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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推手歷史回顧系列 (2) ─

產業發展必須仰賴好的人才

▲清華大學陳力俊校長

早年我在美國唸書，學校在當時尚未形

成的矽谷附近，在我回到台灣後，美國才

有矽谷的稱謂，因為那時矽谷正在發展

中，所以感覺並不深刻。同樣的我從小住

在清華大學的光明新村，但是對於原本的

稻田後來變成的園區，也就是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發展初期是無感的，所以矽谷與竹

科二段經驗是相類似的，但矽谷的形式與

竹科是不同的，例如環境、道路、面積等。

1980 年代竹科逐漸成形，慢慢有感，尤

其在學校做研究方面，園區成立之後慢慢

感受到園區發展對研究所帶來的助力，包

括研究設備維修、材料取得、與工研院、

園區廠商之合作，及清大學生們紛紛在畢

業後投入園區就業甚至創業，使得個人與

園區之關係益發密切。整個園區的發展可

說對於大學師生所投入研究工作都有相當

大的效益，尤其科學園區受國際肯定，讓

從事的研究更受到大家的關注，個人經驗

是相當正面的。但從做為園區的鄰居，還

是有一些負面影響，如園區所在地物價高

漲、環境影響、交通壅塞等問題，產業發

展所造成的衝擊仍然相當嚴重。

在國科會任職期間，正遭逢金融海嘯侵

襲，其對園區影響甚鉅。2008 年三個科

學園區每月產值由年初的 1,700、1,800

億元，至年底直落至 800 億元，當時政

府提出之因應政策包含管理費減半與固本

精進計劃，這些政策都是為了幫助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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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過難關，並可同時培養廠商競爭力。

如今回頭來看固本精進計畫是相當成功

的，相較於對教授欠缺吸引力的一般產

學合作辦法，固本精進計畫是以 4 成經

費撥付給學校，6 成經費撥付給公司，

因此較多教授願意投入。所幸金融海嘯

來得急去得快，至 2009 年 7、8 月即恢

復原產值，可見廠商的韌性是足夠的。

記得當時主委李羅權，他秉持做決策

「速度要快、力道要夠」的原則，才順

利的讓政府與廠商共渡難關。但廠商不

能持續一味仰賴政府經費推動相關政

策，目前政府財政每況愈下，花錢更須

小心謹慎，最重要是如何讓政府支出的

每一分錢都能發揮更大效益；政府是居

於點火角色，最重要是拋磚引玉，讓廠

商接續投入。產業發展必須仰賴好的人

才，而廠商心態亦需隨之改變，必須持

續支持培養人才的努力，不然前景堪

憂。產業目前競爭力不佳，其主要原因

是人才欠缺，人才來源主要有二，一是

學校剛畢業的新秀，另一種為高階人

才，由於高階人才多聚集於學校，若無

較佳的方式吸引好的人才投入研發，競

爭力就會受限。

在國科會督導科學園區時是從高科技

發展與競爭力的觀點出發，與擔任清大

校長的角度是不同的，清大著重於產學

合作與園區互動的問題，但在產學合作

部分早期效益不彰，因教授偏重於基

礎研究，而對產學合作興趣缺缺，加上

學校與產業界文化不同、步調不同，使

得產學合作一直難以發揮實際效益，但

目前很多教授已在調整心態與腳步，與

業界並進。近年來，產業與學校互動比

以往更頻繁而深化，舉例來說，清大於

2010 年 技 術 轉 移 金 額 是 2000 萬 元，

2011 年是 4000 萬元、2012 年是 6000

萬 元、2013 至 8 月 底 約 8000 萬 元，

所以預估今年可望超過 1 億。廠商與學

界的產學合作關係越密切，對於促進產

業升級與技術層次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助

益。

從政府的觀點來看，未來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主要扮演角色就是提供廠商服

務，回顧這 30 多年來政府十分努力，

制度面建置相當完善，未來期許政府在

推動政策時應謹守行所當行，並且讓大

家有所了解與認同，而園區一直是台灣

的典範，原本做得好的就繼續保持，未

來需要的是觀念的轉變，才能讓園區發

展更好更快速。

編者按：    

陳力俊校長，台大物理系畢業，美國
柏克萊加州大學物理學博士，1977 年起
至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任教，
2006 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8 年
至 2010 年出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2010 年 5 月起擔任清華大
學校長迄今。

陳校長長年從事電子材料之研究，特
別專精於金屬矽化物生長及金屬薄膜與
矽晶間介面研究，曾發表學術論文 140
篇、會議論文 155 篇及其它著作 18 種。
任職國科會期間，國際金融海嘯來襲，
陳校長與當時的國科會主任委員李羅權
推動「固本精進計畫」等多項措施因應，
協助科學園區產業克服困境，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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