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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摘要摘要 

有鑑於日本推動區域產業創新與群聚，發展跨部會與跨中央地方的推動機制已有近 10

年的成果經驗，值得做為我國推動區域創新機制的標竿學習對象。 

另因臺灣和日本一樣面臨新興技術快速發展的環境變革中，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與

人口過度集中都市等社會問題，為使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並致力推動産業群聚與區域創新

生態系統，以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106年 12月於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中設置區域

創新生態推動辦公室任務編組，據以推動區域產業創新科技政策與社會結構改革討論。 

本次參訪為促進科技產業發展與臺日科技政策交流，強化區域產業創新生態基盤，特

辦理此項赴日考察，聚焦日本國家戰略特區運作現況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透過與日本中

央、地方政府與民間智庫中關鍵決策者的訪談交流，期藉鑑日本的相關發展經驗，以做為

我國區域創新政策機制設計與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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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背景、目的與預期效益 

全球經濟發展潮流趨勢由過往的國家創新走向區域創新發展，台灣也不例

外，隨著地方自治發展，地方產業與地方政府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為加速臺灣產業升級及社會結構轉型，本院推出「五加二產業創新研發計

畫」為振興經濟的措施之一。並以 「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

技」、「生技醫藥」、「國防產業」、「新農業」「循環經濟圈」等產業創新政策，

希望藉由區域創新發展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臺灣和日本一樣漸漸邁入少子高齡化的社會，新興技術亦急速發展處於環

境變革中，為了使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並致力建構産業別群聚與區域創新生態

系統，據以推動社會結構改革，提升產業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特於 106 年

12 月於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中設置區域創新生態辦公室任務編組，以推動

產業群聚、新創企業成長與生態系統等政策與策略，進而進行產業創新科技政

策溝通與社會結構改革討論。 

自 2000 年以來，日本隨著環境變遷，已持續相應推動產業群聚、新創企

業成長與生態系統等相關各種政策與策略，希望藉由此次參訪，獲致成果以助

益臺灣制定與推動此等相關政策的參考並分享給各相關機構。各項重點考察

事項與預期效益如下： 

1. 日本推動結構改革特區、總合特區、國家戰略特區等社會結構改革相關政

策、策略、重要成功與障礙因素及相關經驗。 

2. 日本推動產業群聚相關政策、戰略、重要成功與障礙因素及相關經驗。 

3. 日本促進創投企業，尤其是大學衍生新創企業(簡稱新創企業)成長相關政

策、策略、重要成功與障礙因素及相關經驗。 

4. 日本在推動此等諸多政策、策略上，中央政府與自治體間的關係、運作機

制、成效、相關課題與經驗。 

5. 其它相關事項，如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守門人制度、5G應用觀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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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規劃與簡述 

參訪以推動戰略特區與區域創新的「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經濟

產業省」、「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三菱總合研究所（MRI）」、

「近畿經濟産業局」與「大阪府廳」等 6個機構，及觀摩「Play 5G展示中心」

與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為促進科技產業發展與臺日科技政策交流，強化

「區域產業創新生態」基盤，特辦理此項赴日參訪考察，期藉鑑日本國家科技、

經濟、社會之結構改革，以做為我國機制設計與政策推動之參考。行程規劃說

明如表 1所示。 

表 1、參訪行程規劃 

國別 日期 訪問機構 交流人員 

臺灣/日本 10/17（三）  

搭乘飛機：臺北→日本東京 

觀摩Play 5G展示中心 

日本（東京） 10/18（四） 

內閣府地方創生推

進事務局 

安藤毅參事官補佐 

熊谷拓也先生 

經濟產業省 

下司剛生課長補佐 

稲畑航平課長補佐 

山田純市課長補佐 

日本（東京） 10/19（五） 

新能源產業技術綜

合開發機構

（NEDO） 

朝武直樹統括主幹 

藤山裕和主查 

馬場大輔主查 

佐藤暢子主查 

佐藤尚悦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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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日期 訪問機構 交流人員 

三菱總合研究所

（MRI） 

龜井信一研究理事 

中村裕彦主席研究員 

森卓也主席研究員 

河村憲子主席研究員 

荒木杏奈研究員 

日本（東京） 10/20（六） 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 

日本（東京、

大阪） 
10/21（日） 搭乘新幹線：日本東京→大阪 

日本(大阪)  10/22（一） 

近畿經濟産業局 

中村秀樹課長 

阿瀬太課長補佐 

伊藤恵美子課長補佐 

和田本啓連携企画係長 

平田省司課長補佐 

大阪府廳 

野元雅史課長補佐 

寺本和弘課長補佐 

浜田真紀企画補佐 

桒山信幸総括主査 

原田康隆総括主査 

青木昭之総括主査 

山田健太総括主査 

逢坂樹哉副主査 

有本航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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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日期 訪問機構 交流人員 

臺灣/日本 10/23（二） 搭乘飛機：日本大阪→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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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團員名單 

有鑑於日本推動區域產業創新與群聚，發展跨部會與跨中央地方的推動機

制已有近 10年的成果經驗，值得做為我國推動區域創新機制的標竿學習對象。

商業發展研究院特別邀請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擔任團長，

率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商業發展研究院進行此次觀摩參訪與交流研討。

成員包括以下官學研代表（如表 2所示）： 

表 2、參訪團員名單 

序號 姓名 訪問團職稱 單位名稱/職稱 

1 蔡志宏 博士 團    長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因另有公務，僅參與 107 年 10 月 17 日至 107 年 10 月 21 日行程 

2 戴元峰 博士 秘 書 長 
行政院科技會報區域創新生態推動

辦公室/執行長 

3 曹元良 團    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組主任 

*因另有公務，僅參與 107 年 10 月 17 日至 107 年 10 月 21 日行程 

4 蔡旺佑 團    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研究員 

5 游振宗 團    員 商業發展研究院/顧問 

6 曾冠球 博士 團    員 商業發展研究院/顧問 

7 李易穎 博士 團    員 商業發展研究院/助研究員 

8 盧文晧 團    員 
關西大學大學院商學研究科/研究

生 

9 陳瀅 
隨團口譯(東

京) 
千葉大學工學研究科/博士生 

10 中谷荷晶 
隨團口譯(大

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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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具體成果與心得重點 

訪日團此次共拜訪 6個機構、參觀 2項科技展示，共訪問 29位官員與專

家。各項參訪具體成果與心得重點如下列所示： 

一、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 

拜訪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安藤毅參事官補佐與熊谷拓也先生，於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會議室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邁入 2000年後日本推動結構改革特區、總合特區、國家戰略特區等

