型產學合作計畫，積極鼓勵研發

成果產業化及創新創業，並致力塑造科學園區創新優質環境，推動科學園區創新

轉型發展，期充分發揮其產業群聚效益。 

中國大陸即將在 2016 年啟動「十三五」規劃，前瞻 2020 年的發展願景，強

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訴求是讓創新貫穿所有工作，特別是推動制度創

新與科技創新，中國大陸的科技園區、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創業服務機構都在扮演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帶動經濟成長的關鍵角色，形塑發展動力，建構產業新體系，

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不論是從兩岸科技、經濟、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深

入借鏡其推動措施的層面來看，都值得深入考察，以瞭解其面臨問題與運作機制

的實際情況。 

上海市是中國大陸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城市之一，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

發區也是繼北京中關村與武漢東湖之後成立的第三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又在

2013 年推動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由此可見，上海市也已經是中國

大陸融合經濟、金融、貿易、航運與科技創新最重要的試驗田之一。再者，上海

是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業、科技園區、大學與科研機構最為密集的群聚所在，此



                                             

2 
 

次參訪即以上海為主要區域，並以科學園區主管單位、大學科技園、創新創業中

心等機構進行考察，以挖掘推動產學合作及科學園區發展之現行運作體系、營運

模式、政策工具及推動機制等作法，以回饋國內研擬規劃相關推動策略的參考。 

貳、 參訪目的 

一、 蒐集中國大陸整體科技政策發展之規劃：蒐集上海重點政府組織推動科技發

展的策略、目標、具體作法及資源配置等。 

二、 研析中國大陸產學合作策略作法：針對上海產學合作組織，包含研發合作、

智財推廣、新創事業之輔導與服務機構，蒐集產學合作之策略推動作法，包

含產學合作誘因設計、人才流動機制、技術成果權利歸屬分配、產學合作計

畫運作及管理方式等相關規劃及具體作法。 

三、 蒐集中國大陸科學園區推動創新產業發展之模式：了解科學園區推動區域創

新之機制、培育新創事業之策略，並挖掘其周邊育成加速服務機構之運作機

制，強化將在地創新能量轉化為具體市場商業價值的能力，並研提相關研究

建議供參考。 

參、 主要訪談機構 

主要參訪機構包括中國大陸上海市目前與高新區及產學合作議題相關業務

之重點機構，羅列如下： 

(壹)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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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上海科學院/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參) 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園區 

(肆) 上海交大國家科技園 

(伍)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 

(陸) 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 

(柒) 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管理局 

(捌)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及上海育成生物科技園 

此參訪行程針對中國大陸高新區及大學科技園之發展趨勢、現行產學合作相

關體系、創新創業推動機制等進行深入瞭解與交流，其有助於協助計畫研究團隊

及科技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等，更加了解中國大陸上海市科技發展願景，以及推動

產學合作及科學園區發展之現行運作體系、營運模式、政策工具及推動機制等作

法，未來將能有效回饋至相關政策研擬規劃及實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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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紀要 

(壹)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 

主要洽談人／職務： 

壽子琪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駱大進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展研究處處長 

陳海鵬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展計畫處處長 

時建剛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港澳台科技合作辦公室 常務副主任 

孫東方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創新服務處副處長 

趙福祥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體改法規處副處長 

何晌艷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際合作處副處長 

朱軍浩 / 上海對外科學技術交流中心主任 

張瑜燕 /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港澳台科技合作辦公室項目主管 

時間：104 年 12 月 1 日 上午  

地點：上海市人民大道 2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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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構簡介：  

(一)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上海市科委」），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

組成部門，主管上海市科學技術事務。從組織面來看，其上級機構是上海市

人民政府；若從業務面來看，其上級機構是科學技術部。上海市科委與中共

上海市委員會工作機構之一的「中共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簡稱「上

海市科技黨委」）合稱為「上海科技兩委」。 

(二) 上海市科委的主要職能包括： 

1. 貫徹執行科技工作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方針、政策；研究起草科技工

作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和政策，並組織實施有關地方性法規、規章

和政策；研究上海市科技發展戰略和重大問題；研究確定科技發展的布

局和優先發展領域。 

2. 根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研究擬訂上海市科技發展的

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畫，並組織實施。 

3. 研究提出上海市科技體制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和完善科技創新體制、

科技創新機制；負責指導科研院所體制改革工作；加強科技進步工作的

宏觀管理和統籌協調職責，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推進上海市創新體系建

設。 

4. 編製基礎性、應用性和開發性科研項目計畫並組織實施；編製和實施上

海市重點實驗室、科學研究中心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研發基地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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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制定研發公共服務平台建設規劃並組織實施；負責科技部下放的

國家科技支撐計畫項目課題、科技成果推廣、技術市場的有關管理職責；

推進科技部認定的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建設工作。 

5. 指導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業務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擬訂張江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規劃，承辦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工作。 

(三) 上海市科委的組織架構圖如下：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上海市科委網，國研院科政中心繪製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首先向團隊成員介紹上海市科技創新發展概況。目前

上海市的各類高校有 68 所，本地較具水準的科研機構約 200 家，外資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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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機構約 350 家，其中有 150 家左右是屬於《財星》世界 500 強企業。2014

年上海市研發經費投入 862 億元人民幣，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即上海市                                                                       

全社會的研發經費投入及其 GDP 的比值）約 3.66％，僅次於北京（5.95％）。

在發展相對較強的產業方面，主要是生物醫藥、積體電路與資訊技術產業。 

(二) 當前上海市的科技重點任務是加快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

心」，需要經過一、兩代人的長期積累。2015 年 5 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已

經發布《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目標是到

2020 年形成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框架體系，到 2030 年著力形成科技創新中

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初步顯現科技創新發展成效。其中，在優化重大科技創

新布局的層面，主要有三： 

1. 加快建設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若干重大創新功能型平台，前者是

以建設重大科學設施為主，如張江上海光源、蛋白質科學設施，但重點

還是在管理制度，以吸引國際級人才及其研究團隊。後者是在資訊技術、

生物醫藥等領域建設共性技術研發支撐平台和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台。 

2. 實施重大產業創新戰略項目，布局重大科技基礎前沿工程。前者是服務

國家戰略，包括推進民用航空發動機與燃氣輪機、積體電路製造及配套

裝備材料、先進感測器及物聯網、智慧製造與機器人、深遠海洋工程裝

備、精準醫療、大數據及雲端運算等領域；後者是針對世界科技大方向，

包括腦科學與人工智慧、新一代核能與深海科學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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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設各具特色的科技創新集聚區，加快建設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推動園區開發管理模式轉型，並聚焦張江核心區、紫竹、楊浦、漕河涇、

嘉定、臨港等重點區域，期待發揮比較優勢並結合城市更新，推動打造

創新要素集聚、綜合服務功能強、適宜創新創業的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

載區。 

(三) 目前上海市各科技園區發展的情況仍相當不均，營業收入有超過 5,000 億元

人民幣（如張江核心園、金橋園），也有不到 500 億元人民幣者（如青浦園、

徐匯園、松江園等），但整體的轉型方向是「減小」，不是「增大」，目標

是將相對低效率的產業向外轉移。上海的商務成本相對較高，所以希望引進

能夠承擔高商務成本、效率較高的產業。總體來看，上海最重要的發展指標

是看財政貢獻與就業。 

(四) 上海市的特色是做事規範較多，好處是做事比較不會出問題。然而，在面對

當前的創意經濟發展，也要轉變政府管理的思維與理念。過去是「先規範、

再發展」、「邊規範、邊發展」，現在則是「先發展、再規範」。為了營造

創新氛圍，首要是放鬆管制，對於創新的新事物，要求「先欣賞、不排斥」。

例如，在扶持「眾創空間」（指包括創客空間、創業咖啡、創新工場在內的

各類型創新創業平台）發展方面，2015 年 3 月由近 40 家創業服務組織發起

成立的「上海眾創空間聯盟」，即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區域眾創空間聯盟組織。 

(五) 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經過與各高校、科研院所的溝通討論，主要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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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有四： 

