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8年度第2次會議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108年6月24日 1 

諮詢議題： 
「以台灣快速製造實力吸引國際創新與新創來台」 

引言報告 



諮詢會議目的 

• 諮詢會議係作為經濟部針對新經濟發展議題蒐集各界
意見的諮詢平台。 

• 希望發展新經濟過程中，預判所面臨到的發展關鍵問
題，藉此平台以形成政策議題，成為與各界進行政策
執行協調與溝通管道 

• 透過與產官學各界的意見彙集，並進行意見之可能性
與可行性研析，最終提出能夠協助經濟部內各局處解
決目前施政議題的瓶頸或關鍵問題之相應的策略思維
與可能作法，以作為經濟部相關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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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二次諮詢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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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主席致詞 

10:05-11:05 

引言報告(10分鐘) 

以臺灣快速製造實力吸引國際創新與新創來臺 

簡報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錢思敏 博士 

主題分享(各15分鐘) 

【簡報1】臺灣以快速製造能力吸引國際創新的成功案例 

簡報人： 

1. 戴憶帆(邁特電子副總) 

2. 彭之榮(思靈客創集科技技術長) 

【簡報2】整合快速製造的營運模式 

簡報人：馮瑞麒(泛科知識總經理) 

11:05-12:30 意見交流與討論 

散會 



台灣製造發展優勢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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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業推出創新產品，從創意到生產均在企業內部完成 

• 台灣中小企業以代工為主，且未必知道客戶對產品之用途與應用，
生產零組件，並不直接進行終端產品生產，以致於獲利無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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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快速製造發展機會 
• 隨著全球鼓勵新創或創新，許多創意出現，但是欠缺將創意轉化成產品的推手，

快製應運而生。新創是快製業者的客戶，客戶的問題，也連帶造成快製的問題。 

• 當要較大規模試製量產時，台灣快速製造業者專業的產品管理、生產經驗、產
業鏈關係、串連中小企業的生產能力，可以加速創意快速、確實的實現。 

• 台灣代工累積
的生產能力，
可以協助業者
解決生產問題 

• 台灣中小企業
產業鏈完整，
容易找到各式
專業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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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深圳快速製造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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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環境條件 台灣 深圳 

智慧財產保護 ✓ ✕ 

產業鏈完整 ✓ ✓ 

生產技術實力 ✓ ✓ 

試量產品品質 ✓ ✕ 

生產速度 ✕ ✓ 

生產成本 ✓ ✓ 

快製國際品牌形象 ✕ ✓ 

快製國際市場連結 ✕ ✓ 



快速製造發展背景-從新創生命週期來看 

技術/硬體開發/生產設備問題 
生產成本低估/生產資金不足 
原型、打樣、量產的生產專業不同 
找不到可以協助的生產者 
產品功能追加 
核心成員離開 
 資料來源：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19，2019 Startup Genome LLC 

快速製造可協助創新市場化 
少量多樣特性、未知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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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群募平台看快製市場需求 

8 資料來源：findit.org.tw，2019/5 

• 從群募平台看國內外案件累計數量達到60萬件，其中，可獲得之投資件數資訊
達到25萬件，顯示新創數量多，但要將創意實踐並不容易，顯示新創對快製服
務是有需求的。 



從創新領域看快製市場需求 

Top 4 fastest-growing startup sub-sectors 
Early-Stage Funding Deals over 5-Years 
• Advanced Manufacturing & Robotics (107.9%) 
• Blockchain (101.5%) 
• Agtech & New Food (88.8%) 
• AI, Big Data, & Analytics (64.5%) 

Top 4 declining startup sub-sectors 
Early-Stage Funding Deals over 5-Years 
• Adtech (47.9%) 
• Gaming (40.4%) 
• Digital Media (38.9%) 
• Edtech (15.8%) 

Mature Sub-Sectors 
• Cybersecurity 
• Cleantech 

• Life Sciences 
• Fintech 

資料來源：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19，2019 Startup Genome LLC 

• 創新成長最快速的四個領域是先進製造和機器人、區塊鏈、農業科技和
新食物、AI、大數據和分析，也是快製發展的潛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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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19，2019 Startup Genome LLC 數字越大代表程度越高 

快製市場切入機會 
國際新創城市連結程度 

• 選擇全球連結度程度較低的城
市，作為台灣快製的切入點 

• 新創城市很多，以矽谷、倫敦、
特拉維夫(以色列)、柏林、新
加坡全球連結度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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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成功案例 
獲得內閣府舉辦第一屆日本オープンイノベーション大
賞（Japan Open Innovation Prize（JOIP）2019 

區域性專家 

收費模式：1.調查費用：40-50萬日幣 2.契約手續費：契約金額的3-4%。 

技術顧問服務 

開發夥伴 試作夥伴 

OEM生產委託 保養、材料夥伴 

投資、併購 

協助串聯專家、學術機構、製造商等 

Linkers network 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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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問題 