社會改革經緯，該等政策與策略、代表性案例、經驗與課題等事項。 

 特別是國家戰略特區選擇條件、內閣府與地方自治體間分工運作體

制、管理與溝通，以及此等利害關係人參與實務和經驗等。 

 地方創生守門人制度、經驗與成果等。 

 此等主要成功與障礙因素及此等注意事項等。 

現今全球環境變革中，因應產業國際競爭或社會結構環境變化，以及少子

高齡化社會情勢並活化地方經濟，特採以特區制度突破當前法令限制進行實

證實驗，即監理沙盒，以投資未來產業，帶動經濟產業持續成長。 

日本特區制度，分為國家戰略特區、國際戰略與地域活性化總合特區及

結構改革特區，歸結如表 3所示。 

表 3、日本特區制度分類 

特區名稱 國家戰略特區 
總合特區 

結構改革特區 
國際戰略總合特區 地域活性化總合特區 

目的 
為強化產業競爭力，圖謀

國際創新據點環境整備 

形成經濟成長引擎的產業

機能集聚據點 

活用地域資源致力地域活

性化，以增進地域能力 

設定結構改革特區，以圖

鬆綁限制與地域活性化 

施行法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 總合特別區域法 結構改革特別區域法 

開始年 2013年 2011年 2002年 

主導運用 總理大臣主導 地域主導 地域主導 

設定數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 個區域 

(296事業數) 
7 個區域 41 個區域 

1,309 件 

(2018年 4月 1日) 

支援內容 
限制鬆綁、稅制與金融

措施 
限制鬆綁、稅制、財政與金融措施 限制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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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名稱 國家戰略特區 
總合特區 

結構改革特區 
國際戰略總合特區 地域活性化總合特區 

代表事例 

健康醫療創新 (關西國

家戰略特區)  

 

 
 

亞洲總部特區 (東京

都)：吸引國外企業設置

亞洲地區總部與研發據

點，降低法人稅。 

 

次世代汽車與智慧特區

(埼玉市)：普及超能源站、

低碳型個人移動，以圖實

現未來永續環境。 

 

地方特產農產品等作為原料

釀酒執照無最低釀酒數量限

制。(石黑市 2008年) 

 
 

資料來源：依日本 2016年版科技術白書修訂 

國家戰略特區以推動總體且集中經濟社會結構改革為重點，由中央、自治

體與民間一體致力形成國際經濟活動據點，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總合特區依

地域特定條件總體支援，國際戰略總合特區以形成經濟成長動力產業與機能

聚集據點，地域活性化總合特區，以最大限度活用地域資源，致力地域活性化

提升地域活力。結構改革特區，民間企業經濟活動或地方公共團體事業受制於

規定，以特定地域進行結構改革，使地域活性化。大阪地區屬於由大阪、京都

二府與兵庫縣構成關西圈國家戰略特區，主要從事健康醫療相關領域創新事

業。 

為因應內閣總理大臣或相關各大臣諮詢，強化國家戰略特區產業國際競

爭力及推動形成國際經濟活動據點相關重大事項調查審議，特設立內閣府國

家戰略特區諮詢會議。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議長，議員為內閣官房長官、國家

戰略特區擔當大臣、議長指定大臣及社會菁英，合計不超過十名組成，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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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國家戰略特區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修改自日本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 2017） 

日本因為人口減少、少子高齡化，年輕人口流向都市，尤其是東京圈一極

集中，偏鄉地區人口過疏化，是一項國家重大議題。因而，設立「聚落、住民、

工作創生本部」並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本部長，由新設地方創生擔當大臣及內

閣官房長官擔任副本部長。於 2015年元月設置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室，由中央

直接進行事業或對地方公共團體具體化支援，又於 2016年 4月改制為地方創

生推進事務局。為使中央與地方府際一體致力地域活性化，設有守門人

（Concierge）制度，如圖 2；選任具調派地方經驗或出身該地方中央官員出

任，目前（2018年 4 月）有 96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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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地方創生守門人制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日本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 2017） 

2. 拜訪議程： 

表 4、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拜訪議程表 

10/18時段 主題 預計時間 

10:00-10:05 交換名片、入座 5分鐘 

10:05-10:10 訪問團團長致詞 5分鐘 

10:10-10:50 交流時間 40分鐘 

10:50-10:55 合影紀念/致贈紀念品 5分鐘 

10:55-11:00 參訪結束 5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日本於 2013年通過「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並成立國家戰略特區諮

問委員會，負責特區事業基本方針的制定，於指定區域內適度鬆綁法

規，解決可能阻礙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委員會由首相擔任議長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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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改革，特區制度運作概要如圖 3。 

內閣府
事務局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
(區域會議）

國家戰略
特別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

角色

角色

於每個區域、利用特例施制定事業計畫（區
域計畫）。協議應該追加特別措施等。

角色

區域計畫的認定＋追加規章制度指引等重要事項

之調查審議與決定

角色

主任委員：內閣總理大
委員：內閣官房長官／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

（地方創生、規章制度改革）／相關大臣
／民間菁英

(三者立場對等）

國家戰略特區工作小組
角色

・國家戰略特區制度設計
・聽取自治體/事業者／事業提案者提案
・就規章制度改革事項與相關部會折衝

民間事業者自治體

中央政府

（内閣府特命担當大臣（地方創生、制度改革）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諮問會議
（諮問會議）

活用措施
提案

追加規章制度
特別措施提

區域計畫認定 追加特別措施

提案者(咰

間and/or
自治體)

國家戰略特區制度組織架構

 
圖 3、日本國家戰略特區制度運作概要 

（資料來源：修改自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當日提供簡報） 

(2) 國家戰略特區工作小組由經濟、政策及產業代表組成，主要工作包括戰

略特區內容制度設計、與規制改革相關之主管機關溝通協調、研討地方

政府與民間業者提案。重要成效如在東京圈整合中央、地方自治體及民

間業者，致力形成國際經濟活動據點，以成為國際商務創新中心為目標，

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 

(3) 戰略特區的實務運作上，有些產業廠商（較多是擁有既有利益的廠商）

可能會基於自我保護的立場而反對規制改革，是為｢岩磐限制」。為避免

這樣的阻礙現象，實施改革前會先藉由調查以評估區域產業現況，如當

地既有廠商反對聲浪較高，會考量緩遲實施改革，先將重點放在與地方

多做一點溝通與協調。 

(4) 為使戰略特區有效地運作，政權領導者驅動改革和民間學者（外部專家）

的支持是為重要關鍵，由領導者統合協調各省廳，學者給予正確的指導

方針，讓戰略特區制度可將地方作為試驗場域，藉由開放法規改革以發

展地方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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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戰略特區制度藉由規制改革，以地方政府和和民間業者為主，帶動