1. 「給權益」，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 

2. 「給方便」，對於創新產品實施政府採購與購買服務等方式提供支持； 

3. 「給基金」，主要擴大政府天使投資引導基金的規模，強化對種子期、

初創期創新成果的投入； 

4. 「給身份」，要推動健全人才評價體系，對於從事科技成果轉化、應用

開發和基礎研究的人員，依其分類制訂其評價標準，強化科技成果轉化

實踐能力的評價，調整不適當的論文要求。另外，鼓勵科研人員從事「在

職離崗創業」（即保留原單位的人事關係，在三到五年內可返回原單位，

年資採連續計算方式），也鼓勵高校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崗位，允許企業

家和企業的科研人員到高校兼職，推動將企業任職經歷作為高校工程類

教師晉升專業技術職務重要條件的試點工作。 

(六) 為了加快建設上海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上海市科委目前的

重點工作是推動編製《上海市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聚焦目標包括：

全球創新資源集聚力顯著增強、科技創新成果的影響力顯著提升、新興產業

的引領力穩步提升、創新創業的環境吸引力明顯增強，以及區域創新的輻射

帶動力持續增強。上海市科委發展研究處處長駱大進表示，現在此規劃正在

依據各界提供的回饋意見進行規劃文本的修改工作，預計到 2016 年 1 月對接

上海市整體的「十三五」規劃，以作為上海市「十三五」規劃下的重要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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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之一。另外，此次規劃與過去規劃不同的主要特點有三： 

1. 強調願景導向規劃，要分析願景、問題、任務和資源配置的關係； 

2. 強調創新生態系統的建設與創新治理，主要涉及科技體制改革； 

3. 要學習我國在科技政策規劃方面的經驗，融入滾動式修正的機制設計。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從改革開放至今，上海市的城市功能定位主要有三次重要演變：在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是「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九十年代是「一個龍頭、

四個中心」（「龍頭」是指上海浦東的開發與開放，「四個中心」是指國際

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進入二十一世紀，除了持續建設的「四個

中心」之外，在 2015 年 5 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聯合發布《關於加快建設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以後，再加上「科技創新中心」，

並確立到 2030 年的發展建設目標。在參訪中，上海市科委強調科技創新中心

的建設需要相當長時間與相當多資源的累積，即使是到 2030 年也是預期形成

科技創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而已。因此，可以想見其發展及規劃遠景目標

至少指向 2040 與 2050 年，突顯上海市推動創新發展的耐心與意志。 

(二) 在上海市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任務布局中，強調要實施更加積極的人才政策，

並建立更加靈活的人才管理制度。在參訪中，上海市科委也強調為了要吸引

人才，關鍵不僅是要讓人才有事業發展的平台，還要讓人才的生活感到舒適、

安全。例如，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主要就是提供人才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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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除此之外，還要提供生活配套及細緻親切的服務，為人才解決各種

困難問題，才能讓人才覺得舒適方便；而上海市的治安狀況一向良好，這也

是吸引人才聚集上海的重要因素。 

(三) 為了促進科技研發創新能夠有效帶動經濟、社會與產業貢獻，借鏡上海對於

創新人才培養和評價機制，以及拓展科研人員雙向流動機制等政策，我國也

應積極創造人才在產、學、研之間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與流動機會，藉以

進一步促成更多人才投入產學合作及創新創業等促進科技研發成果產業化的

相關工作。此外，建議我國在大學院校推動產學合作及科技研發成果產業化

相關專門職位設置，搭配設計相對應的職稱及績效評估機制，以鼓勵並協助

各界人才投入擘劃更長期的專業職涯發展路徑。 

 

上海市科委常務副主任時建剛向次長陳德新導覽上海市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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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與上海市科委代表座談交流 

 

 

次長陳德新致贈紀念品與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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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上海科學院/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上海科學院/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主要洽談人／職務： 

鈕曉鳴／上海科學院、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院長 

劉小玲／上海科學院 規劃研究處 副處長 

吳俊偉／上海科學院 科技管理處 處長助理、高級工程師 

丁志剛／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智能化產品創新中心 主任 

孔繁榮／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智能化產品創新中心 副主任 

劉彥伯／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智能機器人研發中心 研究員 

時間：2015 年 12 月 2 日 下午  

地點：上海市浦東新區科苑路 1278 號 

一、 機構簡介： 

(一)上海科學院概況 

1. 成立於 1977 年 11 月，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合署辦公，在 1987 年經上

海市委、市政府批准後獨立建制。 

2. 研究領域：電子與通訊技術、計算機科學技術、環境科學技術、資源科

學技術、自然科學相關工程技術、機械工程、能源科學技術等 19 個學科。 

3. 直屬研究所：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上海市腦血管防治研究所、上海奈

科技與產業發展促進中心、上海集成電路技術與產業發展促進中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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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計算機軟件技術研發中心、上海實驗動物研究中心、上海生物訊息技

術研究中心、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研究中心、上海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

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促進中心 、上海知識產權培訓中心、上

海微電子裝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上海市軸承技術研究所、上海科耀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另外，亦督導上海市的 4 個主要研科機構，包括上海

材料研究所、上海市計算機技術研究所、上海市激光技術研究所及上海

專利商標所。 

 (二)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 

1.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於 2012 年 8 月成立，作為上海市科技創新的重要據

點，以「開放創新，服務產業」為理念。 

2. 使命：為共性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引領提供統籌、支撐、服務的

平台，科學發現和機理驗證是第一棒，技術形成和原型實驗是第二棒，

應用轉化形成生產技術是第三棒，產業化和商品化是第四棒。上海產業

技術研究院定位為第三棒，推動共性技術的研發、成果的轉化與產業化

模式的創新。 

3. 重要任務：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為了支持更多學研成果產業化，主要透

過三個策略以實現其使命： 

(1) 戰略諮詢：研判中國與國際的產業技術發展態勢，制訂產業發展技

術發展策略、規劃和路徑，為政府部門提供諮詢意見。開展技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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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市場分析工作，為企業、科研機構、投資界等提供情資服務。 

(2) 聯合研發：組織產、學、研、用、金等各方資源，聯合建設平台與

研發項目。形式包括外部委託產研院專業技術研發團隊進行研究；

以計畫方式共同進行研究；以及透過委託合同的方式，由產研院公

開擇優，選擇產研院以外的機構協助研發。 

(3) 成果轉化：通過與用戶一起創新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等各種方式，加

強科技、金融合作，或創立衍生公司，或知識產權轉讓，促進應用

技術移轉與擴散。 

4. 開放創新：使用戶、企業、大學、科研院等單位可以共同在其中完成技

術研發與轉化任務。 

5. 服務產業：以產業需求決定科技發展項目以及成果的發展方向。 

6. 現況概述：產研院的運作模式為「政府引導，頂層設計；合同管理，柔

性參與；資源投入，利益共享」。堅持開放性，以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為

主，自研為輔的原則。現階段研究領域聚焦於資訊科技、生物醫學、新

材料、先進製造等。透過有限目標的集中研發，實現技術應用的突破。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上海科學院成立於 40 多年前，研發領域著重在材料、電子通訊、生命科學的

研究與應用，其任務為進行科研並提供應用技術，目前上海約有 200 多家研

科機構，其中 40 餘家係轄屬上海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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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科學院為加快技術成果轉化的成效，並將技術轉化為中小企業及協助科

研成果的轉化，考察與學習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大學成果轉化的經驗，在

2012 年成立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運用上海科學院的研發成果，並配合先進

製造與智慧化服務的市場潛力與趨勢，已成功轉化 50 多家的初創企業。 

(三) 配合建設上海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之目標，上海科學院將配

合十三五的規劃，未來研發重點在先進製造、醫療服務、企業創新服務為主。 

(四)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碰到的瓶頸 

1. 研發成果及專利的產業化應用成果需產生具體的效益，並且能創造產業

價值與社會效益。 

2. 科技成果轉化的理念需調整，應加強與大學的合作。上海產業技術研究

院未來將結合週邊大學的能量，共同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 

(五)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推動成果轉化方面，提供 1+3 服務，包括創意加上專業

服務/培訓服務/融資服務，經其協助，已有三家輔導企業已經上市。 

(六) 南科管理局林局長提出南科創新發展推動心得，與上海科學院/上海產業技術

研究院交流，簡述如下： 

1. 研發應用面係要推動技術效益的最大化，需要跨領域的溝通與討論，促

成合作以達成產業化效益。 

2. 育成中心提供創客(maker)空間，需有產業化的陪伴服務，可有效解決技

術人員研發成果產業化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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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科發展醫療器材產業並建立相關試製服務平台，包括園區進駐的企業

協助新創公司雛型品的打造(例如，以螺絲為例，若運用在傳統產業，原

本係以公斤計價來賣，但如能轉型用於人工牙科或關節，將可產生高價

值)；南科醫療器材產業的發展，未來將以此趨勢為重點。 

(七)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對於科研成果產業化提供三階段的服務，包括苗圃、育

成及加速的服務。在苗圃階段提供軟件的服務，在育成階段則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另外新創公司開發的軟件會留下來提供給未來的新創團隊參考使用，

