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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創新驅動的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是超越

現狀的捷徑，而一個健全的創新機制，是讓國

家競爭力維持在最佳狀態的活水源頭，「國家

創新系統」不但協助產業科技的提升，更是塑

造優良的創新及市場環境，使企業能集中力量

發揮其競爭優勢來加速其全球專業化的形成。

目前主要先進國家創新策略的重心，均強調因

應社會需求導向、網絡運作、開放式創新環境

以及創新應用，改善研發創新環境與強化創新

系統功能的政策工具，促進國家創新系統中創

新主要參與者間有效的互動，並建立共同合作

的機制，發展新興的科學基礎產業與加速公部

門研發成果的移轉與商業化加值支援企業克服

死亡之谷 1，並成功發展新興產業或培育出新

創企業，為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成長動能。

面對全球化之創新活動趨勢，如何呼應

企業與社會的需求，強化科技研究與社會經濟

議題的連結，以及創新政策與產業發展之間的

關聯性，如何振興國家創新系統模式與運作機

制，俾有效提升國家創新系統效能，加速知識

流通共同合作創造價值與提升國家競爭優勢，

將是眾所關注的課題與挑戰。本文介紹開放式

創新，傳統國家創新系統轉型為開放式國家創

新系統的典範，以及其意涵對台灣的啟示。

二、開放式創新興起

根據過去文獻探討，創新之概念與創新

模型之演進，因不同學者觀點而有不同的演

化階段及其意涵的詮釋。近年來開放式創新

（open innovation）的概念已蔚為產業與管理領

域中的主流，而開放式創新的興起，有其理論

發展的思維體系，同時也由於近年來資通訊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以及Web 2.0商業化網路的快速發展，創

造連接人與溝通的動態 /多模組平台，藉著線

上社會網絡（Online Social Networks, OSNs）來

自不同群組織知識社群成員互動的空前普及，

促成多元化創新合作的開放式創新。開放式創

新的概念是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Henry  Chesbrough首先提出，他認為企業應

該善用外部的知識與創新資源，結合內部與外

部的創意及市場途徑，促進新技術的發展，創

造出更高的價值（Chesbrough, 2003）。開放式

創新的內涵主要體現有二個層面：一為經由

開放式發明創造知識，Linux作業系統樹立了

「開放原始碼」開放給公共使用的知識共享典

從封閉式轉型為開放式國家創新系統典範

■邱錦田／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1 死亡之谷：1998年美國眾議員 Vernon Ehlers向國會科學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首先提出，意指創業家致力於從
發明（基礎科學）轉變為創新（應用研究），必須克服早期技術發展階段資源不足所形成一道極深之缺口，才

能成功發展出新創企業，此基礎科學與產業應用研究之間的缺口稱之為「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Ehler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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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促成創意共享新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的蓬勃發展；另一為經由開放式協調

創造創新生態系統（ecosystem），IBM硬體

結構結合 Microsoft作業系統以及 Intel微處

理器而形成 PC產業的技術標準，造就 PC產

業生態系統的範例（Chesbrough & Appleyard, 

2007）。過去企業的創新屬於封閉式創新（closed 

innovation），發明主要是由內部研究者創造而

得，擁有自己的研發部門，知道如何將創意點

子變成可商品化的具體產品與服務。然而由於

知識工作者的流動性增加以及創投市場的新創

企業及利用外部供應者的範圍增加，從傳統封

閉式創新移轉為開放式創新模式，期望透過與

外部單位合作來達成創新，為企業創造更高的

附加價值，發展不同的企業模式，即可為企業

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成為組織最大的獲

利商機。但在這種創新模式下，企業內外部的

協調與合作伙伴間的信任，也是必須重視的關

鍵因素。當然，企業也必須將可能的風險一併

考慮，評估企業特質與創新的利弊後再做決定

是否採行開放式創新策略，但具有全球化、科

技密度、科技融合、新企業經營模式及知識

的槓桿效應等趨勢愈明顯的產業，就愈需要

從事開放式創新活動（West, Vanhaverbeke, & 

Gassmann, 2006）。

過去探討開放式創新的研究，多聚焦於

公司層次上。但公司創新成功的關鍵在於成員

發揮創意與創造力，以及組織內（或組織間）

網絡結構的互動。所以，研究者也可以用不同

的層次（如個人與團體層次、公司層次、產業

層次，與國家創新系統層次等），來瞭解開放

式創新在理論與實務上的意義。在國家創新系

統層次，不同國家經濟體（如歐盟）在支持創

新的程度上也有差異，主要反映在構成國家創

新系統的關鍵因素（企業、大學和政府研究機

構）與其他機構連結的關係上，這些機構會

對新科技的發展與擴散產生影響，而政府在這

種結構中，則扮演制訂並執行新政策、影響整

個創新歷程的角色。目前有關國家創新系統與

開放式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加拿大

與歐盟，但這些研究並未探討國家或國家內不

同機構間在推行開放式創新實務上的差異。國

家制訂的智慧財產權（IPR）相關政策工具，

對開放式創新影響最大，其次是國家對於創新

的資助與鼓勵政策。透過專利與其他法律提供

的正式獨享性，是產業從事創新活動的主要誘

因。而國家對創新的資助和鼓勵（特別是在公

共研究部分），通常是透過國家級研究機構推動。

因此，國家資金的資助及對於基礎研究的支持，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事實上由於國家間在專利、

