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日本福岡 

通訊傳播科技與社會創新應用考察 

 

 

 

 

 

服務機關：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姓名職稱：林青嶔組長、何勝泉科長、謝振豐技正 

赴派國家/地區：日本/福岡 

出國期間：112 年 7 月 2 日至 112 年 7 月 8 日 

報告日期：112 年 8 月 10 日



i 

 

摘要 

數位部產業署於2022年11月10日啟動「公益創新．徵案100」活動，以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框架下，向民間廣徵具社會影響力及公益創

新的通傳服務，邀集各產學研專家共同評選具可行性及潛力之公益創新團隊，

發展多元及偏鄉離島等多項社會創新通傳服務，並協助推廣通傳創新應用案

例。 

為推廣上述我國公益創新推動機制與成果及鏈結國際，並擴大支持社會

及產業創新之重要政府單位及國際社創組織，協助公益創新團隊拓展國際資

源。藉由本次考察及交流互動，爭取國際優秀社會創新通傳應用新創業者與

團隊來台參加公益創新國際徵案，並且提供本署規劃辦理公益創新國際徵案

機制之建議，尋求海外加速器、國際新創及社會價值業師及社創企業互助合

作，提升公益創新輔導業師能量及國際加速器共創合作。 

本次考察行程計拜會日本政府及新創機構（福岡市政府、福岡全球創業

中心、Fukuoka Growth Next、Startup GoGo）、金融集團（FFG福岡金融集團、

FVP創投公司）、在地企業（如LINE Fukuoka、九州電信QTnet）及社創企業

（如Human Harbor、Maisoru、FUNN、Benners、Timee）等，汲取日本通傳社

會創新發展經驗與擴大普及至偏鄉離島應用案例，並交流我國通傳創新推動

機制與案例，做為我國推動通傳創新應用之參考，並期望共同開拓台日雙邊

交流，增加國際鏈結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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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訪目的 

福岡市是日本城市中人口成長率最高的城市，地理位置處於日本九州島，地屬

東亞的中心優越位置，與鄰近國家許多樞紐城市(韓國釜山及首爾；中國大連、青

島、北京及上海；灣台北)的短途飛機即可抵達，轄管範圍除博多、天神等市區外，

並包含八女市等偏鄉山區，以及能古島等附近多個離島。 

日本福岡市長高島宗一郎自 2010年就任市長以來，支持企業家「創造就業機

會和振興經濟」成為市政堅持的政策措施之一，上任第一年訪問美國西雅圖，體會

福岡與西雅圖擁有相近的條件，西雅圖支持著亞馬遜（Amazon）、微軟（Microsoft）

等眾多創新啟業建立後，成為國際大企業。2011 年宣布福岡為創業城市，將「積

極扶持創業公司」納入城市發展策略，2012年發布「創業城市福岡宣言」，福岡市

被指定為國家戰略特區，並實現了創業公司稅收減免等制度。2017 年，公私合營

創業支援設施「Fukuoka Growth Next」，活用位於市中心廢棄的大名小學場地，提

供相關創業支援，例如以低價出租辦公室、讓專家提供免費的創業諮詢、以及舉辦

活動籌款等。 

在福岡市政府的政策推動下，包括金融機構、加速器單位、社會創新單位陸續

在福岡落地，並透過跨單位公私機構協作，推動各項社會創新及數位創新應用，成

為日本典範之社會創新城市。 

本次出訪目的，期借鏡福岡市如何透過國家政策方針、引領政府與民間合作，

打造「創社創業」、「智慧轉型」、「引入活水」的國際形象與落地行動，全方位推展

城市創新的執行策略。透過此次訪問，將臺灣致力於透過通傳技術驅動社會創新的

目標與其交流，有效提升將通傳技術和數位工具引導至社會創新和國際鏈結之韌

性，為往後「公益創新．徵案 100」潛在合作機會建立國際互動網路，並促成開啟

通傳公益創新應用台日雙邊拓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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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7/2 （日） 
15:10 出發 桃園機場 （BR102） 

18:20 抵達 福岡機場 

7/3 （一） 

10:00-12:00 福岡全球創業中心考察與交流 

14:00-16:00 福岡市政府交流 

16:00-17:00 福岡智慧東方 POC 計畫交流 

7/4 （二） 

09:30-10:30 
尤努斯企業-ヒューマンハーバー（Human Harbor） 

考察與交流 

11:30-12:30 尤努斯企業-マイソル（Maisoru）考察與交流 

14:00-15:00 FUNN 考察與交流 

16:00-18:00 LINE Fukuoka考察與交流 

7/5 （三） 
10:00-12:30 八女市社會創新及數位應用考察及交流 

14:30-16:00 八女市傳產數位轉型考察及交流 

7/6 （四） 

10:00-11:30 社創企業-Benners 考察與交流 

13:00-14:30 FFG福岡金融集團 FVP 考察與交流 

15:00-16:00 Fukuoka Growth Next 考察與交流 

17:00-18:00 社創企業-Timee考察與交流 

7/7 （五） 

09:30-11:30 StartupGoGo考察與交流 

13:00-15:00 九州電信 QTnet 考察與交流 

16:00-17:00 FFG福岡金融集團總部考察與交流 

7/8 （六） 
12:20 返程 福岡機場 （BR105） 

13:45 抵達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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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團成員 

一、 數位發展部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林青嶔 代組長 數位產業署 

2 何勝泉 科長 數位產業署 

3 謝振豐 技正 數位產業署 

 

二、 隨隊成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徐福祥 業務協理 資策會數轉院 

2 蔡易靜 資深規劃師 資策會數轉院 

3 許芳榮 協同計畫主持人 工研院機械所 

4 陳瑞鵬 副組長 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 

5 王翠薇 專員 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 

 



 

4 

肆、 行程紀要 

一、 福岡全球創業中心(GSC) 

1. 時間：7月 3日（一） 10:00-12: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名 1-6-11 

