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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拓展臺以(色列)兩國經貿合作，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國經協

會）與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合作，籌組「2019 以色列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並與以色列出口協會舉辦第 7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會議聚焦「資訊安全」、「農

業科技」、「臺灣數位轉型前景及臺以合作機會」等產業之雙向交流與合作，邀請業界

專家進行專題演講。並安排拜會以色公協會、農業科技及資安相關廠商、參訪新創中

心等機構，以瞭解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 

以色列近年在新創科技領域大展長才及與世界各地企業之合作，加上以色列在人

口規模、歷史背景及天然資源缺乏等各方面與我國均有相似之處，而臺灣科技人才眾

多，並有堅實的科技基礎，對發展新創有相當利基，以色列發展新創科技生態圈之規

劃與成果，值得臺灣借鏡與學習。 

    本次民間對話會議在駐以色列代表處經濟組與國經協會推動下，間隔 5 年後重啟

會議，藉由民間商會的交流力量，加強與以色列產、經、學界的聯繫，增進雙方友好

關係。本次會議及參訪活動有助於瞭解臺以間交流合作狀況，實地觀察以色列對軟實

力人才的培育與國際視野，並對以色列新創產業、資訊安全、農業科技之產業發展能

更深入了解。期能學習以色列科技創新與發展之經驗，促進臺以兩國間經貿、科技、

文化等方面之交流並協助廠商建立技術或商業上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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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2019 年以色列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緣起與目的 

    在這個人口只有近 900 萬、天然資源匱乏，但人口結構偏年輕化、未來人口紅利

不可忽視，此外，面積為臺灣三分之二，國內市場小，缺乏自然資源的以色列，但因

以科技新創立國，高度重視教育，新創產業的發展更是各國借鏡的對象。以色列自建

國以來即致力於高科技產業研發，堪稱是沙漠中的綠洲、新創企業的搖籃。 

   以色列和臺灣有許多相似處，在發展產業面臨各項挑戰；然而，以色列政府透過

經濟創新改革政策，讓體制更加健全，並加速國內科技的成長，值得臺灣產官學界借

鏡學習。對於同樣以高科技發展的我國，在經濟發展與產業追求提升之時，以色列或

可為做為學習與尋求合作的對象。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合作辦理 「2019 以色

列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在駐以色列代表處經濟組協助下，由台以商會蔡東偉理

事長率團赴以色列與以色列出口與國際合作協會(IEICI)合作辦理第 7 屆台以雙邊經

濟聯席會議，訪團成員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

安所、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及食品加工、鑽石經銷等國內

業者等代表參與。本考察訪問團並參訪以色列創新中心、拜會公協會、台貿中心、鑽

石交易、資安廠商、農業滴灌公司及相關新創單位，透過面對面交流溝通，瞭解以色

列資安、農業科技、新創產業生態圈之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其中拜會以色列製造商協會(MAI)、以色列全國總商會(FICC)等機構，以方就美

中貿易戰產業所面臨挑戰、臺以產業交流與本團資安、農業及公協會代表交換意見，

深化與兩國產業公協會在各項經貿議題交流討論，並期使以色列更能認識臺灣與瞭解

臺灣經貿政策，能思考臺以間更多合作契機，兩國產業公協會能維持一定的聯繫機

制，尋找產業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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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加第 7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及參訪拜會相關情形 

 

    9 月 22 日上午隨國經協會訪團抵達以色列，下午參訪以色列創新中心 Perez 

Center；23 日上午參加第 7 屆台以經濟聯席會議，下午拜會以色列製造商協會；24

日參觀特拉維夫市中心圖書館及拜會以色列網路電話 (VoIP)與數據通訊業者

Audiocodes、特拉維夫台灣貿易中心。台以經濟聯席會議及相關參訪考察情形如下：  

一、9 月 22 日參訪以色列創新中心 Perez Center 

(一) 佩雷斯和平與創新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 and Innovation）位於以色列的特