地區經濟活動為目標，發揮如關西圈京都大學的生技醫療研發優勢、東

京圈的國際商務中心重鎮潛力。特區法的都市計畫手續迅速化如圖 4，

藉由區域會議有效使中央協議整合區域的民間業者及公共團體。 

 
圖 4、日本國家戰略特區法的都市計畫手續迅速化 

（資料來源：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當日提供簡報） 

4. 拜訪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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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拜訪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會中交流 

 

 

 
圖 6、拜訪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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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產業省 

拜訪經濟產業省下司剛生課長補佐、稲畑航平課長補佐與山田純市課長

補佐，於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會議室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經濟產業省自 2001年度開始至 2003年度達成大學衍生新創企業 1,000

家計畫，又推動產業群聚計畫，同時自 2012年開始由自治體主導產業

群聚計畫而經濟產業省調整為支援角色的課題、成果與經驗等。 

 此等產業群聚建構、新產業形成中大學與大企業所扮演的角色關鍵，創

新生態系統或大學衍生新創企業等角色、推動戰略與經驗等。 

 日本開展開放式創新狀況，此等重要成功與障礙因素等。 

生產知識搖籃的大學，除了教學與研究外，肩負起知識回饋社會責任，歐

美國家掀起新創企業(startup)之風。日本於 2001 年當時經濟產業省平沼赳

夫大臣提出三年內達千家新創企業計畫，即平沼計畫；此一計畫奠定日後新創

企業發展根基。於該年度同時提出產業群聚計畫，而文部科學省於翌年提出知

識群聚計畫，相輔相成開創新產業循環生態，如圖 7所示。 

 

 
圖 7、經濟產業省與文部科學省產業與知識群聚事業計畫 

在開創新產業生態中，新創企業扮演著一定的重要角色。然而，新創企業

在發展成長過程中，可分為研發與事業兩大階段。研發階段則包括研發（R&D）

期與創業期二個成長階段，而事業階段則包括早期成長期、加速成長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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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期和成熟期四個成長階段；此一企業成長模式如圖 8 所示。可以瞭解該

等六個成長階段中，由研發階段與事業階段的新創企業研發進程、產品化和營

收損益狀況，包括單年度損益與累積年度損益。因此，今日產業創新時代，如

何促進新創企業設立與成長，進而發展出獨角獸企業，是所關切議題。 

 
圖 8、新創企業成長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游振宗, 2018） 

參考經濟產業省發布的大學衍生新創企業與研究種子實態等調查報告，

日本再興戰略中強調新創企業活躍必要性，但是相較於諸外國，日本成功例還

是少。為了促進新創企業成長與大學種子事業化，新創企業及大學種子資訊可

視化，結合創投資金就很重要。報告以調查 2017年度新創企業結果分析新創

企業成長因素，建置資料庫公開。促進新創企業媒合，使大企業、加速器、創

投資金等成為新創企業人才或經營、風險資金循環上後援。調查以大學研究成

果、創業五年內與大學共同研究或技術移轉、大學深厚關係學生、大學出資或

大學深厚關係所創設企業為新創企業。依 2016年度新創企業事業階段、解散

或 M&A等狀況更新，建構資料庫並進行成長因素分析。於 2017年 11月 10日

～28 日，以大學、專科、TLO（技術移転機関）、主要育成設施和都道府縣計

1,281 個對象，調查新創企業設立狀況，回收 699 份、回收率為 55%；計達

2,093家，較去年增加 247家，如所示。以所能掌握通訊 2,038家進行企業成

長因素等問卷調查，回收 417 家，回收率 20.5%。新創企業中，以 2003 年至

2007年間、2013年至 2017年創業者為多，而於 2005年以後，尤其是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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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0 年創業者少。業種別，生技、照護與醫療儀器、AI、IoT 或應用與軟

體 IT、其它服務的新創企業最多。以研究成果創業最多，其次是學生、共同

研究者。相較於去年度，以應用與軟體 IT、生技與照護醫療儀器、其它服務

三大類別新增企業數多。大學別新創企業數，以東京 189家最多，其次依序為

京都、筑波、大阪、九州和早稻田等大學。地域別，以東京都 577家最多，其

次依序為大阪府、京都府、神奈川縣、福岡縣。 

 

 
圖 9、日本新創企業數變遷：2000年以後急速成長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當日提供簡報） 

2. 拜訪議程： 

表 5、經濟產業省拜訪議程表 

時間 與談人 預計時間 

13:30-15:00 技術振興・大学連携推進課 下司剛生課長補佐 90分鐘 

15:10-16:40 大学連携推進室 稲畑航平室長補佐 90分鐘 

16:50-18:20 地域企業高度化推進課 山田純市課長補佐 90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經濟產業省自 2001 年開始至 2003 年度達成大學衍生新創企業 1,000

家計畫目標，亦推動產業群聚計畫，同時自 2012年開始由自治體主導

產業群聚計畫，而經濟產業省是為計畫支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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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日本 2016年（平成 28年）的統計，企業、政府、大學、非營利團

體和國外單位的研究經費投資，各別約 13兆 2千億、3兆 2千億、1兆

7千億、1千 3百億和 1千 2百億日圓；而研究資源的使用，以企業約

13 兆 3 千億日圓為最多，以政府和大學各約 1 兆 2 千億和 3 兆 6 千億

日圓次之。特別是企業的研究經費投資中，僅有 0.2%和 0.7%的比例作

為政府和大學的使用來源，顯示日本近年的產學合作進程尚有發展的

空間，如圖 10。 

 
圖 10、日本產官學之研究經費投資狀況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當日提供簡報） 

(3) 推動產學合作的誘因機制，包括共同研發減稅制度、產學合作案例導引

提示、產學合作成果可視化、偕同行政法人辦理媒合會議，如圖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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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推動產學合作的誘因策略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當日提供簡報） 

(4) 日本在推動開發式創新政策時，是以大企業為主，中小企業因資源限制

之故，多尚未落實開放式創新。然如中小企業因決策反應較具彈性，能

夠比大企業能夠意識到產業環境的問題。 

(5) 企業具有的核心技術可能因為開放式創新而面臨失去核心技術的風險，

然而企業有各自的戰略方向考量以取捨創新投入。如果技術牽涉到國

家機密如國防工業，技術要輸出國外時，政府會嚴格管制。 

(6) 區域經濟產業政策由 1970 年代集中重要廠商以形成產業群聚，再來

1990 年代演變至整備新創事業的支援體制為主，至今即以區域經濟導

引核心企業發展，並延伸新創企業，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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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區域經濟產業政策變遷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當日提供簡報） 

