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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加強連結臺灣與美國之高科技產業投資網絡，及進一步瞭解政府去(104)年加強

鏈結矽谷計畫在美推動成果，並協助我創投與新創業者拓展相關投資機會，行政院張

副院長善政於本 (10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率領國發會、科技部、經濟部工業局及國

發基金等相關部會及高科技業者代表，赴美國矽谷地區進行參訪交流，除辦理臺灣矽

谷投資座談、視察「臺灣創新創業中心」及與選送赴美的新創團隊座談，並參訪史丹

福大學及與當地創投代表互動。 

本次張副院長率團赴美，創下數十年來我行政院副院長層級官員訪美之先例，為

臺美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行程重點聚焦於臺矽新創連結，以及科技政策與產業發

展之經驗交流，對於未來臺美經貿關係發展及創新創業國際鏈結之推動具有相當正面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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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美國矽谷是全球新創事業孕育、成長及茁壯的典範，矽谷當地具有活躍的天使投

資人、各類型加速器、創投基金與全球頂尖科技產業聚落，及以史丹佛大學為樞紐的

各國優秀人才、產學研網絡和多樣化的創業鼓勵措施，各項要素齊備，從而孕育了新

創事業蓬勃發展的環境。全球科技強權如以色列等國家，均積極借鏡其創業生態環境，

打造具該國特色的創新系統。 

我國資通訊與半導體相關產業在全球產業生態鏈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創投活

動在 80-90 年代亦有僅次於美國排名全球第二的輝煌成果；為促進臺灣與矽谷之人才、

技術及資金鏈結，建立臺灣與矽谷長期夥伴關係，政府除設立臺灣創新創業中心、打

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臺灣新創競技場)等機構，協助臺灣新創團隊與美國矽谷建立鏈結；

另同時投注資金，借重創投業者的專業能力，投資臺灣與美國矽谷相關新創事業。 

為加強推動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促進臺矽新創深度合作，強化我新創國際鏈結，

由行政院張副院長善政率領相關部會，包括行政院副院長室主任林廣宏、國家發展委

員會副主委林桓、產業發展處處長詹方冠、科員林蕙薰、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司

長邱求慧、科員高鴻文、經濟部工業局主任秘書游振偉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副執行秘書蘇來守、副研究員潘朝舉等人，以及華碩、和碩、台達電、宏碁等科技業

者代表，於 105 年 1 月 10 日至 1月 14 日赴美國矽谷進行創新創業交流參訪，行程內容

包含視察臺灣創新創業中心(TIEC)、辦理臺灣矽谷投資座談，並與矽谷新創家、創投等

進行交流座談等。本次參訪目的如下： 

1. 辦理臺灣矽谷投資座談，盤點矽谷創業投資策略，協助我創投與新創業者拓展相

關投資機會，強化臺美創新創業之連結及高科技產業投資網絡。 

2. 透過企業參訪，掌握美國矽谷科技發展趨勢及未來展望，並瞭解公司對於創投公

司之期待，以作為未來與創投合作方式之參考。 

3. 經由視察臺灣創新創業中心，瞭解我國政府去年加強鏈結矽谷計畫的推動成果，

並與當地臺灣相關新創企業交流，傾聽新創業者意見，作為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4. 瞭解美國矽谷創投公司對於以投資方式促進臺灣矽谷鏈結之構想及規劃，對於我

國具發展潛力產業及我國新創事業環境看法，以及未來投資方向及所能提供加值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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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表 1  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地點 

1/10(日) 23:30-18:30 臺北搭機至舊金山 

1/11(一) 10:00-11:30 視察 TIEC 並與臺灣新創團隊座談 

 11:45-13:30 與 SVT Angels 及創投先進座談會 

 14:00-15:00 參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15:30-16:30 參訪 Stanford University 尖端研發 

 18:30-20:30 產業座談會 

1/12(二) 10:00-13:00 臺灣矽谷投資座談 

(Taiwan Silicon Valley Investment Symposium) 

 13:45-14:30 參訪 H&QAP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GIC) 

 15:00-17:00 臺美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交流 

1/13(三) 00:05 搭機返臺 

1/14(四) 05:55 抵達臺北 

 

1 月 13 日張副院長及部分訪團成員結束交流參訪行程搭機返臺，科技部邱求慧司

長、高鴻文科員及經濟部工業局游振偉主任秘書則繼續參訪生技加速器 Indie Bio 及參

訪軟體公司 Ellie Mae，於 1 月 14 日搭機返臺。 

一、 視察 TIEC 並與臺灣新創團隊座談 

(一) 活動背景 

由科技部成立之臺灣創新創業中心(Taiwa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簡稱 TIEC)，屬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會報國際鏈結組項下三大重點工作之一。104

年6月19日正式於矽谷揭牌營運以來，負責選送潛力國內新創團隊赴矽谷發展，

協助鏈結矽谷當地創業資源，並負責掌握矽谷技術發展資訊，轉介適合案源至

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與國內廠商進行技術合作、原型設計及試製。 

作為臺灣新創前進矽谷之灘頭堡，TIEC 提供赴矽谷團隊進駐空間、業師輔

導及補助，幫助團隊鏈結創投、天使投資人及加速器募資活動進行國際募資，

亦會與當地創投及加速器合作舉辦相關練習課程與募資簡報活動，讓新創團隊

能快速適應矽谷文化擴展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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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 TIEC 辦理 3梯次赴矽谷團隊選拔，累積補助 26 家新創團隊，其中

12 家成功進駐矽谷知名加速器，12 家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2,000 萬美元，已有初

步成果展現，本次行程爰規劃視察 TIEC 聽取執行成果報告，並瞭解目前矽谷端

推動執行上遭遇之挑戰及新創團隊回饋意見，作為後續精進推動之參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1 日(一) 10:00-11:30 

2. 地點：2870 Zanker Road, Suite 140, San Jose, CA 95134 (北美工研院) 

3. 活動流程： 

時間 致詞/報告事項 主講人 

10:00-10:05 張副院長致詞 - 

10:05-10:20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成果簡報 王南雷執行長 

10:20-11:00 新創團隊 Pitching(3 mins/per team) 與會各新創團隊 

11:00-11:30 Q&A 貴賓問答分享 

4. 座談名單： 

(1)新創團隊 

編號 姓  名 公司名稱 職稱 

1 陳仁彬 Bruce Chen 創新膠囊 CEO 

2 鍾俞平 Yuping Chung Anitoa VP, Marketing & Sales 

3 謝欣康 Sidney Hsieh EarlyPlan 
Chief Strategy Officer, 

Co-Founder 

4 吳振嘉 Jacky Wu Glamorsky Co-founder 

5 Mike Tan Veloctron CEO 

6 葉爾嘉 Charlie Yeh Microfluidic Diagnostics Founder 

7 Charlie Lee Frengauge Founder 

8 Jeff Weng USA REG Founder 

9 Frank Lai ProphetStor Founder 

(2)業師 

編號 姓  名 職  稱 所屬矽谷科技社團 

1 陳鈞亞 Chun-Ya Chen Chairman 玉山科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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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學溫 Alex Shih President 北美臺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分會 