拉維夫-雅法，是一個獨立、非營利、非黨派的非政府組織。該中心前身為佩雷

斯和平中心，創辦於 1996 年，創辦者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色列前總統希蒙．

佩雷斯（Shimon Peres），旨在推動社會、經濟合作發展。該中心在成立 20 週年

時，宣布轉型為佩雷斯和平與創新中心，他們相信和平的環境有利於創新，而

創新亦有助於營造和平的世界。 

(二) 創新中心共四層，參觀者可以在創新中心看到以色列在農業、醫藥、通訊、軍

工等 4 大領域最領先的科技產品，定期舉行企業家交流活動並開辦創新創業及

高科技等課程。該中心充分運用虛擬實境（VR）、互動式影音等新媒體技術和

參觀者互動，讓參觀者到訪時能透過這些軟實力認識以色列。 

(三) 以色列的創新主要在於以色列對現狀永不滿意，即使已經很好，還是要追求改

變。從小就被要求鼓勵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失敗。以色列積極鼓勵新創事業，

為了讓全世界更容易接觸到以國的新創事業，建立商機及夥伴關係，以色列建

置 了 一 個 新 創 事 業 搜 尋 平 台 Start-Up Nation 

(https://finder.startupnationcentral.org/），提供以色列的新創公司、投資人、育成

中心、跨國企業及學術機構研發的技術等。 

二、9 月 23 日參加第 7 屆臺以經濟聯席會議 

    9 月 23 日上午於以色列臺拉維夫舉辦的第 7 屆臺以經濟聯席會議，除此次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訪團成員外，另資育股份有限公司所組「以色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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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安新創合作暨臺以新創基金投資考察團」團員亦出席本次會議，以方團員包

含出口協會及廠商，以及駐以色列代表處列席，臺以雙方代表共 36 人與會。 

    台以商會蔡東偉理事長與以色列出口協會會長 Adiv Baruch 共同主持並於

開幕典禮中致詞，駐以色列代表處張國葆大使亦蒞臨開幕典禮致詞，會長 Adiv 

Baruch 於開幕致詞時強調，臺以兩國應結合軟硬實力共同爭取全球市場，蔡理

事長及張大使致詞時也表示臺以兩國產業互補，雙方可在研發及製造上擴大合

作。 

    雙方專家業者則針對臺以「生物技術」、「經濟狀況及產業生態」、「資訊安

全」、「農業科技」、「臺灣數位轉型前景」、「林口新創園區」等尋求合作商機。

相關重點摘陳如次： 

(一)議題：我國生物技術及以色列經濟狀況及產業生態 

1.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張綺芬副執行長簡報臺灣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及

商機「Taiwan Biotechnology and it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簡報說明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BPIPO)為我國生醫產業單一窗

口，鼓勵以商多加運用我國政府資源，深化兩國生技產品開發、研發商品化

及技術移轉等合作。渠並說明，生技中心配合產、官、學、研各界，建構生

技醫藥產業所需的重要環境設施、開發關鍵生物技術、培植延攬專業人才，

加速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為主要任務。中心將研究發展的成果，轉換技術至產

業界，並協助研發產品線、申請專利，成為臺灣發展生物科技最好的合作夥

伴。 

2. 以色列製造商協會對外貿易及國際關係處處長 Dan Catarivas 報告以色列經濟

狀況及產業生態縱覽「Israel Economy and Ecosystem Overview」： 

C 處長於會議中發表報告，介紹以國各產業創新發展，包含通訊、農業及食

物、再生能源、水科技、健康產業及網路媒體等，以國出口亞洲國家中我國

排名第 6，貿易值達 5 億 4,400 萬美元，以國從亞洲國家進口，我國亦排名

第 6 約 10 億美元。C 處長強調，以色列最近甫結束國會大選，在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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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明朗下，其經濟始終朝著科技創新這條高附加價值的路走，意謂以色列

