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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一）計畫中文摘要。 

計畫名稱：創新科技教育登峰計畫 

研 究 者：虞孝成 

經費來源：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關 鍵 詞：創新科技、創新能力、知識經濟、教育研習 

日新月異的科學技術是社會進步的動力，更是國家強盛的基礎。面對 21

世紀激烈的競爭，致勝關鍵在於如何掌握以知識創造價值的「創新能力」。以

知識經濟為導向的新興社會，仰賴具備創新能力的人才，發展知識密集產業，

善用科技提昇生活品質，強化企業及國家競爭力。為落實台灣科學教育，鼓勵

學子創新思維，本計畫將透過巡迴演講、業師輔導及創新科技研習等活動，傳

遞科技產業新知，啟發年輕世代創新科技思維，建構科技產學合作交流平台，

厚植國家經濟實力與國際競爭力。 

本計畫涵蓋之主要活動包括：一、創新科技產業菁英講座；二、創新科技

人才研習營；三、創新實力高峰會；四、創業計劃發表秀；五、創新與創業聯

誼會。本計畫將邀請科學教育學界領袖及科技產業知名人士以校園巡迴講座方

式，針對國內大專院校青年進行創新科技教育推廣，期培養青年學子創新思

想，提昇科技領域新知；並舉辦「創新科技人才研習營」，促使不同領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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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培養跨領域知識；舉辦「創新實力高峰會」、「創新及創業聯誼會」，建

立大專院校與科技產業界之產學交流平台，促使青年學子能與產業界專家面對

面溝通交流，檢驗校園科技創新成果在產業界推廣普及的可行性，並累積跨領

域人脈，培植實踐創新科技的實力；隨後並舉行「創業計劃發表秀」，展示創

新科技研習營學員結合研習與產業交流心得後所修正的科技創新成果。藉由以

上活動，本計畫將為台灣培育出新世紀的科技創新卓越人才。 

 

（二）計畫英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Title: Young Innovators Incubation Program to Prosper in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of young 
entrepreneurs impact significantly the wellbeing of a countr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posal is to join efforts from academia, high-tech research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industry,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to assist establishing of start-up compan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project is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Taiwan Industrial Bank in organizing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1.) Inviting industry leaders and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to give lectures on campuses around Taiwan, 2.) Innovation Camps 
for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to get together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mentors, 
3.) Consultation and diagnosis on the feasibility of business models and business 
plans, 4.) Presentation of innovation plans, and 5.) Innovation Association as a 
platform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networking, and supply of capital, talent and 
ideas.  

This is a half-year project proposal, with the Taiwan Industrial Bank bear over 80% 
of the expenses and government subsidy for the rest 20% of the budget. 

Keywords: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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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新月異的科學技術是社會進步的動力，更是國家強盛的基礎。面對 21