3. 日方出席人員：福岡全球創業中心（GSC）牧之瀨 英央 主任 

4. 單位簡介： 

(1) 2016 年福岡市府因應外國創業家於福岡發展，設立福岡全球創業中心

GSC（Global Startup Center），經營社創基地 FGN（Fukuoka Growth Next） ，

由廢校小學改建 ，提供外國人創業簽證、日本企業鏈結等一站式服務。 

(2) GSC 長期培育日本新創團隊能量，並以拓展國際交流及海外市場為主要

目標。GSC 透過 Pitch競賽引進國際優秀新創團隊至日本福岡落地，提供

外國人新創及創業簽證，以及日本企業鏈結一站式服務以協助國外新創

團隊發展，相關服務透過福岡市政府補助並給予新創團隊免費服務。 

5. 談話要點： 

(1) 福岡全球創業中心簡介、協助市府推動創新的使命、引入外國創社創業的

經驗分享。 

(2) 作為公私部門的橋樑，GSC 如何協助國際創業家在相對保守的日本社會

發展。 

(3) 作為福岡長期引入創新能量的重要推手，如何建立平台、聚集社會資源和

合作伙伴，產生「網絡效應」，藉以創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4) GSC 與臺灣未來合作交流可能性，未來公益徵案競賽活動相關合作。 

6. 會議結論： 

(1) GSC 非常歡迎臺灣公益創新入選團隊至日本拓展及落地經營，GSC 中心

將協助給予臺灣公益創新團隊最大協助，包含協助團隊辦理新創及創業

簽證、場域驗證、日本廠商媒合、辦公室租用、公司登記及會計師/律師

等協助（相關協助係免費服務），除協助落地福岡地區外，亦協助落地東

京及其他日本地區。 

(2) GSC 將與計畫團隊進行深入合作，牧之瀨主任願意擔任公益創新之輔導

業師，協助公益創新團隊瞭解日本投資相關流程及市場，未來亦邀請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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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主任至臺灣參與公益創新工作坊，與公益創團隊進行深入交流。 

(3) GSC 中心牧之瀨主任亦表示未來推動公益創新之國際徵案規劃，將協助

提供國際徵案規劃之建議，以完善其規劃。後續正式啟動國際徵案後，牧

之瀨主任將積極引薦日本新創團隊參與提案，亦表示願意協助擔任國際

輔導業師或國際評審。 

(4) 牧之瀨主任建議可就參賽之日本新創團隊提供臺灣地區實證之場域、臺

灣廠商鏈結、募資平台上架之協助及臺灣國際大廠之 ESG媒合等協助。 

 

  

  

 

圖 1、本團員與 GSC 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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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岡市政府 

1. 時間：7月 3日（一） 14:00-16: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名 2-6-1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福岡市總務企劃局：藏滿 溪 組長、安原 朋惠 組長、中島 保子、中島 

朋子、小川 勤 

(2) 福岡市經濟觀光文化局：水野 狀人組長、秀島 幹彥、今村 弘江 

(3) 福岡地域戰略推進協議會（Fukuoka D.C.）:今井真奈美 經理、土谷佳奈 

4. 單位簡介： 

(1) 2019年起福岡市府與民間企業攜手投入通傳科技基礎建設與 POC，將距

離市區約 4公里的九州大學閒置區域打造為「Fukuoka Smart EAST （福

岡智慧東方 POC 計畫）。 

(2) 福岡市政府長期致力於推動福岡地區之社會創新、新創發展及攜手民間

投入通傳科技發展，且透過廢棄校區作為新創基地和數位 POC，希望運

用通傳技術、物聯網及數據分析等科技，對日本地區之醫療照護、照護及

公共事業進行賦能。  

5. 談話要點： 

(1) 台日社會發展進程和面臨的問題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高齡化及少子化等

問題)，福岡市政府如何擬定政策，運用科技等資源進行社會創新、解決

社會問題。 

(2) 在進行社會創新的過程，如何帶動企業、NGO、學校、地方組織甚至人民

共同合作，形成永續創新的活水。 

(3) 偏鄉城鎮及離島等弱勢市民的需求或社會問題，是如何被選為決定投入

政策或社會創新相關行動。 

(4) 推動偏鄉城鎮及離島數位平權等社會創新過程的困難點及解決方式。 

6. 會議結論： 

(1) 福岡市政府支持臺灣公益創新之國際徵案，由福岡市政府總務企劃局擔

任合作窗口，後續若有相關國際徵案資訊，該府將於福岡市政府官網或臉

書進行資訊刊登資訊，並鼓勵日本新創團隊進行提案。另外臺灣公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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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意參加福岡地區相關新創競賽，亦可請計畫團隊協助與該窗口聯繫。 

(2) 本署積極推動臺灣公益創新團隊進軍國際舞台（如福岡新創基地及 4YFN

等），福岡市政府表示願意以視訊方式，向臺灣公益創新團隊說明臺灣新

創赴日本福岡落地之相關程序及協助資訊，並就過往國際新創輔導經驗

予以支持及協助，也歡迎臺灣團隊至日本發展。 

(3) 臺灣和日本有許多偏鄉、離島及弱勢關懷等問題，需要透過數位平權之社

會創新策略以改善數位落差，福岡市政府目前網站採用視障者友善設計，

也有運用無人機提供能古島等離島物資救援經驗，福岡市政府表示後續

將提供相關推動社創發展經驗予我國參考。 

 

  

  

 

圖 2、本團員與福岡市政府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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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岡智慧東方 POC計畫 

1. 時間：7月 3日（一） 16:00-17: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名 2-6-1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福岡市住宅都市局：金丸 勝也 課長、德島 勝太 

(2) 福岡地域戰略推進協議會（Fukuoka D.C.）：平島 美和 資深經理、渡邊 

翔吾 經理 

4. 單位簡介： 

(1) 福岡智慧東方 POC 計畫為福岡市政府與民間企業攜手投入智慧城市之

POC 實證，該中心透過公私協作解決資安、能源、健康關懷及長照等議

題。 

5. 談話要點： 

(1) Fukuoka Smart EAST 簡介，成立起源，發展目標與重點。 

(2) 在推動城市創新的進程中，政府與產業端如何分工，以及如何推動企業投

入資源參與公益，尤其將資通訊產業之數位能量透過相關政策協助，媒合

社會問題形成數位解方。 

(3) 目前發展的技術與整合應用試驗案例，如何將這個計畫與市民溝通，讓人

民有感，並兼具公益與收益價值的產品或服務。 

(4) 近年推動智慧移動以協助解決高齡化社會問題，在本署公益創新團隊有

類似案例，與日方進行簡介交流。 

(5) Fukuoka Smart EAST 與本署未來合作交流可能性。 

6. 會議結論： 

(1) 福岡智慧東方 POC 規劃透過九州大學提供空地進行 POC 實證，歡迎臺

灣具有 IoT新創團隊提案參與 POC 實證。 

(2) 為利後續 POC 實證之合作對接，建議本署提供目前公益創新入選團隊清

單予日方，以挑選適合該計畫 POC 實證之團隊。 

(3) 本署對於政府部門與產業共創社會創新相當重視，後續將請智慧東方

POC 計畫團隊提供經驗指導，以完善相關產業協作規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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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團員與福岡智慧東方 POC 計畫推動單位交流合影 