(7) 推動國家戰略特區制度後，各地方依其可發展的特色產業為目標，如關

西圈京都大學的醫療整合即為產學合作的典型案例。 

(8) 國家戰略特區規制改革推動（法規鬆綁）後，對於經濟產業省內部的組

織文化上，相較從前的保守、僵固的觀念，現在想法已較為柔軟且願意

接受改變，例如以前日本人很保守，不願意讓外來民族移入境內，不過

現在則是鼓勵外籍人力移入日本以促進生產力。 

(9) 日本大學法人化對大學開發事業和產學合作經營具有相當成效，以及

千家大學新創企業計畫也具有影響。東京圈的國際留學生會加入參與

大學新創企業，提振產業發展。 

(10) 日本區域未來投資促進法如圖 14，著眼於活用區域特性孕育具經濟影

響效果事業，以支援地方自治體最大效益投入。並根據國家基本方針，

制定市町村及都道府縣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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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日本區域未來投資促進法概要 

（資料來源：修改自經濟產業省當日提供簡報） 

4. 拜訪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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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拜訪經濟產業省-會中交流與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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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拜訪 NEDO 朝武直樹統括主幹、藤山裕和主查、馬場大輔主查、佐藤暢子

主查與佐藤尚悦主查，於 NEDO本部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對中堅、中小與創投企業支援與隨而導致新產業與開創就業。 

 新創企業的促進與成長與隨而產生課題與解決之道等。 

 建構創新生態系統導致經濟活性化或新產業與開創就業等。 

 日本促進開放式創新手段與開展等。 

NEDO係始於 197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啟動新能源技術開發「陽光計畫」、

省能源技術「月光計畫」。於 1980年設立「新能源總合開發機構」後改稱「新

能源暨產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再由獨立行政法人改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該機構以「強化產業技術力」及「解決能源暨地球環境問題」二項任務定位。

在強化產業技術力上，以發掘未來產業核心技術種子、奠定中長期產業競爭力

根基及實用化開發強化產業技術力，公開徵募建構結集產學官菁英體制，針對

計畫營運管理並適度調適開發目標，以圖謀研發成果最大化。 

在投資未來等政府戰略中，倡議支援中堅、中小與創投企業重要性，由技

術種子至實用化研發種種階段為對象廣泛支援。經濟活性化或新產業與開創

就業推手，培育富新頴性與機動性「研發型創投」是很重要。由種子發掘直至

民間風險資金獲得、事業化無縫接軌支援，創投生態系統建構等。推動開放式

創新，支援中堅、中小與創投企業創新，以發掘具前景技術種子，開創出前所

未有新產業。NEDO作為「開放式創新與創投創造協議会（JOIC）」事務局，調

查與分享國內外成功事例，以深化並擴大企業等開放式創新；繼於去年發行第

一版後再更新第二版開放式創新白皮書。 

在全球化、IT化世界性潮流中，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產品壽命周期縮短，

企業所處競爭環境愈加嚴峻。因而，孕育新顧客價值的「創新」重要性增高，

各企業都在錯誤嘗試孕育創新。創新手法因業種或事業領域不同，但是在激烈

變化環境中，企業本身資源已經不敷因應。因此，活用全世界廣大資源開放式

創新，是生存所必須實踐戰略。為了日本開放式創新可視化，以日本幾經錯誤

嘗試開放式創新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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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放式創新重要性與變遷 

封閉式創新已無法獨家企業完成顧客需求，哈佛大學 Henry W. 

Chesbrough 氏於 2003 年提出受關注「開放式創新概念」。以組織內部創

新，活用企業內外技術或構想資源，提高創新速度，增大市場開展機會，

並期待降低成本與風險。Chesbrough氏也於 2006年提出企業組織變革必

要性與事業模式開放化啟示。以 AT&T 貝爾研究所拆分成郎訊與思科後，

大相逕庭戰略與天壤之別後果是一個精典案例。事業服務化加速中，開放

式創新也由研發至商用化、商業模式，朝向擴大服務領域；服務領域開放

式創新，就是擺脫過去價值鏈模式，顧客聲音直接進入產品與服務構想中，

提高顧客滿足度，貢獻企業品牌知名度。企業提供服務、解決方案、平台，

異業種、政府與學研機構多元參與協力的切口下，手法多元化。不僅是技

術，還致力探索新事業構想或商業模式開發，對外提供開放軟體（open 

source），舉辦黑客松（Hackathon）」等啟發活動。大企業與創投企業協力

蔚為風潮；難以破壞性創新或決策繁複大企業，藉助創投企業可能性。歐

洲以創新為重要議題，提倡「創新 2.0」，定位以「使用者／市民」為參與.