3 吳銘源Ming-Yuan Wu Senior Director 矽谷臺美產業科技協會 

4 Mark Chen President  灣區華人生物科技協會(CBA) 

5 華啟偉 Danny Hua Secretary General 華美半導體協會 

6 郭安宇 An-Yu Kuo Director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舊金山灣區分會

7 姚大凱 Richard Yau Director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舊金山灣區分會

8 方玉山 David Fong Director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舊金山灣區分會

9 呂志勇 Avery Lu Co-founder & CMO Palo Alto Scientific 

 

5. 座談紀要： 

A. 矽谷作為全球創新創業樞紐，擁有最豐富的投資機會，仍有許多投資人

僅在矽谷當地活動，建議臺灣團隊積極地走出來到矽谷掌握機會。 

B. 105 年度 TIEC 將持續加強與矽谷主流創投、天使投資人、科技社團及加

速器的合作，槓桿當地資源擴大計畫之效益。 

C. 鼓勵赴矽谷團隊相互合作，並將經驗分享傳承給其他臺灣團隊。例如已

進駐加速器之團隊協助欲申請相同加速器的團隊，分享其申請經驗。 

D. 新創公司 Installment CEO 陳仁彬表示，過去 10 年來臺灣在矽谷的產業面

臨滅絕危機，特別是在 consumer internet 部分缺席，應設法補強臺灣在矽

谷產業之斷層。張副院長回應科技部、經濟部及國發會已有相關計畫如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臺灣新創競技場(TSS)及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

(TRIPLE)等，培育國內新創團隊，從鼓勵年輕人勇於冒險犯難，協助將臺

灣優質創意實現為創業，並銜接至 TIEC 把臺灣團隊帶到矽谷發展。 

E. 新創公司 EarlyPlan 提供一整合擴增實境技術之電商平台，增加消費者在

選購商品時與商家之互動性，幫助商家提高其銷售業績，其 CSO 謝欣康

希望政府能支持電子商務之發展。 

F. Installment CEO 陳仁彬提出臺灣團隊在矽谷停留面臨簽證問題，因簽證有

配額限制，近年受到印度、中國大陸競爭導致申請難度提高，希望能在

這方面得到協助。 

G. 張副院長回應媒體提問關於如何協助國內產業進行生產力 4.0 轉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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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要將眼光放遠，掌握科技變化趨勢，幫助傳統產業看清未來可

能發展(例如鑄造業應用 3D 列印技術)並提前進行轉型規劃，適應瞬息萬

變的國際競爭環境。 

 

圖 1 張副院長致詞 

 

圖 2 與新創團隊座談會後合影 

二、 與 SVT Angels 及創投先進座談會 

(一) 活動背景 

Silicon Valley- Taiwan Angels (SVTA)成立於 2013 年，為舊金山地區臺裔創業

家與投資人組成之天使俱樂部，成員多為早期在矽谷創業成功之企業家，於退

休後投入輔導臺灣年輕創業家的工作中，透過其豐富的創業及產業經驗，提供

後進創業上的建議，並協助鏈結矽谷創業資源，給予新創團隊資金上的支持。 

為幫助臺灣潛力創業團隊體驗及學習矽谷之創新創業文化，SVTA 每年均舉

辦矽谷沉浸式培訓計畫，從臺灣遴選 3-5 隊新創赴矽谷進行為期 3個月之密集訓

練，獲選團隊在矽谷可獲 2 名以上天使業師直接輔導，並可於培訓計畫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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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SVTA舉辦之 Demo Day，爭取國際資金投資。 

除透過培訓計畫幫助臺灣新創團隊發展外，SVTA 亦積極參與國內新創輔導

計畫，如擔任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業師等，回臺傳承創業經驗，將矽谷創

業文化引入國內發展，以培育國內新創人才。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1 日(一) 11:45-13:30 

2. 地點：2110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CA 95050 

3. 座談名單： 

姓名 公司名稱 現    職 

陳勁初 Jesse Chen Maton Venture Managing Director 

陳保川 Paul Chen CoinX Ventures 
Senior advisor and venture 

partner 

鄭志凱 C.K. Cheng 聯訊創投公司 合夥人 

焦生海 Stephen Chiao 亞太基金管理 合夥人 

簡志宇Wretch Chien AME Cloud Ventures 社長 

邱俊邦 Chun-Pang Chiu Innobridge Capital Management 合夥人 

邱斯宇 Tom Chiu Sand Hills Angels 董事 

莊人川 Ronald Chwang 智融科技 合夥人 

徐大麟 Ta-Lin Hsu 漢鼎亞太公司 董事長 

黃耀明Matt Huang Armorize/Aranya Founders Fund 共同創辦人 

黃君耀 Tony Huang WI Harper  創投合夥人 

黃天來 Tien-Lai Hwang Acorn Campus 創投合夥人 

孔繁建 Frank Kung 維梧生技創投(Vivo Ventures) 共同創辦人 

李廣益 Gwong-Yih Lee Translink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林富元 Bob Lin 橡子園 (Acorn Campus) 合夥人 

劉誠中 Tally Liu TNT Company 董事長 

沙正治 James C. Sha, Jim Spring Creek Venture  執行合夥人 

馬海怡 Jo Shen Vivo PANDA Fund 創投合夥人 

蔡裕庚 Yuh-Geng Tsay Vivo PANDA Fund 創投合夥人 

王大成 Chester Wang 橡子園 (Acorn Campus) 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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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智Garry Wang Pergolas Medical Technology 創辦人及董事長 

楊耀武 Ed Yang 智融美洲創投 合夥人 

 

圖 3 張副院長與 SVT Angels 座談會後合影 

4. 座談紀要： 

A. SVTA會長陳勁初肯定過去1年多來政府對於重新鏈結臺灣與矽谷創新創

業生態圈之努力，許多建議均快速地規劃形成政策並開始執行。包含臺

灣創新創業中心的設立、臺灣矽谷科技基金的推動等，臺灣在矽谷新創

生態圈之能見度已有顯著提升。 

B. 智融美洲創投楊耀武博士表示，我國新創團隊應加強思考如何將發展之

核心技術切入市場，只有成功商業化，才能為臺灣經濟帶來貢獻。對赴

矽谷發展的臺灣團隊，不應以募資為唯一目的，應更注重矽谷創業文化、

精神之學習。 

C. 聯訊創投鄭志凱博士提到臺灣當前產業亟須轉型，許多大企業雖擁有豐

富資源，卻難以發展創新；新創公司從零開始，反而成為政策良好施力

點。未來政府應思考如何將臺灣企業資源導入新創公司。 

D. Pergolas Medical Technology 王崇智博士分享矽谷優勢在於了解市場及具

備執行力，目前臺灣新創公司執行力普遍不合格，應加強方能快速抓住

機會。臺灣過去透過產品量大壓價與人競爭，未來應朝向小而美、有特

色之產品發展，拉高獲利率，在這中間執行力將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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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漢鼎亞太創投公司徐大麟董事長則希望政府能持續推動矽谷之鏈結與學

