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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局目前配合科技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

畫，因此本次出國參訪行程主要鎖定日本無人機產業暨創客基地為參訪對象，期

能建立雙邊無人機人才及技術交流，以及學習日本創客基地管理及營運模式。 

創客基地方面，拜訪了 Fablab 澀谷及世田谷據點，以設立於人口多、學生多

的地方，透過數位自造工具鼓勵實做，也不定期舉辦工作坊與成果發表會，建立

交流平台，吸引有共同興趣的人聚集。另 DMM.make AKIBA 位於秋業原捷運站

附近，提供大型空間與多樣設備，讓使用者可以進行設備開發、驗證小批量生產

及各種認證測試。基地內有不同專長之專家進駐，全年無休，全天開放的方式營

運。且亦出租新創企業所需空間，教授經營知識，略具加速器之性質。 

無人機產業方面，拜訪了日本 UAS 產業振興協會（JUIDA），該協會積極推

動無人機安全運行規則及禮儀等指導方針之策定、操作技能及認證。AERONEXT

經營團對所開發無人機裝載 4D Gravity 技術，使無人機所搭載之攝影機重心保持

穩定，防止震動及提升耐風性。enRoute 公司開發了耐火性無人機及六軸農用無

人機。田中電器公司成立無人機學校，並建立專用飛行場地。Rhizomatiks 公司自

行開發軟硬體以無人機運用於表演藝術。 

發展無人機技術與產業暨經營創客基地均為本局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

基地計畫重點之一，期能透過本次參訪學習，將優點融入後續之計畫內，以創造

國際級創客基地，孕育新型態旗艦產業，並驅動園區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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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目的 

一、 此行程鎖定無人載具、無人機產業協會及 AI 機器人相關研究單位與創客空

間，以及智慧機器人相關自造基地。 

二、 實地見證日本在地經營之自造基地，並藉由其成功經驗，以了解其營運管

理、經營人力與專長、空間經營規劃等，提供於南科 AI ROBOT 自造基地

營運規劃方針借鏡。 

三、 與日本無人機相關協會機構進行經驗交流，並邀請來台參與群飛表演，進

行相關人才及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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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日期 星期 地點 行程 

10/29 一 
台灣 

東京 

出發前往日本東京 

下午：拜訪 Fablab 澀谷、拜訪 Fablab 世田谷  

10/30 二 東京 

上午：拜訪田中電氣 

下午：拜訪 enRoute 

晚上：與 JUIDA/Blue Innovation 會議 

10/31 三 東京 
上午：拜訪 AERONEXT 

下午：拜訪 Rhizomatiks 

11/1 四 
東京 

台灣 

上午：拜訪 DMM.make AKIBA 

抵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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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上官天祥 

SHANGKUAN 

TIEN-HSIANG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任秘書 

Senior Secretary, 

Planning Division 

趙志寶 

CHAO CHIH-PAO 

科技部南科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長 

Section Chief, Plann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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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程紀要 