推動開放式創新。 

(2) 日本開放式創新發展狀況 

開放相關主體多元，主要有大學與公部門、大企業、中小與創投企業、

政府與自治體支援機構。整體而言，相對於行業內，跨行業間人員流動少；

企業轉入大學微增，整體比率低。合聘制度，以大學、行政法人機構雙向

多，企業間極少。碩博士約七、八成可以就業，唯博士正職者約一半多。

大學中超過半數設有產學官合作本部或部門，民間企業共同研究與受託研

究機構數約略呈增加趨勢，每一件共同研究大半未滿 300萬日圓。經濟產

業省自 2001 年提出千家大學新創企業計畫，產學官積極支援下增加。依

產業競爭力強化法，自 2014 年開始國立大學可以出資創投，以更開展新

創企業。於 2016年度黑字化新創企業比例為 55.7%，2017年度減為 45%。

東京大學新創企業數約 280 家，其中 IPO 企業 16 家，時價總額計達 1～

1.3 兆日圓。依 2012 年度～2014 年度民間企業創新活動調查，組織、市

場創新超過 20%，其次是過程、產品創新。市場創新，以服務業超過製造

業，其它以製造業較高。企業規模愈大，創新比率愈高。製造業創新活動

高於服務業，大企業高於中規模企業、高於小規模企業。以短期研發比率

高於中長期者，開發高於應用、高於基礎研究。相較於歐美國家，日本企



28 
 

業採開放式創新比率仍低。創投企業與大企業事業合作呈增加之勢，以電

腦軟體、商業服務最多。其次，電腦 IT服務、消費取向服務與販售也多。

日本創投企業以 IPO占半數，美國則以大企業併購為多。 

(3) 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國際比較 

法國、英國企業研發經費占比相對較低，而中國、韓國相對高，約占

八成，日本也高。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來自外國資金比率高，德國企

業流向大學資金也較大。專利占比，中國成長顯著，專利家族單國申請數

超越日本，不過日本占比仍維持高水準；相較歐美，日本海外共同專利申

請比率仍低。相較國際，日本投資規模小，由種子至早期、後期規模未增

大。以 GII(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名列前五名瑞典、英國、瑞

士、芬蘭、美國五個國家，共同特色是創新相關機構突出，創新相關大學

與研究機構、企業、政府與公部門機構等組織數、聚集度、組織間合作體

制是創新中重要關鍵。以 GER(Global Ecosystem Ranking)2017 中，倫敦

第 3位為歐洲之冠，是世界金融科技中心，以技術城市發展新產業區，聚

集創業家以新創企業為特徵；柏林第 7位，在歐洲僅次於倫敦，以外國創

業家多、簽證容易為特徵；巴黎第 11位，於 2017年設世界第一規模開放

式創新據點「Station F」為特徵。 

(4) 日本推動開放式創新事例 

以日本企業開放式創新活動，以期待外部構想或發想者多為一特徵。

主要以補全事業上欠缺：業務合作、併購、協作；另以補全企業內所無構

想或發想資源，如愛迪松(ideathon)、事業構想比賽、加速器等。本白皮

書中舉出 KONICA MINOLTA、積水化学工業、高砂熱学工業、中部電力、

DENSO、東京瓦斯、日本 Unisys、三井不動產、三菱 UFJ金融集團、森永

製菓十家企業，以及鶴岡市、墨田區町工場「浜野製作所」、大阪市和神

戶市推動事例做介紹。 

(5) 日本開放式創新議題、障礙與成功因素 

日本大企業與創投企業合作興起，場域正在形成。然而，就開放式創

新障礙因素之一，是自己企業內開放式創新需求定義與目的曖昧不清。開

放式創新畢竟只是手段，投入就有目的與期待效果。此乃因每一企業而異，

一旦不明確，無法評價與具體化，短期性成效或許就受挫。以企業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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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探尋夥伴關係為開放式創新要義，如何高度保持事業檢討內容隱秘性，

在開放式創新中潛藏冰山下實施。補足企業資源不足反面，就有洩漏資訊、

溝通成本、價值鏈複雜化或獲利下降風險。因而，正確洞察掌握外部資源

並判斷轉舵開放式創新是很重要。除技術或產品外，還有事業模式層次變

革，由構想或發想擺脫既有事業，以最尖端創投企業技術、資訊、市場感

等融入自己企業事業中。 

少子高齡化或人口減少外部環境變化中，由於 AI、區塊鏈、自駕車等

急速革新技術、商業模式變化，既有事業不應變，未來是否就陷入經營危

機。在因應上並非既存事業延伸，要矢志開創新事業。開創新事業構想就

要轉舵，尋求開放式創新戰略措施，包括組織面、組織運作，以及人才、

文化風土等軟體面。尤其創投企業擁有尖端技術或不受制於既存事業籌思，

大企業有龐大資源與管道，兩相融合能有很高期待度。 

2. 拜訪議程： 

表 6、NEDO拜訪議程表 

時間 主題 預計時間 

10:00-10:05 交換名片、入座 5分鐘 

10:05-10:10 NEDO國際部 朝武直樹統括主幹致歡迎詞 5分鐘 

10:10-10:15 訪日團團長 蔡志宏執行秘書致詞 5分鐘 

10:15-10:50 交流時間 35分鐘 

10:50-10:55 合影紀念/致贈紀念品 5分鐘 

10:55-11:00 參訪結束 5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NEDO 以強化產業技術能力與解決能源暨地球環境問題等任務作為組織

定位，在強化產業技術能力上，以發掘未來產業核心技術種子、奠定中

長期產業競爭力基礎及實用化開發技術，公開徵募並建構集結產官學

菁英體制，針對計畫進行營運管理並適度調適發展目標，期邁向研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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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大化（圖 17）。 

 
圖 17、NEDO任務示意圖 

（資料來源：NEDO當日提供資料） 

(2) 在支援未來政府政策中，倡議支援中堅、中小與創投企業的重要性，由

技術種子至實用化研發階段作為廣泛支援的模式。扮演經濟活化、新創

產業與開創就業推手，培育富新穎性與機動性的研發型創投。 

(3) 支援由種子發掘直至民間風險資金獲得、事業化無縫接軌及創投生態

系統建構等，推動開放式創新，支援中堅、中小與創投企業創新，以發

掘具前景的技術種子，開創出前所未有新產業。在輔導新創企業中有部

分來自既有企業內部新創，而部分三至四成來自大學新創，當中涵蓋能

源與環境的相關前導技術研究。輔導上主要針對大學、中堅及中小企業，

建構可發掘技術種子直接至事業化快速接軌的支援平台，以求新技術

產業跨越死亡之谷（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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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NEDO支援事業成長 

（資料來源：NEDO當日提供簡報） 

(4) 在制定研發題目方面，主要以中央政府作主導，整合大學教授與專家學

者意見，共同研討研發方向。在國際上亦與法國及中國進行國際合作，

開拓國際技術研發視野，提振並維繫企業國際競爭力。 

(5) 在外部資訊連結上，NEDO 除了將研究成果至於公開官方網路平台，亦

收納外部廣泛需求或詢問資訊，作有效回應處理。在金融合作上，扮演

審查金融機構再予推薦給中堅、中小企業的角色。無論 NEDO、內閣府

或經濟產業省等官方或研發機構，當察覺創新技術開發的想法，皆會扮

演媒合企業以加速產業經濟振興的角色。 

(6) 封閉式創新已無法獨立協助企業完成顧客需求，開放式創新由研發至

商用化、商業模式，朝向擴大服務領域。而服務領域開放式創新，就是

擺脫過去價值鏈模式，顧客聲音直接進入產品與服務構想中，提高顧客

滿足度，提升企業品牌知名度。企業提供服務、解決方案與平台，將異

業、政府與學研機構形成多元參與及協力合作。政府有計畫媒合 B2B企

業共同研發創新，透過大企業出題，中小企業共同提出解決方案，並形

成新商業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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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拜訪留影： 

 
圖 19、拜訪 NEDO-訪日團團長致詞暨交流 

 

 
圖 20、拜訪 NEDO-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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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菱總合研究所（MRI） 

拜訪 MRI龜井信一研究理事、中村裕彦主席研究員、森卓也主席研究員、

河村憲子主席研究員與荒木杏奈研究員，於 MRI CR-D會議室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MRI 於 2010 年東京證券市場上市，為民間重要智庫。以獨立、跨領域、

前瞻未來為基本理念，為總合型智庫與 IT服務開展事業。每年執行 3,000件

以上計畫，年度經費約有 1/4 為承接多項政府計畫，尤其經濟產業省及其所

屬機構計畫。少子高齡化社會進展中，人口減少，經歷前所未有社會環境變化，

提出要考量國家特有狀況或條件，務必經由各種利害關係人的調整，以解決難

題。因此，特期以政策、科技、經濟金融等多紛岐研究領域的民間智庫，對日

本政府相關政策與策略推動所支援的角色與經驗，以民間智庫角色對本次參

訪考察重點事項提出見解與經驗，以供參考。 

2. 拜訪議程： 

表 7、MRI拜訪議程表 

時間 流程 預計時間 

14:00-14:10 雙方自我介紹 10分鐘 

14:10-

14:50 

「創新」相關的認識與智庫角色 

報告人：三菱総合研究所研究理事 亀井信一 
40分鐘 

14:50-

15:30 

台湾「イノベーション」政策等動向 

報告人：訪日團秘書長 戴元峰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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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16:00 
對「創新」議題的意見交換 30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MRI的商業元件（business component）包括智囊團（think tank）、