 

四、 Human Harbor 

1. 時間：7月 4日（二） 09:30-10:30 

2. 地點：福岡縣糟屋郡宇美町若草 2-17-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副島 勳 社長 

(2) 副島 忠志 副社長 

4. 單位簡介： 

(1) 日本第一家尤努斯企業中心輔導之社團法人 Human Harbor，其創辦人副

島 勳社長兼任日本財團法人職親專案本部與九州事務局代表，其財團企

業高達 228 家，致力推動更生人重返社會就職之社創事業「海綿學習專

案」，除提供更生人工作機會外，更著重指導更生人「思考學習」，以突破

思考盲點以融入社會。該專案課程之指導方法亦獲得專利，推動日本社會

影響力成效顯著。 

5. 談話要點： 

(1) 在進行社會創新的過程，如何帶動企業、NGO、學校、地方組織甚至人民

共同合作，形成永續創新的活水。 

(2) 推動社會企業推動過程的困難點，如：取得其他合作單位的認同與支持。 

(3) 邀請業者推薦業者參加我國國際徵案，搭建與當地社創企業之夥伴關係，

拓展未來合作契機。 



 

10 

6. 會議結論： 

(1) 副島社長向本署表達願意擔任本署公益創新之社會影響力業師，來台分

享 Human Harbor營運經驗，並期望與公益創新獲獎團隊合作，將其專利

課程進行數位提升，也樂意撥冗指導公益創新團隊。 

(2) 副島社長希望台日共同交流更生人重返職場之輔導機制（如白玫瑰基金

會），也願意向臺灣分享社會價值及社會影響力之實踐。 

 

  

  

 

圖 4、本團員與 Human Harbor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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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州大學尤努斯企業中心及 Maisoru 

1. 時間：7月 4日（二） 11:30-12:3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博多駅東 2-5-28 

3. 日方出席人員： 

(1) 九州大學尤努斯中心：岡田 昌治 教授 

(2) Maisoru：福澤久 社長、阿南 由美 取締役 COO 

(3) GLOBALS:田中 天広 CEO 

4. 單位簡介： 

(1) 尤努斯企業中心為全球促進社會企業實踐地方關懷與生活平權之國際型

組織，目標為攜手企業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企業的研究與實踐，近年

以扶持青年創辦社會企業，實現「三零世界（Three Zeros）」，零貧窮、零

失業、零淨碳排放為目標。至 2023 年全球已有約 80 所大學成立尤努斯

社會企業中心，臺灣現已有 10家大學投入。 

(2) 九州大學尤努斯中心輔導之 Maisoru，以外包派遣與人力支援為兩大業務，

重視品質、社會價值、工作表現為三大價值主張，致力促進福岡社會多元

族群（如行動不便者、單親媽媽及跨性別平權）就業。 

5. 談話要點： 

(1) 在進行社會創新的過程，如何帶動企業、NGO、學校、地方組織甚至人民

共同合作，形成永續創新的活水。 

(2) 推動社會企業推動過程的困難點，如：取得其他合作單位的認同與支持。 

(3) 邀請業者推薦業者參加我國規劃之公益創新國際徵案，搭建與當地社創

企業之夥伴關係，拓展未來合作契機。 

6. 會議結論： 

(1) 九州大學尤努斯中心岡田教授願意擔任本署公益創新之國際級業師，並

協助擔任未來國際徵案之評審工作。另九州大學尤努斯中心與臺灣、新加

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尤努斯中心合作緊密，未來可協助本署共同推廣

公益創新活動，將協助邀請國際優秀新創團隊參與本署公益創新之國際

競賽。 

(2) 第一屆公益創新徵案完成第四階段永續營運評選後，本署將規劃辦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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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表記者會，該活動規劃可邀請尤努斯博士（世界和平獎得主）參與，

考量其年紀因素可採視訊方式向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分享社會創新實踐之

精神，鼓勵臺灣公益創新團隊之努力。 

(3) 九州大學尤努斯中心與臺灣(中央大學沈建文教授)、新加坡、泰國及馬來

西亞等國尤努斯中心合作緊密，未來可協助邀請國際優秀新創團隊參與

本署規劃之公益創新國際徵案。 

 

  

  

 

圖 5、本團員與Maisoru 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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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FUNN 

1. 時間：7月 4日（二） 14:00-15: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博多駅前 3-6-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安村 妙 理事．事務局長 

(2) 松崎 浩平 事務局．NGO相談員 

4. 單位說明： 

(1) FUNN為福岡在地 NGO組織，為促進在地公民、非政府組織、企業、在

地政府、教育機構以簡而易懂的方式共同喚起在地社會意識，積極致力於

與非政府組織建立合作關係，以「三連接」為口號進行行動。包含「連接

人與世界」、「連接參與非政府組織的人」、以及「連接非政府組織相關單

位」，共同實現和平與公平的理想，讓公民、政府和企業突破框架，發揚

個自優勢實現合作。 

5. 談話要點： 

(1) FUNN成立源起、願景、服務簡介。 

(2) 分享作為 NGO 如何有效鏈結政府、國內企業、教育機構，並推動跨國公

益合作專案，做為未來本署公益徵案競賽活動相關合作可行性。 

6. 會議結論： 

(1) FUNN 鏈結日本八大 NGO 網絡（北海道、東京、關東、沖繩、名古屋、

關西、四國、福岡）總計大約 500個團隊，未來將由安村事務局長擔任國

際徵案窗口，協助本署向日本國內 NGO網絡進行邀案，推廣本署規劃之

公益創新國際徵案，後續亦請本署提供活動訊息。 

(2) FUNN提供海外 NGO 案例（如非洲運用 APP 進行水資源管理），後續將

提供相關推薦團隊予本署，以利本署後續邀請該團隊來台參賽。因目前國

際徵案尚在研擬中，未來可能開放國際組隊，FUNN表示本署可運用視訊

方式持續諮詢意見，也提供本署吸引國際團隊跨國參賽之建議（如無須在

臺灣另設立公司之條件）。 

(3) FUNN表示請本署提供公益創新入選團隊相關資料，後續可透過 NGO網

絡協助鏈結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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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本團員與 FUNN 交流合影 

