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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摘要與目的 

本局王永壯局長應韓國科技園區發展協會(Korean Technopark Promotion 

Assocation)之邀請，於 107年 10月 22日至 25日前往韓國大邱市，參加韓國科技

園區成立20週年慶祝論壇並擔任演講嘉賓，投資組同仁夏慕梅副研究員共同與會。 

該國 19個科技園區共約 300人參加，會中除了頒獎給促進在地產業及培育在地企業成

績最優秀的 5個園區，以及透過科技園區協助發展最好的 5家企業之外，也邀請創始元

老講述園區開發的歷史，王局長則以台灣科學園區的願景及挑戰為題介紹台灣園區的發

展現況。 

次外大會也安排外賓前往慶尚科技園區及大邱科技園區參觀，實際了解該國園區的運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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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韓國科技園區協會成立 20週年慶祝論壇 

 

 

韓國科技園區(Technopark)發展計畫始於 1997年，1998年先行規劃 6個園區，至今

剛好 20年，全國已發展了 19個園區，成就斐然，韓國科技園區推廣協會(Korea 

Technopark Promotion Association, 簡稱 KTPA)特別舉辦慶祝論壇，並邀請本局王

永壯局長任演講嘉賓, 於 10月 22日至 25日與同仁共同赴韓國大邱市參加此一盛會，

與會者除了韓國的科技園區人員外，主辦單位還邀請哈薩克、烏茲別克、衣索匹亞及

亞洲印尼的人員共同參與，合計超過 300人。 

 

 

 

 

 

 

 

 

 

 

 

 

 

 

 

 

(一) 韓國科技園區的發展 

傳統上日韓的經濟發展都仰賴於大商社, 大學畢業生心中理想的工作就是到大商社

上班, 然而 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給韓國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許多公司倒閉也造成

大量失業，打破韓國人「大企業不會倒」的神話。不少產業界及學界開始思考，除了

大型的商社外，是否應扶植在地的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於是

大力向當時的總統金泳三遊說，希望尋求中央政府支持，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成立

區域型的科技園區(technopark)，最後終於獲得總統的支持。 

1998年先由行規劃 6座園區，分別為設於京畿(Gyeonggi)、慶尚北道(Gyeongbuk)、

光州(Gwangju)、大邱(Daegu)、仁川(Inceon)及忠南(Chungnam)，隨後慢慢地擴展，

現在韓國共有 19座科技園區，坐落在各省及直轄市。這些園區多屬於研發型園區不

做大量生產, 目前合計有 2300公司, 從業人員大約 2萬人。 

開幕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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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大津園區 

 

 

首爾園區 

 

仁川園區 

 

 

京畿大津園區 

 

忠南園區 

 

全北園區 

 

光州園區 

 

全南園區 

 

濟州園區 

 

江原園區 

 

 

忠北園區 

 

大田園區 

 

 

大邱園區 

 

慶北園區 

 

浦項園區 

蔚山園區 

釜山園區 

慶南園區 

 

韓國科技園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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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科技園區的特色 

韓國科技園區和台灣科學園區的型態有很大的差異。台灣科學園區為中央政府主導，

以發展提升國家產業及促進全國經濟為前提，韓國也有類似的國家型園區如大德科學

園區(Daeduk Innopolis)，但是該國的科技園區發展方向完全不一樣，是以發展扶植

在地企業活絡在地經濟為前提，園區產業發展配合各地的產業特色，創造就業機會。

發展初期以企業育成及術支援為主，後來逐漸轉變為區域政策規劃及商業服務支援中

心。經費來源約有 65%來自中央政府，35%來自地方。該國政府策略性的在全國各省以

及院轄市各設立一個科技園區以帶動當地產業發展。  

科技園區扮演的角色包括制定政策平衡區域發展、成為區域產業展中心、為地方企業

支援平台以及創造產學合作生態系統。因此園區組織架構多數會有一個政策計劃部及

商業支援部，再加上數個產業中心，及共用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園區產業

中心提供各式的實驗設備，讓沒有甚麼財力的新創公司可以用少數的費用做實驗，對

於產業的發展與新創公司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值得參考的部分。 

韓國科技園區發展幾年後，就有不錯的成效，也成為帶動地方經濟的火車頭，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朋友間見面問候你的情況如何，常得到 IMF 的回答，亦即我