IT解決方案（IT solution）、諮詢（consulting）等構面（圖 21）。藉

由整合「人」、「機」要素，有效發揮專家/顧問的知識能量和先進資訊

技術效能，形成有效的專案管理能力，提供管理者在商業策略、行銷科

學、科技管理及專利應用上的決策參照。 

 
圖 21、MRI商業元件 

（資料來源：MRI當日提供簡報） 

(2) 如果要學習日本的國家戰略特區經驗，主導戰略特區的領導者是為非

常重要，雖可能面臨民主制度上的取捨，但這項取捨其實無可避免，相

似於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存在個人資料隱私的問題，一樣無可避免。 

(3) 民間與官方之間的拉鋸，是實施戰略特區制度上，政治要考量的部分。

然而，特區制度獲得支持，其實重要來自於一項客觀條件-經濟 20 年

來不景氣，故而領導者推行政策上，不只是技術開發，在商業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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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為相當重要的政策推行考量條件。 

(4) 民主國家戰略特區的推動，可能會發生需要協調在野黨的問題。不過日

本這個問題影響較小，日本戰略特區的實施上雖歷經政黨輪替，然而現

下特區政策是為前執政黨（現為在野黨）所推行，因此現在的執政黨遇

到的政治阻礙較低。 

(5) 引用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NIISTEP）曾經做過的調

查，從公共知識存量、民間知識存量與導入知識存量三項指標來看，如

果日本政府自 2000年以來不實施相關政策，以數據化顯示，將會有國

家發展落後與停滯發生，如圖 22所示。 

 
圖 22、如果日本政府自 2000年以來不實施相關政策的結果 

（資料來源：MRI當日提供簡報） 

4. 拜訪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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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拜訪 MRI-亀井信一研究理事分享 

 

 
圖 24、拜訪 MRI-訪日團秘書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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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拜訪 MRI-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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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畿經濟産業局(註：因蔡執行秘書志宏、曹副組主任元良另有公務，本行程僅由蔡副研究員旺佑參與) 

拜訪近畿經濟産業局中村秀樹課長、阿瀬太課長補佐、伊藤恵美子課長補

佐、和田本啓連携企画係長與平田省司課長補佐，於近畿經濟産業局大阪合同

廳舍 1號館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近畿經濟產業局為經濟產業省於福井縣、滋賀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

縣、奈良縣、和歌山縣二府五縣的代表機構，經濟產業施政總窗口。在全球化

競爭激烈中，為強化日本國際競爭力，永續與發展性創新是不可欠缺。在聚集

擁有尖端技術企業或大學、研究機構與高研發潛力關西地區，以為了增進企業

與大學、研究機構共同研發環境整備為始，致力促進創新產學官合作，為考察

重點。 

2. 拜訪議程： 

表 8、近畿經濟産業局拜訪議程表 

時間 主題 預計時間 

10:00-10:05 交換名片、入座 5分鐘 

10:05-10:10 中村秀樹課長致詞 5分鐘 

10:10-10:15 訪問團秘書長致詞 5分鐘 

10:15-10:50 交流時間 35分鐘 

10:50-10:55 合影紀念/致贈紀念品 5分鐘 

10:55-11:00 參訪結束 5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關西圈的產學合作模式，以往是企業到大學作研究，但近年則是大學教

授到企業如 Panasonic 作產學交流，顯見大學對於鏈結產業的需求程

度，如此對於研發量能的鏈結綜效具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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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西圈戰略特區以健康醫療為首要特色發展產業，係因大學醫學研發

能量，以及兵庫縣先前發生地震後，成立醫學研發單位，而對於醫療產

業之外的其他中堅企業亦會同時支援。 

(3) 在日本在官員輪調方面，原則上不會從中央派遣官員到地方，而大阪每

年會派 10位官員到東京作派駐和學習，如派駐期間表現優異，會直接

派任到東京任官，並補助遷徙費用。 

(4) 關西圈的技術橋接機制如圖 26所示，近畿經濟産業局協助大學研發技

術連結金融機關與產業支援機關，將技術支援解決方案導入中小企業

並獲取方案解決之回饋，產生的商品化成果如圖 27。 

 
圖 26、關西圈的技術橋接機制 

（資料來源：近畿經濟産業局當日提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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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關西圈的技術橋接機制成果 

（資料來源：近畿經濟産業局當日提供簡報） 

4. 拜訪留影： 

 
圖 28、拜訪近畿經濟産業局-會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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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拜訪近畿經濟産業局-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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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阪府廳(註：因蔡執行秘書志宏、曹副組主任元良另有公務，本行程僅由蔡副研究員旺佑參與) 

拜訪大阪府廳野元雅史課長補佐、寺本和弘課長補佐、浜田真紀企画補佐、

桒山信幸総括主査、原田康隆総括主査、青木昭之総括主査、山田健太総括主

査、逢坂樹哉副主査與有本航主事，於大阪府廳會議室進行訪談。 

1. 考察機構重點： 

 日本社會結構改革中，大阪府自治体與中央内閣府政策推動體制與機

能。 

 有關大阪府推動結構改革特區、總合特區、國家戰略特區等社會結構改

革經緯、代表性案例、經驗與議題等。 

 關西圈國家戰略特區跨大阪府、兵庫縣與京都府三個自治體體制與機

能。 

 於關西圈國家戰略特區政策事務推動中，利害關係人參與實務與經驗

等。 

關西圈國家戰略特區著眼於健康醫療領域創新據點與社會環境改革，大

阪府為關西圈國家戰略特區三個自體治之一。是故，以大阪府配合內閣府政策

中運作體制、因應實務議題與經驗為考察重點。 

依據荒木寛幸、犬塚隆志（2017）的地域創新系統意識調查報告，第五期

科學技術基本計畫自 2016年度啟動，據以調查區域創新與地方創生的實態與

意識，以明確瞭解現狀與課題有助於政府施政企劃與立案為目的。此項調查，

以都道府縣 47 個機構、政令指定都市 20 個機構、地方銀行 105 個機構、公

部門試驗研究機構 318 個機構合計 490 個機構為對象。本調查以創新人才、

知慧、資金良性循環系統建構上，有助於「地方創生」創新系統建構現況與議

題為主，包括地域企業活性化、發揮地域特性驅動創新系統及地域主導措施推

動。於 2016年 12月開始問卷調查，回收率 74%。調查結果顯示： 

(1) 區域創新認識 

致力群聚措施等區域創新，認為當前顯現成果的機構超過五成，但是

未體認出現成果者也達 35%。以都道府縣認為顯現出成果最高，其次是公

部門實驗機構，而地方銀行則相對最嚴苛。地域已經致力主導科技創新約

三成弱，而認為有必要性卻未具體檢討者約 45%。其中地方銀行認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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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建構科技創新體系必要性達 56%，卻未具體檢討投入者高達 45.5%。 