 

七、 LINE Fukuoka  

1. 時間：7月 4日（二） 16:00-18: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博多駅中央街 8-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南方 尚喜 中心主任 

(2) 久保 秀喜 經理 

(3) 田中 直子 經理 

(4) 坂口 恭平 經理 

4. 單位說明： 

(1) 福岡是 LINE 公司在東京以外的第二個日本國內據點，擁有約 2,050 名員

工，成員來自世界各國，長期致力扮演市府與公民之間的溝通橋樑，致力

推廣 Smart City政府 LINE服務，以開放式創新平台在 5年已創造 100個

新創運用，發展出許多公益與收益平衡發展的公共服務案例，積極促進企

業合作，利用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等尖端技術，開展一個繁榮便捷的未來

型城市發展專案。 

5. 談話要點： 

(1) 福岡市府和 LINE Fukuoka合作起源、項目和方式。 

(2) 作為市民和市府間的橋樑，LINE Fukuoka如何有效地幫助民眾獲取、通

報資訊，並兼顧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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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為深入市民生活的數位工具，LINE Fukuoka 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是否能

同時符合公益與收益。 

(4) 分享市民和市府透過 LINE@的溝通機制案例。 

(5) 本署公益創新徵案廣納全民提案，當中有許多案件透過通傳科技解決社

會問題，簡介此活動和百案提案重點。也請益 LINE Fukuoka對公益徵案

的回饋，以及未來與本署公益創新國際徵案相關合作可行性。 

6. 會議結論： 

(1) 南方主任說明 LINE Smart City 主要目的為解決社會問題，例如與臺北

市政府共同合作大型垃圾清運通報系統，獲臺北市民響應使用；與福岡

市政府合作防災教育訓練，較以往防災教育有更好成效。LINE Smart City

理念與公益創新有很大符合，即以通訊傳播科技基礎擴散公益效益，雙

方有很大合作空間。 

(2) 南方主任邀請本署公益創新入選團隊至日本參與 LINE Smart City 實證

試驗計畫，並表達該公司樂意參與本署公益創新之國際徵案。 

(3) 南方主任肯定此次本署日本拜訪行程有助於與 LINE 公司更多深入合作

機會，並建議透過拜訪 FGN孵化器有助於日本新創團隊參與本署規劃之

公益創新國際徵案成效。 

(4) 南方主任亦表達未來本署公益創新與 Smart City 兩方在辦理活動上可以

相互露出，儘最大努力於平台共同行銷。 

(5) 福岡跟臺灣有很多相同點（如災難、觀光議題），期盼疫後可強化雙方合

作關係，不僅是日本福岡市與數位部產業署層級，更可提升至台日合作

攜手推動通傳社會創新。 

(6) 南方主任建議本署落實偏鄉離島之通傳服務，可參考福岡推動之偏鄉公

車 AI路線服務及無人機離島運送食物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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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本團員與 LINE Fukuoka交流合影 

 

八、 八女市社會創新及數位應用考察 

1. 時間：7月 5日（三） 10:00-12:30 

2. 地點：福岡縣八女市本町 2-123-2 

3. 日方出席人員： 

(1) 八女町家ねっと 北島 力 代表 

(2) 八女市役所 企畫部 定住對策課：朽網 俊哉 係長、新開 一司 主任主事 

(3) UNA實驗室 蔡奕屏 

4. 單位簡介： 

(1) 八女市曾因天然災害造成許多町家建築嚴重損害，地方住民與政府單位

共同成立多個 NPO，結合建築師、匠人技法、老屋活化、數位內容與城

鎮貨幣協力創新模式，全民共創提出問題與公益解方，讓八女市變身為

國際爭相考察之社會創新轉型經典案例，又八女市為日本抹茶第三大農

業生產重鎮、擁有小量高價之特性，亟需運用通傳科技持續創新、提升

產業競爭力。 

5. 談話要點： 

(1) 八女市的社會創新起源、動力和應對做法。 

(2) 分享作為地方組織如何有效鏈結地方業者、NPO，推動社創轉型，做為

數位部推動偏鄉及離島社創應用案例。。 

6. 會議結論： 

(1) 北島代表推動八女市老屋聚落保存、活化及再造，與本署 112 年公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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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團隊所推動離島嶼數位走讀相當類似，北島代表願意擔任顧問，與公

益創新團隊分享老屋聚落振興經驗，以期日後可跨國共創社會價值。 

(2) 八女市因人口老化及年輕人出走，面臨偏鄉老舊鄉鎮在地人力嚴重不足，

為了推廣在地經濟並吸引外部資源挹注，八女市役所朽網係長，特別分

享在地創新案例「羅馬幣」（社區貨幣）運行機制，鼓勵觀光客走訪八女

市，觀光客透過 app讀取特定點之看版可獲取 50元羅馬幣（數位貨幣），

可於八女市加盟商店進行消費，目前已有 5300位使用者，成功吸引觀光

人口與創造聚落活力，本署表示歡迎在地 NPO團隊跨海參與未來公益創

新國際徵案活動，共創兩方社會創新合作契機。 

(3) 願意參加本署公益創新國際徵案，UNA實驗室蔡奕屏（現旅居福岡、臺

灣大學陳東升教授指導畢業學生）將擔任窗口，共創兩方社會創新合作

契機。 

 

  

  

 

圖 8、本團員與八女市役所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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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八女市傳產數位轉型考察 

