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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台灣產業界面臨轉型的歷史階段，清大講座教授史欽泰以其三十年高

科技管理的豐沛經驗與人脈，開宗明義解構台灣科技管理發展脈絡，「科技管

理不應只局限在技術成長上，還需要納入包括新科技如何被產業界發展與應用、

如何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力等領域，這些因素加總起來，促使科技管理成為一

件重要的事情。」

　　史欽泰認為，台灣發展高科技三十年下來，已經為一般國內傳統型企業管

理帶出不一樣的經營風貌，「這件事情很重要！」一份強烈的理念同時促使他

轉進清華大學科管院擔任院長一職時，旋即決定要為台灣的科技管理做出清楚

定義。

　　史欽泰進一步解釋，創新導向的科技管理精神，其實正是現階段台灣產業

亟需的動力。他以科技管理和一般企業管理差異做說明，「一般管理比較重視

已經存在的企業實體需求，例如如何增加競爭力、擴充市場產能等問題，科技

管理的特色，卻側重在從無到有、也就是創新的整個過程。」他肯定台灣社會

如今已逐漸重視創新從無到有的理念和過程，因為大家逐漸瞭解到，「台灣社

會要轉型一股很大的力量，是來自於從無到有、也就是新事業的開發，以及新

科技對產業如何產生影響力。」他歸納指出，「科技管理大部分著墨這個部分，

改變的力量：

創新導向的科技管理

專訪第四、五屆理事長 

史欽泰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楊麗心



專訪歷屆 理事長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Chinese Society for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61

也就是一個創新，以及如何產生新事業。」

　　不過，意識到台灣產業需要創新，卻需要時間認知。史欽泰直指台灣企業

營運問題核心表示，由於科技公司營運之初，只佔台灣企業一小部分，一直到

包括紅色供應鏈等國際化勢力崛起後，台灣各界才逐漸建立新的認知：「在台

灣這樣一個以科技產業為主的社會中，一般企業發展的營運模式，已經不敷使

用，不只對科技管理的認知程度要更高，也必須要有更高的管理水準和層次。」

史欽泰強調，從台灣產業遭遇的發展瓶頸看來，「主要原因正是我們並沒有完

全掌握科技管理的精神和重要性。」台灣追求產業效率已臻頂點，因此必須改

弦易轍，追求創新導向，而不是效率導向。「事實上，創新就是科技管理的精

神。」

 　　史欽泰進一步以企管學理指出，「現存的企業體，容易流於被客戶綁架而

不自知；也就是說，你很容易因為不斷地去滿足客戶的需求，卻沒有發現，事

實上，這些可能是過度需求，或是來自於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史欽泰也舉破

壞式創新理論為例說，「這個時候，需要一個破壞式、一個創新的想法。」他

歸納出一個結論，整個社會的發展動力，很多仍然來自既有的企業或制度，但

有很多其實也可以來自新興的力量，也就是科技和新創企業兩股重要力量。

　　然而台灣產業應該如何正視創新？史欽泰認為，其實台灣產業界如果能跳

脫單一企業的角度，就能清楚看到這些問題面和創新、轉型的需求，「很多部

分可以透過科技政策介入，這就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進一步做好鼓勵

台灣各界發展新興事業這塊，否則企業體容易再流入只照應好自己的客戶思維

中，「因為新興事業對企業來說，是一種看不到的未來。」如此一來，產業轉

型的力量不只不大，轉型的成功機率也不大。

　　至於歷來一直扮演台灣科技管理靈魂角色的中華民國科管學會，可以如何

透過專家學者等眾多會員凝具智慧，發揮影響力？史欽泰認為，除了維持學會

以既定的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外，包括政策、社會重要議題等建言，例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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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政策制度、學校教育上，更加鼓勵、重視年輕世代的創新、創業歷程，都

可涵括在未來的會務運作範疇內，「科技管理就是一種從 0 到 1 的過程。」

　　在具體做法上，史欽泰建議，要幫助企業更加重視、幫助年輕人知道，創

新創業不只是年輕人的機會，更是他們的責任，要創造自己的未來，必須經歷

這個過程，而且這個創新創業的過程，最需要政策的幫忙；也就是說，創新創

業的過程，並沒有任何聲音，所有的聲音都是來自於現有的企業，「我們學會

就應該建立平台，幫年輕人發聲，也就是協助制定創新創業政策：例如在教育

上，制定如何學會從考試轉向落實學習、建立跨領域學習平台；重新建立創投

機制，因為台灣產業界過去三十年曾經透過創投，協助建立科技產業，但近十

年來，已幾乎消失；此外，在人才領域上，台灣需要跨國界人才，以迎接國際

化挑戰，但現階段設有保護門檻，我們的人才不出去、國外人才也進不來，這

些都必須由政策上不斷來建議，但因學會本身凝聚足夠的力量，因此影響力可

凌駕在一般學界之上，不論在政策討論、政策建議或是政策白皮書上，都可以

形成具影響力的平台。」

　　史欽泰強調，由於政府已經定調發展創新導向型的經濟，因此未來中華民

國科技管理學會的角色和定位會勢必日趨重要，可以強化政策、教育等各面向

執行作法上，把如何發展創新創業這個無形概念，發揮得更加透徹、淋漓盡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