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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2019 臺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中，綜合調查、GEM 及專家訪談的結果，

呈現出臺灣新創生態圈在創業家教育、創業者國際化及創業者取得資金管道等議

題，有持續精進的空間。依據 2018 年全球創業觀察(GEM)的成人人口調查(APS)

顯示，荷蘭的機會創業表現，多年來也一直優於臺灣，從這些國際創新與創業評

比的表現看來，荷蘭的創新與創業的政策經驗與成果，應有一定的參考之處。 

荷蘭的人口約 1800 萬，略少於臺灣，荷蘭近年在國家競爭力評比及機會創

業的排名多優於臺灣。根據荷蘭創新基金會(Dutch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的研究，說明荷蘭如何啟動跨部會計畫，從培育擁有創業家職能的根本切入點開

始，讓荷蘭各個層級的教育得以推展有效的創業家教育。荷蘭的創業政策除創業

家教育外，還有 Startup Delta的資源整合平台提供創業者更便利的連結與協助；

國際化方面，除了創業家簽證外，更提供不同階段新創業者國際化服務需求等。 

台荷加速器(Tiger Accelerator)是由一群長期旅居荷蘭經商的朋友所成立，

他們從 2000年就開始非正式地協助新創及企業進入歐洲市場。在 2018 年他們正

式在以健康醫療為發展重點的荷蘭烏特勒支市(Utrecht, Netherland)成立台荷

加速器，宗旨在協助臺灣的新創團隊及中小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由於新興健康醫

療的發展正好是臺灣發展重點，與臺灣具優勢的數位資訊軟硬體搭配，台荷加速

器不但可連結參與荷蘭或歐盟的相關計畫，協助臺灣企業以荷蘭作為進入歐洲市

場的起點外，同時也有機會協助需臺灣優勢的荷蘭新創及中小企業到臺灣落地發

展。 

 

 

 

二、 出訪日期：2019/11/24-2019/11/30 

三、 目的 

(一)了解台荷加速器在 Utrecht的環境及網絡 

(二)洽談與台荷加速器合作的可能作法 

(三)了解荷蘭高等教育部門如何推展創業教育 

(四)了解荷蘭創業資源整合平台的過去及預計未來如何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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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了解荷蘭如何協助新創進行國際化 

(六)拜訪或了解荷蘭境內的新創相關組織 

(七)建立荷蘭地區創業社群的人脈 

四、 參與團員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育成組黃秀玲專門委員 

臺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三所   林欣吾所長 

     臺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三所   謝良翰顧問1 

五、 參訪內容 

健康醫療是臺灣5+2產業創新轉型的重點方向之一，在歐盟預定2021年開始

的歐盟創新架構計畫(Horizon Europe)中，也考量到人口結構趨勢變化所帶來的

需要，健康與環境成為歐盟政策推動的重點，其產業鏈可考慮作為臺灣產業進入

歐盟市場的切入點。 

臺灣的產業發展，多年來就以全球各領域重要製造夥伴為定位，已連續兩年

獲WEF認可為全球前四大創新強國，在許多製造領域具有相對競爭優勢，同時已

有許多製造業者擁有足夠多樣化快製能力，可滿足全球的新創及中小企業的多樣

製造需求。當然也可以協助荷蘭有需要打樣與小量製造的健康醫療新創或中小企

業。 

本次的參訪，藉著與臺灣熟識的台荷加速器合作，拜訪荷蘭中央、烏特勒支

地方政府、生醫相關的新創組織，期能了解荷蘭從中央到地方新創生態圈的運作

外，也期促成臺灣與荷蘭的實質合作，如相互落地機制。 

 

 

 

                                                 
1
 謝良翰顧問，係前德國 FhG 研究員，前工研院駐歐代表，目前定居在柏林。目前擔任台經院

研究三所顧問外，也是台荷加速器顧問。此次特別請謝顧問協助蒐集荷蘭當地相關資料，並協助

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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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拜訪荷蘭企業發展署(RVO) 

 時間：2019年11月25日上午10:30-12:10 

 地點：RVO辦公室，Prinses Beatrixlaan 2, 2595 AL, The Hague 

 與會人員：Niek Alofs，Rutger de Graal，謝良翰顧問，林欣吾所長，

黃秀玲專門委員，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此次接受拜訪為負責荷蘭RVO創業生態系的國際化夥伴業務官員。

其創業生態系國際化區分inbound及outbound兩方向分工，其中，

Niek所屬團隊負責outbound，而Rutger團隊負責inbound。兩個方

向的政策，後續都以協助新創進行scale up為重點。 

2. 為有效增進荷蘭RVO新創生態系與臺灣的合作，特別是希望能RVO

能提供相關訊息給荷蘭新創及中小企業來台發展，除提供林口新創

園(Startup Terrace)最新發展的訊息外，同時也以簡報(如附件一)

說明臺灣的製造業有相對競爭力，可以提供擁有產品創新想法團隊

來台合理成本的試製與多樣少量製造服務；呈現臺灣與荷蘭一樣都

位在大陸板塊邊緣，可以成為荷蘭與歐洲業者進入亞太市場的入

口。 

3. 源於荷蘭中央政府會提供經費協助各地方政府推動創業生態系所

需經費，為展現績效，各地方政府都以各地原有產業生態系同時考

量未來的發展機會(如圖 1)，積極推動創業生態系，也都配合中央

提供新創相關資料以協助中央政府設計政策的基礎 2。例如：

Utrecht原本在生醫健康產業就已經有相當的發展基礎，在推動當

地創業生態系也以生醫健康的新創為重點，包括人們的健康、健康

的環境及健康的心態等；海牙本來就是國際法庭、荷蘭正義與安全

部(Ministry Of Justice And Security)、荷蘭國防部及負責協調

                                                 
2
 請參考 https://finder.techleap.nl/dashboard, 2019 年 11 月 26 日讀取。 

https://finder.techleap.nl/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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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安 的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NCTv)等所在地，海牙的新創生態圈即以資訊