一、 拜訪 Fablab 澀谷  

(一) 時間：10 月 29 日（一）15:30  

(二)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錦町 3-20 アイゼンビル 1F 

(三) 與會名單：梅澤陽明  理事  

(四) 行程紀要： 

1. 簡介：Fablab 是一種推廣使用數位製造工具的開放空間，藉此鼓勵實作與維

繫知識共享的實體社群，讓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自造者”（maker）。符合

這樣營運模式的 Fablab，目前在全球有 1,500 多個據點，其中本次拜訪的

Fablab Shibuya 是日本國內第 3 的 Fablab，營運 Fablab Shibuya 的組織名為

Digital Fabrication Association，以 co-lab 澀谷 ATELIER 為其主要營運據點。 

2. 參訪紀要： 

(1) 場域經營策略：場所的地點以人口多、學生多的地點為優先，營業時間

以日間為主，但可事先預約晚間的時段。透過提供開放的場域，讓會員

或其他使用者可以運用該場域的加工設備，並收取使用費。同時也透過

提供委託試作服務與教育訓練課程收取學費，做為營運經費的來源。此

外也接受顧問服務的委託，例如 Sony 委託規劃及維運其 Sony SAP (Seed 

Acceleration Program) Creative Lounge。營收比例而言，製作相關收入約

30%，教育相關約 30%，其餘佔 40%。 

(2) 設備使用狀況：在該處設置 3D 印表機、雷射切割機、雕刻機、縫紉機

與電子製作工具等設備，按照設備類型以使用時間、加工製作面積（與

使用材料或耗材有關）為計價單位來收取設備使用費。 

(3) 人才訓練：大部分的使用者是居住在 co-lab 澀谷 ATELIER 鄰近地區的

設計師、建築師、攝影相關的業者，另外也有一般市民等對動手製作有

興趣的民眾。也不定期舉辦工作坊與成果發表會，提供 Maker 交流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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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臺。除了到 Fablab 上課以外，也有前往學校開班授課的模式。從整

體使用者人數來看，當中學生人數約佔 60%，社會人士則佔 40%。 

 

 

與 Fablab 澀谷  理事  梅澤陽明先生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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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lab 澀谷的共享空間 

二、 拜訪 Fablab 世田谷  

(一）時間：10 月 29 日（一）17:30 

(二) 地點：東京都世田谷区池尻 2-4-5 

(三) 與會名單： 鐘居和政 Director 

(四) 行程紀要： 

1. 簡介：據點位於 2004 年廢校之舊池尻中學校的複合設施裡，此設施營運單

位是株式會社製造（MONOZUKURI）學校，場地是向世田谷區公所承租，5

年一期，整體場域營運以振興世田谷區企業發展為目的，目前有 100 多家進

駐單位（累計）、32 個個別空間。Fablab 世田谷於 2 年前開幕，是日本國內

第 19 個 Fablab。 

2. 參訪紀要： 

(1) 場域經營策略：與 Fablab Shibuya 同樣，在場域內設置雷射切割機、3D

印表機等設備。也有與地域社群合作，積極與該地區的學校（國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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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等）共同辦理Workshop等活動。從營收佔比來看，設備使用約 30%，

代工製造約 30%~40%，教學約 25%。 

(2) 設備使用狀況：場域空間較小，設備也以小型的設備為主，其中雷射切

割機使用率最高。目前會員人數約 1,200 人，每月使用人次約 100 人次，

學生約佔 2~3 成。 

(3) 人才訓練：提供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教學課程，以無經驗者也可容易入門的教學方針推廣教育。 

 

 

與 Fablab 世田谷 Director 鐘居和政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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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lab 世田谷據點  

 

株式會社製造（MONOZUKURI）學校地圖 

 



12 
 

三、 拜訪田中電氣 

(一）時間：10 月 30 日（二）10:00 

(二)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 1-16-9 

(三) 與會名單： 

 田中良一 代表取締役社長 

 東田英憲 取締役事業部長 

 新島庸介 課長 

 井出誠 

 奥田麻衣子 

(四) 行程紀要： 

田中電氣成立於 1954 年 7月，一開始主要從事電化設備相關的銷售和施工維護，

逐漸擴展至無人駕駛飛行器業務，成立秋葉原無人機學校，學習無人機的基本知

識，提高駕駛技能和安全處理技巧，為日本航空管理局推薦培訓機構之一，也通

過 JUIDA 認證。該公司在埼玉縣開發無人機專用飛行場地，不僅能提供無人機

開發商和研究機關等做為試飛場地，也能讓無人機操縱者練習操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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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田中電氣經營團隊合影 

 

田中電氣代理之繫留式無人機 PARC 

四、 拜訪 en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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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 月 30 日（二）15:00 

(二) 地點：埼玉県朝霞市北原二丁目 4 番 23 号 

(三) 與會名單： 

 瀧川正靖 代表取締役社長 

 高橋一則 研究開発企劃推進部長 

 寺井理詠子 

(四) 行程紀要： 

成立於 2006 年 10 月，enRoute 主要業務包含無人機設計製造及銷售，空拍、自

主控制、深度學習及培訓飛行員等。近年主要投入研究智能農業應用，如農業用

作無人機 ZION 系列六軸無人機，可安裝 5 公升容量，用來噴灑農藥，6 分鐘可

以噴灑 0.6-0.7 公頃面積，另外亦可以安裝粒劑型農藥，每分鐘可噴灑 1kg 重量，

在日本農業應用領域穩居市占率第一。 

 