1. 時間：7月 5日（三） 14:30-16:00 

2. 地點：福岡縣八女市星野村 8136-1 

3. 日方出席人員：星野製茶園 山田真也 専務取締役 

4. 單位簡介： 

(1) 八女市為日本第三大抹茶產地，擁有少量高價之競爭優勢，星野製茶園

使用傳統方式種植茶葉和製茶，透過整合導入系統及數位工具、結合深

厚技術底蘊，建立共好價值，復甦傳統種茶製茶轉型傳承。 

5. 談話要點 

(1) 分享傳統茶業轉型的成果，地方透過何種數位應用加速共創內容。 

(2) 分享臺灣科技團隊的案例，期望後續有雙方交流之機會。 

6. 會議結論： 

(1) 本署委託工研院材化所之「通訊傳播創新科技應用先導驗證及整合推動

計畫-高產能 5G 監控栽培設施系統」進行 AIoT 農業科技應用之技術，

改善茶園傳統運用稻草及粗綿布覆蓋茶葉、減少澀度與色澤之管理方式

及茶園風動智慧除霜之通傳技術遠距管理可行性。 

(2) 此外，UNA 分享台大教授於日前率團前往熊本訪視「車海老養殖業」從

生產、加工、販售保持鮮度之技術應用案例，以及「熊本農家獵人」運

用 AI、雲端技術捕獲危害農作之野生動物防護系統，期望未來能推薦更

多九州優質案例參與本署公益創新國際徵案活動，實質促成台日 AI 通

訊科技之合作交流。 

 

  

 

圖 9、本團員與星野製茶園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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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Benners 

1. 時間：7月 6日（四） 10:00-11:3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東區香椎浜ふ頭 2-3-1 

3. 日方出席人員：井口 剛志 代表取締役 

4. 單位簡介： 

(1) 創辦人井口剛志 1995年福岡出生（現年 28歲），高中 2年級前往美國，

波士頓大學畢業（主修創業學系）。因爺爺從事海產加工業，觀察到水產

業以往銷售都是以傳統電話聯絡，從港口端到顧客端也會透過層層中間

商，漁民獲利收入有限。另近年漁業的貧困化非常嚴重，漁業分佈結構

面臨漁民減少、人口老齡化及日本人遠離漁業等複雜問題。 

(2) 為解決這些問題，Benners 於 2018 年 4 月成立，以保護日本食品與漁業

的經營理念，推動日本漁業發展。公司名稱「Benners」是來自埃及神話

的不死鳥-「Bennu」，象徵公司不到最後不放棄的毅力，努力成為日本水

產行業的重要公司。 

(3) 該公司開發 Marinity 供需交易媒合平台，提供日本國內產區魚類賣家販

售的資訊，買家可直接線上交易，簡化魚的買賣過程，解決偏鄉漁業當

地人口不足與銷售推廣問題，且直接回饋偏鄉漁民。運用瞬間冷凍技術

保有魚貨的新鮮度，直接在港口加工送到顧客，減少中間商抽成，以及

避免漁價浮動（價格高低會因漁貨新鮮度而異），讓漁夫可獲得更多收入。 

(4) 另因疫情 Benners 亦推出「未利用的魚（fishlle）」月費服務，妥善利用剩

餘的魚肉食材，製作成諸如海鮮飯、醃漬魚片飯等料理包。目前以福岡

為據點，經營模式複製到日本其他港口（如廣島、青森、長崎、大分、

鹿兒島等），期望魚肉丟棄率從 30%降低至 0%。 

(5) Benners 今（2023）年以上市 IPO、2027 年每月使用人次從 5 萬，達 10

萬人次為目標。未來希望模式擴展到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印尼、馬來

西亞等）。 

5. 談話要點 

(1) Benners社創公司成立源起、願景、產品服務簡介，Marinity 平台 B2B 及

B2C 模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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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地方需求與資源，建立社會創新共生體系之經驗分享。 

(3) 如何協助偏鄉城鎮及離島等傳產社會創新發展。 

(4) 來臺搭建與當地社創企業之夥伴關係，拓展未來合作契機。 

(5) 未來國際徵案規劃可實施方向之建議。 

6. 會議結論： 

(1) 邀請 Benners 來台或透過線上交流方式，與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分享如

何運用 Marinity 供需交易媒合平台，直接回饋偏鄉漁民，以及如何幫助

在地產業數位轉型，發展社會創新共生體系之經驗與商模。 

(2) 邀請 Benners 與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合作組團或是自行參加本署規劃之

113年國際徵案，請輔導團隊提供市場需求相關諮詢，以及合作夥伴、加

速器及大型企業（如台積電、鴻海等）媒合之協助。 

(3) Benners建議在國際徵案機制規劃，除考量商業價值，建議可納入社會價

值，企業同時兼顧可獲認證標章，並提供獲得認證的企業相關優惠措施

（如：企業免稅等），提升參賽誘因。 

 

  

  

 

圖 10、本團員與 Benners 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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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FFG福岡金融集團 FVP 

1. 時間：7月 6日（四） 13:00-14:3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2-13-1福岡銀行本店 

3. 日方出席人員： 

(1) FFG Venture Business Partners（FVP）： 

⚫ 吉田 泰彥 代表取役社長 

⚫ 松延 享朋 常役取締役 

⚫ 今泉 節 產學官連攜事業部 部長 

⚫ 阿部 巧生 產學官連攜事業部 副調查役 

⚫ Hafiz Farizi 

(2) 熊本銀行：上野 仁敬 solution 營業部 部長 

(3) 福岡銀行：三溝 尋紀 Global Solution 部長 

(4) 熊本大學：大畑 健太 熊本創生推進機構 創新推進部門 特任助教 

4. 單位簡介： 

(1) FFG Venture Business Partners 是福岡金融集團 100%投資子公司，也是目

前九州最大新創投資公司，2016年 4 月成立。該公司積極投資於具有創

造性和創新性技術和商業模式的企業，不分行業和領域，且投資對象不

僅限九州區域，也有投資日本其他地區及海外市場。FVP 吉田社長於會

中表示，FVP 也投資臺灣新創，希望就此次與本署交流機會，共同將新

創發展起來，加強台日雙邊合作關係。 

(2) FVP 投資範圍包括從種子/早期創業公司到即將上市的後期發展階段的

公司。投資理念主要源自該地區，挖掘和培育下一代領先的新創公司，

這些公司將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並支援「從該地區到世界」的概

念。FVP 國內外投資有 5種基金，包含 FVP Fund 1（已結束投資）、FVP 

Fund 2（已結束投資）、FVP Fund 3、CVC Fund 1、Kyushu Open Innovation 

Fund。 

(3) FVP 與九州及沖繩地區大學合作，運用大學教育體系發起創業培育，以

新的需求和市場的形式創造社會價值，建立「PARKS」創新創業生態機

制平台。身為 FFG集團旗下公司，FVP 積極與企業界和大學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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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該機制投資共有 18 個大學與 FVP 有合作，不僅提供資金，還提供