世紀激烈的競爭，致勝關鍵在於如何掌握以知識創造價值的「創新能力」。以

知識經濟為導向的新興社會，仰賴具備創新能力的人才，發展知識密集產業，

善用科技提昇生活品質，強化企業及國家競爭力。為落實台灣科學教育，鼓勵

學子創新思維，本計畫將透過巡迴演講、業師輔導及創新科技研習等活動，傳

遞科技產業新知，啟發年輕世代創新科技思維，建構科技產學合作交流平台，

厚植國家經濟實力與國際競爭力。 

本計畫涵蓋之主要活動包括：一、創新科技產業菁英講座；二、創新科技

人才研習營；三、創新實力高峰會；四、創業計劃發表秀；五、創新與創業聯

誼會。本計畫將邀請科學教育學界領袖及科技產業知名人士以校園巡迴講座方

式，針對國內大專院校青年進行創新科技教育推廣，期培養青年學子創新思想，

提昇科技領域新知；並舉辦「創新科技人才研習營」，促使不同領域人才交流，

培養跨領域知識；舉辦「創新實力高峰會」、「創新及創業聯誼會」，建立大

專院校與科技產業界之產學交流平台，促使青年學子能與產業界專家面對面溝

通交流，檢驗校園科技創新成果在產業界推廣普及的可行性，並累積跨領域人

脈，培植實踐創新科技的實力；隨後並舉行「創業計劃發表秀」，展示創新科

技研習營學員結合研習與產業交流心得後所修正的科技創新成果。藉由以上活

動，本計畫將為台灣培育出新世紀的科技創新卓越人才。 

二、計畫目的 

(1) 針對大專院校以上之年輕世代散播創新種籽，推廣科技產業追求突破、

不怕失敗的勇氣與精神，傳承創新之知識與經驗。 

(2) 培育新世代創新人才，吸引廣大青年學子投入科技創新行列，針對具創

新潛力之青年，透過研習營、產學交流研討會、成果發表秀、聯誼會等

活動，為其提供指導與引領，協助提昇青年學子實踐創新科技、創造技

術價值之能力，培養團隊合作精神，砥礪領導與資源整合能力，並訓練

其掌握產業趨勢之前瞻眼光與「企業公民」之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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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建創新科技交流平台，結合產、官、學、研等各方資源，提供青年學

子從事創新科技的堅實後盾，期使創新科技轉化為造福人群的應用產

品，並活絡台灣經濟。 

(4) 促進產學合作，鼓勵大專院校內部之跨系所人才交流，促進各大專院校

之間、學校與產業界之間的交流與合作，結合管理理論與產業實務，並

提倡團隊合作風氣。 

三、文獻探討 

近年來，在政府與民間非營利機構積極提倡知識經濟與創新精神下，創新

求變的精神逐漸在年輕世代之間萌芽，不論是技職體系大專院校或者是大學之

工學院都大力鼓勵學生將課堂所學朝向應用與實務面發展，「創業週」、「創業

營」、「創業講座」更是因應而生。創新科技若能導向價值創造，年輕世代除了

傳統的就業管道之外，也可憑藉創新成果投入「創業」，事業發展管道更加多元

化。因此，全國性的創新科技交流平台，符合社會需求，受到大專院校師生的

歡迎。 

目前國內以科技創新教育為主的計畫有下： 

(1) TIC100 科技創新創業競賽  

研華文教基金會主辦，主要提供年輕人創業相關的訓練與計畫。競賽領域

分為科技創新、人文創新和醫療創新，並以三天兩夜的創業課程訓練，最

後選出兼顧創新和可行性的創業計畫。 

(2)東元科技獎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金會主辦。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

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該科技獎科技類以「電機∕資訊」、「機械∕能源」、

「化工∕材料」、「生物∕醫工」為設獎領域，人文類設「音樂創作」獎，

每獎項甄選乙名。 

(3) 國際青年創業領袖計劃 

時代基金會主辦。鼓勵學子提出實際可行的新創事業方案，為國內創

投、資本市場、傳統產業等，增加投資或合作標的。活動分三階段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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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錄取 15 人，安排參訪美國創業發達地區，美西以矽谷地區為主、

美東以波士頓地區為重點。 

綜觀現有創新科技教育計畫，仍以競賽為活動主軸，輔以相關教育課程，

更加顯現「創新科技教育登峰計畫」的能提供更完整的教育計畫，結合產、官、

學的系列活動，更加緊密結合交流平台。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目的在於創新科技教育推廣，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體，邀集國內創

新科技育成機構及產業菁英共同參與，建構學校教育與青年創業之產學交流平

台，藉由創新知識及創業經驗的傳遞與分享，拉近理論與實務間的距離，培育

新一代創新科技人才，有助國內科技新創事業之發展。活動架構分為教育推廣、

進階教育、產學交流、成果發表四個面向，主題活動說明如下圖。 

 

 

 

 

 

 

 

 

 

 

 

五、結果與討論 

（一） 舉辦「創新科技產業菁英講座」 

教育推廣 

創新科技產業菁英講座 

成果發表 
創業計劃發表秀 

進階教育 
創新科技人才研習營 

產學交流 
創新實力高峰會、創新與創業聯誼會 

圖 1 本計畫主要活動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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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類型：企業名人講座 