與 enRoute 經營團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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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ute 開發之耐火性無人機 

 

enRoute 開發之無人機 



16 
 

 

與 enRoute 經營團隊合影 

五、 與 JUIDA/Blue Innovation 會議 

(一）時間：10 月 30 日（二）19:00 

(二) 地點：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6-16-4 

(三) 與會名單： 

 JUIDA 熊田知之 理事・事務局長 

 JUIDA 岩田拡也 常務理事 

 JUIDA 田口直樹 室長 

 JUIDA 吉澤生雄 

 JUIDA Alice CheukMan Chan 

 Blue Innovation 熊田雅之 専務取締役 

(四) 行程紀要：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 UAS 產業振興協議會(JUIDA)以支援日本無人機新產業創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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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於產業健全發展為目的，成立於 2014 年 7 月。 

無人機新技術及研發近年急速發展且國際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將無人機相關的國

內外最新訊息或課題傳給會員，另致力於無人機運行相關的安全對策，例如，安

全運行規則及禮儀等安全指導方針的策定、操作技能及安全運行管理者證明的認

定等，非常積極推動與日本政府的官民意見交流。自從 2016 年開始 JUIDA 主辦

「Japan Drone Expo」，做為無人機為主題的展覽會，在相關產業振興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會員除了企業、個人以外還有研究機關、大學、市政府等。會員人數近

年有急速增加的現象，也反應了無人機產業的崛起。未來除積極結合地方創生活

動外，也希望強化與海外團體合作，並貢獻於國際標準化活動。 

 

與 JUIDA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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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DA 簡報會議交流 

 

與 JUIDA、Blue Innovatio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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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拜訪 AERONEXT 

(一）時間：10 月 31 日（三）10:00 

(二) 地點：東京都渋谷区恵比寿西 2-3-5 石井ビル 6F 

(三) 與會名單： 

 AERONEXT 広瀬純也 取締役 CFO 

 AERONEXT 大河内雅喜 研究員 

 AERONEXT 酒井順子 Manager 

 DORONE FUND 天明美樹 

 DORONE FUND 高橋伸太郎 

(四) 行程紀要： 

成立於 2017 年 4 月，所開發無人機裝載 4D Gravity 技術，能保持攝影機重心穩

定，防止震動能在高度飛行傾斜。與一般無人機形狀不同，能提升耐風性能、能

減少墜落風險。於 2018年 3月日本千葉縣幕張舉辦的Best of Japan Drone Award 

2018 上獲得「無人機相關科技」「Best Venture」最優秀獎。  

該公司原本主要的事業為空中拍攝服務，因而發現使用無人機進行高空攝影時，

強風對於拍攝影像的穩定度是主要影響因素，因而投入研發提高無人機酬載穩定

度的技術，定名為4D Gravity。4D Gravity技術適用於現有市場上的多旋翼無人機，

可以保持攝影機重心穩定、防止震動，並能在高度飛行傾斜。該公司認為未來所

有的無人機都需要該技術，並已經運用於 360 度 VR 拍攝及物流、橋梁檢測、農

業等應用情境。該公司規劃於 2019 年初訪台，與台灣業者洽談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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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ERONEXT 經營團隊意見交流 

 

AERONEXT 開發之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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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EXT 開發之無人機 

 

與 AERONEXT 經營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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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訪 Rhizomatiks 