新創客戶(需求端)問題 

• 設定規格的能力：快速製造是協助新創將創意實踐的業者，但許多

新創未有設定生產規格(spec)之能力，以致於快速製造業者除了專

注於生產之前，還必須要協助新創設定產品各種零組件、功能、外

觀、材料等等的規格。 

• 新創產品的定價：由於新創欠缺生產經驗、訂定規格、評估市場需

求等的經驗，導致產品成本估算與定價失準，連帶影響快製產品生

產預算、經費運用以及生產成功的可能性，新創生產計畫可能失敗。 

• 新創經費不足：新創無經費繼續試量產，中途解約，產生快製經營

風險。 

• 新創對生產需求量預測失準：新創對市場需求預期錯誤，砍單結果

使得快製也蒙受損失。 12 



快速製造發展問題 

• 快製多功能PM人才不足：新創產品生產需要大量的與新創及

產業鏈溝通，需要具專業經驗與能力的產品經理人員協助推動

產品化，然而，現在優秀人力多在電子大廠，人才不足。 

• 小量生產未能獲得大企業生產能力奧援：具備生產能力且具有

專業生產設備的大企業因為多幫大企業代工上百萬樹量的產品，

對於少量生產的新創產品或零組件，協助生產意願不高。 

• 品質管理對接能力不足：因法規需要須進行生產端品質管理的

對接，然而，目前快製較無如此能力。 

快製人才/能力 (供給端)問題 

13 



快速製造發展問題 

• 國際市場連結度不足：受限於新創規模與資源，無法對國外新創

或創新的場域或組織能建構高度的連結。 

• 台灣快製品牌未建立：國際新創年輕人不知台灣生產能力，首選

快製地點還是會去找深圳。 

• 代工業者行銷能力不足：台灣代工大廠僅做代工，不需進行行銷，

欠缺行銷國際能力與經驗，以至國內快製行銷能力也不足。 

• 國際行銷成本太高：快製客戶多散佈在全球各新創城市或地區，

快製要進行國際業務推廣，行銷成本很高。 

快製國際行銷(供給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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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上位政策問題 

• 政策資源協助新創多，協助快製少：政府提供新創許多資源，

但對於協助新創的快製資源並不多，且因為快製不屬於政府重

點扶持的產業，而難取得政府各方面資源。 

快速製造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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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政策建議 
新創客戶(需求端)問題 

• 新創需要專門部門、組織或機構協助生產：新創需要快製協助生產、

設定規格、協助定價、預測生產，然而，新創對於快製具備服務的

能力或專案管理能力不熟悉，因此，需要中介機構協助新創取得快

製業者服務能力等相關資訊。 

• 應建構快製平台與生態系：為加速快製服務新創的機會與流程，應

集結快製業者、相關服務的業者名單，協助進行新創與快製之媒合。 

• 活絡新創資源：快製協助新創生產的風險大，應提供新創足夠資源，

提高快製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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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政策建議 

快製人才/能力 (供給端)問題 

• 培養具備行銷、專案管理PM等人才：為了協助新創將產品生產

出來，需要專案管理PM人才，該人才也需要了解市場行銷的基

礎概念，應增加培養此類人才。 

• 應聚焦小量可打品牌的優勢領域，如物聯網、醫療等：因台灣產

業鏈的產業領域優勢，因此，推動快製的領域可優先選擇聚焦在

有少量且可建立品牌的物聯網和醫療領域等。 

• 協助中小企業轉型IT、材料研發、溯源管理等能力：為了符合不

同國家產品銷售上市對材料、溯源條件的要求和規範，協助快製

業者製造的中小企業提升這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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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政策建議 

快製國際行銷(供給端)問題 

• 駐外國貿商務單位協助行銷推廣：協助於國際新創聚集場域城市進

行快製服務的行銷推廣。 

• 派專人在矽谷等新創聚集處設點，找市場需求，並且提供產品發展

(PD)服務：比照深圳搶客戶創新案源之作法，於新創地派駐PD行銷

業務推廣人員，進行新創業者產品發展諮詢並串聯國內快製業者，

將國外新創試製量產導入台灣生產。 

• 以較難成功的國際案例，做出成功的結果，進行行銷：雖然台灣生

產能力強，但未能建立國外生產能力之品牌知名度，因此，可藉由

補助完成難成功的國際案例，建立起台灣在國際生產技術能量的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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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發展政策建議 

政府上位政策問題 

• 政府資源應重新配置強化投注在快製等中小企業：政府應提供

快製業者資源、獲得政府基金重點投資等。 

• 支援協助快製備料等成本：政府在投資新創時，應同時給予快

製業者試製所需材料等資源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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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方向 

1. 如何持續強化完善快速製造良好的生態系? 

2. 如何推動台灣快速製造實力之國際品牌形
象，且結合相關資源、智財，擴大吸引國
際創新與新創來台試製量產? 

3. 如何提供快速製造業者相關政策支援，例
如試量產協助、培育或吸引集結專案管理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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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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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目前局處執行之相關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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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製廠商能量分類 專業領域分類 

接獲洽詢 實際立案 媒合成功 

606 
(國際

243/40%) 

513 
(國際187/36%) 

112 
(國際32/29%；  
研發加值26/23%)  

快速製造媒合平台 

工研院 
產業服務中心 
技術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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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製造推動 

資策會 
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簡稱服創所) 
工業局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科技研發計畫 



• 五十年深耕金屬製造技術，試
作階段加入DFMA評估量產性，
建立可量產試作能量 

• 具材料、設備、模具、產線等
完整規劃與開發解決方案 

不僅試作,兼顧量產金
屬製造專家 

• 客戶僅須面對中心單一窗口 

• 提供專家諮詢、市場需求、產
品設計、材料應用、CAE分析、
試作加工、產品驗證到試量產
規劃的一條龍服務 

金屬製品便利店 

一站式服務 
• 跨業鏈結-組交流會將材料廠

與END USER鏈結 

• 地域鏈結-鏈結地方政府
MAKER SPACE、育成中心、科
工區 

• 國際鏈結-鏈結國際試作單位、 
MAKER SPACE、育成中心 

跨域鏈結,擴大案源 

服務客層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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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中心/創新試作平台 
透過創新產品試作平台，導入產品創新元素，創造傳統產業新價值。並協助產業進
行快速試作，提升產業競爭力。 

技術處法人科專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