2. 活動時間：94 年 12 月至 95 年 2 月 

3. 與會對象及人數：大專院校師生及科技產業人士，計 2,300 人參加。 

4. 舉辦場次：10 場次 

5. 活動說明：邀請科技產業知名企業領袖人物深入校園進行專題演講，分

享創新科技經營心得，現場開放 Q&A，讓與會人士與演講者進行意見

交流。 
序號 講題 主講人 

1 創新之真諦與創業之真相 欣銓科技公司董事長/盧志遠 
2 走出自己的風格—談文化創業 宏廣公司董事長/王中元      
3 創新與六個標準差 榮剛材料科技公司董事長/陳興時 

4 
數位時代的創業新浪潮—網路創業

這條路 

博客來網路書店總經理/張天立 
伺服網路科技總經理/李經康 
數位時代雜誌社社長/陳素蘭  

5 
打破思考盲點，帶著創意追求美好人

生 華亞科技公司總經理/高啟全  

 
序號 講題 主講人 
6 文化創意與創業 得意典藏公司董事長 李翰瑩 

7 從危機到契機—茂德的創業歷程

   
茂德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民良 

8 臺灣國際化之機會與挑戰 復華金控公司董事長/顏慶章 

9 創意與創業的對話 法藍瓷公司董事長/陳立恆 

悍創運動行銷公司總經理/張運智 
10 哈佛學不到的策略管理與創業經驗 天瀚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振田 

（二） 舉辦「創新科技人才研習營」 

1. 活動類型：研習講座 

2. 活動時間：95 年 3 月 

3. 參加對象：有志投入科技產業及創業之青年學子 

4. 舉辦場次：2 天(10 場) 

5. 活動說明：將邀集國內創新科技領域具有多年實務經驗之產官學界人士

擔任業師，透過通識與專業課程之研習，傳遞科技產業新知與趨勢分

析，啟發學生創意思維，使學員充分了解市場需求及知識商品化過程中

所應重視的問題，提昇青年學子對創新科技產業之認知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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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內容： 

 通識課程：包括科技產業趨勢、產品行銷及團隊管理方面的專業知識，

藉此加深學員對科技產業的認識與了解，為國內創新科技領域注入新血 

 
場次 專題 主講者 

1 科技創業經驗實務分享 艾迪訊公司/行銷處長/吳念祖 

2 創意行銷 智威湯遜公司/執行創意總監/狄運昌 

3 技術創新之法律策略思維與佈局 勤業法律事務所/律師/謝福源 

4 整合行銷傳播實務 摩奇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趙滿玲 

5 
如何從商戰中脫穎而出-成功的簡報技

巧 
亞太教育訓練中心/專業講師/金宏明 

 專業課程：邀請在科技產業學有專精的學者及業界領袖，針對十大產業

分別提出現況分析與趨勢探討，讓學員們了解各產業的發展動態與前

景，提昇產業核心知識與能力。 

場次 專題 主講者 

1 精密機械產業的現況及前景分析 亞太優勢微系統公司/技術長/黃瑞星 

2 民生產業的現況及前景分析 富民營造公司/總工程師/陳彥睿 

3 生化產業的現況及前景分析 台灣微酯體公司/總經理/葉志鴻 

4 資訊/光電產業的現況及前景分析 全科科技/總經理/吳堉文 

5 數位內容產業的現況及前景分析 滾石唱片公司/經紀總監/鄭光志 

（三） 舉辦「創新實力高峰會」 

1. 活動類型：創新與創業計劃之個案評析 

2. 參加對象：於創新技術及科技產業學有專精之產官學界專家 

3. 舉辦場次：共計 11 場次 

4. 活動說明：由產業界之先進或專家針對與會學員提出之創新與創業計劃

書，以現場隨機提問的方式，進行分析討論與建議，生動活潑的互動式

交流，將考驗學員隨機應變的能力與成熟度，產學交流強調的是理論與

實務經驗並重，希望經由專家學者的個案評析與經驗分享，提昇與會學

員創新與創業的實力。 

（四） 舉辦「創業計劃發表會」 

1. 活動類型：成果發表會 

2. 參加對象：大專院校青年、政府首長、主管機關、科技界及教育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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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說明：透過舞台表現(表演、簡報等)及攤位展示的方式，展示大專