習，讓目前臺灣在矽谷短期的能量提升，成為長期的浪潮繼續發揚光大。 

F. 維梧生技創投孔繁建博士分析美國生技業叫好又叫座，但目前臺灣生技

業是叫好不夠叫座，應思考如何將臺灣生技業發展成叫座之產業。而臺

灣新創公司雖有熱情，語言能力及市場行銷均有待加強。 

G. AME Cloud Ventures 簡志宇博士提到臺灣在矽谷年輕輩人才斷層，很少臺

灣人願意在矽谷留下來，這對我國在矽谷長期發展不利，政府應加強培

養創業人才，協助串聯矽谷創業資源並給予輔導，來彌平此一人才斷層。 

三、 參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一) 活動背景 

我國生技產業涵蓋應用生技、製藥與醫療器材，其中醫療器材為發展最快

的領域，近年熱門的醫療電子產值則約佔醫材產業總產值的 4 成。在高齡化人

口日益增加的影響下，未來對各類醫材產品的需求將持續增加，本次參訪目的

在了解電子醫材之創新技術發展趨勢，作為未來推動我國 ICT 產業轉型參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1 日(一) 14:00-15:00 

2. 地點：Thermo Fisher Scientfic, Fremont, CA 

3. 參訪紀要 

首先由蔡裕庚博士歡迎張副院長及訪團，接著由區域經理進行公司簡介，

隨後則由營運經理帶領訪團參觀該公司先進設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是全球生物技術產品開發與科學服務領域的領導者，聚焦於生命科學領域

的研究，促進醫療診斷發展、提高實驗室生產力，並結合創新技術、便捷

採購方案和實驗室運營管理的整體解決方案，創造最大價值。蔡博士也與

訪團分享他本身的工作經驗，蔡博士擅長醫材、儀器及醫療診斷等領域之

研究，當年他創辦的生技公司被 Thermo Fisher 併購後，他留下繼續貢獻所

長，並擔任要職，退休前已是公司高級副總裁及專業診斷事業群總裁。人

才培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唯有培育及留用優秀人才，才能發揮綜效，有

效提升產業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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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聽取簡報 

 

四、 參訪 Stanford University 尖端研發 

(一) 活動背景 

史丹福大學自 2006 年起推動 SPARK 計畫，主要目標是整合各項軟硬體資

源，協助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將生技製藥學術研發成果商品化。SPARK Taiwan

計畫則係配合生醫產業發展之需求推動，針對欲投入藥物或醫療器材產品開發，

或已有研發成果但缺乏商品化概念之研究人員，施予產品開發鏈上包括轉譯、

醫療法規、智財與談判、行銷與商業規劃等必要訓練課程。SPARK Taiwan 計畫

並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合作接軌，引進課程教材與培訓模式，讓受培訓團隊與其

鏈結交流，將發展生技人才軟實力的培養課程由學研界開始紮根與培育。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1 日(一) 15:30-16:30 

2. 地點：Room LK#320, Li Ka Shing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enter (LKSC), 

      Stanford University CA  

3. 參訪紀要 

Stanford SPARK計畫主持人Daria Mochly-Rosen 博士代表團隊歡迎張副院長

及訪團的蒞臨，也與大家分享 SPARK 計畫推動生醫學術研究成果產業化的

策略與經驗。SPARK 計畫推動至今 9年，在接受培訓的 110 個計畫中，有

6 成以上的團隊成功地透過轉譯加值輔導，進行研發成果商品化的開發，

21 個計畫成立新創公司，6個取得生物製藥授權，超過 30 個計畫成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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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或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成果相當豐碩。SPARK 計畫之所以成功，

有幾項關鍵要素，包括：結合史丹福大學校內外各項軟硬體資源，提供基

礎研究與臨床研究的堅實基礎；具產業實務的在地專家業師提供新藥開發

與產品商業化的諮詢建言，以及採取里程碑 (milestones) 方式協助資金募

集等。 

 
圖 5 參訪 Stanford University 聽取簡報 

 

五、 產業座談會 

(一) 活動背景 

生物科技產業為我國推動發展之重點領域之一，自98年起政府陸續推動「臺

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與「臺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且已開始展露成

果。為因應現階段生技產業發展及新經濟局面需求，提升我國生技產業效能，

並兼顧國人健康福祉，宜以更宏觀的角度，規劃未來發展藍圖。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1 日(一) 18:30-20:30 

2. 地點：Hong Kong Flower Lounge Restaurant, Millbrae 

3. 活動紀要 

本次訪團赴美，適逢全球生技界矚目的投資盛會 J.P. Morgan 健康醫療大會 

(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 2016) 在舊金山舉行，針對醫療照護領域

發展現況、新技術以及未來趨勢進行討論，各家公司並進行新產品發表與

展示，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人、生技公司高階主管以及知名藥廠參與。

因此，特別利用晚餐時間，聽取幾位來自臺灣及在矽谷的生技業先進，包

括孔繁建博士、馬海怡博士、蔡裕庚博士、臺灣神隆陳勇發總經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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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脂體葉志鴻總經理及生脈生技許中強總經理等對臺灣未來生技產業發展

的建議，以促進我國產業先端發展並促進國內外技術交流。幾位先進皆活

躍於臺美生技產業界，並熟悉矽谷華人新創企業生態圈，生技新藥產業具

有高風險、投資龐大、研發期程長的特性，而現行政策的限制與彈性不足，

不易吸引創投資金與人才的投入。如何藉由提升產業技術、培育人才、法

規修訂、資金協助等方式，吸引人才與研發能量的挹注，強化臺灣生物經

濟產值、提高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促進生醫產業的蓬勃發展，是政府

應持續努力的目標。 

六、 臺灣矽谷投資座談(Taiwan Silicon Valley Investment Symposium) 

國發基金前為配合科技部推動臺灣矽谷科技基金專案，於 104 年 5 月 29 日國發

基金第 44 次管理會通過「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推動臺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作業

要點」，期透過民間與政府的力量，投資臺灣與美國矽谷相關新創事業，以促進臺灣

與矽谷之人才、技術及資金鏈結，藉由早期投資建立臺灣與矽谷長期夥伴關係，使

臺灣成為全球新創供應鏈重要夥伴。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推動臺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作業要點」公布後，已

