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視訊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參加亞洲科學園區協會 

ASPA 2021 線上國際會議 

 

 

 

 
 
 
 
 
 
 
 
             

 

    

 

服務機關：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姓名職稱： 王永壯 局長 

曾秀慧 科長 

夏慕梅 副研究員 

陳玟卉 科員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咼乃之 助理研究員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吳佩娟 科長 

陳奕儒 聘用翻譯員 

會議期間： 

報告時間：    

110.11.16~17 

111.1.25 



2 

 

 

目錄 
頁碼 

前言--摘要與目的 3 

一、ASPA第 39屆理事會議(書面)   

(一) 會務報告                             4    

(二) 決議事項                             5 

二、2021 ASPA第 24屆國際年會    

(一) 大會簡介                              6    

(二) 會議議程                                       7 

(三) 論壇演講                            8 

三、心得與建議                                  10                                       

 



3 

 

前言--摘要與目的 

亞洲科學園區協會（Asian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ASPA）第 24屆亞洲

科學園區年會，於 2021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由馬來西亞技術

開發公司（Malaysi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簡稱 MTDC）主辦。本

屆年會原定於 2020 年舉辦，受到新冠疫情衝擊，這項盛會被迫延期，終於今年疫情

趨緩，主辦單位決定在馬來西亞現場舉辦實體會議，海外人士則採用線上會議的混

合模式進行，竹科、中科及南科均派員參加，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長並應邀演講。 

 

大會以「透過競合推動技術革命（Advancing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rough 

Coopetition）」為主題舉辦相關研討會議，邀請各國講者進行分享，為研討會議帶

入多元觀點與國際視野，並期能突破疫情限制持續進行國際合作。 

此外原與大會同時舉辦的理事會議，今年就改以書面方式舉辦，決議下一屆

(2022-2024) ASPA 理事長一職由王永壯局長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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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SPA第 39屆理事會議(書面) 

依慣例於國際年會前一天舉行的領袖會議，第 39屆的會議因受疫情影響，改為書面

會議並提前於 2021年 11月 9日招開。 

(一) 會務報告 

1. 理事會成員異動: 

理事會由理事長、秘書長、4位執行理事及 8 位理事組成。這次有 3 個園區

有異動，包括日本神奈川科學園區改為 Kiichi Kubota接任，大邱科技園

區由 Daesu Kwon 接任，韓國科技園區推動協會由 Gyuneui Yang 接任。 

 

 

 

 

 

 

 

 

 

 

 

 

 

 

 

 

2. 會員異動: 2021 增加 1個公司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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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議事項 

1. 2022-2024 理事長選舉 

現任 ASPA 理事長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長的任期將於 2022年 10月屆滿，下

一任的理事長(2022.10~2024.10)須於本次理事會中選出。秘書處極力邀請

王局長繼續留任，並獲得多數理事投票通過。王局長是繼日本 Takao Kubo,

韓國 Jong Hyun Lee, 日本 Hirohisa Uchida後, 第四位 ASPA的理事長。 

 

 

 

 

 

 

2. 決定 2023第 26屆國際年會主辦單位 

ASPA 2023 第 26屆國際年會主辦權，由土耳其伊斯坦堡科技園區送交提案

書，預計於 2023 年 11月 13~15日，於伊斯坦堡博斯普魯斯希爾頓飯店舉

辦，獲得多數理事投票通過。 

大會主題及討論議題如下: 

 

ASPA 歷任理事長名單及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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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1 ASPA 第 24屆國際年會 

(一) 大會簡介 

2021亞洲科學園區協會年會於 11月 16日至 17日假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故，不同以往的實體會議，本屆年會首次改採線上方式舉

行。 

本屆會議主題為「競合促動科技革命」(Advancing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rough Coopetition)，競合意味著企業或機構間的策略合作，是近來頗受歡

迎用來獲取創新相關效益的策略，因為這種策略可以減少研發以及創新活動所

需的成本及風險，企業或機構也有機會創造更多的價值，拓展本身以及競合夥

伴的市場。但競合策略也有一定的風險和挑戰，譬如智財、爭議、缺乏信任等

問題。故本次會議主要探討如何透過競合來促成健康的競爭，達到創新的目

的，著重科學園區在其中所扮演促動及協助的角色；當前的局勢很難再單打獨

鬥或獨善其身，更應思考如何集結優點與量能，與競爭者合作。 

本屆年會由馬來西亞科技發展公司(Malaysi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MTDC)籌劃舉辦，該公司是由馬來西亞政府於 1992年

設立，主要為負責推動該國科技發展，起初設立宗旨主要為提倡研發及成果市

場化 ，以及投資國外新技術並引進國內；隨著投資案件的增加，該公司也演

變成該國首推天使基金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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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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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論壇及演講 

1.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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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時，竹科管理局王永壯局長以 ASPA理事長身分致詞，感謝主辦單位精