安全作為發展重點。 

圖 1 荷蘭各地區新創生態系的重點領域 

 

 

4. 在協助吸引荷蘭新創到其他國家發展部分(outbound)，RVO將新創

區分成創業前(pre-startup)、剛創業(startup)及擴張中(scale 

up)等三個階段，同時分別依照網路連結、提供知識與顧問、資金

及補助與夥伴等四大工具進行區分(如圖 2及圖 3)。根據Niek的說

明，這些協助新創國際化的工具，每一項都有RVO的同仁負責，且

這些同仁均為RVO所聘任的公務人員。不過，雖然都是公務人員，

其任用多從市場上直接尋找有相關經驗者。同時，Niek表示，他之

前曾在飛利浦工作，也曾在地方政府推動新創政策，目前除了在RVO

工作外，也利用公餘時間，經營自己的事業：以民營組織模式提供

年輕人的職涯發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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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RVO提供新創國際化的政策支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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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荷蘭 RVO協助創業國際化工具的名稱及內容重點 

5. 除以上協助創業國際化的工具外，RVO也會帶領新創團隊參與國際

上重要的新創展會，例如CES、Mobile World Congress、SXSW、Smart 

Cities NY、Hannover Messe、Computex Taiwan、CES Shanghai、

Edtech London、Websummit及Slush等。2018年RVO已帶領或輔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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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新創達500家進行國際化相關工作。 

6. 另外，為更聚焦協助新創國際化，在荷蘭外交部與經濟及氣候政策

部的共同決定下，選擇德國柏林、慕尼黑，英國倫敦，美國波士頓、

紐約及新加坡作為協助新創進入歐美亞三個市場的據點，在這些據

點都有RVO的同仁負責提供進入相關市場的諮詢與顧問服務。在與

Niek的討論時，曾提出可否考慮臺灣作為進入亞洲市場的據點，

Niek表示這些是由外交部所作的政策決定。 

7. 有關吸引新創與中小企業到荷蘭發展的相關政策，Rutger de Graaf

表示，為有效協助到荷蘭的新創與中小企業，RVO設有National 

Point Of Entry Team提供服務，包括了解需求、提供客製化服務

及協助進入相關社群等。Rutger de Graaf就是National Point Of 

Entry Team的一員。荷蘭也設有創業家簽證(startup visa)機制，

以便利吸引歐盟以外，且擁有創新能力的新創及中小企業在荷蘭設

立公司與發展。要取得創業家簽證，必須符合一定的創新要求，同

時由通過認證的組織協助申請取得。 

8. 有關荷蘭新創網路平台為 Startup Delta，它是由荷蘭王子 

Constantijn van Oranje擔任特使，在2015年成立的公私夥伴組織

所經營的平台，政府與民間分別負擔50%的經費。在2018年，該網

路平台已進入第三版，重點在連結(connect)各地新創聚落核心

(hub)與政府新創資源、協助新創擴張(scale)與成長、及促成先進

技術(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從學術轉換成為具市場價值方

案。預計 2020年初將推出第四版，其重點除 scale up 及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外，將更開放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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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Niek及 Rutger的討論 

圖 5 團員與 RVO的 Niek及 Rutger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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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荷蘭創業生態系的廣宣—呈現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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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荷蘭創業生態系的廣宣—呈現到荷蘭創業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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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荷蘭創業國際化的推動進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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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荷蘭創業國際化的推動進程(2) 

 

 

(二) 拜訪海牙資安三角洲基金會(The Hague Security Delta, HSD) 

 時間：2019年11月25日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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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HSD 辦公室，Wilhelmina van Pruisenweg 104 2595 AN The Hague 

 與會人員：Bert J.W. Feskens, Rik Schiffelers and Maaike Smekens，

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首先，向HSD說明臺灣與荷蘭雙方代表處MOU，已有一定的進展。後

續，將會由TACC+ (https://www.taccplus.com)作為臺灣合作窗口

與HSD進行合作聯繫。 

  圖  10 HSD三位受訪者，從左到右依序為：Maaike，Bert及 Rik 

2. 接著，再向HSD說明林口新創園已經正式開幕，同時開始有國內外

加速器進駐，並播放林口新創園的簡介影片。 

3. 第三，HSD介紹其發展緣起及目前的推展狀況。HSD是個產官學所組

成的PPP平台。其成立，係源於2010年一項歐盟與荷蘭的'Pieken in 

de Delta project'計畫所形成的聯盟，該聯盟成立主要目的在於

https://www.tacc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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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網路安全議題的專業網絡，以及專注於國家、城市及網路安全

