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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青年創新創業政策對我國

之借鏡與啟發
創新創業是國家產業與科技發展之引擎，受各國政府重視與政策鼓勵。2018 年臺灣與德國、美國、

瑞士並列全球 4 大「超級創新者（super innovators）」象徵臺灣在創新方面的努力，受國際肯定。

本文透過蒐集國際區域重要創新國家，包括美國、韓國以及新加坡之創新創業政策，經彙整比較，

希冀能提供現有創新創業之發展參考。

曾于蓁、王善航、楊適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

壹、前言

臺灣自 2014 年起由政府

主導陸續推動創新創業相關補

助與輔導政策，如經濟部設立

「青年創業專案」即整合政府

13 個部會資源，以網絡整合模

式設置「青創圓夢網」挹注大

量資源，協助青年就業、創業。

依行政院中小企業處統計 2014

年至 2022 年 2 月，不到八年時

間，青創及啟動金貸款成果極

其豐碩，獲得貸款案數（家）

共計 83,579 家，融資金額高達

68,775,532 元，政府 350 億預

算不到一年用罄，宣布貸款額

度再加 250 億，以持續鼓勵青

創。
1
這說明該政策已創造多達

366,036 個就業機會。而 2020

年青創申請人數的激增，似乎

顯示疫情對市場衝擊，提升青

年創業意願。（下頁表 1）

貳、國內外創新創業

政策比較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發布《全球創新指數報告》
2 

中的「創新投入」
3
及「創新產

出」
4
分項指數為據，選取美國

（北美第一）、韓國（亞洲第

一）及新加坡（亞洲第二），

彙整出可供我國參考之青創政

策建議。

一、美國、韓國、新加坡

青年創新創業政策

（一）美國的政策經驗

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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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提供多項創業輔導

計畫：《小型企業創新研究

計畫》、《聯邦和州技術合

作發展計畫》、《創新經濟

群聚計畫》、《小型企業技

術轉移資助計畫》等。
5
透過

在全美各地設立企業發展中

心，為各州提供充足且彈性

條件，每年至少投入約 25 億

美元資金，能充分給予創業

者與中小企業補助；並吸引

青年投入區域群聚，創造區

域經濟發展。使美國擁有全

球超過五成獨角獸企業，
6
並

在密集連結「互聯網」下，

成為天使投資人
7
及創投者

天堂，成為各國創新創業發

展的標竿，而美國創業特色

歸納如下兩點：

1. 城市計畫－矽谷的經驗

矽谷在州政府補助

下，獨立自主發展，是世

界科技技術發展中心，擁

有多家世界頂尖企業，更

與州內大學和創新機構合

作，成為青創與初創者最

佳創業地點。如：加州大

學舊金山分校、美國太空

總署等機構的研發資源協

助，使全球大型企業皆在

此尋找可投資或併購企業；

有 500 Startups 矽谷知名種

子基金暨創業加速器，及

在 22 國超過 50 個合作夥

伴的 Founders Space 孵化

器。讓產官學三界連同國

際市場得以以矽谷為中心

形成廣大連結。

2. 高教系統的自主推廣

各州大學校內設專

屬加速器，並開設創業課

程，供創業諮詢、技術資

源等，如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加速器計畫，培養學

生創業精神，使青創者有

投資人與專業技術課程

培訓；美國巴布森學院

也成立創業領導村擴展生

態系統和全球的人才協作

學習，培養創業思維與建

立原則，過去 5 年中由畢

業生創辦的公司數量多達

372 家，形成學校與地方

的自主合作。
8

（二）韓國的政策經驗

韓國政府帶領「產學合

作綜合支援中心」、勞動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獲貸案數

（家）
3,151 2,846 2,336 1,653 1,472 2,450 12,034 53,034

融資額

（千元）
2,974,393 2,874,674 2,388,898 1,826,650 1,645,393 2,608,740 10,028,092 41,682,736

就業機會

（個）
15,587 14,102 11,317 8,169 7,468 12,255 55,229 227,955

註：本文中統計數量至 2022 年二月，表中以「年」為單位只顯示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論述 》專論‧評述