的經濟不受政治干擾影響。 

(二)議題：資訊安全 

1. 資策會林文堯總監以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為題進行簡報： 

2019 年世界經濟論壇提及，前五名可能的全球危機如極端氣候事件、氣候變

遷減緩及適應的失敗、自然災害、資訊詐騙及竊取及網路攻擊等，我國則有

網路攻擊及手機資訊被駭等危機，在暴露頻繁的資安攻擊下需重視資安規範

的提升。我國政府每年提高資安支出培養更多資安人才，引導資安產值每年

穩定成長，如今臺灣已有完整的資安產業供應鏈，歡迎以商爭取相關商機。

資策會建議可以共同研究、資訊轉移等方式合作，透過訓練計畫及模擬平台

達成人才培育。 

2. 以色列出口協會資安經理 Yaara Sabzerou 簡報以國資安生態系統： 

以色列有 300 多家的資安公司，在政府宣傳及補助、軍事單位人才、產學界

的孵化及加速育成、與國外資金等資源不斷地投入下，孕育出以色列多家享

譽盛名的資安大廠如 Check Points 等。隨著近年資安事件層出不窮，讓多數

企業紛紛強化資安投資，而涵蓋防火牆、入侵防禦、應用程式管控、多重機

能的次世代防火牆為企業佈局重心。 

(三)議題：農業科技 

1.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以臺灣智慧農業「Smart Agriculture 

 in Taiwan」進行簡報： 

簡報介紹全球及臺灣農業發展趨勢、我政府農業推動政策、臺灣智慧農業

應用案例及機會等。我國位於頻繁颱風的地理位置，農業勞動人口短缺及

高齡化，導致難以穩定供應農作物，政府提出農業智慧化及數位化的解決

方案，包括利用感測器、物聯網、大數據、無人機及機器人等技術打造智

慧農業一條龍式產銷管理監控平台，創造臺灣農業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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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農業政策包含創新農業管理模型，藉由智慧農夫聯盟提高穩定供

應農產品的能力，在種植者和消費者之間以友好的互動技術創建新的交流

模型等。未來的農業時代，將有更多智慧農業技術和多樣化的管理工具將

時間重新分配，傳統農業思維將被顛覆，新的模範式農業管理將再次創新。

蔡副所長也表達與以色列公司或研究所合作的意願。 

2. 以色列出口協會農業科技經理 Noa Isralowitz： 

簡報以色列農業環境及農業科技發展項目為主軸，包括溫室、採收、灌溉、

肥料、智慧農業、整廠計畫、農業廢棄物、種子、畜牧等，指出 2018 年以

國貨品服務出口額計 1,100 億美元，其中農業科技出口額為 90 億美元，並

獲得 6.7 億美元的投資，是一門蓬勃發展的產業，說明以色列在水資源有

限下蔬果作物不僅自足還能成為出口產品的原因。 

(四)國經協會以色列委員會 (工業總會常務理事及華邦電子董事長)焦佑鈞主任委

員以臺灣數位轉型前景及臺以合作機會「Perspective of Taiwa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Opportunities for Israel-Taiwan Collaboration」發表專題演講： 

簡報介紹臺灣電機電子產業、我國政府數位轉型政策、華邦電子在以色列投

資情況及臺以雙邊機會。焦董事長並與介紹我國產業施政方向，表示我國為

了找回經濟發展動能，帶動產業轉型加值應用，需要更為前瞻創新之資通訊

發展政策方案。 

焦董事長說明此行目的為參加耶路撒冷創投夥伴(JVP)年度大會，華邦與其關

係企業新唐在以色列荷次利亞設有研發中心，成立 12 年，有 160 位員工，作

為 JVP 的策略夥伴，該公司盼在此基礎上，協助更多以色列新創企業鏈結臺

灣製造大廠。以色列為一新創國家，可以透過會議、參展、論壇或其他有效

方式將更多以色列新創公司引入臺灣，透過臺灣電子製造及市場能力打入全

球市場。 

(五)資育公司孫珍如總經理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口新創園簡介「Startup Terrace」