並且可由已成立新創公司的學長，協助輔導尚在培育中的技術團隊(學弟)，

建立學長協助學弟的制度。 

(八)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和我國的交流合作可朝更開放的作法，例如在生技產業

方面，對於健康及醫療項目應是較不敏感的項目，產研院建議未來可以與我

國優先推動合作研究，例如我國新藥研發如果已經到第二期，可考慮和大陸

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第三期的實驗。 

(九) 為鼓勵科研人員加強成果轉化，中國大陸研發機構、高等院校轉化科技成果

所獲得的收入全部留歸該單位，用於給予完成科技成果及轉化科技成果有貢

獻的重要人員獎勵和報酬，還有用於該單位的科技研發與成果轉化相關工作。

這一點和我國補助學研計畫之成果轉化利益需上繳部份比率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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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一) 中國大陸科技部為激勵科技成果轉化，已於 2015 年 8 月修訂的《促進科技成

果轉化法》中規定，研發機構、高等院校轉化科技成果所獲得的收入全部留

歸該單位，主要用於給予完成科技成果及轉化科技成果有貢獻的重要人員獎

勵與報酬，以及用於該單位的科技研發與成果轉化相關工作。此措施應可有

效加速推動中國大陸的科技成果產業化。 

(二)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作法和我國的育成中心機制差異不

大，服務機制大抵完備，主要聚焦在大數據、智能製造、生物醫藥及綠色能

源四大專業技術領域，並建立對應各產業的服務平台，對未來科技成果轉化

提供相關服務。 

(三) 上海金橋開發區將打造為華東地區最大的數據中心群聚，上海產業技術研究

院研發基地已進駐金橋開發區，未來大陸在大數據的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四) 大陸已逐漸將以市場機制引領科技發展方向，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

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提出建設「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以新型態方式促

進產學研合作，在試點機制的運作下，科技部鼓勵符合條件的聯盟自願申請，

探索最適的聯盟發展模式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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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與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展開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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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主要洽談人／職務： 

駱山鷹/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副總經理 

陳斌忠/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副總監 

周  斌/紫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助理總監 

時間：2015 年 12 月 2 日 上午 

地點：上海東川路 555 號上海紫竹信息數碼港 1 號樓 3 樓 

一、 機構簡介： 

(一) 發展沿革：位於上海市中心區域閔行區的東南角，在 2001 年借鑑美國矽谷與

我國新竹科學園區進行規劃，結合大學園區、研發基地與生活服務區三個部

分，具備發展國家高新科技產業的使命，於 2002 年正式啟用。 

(二) 紫竹高新區由上海閔行區人民政府、上海交通大學、紫江集團、上海聯和投

資公司等七家股東單位共同投資組建。隨著中國大陸日益蓬勃的創新創業發

展需求崛起，於 2009 年被國家認定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2014

年獲國家批准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三) 現況概述：高新區由大學園區、研發基地與紫竹配套區三部分組成。大學區

包括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透過校企合作，充分發揮大學科研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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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優勢。研發基地瞄準全球新興產業領域和傳統產業的新型態發展，以建構

多種平台如 EDA 平台、IP 平台、設計企業孵化中心、多項目晶片加工服務

中心與投資創業中心等支撐多元技術合作。紫竹配套區提供大型生態化國際

社區，支撐園區生活圈。紫竹園區在發展定位上堅持生態發展與人文環境並

重，配合高科技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力爭創造一個居住創業兩相宜的環境。

是一個由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新型科學園區。 

(四) 重要任務： 

1. 產業功能：以積體電路、軟體、新能源、航太、數位內容、新材料、生

命科學作為六大主導產業。 

2. 服務功能：為進入高新區的科研人員與國內外高科技人才提供科技創新

服務、人力資源服務、風險投資服務、中介諮詢服務、通訊信息服務、

交通運輸服務、會展服務、娛樂休閒服務等。 

3. 孵化功能：利用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與高新區內科研機構的科

研成果，建立完善的孵化體系和硬體設施，支撐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轉化。 

4. 引資功能：運用政府所賦予的優惠政策，結合高新區內形成的人才與科

研優勢，堅持科學的產業功能定位，策略性形成產業鏈，降低企業運行

成本，極大化人才與產業群聚效應。 

5. 輻射功能：形成具備向傳統產業輻射的功能，提升吳涇、閔行老工業基

地的產業附加價值和技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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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撐上海區域城市化建設發展：改善上海區域社會綜合水平。 

二、訪談重點紀錄： 

(一) 紫竹高新區係大陸唯一由民營企業經營的高新區，以生態、人文、科技為發

展理念。總面積約 13平方公里，主要股東為上海紫江(集團)有限公司占 50%，

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占 20%，上海市閔行資產投資有限公司占 10%.，由於

係民營企業經營的高新區，在機制與體制運作具備之優勢，簡述如下： 

1. 經營效率與彈性比一般大陸公家經營的高新區來得好。另外用人機制有

決定權，人員的獎酬及升遷依工作表現的市場機制，例如大學生進入紫

竹高新區工作，升遷係以表現為主，而非以資歷為主要考量。 

2. 大學緊密的結合：13 億人民幣提供給交通大學支持研究，形成研發群緊、

人才發展、重點實驗室及科研項目的優勢，運用交通大學的優秀人才，

對紫竹的發展帶來效益。此外大學的重點實驗研究可支援紫竹高新區的

發展，包括共建聯合實驗室 11 座及共同執行研究發展 230 餘項。交通大

學有 105 個國家及省部級的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及基地，華東師範大

學有 40 個國家及省部級的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及基地。這些大學研究

能量均有助於紫竹高新區的創新發展。 

3. 符合大陸戰略新興產業的項目，例如航天、生物製藥、能源及信息，引

進的公司需能符合這些產業項目，該園區對引進項目有嚴格的管理。 

4. 園區提供優質的環境：結合生態、人才及科技的園區，並與生產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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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在 2022 年將發展成為一座科技新城。 

5. 成立研究機構研發新興技術：在 2010 年成立上海紫竹新興產業技術研究

院，面積 600 公畝，規劃在”關鍵技術”及”瓶頸技術”的解決。推動技術的

集體創新及高新技術的前瞻研究。 

(二) 雖然發展時間較晚，但在 2011 年 6 月進入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考核，以高新

區綜合實力排名，在大陸 146 家高新區中排名 18 位，已進行大陸第一等級的

高新區。其在研發投入成長快速，2010 年研發投入為 9.79 億人民幣，占技工

貿收入 4.5%，2014 年時研發投入成長至 26.73 億人民幣，占技工貿收入達

7.24%。 

(三) 園區積極吸引外資企業進駐，包括英特爾、微軟、意法半導體、歐姆龍等，

都已在園區成立研發中心；可口可樂公司亦將飲料配方的基地設立在紫竹園

區，此等顯示紫竹高新區在外商企業中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四) 紫竹高新區的發展係結合週邊的交通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的人才，紫竹園區

提供 13 億人民幣的經費，支持週邊大學的研究發展，使得高新區企業能運用

這二所大學的研發人才，有利於紫竹高新區的長期穩定發展。 

(五) 創新創業的推動：紫竹高新區配合上海成為大陸科技創新中心，透過創業投

資已帶動就業超過 5,000 人、培育估值超過 10 億人民幣企業 20 餘家，推動

措施包括：(1)200 多個創業導師協助輔導科研成果的轉化；(2)小苗基金達 10

億人民幣投資新創事業；(3)外資企業成立 5 家育成中心：例如英特爾、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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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4)眾創空間：包括 1 萬 2,000 平方米的育成場域及 300 家育成企業等。

主要推動創業機構簡要說明如下： 

1. 紫竹大學生/教師創業中心（簡稱創業中心）：成立於 2006 年 5 月，由閔

行區政府、大學和紫竹國家高新區三方合作共建，由紫竹創業投資有限

公司負責經營管理及日常運作，創業中心位於信息数碼港二號楼，面積

3,600 平方米，可容纳 50 家創業企業。 

2. 上海紫竹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3 年 9 月，是由上海紫竹高新區

（集團）有限公司和上海市閔行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發起設立的公司

制創投資金，註冊資本額為人民幣 7,000 萬元，主要定位於投資註冊在紫

竹國家高新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及註冊在紫竹大學生/教師創業中心的創

業企業，並致力於小型企業培育。 

(六) 目前發展的瓶頸 

1. 交通不便：從上海市中心至紫竹高新區，交通通勤時間過長。未來地鐵

15 號線開工及預期 3 年後應可完工；另外直行高速公路在 2016 年可望通

車，屆時應可逐漸減緩交通問題。 

2. 資金不足：民營企業為投資主體，需要穩定的收入來源，目前主要收入

為地方政府稅收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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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高新區產業基地 