(2) 區域企業活性化 

知道區域內存在有全球利基型（GNT）中堅與中小企業者，為 35.8%；

實施全球利基型企業支援措施者有 33.6%。相對的，有 62.8%機構不知道

有此等企業存在，表示還未體認要作為合作對象的意識。有關投入區域企

業活性化目的措施，有 65%機構提供「個別企業經營諮商、技術開發諮詢」、

「區域企業能活用行政策施與事業等資訊提供」、「專家研習會與討論會等

企劃、實施與介紹等」。除此之外，都道府縣、政令指定都市、地方銀行還

提供通路開拓、海外開展支援，以及商談會企劃、實施、介紹等。特別是

通路或海外開展支援超過九成，研發戰略制定直至產品開發、通路開拓、

海外開展措施也被考量。 

(3) 地域特性驅動創新系統 

區域特性驅動創新系統，有約 63%機構認為可以與區域內關係人合作。

認為可以合作機構，以召開定期會議等，各團體擁有資訊適度共享的機構

為多。執行各種支援機構，以橋接經理人為樞紐約為全體四成弱，而有六

成以上選定都道府縣、政令指定都市，此乃行政機構與地方銀行、公部門

試驗研究機構可能有協調經理角色不同。提高多元關係者合作參與重要組

織，認為以「區域領導資格中堅與中小企業」為最高，為「大學、高等專

門學校」、「區域金融機構」也被期待。於具體化合作之際，主要協調、斡

旋、指揮帶頭的組織，以「都道府縣」的體認最高，「大學、高等專門學

校」也超過七成。在擔負橋接協調人才上，認為不足者超過六成。然而，

認為充足者，約有 65%人才是「大學與高等專門學校」。認為人才不足者中，

有七成以上以「論說未來區域振興願景，吸納關係者的人才」不足，而認

為「廣泛掌握區域內中堅與中小企業擁有技術等人才」不足也很高，達

56.9%。儘管認為人才不足，而未預定培養者卻還有 46.8%。 

(4) 地域主導措施推動 

以獨特優勢創新為目的制定戰略者，有 37.2%。該等戰略目標，以設

定「大學或公部門試驗研究機構與中堅、中小企業共同研究件數」為多，

而專利申請件數或事業化數、企業用地件數等數值目標並列。有關主導區

域創新之際的課題，以「掌握區域內資源，包括組織、技術、企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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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能適切活用與育成的組織和人才少」為最多，其次是「描繪創新

目標的構想或願景，吸納關係者人才與育成未十分足够」、「對投入創新目

標關係者的共識無法充分」。又，最重要課題，是「描繪創新目標構想或

願景，吸納關係者人才與育成卻未十分足够」。 

 

2. 拜訪議程： 

表 9、大阪府廳拜訪議程表 

時間 主題 預計時間 

13:30-13:35 交換名片、入座 5分鐘 

13:35-13:40 野元雅史課長補佐致詞 5分鐘 

13:40-13:45 訪問團秘書長致詞 5分鐘 

13:45-14:20 交流時間 35分鐘 

14:20-14:25 合影紀念/致贈紀念品 5分鐘 

14:25-14:30 參訪結束 5分鐘 

3. 訪談重點紀要： 

(1) 對於國家戰略特區，各區域發展狀況及特色不一，不容易用同一個標

準去推論特區該重視或注意的部分，故建立政策交流智庫以獲致決策

依據，是為重要考量。 

(2) 組織統籌上，大阪府的政策企劃部特區推進課當面臨跨部會協調，會

先把重要資料作蒐集統合，向上呈報給特區推進監以與其它相關單位

進行協調，上下層的分工在於上層負責聯繫溝通、基層負責資訊盤

整。 

(3) 規制改革上，大阪府較為重視的是安全面的問題，然而創新與安全存

有取捨上的問題，地方在戰略特區的推動上，部分決策亟需中央介入

支援，以利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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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係透過經濟社會結構改革等推動重點，以強化產

業的國際競爭力為目標，從促進與形塑國際經濟活動的基礎角度，在

選定特區推動整體性、密集性的監管改革及其它相關措施與事項。法

法規概要如圖 30。 

 
圖 30、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概要 

（資料來源：大阪府廳當日提供簡報） 

(5) 大阪府在戰略特區制度下，實施重點包括創新醫療改革以加速醫事用

品開發；交通道路修法以有效利用公用道路；鬆綁法規以引入外籍人力，

填補家事、企業及專職技術的人力資源；都市公園整治與土地活用，以

強化社區安全並整備兒童保育所（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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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國家戰略特區制度下的大阪府認定事業 

（資料來源：大阪府廳當日提供簡報） 

4. 拜訪留影： 

 
圖 32、拜訪大阪府廳-會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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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拜訪大阪府廳-會後合影 

 

 
圖 34、拜訪大阪府廳-會後府廳外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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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lay 5G展示中心 

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株式會社 NTT DOCOMO（簡稱 DOCOMO）期待以第

五世代移動通信方式創新運用於未來的世界。為了讓 5G的創新性讓民眾有感，

並能夠體驗與活用 5G未來服務與內容，DOCOMO於東京晴空街道（Solamachi）

公開展示「明日 PLAY5G」未來體驗空間。 

5G規劃於2020年開始提供服務，以所進行開發的中次世代移動通訊方式，

實現通訊速度高速化、使延遲時間縮短並展示高度信賴化無線通信為其特徵，

活用此特徵，例如機器遠距操作或以多視角（free viewpoint）影像以達高度

臨場感、利用 VR或 AR即時通訊等。觀摩的重點紀錄如下： 

1. 遠距施工控制系統：使用 5G科技於遠程控制工作現場，避免親臨可能存

在危險的大型施工機械系統。利用 5G特性之一的低延遲性能，實現高精

度遙控。透過展覽的駕駛艙操作挖土機，體驗施工機械的遠程控制。 

  
圖 35、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遠距施工控制系統 

2. 投影 VR 劇院：在 4 個屏幕上顯示強大的圖像，透過 5G 的高速、高容

量通信，可以同時在大量人群中體驗 22個揚聲器的大屏幕圖像和立體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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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投影 VR劇院 