有多家國內外創投業者與國發基金進行洽談，由於我國優勢產業如半導體產業、資

通訊產業等多源自於美國矽谷，且我國目前具發展潛力產業如物聯網、智慧家庭、

機器人、健康管理裝置等，亦與矽谷關係密切，本次赴美國矽谷進行創新創業交流

參訪，特安排臺灣矽谷投資座談，希望建立臺矽之間的投資創業橋樑，了解美國矽

谷創投公司對於臺灣矽谷未來可能合作方向及建立臺矽鏈結之看法，俾成為臺灣下

一波的經濟成長動能。 

(一) 座談目的 

盤點臺灣新創事業於美國矽谷地區創業相關資源，瞭解政府加強鏈結臺灣矽

谷計畫在美國推動成果，並協助我國創投與新創業者拓展相關投資機會，強化臺

美創新創業鏈結。 

(二) 會議地點 

Peninsula Ballroom, Crowne Plaza San Francisco Airport 

1177 Airport Boulevard, Burlingame, CA 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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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議程 

Taiwan Silicon Valley Investment Symposium 

Time Agenda 

09:30-10:00 Registration 報到 

10:00-10:05 Opening / Introducing Hosts & VIPs 

10:05-10:10 

Welcome Remarks 

San-Cheng Chang 

Vice Premier, Executive Yuan, Taiwan R.O.C. 

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 

10:10-10:20 Topic: The Introduction of SOMA 

Mr. Todd Rufo 

Director, the San Francisco Office of Economic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主任 Todd Rufo 

10:20-10:30 

Topic: Introduction-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Lai-Shou Su 

Deputy Executive Secretary,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NDF), Executive 

Yuan 

國發基金管理會副執行秘書蘇來守 

10:30-10:40 Topic: Taiwan Startup Stadium (TSS) experience sharing 

Anita Huang 

Capitan, TSS 

臺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 

10:40-10:50 Topic: TIEC experience sharing 

Nanlei Larry Wang 

CEO, Taiw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TIEC)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執行長王南雷 

10:50-11:10 Topic: Taiwan Silicon Valley cooperation experience sharing 

Trans Pacific Technology Fund 

Vivo Capital 

WI Harper Fund 

11:15-11:30 Q&A 

11:30-13:00 Networking Luncheon 

 

(四) 會議過程 (會議資料詳附錄一) 

本座談會首先由張副院長善政對與會人員表示歡迎，後續則由舊金山經濟

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國發基金、臺灣新創競技場及臺灣創新創業中心分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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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臺灣新創事業於美國矽谷地區創業相關資源，並說明政府加強鏈結臺灣矽谷

計畫在美國推動成果；接續則請具有臺灣矽谷投資經驗之創投，分享臺矽合作

經驗及未來展望，作為政府後續強化臺美創新創業鏈結相關作法參考。張副院

長及國發會林副主委也針對現場媒體及與會來賓的提問進行說明。 

(五) 與會單位介紹 

1.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係為促進舊金山地區之經濟發展而設立的美

國官方組織，該辦公室負責舊金山地區的勞動力發展、招商、協助小型企業、

附近地區的商業發展及國際商務規劃。於座談會中，該辦公室就舊金山市政

府目前所提供創就業相關資源，如資金、地點、培訓等進行介紹。 

2. 國發基金 

行政院依產業創新條例設立國發基金，國發基金設立目的係為促進產業升級

及改善產業結構，其業務範圍包含直接投資、專案投資、創業投資、融資及

補助等。為促進臺灣與矽谷之人才、技術及資金鏈結，國發基金配合科技部

共同推動臺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透過民間與政府的力量，投資臺灣與

美國矽谷相關新創事業，以促進臺矽鏈結，使臺灣成為全球新創供應鏈重要

夥伴。 

3. 臺灣新創競技場 

臺灣新創競技場 (Taiwan Startup Stadium, TSS) 源自行政院 2014 年 8 月正式核

定的「創業拔萃方案」，創業拔萃方案共有三大策略，包含積極排除法規障礙、

引入國際專業資金、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為達成策略三：打造國際創新

創業園區，國發會設立「臺灣新創競技場」，其目標為建構國際化科技創業的

微型生態圈。 

臺灣新創競技場目前推出的活動包含引導團隊申請海外加速器的 Accelerator 

Bootcamp、帶領新創團隊參與海外會展的徵選活動ROCK the MIC以及Founders 

League Mentorship Program，以建構臺灣科技創新、創意與國際化的新興生態

圈。 

4.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 

為調整我國經濟型態，以「創新驅動」作為未來成長核心，行政院決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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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創新創業中心」，透過有效運用矽谷創新技術以及創業生態圈，創造臺

灣新的核心能耐，提昇臺灣產業附加價值，透過創新創業提升我國經濟成長。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藉由輔導臺灣新創團隊進駐矽谷著名加速器；協助臺灣新

創團隊打入矽谷創新創業生態圈，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者交流，期能與國

際市場連結。同時藉由此中心與「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合作，將矽谷之

創新技術引進臺灣，輔以臺灣矽谷科技基金資金之投入，促進臺灣高科技產

業與矽谷科技產業的鏈結。 

5. 華美科技創業投資基金(Trans Pacific Technology Fund) 

華美科技創業投資基金為註冊於開曼群島之有限合夥組織，投資地區主要為

臺灣，其他投資地區則包含美國、歐洲、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該基金

規劃將資金 83%投資於我國相關早期企業，於投資產業方面，該基金計劃投

資於先進材料科技、精密與自動化機械、電子及光學、雲端應用等四大產業。 

華美科技創業投資基金經營團隊成員由創新公司及 360ip 共同組成，創新公司

於我國相關早期企業投資方面有豐富經驗；360ip 則可對華美科技創業投資基

金所投資之早期企業提供國際鏈結協助，引進其母集團 Battelle 實驗室所研發

可商品化之專業技術、引介跨國合作夥伴、協助佈局國際市場、引導國際資

金及技術進入、協助招募海外有經驗技術人才等，並利用 Battelle 產品商業化

經驗及 IP 資料庫，提供臺灣新創企業技術開發及商品化決策依據。 

6. Vivo Capital 

Vivo Capital 係註冊於美國德拉瓦州之有限合夥組織，投資地區包含美國、大

中華及其他地區。投資產業為生技、醫藥、醫療器材或診斷技術工具，著重

於孤兒藥(罕見藥)及醫用或美容用的皮膚科產品。投資階段主要集中於Pre-A、

Series A、臨床前、臨床實驗階段、商品商業化早期之 Early Stage 公司。 

Vivo Capital 管理公司自2006年開始經營東亞地區，特别是中國、香港及臺灣。

管理公司把握中國醫療市場的迅速增長，成功促成許多中美二國被投資公司

的合作案。近期因發掘臺灣在光學、骨科及生物檢測晶片等領域之優勢，未

來亦將促成臺美鏈結。Vivo Capital 未來計畫加大臺灣投資力度，積極輔導旗

下的美國及臺灣被投資公司促成技術移轉、共同研發、在臺試製及製造等鏈

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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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 Harper Fund 