 

紫竹高新區收入與稅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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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一) 紫竹高新區採民營企業經營的體制，主動提供 13 億人民幣研發經費支持週邊

交通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的研究發展，經由產學研在新興產業技術研發合作，

有效培育紫竹高新區進駐企業所需的人才，係該高新區能吸引海內外企業進

駐的重要優勢之一。 

(二) 紫竹高新區推動創新創業已建立完善的生態體系，包括成立 200 多個創業導

師協助輔導科研成果的轉化，成立基金直接投資具潛力的新創事業，吸引外

資企業在園區內成立 5 家育成中心，以及提供培育場域的眾創空間等，可協

助推動上海成為大陸科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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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國家高新區的生活圈完整規劃模型 

陳次長與駱副總經理互贈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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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 

主要洽談人／職務： 

彭穎紅 /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助理、上海交通大學產業投資管理集團董事長 

曹兆敏 / 上海交通大學產業投資管理集團副總裁、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董事長 

杜松寧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總經理 

劉南楠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副總經理、上海交大技術轉移中心總經理 

郭作鵬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總經理助理 

俞靜穎 / 上海慧谷高科技創業中心主任助理 

祁海帝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辦公室主任 

陳史杰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創業服務部部長 

吳亦多 /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創業服務部副部長 

時間：104 年 12 月 2 日 下午 

地點：上海市徐匯區虹橋路 333 號一樓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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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構簡介： 

(一)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以下簡稱「上海交大科技園」）是 2001 年 5

月由科學技術部、教育部聯合命名的首批國家大學科技園之一，在 2012 年被

科學技術部、教育部認定為 A 類國家大學科技園，擁有兩個國家級科技企業

孵化器（上海慧谷高科技創業中心、浙江秀洲慧谷科技創業中心）和兩個上

海市科技企業孵化器（上海交大金橋科技園孵化器、上海新慧谷科技產業園

孵化器）。 

(二)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成立於2001年1月，是上海交大科技園的開發營運實體，

其三大主要業務是從事科技園區開發運營、科技成果轉化與科技企業培育、

科技產業投資。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作為上海市高新技術企業，擁有上海市

著名商標：「慧谷創業」。 

(三) 近年來，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陸續與上海周邊各省市地方政府共建科技園，

輸出其園區開發及服務模式。例如與浙江嘉興市政府共建上海交大嘉興科技

園，與浙江長興縣政府共建上海交大長興慧谷科技園等等。 

(四) 目前上海交大科技園已擁有上海交大科技園虹橋路、樂山路園區、上海慧谷

白貓科技園、上海上生慧谷生物科技園、上海新慧谷科技產業園、上海交大

嘉興科技園、上海慧山科技園、上海交大金橋科技園、常熟慧谷科技園、上

海交大長興慧谷科技園、上海交大常州科技園、上海交大杭州科技園等園區，

園區總面積已超過 30 萬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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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海交大科技園的組織架構、投資企業及關聯機構如下：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組織架構、投資企業及關聯機構 

資料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網，國研院科政中心繪製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助理暨上海交通大學產業投資管理集團董事長彭穎紅在會

議致詞中指出，上海交通大學在近十年的發展中，從理工特色大學演變為涵

蓋理、工、醫、經、管、文、法、農、藝術等九大學科的綜合性大學，長期

扮演學術界與工業界的橋樑角色。彭穎紅強調，中國大陸的一流大學都有自

己的產業，在產業發展方面，上海交通大學產業投資管理集團成立於 1998

年，目前集團轄下人員約 7500 人，資產已達 150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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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交大科技園公司總經理杜松寧在介紹公司營運整體概況之後，首先強調

上海交大科技園的定位是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採取的發展模式是「綜合創業

孵化」，主力品牌即是於 2011 年獲得「上海市著名商標」的「慧谷創業」。

在創新服務方面，目前即以「慧谷」品牌，針對創業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及其

員工提供一系列專業培訓活動，還提供金融服務與整合型導師團服務等等。

另外，近年來因應上海市周邊地區的服務需求，有許多地方政府希望與上海

交大科技園合作，但上海交大科技園相當謹慎，目前只有在上海、江蘇與浙

江建設園區載體，其他地區大部分還是採取輕量化服務的支持方式進行合作

（即以「輕資產」方式與各地方政府合作，園區用地由地方政府提供）。 

(三) 上海交大科技園運用上海交大的科技、人才、網絡、資訊和設備資源，針對

科技型企業不同階段的發展需求提供服務，其運作模式被譽為「慧谷模式」： 

1. 對於初創期企業，採用「聯絡員＋輔導員＋創業導師」服務體系； 

2. 對於成長期企業，採用「創業導師+專業孵化+天使投資」服務體系； 

3. 對於成熟期企業，採用「股權投資+訂製服務」服務體系。 

(四) 在大學生創業服務方面，上海交大科技園運用上海交大與外部相關資源建構

「創業教育」、「創業實踐」、「專業平台」、「校友資源」與「合作網絡」

鏈結的「上海交大創業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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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創業矩陣 

資料來源：上海交大科技園，國研院科政中心繪製 

(五) 對於如何縮減產學之間對於研發工作的認知落差，以及如何提高研發成果的

市場應用性等問題，杜松寧認為當前中國大陸高校對於創新績效的考核機制

與激勵措施仍不夠重視，而產業界則是往往缺乏能夠承接研發成果進而形成

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專業團隊。所以，杜松寧針對高校推動研發工作提出三點

值得思考的方向： 

1. 研究應該是「需求」與「興趣」的「兩輪驅動」，尋求其平衡。此外，

應強化以產品製造為方向，推動多元學科交叉的工程研究； 

2. 在研究過程中應耦合市場競爭要素； 

3. 針對不同性質的研發成果與企業需求，應建立多元化的技術轉移途徑。 

(六) 目前上海交大科技園在未來發展規劃上的主要方向有三： 

1. 在園區開發與服務模式的輸出方面，除了基本硬體設施建設之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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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是搭建新平台，希望提升效率與質量。考慮周邊地區的發展需求，

目前主要輸出地區在江蘇與浙江，未來的規劃是在華東地區進一步持續

拓展（亦即在江、浙之外，還包括山東、安徽、江西與福建等地區）。 

2. 2016 年(4 月 8 日)是上海交大建校 120 週年校慶，上海交大科技園將與校

友服務部門合作，進行校友資源挖掘工作，尤其是鏈結在外地園區的服

務資源。 

3. 強化投資功能，包括投資早期階段的基金，還有促進跨境交流的項目等。 

(七) 大學科技園與政府主導的科技園不同，主要是在理念方面，強調大學對社會

的經濟社會貢獻。對於上海交大，上海交大科技園的發展不僅是在激勵科技

成果向市場轉移，也影響到教師評價體系，不只是發表論文，而且突顯對於

科技成果轉化成效的重視。再者，也因為大學本身較為中性，在推動國際化

方面較為容易，而且還有大批海外校友資源可茲運用。 

(八) 上海交大科技園目前最主要的困難是在人才團隊建設方面，不論是園區開發

或服務輸出，其工作都涉及到基礎建設、政府關係與項目引進等等，也就是

除了兼顧軟、硬體建設之外，還需要有優秀的管理人才。隨著上海交大科技

園近年來各分園的擴張，人才短缺的問題已經相當嚴峻。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上海交大科技園是中國大陸首批國家大學科技園之一，是上海交大推動校內

科技成果轉化與外部產業連結的重要平台。運用上海交大的豐富資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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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科技園的發展與運作模式被譽為「慧谷模式」，針對科技型企業不同階

