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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喬琚

矽谷現場

台灣半導體產業浴火重生
─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校
長、第一位本土工程博士
張俊彥帶領台灣矽導計畫
─張俊彥訪矽谷記

當台灣科技創投業西進之勢不

可擋之際，戒急用忍政策逐步鬆綁

之時，上海交通大學向台灣新竹交

大招手，欲協助新竹交大以七十公

頃土地，在上海成立研究園區，消

息一出，台灣多家以交大為主體的

半導體晶片設計公司表示極高的參

與意願，可望形成兩岸科技研究合

作的新模式。新竹交大校長，也是

台灣「國家矽導計畫」總主持人張

俊彥如何把這個被稱為是台灣科技

浴火重生契機的矽導計畫，結合矽

谷與兩岸之間的優勢，向上提升台

灣繼半導體科技光彩之後的「後半

導體時代」。這位陳水扁總統首席

科技顧問張俊彥九月有一趟矽谷之

行，成果豐碩，讓與台灣經濟科技

血脈相連的華裔矽谷圈對矽島台灣

燃起希望。

矽導計畫的英文名稱是 S i -

S o f t ，被稱為是台灣十年來最重

要的半導體升級計畫，喊出 「兩

年躍昇，十年深耕」 的期許。矽

導計畫有十項子題建設，子計畫

召集人為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

以及旺宏電子董事長胡定華。矽

導計畫的主旨是把台灣升格為 IC

創新設計中心，建立 IC 設計平台

所需要的環境，例如自動化軟

體、矽智財、系統單晶片等，再

交由台灣晶圓代工廠量產。這個

計畫落實之後，台灣可望成為生

科、通訊、網路、智慧家電、奈

米技術晶片設計重鎮，建立全球

智財中心（ I P  M a l l）。

「讓台灣成為世界級的 IC設計

天堂。」這是張俊彥以及支持者

的夢想，這個夢想能成真，它進

行得快，也看得遠。九月初，矽

導計畫合作對象已囊括全球前幾

大電子設計自動化（E D A）軟體公

司，包括凱登斯（C a d e n c e ）、

Synon psys、先驅（Avant!）、明

導（ M e n t o r ）以及安捷倫

（A g i l e n t）等，「加上台灣有很好

的專業晶圓代工產業，」 張俊彥

肯定地說，「矽導計畫兩年內會

綻放出一定的成果，」 西元2010

年可望供應全球八成以上的矽晶

片設計資源，可為台灣帶動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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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台幣的產值。幾家 E D A大廠以

及聯電、智原等都在 9月與國府

經濟部簽約，其他參與執行者尚

有國科會、經濟部以及民間廠

商，「是產、官、學、研攜手合

作的計畫。」

這項一百億台幣投資的矽導計

畫不禁令人想起當年台灣在工研

院、行政院開發基金以及李國鼎

等幾位有遠見者的推動下，扶植

出的聯電、台積電，讓晶圓代工

能夠代表台灣站在國際舞台上。

為再創「 IC 系統設計產業的台積

電與聯電」，張俊彥有信心，「不

到一個月的時間，迴響就這麼

大。」他也積極尋找人才，多家

全球最重要的 EDA公司總部都設

在矽谷，張俊彥希望矽谷人才能

像當年一樣回流台灣，為台灣注

入新血、新希望。

交大幫
張俊彥說，這個計畫是交大提

出的，但不是交大的專利  ，要全

國大專菁英一起來做，人才是動

力，現在台灣仍需要兩萬名資訊

專才，他也爭取到為矽導計畫在

大專院校的培育人才計畫。

不過，台灣媒體也稱 「交大

幫」該是張俊彥推動矽導計畫最

強大的後盾。過去廿年，交大幫

對台灣半導體發展影響力深遠，

交大成立台灣第一個電子研究

所，張俊彥就出自該所，是台灣

培育出的第一位本土電子工程博

士，他後來籌辦台灣第一座半導

體研究中心，也設在交大，培育

出的半導體人才，多位都是台灣

科技界龍頭，宏碁的施振榮、旺

宏的胡定華（工研院電工所創設

人）、聯電的曹興誠和宣明智、

台積電曾繁城等。

矽導計畫中重要環節的 E D A

產業中，不少交大人都是重要推

手，像是凱登斯前身益華 （ E -

C A D）共同創辦人黃炎松、趙修

平，先驅共同創辦人卓允中、廖

裕人等都是交大幫，難怪台灣媒

體稱「矽導計畫可望是交大幫繼

廿年前建立半導體製造業之後，

對台灣的另一項貢獻。」

張俊彥在台灣的功績，矽谷交

大人自是與有榮焉。在與北加州交

大人的餐敘中，張俊彥頗有 「回

家」的感覺，展現其幽默與智

慧。與清大向來有「瑜亮情結」的

交大，聚會中難免談談清大。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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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交大所得經費首次超過清大，