WI Harper Fund 為註冊於開曼群島之有限合夥組織，投資地區為臺灣、亞洲地

區及美國。投資產業涵蓋行動網路、物聯網、行動網路安全、虛擬實境/擴增

實境、軟硬體整合、數位金融、雲端運算/大數據、企業軟體方案、機器人等

數位新科技產業，及醫療器材與照護服務等產業。 

WI Harper Fund 擬運用其管理公司在臺灣及矽谷當地投資團隊所組成之跨區

域投資平台，及累積 20 年以上之創投經驗及產業人脈，投資臺灣及矽谷兩地

新創公司。進一步協助將矽谷新興科技之技術、產品、服務或商業模式引進

臺灣，促成與臺灣公司進行商業策略合作，使臺灣提早布局產業新趨勢。以

臺灣製造研發之優勢，為矽谷新創公司尋求製造夥伴，加速臺灣軟硬體整合

實力，並打入矽谷新興科技供應鏈。 

 
圖 6 臺灣矽谷投資座談 

 
圖 7 臺灣矽谷投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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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 H&Q AP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GIC) 

(一) 活動背景 

H&Q AP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GIC) 位於舊金山南方 Burlingame City，鄰

近舊金山機場，交通方便，腹地遼闊。GIC 是一個矽谷創新驅動力的嶄新機制，

目標是創建一個新創公司與全球中大型企業的群聚中心。本次參訪 GIC，藉由

了解全球創新中心的運作機制及創新平台架構，作為未來協助臺灣到矽谷設立

新創公司，進行創新轉型及國際化佈局之參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2 日(二) 13:45-14:30 

2. 地點：H&Q Asia Pacific, Burlingame, CA94010 

3. 參訪紀要： 

首先由董事長徐大麟博士歡迎張副院長及訪團的到訪，他表示，當前互聯

網徹底消除了國界的保護和隔閡，所有產業面對的是全球競爭，而競爭的

武器不再是工資優勢，而是創新。矽谷匯聚世界級的科技人才及創新者，

企業與學術界緊密聯繫，熟稔技術移轉實務經驗，又有成熟的企業創新支

援系統，加以獨特的創業冒險精神及多元文化，創造最大的協同效應，方

能成為全球創新創業的樞紐。未來臺灣新創企業應善用矽谷優勢與資源，

建立與矽谷端的長期合作關係，包括人才、技術及資金的鏈結，加速與國

際接軌。 

董事總經理王崇智博士及沈以峰博士則為訪團介紹全球創新中心平台的現

況及運作機制，其結合技術、人才、市場及資金等資訊，以及先進的投資

模式，帶動新創公司的群聚效應，協助企業創新轉型及國際化佈局。由於

創業內容改變，早期以硬體開發為主，如今已偏向軟體、網路，從事這兩

者研究的工程師之生活型態有明顯的差異，對軟體工程師而言，社交能產

生更多創意，因此全球創新平台中心希望創造一個環境，讓全球創新者來

此找新的想法與創新構想，再將其創新概念引導回其原來的國家，使矽谷

與其原來國家共同得到創新所帶來的利益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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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參訪 GIC 聽取簡報 

八、 臺美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交流 

(一) 活動背景 

在全球貿易往來越趨頻繁之下，產業面臨來自國外的競爭，如何幫助本國

廠商勝過外國廠商保有競爭優勢成為政府科技、經濟政策之重要議題。過往臺

灣以低成本、高品質產品在世界產業供應鏈佔有一席之地，而隨東南亞、印度

及中國大陸等勞力薪資充沛國家興起，成本競爭不再具備優勢的情形下，我國

產業政策也逐漸轉以技術創新為主，希望透過技術領先來保有產業競爭優勢。 

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DARPA)，為美國國防部轄下機構之一，其任務係軍事用途高新科技研發，透過

各種研究項目之規劃與資助經費投入，發展開創性之尖端技術，在將其應用至

軍事領域的同時，也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該機構自1958年創立以來，

已發展出網際網路、全球定位系統等改變人們生活之重大技術。 

本次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交流座談邀請到美國前國防部長Dr. William Perry，

主講美國近年來科技政策與研究發展。Perry 博士過去在國防部任職期間，對

DARPA 之運作機制及科技政策規劃有深刻了解；藉由我國科技政策與美國

DARPA 作法之分享交流，可幫助我國未來科技政策之制定並作為創新技術發展

規劃之參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2 日(二)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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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點：Lou Henry Hoover Building, Annenberg Conference Room (Room 105), 580 

Serra Mall, Stanford University, CA94305 

3. 座談對象： 

講者 職稱 公司/學校/經歷 

William J. Perry 
Director of the Preventive Defense 

Project at CISAC 

Stanford University / 

Former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run Majumdar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anford University 

Ernestine Fu Venture Partner 
Alsop Louie Partners /Teacher at 

Stanford 

Peter Newell Managing Partner BMNT Partners 

4. 座談紀要： 

A. Dr. Perry 分享 DARPA 如何引導美國科學技術發展，包含如何從學校獲得

新觀念、如何概念驗證開始一步一步發展技術到能夠應用之階段，並建

議臺灣可以參考DARPA 的運作機制，選擇適合的部分參考應用於我國科

研體制。 

B. 美方代表分享說明其管理DARPA 計畫之經驗，提到計畫執行需要政府及

政府外組織(如學校)研究人員的合作，因此建立兩者間信賴是首要課題。 

C. 針對DARPA 計畫之管理，雖然DARPA 是由美國國防部資助以發展尖端

軍事運用科技，但管理上並非只注重技術突破，更注重於創新本身如何

被應用及其市場化機會，關心技術突破對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因此發

展出之技術除應用於國防外，也會建立商業化驗證的機制，嘗試將技術

化為新創公司等，為產業帶來新活力。 

D. 為介紹最新技術如何進行商業化運用，美方亦請創投代表說明其運作機

制，說明創投注重新創團隊之技術、團隊及市場獲利可能性等，扮演新

創技術銜接市場化運用的重要橋樑，要建構一個良好新創生態系，活絡

的創投支援體系不可或缺。 

E. 張副院長簡介我國科研體制，我國科技政策規劃是由科技部負責，每年

科研預算約 30 億美元，未來將參考 DARPA model 進行尖端技術研發，

並請益美方代表是否有推薦我國嘗試 DARPA 研發作法之適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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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計畫預算分配等問題。 

F. 美方代表回應多數好點子來自於學校及民間新創公司與研究機構，計畫

預算 40%資助於學校、40%挹注於新創公司，剩餘預算多用於研究機構及

大企業，只有 5%投入國家實驗室。至於推薦未來發展領域則提出能源將

是重要發展方向。 

 

 

圖 9 與美國前國防部長Dr. Perry 等進行科技政策及產業發展交流座談 

 