被開除了(I Am Fired.)。但數年之後，答案仍是 IMF，意義卻完全不同，代表著我很

好(I Am Fine.)，顯示科技園區發揮的功效。 

 

(三)感謝創立韓國科技園區元老 

 

大會主席亦即韓國科技協會會長 Haehoon Rhee

博士(左圖中)並頒發紀念牌給當草創時期元老:

包括竹科姊妹園區-京畿科技園區的前局長，目

前為漢陽大學榮譽教授的 Seong Youl Bae 博

士(右)，及慶尚園區的前局長(左), 以感謝前

輩對國家科技發展的付出，並期許年輕一輩學

習前輩的典範。 

 

 

 

(四)會議重要演講 

 

1. 韓國科技園區草創經歷  - 前商務部長 金英浩(Young-Ho Kim) 

 

19個科技園區全都到齊出席此 20週年慶祝會，主辦單位邀請當初最早參與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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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籌備的前輩們，跟與會者分享草創時期的艱辛。前商務部長金先生講述當時爭取

總統支持以便在韓國廣設科技園區經歷。 

金先生在日本念書及教書時的指導教授就是 ASPA的創辦人 Takao Kubo 先生，因而

引發他對科技園區的興趣，回到韓國後就參與第一個科技園區-慶尚園區的籌畫。根

據在日本的經驗，他向政府提出廣設科技園區的計畫，並且應邀向當時的總統金泳

三做簡報。但是總統因為家裡人惹了些麻煩顯得心不在焉，而總統府秘書長則生氣，

因為這會造成他的困擾。 

金先生努力向總統說明其實科技園區的籌辦已經成功了的引起當地人們的關注，大

學彼此競爭在希望園區能落腳在其校區，這時金泳三總統抬起起頭： 

 

總統問:「人們真的有興趣?」 

金先生：「是真的，在大邱市連計程車司機都在問是否可以

在大邱設立一個技術園區。」 

總統問:「會有甚麼效益?」 

金先生：「科技園區就可以擔任連接產業與學術機構的橋樑

產學合作對於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但是目前

並沒媒人居中牽線，科技園區就是這個媒人。」 

總統聽完後說:「那就做吧!」 

但是 1998年總統大選後金大中當選總統，他覺得中小企業已經過氣了，因此比較

重視大企業，金英浩先生再度前往總統府，努力向金大中總統推銷科技園區，因

為選擇正確的發展道路影響國家前途甚鉅，比如數位(digital)科技興起時，美國

轉向數位技術，進而發展網際網路(internet)，以及後來的數位產業(smart 

industry):反觀日本因固守類比(analog)技術，以致後來產業發展落後。 

最後終於獲得金大中總統的支持，韓國科技園區的發展終於步向坦途。金英浩與

大家分享這段往事秘辛，讓大家感到創業維艱，也幸好有一群人的堅持才能有今

天的發展與規模。 

 

2. 台灣科學園區的挑戰與展望  - 王永壯局長 

主辦單位邀請王局長為演講貴賓，局長以「台灣科學園區的挑戰與展望」為題進行 30

分鐘的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新竹科學園區已成為獨特的集體電路產業集群，並成功建

立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全球聲譽，許多產品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和第二，鞏固了台

灣的高科技產業。台灣科學園區發展模式是培養一批高素質的人才，整合紮實的

研發資源，打造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強大實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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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報告”，台灣在 1995年至 1997年和 2014年至 2016年的“產業區域發展