的取證，基礎建設的保護等重要議題的創新基地(innovation 

house)。2012年，在海牙市政府及荷蘭經濟部的支持下，HSD首先

以計畫形式成立；2013年成立基金會；2014年正式開始進駐目前的

地址，共有三層樓，成為國家層級網路安全創新中心。目前HSD提

供實地實驗室、訓練設備、辦公空間及會議室等服務。 

4. 第四，HSD是產官學組成的網路，對有意進入歐洲市場的網路安全

公司招手，協助其軟著陸荷蘭並申請最多90天的簽證(美加等部分

國家不在此限)，另外提供資金、人才、知識、市場、創新等多方

協助，HSD有大企業、中小企業、政府、國際組織、研究單位、教

育各界的夥伴，HSD園區是擁有生活實驗室、教育和培訓設施、靈

活的辦公空間和會議室的國家創新中心，位於和平、正義和安全的

海牙。 

5. 第五，HSD的任務，主要在於協助HSD的夥伴連結資金、人才、知識、

市場及創新。HSD的夥伴區分成三個層級：Premium partner，

Network partner及Alliance partner，分別所需要負擔的權利及

義務均有所不同。目前HSD的夥伴已超過300個機構，其中除荷蘭幾

個相關政府部門外，還有許多重要國際企業，如西門子、Cisco等，

夥 伴 名 單 可 參 考

https://www.thehaguesecuritydelta.com/about/partners。臺灣

工研院已是Alliance Partner。 

6. 雖然HSD已經是相當國際化的網路安全公私夥伴平台，但有鑑於國

際上也有許多性質相關的平台，所以HSD與國際上其它26個網路安

全生態系組成Global EPIC，成員來自三大洲15個國家。Global EPIC

成立宗旨在於「共同創造、採用改變世界的解決方案，以應對高影

響力的網絡安全挑戰」，工研院也是其中之一。 

https://www.thehaguesecuritydelta.com/about/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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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與 HSD 三位受訪者合照 

7. Maaike介紹工研院今年10月也派代表來HSD參與圓桌會議，對於未

來的網路安全發展重要趨勢進行討論。 

8. 由於林口新創園已經正式開幕，後續HSD將會與工研院的TACC+進一

步洽談相關合作與新創落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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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HSD入口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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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HSD 軟著陸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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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HSD合作機制與場域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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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HSD 的營運策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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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HSD 的營運策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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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HSD 所在大樓的環境 

圖 18  HSD 所在大樓入口管制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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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問EBU-Economic Board Utrecht 

 時間：2019年11月27日上午09:00-12:00 

 地點：Jaarbeurs Innovation Mile (JIM)-6th Floor, Jaarbeursplein 

6, 3521 AL Utrech 

 與會人員：Jelle van der Weijde，Freek van Muiswinkel，謝良翰，

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Jelle 首先簡單說明EBU的定位是個半官方的經濟發展委員會，除

討論規劃Utrecht的經濟發展方向與策略外，也會實際參與推動相

關的規劃。過往，多僅以Utrecht為中心進行發展規劃與推動。不

過，近年在銀髮社會趨勢、氣候變遷及數位轉型的趨勢下，與週邊

的大學及區域發展計畫，已經開始進行混搭，針對具體的任務目標

導向，綜合農業、食物、健康及社會行為等專業思考，引導朝向任

務目標共同努力。（原本荷蘭係以Top Sectors機制運作產業發展規

劃3，近期也開始朝向任務目標(mission oriented)的模式前進。

亦即，如何達成解決社會挑戰問題目標比選擇何種技術與取向來得

更為重要）。 

2. 接著，Jelle即介紹EBU正在規劃的2030快樂健康產業願景。這個願

景，涵蓋三個重要原則：positive health (有助於健康)、right 

care(正確的照護，如在正確地點正確方法進行照護，許多情境其

實不需要到醫院，而是在家休息)及human centric design(以人為

中心進行設計)，而為了讓推動的方案有效推進，必須要進行以價

值為基礎的採購(value based procurement)。要正確的照護，需

要透過智慧科技來完成，例如需要蒐集足夠資料，了解真正造成不

                                                 
3
 王偉鴻(2016)即說明荷蘭在 2012 年前後進行大幅的科技創新政策調整，改由九大產業聯盟(Top 

Sector Alliance for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TKI)凝聚共識，設定方向作為合作前進投資創新的

治理方法。https://www.government.nl/topics/enterprise-and-innovation/encouraging-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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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原因，同時測試實驗有助於健康的方案；要有助於健康，則

需 要 透 過 P6 Medicine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participative, predictive, proactive and precision)建構合

適的方案。整體來看，其實就是希望建立起隨時蒐集外在及身體有

關資料，分析原因，並從行為改變促成有助於健康的結果。 

3. 第三，在2030快樂健康願景底下，非常需要醫療健康服務體系的支

援，Jelle了解到臺灣的中央健保、中央醫療體系，與荷蘭以個人

選擇民間健保、區域醫療體系，剛好完全相反。兩者各有優缺點，

同時在資料蒐集累及資料的使用上，也各有不同的問題。如有機會

交流，特別是在資料的使用上，應有機會激發出解決方案。 

4. 第四，在2030快樂健康願景底下，EBU具體設計一個月的RAPID 

Health (1-month Regional Accelerator Program for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RAPID))方案，協助臺灣健康醫療團隊到Utrecht

短期落地，尋求建立進入歐洲市場的能量。RAPID health 已經在

2019年10月執行完第一期。從臺灣篩選六隊到Utrecht密集訓練、

授課(intensive bootcamp /coaching)、拜訪在地合作夥伴(visits 

and matchmaking)、Demo及尋求合作方案(deal making (revise BM/ 

BP / POC with potential market )等。為了提供這一個月的落地，

EBU除與TGN密切合作外，同時也集結了Utrecht當地與健康有關的

創育服務業者，包括財務、學校或醫院實驗室、診所與醫院、辦公

空間、訓練師(coaches)、會展、媒體、保險、政府計畫申請顧問

及在地各類創業網絡等(如圖 19)，共同完成。亦即，這整個落地

方案，係透過EBU連結在地的創業生態系的能量，共同協助臺灣健

康醫療相關的新創團隊到Utrecht落地，同時尋求進入荷蘭，甚至

是歐洲市場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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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在荷蘭團隊進入臺灣部分，則是在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的機

票贊助下，TGN在Utrecht 的JIM，9月舉辦了Taiwan Business Day, 

除了有多場兩國代表演講外，也舉辦創業競賽，選出四隊分別獲得

銀牌及金牌獎，可分別到臺灣停留一週及兩週。這四隊為1-week 

(Silver) TicTag 及 Madaster ， 2-week (Gold)