圖 10 與美國前國防部長Dr. Perry 等進行科技政策及產業發展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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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訪生技加速器及新創軟體公司 

1 月 13 日張副院長及部分訪團成員結束交流參訪行程搭機返臺，科技部邱求慧司

長、高鴻文科員及經濟部工業局游振偉主任秘書則繼續參訪生技加速器 Indie Bio 及新

創軟體公司 Ellie Mae，1 月 14 日搭機返臺。 

 參訪生技加速器 Indie Bio 

(一) 活動背景 

伴隨近年來生技醫療產業的蓬勃發展，矽谷生技醫療新創數量也逐漸增加，

並孕育出矽谷第1家生技醫療專門加速器Indie Bio。由於生技醫療之產業特性，Indie 

Bio 於舊金山市區之據點中設有符合第一級、第二級生物安全水準之實驗室，提供

予新創團隊進行分子生物、微生物、化學方面之實驗，如團隊有使用高階設備需

要，也可利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之核心實驗室。 

Indie Bio之加速器培訓計畫1年分為2梯次(春夏各1梯次)，每梯次選拔10-12

組新創團隊進駐，獲選團隊以 8%公司股份為代價，可得到 50,000 美元現金投資及

價值 50,000 美元之 16 周培訓(內含 3個月業師輔導)，並可獲得其 80 多位生技領域

資深業師輔導與實驗室空間使用，培訓課程最後也將邀請潛在投資人、天使、創

投舉辦Demo Day，為新創團隊提供投資機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3 日(三) 10:00-11:30 

2. 地點：479 Jessie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3. 訪問對象： 

姓名 公司 職稱 

Ryan Bethencourt Indie Bio Program Director 

Ron Shigeta Indie Bio Chief Science Officer 

Oshiorenoya E. Agabi Koniku CEO 

Nicholas Genovese Memphis Meats CSO and Co-Founder 

陳映彤 Evelyn Chen Nerd Skincare 

(臺灣進駐團隊) 
CEO 

4. 訪談紀要： 

A. Indie Bio 介紹現正進駐於該加速器之新創團隊，如新創公司 Koniku 正嘗

試仿生物神經結構製造生物晶片，期望發展出次世代可植入於人手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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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級電腦。 

B. 新創公司Memphis Meats 想為食用肉類之生產帶來革命，該公司嘗試透過

動物細胞培養，在實驗室裡人工生產出食用肉，若能成功將大大改變畜

牧業及食品製造業的生態，取代現行家禽家畜的飼養。 

C. 基因療法係利用分子生物學方法，透過載體攜帶基因至患者細胞進行治

療，可治療一部份基因缺陷引起之疾病。而新創公司 Indee 希望藉由與微

流體技術的結合，開發新技術突破基因療法的限制，增加基因療法應用

範圍及普及性。 

D. 新創公司Nerd Skincare 係 104 年度臺灣創新創業中心獲選團隊，成功進駐

Indie Bio，CEO 陳映彤根據自身專業與經驗，開發分子生物技術面膜，可

針對不同種類、DNA 的皮膚進行客製化生產，製作出最適合每個人皮膚

的面膜產品。 

E. Nerd Skincare 進駐 Indie Bio 後，引起我國生技醫療領域新創公司注意，目

前已有多家臺灣新創申請進駐。Indie Bio 之 Program Director Ryan 表示，

最近和幾家臺灣新創接觸之後，發現臺灣有許多生技醫療領域的潛力案

源，未來將會關注來自臺灣的新創團隊，在擴展亞洲業務的同時，也會

考慮到臺灣尋找適合的案源。 

F. Ryan亦表示Indie Bio未來有至亞洲擴點的計畫，但尚未決定設點之國家，

邱司長求慧向其說明我國目前正積極發展生技醫療產業，在眾多獎勵補

助措施及相關基礎建設配合下，有完善的環境及政策支持誘因，建議 Indie 

Bio 可考慮亞洲至臺灣設點。 

圖11 科技部邱求慧司長(右3)、經濟部工業

局游振偉主任秘書(右2)及臺灣創新創

業中心CEO王南雷博士(右1)參訪Indie 

Bio加速器，並與新創團隊Koniku成員

合照 

圖12 與TIEC獲選團隊Nerd Skincare CEO陳映

彤(左2)合影，後方背景為Indie Bio為新

創公司打造之生物安全水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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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軟體公司 Ellie Mae 

(一) 活動背景 

Ellie Mae 為美國舊金山地區知名軟體公司，1997 年由胡立民與 Sigmund 

Anderman 兩位創辦人所成立，主要業務經營美國貸款應用軟體開發，處理全美約

1/4 之貸款服務應用，提供軟體工具 Encompass 協助放貸者(如銀行、貸款公司)進

行貸款發放、業務規劃、顧客關係管理及文件管理，並可分析資料進行抵押資產

評價、詐欺檢測及風險管理，透過其軟體服務之提供，幫助貸款更容易且安心。 

該公司經營理念係自動化貸款服務提供，讓放貸者能建立過往達不到的高

品質、高效率又合乎借貸者還款能力及相關管制法規之貸款，藉由減輕放貸者對

放款評估及管理的負擔，增加放貸者的放款意願，以活絡借貸市場。特別的是，

該公司歷經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對借貸市場的衝擊，以及美國金融市場上其他服

務提供者的競爭，始終能維持競爭優勢度過危機，其發展經驗可作為我國軟體業

發展重要參考。 

(二) 活動摘要 

1. 時間：105 年 1 月 13 日(三) 14:00-16:00 

2. 地點：4420 Rosewood Dr Suite 500、Pleasanton, CA 94588 

3. 訪問對象：胡立民先生 (Ellie Ma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 STO) 

4. 訪談紀要： 

A. Ellie Mae 最初成立時主打網路相關軟體服務，到了 2008 年受大環境影響

面臨經營瓶頸，思考轉型朝網站平台軟體方向發展，成功發現機會建立

了貸款平台軟體 Encompass，提供借貸市場經濟商(broker)及放貸者使用。 

B. Ellie Mae之所以能在同業中保有競爭優勢，歸功於該公司對研發的重視，

公司 500 名員工中有 200 名技術人員，多於任一同業，且其每年研發費用

也高於任一同業之全年收益。在競爭激烈的軟體業中，唯有不斷求進步

才能保有競爭力。 

C. 現今產業趨勢逐漸走向服務及個人化，比如說著名的 TESLA，實際軟體

在其中扮演很大一部份角色，這是因為產品要能提供人性化服務來幫顧

客解決問題。未來 C2C、行銷等服務提供會是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D. 矽谷創業環境讓新創公司能夠快速驗證創意，而不適合的創意也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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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失敗，這幫助創業家降低創業風險，使其可迅速轉換跑道嘗試其他可