商業支持，以滿足大學發起的企業所有需求。 

5. 談話要點 

(1) FVP 簡介，成立源起、願景、新創投資經驗等。 

(2) FVP 與產業界、學術界、政府合作，建立九州創新創業生態體系之經驗

分享。 

(3) 當地新創的募資、營運遭遇困難及解決方式，作為臺灣通傳社創未來進

軍日本市場借鏡參考。 

6. 會議結論： 

(1) 邀請 FVP 來台或透過線上視訊方式，向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就日本新創投

資資源，以及創投投資衡量準則，給予公益創新團隊分享與建議。 

(2) 請 FVP 提供近期舉辦的日本九州創新創業相關交流活動，以及活動辦理

窗口（如 GxPartner、Startupgogo），以利安排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前往日本

參加國際交流或媒合活動，建立與日本社創企業之夥伴關係。 

 

  

  

 

圖 11、本團員與 FVP 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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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Fukuoka Growth Next 

1. 時間：7月 6日（四） 15:00-16: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名 2-6-11 

3. 日方出席人員： 

(1) FGN：鈴木 翔大 事務局員、崎山 勇氣 事務局員 

(2) ZERO-TEN PARK：Antony Normand 

4. 單位簡介： 

(1) Fukuoka Growth Next為福岡市政府指導的全球新創企業和就業創造戰略

特區，除扶持新創營運和成長，還有團隊就業工作坊和講座等新創聚會

活動，同時提供辦公空間租借服務，目前負責協助福岡市政府與整合 4

個新創加速器團隊合作。租借條件係總公司需設立在日本福岡，租約期

間為 1年，目前共計有 139家新創（外國企業 11 家）進駐 FGN。 

(2) FGN 主要任務是創造地方經濟發展和增加僱用人口，目標在 2028 年培

養出 100家獨角獸企業。除協助提供專家諮詢與建立社群，另在 11個國

家有 15個據點。 

5. 談話要點 

(1) Fukuoka Growth Next 簡介，成立起源，發展目標與重點。 

(2) 作為持續舉辦創業聚會活動的活躍加速器，目前九州的新創公司在營運

最大的困難、期待和現況。 

(3) Fukuoka Growth Next 目前有哪些資源能協助新創團隊營運和成長。 

(4) Fukuoka Growth Next 與本署公益創新案例未來合作交流可能性。 

6. 會議結論： 

(1) 本署預計 8 月提供 FGN 入圍 50 案且有意願前往日本發展之公益創新團

隊資料。邀請 FGN透過線上視訊方式，向臺灣公益創新團隊就日本福岡

市場需求、新創資源等，給予公益創新團隊分享與建議。 

(2) FGN可協助臺灣公益創新團隊提供日本落地支援（如：人才、資金、合

作夥伴媒合及社會創新事業課程等），並就有意願來福岡新創公司媒合合

適的新創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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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2、與 Fukuoka Growth Next 交流合影 

 

十三、 Timee 

1. 時間：7月 6日（四） 17:00-18: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名 2-2-13 

3. 日方出席人員：八木 智昭 取締役 CFO 

4. 單位簡介： 

(1) Timee公司創始人小川嶺，現年 26歲，2017年 8月成立公司，總公司設

立在東京汐留，截至 2023 年 6 月，員工數共計 772 位（正式員工 592

位）。目前分公司據點設立在日本福岡、北海道、大阪、名古屋、仙台、

廣島、長野等地區做業務推廣。 

(2) 因日本高齡化，勞動人力越來越少，後期人口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為

解決勞動人力不足問題，Timee APP 提供兼職工作，媒合可工作時間與

需要工作時間。只需設定想工作的時間和尋找的技能，該服務將自動為

工作媒合合適的工作者。無需簡歷或面試，只要使用者登錄，即可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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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工作後可立即收到工資。 

(3) 目前平台使用狀況，在求職端已有 500 萬人登錄，使用族群以介於 20-30

歲人數最多。企業端目前有 10萬家公司登錄，以物流、餐飲及販售業企

業居多。 

(4) 工作類型以不用培訓就可以馬上執行的簡單工作為主（No/ Low skill Job 

Enable On-demand staffing）。例如：倉庫的貨品搬運、餐廳的洗碗整理、

收銀檯、打字及派送等工作。 

(5) 由於無需簡歷與面試，為避免影響工作品質，此服務亦提供工作綜合評

量機制，如：工作者沒有主動聯繫、曠職、或遲到等狀況，若負面評價

過多，就無法使用 Timee服務，期望透過建立評價機制，確保工作品質。 

5. 談話要點 

(1) Timee社創公司成立源起、願景、產品服務簡介。 

(2) Timee APP B2B 及 B2C模式機制。 

(3) 來臺搭建與當地社創企業之夥伴關係，拓展未來合作契機。 

(4) 未來國際徵案規劃可實施方向之建議。 

6. 會議結論： 

(1) 各國有不同的需求與法律規範，進入其他國家前，會先進行市場評估。

Timee 將再了解臺灣是否有此勞動需求及勞動法規制度，且在法規制度

方面，勞動法是否有符合當地規範，再評估落地臺灣之合作。 

(2) 另外也將評估以外資方式輸出，與臺灣在地的合作夥伴（例如已擁有在

地市場的求職公司等），透過綜合評判，才會考慮是否可長期在臺灣發展，

建議本署在規劃輔導國際徵案過程，可強化在地市場資訊的提供。 

  

 

圖 13、本團員與 Timee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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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StartupGoGo 

1. 時間：7月 7日（五） 09:30-11:3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1-15-5 