段的發展需求提供服務，以對初創期企業的「聯絡員＋輔導員＋創業導師」

服務為基礎，對成長期與成熟期企業再結合天使投資、股權投資與專屬訂製

服務。2011 年，「慧谷創業」成為上海市著名商標，上海交大科技園透過「慧

谷」品牌，目前正在拓展其服務範疇，包括創業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及其員工

的專業培訓活動，還有金融服務與整合型導師團服務等等。 

(二) 上海交大本身的學科研究與發展是上海交大科技園發展的泉源，所以在上海

交大科技園的發展過程中，也反饋對上海交大學科研究與發展的影響，包括

促進多元學科交叉的跨領域研究，在教師評價體系方面重視科技成果轉化的

成效，以及針對不同性質的研發成果與企業需求建立多元化的技術轉移途徑

等等。 

(三) 從上海交大科技園的發展來看，可以瞭解其創業育成模式不僅在育苗及初創

期的「從 0 到 1」，更積極拓展「從 1 到 100」階段的投資、融資與企業發展

相關的培訓服務。另外，在園區開發及服務模式的輸出方面，上海交大科技

園已經在上海、江蘇與浙江等地區擴展分園，也就是以其創業服務為基礎，

選擇適合搭配的地區，打造以上海為核心的生產基地網絡。然而，隨著分園

擴張，人才短缺已成為上海交大科技園面臨的主要困難。也就是說，從聯絡

員到輔導員，乃至結合創業導師與服務輸出的人才培育與團隊建設模式必須

要尋求突破與創新。因此，建議我國在借鏡上海交大科技園的發展與服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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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際，除了資金資源的引導之外，在創業服務的全過程中，不論是「從 0

到 1」或「從 1 到 100」的階段，都必須重視專業人才的引進與培育，更進一

步發展專業服務團隊。 

 

團隊成員與上海交大科技園代表座談交流 

 

上海交大科技園總經理杜松寧向次長陳德新介紹大學生創業基地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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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 

主要洽談人／職務： 

張建良 / 總經理助理 

馬夕多/ 國際資源營運經理 

隆 婷/ 國際合作專員 

時間：104 年 12 月 3 日 上午  

地點：上海市楊浦區國定路 3335 號 

一、 機構簡介：  

(一) 楊浦科技創業中心發展起源於「火炬計畫」，並在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陳

至立考察美國矽谷時，看到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與科技企業的發展以後，思考

上海應該運用高校優勢建立高新技術企業的孵化(即育成)基地。1997年8月，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正式成立，當時實際資本到位約 254 萬元，有 4,000

平方公尺左右的廠房面積。未來楊浦科技創業中心的發展有「雙百」目標：

一是資產達到百億元規模(目前已超過 10 億元)，二是孵化服務面積達百萬平

方公尺。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定位為中國大陸的國家級高新技術創業服務



                                             

37 
 

中心、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台、上海市高新技術企業。楊浦創業中

心提供創新創業系列服務，包括創業導師、市場拓展、融資、人力資源、專

案申報、專業技術、國際化等全套創新服務。 

(二)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地處於高校學研資源與人才聚集地，發展主軸分別是

從硬體設施建設、服務內容提升到創業投資的發展導入；而楊浦科技創業中

心本身也從國家事業單位編制轉型為有限公司的運作形式，結合校區、社區

與園區的聯動發展，對於政策扶持與市場化運作的結合是中國大陸最具代表

性的創業孵化模式之一。 

(三) 其股東結構包括上海市科學委員會、上海市楊浦區政府與復旦大學，是上海

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直屬的非盈利的社會公益性科技事業服務機構，也是國家

科技部批准的國家級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中心直接投資建設了「楊浦」、

「慧谷」、「科匯」與「積體電路設計」等 10 多個科技企業孵化器，初步形

成了覆蓋全市的孵化服務體系，推動上海的科技企業孵化器逐步向專業化、

規範化和國際化方向邁進。 

(四) 按照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的戰略發展目標，透過整合資源，輸出資本、服

務及管理等形式，先後投資復旦科技園創業中心、上海臨港海洋科技創業中

心、上海財經大學科技園、上海電力科技園、上海同濟科技園孵化器、上海

新華文化創新科技園、上海中圖文化創意產業園等一批具有產業化特色的科

技園區和孵化器，逐漸形成集團化管理體系，建設以聯絡員制度為核心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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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團隊。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楊浦科技創業中心的目標在於培育高新技術企業，在 2009 年上海楊浦科技創

業中心完成全中國大陸第一家由孵化器建立的企業加速器；成立第一家由孵

化器作為主發起人的小額貸款公司；2010 年成立由科技部引導基金參股的創

業投資基金，成為中國大陸首家擁有融資、貸款和投資功能的企業孵化器，

兼具「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一脈相承的創業輔導體系，並建立

起以「聯絡員 +輔導員 + 創業導師 + 高級顧問」為核心的創新服務體系，

被譽為「楊浦模式」。 

(二) 中國一級政府在十三五規劃中將上海發展定位為開展「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

楊浦科技創業中心扣合中央政策，依託上海國際化與自貿區的優勢來開展國

際化之科技創業。然而現階段而言，楊浦地區的創業活動的國際鏈結程度尚

未像北京中關村那麼高，楊浦科技創業中心認為應該需要先將當地的創業生

態建立，再進一步推向國際。 

(三) 楊浦科技創業中心設立的大學生創業服務平台，依託復旦科技園創業中心的

品牌優勢，以高校結合孵化器的形式營運大學創業示範園，楊浦科技創業中

心主要提供所謂的「創業沃土」與創業「第一桶金」。其整體孵化體系包括： 

1. 創業苗圃：以 3-6 個月的時程協助已經具有創業基礎、具備創業項目的大

學生，加速創業項目的商品化進程，使創業項目能從無形的想法階段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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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行銷與公司化的階段。 

2. 孵化器：通過多層級的創業輔導制度，協助團隊鞏固創業成果，以進一步

促進和提高大學生市場化運作能力以及企業運作的實務能力，藉此提高創

業的穩定度和存活機率。此階段的輔導投入時程原則上不超過 2 年。 

3. 加速器：針對創新能力強、發展潛力高、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的優秀大

學生創業企業，在加速器階段投入專業化及高端優勢資源配置，例如資本

媒合、市場營銷拓展、健全企業管理、產品研發應用、高階技術成果轉化、

人力資源解決方案等，推動企業高速成長。加速時程不超過 2 年。 

(四) 有鑑於創新創業活動需要貼近市場，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在經營上偏向民營化，

也就是以獲利為導向，並在管理上盡量避免政府派人介入。上海楊浦區政府

的角色是提供土地與建設者，不介入投融資的決策。 

(五) 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強調運轉出「社會價值」。基本上中心的收入來自於房產

租金、服務收入、資金貸款等，然而楊浦科技創業中心認為其客戶為「政府」

或「國家」，而非「創業者」，因此在商業模式的設計上，並不將創業者視

為中心賺取收入的對象，而是透過服務這些創業者，帶給政府或國家整體創

新的社會價值，包括就業、稅收、商業氛圍的提升，其思維為以商業手法達

到社會效益。 

(六) 為了提供完善的創業輔導環境，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已建立了黨建文化服務平

台、法務諮詢服務平台、國際孵化服務平台、環保專業孵化平台、科技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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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人力資源服務平台、市場拓展服務平台、投融資服務平台、項目

申報服務平台、知識產權服務平台、專業培訓服務平台、創意產品實驗試製

平台等作為創業輔導的配套措施。 

三、心得與建議： 

(一) 建構完整、完善的配套平台與創業投資基金：新創事業從萌芽乃至於在市場

上開花結果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且通常成功路徑無法複製，楊浦科技創業中

心的作法是以多元平台與穩定資金建構出生態體系，以利上海市的創業活動

能在一個最小限制的環境中開展，自行找到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資源組合。目

前上海處在經濟發展高度開發的階段，無論是對資金或人才都形成了強大的

吸引力，需要有效的新創資源集散平台，以提供新創事業最即時的協助。 

(二) 運用高校創新創業能量，聚焦於特定區域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隨著上海

市的經濟持續成長，吸引了來自於全球的人才集聚，也凝聚出一股強大的創

新動能，上海市在策劃市內科技園與新創基地時，往往會運用區內的大學作

為營運的核心；以楊浦科技創業中心而言，除了本身的創業輔導資源以外，

上海市政府在同一棟大樓當中也同時設立了國家技術移轉東部中心，利用高

校的創新創業能量，一方面從內部將學研成果往市場推進，另一方面以高校

的知識資產服務高校周邊的企業和廠商，這樣的作法有效率地使資源在一個

小區域內到位，進一步吸引了人才、資金、技術及市場，加大上海創業家所

能施展的空間以及能夠槓桿操作的資源，有效率地催化蘊含在地的高校創新



                                             