能性。這種包容失敗的精神正是矽谷成功的地方。 

E. 臺灣想要發展軟體是有潛力的，但必須要思考如何打入美國市場。過去

10 年臺灣赴美留學生少，軟體留學生更少，要想發展軟體業，具國際視

野的人才培育不可或缺。 

圖 13 與 Ellie Mae 技術長胡立民先生訪

談其軟體業創業成功經歷 
圖 14 訪談會後合照，左起為王南雷博

士、胡立民技術長、邱求慧司長、

游振偉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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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美國矽谷是全球新創事業孕育、成長及茁壯的典範，也是匯聚全球創新研發資金、

人才的產業聚落。此次張副院長率相關部會赴美國矽谷進行創新創業交流參訪活動，

圓滿成功，達成兩項重大意義： 

(一)為我高層訪美建立里程碑：訪美之行雖不無波折，惟仍在臺美雙方積極協調下順利

成行，創下中美斷交 37 年以來，我行政院副院長層級官員訪美之先例，升高我高

層訪美層級，為臺美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美方也特別由美國在臺協會執行理事

唐若文 (Joseph Donovan) 全程陪同出席訪團各項活動行程，展現對張副院長訪美的

重視。而本次行程重點聚焦於臺矽新創連結，以及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經驗交流，

對於臺美未來經貿關係之發展推動具有相當正面意義。 

(二)有助未來臺矽新創產業夥伴關係的推展：在相關部會與駐外館處積極通力合作下，

辦理臺灣矽谷投資座談，說明政府推動臺矽創新創業鏈結的相關資源與措施，吸引

近約 60 位業界代表與天使投資人參與。會議全程以英文進行，議程安排緊湊充實，

座談會結束後各方仍熱烈討論並洽詢更進一步資料，成功宣揚政府對創新創業投入

的決心與努力，對於未來臺灣與矽谷發展新創產業的長期夥伴關係也有相當大的助

益。此外。安排新創產業相關的企業參訪，則是透過與學界、業界專家的意見交流，

掌握美國矽谷科技發展趨勢及未來展望，提供訪團拓展創新創業的宏觀思維，有助

於未來政府推動產業升級及規劃相關新創政策的參考。 

自 103 年底行政院成立創新創業政策會報，推動新創國際鏈結以來，鏈結矽谷計

畫已有初步成果，包括在矽谷成立臺灣創新創業中心，此為亞洲第 1 個、全球第 9 個

由政府創設之創業協助機構，以及打造臺灣新創競技場，帶領臺灣創業家走向國際市

場，成功帶動臺灣新創團隊在矽谷之能見度，也促進臺美雙邊高科技合作及新創產業

交流。對於深化臺矽合作的未來展望，後續仍有可加強推動之處，茲提出建議如下： 

(一) 提升新創實力，強化跨國合作：提升臺灣新創團隊整體實力，包含語言能力、執

行力及創業精神學習等培訓，加強年輕世代創業人才之養成，讓新創團隊以更堅

實的戰鬥力進軍國際。就地區別而言，除持續強化與矽谷科技產業新創資源合作

關係外，亦可考慮擴及美國其他地區(如波士頓、芝加哥或紐約等)，建立各類新創

產業的連結關係。此外，除以主動積極方式向外拓展，帶領新創團隊出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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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國際加速器、創投及業師等資源外，建議鼓勵民間辦理國內外新創交流平台，

創造更多新創團隊跨國合作機會，吸引國際創投目光來臺，與臺灣新創社群進一

步互動交流，以加強連結國際新創商機網絡。 

(二) 提供誘因引進中大企業再造並參與新創發展：我國民間新創能量充沛，新創社群

活動也相當活躍，惟法規限制及創業早期資金取得是新創企業發展最關鍵的挑戰。

政府除應持續進行相關法規鬆綁與調適，營造有利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吸引國

際人才及資金等相關資源的投入外，亦可提供激勵誘因，協助國內中大企業投入

資源參與轉型及改造，協助培育新創事業，加強創投領域的合作綜效。 

(三) 宏觀規劃尖端技術發展：美國DARPA 計畫的成功經驗，說明政府主導的研究活動

對於創新企業確實可以產生深遠影響。因應新經濟時代產業發展型態，政府應以

前瞻視野擘畫尖端技術發展藍圖，整合產官學研各界之研發能量，進行尖端科技

研發，推展國防產業升級；除提升關鍵技術競爭力，並協助將實驗室最新概念引

介至市場商業化應用，以帶動創新產業的發展，提振經濟成長動能。 

 

  



26 

  



27 

附錄一、臺灣矽谷投資座談會議資料 

一、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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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ntroduction of 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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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aiwan Startup Stadium (TSS) experien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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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IEC experien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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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媒體報導 

 

 

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1100277-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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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0/7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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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goo.gl/A4WX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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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110003741-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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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政訪矽谷 企業隨行 
 
2016-01-11 02:53:36 經濟日報 記者林安妮／台北報導  
        
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昨（10）日深夜率團訪美，四天兩夜行程將造訪矽谷創新創業活
動，他的隨團成員除了有國發會副主委林桓等部會官員外，還有和碩、華碩與台達電

等企業代表隨行。 
 
過去馬總統曾過境美國，張善政則自 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後，中華民國正式訪美的最
高層級行政官員。據了解，張善政的訪美行程規畫已久，一度因美國同意對台軍售，

擔心大陸阻攔而暫緩，近日重新成行，也代表美中台三方之間有高度互信。 
 
行政院指出，張善政將在 1月 10日至 12日，率領我高科技業者代表及國發會、科技
部相關官員，一同到美國舊金山地區訪問。此行將出席台灣矽谷投資座談、視察「台

灣創新創業中心」及與選送赴美的新創團隊座談，並將參訪史丹福大學及與當地創投

代表和政要互動。 
 
為協助台灣年輕世代創業，並加強與美國矽谷人才、技術及資金鏈結，國發基金管理

會前已通過「台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 
 
網址：http://goo.gl/NdwB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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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1000046-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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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n.yam.com/nownews/fn/20160111/20160111500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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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111001773-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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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news.cnyes.com/20160111/20160111083535097786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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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2&catsid=3&catdid=0&artid=20160111abcd007 

 

  



73 

 

 

 

 

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2/77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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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goo.gl/Wwgu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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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www.singtaousa.com/629508/?variant=zh-hk&fs=16 
 
  



76 

 

 

 

【大紀元 2016年 01月 13日訊】（大紀元記者曹景哲柏林甘報導）臺灣硅谷投資座談週二（1月 12日）
在灣區柏林甘（Burlingame）舉行，吸引了約 60個當地和臺灣的創投基金及初創企業來參加。舊金山
市府介紹了他們是如何吸引初創公司進駐的。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出席，並回答了來賓的提問。  

