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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潮流下，知

識成為目前具有能力提升競爭優勢與維持

經濟成長及繁榮的社會資產；尤其，面新

興尖端產業之生命週期的壓縮，現階段的

新興高科技產業，終將成為另一波『傳統

產業』。因此，本文嘗試從相關研究中解析

廠商創新聚群形成與產業發展體系建構的

關聯、及新竹現象，藉以在思考知識基礎

之地區創新環境的浮現過程，所應具備之

要素元件，並從產業網絡中技術基礎設施

之知識密集服務業切入，以作為技術基礎

產業環境規劃之基礎。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knowledge-base economy, knowled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asset that can
promo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remain
economic growth and formation of
innovation clust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sin-Chu
evolution from the related researches. Base
on this, we rethink the emergence and the
major element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二、緣由與目的

往昔全球中政策制定者擺脫不了的意

義就是去創造下一個矽谷，此意義顯示了

空間聚集的重要性。第一階段研究在解釋

創新活動為何聚集、如何聚集、並如何形

成國際競爭的優勢後；而第二階段承接第

一階段之回顧，從產業網絡中技術基礎設

施之知識密集服務業之向度切入，作為技

術基礎產業發展環境之建構進程的關鍵階

段，並以新竹高科技區域為分析對象（圖

1）。

本研究以新竹市、以及新竹縣之竹

北、竹東、寶山、湖口、新豐與苗栗縣之

竹南與頭份為實證對象，對於過去有部分

的研究從技術於空間環境在擴散速度上的

影響效果上，去建立了一般化的擴散模

式，其所強調的是一些代表性採用者的區

域密度及技術上緊密連結的廠商之變數，

進而有哪些重要因素，為什麼越過某些空

間範圍知識就會停止溢出，空間鄰近與地

方化給予哪些重要的經濟利益，而此也衍

生出創新活動投入的新知識之重要性、與

在地區產業環境建構中之角色扮演。尤其

圖 1有效聚群範圍建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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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二十世紀末期已引發產業空間政策上