表 1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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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構提供多項青創有利計

畫，例如《TIPS Town》、《板

橋科技谷》、《高校創業教

育五年規劃》以及《青年創

業實習》等，
9
旨在透過國內

頂尖創新公司與他國研究機

構交流、就地於學校內提供

青年建立創業知識與實習機

會。因此，韓國青創政策有

以下兩大特色：

1.「母雞帶小雞」模式

財閥往往容易侵占中

小企業發展空間，不過，

大企業在韓國青創政策中

卻扮演重要角色。透過

十八家創投基金的合作，

以五比一的出資方式支持

青創，形成一種「母雞帶

小雞」的大企業帶小企業

模式，加乘人際網絡效

果。同時，政府提供優惠

政策，給予企業稅收減免

及財政援助，
10
如：《板

橋科技谷》計畫，大公司

為中小企業與青創者串連

並提供定制的支持計畫

（如教育培訓、計畫輔導、

租房押金補助…等），韓

國遊戲大廠 NEXON，就

帶動其他遊戲大廠與新小

型青創遊戲開發商合作。

2. 深化產學合作模式

2020 年，韓國政府啟

動 14517億韓元，支持《高

校創業教育五年規劃》、

《青年創業實習》等計畫，

由大學、研究機構和教育

部共設創業講座供大學生

參加，培養創新人才在大

學內接受創業挑戰的環

境。
11
另外，也提供青年

實習機會與創業知識，邀

請成功企業家以及三星、

現代等龍頭企業合作，建

立教育支援基金，扶持創

業教育發展。如漢陽大學

創業學院就長期在財團資

助下，與青創財團定期合

作，提供創業學生諮詢、

教育培訓及獎學金鼓勵，

推廣與國際企業交流。

（三）新加坡的政策經驗

新加坡因熱情好客環

境、政府大力支持、廣泛使

用軟實力解決創業障礙等因

素成為亞洲創業重要國家。
12
新加坡企業發展局提出多

項創業計畫，包括《全球創

新聯盟》、《創新聚落》、《金

融科技監管沙盒》等，連結

需求市場的海外合作夥伴網

絡，專注技術創新研發商業

模式，創建生態聚落推廣產

學合作；針對金融科技參與

者能夠在真實環境中試驗創

新的金融產品或服務。具有

以下兩大創業特點：

1. 架設平台－推出「Startup 

SG」一站式網頁

強調數位系統建置，

用網站連結新加坡各項創

業資源，同時推出五項輔

助計畫（下頁圖 1），供

新創產業資金、貸款、技

術教育、人才、稅務減免

優惠等服務，青創公司也

利用該網站尋找導師、投

資人、企業合作等。
13
如：

TRANSFERFI 企業於該網

站融資總額近 88 萬美元，

並透過網站協尋合作夥

伴，拓展企業走向國際化

市場；APROXY 企業也於

該網站成功吸引不同投資

者注入資金約 21 萬美元，

其融資過程與投資者皆會

被列於該公司網頁說明。

論述 》專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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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新聚落的落成