(一) 時間：10 月 31 日（三）14:00 

(二) 地點：東京都渋谷区東 2-27-7 恵比寿東ハイツ第 2 1F 

(三) 與會名單：原田克彥  

(四) 行程紀要： 

Rhizomatiks 在科技藝術領域過人之處，不僅在運用開源軟體、硬體，以及 3D 列

印等工具，自行設計製造無人機，而是在結合運用無人機、LED、動態捕捉、CG

等技術，把這些虛擬科技與現實表演部分連結至近乎無縫接軌的境界的同時，又

能讓觀眾清楚理解並享受結合科技所產生的箇中樂趣。Rhizomatiks 內部稱之為

「seamless AR」。其主要的技巧在於運用動態捕捉技術（motion capture）將表演者

的動作先行記錄下來，透過擷取表演者手持無人機舞動的軌跡，再轉換成無人機

的飛行控制計畫。經過位置的校準之後，無人機在實際進行表演時就能重現同樣

的飛行軌跡，甚至做到與表演者的動作動態同步，與人類表演者的演出完美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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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atiks 外觀：照片來源 Google 地圖 

 

Rhizomatiks 技術：照片來源 Rhizomatik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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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拜訪 DMM.make AKIBA 

(一）時間：11 月 1 日（四）10:00 

(二)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練塀町 3 富士ソフト秋葉原ビル 

(三) 與會名單：  

 田中麗奈 

 三谷知靖 

(四) 行程紀要： 

1. 簡介：DMM.make AKIBA 位於人潮眾多的秋葉原，是由“DMM.make AKIBA 

Base”與”DMM.make AKIBA Studio”兩個部分組成，前者可以用作商業基

地，包含共享辦公室和活動空間，後者為可用各類設備進行原型設計製作之

綜合型製造設施。 

2. 參訪紀要： 

(1) 場域經營策略：DMM.make AKIBA Studio 的規模，不論是空間或設備的

種類與數量，相較於本次參訪的兩個 Fablab 都大上許多，其中包含各種

機床（如 3 軸 5 軸數控切割機、雷射切割機、CNC 設備等），也有電子

產品、木工、紡織品手作所需的相關設備，可以進行設備開發和驗證小

批量生產原型所需的最新設備。特別之處在於，除了產品開發以外還可

以進行各種認證測試和抗衝擊性測試，從開發到小批量生產皆能支援。

現場亦建置有大規模生產印刷電路板的 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設備、3D 印表機與 3D 掃描儀器設備。對於創業者完成產品試做後的量

產階段，DMM.make 的顧問也可以協助連結引介企業，過往即有寵物心

情項圈產品透過顧問引介我國高雄的業者代工生產的實例。該場域的參

觀雖然是對外開放，但並非無償提供，而是以每人 2,000 日圓（未稅）

的有償方式提供，雖不至於作為獲利來源，但至少不會使導覽參觀業務

成為一項不賺錢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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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使用狀況：DMM.make 的設施基本上是全年無休、全天開放的方式

營運，具有不同專長的專家的出勤班表固定公布於設施內的公告區，需

要相關專家協助的使用者可以配合專家的出勤時間前往設施使用相關

服務。除了業餘使用者以外，有更多的會員及使用者是新創企業以及現

有的企業。 

(3) 人才訓練：除了數位製造的基本概念、創客空間的相關軟硬體操作以外，

對於新創企業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經營知識等，也會透過辦理講座的方式

提供給其會員，具有孵育加速器的性質。 

 

 

DMM.make AKIBA 據點：照片來源 DMM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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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make AKIBA 設備：照片來源 DMM 網站 

 

DMM.make AKIBA 設備：照片來源 DMM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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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創客空間方面 