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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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臺灣新創國際接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 2017 年世大運選手村改建為

林口新創園(Startup Terrace)。整體規劃以國際級創業聚落為主要定位，運用一

站式服務規劃，讓國際團隊要在地設立公司、完成簽證流程，園區皆提供一系

列專業協助。該園區希望招攬更多國際新創培育資源及招募國際新創團隊，協

助臺灣新創團隊培育科技人才、加速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及幫助國際新創公

司進入亞洲供應鏈。 

簡報後由資育公司董事長龔仁文與以色列商 Sky Medical 公司簽署合作備忘

錄，該公司負責協助尋找以色列合適資安、醫療等領域新創團隊引進臺灣，進

駐我國林口新創園區。 

(六)洽談會：以色列出口協會安排以國農業廠商與珠寶商與我相關團員進行商務洽

談，另安排出口協會金融科技經理與資策會團員意見交流。會後駐以經濟組並

協助珠寶商與以國經濟部鑽石司洽排會面。 

三、9 月 23 日下午拜會製造商協會(MAI) 對外貿易與國際關係處長 

Dan Catarivas 

(一) 以色列製造商協會(以下簡稱 MAI)是以色列經濟中代表工業產業的最大組

織，至今已經成立逾 90 年，該會 C 處長與訪團就公協會背景進行簡介以及

交流，同時，MAI 與國經協會皆是國際商會(ICC)的成員。我工業總會首先說

明該會功能職掌後表示，兩會於 2007 年簽有 MOU，盼此行拜會能探索雙方

未來合作方向，C 處長表示兩會可從資訊交流部分開始合作，包含請工業總會

提供白皮書或我國產業資訊等，雙方接著就中美貿易戰、產業政策及貨幣等進

行廣泛交流。 

(二) C 處長指出以色列從中國進口各式各樣產品，但出口到中國卻只集中在英特爾

(晶片)及肥料兩項大宗產品，反而和臺灣、印度、泰國、等國更有可能的合作

機會。臺灣和以色列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或可做為以色列在東亞及南亞營運區

域中心。 

(三) 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也就以色列滴灌技術(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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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gation)與臺灣農業合作進行經驗分享。 