由新加坡貿工部下屬

之官方機構「裕廊鎮管理

局（JTC）」出租「Launch 

Pad@One North」、「 榜

鵝數位園區」（Punggol 

Digital District, PDD） 予

新創企業或育成中心使

用，支持青創發展。前者

由大學在園區設立育成中

心，促進初創企業、孵化

器、加速器和風險資本家

置於生態系統中，解決各

種初創公司需求。成功青

創業者 H3 Dynamics 的創

始 人 表 示， 與 JTC 合 作

推出了人工智能的解決方

案，縮短產業檢驗時間，

也與其他政府機構建立更

多合作關係；後者與新加

坡理工大學合作研發科技

產品和測試技術，提供課

程與行業所需技能，建立

緊密聯繫實現產學合作，

已有 13 位企業夥伴。

二、臺灣青年創新創業政策

臺灣新創生態大調查統

計，2021 年臺灣首次創業的企

業家占 66.4%，足見活躍度之

高。2016 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出

「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圖 2），

由中央主導轉中央地方雙向合

作，促進跨領域、跨區整合，

重視技術、人才、資金、市場，

以創新帶動產業升級進化，吸

引國外來臺創業投資與產業進

駐，將技術帶來臺灣，帶領臺

灣創新創業產業走向國際。

另為配合「優化新創事業

投資環境行動方案」，並加快

速度、加強力道挺青年創業，

經濟部再於 109 年 1 月提出「挺

青年創未來 - 青年創業圓夢方

案」，以「裕資金」、「廣服

論述 》專論‧評述

圖 1　Startup SG 生態圈計畫

資料來源：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2017、作者自行繪製。

圖 2　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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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創聚落」3 大策略，

解決青年創業可能遇到的資金

取得、市場行銷、產品開發等

困難，讓年輕人有更多機會，

實現自己的想法和創意（表

2）。其中，「欲資金」意指政

府提供創業營運資金，前五年

由政府補貼貸款利息，降低青

創成本負擔；「廣服務」則是

結合地方政府及創育機構，尋

找專家解決青創技術、行銷管

理、法律問題及市場評估等服

務；「創聚落」則包括成立「林

口新創園」、「沙崙新創園」

結合周邊企業相互合作，創造

產業連結，落成「北、中、南、

東青聚點」，由地方政府進行

資源鏈結，提供創業服務與場

域，打造全臺共創政策理念。

參、總結

近年來我國在推動各項創

新創業相關方案，各級政府投

注諸多人力、預算、資源，但

仍有現實上不足之處，包括一、

「創投與擴展的經費不足」：

政府雖設立許多創業補助、融

資、貸款等計畫，但金額並非

能支撐企業發展，且實際取得

不容易，基本上都需要有一定

規模才較易取得。二、「制度

環境與條件之建構與國際連結

不夠友善」以及三、「產官學

合作模式尚未成熟」國營事業

及國內大企業挹注新創動能尚

不足。
14

綜觀上述國外青創政策彙

整，有三點政策建議：一、參

考美國「城市計畫」及「高教

系統自主」模式，針對特定城

市聚落或高校鼓勵推廣，落實

地方特色化與自主化的青創政

策。二、效仿韓國「母雞帶小

雞」及「育才導向的產學合作」

模式。加強與高校合作，讓青

年可提前模擬創業過程，發展

專利項目，降低出社會後創業

失敗率。並透過跨國企業與

大企業帶頭，建立「學長帶學

弟」機制，強化企業交流與技

術鑽研，拓展國際互聯網的連

結與發展。三、汲取新加坡「創

新創業生態圈以及創業系統建

置」模式，持續優化我國創業

資訊與平台系統整合，落實產

類型 計畫名稱 對象 資金

補助補貼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一般企業 A 級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學生 B 級

文化創意產業貸款利息補貼 文創業者 B 級

宜蘭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

型 SBIR）
一般企業 B 級

創投資金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一般企業

A 級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融資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一般企業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註：1. 本表內容僅列出多數人申請之貸款，也不包含在網頁中顯示但申請已截止之計畫。

　　2. 資金等級：A 級（超過 1,000 萬）、B 級（100 萬 ( 含 ) 以下）。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新創圓夢網」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funding/
index.php。

論述 》專論‧評述

表 2　臺灣青年創業相關計畫補助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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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學三界融合，創建創業圈與

創業系統（圖 3），在各環節

相互作用下，提高減壓優惠政

策。最後，深化中央地方協作，

營造政府領頭、大企業帶新創

企業、培育人才的三位一體友

善環境，在資金與技術整合下，

促成更多青創發展的可能。
15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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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https://www.business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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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01603310022/。

10. 곽혜진 , 이무원 (2018). 한국과 

중 국 청 두 의 창 업 생 태 계 

비교에 관한 연구 : 질적 연구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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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No.(13) 5, p.131-154；Kim, Ji 

Hyun(2019). Study on China's 

Youth Startup: focus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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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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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創業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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