 CoreLifeAnalytics及Devise。根據Jelle的說明，這些僅是

pilot program，且預算不穩定，如果明年團隊到臺灣有相當的成

果與成績，對於未來荷蘭團隊到臺灣落地發展，將會有相當正面的

影響。 

圖  19  RAPID Health一個月的落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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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定2020年到臺灣落地的團隊，係在2019年12/10在Utrecht所舉行

的大健康論壇 “共建未來健康”中，透過現場的競賽選出。這論

壇討論的主軸為：未來的健康照護設計將以智能、深厚技術研究與

數據科學為架構，需要更多人性化科技和友善設計，衛生保健也將

聚焦於深度數據、智能感測器、虛擬患者和人際網絡。臺灣和荷蘭

可以作為區域樞紐進行合作，發展未來健康照護與生命科學技術。

雖然許多人都熟悉臺灣是IT零組件的主要製造商所在地，但臺灣作

為醫療保健領導者的地位卻鮮為人知。《商業雜誌》 CEOWorld在其

2019年《醫療保健指數》調查的89個國家中，指出臺灣擁有全球最

佳的醫療保健系統，而荷蘭是第11位，但荷蘭的醫療技術行為反映

了國際格局，因為荷蘭的供應商幾乎涵蓋醫療保健行業的技術和服

務。臺灣和荷蘭如何才能在醫療技術和生命科學創新領域的領先地

位共同為未來的健康發展？ 

7. 所選出的四個團隊分別為： 

1-week (Silver) TicTag Madaster 

2-week (Gold) CoreLifeAnalytics Devise 

 

http://tic-tag.com/
mhtml:file://K:/107/108創業基礎/出國規劃/荷蘭政策/TGN/Lucky%20winners%20Taiwan%20Explorer%20Awards-TBD19%20_%20TGN%20-%20Taiwan%20Globalization%20Network.mhtml!https://www.madaster.com/en
mhtml:file://K:/107/108創業基礎/出國規劃/荷蘭政策/TGN/Lucky%20winners%20Taiwan%20Explorer%20Awards-TBD19%20_%20TGN%20-%20Taiwan%20Globalization%20Network.mhtml!https://www.corelifeanalytics.com/
mhtml:file://K:/107/108創業基礎/出國規劃/荷蘭政策/TGN/Lucky%20winners%20Taiwan%20Explorer%20Awards-TBD19%20_%20TGN%20-%20Taiwan%20Globalization%20Network.mhtml!https://www.deviseanaly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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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以 Utrecht 在地創業服務社群提供 RAPID health落地服務 

圖  21 Jelle 與 Freek的分享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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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團員與 Jelle 及 Freek在台荷加速器合照 

圖 23台荷加速器與 EBU合作承接科技部「預見新創」助創業者落地 

(四) 訪問Director Startup Ut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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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9年11月27日上午13:00-14:00 

 地點：Jaarbeurs Innovation Mile (JIM)-6th Floor, Jaarbeursplein 

6, 3521 AL Utrecht 

 與會人員：Heerd Jan Hoogeveen，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首先，Heerd先說明在Startup Delta出現之前，大約2014年，在

Utrecht 地區的創業服務業者就曾聚會討論如何集結在地的力量

一起發展創業生態系，包括育成中心、大學等，但僅僅製作了共同

的網頁，並沒有真正具體的行動。 

2. 接著，由於中央在王子所倡議的 Startup Delta出現，同時Utrecht

也成立了EBU，就促成了Startup Utrecht，並共同倡議more startup, 

better startup成為在地的相關創業服務業者有共同努力的目標。

重點包括了連結人才、資金、顧客及創業社區。除了共同行銷

Startup Utrecht，以吸引新創及中小企業進入Utrecht外，也經常

辦理各類聚會與活動，促進交流與合作。 

3. 不過，在形成Startup Utrecht後，第一個難題是何謂創業者！？

基本上，大家討論後定義最高成立五年內，至少有兩個一同創業夥

伴，有個可擴張營運模式的組織被定義為創業者，同時聚焦在具有

擴張潛力的新創業者，即可超過10名員工，100萬歐元營收的業者。

有清楚的定義，才有比較清楚的努力推進的方向與目標。雖然有了

定義，但是在實際提供創業服務時，其實還是有問必答，具體提供

服務。這幾年來，在Utrecht的新創團隊，大約在800-900家，不過

如果按嚴謹的定義，則大約在400-500家左右。 

4. 第三，為了有效地促進Utrecht Startup的發展，也曾請當地的大

學教授進行新創生態系的研究。該教授提供了一個分析的架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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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效(outcome)、創業成果(output)、創業發展環境或條件

(system, or conditions)及創業必要投入等。其中，創業成效所

指的是源於當地創業所帶動創造的價值，例如引進並使新技術普及，

新的組織帶動了體系或環境的轉型等對當地發展的變化，最具體的

表現就是創業；創業成果則是更多創業家，高成長或羚羊企業出現；

而創業發展條件，則包括了正式組織、創業文化、實體基礎建設、

需求、網絡、人才、資金供應、新知識、領導力及中間服務等共同

形成的環境或公共環境。至於創業必要投入則是涵蓋資金資本、人

才及網絡等。政策的研究上，期待能透過實證分析，了解並討論有

哪些環節或投入，有政府政策介入的必要。不過，研究實務上非常

不容易 

5. 所以，在Startup Utrecht的創業政策實務上，還是會針對創業者

策略上最重要的三個問題：資金、人才及當地網絡等三個部分，持

續地觀察新創團隊的回應，同時不斷地改善提供給新創團隊相關的

服務。 

6. 近期較為具體的政策目標在於協助具有潛力的新創團隊擴大其營

運規模(scale up)。較為重視的政策，主要在促成當地新創團隊與

創業服務業者的網絡發展，特別是引進創投的參與相關活動；接著

則是鼓勵在地各項創業活動資訊能夠公開，以方便各方的參與；第

三，藉著各項在地創業活動公開在與各方無利益衝突的網頁上，促

進在地相關新創團隊及創業服務業者的高度互動，帶動人才的交流，

甚至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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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Heerd Jan 分享Erik Stam教授衡量新創生態系的模型 