四、9 月 24 日上午參觀特拉維夫-雅法市中心圖書館 

(一) 臺拉維夫-雅法市人口僅有 40 多萬，卻有 22 座公立圖書館，本團參訪位於特

拉維夫市中心的 Migdal Shalom 分館。該圖書館係以色列第一座圖書館及首次

由市政府營運的新創企業工作空間，除館藏圖書上的知識外，臺拉維夫市政府

提供包括資料庫與數據的開放、及試練場域供進駐業者試驗使用，現場並安排

農業資訊蒐集平臺新創業者與團員交流。 

(二) 以色列農業資料的新創公司 AMAIZZ（https://www.amaizz.com/）的營運長

（COO）Ido 先生介紹其新創事業，該公司提供低價的穀物乾燥、冷藏及倉儲

服務給農民（以印度為主），在穀物乾燥機、冷藏及倉儲空間設置感測器，以

蒐集穀物相關資料（農人、地點、溼度、重量），將原始資料或經分析後的資

料賣給保險公司、政府。Ido 營運長認為以色列新創友善環境的源頭在於以色

列的傳統文化精神，他們相信「不管過程如何，最終都會有好結果。」 

五、9 月 24 日下午拜會 AudioCodes 行銷及市場開發經理 Benny Matityahu： 

(一) AudioCodes 於 1993 年在以色列成立，該公司在美國 Nasdaq 及以色列證交所

上市的語音通訊技術大廠，2018 年全球員工總計超過 700 名，其中 40%專注

於 R&D 研發作業，擁有 25 年以上的電信產業經驗，是全球 VoIP 與數據通訊

市場的領導者，其技術為全球百大企業中的 50 家採用，近期致力開發人工智

慧語音技術，著眼亞洲市場未來的發展潛力。 

(二) 該公司表示目前在臺灣有代理商提估產品銷售及服務，臺灣業績均有成長，

未來不排除來臺設立服務據點擴大業務範圍。M 經理最後帶領團員參觀該公

司實驗室。 

六、9 月 24 日拜會特拉維夫台貿中心楊束華主任： 

(一) 特拉維夫臺貿中心是外貿協會全球第 63 個辦事處，並於 2019 年 2 月在以色列

(一) 特拉維夫正式成立。 



14 

(二) 楊主任熱誠接待本團，並對於(一) 特拉維夫臺貿中心成立的歷程進行分享，楊

主任舉例，當時在選址就勘查非常多的地點，同時在以色列開一個銀行帳戶，

需要 3~4 個月的時間，與團員分享該辦事處從無到有的過程。楊主任表示本月

接待由黃董事長志芳親自率國內企業高階主管及新世代領導人學員為期 4 天

的課程；以及 14 日至 21 日「Startup Scouting -以色列潛力星探號 2019」參訪

團；並規劃洽邀以商組團赴臺參與 2019 以色列商機日，期透過以上交流尋求

臺以間新創對接的方式。 

(三) 楊主任指出，臺、以雖然都是小國家，但經濟及科技在世界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以色列以新創企業(startup)聞名全球，有「新矽谷」之稱，在那斯達克掛牌的

公司數目僅次美、中兩國；而臺灣以半導體及科技業聞名，ICT 等製造產業能

量豐沛，「以色列擅長 0 到 1，臺灣擅長 1 到 many」雙邊合作潛力無限。由於

臺灣產業的強項為製造業，以色列的強項為新創產業及研發，臺灣企業包括華

邦電、上銀均看好以色列的新創潛力，與以色列進行產業合作，未來 特 拉 維

夫臺貿中心希望能地位為雙邊新創與科技產業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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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與建議 