1. 日本的創客空間經營模式，不論是否以會員制的方式經營，主要以

有償提供場域、製造設備、材料、測試設備、設計教學、受託製造

等方式營運，基本上都不是能夠獲利，但也非倚賴政府經費補助的

狀態，是由民間業者自力經營。對於我國的創新創業、自造基地而

言，日本業者的經營方式、場域規劃有值得參考之處。 

2. 尤其 DMM.make 的規模較大，可以看出其經營數年的經驗累積反

映在場域的設計上。除了製造之外，也提供自主測試所需要的儀器

與設備，尤其在電子通訊方面的設備相當完善，甚至還備有電波暗

室。我國資通訊產業發達，人才濟濟，產業連結性也較易促成，發

展創客空間時可考慮以此領域為優先。 

3. 另外，DMM.make 還有協助創業者辦公營運所需的共享工作空間，

除了團隊自身可以使用以外，還能作為與投資者、客戶互動的場所，

並兼顧保密性，吸引創業者以及既有的企業加入成為會員，讓現有

企業與新創業者之間有一個互相交流界接的平台。就促進創新創業

的目的而言，將創客空間與創業輔導機制連結，確實可以擴大發揮

綜效。 

4. 此外，DMM.make 也為其客戶提供顧問服務，協助連結量產產品時

需要的夥伴，過往曾經引介過我國高雄的業者與日本的創業者合作，

生產可以反映寵物心情的項圈，透過藍牙與智慧型手機連線，寵物

主人就可以透過專屬的 app 了解寵物的心情如何。將產業輔導媒合

機制與創客空間進行連結，有助於既有業者與新創業者的互動，建

立夥伴關係，增進彼此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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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人機方面 

1. 日本無人機產業發展協會與政府合作，透過制定相關規範，管理及

發放無人機操縱執照，由業者提供教育訓練等方式推廣無人機的應

用，並透過產業自主管理的方式營造一個良性的無人機應用環境的

做法，值得我國交通主管機關參考，與國內相關產業組織合作，廣

納業界聲音，以規劃設計合乎交通飛航安全，又兼顧鼓勵新興應用

與產業發展的管理方式。 

2. 除了產品與技術研發之外，人才的訓練、認證也是推廣無人機應用

的關鍵。以產業應用為主的無人機，例如用於橋樑檢測、空中攝影

等，需要一些特別的飛行穩定技術、非 GPS-based 定位技術等設備

端的功能，在完全自律飛行尚無法成真的現階段，也需要具有無人

機遠端非目視操控飛行能力的高超技巧的人才。 

3. 無人機在表演藝術方面的應用也是一種相當獨特的模式。在表演藝

術中使用的無人機，是以室內封閉場所為主，因此在定位技術方面

無法使用衛星定位資訊。業者採用動態捕捉系統來規劃飛行軌跡，

並作為實施表演時的定位技術，賦予動態捕捉系統一個新的應用，

令人耳目一新。 

4. 此外，表演藝術使用的無人機重點在於高度客製化，因此業者運用

3D 列印改造市面上可以購得的無人機或是模組，加上 open source

軟硬體來進行客製化，自主掌握表演中所需要的無人機操控技術，

結合表演藝術者的想像力，將科技運用於表演中，塑造出另一種藝

術型態。 

5. 針對無人機相關服務、開發企業，本此訪問團皆已口頭邀請參與預

定 2019 年 4 月 27 日辦理的無人機群飛表演活動。具體的邀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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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式，後續由活動主辦單位賡續辦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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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1. Fablab世田谷提供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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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中電氣提供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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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Route提供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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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UIDA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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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科簡介 

  

 

 

Overview of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New Hope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Taiwan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sinchu Science 

Park (1980)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2003)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1996)

• Tainan Science Park: 1,043 hectares

• Kaohsiung Science Park: 570 hectares

• Total: 1,613 hectares

STSP’s Current Situation

Tainan campus Kaohsiung campus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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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Oct. 2017 : 77,552

STSP’s Current Situation

Doctorate

1%

Master

20%

Bachelor

40%

College 

Graduate

13%

High School 

Graduate 

24%

Others

2%

◎ TSP: 68,936

◎ KSP:  9,641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11：220  Companies 

Industrial Clusters

Optoelectronic

IC

Precision machinery

Biotechnology

Others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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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lusters

Foreign tenant companies : 39

3M  Corning
Applied Materials
Tot. 9 companies

SUMIKA  
ULVAC
Tot. 22 companies

Sierra Wireless  Limited. 
Tot. 1 company

HEWI Fasteners Asia
SAFC Hitech Taiwan
Tot. 2 company

F1 Medical Device
Epoch Material
Tot. 2 companies

Ziolar Technology
EagleBurgmann Taiwan
Tot. 2 company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ureau,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vasive 
Displays Inc.
Tot. 1 companies

 

Green Energy

Industry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Aviation 
Industry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6

Four Focused Industries

•Energy creation 

•Energy storage

•Energy saving

•Syste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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