 

(五) Tiger Accelerator的業師夥伴uzelf.org 

 時間：2019年11月27日上午13:00-14:00 

 地點：Jaarbeurs Innovation Mile (JIM)-6th Floor, Jaarbeursplein 

6, 3521 AL Utrech 

 與會人員：Klaas Jan Bolt，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由於健康醫療為Utrecht地區的發展重點，在當地除了大學、醫院

及相關實驗室外，也出現幾個專門協助進行臨床驗證的組織， 

uzelf.org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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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zelf.org 提出一套FastForward50方法流程，協助行動、食物及

睡眠等三個領域縮短臨床驗證的時間。這個流程，首先是明確定位

創新的具體目標與階段，接著是專家的初步驗證，第三個階段最為

關鍵：在50-100天中，取得50個人的使用經驗，同時藉著使用者經

驗與樣本的回饋進行改善，然後再逐漸擴大樣本數。 

3. 由於uzelf.org 的成員，如Klaas Jan Bolt大都在Utrecht醫療體

系有相關的人脈，同時也有資金方面的夥伴，所以創新個案可以很

快安排試驗使用者，同時經常在獲得初步的驗證結果時，及一併協

助取得投資者討論投資與否機會。 

4. 就在與Klass訪問的同時，臺灣業者聿信醫療的蔡富吉技術長也帶

著他的「自動肺音監測系統」產品前來請教。現場Klass不但提供

後續如何快速進試驗的諮詢外，Klass也同時引進投資者，具體討

論參與投資的可能性。 

圖 25  業師 Klaas Jan分享其 FastForward50方法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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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團員與 Heerd Jan 及蔡富吉技術長的合照 

 

圖 27 團員與 Heerd Jan 及 Klaas Jan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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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訪問Utrecht Science Park 

 時間：2019年11月28日上午09:30-14:00 

 地點：Utrecht Science Park Foundation, Heidelberglaan 11 3584 CS 

Utrecht 

 與會人員：Jan Henk van der Velden, Friso Smit, Jelle van der Weijde，

Freek van Muiswinkel，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Utrecht Science Park原為Utrecht University校址。Utrecht 

Science Park Foundation成立於2012年，由Utrecht University,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Utrecht, H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trecht, the Municipality of Utrecht and Province 

of Utrecht共同設立，當中有大學、醫療中心、應用科技及政府部

門。當初成立的共同目標，在於實現具國際領先環境的生命科學、

永續及健康群聚(the realization of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life sciences,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 

cluster.)。基金會的任務，在於鼓勵和強化知識機構與企業之間

的創新合作，鼓勵該地區形成聯盟；為新創事業提供進駐設施，吸

引商業活動，改善設施，促進宜居以及提高進駐Utrecht Science 

Park企業的形象，實現Utrecht Science Park知識密集型園區的品

牌形象。 

2. Utrecht Science Park的運作，主要是形成共同願景引導發展，首

先提供基礎實驗設施；接著，鼓勵高等教育(大學)及醫療機構，共

同形成願景，網絡連結，討論形成共同的研發合作方案，爭取外界

認同，形成多方合作計畫(PPP，吸引投資、知識技術移轉、創新研

發計畫等，如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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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園區促成多方合作的概念架構 

 

第三，在園區內，設置孕育新創的方案計畫，包括學生創業計畫

(Incubator Studentsinc)、實戰創業計畫(Incubator Utrecht Inc)

及MBI生命科學及健康(MBI Life Sciences & Health)以提供荷蘭、比

利時及北美醫療健康體系的高階MBA課程。一系列有系統地徵求學生創

業團隊，有意願創業的團隊，經理人的養成體系，分別設計密集課程，

從構想的形成，聚焦顧客，到可以真正成立新事業，同時透過Incubator 

Utrecht Inc也提供一般企業內部創新計畫的培育服務，讓新創、高階

經理人及一般企業有諸多的連結機會；第四、Utrecht Science Park 

Foundation協助園區的學校、醫療機構盤點較為成熟的可移轉技術與

知識，由技術轉化到商業的角度，促使技術移轉或者是形成新創團隊；

第五，設置育成大樓，加速器大樓，進一步提供協助募資，協助新事

業擴張等服務，如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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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Utrecht Science Park 提供從 seed到成熟企業的各項服務 

 

在以上運作的機制構想下，從 2012 年迄今，這些構想與願景吸引 Danone 

Nutricia Research 及 The Princess Maxima Centre 等機構進駐；再者，由於

學校也非常強調創業家教育，同時在 Incubator Studentsinc 及 Incubator 

Utrecht Inc 的運作下，的確創造出許多的新創團隊。根據現場 Friso Smit 的

說明，育成大樓及加速器大樓都在啟用後，就有新創事業及一般企業的創新部門

進駐，沒多久就呈現空間不足的現象。同時，Utrecht Science Park Foundation

也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例如從虛擬的 Digital Twin City概念，提出整合即時監

測環境、人的行為，對應到人體的狀況，蒐集不同角度的資訊，提供即時服務的

平台構想；引進一些全球新興醫療觀念，促成新興計畫的跨國合作，如以

Exposome的觀念，從全環境的角度，尋找改善人們身體與身心健康的影響因素，

同時尋找改善的方法（如改變行為），催生新興的促進醫療健康的服務構想，

I3Care計畫就是其中之一的合作計畫，如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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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I3Care 的Exposome跨國合作計畫 