指標”中排名世界第一。新竹科學園的成功經驗已經證實成為許多國家培育科學

園區的典範。 

新竹園區發展了六大產業，即電腦

及週邊設備，通訊，光電，積體電

路，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因電腦

時代的到來，新竹科學園區在 20世

紀 80年代興起，掌握先進積體電路

製造技術的全球競爭力。自 1993年

以來，科學園區的收入超過了其他

國內產業，並在過去 20年保持了領

先的位置；光電是有潛力的產業，

自 2002年以來在竹科的收入排名第二，但由於競爭對手興起，近年來增長勢頭受

到限制。未來幾十年，新市場和新應用將扭轉新技術的發展；精密機械和生物技

術產業沒有前兩個產業那麼大，但仍穩定成長，通訊產業則也表現出類似的趨勢。

電腦及週邊設備在過去幾十年中持續下降，但近年來增長趨於穩定。 

新竹科學園目前面臨的挑戰包括工業模式側重於 ICT行業，高層次人才流失，研

發成果商業化不足，以及園區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應對全球環境的變化。 

科學技術一直在變化，人工智能，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一再推出。園

區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可分為五個主要部分，即人工智能，聲音，物聯網，車用電

子和生命數字化，未來幾十年中數位平台將成為與軟體界面的核心。園區正在推

動跨領域創新和應用技術開發，努力建立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群聚和軟體產業平台，

以加快人才和技術的人力資源開發，以應對全球產業變化。 

為了未來的發展前景，園區將在競爭激烈的半導體產業基礎上保持技術優勢，努

力發展物聯網，汽車電子，人工智能，軟體等新興產業，擴大園區的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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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姊妹園區相見歡 

竹科與京畿科技園區(Gyeonggi Technopark)於

2000年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後雙方有數度的互

訪及經驗分享，這次在大會上除了見到前局長 

Seong Youl Bae博士，也見到執行長 Gangsun 

Choi(右圖左). Gangsun Choi 曾多次來到台灣

向來與我方交好，這次會面雙方也交換意見，討

論未來合作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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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技之旅 

 

主辦單位在會議前安排了科技之旅，參訪大邱科技園區(Daegu Technopark)以及慶尚

科技園區(Gyeongbuk Technopark) ，也是韓國最早成立的園區。 

(一) 慶尚科技園區 

與會者一行抵達園區時，現任園區局長，也是這次大會主辦人韓國科技協會會長

Jaehoon Lee博士親自為大家介紹園區的發展及現況。 

1997慶尚北道被選為韓國科技園區的示範園區，1998年成立慶尚園區基金會開始

籌設園區，2002 年時園區總部大樓完成。 

 

2018年當地有 20 萬人口，週邊共有 11所大學，主要的產業為電子設備及汽車零

件為主，園區目前共有 116家公司，多數為中小企業，大公司共有 7家，總員工

數為 2,000人。慶尚科技園區的四大功能如下: 

 

制定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的政策 

 制定當地產業發展計畫 

 調查產業生態系統建構資料庫 

 發展改變產業結構的國家型計劃 

 確保成長動力, 扮演產業發展控制者 

扮演區域樞紐 

 藉由新生產技術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發掘具前景產業並商品化 

 新創公司之育成 

 發掘傑出公司培養成區域代表性公司 

 強力支持在地公司以活絡經濟 

做為本地公司的支援平台 

 制定發展公司的計畫 

 為各商業週期建立企業支援系統 

 擔任商業服務仲介 

 提供單一窗口商務支援 

建立產學合作的生態系統 

 中央政府 18部會 5部門 17個機構 

 慶尚北道 23 都市/區域 

 大學 37 所大學 

 企業 218,795家公司在當地  

 從業人員: 1,066,260 人 

慶尚園區大樓(左)、無線電力傳輸中心(中) 、 Jaehoon Lee 局長親自做簡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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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管理單位提供的服務包括 

1. 基礎設施的運用推廣:  

提供新創公司的訓練、大學設置特別的研究中心、辦公室出租及機器與研究

設備出租 

2. R&D的支援:技術難度支援、技術發展、商業化支援、成果分析 

3. 海外網絡: 海外行銷支援、IASP & ASPA 

4. 非 R&D 的支援:人力資源開發、行銷支援、資金支援、管理支援 

5. 網絡聯誼:策略規劃、政策規劃、協辦會議、專家群組 

 

JaeHoon Lee 局長特別強調建立資料庫的重要性，該園區共成立了 3個資料庫，並運

用資料庫能更緊密的連結當地產業與人才: 

1. 在地企業資料庫: 包含公司名稱、營業額、地址、員工數、設施等 

2. 進階資料庫: 追蹤公司聯繫活動資訊、評估接受政府補助之中小企業的表現 

3. 人才資料庫: 技術專家名錄、個人層面的商務關係圖 

 