3. 日方出席人員：GxPartner LLP/GxStartup岸原稔泰  代表パートナー 

4. 單位簡介： 

(1) Startup GoGo 成立於 2014年，現為九州最大加速器，積極協助日本育成

團隊經營國內外市場，並協助在地大企業對接，2019年起推出新創投顧

公司「GxPartners」，現總投資基金達 1200萬美元，主要針對數位科技相

關新創進行投資，現況投資比例為福岡占 40%、東京占 40%，每家新創

平均投資達 20萬美元，日商所培育臺灣 Capsule/點子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也曾獲得投資。 

(2) 該加速器協助臺灣新創（Golface）與「日本西鐵」、元盛生醫（VesCir）

及世界最大印刷公司「凸版印刷」進行合作，2022 與陽明交大 IAPS 於

2018 年簽署 MOU，以協力宣導、在地輔導、日本見學活動，期望鏈結

更多臺灣企業於福岡落地及與企業合作。 

(3) 以「UPDRAFT」方案與「合作夥伴配對計畫」，成功吸引日本、臺灣、

韓國及香港等 250家新創企業進駐。 

5. 談話要點 

(1) StartupGoGo 簡介，成立起源，發展目標與重點。 

(2) 如何引入資源協助團隊進行技術開發、商業拓展、市場鏈結。 

(3) StartupGoGo 的基金投資標的，以及如何分配投注在具有公益價值的團隊

並協助其獲益。 

(4) 本署公益創新徵案廣納全民提案，當中有許多案件透過通傳科技解決社

會問題，介紹公益創新徵案機制與案例，也請益 StartupGoGo 對公益創

新徵案之回饋。 

6. 會議結論： 

(1) StartupGoGo 非常樂意帶領加速器團隊參加本署公益新創活動，岸原代表

願意親自擔任窗口，並表示 StartupGoGo 已經投資臺灣，未來希望在本

部的引介下能擴大投資臺灣。 

(2) StartupGoGo 肯定本部積極推動數位轉型、引進新創解方的格局，並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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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臺灣新創公司圖靈鏈合力企業電子認證服務，可望提升政府與企業

服務效能，可供日本政府借鏡，若有需求，本署也表達願意提供相關區

塊鍊技術之團隊。  

(3) StartupGoGo 每年定期於 10 月辦理 Pitch 活動，相關活動辦法預計於 7

月底公開，歡迎本署公益創新入選團隊共襄盛舉，該加速器亦規劃今年

10月來台參加 TIE（Taiwan Innotech Expo）活動，屆時歡迎再次交流。 

(4) 岸原代表希望在生技、數位、高齡應用能有更深入的交流，本署後續將

有高齡數位應用推動，期許未來持續交流。 

 

  

 

圖 14、本團員與 StartupGoGo 交流合影 

 

十五、 九州電信 QTnet 

1. 時間：7月 7日（五） 13:00-15: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1-12-20 

3. 日方出席人員： 

(1) 岩崎 和人 會長 

(2) 田村 章 YOKA プロ事業兼 eスポーツ部長 

(3) 濱崎 享 YOKA プロ グループ 長 

(4) 浦口 拓也 YOKA プロ 副長/情報處理安全確保支援士  

4. 單位簡介： 

(1) QTnet 為九州電力株式會社所屬子公司，為九州最大寬頻集團，以推動

Local 5G先導驗證、致力發展各式通訊傳播應用服務為主，近年與九州

工業大學試驗mmWave （n25/釐米波試驗/感測範圍200公尺/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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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九州產業大學試驗 sub6（n79/毫米波/感測範圍 800公尺*400 公尺）不

同波段研究，皆有相當成果。 

(2) QTnet 推出國際新創解題活動「TSUNAGU」（中譯「連繫」），2022 年曾

支持元宇宙（Growbuddy）、精密手術（F-MED）及連結 AI 雲端監控攝

影機（HMS）等日本優秀團隊；另外也曾支持臺灣聲麥無線有限公司

（VM-FI）提供在日本博多車站推動觀光客即時口譯服務驗證，相關成

果也有機會得到 TSMC支持。 

(3) 曾於 2022年攜手 IAPS 臺灣陽明交大產業加速器在台辦理說明會，期望

廣邀臺灣新創合力加值九州各式社會創新服務，如：智慧農漁業、智慧

醫療、智慧交通、科技防災與 AIoT犯罪預防等領域，以期吸引亞洲廣大

人才，提升九州電信多樣服務之顧客滿意度、對在地環境與社區的責任

回饋、健全組織多元化發展與符合法規等社創價值。 

5. 談話要點 

(1) QTnet 推動創新的起源和動力。 

(2) 分享 5G技術在九州、福岡應用領域，例如：農漁業、醫療、交通、災害

預防等。 

(3) 分享每年辦理開放式創新計畫 TSUNAGU，以及入選的日本和國際團隊

可以獲得哪些資源（例如：場域驗證、商業合作、獎金等）。 

(4) 交流本署公益創新徵案機制與案例，以及未來合作交流可能性。 

6. 會議結論： 

(1) 岩崎會長表示在 2023年 10月將率領 QTnet 參加臺灣 TIE展，期待與臺

灣有更進一步在通訊科技業務上交流。 

(2) 本署邀請岩崎會長可以體驗本署所建置「手語視訊轉譯中心」（VRS）成

果，交流手語轉譯服務之合作可行性。田村部長建議 VRS 既是從手語到

聲語的三方溝通過程，可考慮使用元宇宙方式，以避免訊息漏失或誤導

之外，也能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性。 

(3) QTnet 樂於參與本署公益創新國際徵案活動，協助國際徵案與輔導顧問

業務，也邀請本署公益創新優秀團隊參加 2024 TSUNAGU競賽活動，若

有機會推動場域驗證，將會提供資安、客服及維護相關落地服務。 

(4) Qtnet 表示有意願協助本署國際徵案之輔導顧問業務，並指派浦口副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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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雙方連絡窗口。 

 

  

  

 

圖 15、本團員與 QTnet 交流合影 

 