 

3. 會中大家也針對未來的可能合作進行討論，大致包括三個初步方向：

協助連結明年TGN Utrecht TBD所選四個團隊來台落地；嘗試溝通

協調在國家層次的相互落地常態機制及嘗試尋求在歐盟聯合提案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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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Utrecht Science Park的簡介資料 

 

 

 

 

 

 

 

 

 

 

 

 

 

 

 

 

圖 32 團隊與 Friso Smit 及 Freek討論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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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Friso Smit 現場解釋簡報情景 

(七) 訪問Rotterdam Partners 

 時間：2019年11月28日下午16:30-17:30 

 地點：Korte Hoogstraat 31, 3011 GK Rotterdam 

 與會人員：Jan-Williem vander Kolk，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

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Jan-Williem為鹿特丹地區的招商經理，同時也協助鹿特丹地區業

者到海外拓展市場。 

2. Jan-Williem簡單介紹鹿特丹的整體經濟概況。在創新與新創方面，

最令人驚豔的是浮動農場 (Floating Farm)及自造區 (Makers 

District)：由於鹿特丹是歐洲最大港口，連結運河與萊茵河口，

可種植面積有限，在地人口增加，為了提高城本身農產的自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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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海上設置浮動農場，在上面養牛，設置許多偵測器及機器人，

隨時觀察與照顧牛隻。它兼顧了教育、循環經濟及農業等多面向目

的。 

 

圖  34  鹿特丹的浮動農場 

3. 鹿特丹自造區(Rotterdam Makers District)是由舊船廠所改造而

成，在都市重新規劃下，將船廠的船塢及週邊工廠用地重新由民間

機構轉換成為創新生態系的發展場域。透過教育及新創的諸多倡議

與活動，提供新創業者打造自己的產品、提供育成中心及企業加速

器的進駐，共同朝向讓鹿特丹更為智慧化的方向努力。Jan-Williem

認為這將會成為鹿特丹地區及港口發展邁向包括永續、循環經濟、

數位及創意產業等新經濟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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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所長與 Jan-Williem vander Kolk 的討論交流(1) 

 

 

 

 

 

 

 

 

 

 

 

 

 

 

 

 

 

圖 36 所長與 Jan-Williem vander Kolk 的討論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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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參觀 Rotterdam Tourist Information 情景 (1) 

 
圖 38 參觀 Rotterdam Tourist Information 情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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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參觀 Rotterdam Tourist Information 情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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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加 Cambridge Innovation Center (CIC) Thursday Gathering 

 時間：2019年11月28日下午17:30-19:00 

 地點：CIC Rotterdam Stationsplein 45, 4th floor 3013 AK Rotterdam 

 與會人員：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參觀重點摘要： 

1. Cambridge Innovation Center (CIC)是一家跨國coworking space

的經營業者，1999年成立於美國Boston Cambridge’s Kendall 

Square附近，為當地首家coworking space，目前已經在歐美設有

八個點，鹿特丹是其中之一。CIC鹿特丹成立於2016年，它成長相

當快速，進駐廠商從2017年70家左右，成長到2019年下半年達220

家。 

圖  40 CIC Rotterdam 進駐業者特性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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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CIC Rotterdam 進駐廠商的產業分佈 

2. 這天所參與的活動，係鹿特丹政府Rotterdam Partners與CIC 

Rotterdam合作辦理的常態性活動，稱為Thursday-gatherings，其

目的在於提供所有到鹿特丹創業或擴展市場業者可以認識當地其

他新創團隊的場域。當天活動，在進場前需先行簡單登錄，留下聯

繫email (後來第二天收到相關訊息)。接著，有簡單的導覽，了解

CIC Rotterdam的環境。之後，則是自由與現場的新創團隊的交流。 

3. 在現場交流時，即與一位剛從芬蘭開拓市場的業者Conexbird交流。 

Conexbird4是一家提供貨櫃晃動偵測服務的新創公司，它的目標客

戶涵蓋貨櫃公司、航運公司及港口服務公司。透過貨櫃上安裝感測

器，除即時偵測外，也設有雲端針對貨櫃晃動設有digital twin，

以協助顧客可以同步及事先的模擬觀察分析。該業務代表 Lauri 

Erik係 11月抵達鹿特丹拓展業務，最近幾個星期都參與

Thursday-gatherings，希望能多認識當地業務相關的人。 

 

(九) 訪問 PortXL 

                                                 
4
 https://conexbird.com/solution 



47 

 

 時間：2019年11月29日上午 0930-10:45 

 地點：Rotterdam Science Tower, 13th floor Marconistraat 16 3029 

AK Rotterdam 

 與會人員：Vincent Vinkoert，Bharath Srinivas，謝良翰，林欣吾，

黃秀玲專門委員，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PortXL是一家港灣加速器，其業務重點在全球搜尋可展延與擴大商

品化的技術，並提供輔導、資金等協助，進而將技術轉化成實際可

以應用於貨櫃、港灣的問題上。 

2. 其技術搜尋的起點，係從企業業務夥伴提及所面臨的挑戰

(challenges, or say opportunities)開始，這些業務夥伴包括

Port of Antwerp、Port of Rotterdam、Van Oord、Vopak、Shell、

DEME、North Sea Port等；按所提挑戰，由PortXL在全球各地蒐集

有機會提供解決這些挑戰的技術與團隊，所蒐集的來源，除了學校

及研究機構外，還包括全球各地的加速器與育成中心。以2018年為

例，它蒐集超過1000個可提供解決方案的新技術團隊。接著，在二

月時，辦理全球網路Pitch的活動，邀請所偵測到的新技術團隊分

享其解決方案，並由企業業務夥伴提問與挑選，每年選出30個團隊。

第三，在給予些許經費，並經過業師指導後，挑選出15個團隊進入

由企業夥伴提供的資金、輔導與擴大延伸應用的program。第四，

進一步由企業夥伴訂定(投資)合約，並協助其擴大實際的商業化營

運。完整流程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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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PortXL 搜尋技術團隊、選擇團隊到擴大商業化的流程 