同時還參觀了的德韓合作的研發中心 SHB,乃是專門生產及研發汽車車頭的控制系統零

件的公司，園區介紹合作夥伴給該公司並與學校產學合作;OTC Robotic 公司製作機械

手臂，希望能追上排名第一的日本公司;全球遊戲中心(Global Game Center)則提供設

備及測試區供發展製作遊戲的年輕人做測試 。 

 

 

 

   

慶尚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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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邱科技園區 

 

大邱科技園區的成立經過、功能及提供的服務皆與慶尚園區類似，以扶植在地中小企

業為主。區內主要的部門包括: 

1. 區域創新機構: 智庫以完美的設計帶領區域產業的發展 

2. 商務促進機構: 加強網絡支援, 積極帶領當地產業 

3. 區域產業促進機構: 商業支援政策,技術創新及研發計畫中心 

4. 各種技術轉換: 包括奈米實際應用、行動技術、生物健康、韓國製藥產業、運動產

業支援等等 

大邱園區支援每一階段的公司成長，從提供 R&D與技術轉移給有潛力者，到新創公司

育成，到後育成階段協助行銷，到成為有力的小企業，到轉型為中型明星企業，最後

進入全球 300大，這是大邱園區的任務與理想。 

 

 

 

 

  

行動技術測試實驗室(左)、新技術產業支援中心(中)、大丘園區各個單位介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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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壯(左) 與大邱市市長 Youngjin Kwon(右)合影 

左起 ASPA 秘書處研究員 Sally Pak(英文人員)、Donghwan Kim(英
文人員)、主任 Young-Ho Nam、王局長、夏慕梅、小組長 Sujin Yeo(日
文人員) 

三. 拜會大邱市市長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 - ASPA)的總部設

於大邱科技園區內，多年來也獲得大

邱市政府的經費支持。 

王永壯局長為新上任 ASPA理事長，

這次來到大邱市開會，ASPA秘書處特

別安排與大邱市長 Youngjin Kwon 會

面，討論未來合作的計畫，也請市長

繼續支持 ASPA。市長建議 ASPA在大

邱市舉辦一個大型的企業博覽會，集

合各會員園區企業共 200家，進行商務

媒合及產品展示，王局長表示將列為

ASPA未來的考慮的項目。 

 

四. 拜會 ASPA 秘書處 

 

此行最後一天到達 ASPA 秘書處參觀，秘書

處由辦公室主任 YoungHo Nam 帶領英文及

日文秘書等共同處理 ASPA的日常會務，4

位同仁包辦所有業務，包括聯繫理事會議、

年會、商務媒合會等活動的辦理，季刊的

編撰，會員的聯繫，經費管理及會務的拓

展等等，秘書長 Sunkook Kwon 則每週到

秘書處一次與職員們進行工作討論，有重

要事情則請教理事長的意見。秘書處牆上

掛著一張以亞洲為中心的大地圖，上面用紅

色及綠色釘子標註了各國的科學園區，希望

將 ASPA的服務帶到更多的亞洲地區，以協

助當地的區域發展。 

離開前大家在地圖前面，舉手做出韓國最流行的戰鬥手勢一起照相，繼續為亞洲科學

園區的發展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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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與建議 

韓國科技園區的發展歷程，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堅毅的民族如何從困頓中尋找出路，最

後創造出特有的區域型科技園區模式，短短幾年就從「I am fired.」轉變為「I am fine.」。

因為所有的經費都需向中央及地方提出計畫申請，各園區的管理者必須不斷的努力，

每年提出如何為在地產業提供更好的服務及促進發展的好構想，加上前一年的經營績

效，才得以申請到足夠的經費繼續園區的經營，如同大邱科技園區的局長告訴我們，

他必須不斷的努力戰鬥，他的同仁才有工作，也許這也是韓國科技園區不斷成長的動

力。 

透過與會者的介紹及實地到 2個科技園區參訪，有一個建議如下: 

 竹科應加強與在地機構及企業的聯繫與合作 

竹科為中央政府管轄的園區，發展早期與地方涇渭分明，甚至有圍牆阻隔了雙方

的交流，區內發展的積體電路產業與地方關係也不大，後來雙方都發覺無法切割，

才有了園縣市的高階主管座談會，日後南科與中科設立後也積極與地方合作。建

議竹科可積極與在地的優秀產業合作，對於地方上的新創團隊與新興產業給予更

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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