十六、 FFG福岡金融集團總部 

1. 時間：7月 7日（五） 16:00-17:00 

2. 地點：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大手門 1-8-3 

3. 日方出席人員： 

(1) 五島 久 福岡金融集團代表取締役社長兼福岡銀行頭取 

(2) 三好 啓司 福岡銀行副頭取 

(3) 谷川 浩二 福岡銀行取締役/常務執行役員 

(4) 藤井 雅博 福岡金融集團執行役員/DX推動本部長 

(5) 三溝 尋紀 福岡銀行 Global Solution 部長 

4. 單位簡介： 

(1) 以九州為主要營業區域，也是日本目前規模最大的地區性金融機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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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九州為主要營業區域的 3 家地方銀行（福岡銀行、熊本銀行、十八

親和銀行）為中心，旗下擁有證券、信用卡、顧問公司等。FFG 積極投

入振興新創企業活動，與產業界、學術界、政府合作推動各項措施，共

同建構九州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2) 日本福岡銀行五島行長也是 FFG 的代表取締役社長，5 月曾率團訪台拜

會本署，分享 FFG目前在九州振興新創企業生態發展，以及與產官學研

合作推動之相關經驗。藉由這次考察接續日前來台之交流，討論未來臺

灣通傳新創與九州創新創業生態/跨境交流合作之方向。 

5. 談話要點 

(1) 安排我國通傳公益創新團隊赴日參與日本九州新創生態相關活動。 

(2) 邀請日本九州新創參加我國通傳公益創新國際組徵案。 

(3) 搭建臺灣創新新創團隊與當地社創企業之夥伴關係。 

6. 會議結論： 

(1) 針對臺灣與日本雙方在社會公益創新、新創事業輔導及數位轉型等相關

議題發展，五島社長表示日本福岡金融集團（FFG）將支持與鼓勵，除促

進 FVP 的投資與新創資源鏈結，福岡銀行也將對臺灣赴日本的廠商或新

創團隊提供融資、金融諮詢等關專業協助，並積極爭取給臺灣企業優惠

貸款方案。 

(2) 五島社長提到公益徵案 SDGs 目標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創造社會價值也

是福岡金融集團未來重要發展環節。因為 FFG目前重心在日本，若能結

合臺灣共同合作，相信能讓增進社會價值的機制更加強大，也是福岡金

融集團所期待的發展。 

(3) 此外在 2023 年 5 月與本署交流時亦分享福岡是一個具有開放式創新環

境，期待能加速日台雙方交流。FFG將全力協助本署，期望日台雙邊交

流體系更臻完善。 

(4) 雙方交流窗口: 

1.福岡銀行三好副行長協處整體統籌管理 

2.全球業務以福岡銀行谷川取締役擔任窗口 

3.數位轉型以 FFG集團藤井本部長擔任窗口 

4.其他聯繫事宜以福岡銀行三溝部長擔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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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本團員與 FFG福岡金融集團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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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2012年 9月日本福岡市長高島宗一郎發布「創業城市福岡宣言」，將「積極

扶持創業公司」納入城市發展策略。在 2014年 5月，福岡市被內閣府選為

「全球創業．創造就業」國家戰略特區，陸續推出多項有利創新創業發展之

相關政策措施，例如：降低新創企業稅、外國新創便利簽證、放寬新創政策

制度、發展智慧城市 POC 實證等措施，就福岡地區支持新創發展奠下深厚

基礎。 

二、 2017年 4月 Fukuoka Growth Next（FGN）設立於廢棄校區-大名小學，統合

福岡四大新創推動機構：福岡地區戰略推進協會、Startup Café、福岡就業勞

動諮詢中心及全球創業中心，提供相關諮詢與支援服務，扶持新創營運和成

長，亦不定期辦理就業工作坊和講座等新創聚會活動，同時也提供短期辦公

空間租借服務，讓福岡市成為日本新創標竿，相關推動機制值得台灣借鏡學

習。 

三、 本署本次拜訪日本福岡市政府、福岡全球創業中心、Fukuoka Growth Next、

Startup GoGo、FFG 福岡金融集團、FVP 創投、LINE Fukuoka、九州電信

QTnet 以及在地社創企業（如 Human Harbor、Maisoru、FUNN、Benners、

Timee）等，汲取日本通傳社會創新發展經驗與偏鄉離島應用案例，交流我

國通傳創新推動機制與案例，並促成本署公益創新之國際鍊結及資源合作。 

四、 臺灣和日本有許多偏鄉、離島及弱勢關懷等問題，需要透過數位平權之社會

創新策略以改善數位落差。福岡市政府目前網站採用視障者友善設計，也有

相關無人機救援經驗。另 LINE Fukuoka 也分享偏鄉離島之通傳服務案例，

例如：偏鄉公車 AI 路線服務及無人機離島運送食物。福岡市政府與 LINE 

Fukuoka 均表示，福岡跟臺灣有很多相同點（如災防、觀光議題），期盼疫

後可強化台日雙邊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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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本次訪日與福岡市政府、新創組織、金融集團、在地社創企業與通傳社創組織

進行訪談，汲取福岡市在中央/地方政之政策支持下，以跨單位公私協作方式發展

數位通傳創新服務並支持在地社創發展，並交流我國社會創新之數位通訊應用推

動重點，以及日本通傳社會創新推動現況與偏鄉離島數位創新應用作法。台日雙方

後續可交流及合作方向如下： 

一、 本行程建立臺灣公益創新入選團隊與日方相關單位國際鏈結管道，本署後

續將規劃工作坊，鼓勵並協助有意願赴日本落地的臺灣通傳公益創新入選

團隊，參與日本九州創新創業近期交流活動（如 StartupGo!Go! x 10th The 

Pitch 及 QTnet「TSUNAGU 2023 等活動」，透過上述交流活動，促成臺灣公

益創新團隊與日本新創及企業鏈結。 

二、 本署刻正規劃公益創新 2.0之國際徵案，相關規劃將參考本行程相關日方代

表之建議，例如：(一)協助國外新創參賽團隊試煉台灣實證場域、(二)協助

國外新創團隊與台灣廠商鏈結、(三)協助與台灣國際企業大廠 ESG 媒合等

協助、(四)提供市場調查資源、(五)國際參賽團隊無須於台灣設立公司之條

件等，以完善後續國際徵案之機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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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檢附相關資料 

一、 本行程製作之公益創新、徵案 100日文版說明簡報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二、 FGN提供台灣通傳創新業者在福岡落地之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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