心籌畫這次大會，架構虛擬平台將會員聚在一起進行交流，使 ASPA會員的交流

不因疫情而中斷。 

接著王局長談到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面臨新型態、新面貌、新布局之衝擊

與調適。首先面臨的挑戰為數位科技的浪潮, 人工智慧、物聯網、5G、區塊鏈、

大數據等新興科技崛起，顛覆不同產業既有商業模式；而從 2018開始的中美貿

易戰轉變為科技戰，促成國際供應鏈的解構與重組；進而企業更面對後疫情時

代各種新常態之挑戰, 包括 

⚫ 零接觸經濟 - 重新定義工作和消費模式  

⚫ 從全球化到區域 重構生產網絡和運作模式  

⚫ 零排放及滅碳等社會導向  

在企業面臨諸多挑戰的同時，作為高科技產業基地的科學園區，除了提供企業

短期的紓困措施如降低或減免租金及服務費等，也要有新型態的服務以協助企

業的長期發展，讓園區能永續發展。 

ASPA做為亞洲地區科學園區的主要合作平台, 將持續推動園區交流活動，提供

會員相互學習以因應當前的局勢。 

2. 論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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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局長另應邀於分組 6中進行演講及討論:  

(1) 議題: Science Parks as Enabler of Coopetition Among SMEs in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2) 主持人: 馬來西亞科技大學副教授 Dr. Ramesh K S 

(3) 與談人:  

• 王永壯: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 

• Purwadaria Hadi K: 印尼育成中心協會國際事務組 

• Suwipa Wanasathop: 泰國科學與技術發展局副總裁 

• Raja Taufik Azad bin Ahmad Suhaimi: 馬來西亞 Iskandar 區域發展局 

王局長以科學園區企業創新模式為題，就科技創新趨勢、創新群聚的演進及科學園

區與企業需求三方面進行演講。 

• 科技創新趨勢包括: 

1) 全球化創新網絡：由地方網絡進行創新轉變為由全球網絡進行創新。 

2) 數位創新轉型 ：從整合實體供應鏈轉變為整合虛擬供應鏈。 

3) 開放式創新：從單一組織獨自進行創新轉變為不同組織間合作進行。 

4) 科技融合 ：從單一產業發展特定技術轉變為不同產業共同發展特定技術。 

5) 新創育成模式：從輔導特定技術商品化轉變為營運模式與市場經營的導入。 

•   創新群聚的演進 

1) 群聚 1.0：企業各自進行創新活動，靠彼此間的專業分工形成群聚優勢 

2) 群聚 2.0：企業合作進行創新活動，靠彼此間的地區網絡形成群聚優勢 

3) 群聚 3.0：企業開放進行創新活動，靠彼此間的全球網絡形成群聚優勢 

• 科學園區與企業 

1) 人才群聚節點：人才更易在此聚集、成長、生產與創新  

2) 產學研合作節點: 產學研在此更易合作及進行知識創造 

3) 跨領域創新節點: 跨領域/產業知識與資訊在此更易交流 

4) 新創育成節點: 前沿技術與商業模式在此更易出現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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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疫情肆虐仍不減各國持續推動國際交流的熱情，線上國際會議提供大家持續交流與

進步學習的管道。 

 (一)持續參與園區相關國際組織，以科技及園區治理等軟實力推動國際外交 

我國科學園區具備許多優點，這些優點在 UNESCAP出版的「給亞太地區決策者的參

考書(A Reference Guidebook for Policymak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中

被視為成功園區的特徵，如園區中有關鍵性的廠商或重要的研發單位、管理團隊具

備完善的治理能力、創新創業的氛圍、創投及新創所需之資金、園區地點之便捷性、

廠商及研發單位進駐、以及人才等。在突破外交困境之際，推動園區國際交流，分

享台灣治理園區之經驗，應是可行之徑。 

(二) 園區相關國際組織鏈結，接軌國際在疫情中創造無接觸經濟之價值 

亞洲科學園區繼上一次舉辦線上創新展，持續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分享交流汲

取各國科學園區經驗，帶領企業媒合，協助產業創新發展，建立網絡鏈結，提供資

源共享。台灣科學園區秉持創新、數位化、永續發展及接軌國際之宗旨，配合政府

提供多項人才補助計畫，促進園區產業創新應用與技術升級、加速相關產業創新應

用與人才培育，協助新創公司與成熟企業合作，發展策略夥伴關係，並創造適合產

業投資及發展環境，達到提升台灣園區產業智慧化能量及國際能見度。 

(三) 線上國際會議辦理的創新模式將成為疫情期間趨勢 

線上國際會議成為疫情期間國際交流及經驗分享最佳管道，具有降低舟車勞頓成本

及減少時空限制的優勢，使參與會議變得更加便利。然而，線上會議的挑戰亦在於，

在缺少臨場感及面對面互動下，如何整合來自世界各地的網路畫面以及提升與會者

的參與感。種種挑戰讓此次負責辦理 ASPA 年會的馬來西亞科技發展公司(MTDC)在

規劃執行上付出諸多努力，包含:透過多方的事前溝通，確保線上會議流程順利;講

者發表同時，即時開放聊天室提問及互動，第一時間解答問題;透過科技整合虛實場

景，營造科技感舞台;以及參與視訊會議講者統一以 ASPA 主視覺作為背景等，大

幅度提昇與會者參與感及線上會議精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