 

 

 

圖  43 PortXL 在 2019年鹿特丹港務公司選出的區塊鏈解決方案 

 

 

 

 

 

3. 訪談過程中Vincent也提及2018年高雄市政府也曾來拜訪，對於進

入高雄也有興趣。不過，現場向Vincent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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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口的經營管理，係直屬交通部管理，即使地方政府有興趣，

也需要些協調。同時，也請教Vincent是否曾有臺灣團隊參與，經

過查證在過去近2000個團隊中，僅有1 家。或許除可協助連結林口

新創園外，也可在其徵求技術團隊時，將相關訊息提供國內新創圈

知悉。 

圖 44 Bharath Srinivas討論情景 

 

 

 



50 

 

圖 45 portXL 全年的營運規劃：搜集團隊、協助輔導及投資團隊 

 

圖 46  PortXL說明對新創團隊的貢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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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PortXL的廣宣內容 

圖 48 PortXL的全球布局規劃 

 



52 

 

(十) 訪問  Erasmus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ECE) 

 時間：2019年11月29日上午 10:45-12:30 

 地點：Rotterdam Science Tower, 10th floor Marconistraat 16 3029 

AK Rotterdam 

 與會人員：Martin Luxemburg、Rachelle Brusselaars、Pim de Bokx、

謝良翰，林欣吾，黃秀玲專委，Valerie Hsu (Tiger Accelerator) 

 討論重點摘要： 

1. Erasmus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是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底下由經濟及管理兩系所所共同支持成立的中心。其前

身是1999年所成立的育成中心，到了2012年重新改組，成立ECE 

Campus。2013年正式啟用目前大樓場地，並開始公開對外開啟創業

相關課程。 

2. Martin首先分享ECE對創業家精神的觀察，他們認為創業家精神為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turn them into 

strategic actions to utilize those opportunities.」，即發掘

機會，並採取策略行動利用機會發展。再者，他們認為其實人們一

出生即有無窮的創意，只是進入人類社會後，與人們的互動，導致

創意的抑制；Creativity is undermined by automatic thoughts 

and mental structures人類的創意多被自主思維及心智所限制發

揮。 

3. Martin說明目前ECE的營運模式，大致分成五個部分：創業家教育、

育成中心、場域經營、高階經理班及承接研究顧問案，Martin表示

ECE 的主要獲利來自最後三項，至於創業家教育及育成中心的經營，

固然有助於後三者的營收，但基本上都無法獲利。其背後的原因相

當簡單：新創前期，大都處於渾沌不明，嘗試錯誤期間，新創本身

本來就不易創造營收，如何能有能力協助ECE創造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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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時參與討論的 Pim其實是荷蘭育成協會 (Dutch incubator 

Association)的執行長。在討論過程中，他就補充大約在2012年前

後，政府一開始補助許多大學成立創業家中心，不過許多創業家中

心並未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及營運模式，僅僅將政府所提供的補助花

完而已。ECE是個相對成功的個案，ECE並非採行單純授課及提供育

成服務的模式，而是以企業發展週期，區分出較有能力且有意願付

出的階段，提供相關的服務，同時結合其經驗提供給予在創業早期

所需的新創新進者所需的社群互動。 

5. 根據Martin的描繪，創業者在新創前期多數時間在尋找，其營運路

線呈現相當混亂狀態，面臨相當高度的不確定性，一直在尋找合適

的目標與營運模式；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會從混亂過程中，摸索出

一套策略方向與執行作法。 

        圖 49  ECE對於創業搜尋營運模式及執行模式的描繪 

6. 在這樣的思維下，ECE 認為必須要透過結構性的訓練安排，協助縮

短前面搜尋策略的時間，同時找到有效的擴張策略：特別是透過資

深的創業家，引領與啟發新進者，而不是訓練新進者。在ECE的一

個月課程中，針對參與者所具擴張潛力的創業想法，協助驗證所想

像的創業想法，找到客戶，形成或參與同行的社群，磨練創業過程

所需技巧。接著，在10週課程中，提供已經有產品及市場的新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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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設計出可發展的事業規劃，並引導其落實。 

7. 在其所提供的創業家課程，背後所參考的是所謂的體驗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5，亦即並非單純的課堂講授或個案討論，

而是一種藉著過程的體驗而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在理論上，就是

讓學習者先有非常深刻的體驗，接著從自我的觀察與反省中，進一

步的概念化，形成一套理論邏輯，然後再透過實驗驗證，同時應用

於現實環境中。對照其第一階段的課程內容設計：學員自己需提出

新創想法，同時透過實際地發展出產品並嘗試尋找客戶，這過程中

需要經過驗證，才能明確了解所發展出的產品是否真正為客戶所需

要。 

圖  50  Martin分享 ECE的創業家精神理念及營運模式 

圖 51 ECE 場域中部分會議室僅提供站立開會，應有助於會議效率 

 

六、 心得與建議 

                                                 
5
 https://ece.nl/what-is-experiential-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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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VO具體目標導向的新創國際化協助政策 