加上張俊彥在不景氣中的創意性

籌款能力，讓台積電、聯電以及

東元等企業每月捐 10萬元台幣給

學校，細水長流；投資界最有信

心的企業主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也

捐錢給交大。張俊彥還開了個玩

笑，當年清大校長沈君山要和曹

興誠下一盤棋，贏棋了，聯電捐

1500萬元台幣給學校，「我只要

打一通電話給曹興誠就有 1500萬

了。」後來，還聽說沈君山還被

學生稱是賭博和詐欺行為，因為

大家都知道曹興誠這盤棋是輸定

的。

交大校友會的大老、泰鼎創辦

人林建昌曾在百年校慶時，在北

加州募了 50萬美元，後來把其中

的30萬捐給新竹交大，之後，又

籌了 600萬美元注入思源基金創

投 ， 資 金 管 理 人 之 一 是 校 友

V e n G l o b a l 創投執行合夥人程有

威，這筆資金獲利的 40%將捐給

學校，這樣的手筆以及用心在校

友會中並不多見。

談笑間，張俊彥倒是說，希望

交大能有「柏克萊加大的籌款能

力，史丹福大學的表現」 。其實

這句話是有幾分真實，張俊彥

說，交大在 IEEE、EDL、Trans. ED

等專業機構中發表的論文數量全

球第一；張俊彥倒是看了看在場

的矽谷交大人，再加上台灣的校

友，屈指數了數，「交大人的學

術貢獻所帶動的經濟實力很大，

交大幫年產值超過 1兆美元。」當

然，也不可否認，這一波不景

氣，衝擊矽谷創業家，許多創業

人光彩不若前兩年亮麗，倒是交

大幫彼此提攜的精神是不減的。

台灣學術機構與美國大廠
合作模式，遠勝企業策略
聯盟
此行，除了在北加州交大校友

會以及北美台灣工程師學會上談

矽導計畫之外，張俊彥和交大資

工系 系 主 任 謝 續 平 拜 訪 思 科

（ C i s c o ） 、 昇 陽 （ S u n

m i c r o s y s t e m s ）、惠普（HP）以

及 A t m e l 等，不僅拜訪，而且有

多個具體而為的方案，是為提升

台灣高等學府與全球大廠合作的

重要模式。

昇陽將捐給交大先進軟體設

備，並共同成立軟體實驗室，主

要研發 e - L i f e，e- Lear nin g以及

嵌入式軟體開發；此外，與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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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惠普等都分別有共同研究開

發的動作。其實，交大與世界級

大廠共同進行研發最深入者該屬

思科，雙方已有「網路多媒體實

驗室」、「A D S L實驗室」以及今

年五月共同成立的 「交大思科網

路技術研發中心」 。張俊彥說，

思科把在歐洲的一個研究中心關

掉，取而代之的是與交大進行為

期兩年的一項重要合作， 「台灣

學術界的研發能力是受到國際肯

定的。」他解釋，對這些大廠來

說，與學術機構合作的好處在於

學術界有人才，具前瞻性，日後

也不會成為這些大廠的競爭對

手，一旦學術界用慣了這些開發

技術，也是為這些軟體設備公司

做了最好的宣傳，最重要的是在

資訊產業的研究上，台灣不輸其

他亞洲國家，是國際大廠進軍亞

洲一個很好的橋梁。

國際廠商與交大的合作有著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的加分

甚至加乘作用。」 張俊彥鼓勵教

授創新，「交大與大廠合作也是

培養學術界，甚至台灣的科技界

拓展視野。」

大陸橋樑

除了與矽谷連結，這位新竹交

大校長還多少扮演著與大陸科技學

術交流的重要使者角色。 交大在

大陸另有四個校區，每年五校校

長都會聚首，今年則利用大陸北

方交大建校一百零五年校慶同時

進行五校聯會，並在北京召開

「海峽兩岸科技交流研討會」，矽

谷行之後，張俊彥直飛大陸參加

北方交大校慶，其他新竹交大代

表包括交大研發長許千樹、運輸管

理研究所所長藍武王、控工系教

授李祖添以及人文社會學院副院

長劉育東等。

同時是陳水扁總統的科技顧

問，張俊彥的想法也多少是執政

者對大陸政策的風向球。學術出

生，少了官僚體系的負擔，張俊

彥在矽谷說，台灣產業要走出

去，不出去會是死路一條， 「出

去了，至少有活的希望。」 張俊

彥覺得，當前台灣產業最大的問

題是缺乏信心，也缺少建設全球

運籌的思維；相較於中國大陸則

是信心滿滿。耕耘台灣半導體產

業四十多年，張俊彥分析，大陸

真正要趕上台灣約需十年的光

景，與聯電、台積電高層都有深

交的張俊彥說，兩家龍頭老大雖

都表示時候已到，也曾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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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但是，他們也強調評估