41 
 

能量走向商業化與市場化，進而提升當地經濟效益。 

(三) 強化國際鏈結，擴大上海新創事業開花結果的場域：創新創業的成果需要市

場的支援，楊浦科技創業中心近年來也積極與芬蘭、美國矽谷等地建立雙邊

合作關係，此外也與美國高校談妥建構學研成果資料庫，提供上海市有技術

需求的新創事業可以在國際搜尋潛在的技術合作夥伴。 

團隊成員與楊浦科技創業中心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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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與楊浦科技創業中心成員於其新落成據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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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 

主要洽談人／職務： 

劉建峰 / 中心副主任 

張佳卿 / 信息平台負責人 

時間：104 年 12 月 3 日 下午  

地點： 上海市楊浦區國定東路 200 號 

一、 機構簡介：  

(一) 在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的

目標之下，由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楊浦區人民政府共同建設了中

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佔地共 11.48 萬平方公尺，整座基地總計

有五棟實訓樓作為上海地區各類創業活動的發展據點與試製空間。 

(二) 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建有創業產品實驗試製平台，領域聚焦於創

意產品、資訊技術、電工電子等，其試製平台協助創業者降低產品的開發成

本，縮短開發週期，並引進全球模擬公司創業實訓技術，提供進駐者相關的

創業能力實訓。此外，該基地並建有創業公共服務平台，提供專家諮詢、商

http://116.228.156.44/cpsyszpt/cycpsyszpt/cycp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cycpsyszpt/cycp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xxjssyszpt/xxjs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dgdzsyszpt/dgdz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ynlsxpt/cynlsxpt.shtml
http://116.228.156.44/cysx/cyggfwpt/cyggfwp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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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媒合等八大專業服務；其中，職業技能實訓平台為高技能人才培養提

供實訓環境，國際培訓平台則集聚國際先進培訓項目和提供證書認證。 

(三) 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位於上海市楊浦區，是國家重點高校、重點

實驗室、科技園區、創新創業企業的集聚區，亦是大學校區、科技園區、公

共社區「三區融合、聯動發展」的核心實踐區，目前正進入「集聚人才、自

主創新」的新階段。楊浦區 2010 年 2 月榮獲「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市」的殊榮。 

(四) 充分利用楊浦區高校集中、科技力量集聚的優勢，構建社會化創業培訓體系。

通過「三區融合、聯動發展」的模式，提升廣大創業者的創業能力和創業成

功率，努力推動上海「一人創業，多人就業」的積極就業模式，促進全市高

技能人才培養，適應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二、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共有五棟樓，作為支撐有創業需求者的支援

體系。其功能分述如下： 

1. 一號樓： 為一棟 22 層樓建築，其中，第一層作為展示大廳，提供各類創

業成果展示。3 至 12 層是產品技術試驗試製平台，分別提供創意產品、

資訊技術以及電工電子等領域的創業團隊所需的場地和設備，包括 3D 列

印設備、影音攝影棚、錄音室、動畫後製室、3D 顯影設備等。一號樓並

包含國際培訓基地，引進國際知名的培訓項目和提供證書認證，旨在提

高上海全市相關行業整體技能水準。21 至 22 層的多功能會議廳，為創業

http://116.228.156.44/yjgjpxpt/yjgjpx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cycpsyszpt/cycp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xxjssyszpt/xxjssyszpt.shtml
http://116.228.156.44/cpsyszpt/dgdzsyszpt/dgdzsyszp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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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活動舉辦場地。 

2. 二號樓：主要作為餐廳與創業能力培育場域，為創業者營造真實的創業

氛圍，提高創業知識的應用能力。 

3. 三號樓：1-3 層是李開復創立之創新工場的上海據點，為上海創業者提供

全方位的創業輔導孵化服務。4-5 層樓作為會展場所。 

4. 四號樓：整棟樓作為大學生創業示範園的場域，採用「創業導師+專門孵

化+資金集成」的服務模式。 

5. 五號樓：最主要作為提供創業金融服務的據點，包括提供天使引導、貸

款、創業孵化、融資擔保、創投等功能。 

(二) 試製平台：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共設有創意產品試製平台、信息

技術試製平台、電工電子試製平台三大試製中心，其設備品質高且齊全，佔

地廣，可同時容納幾十個團隊同時使用。在技術支援之外，亦配套提供工商

註冊、政策引導、技術交流、融資平台、產品展示等服務，以及成功案例推

薦、專家指導、專案策劃等增值服務。 

1. 創意產品試製平台：以科技創意為重點，以創意產品試製為物件，透過

創意人才實訓建設、創意產品試製設備建設、創意產品試製環境建設等，

為正在創業或有創業意願的青年大學生、社會創業人員提供創意創新能

力提升。整個平台包含平面試製區、立體試製區、交互試製區、集體渲

染區、美編試製區、虛擬演播室六大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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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技術試製平台：以提供資訊技術創業者進行創新驗證為重點，平台

內設有嵌入式系統開發、軟體評測、數位內容與多媒體、網路集成與調

試的試製資源。 

3. 電工電子試製平台：著重提供電工電子技術的試製資源，包括自動控制

技術、傳動與運動技術、無線及通訊技術及能源開發技術等專業方向的

創業者。平台設計規劃可以同時容納約 20 個創業團隊以及 100 個創業成

員入駐。通過提供技術環境，幫助創業人員降低初期成本；同時提供必

要的技術諮詢服務，引導創業者正確的把握市場，最終協助他們將創業

產品推向市場。 

(三) 未來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將在其所在地的對街區塊進行開發，建

設上海的「創業一條街」，提供更豐富、更有生命力的創業空間讓上海生態

體系的主要參與者能夠在其中交流互動，轉動出更大的創業能耐。 

三、心得與建議： 

(一) 提供有系統且完整的試製設備與空間：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提供

了非常完整的創意產品、信息技術、電工電子方面的試製設備，共有 9 個樓

層的試製場域(而且持續擴充當中)，例如層級不同的 3D 列印機器、雷射製模

器，讓新創事業能夠把想法，透過多樣的儀器設施將之實現，得以提供產品

雛形給投資者參考，提升溝通的效率。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並有

完整的攝影與錄影棚、人機互動的實驗場域等，參訪當天進駐團隊積極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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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成果，呈現一種蓬勃發展的創新創業氛圍。我國目前也開始積極在從事試

製空間的媒合與建置工作，可以參考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將重要

資源集中於一地，建構出完整的試製資源體系/環境，做為吸引新創團隊進駐

的誘因，進而吸引其他服務的廠商前來，逐步形成創業群聚。 

(二) 政策提供資源，放手讓年輕創業家做主：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共

有五棟樓，是中國政府出資建構的場域，但是空間經營的主導者是青年創業

家；藉由這些青年族群，政府在實行政策時能夠更加貼近實際創業者的需求，

其經營形態也較為靈活，並且在基地中舉行多樣能夠促進創業團隊互相交流

的競賽與活動，活絡了整個環境的創業氛圍。 

團隊成員聆聽中國(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導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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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長陳德新體驗試製區立體顯像電視 

團隊成員與(上海)創業者公共實訓基地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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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主要洽談人／職務： 

侯  勁 /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專職副主任 

龔  靜 /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協調服務處高級 CTO 

時間：104 年 12 月 4 日 上午  

地點：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東路 1387 號 34-304 

一、 機構簡介：  

(一) 1991 年 3 月，上海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成為首批國家高新區之一，而張江

高科技園區是成立於 1992 年 7 月。1992 年 11 月成立「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納入張江高科技園區及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隨著園區範圍的

擴展，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於 2006 年更名為「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

業開發區」（簡稱「張江高新區」）。2011 年 1 月，國務院批准建設「上海

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直到 2014 年已成為「一區二十二園」的發展格

局，包括：張江高科技園區、漕河涇園、閘北園、青浦園、嘉定園、金橋園、

楊浦園、徐匯園、長寧園、虹口園、松江園、閔行（莘莊）園、普陀園、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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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園、金山園、崇明園、臨港園、陸家嘴園、寶山園、黃浦園、靜安園與世

博園。目前，「大張江」指的是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一區二十

二園」再加上紫竹高新區；而「小張江」是指張江高科技園區，又稱「張江

核心園」，包括張江核心區、康橋工業區及上海國際醫學園區。 

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一區二十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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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管理機制如下圖所示： 

 

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管理機制 

資料來源：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繪製 

(三)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張江高新區管委會」）

是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主要職責包括： 

1. 加強對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戰略研

究和統籌引導；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擬訂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

