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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國大陸報告 

（類別：其他） 

 

 

 

 

 

 

 
  「赴中國大陸江蘇、浙江考察青創基

地運作情形」參訪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姓名職稱：黃科員忠信 

地  區：上海市、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等地 

期  間：107 年 1 月 24 日至 31 日 

報告日期：107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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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 活動名稱：「赴中國大陸江蘇、浙江考察青創基地運作情形」參訪報告。 

二、 活動日期：107 年 1月 24 日至 1 月 31 日 

三、 主辦（或接待）單位：T-maker 臺青創客家、麥克將文創園區、昆山臺商協會

「微創業」基地、蘇州兩岸青年創業園、浙江智新澤地

產業園區、義臺科創意設計中心（義烏臺協）、麗水江

泰國際星城 

四、 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 

貳、 活動重點 

一、 活動性質︰為瞭解我青年赴中國大陸創業的相關情形，以及中國大陸青創優惠

政策實際落實程度，與政府所應扮演之角色，隨同中原大學林震岩教授赴陸針對

此議題與相關青創基地的臺青或人員進行參訪，目的在於了解臺青赴陸創業的動

機、背景與面臨相關問題，並觀察我青年進駐青年創業基地的情形。 

二、 活動內容 

（一）107 年 1 月 24 日中午啟程抵達上海後，陸續拜訪 T-maker 臺青創客家、麥克將文

創園區、昆山臺商協會「微創業」基地、蘇州兩岸青年創業園、浙江智新澤地產

業園區、義臺科創意設計中心（義烏臺協）、麗水江泰國際星城等地。 

（二）各青年創業基地參訪內容如次： 

1. T-maker 臺青創客家：T-maker 的營運模式主要是企業對企業，目前已有 60 多家

企業進駐，兩岸企業均有，臺企數量多於陸企。T-maker 開辦已有 3 年，除繼續

吸引標竿型企業進駐外，並持續扶持入駐企業融入當地市場，整體而言，基地營

運仍須依賴政府的補貼，惟資源的投入仍會配合政策持續下去。 

2. 麥克將文創園區：該園區已完全入駐，共有 23 家，入駐廠商半數來自臺灣，廠

商經過篩選才能入駐。上海目前已有 144 家授牌的文創園區，在高度的競爭環境

下，麥克將的營運穩健，在給予入駐廠商優惠外，提供廠商與市場客戶端的媒合

機會，麥可將作為一個平臺，提供廠商間「團報」合作機會外，更重要是融入中

國大陸當地市場，讓廠商持續有收益。 

3. 昆山臺商協會「微創業」基地：該基地配備有大小會議室、商務洽談室、貴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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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微創業者會議、商務洽談的場所，並提供辦理所需的「一站式」服務、入駐

廠商與客戶端的合作、申請相關基金與貸款與搭建企業交流的平臺等。自 2016

年 6 月基地正式運作起，已有 25 個專案成功申請入駐，6 個專案已離開基地拓展

事業。 

4. 蘇州兩岸青年創業園：自 2015 年 5 月底設立，入駐產業有文創設計、無人機或

人工智能（機器人）、互聯網（跨境電商）和健康養生（坐月子中心）等，共有

60 多個項目。創業專案只要符合基地產業發展方向，且符合有臺籍股東、臺籍員

工、臺灣品牌等，同時申請人年齡在 45 歲以下，經審核同意方可入駐。 

5. 浙江智新澤地產業園區：自 2011 年投入運營，目前已吸引入駐企業 80 多家，臺

資企業僅有 4 家，多數為陸資企業。園區入駐的臺企不多，隻身來此創業的臺青

更少，園區有提供實習，透過企業牽線與臺灣的藝術大專院校合作，主要針對文

創產業。 

6. 義臺科創意設計中心（義烏臺協）：該中心由法藍瓷負責營運管理，已有 10多家

臺灣團隊入駐，計畫於 5 年內安排 4000 萬元人民幣資金，扶持義臺科創意設計

中心，目前營運狀況仍需努力，目前義烏臺協正思考改善之道，亦計畫與臺灣大

專院校建立實習合作管道。 

7. 麗水江泰國際星城：麗水江泰國際星城，位於麗水南城地段，占地約 10 萬 7 千

平方公尺，由五星級酒店、臺灣美食城、商貿中心、大型百貨及高尚住宅區組成。

成立的入駐情況尚可，均為可自主運行的企業或個體戶，多數從事的產業以文創

業為主，該基地與屏東美和科技大學有實習、產學合作。 

（三）本次參訪觀察如次： 

1. 隨著臺商轉型或退場，臺青赴陸就業人數與過去相比已減少，臺企聘用當地員工

已成趨勢。 

2. 臺青赴陸就業的人數遠高於創業人數，即使是已入駐青創基地者，大部分已有營

運成效的公司、個體戶，本次參訪無遇到任何一位自學校畢業就立即赴陸進行創

業之臺青。 

3. 青創基地的營運成效，不因是否居於「國家級」地位而較好，亦有非「國家級」

青創基地營運成效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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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鑒於吸引臺青赴陸創業成效有限，創業成功機率低，中國大陸已調整政策，以吸

引臺青赴陸就業、實習為優先。 

三、 遭遇之問題：無。 

四、 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 心得及建議 

（一）中國大陸雖推出各種優惠措施吸引我青年赴陸，然成效有限，多數臺青仍以留在

臺灣發展為優先，政府相關部會已投入相關資源、創造青年發展機會，可再強化

廣宣並提醒赴陸創業、就學的風險。 

（二）本次參訪發現，中國大陸對金融科技的應用普及程度遠高於臺灣，例如使用手機

行動支付，相關金融科技技術如何普及應用頗值我方借鏡參考，此外，在市區招

攬計程車，如不使用手機 APP 幾乎招不到車，日常生活與數位工具關聯度相當高。 

（三）未來行政部門如有機會派員參加相關參訪，建議應積極參與，除可掌握情形，並

有助蒐集相關資訊，俾作為業務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