由國發會支持的臺灣初創競技場，是臺灣的初創企業「加速器」，2015年 5月才正式推出，致力於推動
臺灣創業家走國際市場。臺灣初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表示，3億美元之「臺灣硅谷科技基金」是投資
的基金，也就是和硅谷的投資人合作，採取更多的優惠措施，或激勵措施，讓更多的灣區投資人，願意
投注資金到臺灣的創業團隊。  

臺灣硅谷投資座談週二灣區舉行。（曹景哲／大紀元） 

她也表示，很多臺灣企業來美國尋找機會，雖然不一定到灣區硅谷。但灣區絕對還是一個，在科技投資
人、科技媒體及整個創業生態圈裡，資源最密集的地方。  

她還介紹說，「臺灣硅谷科技基金」的運作方式是商業投資的模式。國發基金和硅谷的投資人合作，但
是國發基金不介入投資的選擇和判斷，由專業的投資人來做具體的選擇，只是這些投資人會更關注臺灣
的團隊。作為臺灣的創業家來說，同樣要做好給投資人的簡報準備，要非常好地講出產品的市場機會。  

臺灣硅谷投資座談吸引了一些臺灣企業來參加，在臺灣小有規模的移動應用軟體公司——雪豹科技也來
參加。雪豹科技董事長吳德威表示，臺灣政府在創業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希望這些資源，第一個更多
地面向年輕創業團隊，第二個是更多地面向互聯網的創業團隊。  

對於希望政府能在哪些方面幫到中小企業，吳德威表示，希望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更多的人才媒合，
讓臺灣企業能夠在海外品牌落地，比較快速地招募人才。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主任 Todd Rufo，介紹了舊金山對初創公司的優惠政策，還特別介紹了
初創公司密集的南市場街（SoMa）的發展。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國發會副主委林桓出席並回答
了來賓對政府輔助投資政策的疑問，他強調「臺灣硅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在美投資成果，希望能協助
臺灣創投與初創業者克服相關投資挑戰，有助於強化臺美的投資連結。  

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一行 1月 10日抵達舊金山灣區訪問的，週一（11日）前往臺灣政府資助的「臺
灣創初創業中心」參觀，與硅谷的臺灣科技界人士及臺灣籍創業者會面。  

 

 

 

 

 

 

 

 

 

責任編輯：盛源 

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3/n4615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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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3/77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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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2016 年 01 月 13 日訊］台灣矽谷投資座談 12 日在舊金山灣區舉行．吸引了約 60
個當地和台灣的創投基金和新創企業來參加。舊金山市府介紹了是如何吸引新創公司進駐的。
台灣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出席並回答了來賓的提問。 

由國發基金、行政院科發基金及自民問籌募之資金，成立總規模 3億美元的「台灣矽谷科技基
金」，投資台灣與矽谷相關新創公司，並建立台灣與矽谷的長期夥伴關係。 

由國發會支持的台灣新創競技場，是台灣的新創企業「加速器」，2015年 5月才正式推出，致
力於推動台灣創業家走國際市場。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它實際上是投資的基金，
也就是說，它實際上希望和矽谷這邊的投資人台作，有更多的優惠措施，或是一些激勵的措施，
讓更多的灣區投資人能夠來投注資金到台灣的創業團隊。」 

台灣矽谷投資座談吸引了一些台灣企業來參加，在台灣小有規模的種移動應用軟體公司―雪豹
科技也來參加。 

雪豹科技董事長吳德威：「我們希望這些資源，第一個更多面向年輕的創業團隊，第二個是更
多地面向互聯網的創業團隊。我們希望更多的商業機會，更多的人才的媒合，讓我們在這邊能
夠品牌落地，比較快速地招募。」 

很多台灣企業來美國尋找機會，雖然不一定到灣區矽谷。 

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但灣區絕對還是一個，特別在科技投資人、科技媒體 

整個創業的生態圈裡面，資源最密集的地方。」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主任 Todd Rufo，介紹了舊金山對新創公司的優惠政策，還特
別介紹了新創公司密集的南市場街（SoMa）的發展。 

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國發會副主委林桓出席並回答了來賓對政府輔助投資政策的疑問，
他強調「台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劃」在美投資成果，希望能協助台灣創投與新創業者克服相
關投資挑戰，有助於強化臺美的投資連結。 

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一行 1月 10號抵達美國矽谷，11號前往台灣政府資助的「台灣創新
創業中心」參觀，與矽谷的台灣科技界人士及台灣籍創業者會面。 

 

新唐人記者蔡迅、林驍然舊金山灣區採訪報導 

 

網址：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1/13/a1246903.html#sthash.zgTcs3PZ.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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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亞太台 2016 年 01 月 13 日訊】再來看到，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正率團訪問美
國矽谷，日前他強調，政府不希望有中資進入台灣的團隊，因為台灣缺的不是錢，12 日，一
場台灣官方在舊金山灣區舉辦的論壇，吸引約 60個當地新創企業來參加。 

由國發基金、行政院科發基金及自民間籌募之資金，成立總規模 3億美元的「臺灣矽谷科技基
金」，投資臺灣與矽谷相關新創公司，並建立臺灣與矽谷的長期夥伴關係。 

由國發會支持的臺灣新創競技場，是臺灣的新創企業「加速器」，2015年 5月才正式推出，致
力於推動臺灣創業家走國際市場。 

臺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 黃蕙雯：它實際上是投資的基金，也就是說，它實際上希望和矽谷這
邊的投資人合作，有更多的優惠措施，或是一些激勵的措施，讓更多的灣區投資人能夠來投注
資金到臺灣的創業團隊。 

臺灣矽谷投資座談吸引了一些臺灣企業來參加，在臺灣小有規模的種移動應用軟體公司——雪
豹科技也來參加。 

雪豹科技董事長 吳德威：我們希望這些資源，第一個更多面向年輕的創業團隊，第二個是更
多地面向互聯網的創業團隊。我們希望更多的商業機會，更多的人才的媒合，讓我們在這邊能
夠品牌落地，比較快速地招募。 

很多臺灣企業來美國尋找機會，雖然不一定到灣區矽谷。 

臺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 黃蕙雯：但灣區絕對還是一個，特別在科技投資人、科技媒體，還有
整個創業的生態圈裡面，資源最密集的地方。 

舊金山經濟暨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主任 Todd Rufo，介紹了舊金山對新創公司的優惠政策，還特
別介紹了新創公司密集的南市場街（SoMa）的發展。 

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國發會副主委林桓出席並回答了來賓對政府輔助投資政策的疑問，
他強調「台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在美投資成果，希望能協助臺灣創投與新創業者克服相
關投資挑戰，有助於強化臺美的投資連結。 

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一行 1月 10號抵達美國矽谷，11號前往臺灣政府資助的「臺灣創新
創業中心」參觀，與矽谷的臺灣科技界人士及臺灣籍創業者會面。 

 

新唐人記者蔡迅、林驍然舊金山灣區採訪報導 

網址：http://goo.gl/M0Xn2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