展規劃；組織編製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總體發展戰略和規劃、

年度工作計畫；會同有關部門進行市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設立與區域

調整的規劃與報批，組織上海市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區域調整的

申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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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同上海市有關部門協調聯繫國務院有關部委，推動重大政策、項目在

園區內實施；協調推進股權激勵、科技金融、財稅政策等先行先試改革

試點和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才特區建設。 

3. 協調上海市有關部門、區縣和相關機構落實推進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工作；協調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

展、文化科技融合示範基地建設、公共創新資源配置、資訊共享平台和

生態環境建設。 

4. 協調指導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各分園的建設和業務工作；幫助

園區和企業解決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問題；協調促進關鍵機構、龍頭企業、

重大項目的引進和發展。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專職副主任侯勁介紹張江國家自

主創新示範區（以下簡稱「張江示範區」）的發展概況。2014 年整體營業收

入達 3 兆 4,355 億元人民幣，淨利潤達 2,366 億元人民幣；外資和港澳台資企

業約有 7,300 家，包括 310 家《財星》世界 500 強企業。在科技研發方面，

侯勁強調由外資設立的研發中心有 253 家，也提到有針對海歸人才回國發展

意願的相關調查指出，有意願到北京中關村及上海張江發展的海歸人才各約

45％，剩下的 10％則是想到深圳發展。 

(二) 上海正在推動加快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侯勁指出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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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定位已經超越「產業基地」的發展範疇，張江示範區也已經提出《推進

具有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總體行動計畫（2015-2020 年）》。 

(三) 對於張江示範區的發展，侯勁指出最重要的無非是人才與資金的結合。為了

吸引海內外優秀人才，對海外人才降低永久居留證申辦條件，對國內人才則

是透過居住證轉戶口方式，吸引符合規定條件者落戶上海。對於人才的認定，

侯勁強調過去太過重視學歷，現在則是從薪資與納稅的情況來看，也就是透

過市場機制來看人才的認定。在資金方面，主要是推動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

包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動設立「戰略新興板」，在上海股權託管交易中心

推動設立服務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的「科技創新板」，並探索設立「張江科技

銀行」，針對創新創業人才、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科技園區，提供有關技術

研發、中試、孵化、科技服務等方面創新的科技金融服務產品與業務模式。 

(四) 在推動張江示範區與「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聯動發展（簡稱「雙

自聯動」）方面，主要目標是探索制度創新，結合推動城市更新，打造創新

的科技城。其中，制度創新更結合重點產業的發展需求，例如在積體電路方

面，對經認定的積體電路設計、生產、封裝測試企業實行全程產業鏈的電子

圍網保稅監管模式；在生物醫藥方面，推動海關通關協作，建設入境生物醫

藥材料通關便利化綜合查驗平台。這些措施的共通點都是透過海關改革，為

企業降低財務成本。 

(五) 在體制機制改革方面的主要方針是放權，張江示範區二十二個分園的事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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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審批，而 張江高新區管委會的主要工作是促進協調、交流與搭建合作平

台。例如資助在上海辦理重要展會，就等於是在自家門口搭建平台，讓企業

不用出門就有全球交流與合作的大平台。 

(六) 部分交流、合作由行業協會去做的效果會更好，不需要政府本身來做，所以

張江高新區管委會也推動健全社會組織的參與體系。例如，去年在張江高新

區管委會的指導下，由上海市創業投資行業協會、上海市科技企業聯合會、

上海市創業投資行業協會、上海市金融業聯合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上海

國際股權投資基金協會、上海市科學技術研究所協會、上海小額貸款公司協

會、上海市租賃行業協會、上海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會、上海科技企業孵化器

協會等相關行業的社會組織聯合發起成立「張江科技金融服務聯盟」，主要

目的是加強資訊溝通和經驗交流，建立科技金融合作網絡，以作為推動科技

金融改革創新的工作基礎。不過，當前運用社會組織的主要問題在於，這些

行業協會多半還是有半官方的性質，由政府主管，以及退休人員或政府人員

兼任職務的情況，未來將尋求與政府脫鉤，讓社會組織能夠發揮更好的功能。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透過此次參訪，首先釐清的是涉及上海張江的相關園區概念及其範疇。其中，

上海市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即張江高新區）於 2011 年經國務院批准建

設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其涵蓋範圍直到 2014 年已成為「一區二十

二園」，再加上紫竹高新區即合稱為「大張江」，而作為張江示範區核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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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張江高科技園區則是稱為「小張江」。此次參訪的張江高新區管委會作為

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機構，其職責除了研擬整體的發展規劃之外，主要是促進

各分園的協調、交流與搭建合作平台，而實際的開發與營運主體仍是各分園

管委會。也就是說，張江高新區管委會與各分園管委會之間並不是上、下級

關係，張江高新區管委會本身扮演的是協調、交流與服務的角色。 

(二) 張江高新區涵蓋範圍的持續擴展，加上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招牌，主

要是在擴大整體規模，並形塑「上海張江」的科技園區發展品牌，在中國大

陸與北京中關村並列，有利於爭取政策支持，並獲取相關資源優勢。現在，

除了張江示範區「建設世界一流科技園區」的目標之外，結合上海推動建設

科技創新中心，乃至推動與「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聯動發展等

方針，使其政策規劃與制度創新在空間上更加開闊，在時間上也顯得是更加

緊迫。在此次參訪中，瞭解到其政策規劃與體制機制的改革措施，主要聚焦

在人才與資金方面，並針對重點產業的發展需求推進制度創新。 

(三) 因此，對於促進我方未來與張江示範區及各分園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首要應

釐清交流與合作的具體標的與交涉對象。例如，在參與面向全球的重要展會

方面，張江高新區管委會是主要的資助單位之一；不過，對於促進產業發展

的交流與合作機會，主要交涉對象可能就是各分園管委會，而非張江高新區

管委會。此外，在政策規劃的研究方面，張江示範區推動的各項先行先試政

策措施即是適合的研究與參照對象，乃至可依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各分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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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規劃。 

 

張江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侯勁向團隊成員介紹張江示範區發展情況 

 

次長陳德新向張江高新區管委會代表介紹我方發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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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及上海育成生物科技園 

前往國家／地區：中國大陸/上海市 

拜訪機構名稱：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上海育成生物科技園 

主要洽談人／職務： 

賈增強/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 副主任 

陳泳翰/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 高速運算研發實驗室主任 

劉斌/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 項目經理 

唐錚/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 科技合作處 處長 

時間：104 年 12 月 4 日 下午 

地點：上海市嘉定區回成南路 1883 弄 2 號 

一、 機構簡介：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 

(一) 嘉定被譽為上海的科學城，轄區內有 10 餘家科研院所彙集，為中國的科學事

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嘉定更是成為「汽車城」，是中

國重要的汽車工業彙集地。奠基於汽車產業的技術，嘉定區近年來匯集了機

械、動力、高速運算、先進材料等技術人才匯集，嘉定區現今被中國官方定

位為新興高科技產業的重點發展區域。有鑑於此，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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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共同組建了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

2010 年，嘉定區政府和中科院深圳先進院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依託雙方的

互補優勢，推動區域的產業升級，並為實驗室研究走向市場創造有利條件。

其主要使命包括： 

1. 推動產學研合作，幫助中國科學院各院所、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成果產

業化；目前已經建立了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車輕量化部件等中間試製型

產品實驗室。 

2. 促進地區經濟產業升級。依託嘉定區優勢，該中心確立了三個產業扶持

發展方向：1. 新能源新材料 2.互聯網物聯網 3.生物和醫療技術設備；為

相關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提供孵化育成服務，在政策、稅收、場地、技

術等方面提供支持。 

3. 建立公共技術平台，使中科院的技術優勢服務於企業，減少中小企業的

研發成本；目前已經建立了先進工業設計(CAE)中心、新型汽車部件結構

設計實驗室等服務型機構。 

(二) 在中國各級政府資源有系統的挹注之下，嘉定育成中心正在迅速發展。成立

以來，提升了珠三角、長三角，乃至全國之間的技術、人員、資金的流動互

補，入駐企業、項目也都蓬勃發展。 

Bio-Cube 育成生物科技園 

(一) 上海育成生物科技園是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依託於嘉定工業區，



                                             