    臺灣及以色列雖在人口及國土面積上未具絕對優勢，然而兩者皆有優質之人力資

本，政府並皆積極推動新創，透過各種補助，扶植產業發展。當前兩國均以高科技產

業見長，各界體認雙方在產業技術上各有所長，其中我國精於製造能力，以色列則是

長於軟體研發及創新，以色列並希望吸引我國資金之投資及共同參與研發工作，我國

業者則是希望以色列可成為我產業技術供應來源之一。本次赴以色列參訪考察心得及

建議如下： 

一、 持續透過臺以民間平台促進經貿合作：國經協會定期與以方舉辦「台以民間經

濟聯席會議」，且臺以已洽簽多項協定，近年本部亦加強與以色列進行工業研發

合作。另外貿協會亦於本年 2 月在臺拉維夫增設據點，橋接雙方業者並促成合

作。建議在此合作基礎下與以國長期經營，應可助長貿易與投資，促進經濟發展

成長。 

二、 臺以資安合作：以色列新創企業融資集中在資訊及企業軟體、生命科學及網際

網路等三大行業，其中資訊安全是以色列的強項，網路安全軟體銷售遍及世界各

地。而我國「數位建設」推動網路安全、數位文創、智慧城鄉、智慧學習及科研

設施等軟性基礎建設，其中資安技術的發展亦為至關重要的項目。鑒於資訊安全

日趨重要，為因應網路駭客威脅，資安市場日漸成長，臺以雙方未來可就資安延

伸議題進一步合作，相輔相成共創雙贏。本次台以經濟聯席會議促成資育公司與

以商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商將協助尋找以色列合適資安、醫療等領域新創團隊引

進臺灣，未來望能進駐我國林口新創園區，深化臺以資安發展合作。 

三、 臺以農業合作：以色列地處嚴重缺水環境，必須設法克服困境，因而在農業灌

溉用水、都市用水智慧化管理及海水淡化技術等方面，均長期投入研發而有所

成，值得我們借鏡學習，在水科技方面，以色列滴灌技術在我國已有代理商。而

我國雖已執行智慧農業計畫，惟仍在研發孕育階段，以色列農業新創公司的運作

模式為世界各地農作物種植者與主要農作物生產者提供全面且易於實施和使用

的數據融合和大數據分析系統，生意模式已跨越技術研發交流。建議宜結合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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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業者合作整隊建立生態圈，除技術研發合作外，亦可籌組產業團赴以色

列觀摩，創造未來可能合作的商機。 

四、 臺灣企業可爭取與以色列新創合作機會：以色列立法完善，扶植新創企業發展，

新創及投資行業生態完備延續產業能量，並鼓勵海外企業赴以色列投資，我商若

有意發展生技、車聯網、資安等技術，建議未來可進一步了解該國補助政策，創

造合作之機會。我國希望以新創作為產業轉型契機的同時，建議可參考以色列的

產業脈絡，如制定政策時通盤檢視產業結構及優勢，透過政府集中資源，從源頭

打造強健的創業環境。 

五、 臺以兩國產業研發合作機制：以色列與其他國家有別，在市場有限、務實現實

的基因、危機意識等環境下，我國應從研發合作及併購或投資以色列的科技新創

公司等角度切入，建議可採取將我國廠商優異的製造能力與以色列卓越的軟體技

術相結合的合作模式，並複製我商上銀、華邦電、研華、及華碩在以色列的企業

營運模式，在以色列設置新創團隊或辦公室，藉由以色列的創新技術及研發，精

進臺灣製造業的能量與領先地位。 

    面對資源缺乏的環境、地緣政治的風險，以色列政府深知人才是以色列最好的財

富，創新是以色列最好的天然資源。在政府扶植以及軍事教育制度等因素下以色列新

創蓬勃發展，聚集眾多人才，吸引國際企業進駐設立研發中心，造就了以色列科技新

創蓬勃發展的良性循環，形成科技產業聚落，建構起以色列的創新發展。 

    以色列在全球科技領域具有獨特地位，例如九十年代的即時通訊即是快速反應國

際市場趨勢之需求，所以能夠成功創造出獨角獸(Unicorn)；所謂獨角獸即成立不到

10 年但估值 10 億美元以上之科技創業公司。以色列在金融資安布局已久，近十年就

有數家公司被併購，雖然沒有廣大市場，但靠著被歐美公司併購，將金融資安科技輸

出全球。臺商與以色列的人際網絡正逐漸形成，無論是學術界、產品代理及銷售、企

業併購等不同方式進行，我政府部門可持續與民間商會保持聯繫、整合資源，深化臺

以間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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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行程表 

  參加國經協會「2019 年以色列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之部分行程，於 9 月 21 日前往

以色列特拉維夫，9 月 25 日返台(9 月 26 日抵達)，計 6 天，行程規劃如下表： 

9 月 21 日(六)  Sat., September 21 

21:30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國泰 CX479 前往香港轉機 

23:30 抵達香港 

9 月 22 日(日)  Sun., September 22 

01:10 搭乘國泰 CX675 前往以色列 

07:55 抵達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 

11:00 創新中心 Perez Center 及特拉維夫南邊 Jaffa 

9 月 23 日(一)  Mon., September 23 

9:00 第 7 屆台以(色列)雙邊經濟聯席會議 

15:00 拜會以色列製造商協會 

9 月 24 日 (二)  Tue., September 24 

10:00 特拉維夫市中心圖書館 

13:30- 

15:00 
拜會 Audiocodes 

15:40 拜會特拉維夫台貿中心楊束華主任 

9 月 25 日 (三)  Wed., September 25 

10:00- 

12:30 
拜會 Naandanjain Irrigation (Kibbutz Naan)灌溉技術公司 

9 月 26 日 (四)  Thu., September 26 

09:00- 

09:30 
拜會 Check Point 

10:00- 

11:00 
拜會以色列商業總會 F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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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拜會以色列鑽石交易中心 