3. 高現實遠程播放：透過 5G移動終端播放技術，實現「隨時隨地」概念

的同步音樂世界。5G 傳輸超低延遲音頻和視頻，即使偏遠區域之間亦

能實現樂器同步兼容感，體驗測試儀器時透過通訊網路傳輸低延遲聲

音的科技能力。 

  
圖 37、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高現實遠程播放樂器 

4. 太空戰士虛擬世界：體驗者在展示艙聚集在同一個 VR空間，以視覺進

入虛擬的太空戰士世界，同時作為化身進入操作情境。技術透過低延遲

通訊，可以跟遠程的參與者進行平行地交互式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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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太空戰士虛擬世界 

5. 擴增實境：透過 5G整合 AR技術觀看各種訊息，包括觀看賽車道、輔助

精密手術，提升娛樂及健康醫療品質。 

  
圖 39、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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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觀摩 Play 5G展示中心-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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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本科學未來館 

訪日團第四天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該館從科學的角度看待世界上所發

生的事，並同時思索世界未來將朝何種方向打造出以後的型態，透過展示及

實驗教室、座談會等項目，以不同角度體驗日常的疑問、新興科技、地球環

境、宇宙探索、生命奧妙等持續發展的科學技術。 

1. 地球宇宙（Geo-Cosmos）：館內的代表性展示品，具有一千萬以上像素

的分辨率，使之展現生動的地球形象，是世界第一個採用有機 EL顯示

器的球體顯示屏。設計理念為：希望能夠與更多人分享從宇宙看美麗地

球的視角。 

  
圖 41、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地球宇宙顯示屏 

 

2. 仿真機器人：當人類的技術已可採其他材料構成其他人類，且該人類亦

存有自主思考能力，隱含對人類現有生活模式的破壞式創新。探索機器

人與人類的差異，進而此議題將延伸人文社會要探索的領域。 

  
圖 42、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仿真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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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CUB：具平衡控制系統的移動工具，使用者坐上座椅後僅需向欲前

往的方向微微傾斜身體，工具內的傳感器即自動偵測到上半身的重心改

變，而朝往該方向前進或轉彎。為一創新移動式運具。 

  

  

圖 43、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 UNI-CUB 

4. 網路物理模型：將網路訊息的傳遞方式，以實體形式表現出來。顯示

0、1二進位的運算模式如何運用黑白球體現於每一個字母。將資訊工具

背後的運作模式，以物理科學的方式作展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6%84%9F%E5%99%A8


54 
 

  
圖 44、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網路物理模型 

 

 

圖 45、參觀日本科學未來館-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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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臺灣區域創新政策-戰略特區訪日團」前往日本參訪的主要目的，

在於了解與聚焦日本國家戰略特區運作現況與區域創新生態系統，透過與日

本中央、地方政府與民間智庫中關鍵決策者的訪談交流，彙整日本的相關發展

經驗，提出本次參訪心得與可供臺灣科技創新政策發展參考的建議闡述如下： 

一、 建立府際合作，整合地方與中央資源 

臺灣可參考日本作法，整合地方與中央資源，建立區域產業推動主軸，

導入中央政府政策協助地方推展區域特色產業，亦促使地方了解中央的

施政方針，建立府際雙向互助的對話管道，凝聚產官學研各界的知識與

研發能量，加速區域合作及建構區域創新生態體系，促使我國整體發展

政策的推動，也順應創新科技的快速發展趨勢，以協助國內產業升級與

轉型。 

二、 組織中央與地方的科技政策決策智庫 

日本透過設置特別區域會議（中央與地方溝通會議），讓地方政府和民間

產業能夠配合中央政策以推動戰略特區制度，成員結構涵蓋中央、地方

民間業者及研究機構。我國推行產業創新科技政策，須配合區域創新發

展策略，在主導施行策略內涵時，不只中央應具備全盤性、國家層級性

的 Top-Down宏觀概念，亦可配合了解區域特性的產官學研各領域專家，

考量領域專家（尤其官方領域）在中央和地方區域的輪調制度，達成中

央與地方的決策一致性與適切性，避免發生資訊不對稱的決策障礙。此

外，各領域專家由中央與地方協議共同指派與聘任，設計定期會議制度，

確保科技政策決策品質。 

三、 領導者主導驅動區域創新改革，設計系統化審議制度 

日本首相驅動國家戰略特區改革制度，以規制變革的領導者角度統合協

調各省廳，讓戰略特區制度可將地方作為試驗場域。以我國而言，區域

建制實驗場域案目前僅於特定科技領域（如無人載具）設有法源，當區

域創新亟需落實之際，科技政策落實創新試驗容易延滯時程。如以科技

政策決策幕僚組織各區域試驗場域落實推動的任務編組，依各區域與需

求科技或產業特性邀聘諮詢會議專家，針對各區域進行地方諮詢會議，

再將結論帶到中央科技政策決策幕僚組織進行審查，後續將決議內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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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法機關研議，以客觀且專業角度作有系統的初步審議，縮短區域創

新變革的決策時程。 

四、 整合科技研發與產業推廣部會機構 

日本新創企業數急速成長，係主要奠基 2001 年千家新創企業計畫、政

府組織再造與大學體制改革（法人化）。而 NEDO扮演由新創企業由種子

發掘直至事業化無縫接軌支援平台。以我國來說，負責科技研發與產業

推廣的部會分屬不同的部會主管機關，須設計部會決策整合機制，將大

學研發成果與產業應用需求作有效結合，提升科技研發運用效能。 

五、 國家科技研發基礎知識整備 

日本的公共知識存量、民間知識存量與導入知識存量，如果不實施相關

政策，數據化顯示將發生國家發展落後與停滯。考量我國科技研發的知

識儲存、擴散與移轉效果，建議設計知識整備制度，在保護專利持有者

的前提下，將研發專利有效媒合需求廠商，促進技術帶動產業發展，並

提升就業。日本大學「法人化」促進大學技術活化與快速移轉，學研研

發方向與技術可以更貼近產業需求與商轉，也值得台灣深入探討研究。 

六、 科技展示帶動人民有感 

日本已利用短期或定期設置巡迴 5G體驗中心，使民眾於 2020年以前就

提前了解 5G 技術與相關科技應用，使科技政策與應用更易貼近民眾，

值得臺灣借鏡。我國政府提出「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 5+2產業創新

計畫，作為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建議除應適當透過各種媒

體向民眾廣宣外，也應配合有計畫性地展示創新研發科技，將政府投資

所產生的研發成果帶給民眾作具體性的宣導與展示，以期政府推動科技

政策時能凝聚國人共識，將成效展現以達到共榮效果，亦同時形成科普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