59 
 

與企業共組的一個專業型的生物公共技術服務平台，全力打造嘉定區生物醫

藥產業基地新型孵化模式。2014 年育成生物園啟動一期建設，籌建該平台，

面積約 3,000 平方公尺，現已有 13 家企業入駐。 

(二) 2015 年 7 月開始籌備二期的建設和招商，面積約 5,540 平方公尺，至 2015

年 10 月已招商 90%。育成生物科技園計劃在未來的幾年將該園區發展成為具

有標誌性的生物醫療產業園區。目前該平台擁有分子模組，細胞模組，病毒

包裝模組，代謝組學模組和科研外包綜合性服務模組等。這些模組都具有高

素質的科研團隊和創新能力，大部分都由海歸優秀人才具體運營。隨著嘉定

育成生物園區的不斷發展，已陸續引進其他模組，如醫療器械代加工，診斷

試劑代加工等。 

二、 訪談重點紀錄： 

(一) 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公共服務平台強調聯合開放、資源分享的

特點，其中有多個研發平台支援新興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包括科學院計算支

撐平台，互聯網實驗支撐平台，新材料研究支撐平台，新能源汽車研究平台

等。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科技支撐和技術服務，協助嘉定區建立、

建成現代化科技創新產業體系，並成為上海及長三角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

科技創新產業基地。 

(二) 本次參訪參觀了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三個重要實驗室： 

1. 中科院燃燒性能實驗室：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新能源被列入戰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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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綱要著重提出大力發展風電技術裝備業。預測到 2020 年，中

國風電裝機將達到 2.48 億千瓦。風電葉片原材料領域存在著巨大的潛在

市場。上海嘉定先進技術創新與育成中心利用產品研發業已形成的先進

試驗室體系、精密的材料解析能力和高端專業技術研究人員等方面的優

勢，有針對性進行反覆試驗。最終在試驗結果反復分析調試的情況下，

研發出在最優成本下的高品質、高性能的葉片樹脂材料產品。 

2. 先進汽車系統結構實驗室:主要從事整車佈置設計、動力性能匹配設計、

關鍵零部件設計與優化、車身設計、底盤動力學設計與優化以及汽車電

子等方面的開發研究。目前已完成了新型碳纖維電動汽車的整車造型設

計及內外車身結構設計、碳纖維件的靜態模態測試分析等；此外，因應

中國城市空汙問題，電動車的持續改良進化也是實驗室的重要課題，探

索新一代輕量化電動汽車研發技術，針對嘉定汽車城及長三角區域的整

車及零配件產業集中的區域特色，努力建立一個為汽車研發提供服務的

產學研實驗基地，提高上海地區的汽車企業對於未來產品的自主研發能

力。 

3. 智能紫外線監控消毒實驗室：因應中國在經濟發展之下所衍生的諸多環

境損害，開發空汙監測系統，建置於其中的智慧系統現在已經能夠初步

提供簡單的環境調整解決方案。 

(三) Bio-Cube：為了維持上海嘉定區的生物科技發展動能，特別劃分了一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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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生物科技育成，目前已完成一棟樓的建設，並開始引進廠商，特別聘請

英國劍橋留學歸國的生物醫學博士來主持 Bio-Cube。目前已經建置分子模組

實驗室、代謝組學模組實驗室、公共實驗室、科研外包綜合性服務實驗室、

細胞膜組實驗室、病毒包裝模組實驗室等，並在持續擴充當中。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善用在地研發技術特色，開發未來創新優勢：上海嘉定區以汽車產業起家，

長期以來已經累積出深厚的汽車技術開發的能量，目前正因應中國一二線城

市主要產生的空汙問題，積極開發新能源替代方案、電動車改良、環境消毒

監控系統以及新材料的應用等，讓過去累積的實力持續為嘉定的產業發展帶

來優勢。借鑑上海嘉定，我國各區域有其擅長的產業發展強項，應該更積極

思索在地環境或是全球市場在未來存在什麼樣的問題需要解決、未來的人類

生活需求何在，在地優勢又能提供什麼樣的解決方案，才能持續轉動出經濟

成長的動力。 

(二) 積極延攬海歸派人才，引進國際最新技術與技術合作人脈網絡：參訪Bio-Cube

生物育成基地時，訪談者強調中心的營運管理者皆為海歸派的中國人，中國

官方積極提供各項資源與誘因吸引留學海外的優秀人才回國服務，並大方給

予舞台，運用這樣的方式，讓國際頂尖的生物技術可以有機會在中國落地生

根並發揚光大；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海歸派人士，中國的生物醫學研發工作

也可以更輕易地與國際接軌並形成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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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中科院燃燒性能實驗室聽取研發概念 

參觀 Bio-Cube 各實驗室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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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考察上海地區各相關機構的訪查成果非常豐碩，主要參訪心得與

建議，綜整成以下四點心得及三項建議，分列如下： 

(一) 上海加強推動吸引海內外的人才措施，積極建構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採取願景導向的規劃及整體創新生態系統的建構，推動上海成為全球科創中心，

特別強調吸引海內外人才的措施。人才在知識經濟時代對於國家競爭力扮演關

鍵角色，上海不僅致力於建立吸引人才的事業發展機會與相關平台，並且建構

友善、舒適及安全的生活環境，吸引人才在上海生活。例如，張江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的建設本身就是在提供人才事業發展的平台；紫竹國家高新園區在工

作空間之外，建構遊憩娛樂的生活空間。上海市科委也強調要提供生活配套及

細緻親切服務，為人才解決各種困難問題，才能有效吸引海內外人才到上海。 

(二) 建立「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創新創業輔導體系：從上海交大科技園及

上海楊浦科技創業中心提供的服務來看，不論是「慧谷模式」或「楊浦模式」，

都是以「聯絡員+輔導員+創業導師」的服務模式為基礎，再結合其它創業資源

及平台服務，不僅是從育苗及初創期的「從 0 到 1」，更積極拓展「從 1 到 100」

階段的投資、融資與企業發展相關服務。此外，以創業服務為基礎，創業服務

能量的進一步拓展，結合園區開發與服務的輸出，選擇上海周邊適合搭配的地

區合作，打造以上海為核心的創新創業與「創新中心－生產基地」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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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園區與區域結合共同發展：為了建設具特色的科技創新群聚，目前上

海科技園區整體的轉型方向是「聚焦」，不是「增大」，主要提升園區的效率

與附加價值，將效率相對較低的產業向外轉移，策略性地引進能夠承擔高商務

成本、效率較高的產業。例如加快推動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推動園區開

發管理模式轉型，並聚焦張江核心區、紫竹、楊浦、漕河涇、嘉定、臨港等重

點區域，發揮區域產業的優勢及結合城市發展，推動打造創新要素集聚、綜合

服務功能強、適宜創新創業的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區。 

(四) 強化學研成果轉化的成果：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上海以「給權益、給

方便、給基金、給身分」等原則，鼓勵大學研究人員進行學研成果轉化，例如

「給權益」包括科技成果轉化的利益不用上繳，由研究團隊及其所屬的大學或

研究機構共同分享。此措施應可有效激勵研究人員，並提升大陸科研成果產業

化的速度。此外，「給身份」不僅鼓勵大學教師創業，還包括對於從事科技成

果轉化的人員制定相對應的績效評價標準，以及鼓勵大學設置科技成果轉化崗

位，允許企業人才到大學兼職等等。 

 

經過此次參訪考察，提出以下三項建議： 

(一) 完備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建構：依據矽谷經驗，5 年內新創事業存活率小

於 5％，顯示成立新創事業並不難，主要瓶頸是如何存活及成長。我國在「從

0 到 1」(創業團隊成為新創事業)的輔導方面，目前已投入相對豐富且完備的資

源，未來應強化「從 1 到 100」階段(新創事業營運的成長)的輔導體系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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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尤其是重視專業人才的引進與培育，促進發展專業的服務團隊。 

(二) 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應結合強化區域創新發展：科學園區發展與區域創新發

展的結合已是國際趨勢，上海張江高新區推動一區多園，各個園區都結合所在

區域特色共同發展。我國科學園區在結合區域創新發展方面，可行的方式包括

建立科技創新應用的生活試驗場域、科學園區與大學針對研發成果合作以共同

推動產業化，以及促進科學園區重點產業和大學共同形成夥伴關係，進行前瞻

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等。 

(三) 兩岸交流合作的潛力方向：人口老化為兩岸共同面臨的議題，未來因應老

年人口增加，在生技醫藥及醫療器材的需求應有兩岸共同合作發展的空間，亦

可考慮是否能透過科學園區建立交流與合作平台，協助相關領域企業、大學及

研發專業人才共同交流，加快研發成果商品化與產業化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