的重要，到底一個八吋晶圓廠得

投入10億美元。

戒急用忍政策鬆綁，兩岸關係

再成話題，張俊彥說，「得用智慧

來決解，而非意識型態。」 他提

到，這樣的想法與中研院院長李遠

哲一樣，「雙方都要把經濟搞好

了，其他的都不是問題。」張俊彥

鼓勵台灣企業家做行銷、打品牌、

賣企業文化，也賣代表高品質生活

的產品，「很辛苦，但是長遠來看

是值得的，」尤其大陸市場之大，

很值得台灣在品牌行銷上做投資。

張俊彥也談到台灣產業的另一

個弱點是缺少產品定義（Produc t

D e f i n i t i o n ），他鼓勵台灣 IC產

業參加標準制定，他回想，當年

通訊先驅李建業把 C D M A 標準帶

入台灣，未受青睞，後來這個機

會拱手讓給了韓國，台灣痛失商

機，「台灣產業界必須有遠見加

上好策略才走得出去。」

張俊彥人物側寫
他是道道地地的 M . I . T . —

Made in  Taiwan；他是台灣半導體

產業的第一先生─張俊彥。若說

張忠謀是把台灣半導體產業帶至

國際舞台的功臣，那麼張俊彥則

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為半導體

發展打下深厚基礎，使其有實力

站穩在這個舞台上。

是二二八的受難家屬，不要說

張俊彥無緣出洋留學，頂個洋博士

的方帽子，十二歲失去父親，下面

還有五個弟弟妹妹，能夠一路打工

讀書，甚至成為台灣半導體發展的

掌舵者之一，再回首，張俊彥覺得

是另一種幸運與幸福。雖然有著特

殊的身世背景，張俊彥沒有用消極

的悲情來看這塊土地，取而代之的

是熱情與活力，他用毅力、用知識

來擁抱這塊土地，為自己更為台灣

闖出了名堂。

成功大學電機系學士，張俊彥

後來進入交大電子研究所，取得

博士，是為台灣第一位本土培育

出的電子工程博士。他創辦國內

第一家半導體公司萬邦，後來萬

邦 還 被 比 喻 為 當 年 矽 谷 的

F a i r c h i l d 半導體公司，是孕育台

灣半導體發展的搖籃。

台灣第一篇刊登在國際期刊上

的半導體論文正出自張俊彥之

手；他也是國內第一顆電晶體的

研發者，自力做出雷射、電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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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台，更是台灣第一位國際電機

電子工程師學會院士（ I E E E）；張

俊彥還是國內第一座半導體研究

中心的創立人，這座半導體研究

中心地點就在交大，當交大在研

究半導體時，台灣大部份的大學

還在做馬達、變壓器。廿一世紀

時，張俊彥為台灣創下另一個第

一─成為國內第一位美國國家工

程海外院士。

當半導體產業界津津樂道地談

起台積電、聯電的 0.15微米，甚

至0.13微米製程時，不能不回溯

四十年前，張俊彥等人打下的根

基。身為台灣半導體發展的見証

人與參與者，張俊彥說，六 ○年

代，台灣已進入矽時代了，歐

洲、日本都還沒開始呢！當年張

俊彥是半導體研究中心的主任，

帶著一群「小伙子」，現在許多都

是檯面上的「科技大亨」。張俊彥

曾在受訪時說，這群研究室的子

弟兵，像是曾繁城、宣明智都是

埋頭苦幹的，也不懂交什麼女朋

友，廖裕人、黃炎松則是很調皮

又聰明。張俊彥倒是說，那時每

一個人都是埋頭苦幹，不眠不

休，實驗室的燈火一天廿四小

時，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亮著的，

就這樣一步步地硬是把台灣半導

體給推了起來。

不談歷史包袱，張俊彥用冷靜

而客觀的眼光來看台灣科技以及

民主的發展，他說，在民主化的

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養

成，「這點台灣做得不夠。」這句

話，可為當前的台灣政治亂象做

詮釋。在推動矽導計畫時，他

說，全球運籌的架構要出來，就

不怕產業出不出走的問題，出走

也只是地域的觀念，為台灣保有

自己智財（ IP），是矽導計畫的原

動力。還有人形容，兩岸的交流

可能還得靠交大做為橋梁，以張

俊彥的胸懷以及遠見，其實不無

可能。

走過從前，張俊彥更能展望台

灣的未來，侃侃而談台灣在後晶

圓時代的角色；如同同為交大學

弟的吳廣義 （前美國宏碁總經

理、現為旭揚創投合夥人） 所

言，「張校長很認真地在替台灣

半導體找出另一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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