的重要轉移，而趨向於知識密集商務產

業，並遠離那些僅侷限廠商發展的工業政

策，進而形成一套可行的產業發展政策，

以利於區域與地方層級來執行。因此，基

於現階段的新興科技產業，在將來終會成

另一波『傳統產業』，尤其位處知識基礎經

濟時代下，面對來自全球分工體系中各經

濟體或產業聚群的競爭，台灣的技術基礎

廠商要如何不斷超越？在既有產業範圍所

形成的『舊產業區域』中，其活力中心面

對更大之更新問題，用以更進一步發掘自

身可超越其他地區廠商之條件，以致於實

際上能挽回早先的優勢。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二，分別為：

1、藉由文獻回顧建立技術基礎之群聚理

論，並探討技術基礎設施之內涵、衡量

指標與發展經驗，並且探討其對技術基

礎產業創新環境與新創廠商衍生環境中

所扮演之角色，用以思考地區技術基礎

產業發展環境之構成

2、藉由對與高科技產業相關聯之生產者服

務業的深入訪談調查，用以瞭解於新竹

科學園區與周邊地區、甚至北部區域所

形成之創新生產網絡中，除生產空間

外，支援空間內技術基礎設施之關聯發

展，以作為高科技區域在發展及地區產

業政策研擬之基礎依據。

三、討論、計畫成果

1. 高科技地區專殊化介面的浮現

（1）新竹地區生產者服務業之發展

整體新竹地區的生產者服務業之發展

演進，有明顯的雙峰現象，亦即園區產業

發展對生產者服務業之互動效應顯現時，

初期所及以緊鄰的母都市的發展為主；爾

後，藉由地區產業生產網絡之鏈結，漸次

地影響可及性較佳之基地，進而再次引發

生產者服務業的互動進駐。而這二個時點

分別是一為園區廠家數突破百家、就業員

工數逾 2 萬人；二為園區營業總額超越 9
千億、就業員工數逾 10 萬人、園區研發經

費逾 4 百億、園區研發人力數與就業員工

數比例為最高。

（2）關連產業的成長

竹科設置二十年來的發展創造了許多

就業機會、並營業額成長更是屢創新高，

在關聯產業方面，對於區域三級產業的發

展，大約在 1990 年之後影響越來越趨顯

著；而為因應三級產業（尤其是依附園區

而所需的生產者服務業）所需之辦公空

間，因而自 1990 年起，新竹市之辦公建築

供給成長快速，其區位除原母都市中心區

外，也逐漸延展至園區附近高可及性地區。

（3）科技人才的培育及衍生

自 1981-99 年間工研院之研發技術人

才所新創廠商約有 4 成進駐園區，其餘多

是選擇座落在園區與工研院之周邊地區設

廠生產；而且在此一期間仍繼續有研發人

才攜其新技術衍生到既有的廠商中，包括

園區內與區外。其次，工研院於 1997 年開

辦的創業育成中心則致力於培育創新廠

商，至 2003 年 7 月止已成功培育 51 家創

新廠商中，近 80﹪進駐在工研院與竹科鄰

近的周邊地區；如此新創廠商的衍生，促

使新知識在地方持續的擴散、積累與再生

成。

圖 2 台灣與大陸跨界連結



3

2. 新竹地區知識密集服務業之演化

針對2001年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中，專業、科學與技術服務業此分類中所

包括的法律及會計服務業、建築及工程技

術服務業、專門設計服務業、電腦系統設

計服務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給服務業、

顧問服務業、廣告業、以及其他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分析該類產業在園區周

邊之發展變遷。

（1）時間面向發展

在園區設置的第一個十年間（即

1980-90 年）皆呈現以緩和 10-20 家的新增

數量；但自第二個十年起，專業、科學與

技術服務業之新設置廠家數即呈現以

30-50 家之較大的成長幅度，尤其 1996 至

2000 年間顯現出最快速的成長階段。

（2）空間面向發展

專業、科學與技術服務業初期以新竹

科學園區之母都市－新竹市為主，歷年來

約均佔 70-80﹪，且自 1990 年起即有明顯

之增長，而 1996 年後更為迅速；其次，新

竹縣主要集中在竹北一帶，約佔 20﹪，主

要自 1995 年起廠家數增加較明顯。由此一

空間演化的時序、且配合對應至園區過去

的發展，其進駐廠家數與年營業額之成長

情形，可初步推論，自 1993 年起園區廠家

數逾百家， 1994 年起年營業額大幅躍升，

其中深受工研院自1986年起深化對產業的

實際參與以及鼓勵密集的 spin-offs。而如此

的互動累積，促成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

與倚賴。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受到園區廠商的影

響開始隨之發展；首先以母都市（新竹市

區）為起源，而母都市發展因空間腹地限

制而呈現飽和、且同時周邊空間可及性之

提昇，促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空間發展

逐漸擴展。其次，生產空間的轉型也間接

促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空間上的演變，

尤其竹北一帶都市計畫工業區、以及位在

湖口的新竹工業區之產業轉型，導致與竹

科相關聯廠商往北延伸設置，而導引知識

密集型服務業隨之設置。

3.生產者服務業的創新生產網絡

生產者服務業廠商是中小型廠商之潛

在的共同創新者，生產者服務業所提供的

服務導致高度互動過程，此過程生產者服

務業呈現出一個持續改變以符合他們的委

託者的要求；基此，這種複合的關係係因

知識密集服務的購買不同於一種標準化商

品或服務的購買，知識商品的交換與源自

特定知識特質之不確定性及資訊不對稱性

有關。

空間鄰近性有助於建構共通的潛移默

化知識，促使新創廠商與生產者服務業間

緊密的接觸，而技術基礎設施將人才或技

術衍生或移轉至園區，園區則將技術創新

或研發需求汲取自技術基礎設施，而在地

區發展上形成一具創新生產網絡之園區體

系之考量。於是在地區聚群中除前述對資

訊電子產業除技術移轉之廠家次與金額最

密集外，電力電子產業之新廠生成數量在

時間序列上更呈現密集的成長，而此一高

度聚群地區再次較易吸引新的進駐者、成

長亦相對更快速。

四、計畫成果自評

1.研究內容皆依原計畫書進行

2.與計畫之預期目標相符

3.適合於學術期刊發表

4.研究建議

（1）區域環境條件因子的考量

受到資料因素的考量，本研究進行時

利用相關統計資料與空間分布狀況，並未

考量到台灣地區與新竹地區空間條件特

性，諸如交通成本、土地成本、園區與周

邊地區的租金，未來研究可加入類似的資

料作為評估生產者服務業空間變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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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則能更切卻瞭解是哪些影響地區性

生產者服務業選擇地區時所要重視的因

素。

（2）工業區周邊生產服務產業用地規劃

未來工業區設置時，須考慮產業用地

或是其他空間距離的條件，園區周邊用地

政策（相關服務產業用地、生活空間）是

整體產業規劃其中重要因素，需考量工

作、生活、休閒的空間機能，避免未來產

生都市發展問題，此外如同本研究分析中

技術基礎設施（運輸、倉儲物流、金融等）

的重要性，將影響廠商進駐後營運的需求

及與相關產業的互動關係，以提升創新的

效能。

（3）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網絡建構

台灣高科技產業演變的歷程中，已衍

生出一套發展模式，從人口、住宅的變遷

過程、廠辦更新、成長管理至技術擴散、

創新氛圍的形塑，並已達成熟發展階段。

然而，新竹地區大型高科技產業仍需藉由

台北的都會網絡資源與世界市場接軌，以

都會區的資源聚集影響將自己推廣到全世

界也可以接收其他的資訊，未來新竹地區

與台北地區生產者服務業層級的提昇與發

展特殊服務產業，是否會影響是否能提供

高科技產業良好技術基礎設施的重要因

素，也減少產業外移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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