在訪問RVO的過程中，發現其協助新創國際化的政策工具多具有明確的目標

導向。在圖 2及圖 3中可發現到按新創發展，區分成創業前(pre-startup)、剛

創業(startup)及擴張中(scale up)等三個階段，同時分別依照網路連結、提供

知識與顧問、資金及補助與夥伴等四大面向提供不同的工具協助。例如，對於需

要進行事業發展(business development)的顧問諮詢，就提供相關的諮詢；對於

剛開始要進入國際市場的業者，就提供抵用券(Voucher)以購買所需的顧問服務

等。再者，除了帶領荷蘭新創團隊參與國際展會外，也特別在六個重要城市設置

據點及專人服務，在亞洲即設在新加坡，以協助荷蘭新創團隊進入亞洲市場。 

對於荷蘭RVO所執行的新創國際化作法，除了其政策工具的設計值得參酌外，

後續可進一步考慮如何藉力使力，結合臺灣產業鏈優勢，整合可協助荷蘭新創團

隊發展的利基，吸引荷蘭團隊來台投資。 

(二) 以願景及公私協力運作推進創新與新創 

在實地參訪Utrecht EBU、Science Park及鹿特丹CIC後，對荷蘭透過公私協

力推動創新及新創的作法，有相當深刻的印象。首先，鹿特丹的CIC是個最簡單

的模式，CIC是個經營共同工作空間的國際企業，其進駐單位除鹿特丹政府外，

還有許多參與或執行荷蘭及歐盟計畫的團隊；同時鹿特丹政府也特別設計

Thursday Gathering的常態活動，一方面提供當地新創圈聚集的場合，另一方面

也作為來自各地新創團隊進入鹿特丹的第一站。 

在海牙的HSD也是公私協力的產物。原本是2006-2010年歐盟與荷蘭的

'Pieken in de Delta project'計畫，在計畫結束後參與計畫的機構與業者已經

連結成為夥伴關係，接著在海牙地方政府及荷蘭經濟部的支持下，提供兩年期的

計畫，協助形成常態性進行資訊安全創新的組織。藉著凝聚各方未來創新方向，

提供跨組織交流機會、培養人才、提供新創落地的機會等，吸引全世界相關領域

組織的參與。 

Utrecht EBU是個半官方組織，它藉著提出願景，積極吸引新創團隊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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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並協助當地新創生態系的發展。特別是在吸引新創團隊的進駐，其實是為當

地新創生態圈及經濟發展帶來商機、就業與稅收。 

Utrecht Science Park則是以大學為基礎，綜合策略性的長期發展目標，引

進新的組織：醫院及相關實驗機構，藉著提出發展願景、促使有價值的合作研發、

引進創業家教育學程及高階經理人課程等，整體形塑成為以知識為發展重點的園

區形象與環境，逐步建置成為新創的引擎。 

這些案例都是此行觀察到的特色，它們藉著公私的協調與協力，以創造價值

為方向，提出願景，引進新組織、計畫或培育人才，逐步建構出具有「發展吸引

力」的場域、組織或園區。 

(三) 區域以垂直領域重點發展特色創業生態圈 

誠如圖 1所呈現，荷蘭各個城市的都以各自的優勢，形成特定方向的新創生

態系。由於新創的出現與成功，其實非常需要既有業者的支持（例如經驗、人脈

及市場等），同時在新創孕育過程中，也非常要一些專業服務業者提供專業的協

助，以協助新創能夠加速進入成功甚至擴展市場。 

在此行訪問海牙、Utrecht及鹿特丹等幾個城市的新創生態圈，就都可以發

現到各地提供新創專業服務的特色：海牙是以資安為發展重點，所以HSD除了成

為資安的創新基地，同時也是人才及國際資安團隊落地的場域；Utrecht以健康

醫療為重點，所以會出現以加速臨床實驗的專業服務業者，當然也有許多提供實

驗場域的研究中心；鹿特丹以港口為發展重點，所以PortXL的落地也非常合理。

既有產業的需求及所累積的能量都成了新創發展的支援基礎。 

(四) 以體驗作為創業家教育的核心 

創業家教育雖然也是「教育」，不過從訪問 Erasmus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中發現，這不應是傳統「一個教，一個學」的教育形式，反而

是一個需要用心認真執行、體會與反思，然後藉著有經驗者的指點的模式；在其

所設計的學程中，會利用以實際創業過程，讓學習者進行決策；或者，設計常見

的挑戰，由學習者面對挑戰等體驗的模式，讓學習者作全方位的學習。 



57 

 

 

整體政策建議： 

一、 台荷加速器已經與Utrecht EBU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從2019

年起協助六家新創團隊到當地有系統地上課與落地，同時也成為許

多臺灣業者進入荷蘭及歐盟接洽的窗口；在協助荷蘭團隊到臺灣落

地方面，過往雖然有協助到臺灣落地，不過並未有顯著的成績，主

要還是在臺灣缺乏類似EBU所規劃安排的密集Program，協助團隊了

解臺灣可以協助之處。這部分，應可協助整合與規劃，特別是2019

年已經選出四個團隊預定2020年來台落地，良好的整合與落地服務，

將可作為未來吸引荷蘭新創業者來台投資與發展的意願。 

二、 再者在吸引荷蘭新創團隊來台落地發展的過程中，建議應可善用RVO

協助其新創到國際發展的政策工具。 

三、 為有系統地建立起雙方新創團隊相互落地的機制，除雙方新創生態

系及產業優勢的吸引力外，建議可考慮台荷雙方建立起常態性相互

落地的合作機制，例如簽訂新創相互落地備忘錄。 

四、 對於荷蘭以各地垂直領域優勢發展各地新創重點的作法，或許可以

臺灣各地優勢產業聚落為基礎，協助他們納入未來產業發展的願景

方向，作為逐步吸引各地新創發展的重點方向。 

五、 對於此行所發現的各類公私協力合作模式，似乎已成為荷蘭推動政

策的文化，他們已經對於這樣的模式已經習以為常，或許未來應該

尋求機會，深入了解其從零開始的形成過程，掌握其關鍵成功因素，

探尋是否有機會引進國內運作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