院校青年參與本計劃各項活動後主動投入創新與創業計劃之具體成

果。活動將廣邀媒體參與，希望藉著媒體無遠弗屆的傳播力量，將本計

劃推廣科技教育的用心及成果，傳遞到各個角落。 

（五） 「創新與創業聯誼會」 

1. 活動類型：聯誼會 

2. 參加對象 

 對科技領域及創新技術有興趣的大專院校青年 

 有志創業的青年 

 各大學院校創新育成中心人員 

 科技產業專業人士 

3. 聯誼會宗旨：結合創新育成中心及科技學術研究資源，邀請產業菁英及

大專院校有志青年與會，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不定期舉辦專題演講及

產學交流活動，提供聯誼會成員最新的科技新知與產業發展趨勢分析，

以建構全方位的創新科技學習平台，成為國內孕育科技新兵之搖籃。 

4. 活動說明： 

 定期舉辦專題演講活動，邀請知名創新科技產學專家分享產業新知及

創新經驗。 

 專題演講將鎖定「趨勢發展」、「產業分析」、「經營策略」、「企業價值」、

「核心技術」、「管理知識」、「資源整合」、「人才培育」、「技術媒合」

及「經驗傳承」等議題為主。 

 不定期舉辦產學交流活動，由創新育成中心派員現場提供青年學子創

新技術諮詢服務與個案輔導。 

 製作並發送「創新與創業電子報」，傳遞產業新知與實務經驗分享。 

5. 舉辦場次：10 場次 

場次 講題 主講人 

1 New Threat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CP Secure 董事長兼執行長/呂鴻武 

2 晶片設計服務的趨勢－from ASIC to SOC 巨有科技公司總經理/胡師賢 

3 LED 上游磊晶產業概況 台灣工業銀行綜合研究所/王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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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韓國全球型產業營運及布局分析 韓國大信證券 IT 產業分析師/陳永薰

5 綠色電子的護身符－落實綠色供應鍊機制 工研院環安所/黃文輝 

6 綠色環保潮流下電子業的危機與轉機 
美商優力安全認證台灣分公司專案
經理/陳立閔 

7 綠色表面處理材料及技術發展  樺京科技總經理/葉信宏 

8 Digital TV－Where is the Beef? 
AURORA SYSTEMS 創辦人/李步
經 

9 手機與面板技術發展趨勢 晶宏半導體公司/徐豫東 

10 2006 年記憶體市場  台灣工業銀行綜合研究所/王旭昇 

 

活動效益 

1. 透過創新科技產業菁英巡迴講座，對全國北中南大專院校進行「創新精

神」之宣揚與教育，成功吸引 2,300 名校園青年參與，藉由面對面溝通

方式散播「創新」之種籽。此外，將藉由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之曝光，

更進一步發揮社會影響力，推廣新世代創新精神。 

2. 藉由本活動篩選出 100 位頂尖學生參加創新科技人才研習營，由科技產

業專家親自傳承創新要訣、分享產業實務與趨勢觀察，並由法務、財務、

管理等各領域之專家傳授創新科技轉化為商業成果之相關知識與技

能，且安排研習營優秀學員參與國際青年創新活動，增進青年領導智

能，達成多元教育的目的，並培養國際視野、專業水準與產業前瞻眼光，

促進高等教育卓越發展。 

3. 建立大專院校與產業界之產學交流平台，促進產學合作，拉近理論與實

務的距離；將學術研究成果落實為改善人類生活與促進社會發展之商

品，提升學術研究價值。 

4. 為大專院校師生提供檢驗學生創意實作能力的管道，由專家協助診斷創

意實作進一步落實為市場商品之可行性，為優秀學生提供全國性的表現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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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篩選 100 位富創業潛力的大專院校青年加入「創新及創業聯誼會」，結

合創投界、科技界與各大學院校創新育成中心之資源，進行跨產業經驗

交流，透過聯誼會之機制，培養出對產業趨勢敏銳且富創新能力與團隊

精神之新世紀科技領導人才，為台灣經濟繁榮之延續注入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