9 月 27 日 (五) Fri., September 27 

 市政參訪 

9 月 28 日 (六) Sat., September 28 

14:40 自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搭乘國泰 CX676 前往香港轉機 

9 月 29 日 (日) Sun, September 29 

05:30 抵達香港 

08:05 搭乘國泰 CX5486 返回台灣 

09:5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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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7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20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Monday, September 23, 2019 

 

地   點: 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 

地   址: Hamered 29 st., Beit Hata'asia, Tel-Aviv 

Venue: Israel Export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 

Address: Hamered 29 st., Beit Hata'asia, Tel-Aviv 

 

議程 

 

08:30 – 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開幕典禮 Opening Ceremony  

09:00 – 09:05 以色列出口國際合作協會會長Adiv Baruch致開幕詞 

Opening Remarks by Adiv Baruch, Chairman, IEICI 

09:05 – 09:10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代表團團長蔡東偉先生致詞 

Opening Remarks by Mr. Peter D.W. Tsai, Chief Delegate of CIECA 

delegation 

09:10 – 09:15 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大使國葆致詞 

Special Remarks by Paul K.B. Chang, Representativ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 Aviv  

全體大會 Plenary session 

09:15-09:30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張副執行長綺芬簡報 

Presentation by Ms. Chang, Chi-Feng, Deputy CEO of Development Center 

of Biotechnology 

09:30–09:45 以方新創生態環境簡報 

Israel Economy and Ecosystem Overview, Shauli Katznelso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for Economics & Professional Services 

09:45–10:05 中場休息 Coffee Break 

10:05-10:20 資策會林總監文堯簡報 

“Cybersecurity” by John Lin, Industry Cooperation Director,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10:20-10:35 以方網路安全簡報 

Presentation by Yaara Sabzerou, Cyber Security Manager, Israel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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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10:35-10:50 農業試驗所蔡致榮副所長簡報「臺灣智慧農業」 

“Smart Agriculture in Taiwan” by Dr. Jyh-Rong Tsai, Deputy 

Director-General,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10:50-11:05 以方農業科技簡報 

Presentation by Noa Isralowitz, AgroTech Manager, Israel Export Institute 

11:05-11:20 華邦電子焦董事長佑鈞「新創生態環境與台灣企業夥伴關係的發展機

會」 

“Innovation Ecosystem & Taiwan Business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y Mr. Arthur Yu-Cheng Chiao, Chairman and CEO of 

Winbond Electronics Corp. 

11:20–11:30 資育公司孫總經理珍如簡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口新創園簡介」 

“Startup Terrace” by Ms. Sun, Chen-Ju, General Manager of Innovation to 

Industry 

11:30–12:30 商務洽談會 

Networking Coffee break and B2B meeting 

12:50–14:30 國經協會午宴  

Luncheon hosted by CIECA (invite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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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圖 1：台以經濟聯席會議 圖 2：台以經濟聯席會議  

  

圖 3：台以經濟聯席會議 圖 4：台以經濟聯席會議(團長) 

 

 

 

 

 

 

 

 

 

 

 



22 

 

圖 5：拜會台貿中心 圖 6：拜會台貿中心 

 

 

 

圖 7：參觀 Naandanjain Irrigation 圖 8：參觀 Naandanjain Irrigation 

 

 

 

 

圖 9： 參觀 CHECKPOINT 圖 10：參觀 CHECK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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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本次國經協會訪團成員提供 

圖 5：拜會 FICC 圖 6：拜會 FICC 

 

  

圖 7： 參觀 Naandanjain Irrigation 圖 8：參觀鑽石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