智慧財產權或各項鼓勵措施不同，且會隨著時間

與國家間國情的差異而改變。以知識為基礎的產

業聚落也會對國家創新系統產生影響，企業在從

事開放式創新的歷程中，會因為地理位置接近而

獲利，可以更接近大學的創新，享受知識與創新

外溢的效果（Chesbrough, 2006）。

三、開放式國家創新系統典範

芬蘭是國家創新系統發展完善的國家之

一，雖然其創新政策起步比其他 OECD先進

國家要遲得多，但卻是最早引進國家創新系

統模型的國家。1987年 Freeman首先提出國

家創新系統概念 2後，芬蘭即是世界上第一個

將此概念用於建立國家科技創新政策架構的

2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定義：由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的各種機構組成的網絡，這些機
構的活動與相互影響決定了一個國家擴散知識與技術的能力，並影響國家的創新表現（OECD,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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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陳勁、王飛絨，2005）。1987年成立由

總理擔任主席的科技政策委員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ouncil of Finland [STPC], 

2006）作為科技政策制定及國家創新系統的統

合與協調機構，政府（芬蘭科學院、芬蘭技術

創新局（TEKES））、學研（國家研究發展基金

（SITRA）、大學、技術學院、研究機構）以及

產業等主要次系統參與者，以創新為主軸建構

一套完整、綜合性及產官學三位一體高度互動

的國家創新系統，並採取一系列積極措施支持

科技創新，使得芬蘭在曾經歷 90年代初期的

重大經濟衰退情況下，能迅速由資源密集的產

業結構轉型成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

突破小國資源限制並成功轉型後，近年來經濟

保持穩定增長，在歐盟創新記分板（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

之競爭力指數評比均有突出表現，已成為「成

功小型經濟體國家」的發展典範。

芬蘭於 2008年初進行政府組織重整，

把原有貿工部及勞工部整合為就業與經濟

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 

MEEC），下轄創新局（Innovation Department）

最近積極檢視現階段國家創新政策所面臨的問

題與議題：(1)雖然國家創新系統發展完善，

但其對芬蘭經濟與社會的影響為何？亦即科技

發展如何呼應社會需求？ (2)為何普遍心態與

文化環境不支持創業精神、鼓勵高風險全球化

競爭的新創事業？ (3)為何芬蘭的科技發達，

但卻缺乏國際吸引力？ (4)面對快速人口老化

及較少的年輕世代，如何彌補高科技人才缺

口？ (5)如何從技術與生產製造導向的創新政

策轉變為支持服務業發展之服務創新政策？

2007年底透過公開共同參與程序，依據公共

網路諮詢擬定 11個大眾所關切的創新政策議

題，召開主題為：「促進知識流動－邁向下世

代創新政策」研討會，經專家們充分討論後彙

聚共識，據以作為擬定下階段的國家創新政策

（MEEC, 2008）。

芬蘭 Turku經濟研究院未來研究中心最

近完成一開放式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Open 

Innovation System, NOIS）的研究，報告中提出

開放式國家創新系統新概念，作為支持芬蘭現

有傳統國家創新系統轉型為開放式國家創新系

統之架構參考。開放式國家創新系統的主要理

論基礎在於整合產官學三螺旋（Triple Helix）

模型與社會網絡思維體系的新模型，結合技術

與社會前瞻研究及顧客需求導向策略的兩種競

爭性創新來源，在開放式創新為基礎的社會網

絡社群平台的架構下，充分利用年輕大學生的

新創意以及退休專業人才的經驗與專業知識，

為企業社群提供有效的支援。開放式國家創新

系統合併此模型的通用創新三角架構（參見圖

1），透過此良好的模組化系統設計與架構，可

望為芬蘭國家創新策略有效改善目前產官學聯

結失靈的效能，作為更新芬蘭國家創新系統的

支撐，以維持國家的競爭優勢。

新創意與創新的來源為個體與社會環境共

同進化的程序而產生，創意庫（idea bank）為

使用者對未來期望與意外的發現而產生的創新

來源，此架構包括兩個補充創新來源：一為未

來市場環境資訊，另一為現今市場環境資訊，

而為了創造此三庫間互動介面的一致性，依據

芬蘭的產業─創新領域矩陣定義共通的內容分

類表，由於 NOIS是一線上社會網絡，所以也

需要描述線上社群成員的組織背景以及圖示使

用者介面有關的關鍵功能性主要架構，這些個

體功能性組件以及其間互動介面形成完整功能

的 NOIS（Santonea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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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市場環境資訊庫的創新來源，源自

未來研究與前瞻理論，而前瞻的三大關鍵要

素：前瞻方法、互動式動態網絡以及實際決策

需求，將關係著策略創新管理的內涵。芬蘭於

2005年實施國家層級全領域的 Finn Sight 2015

國家前瞻計畫 3，將科學和技術前瞻與社會及

經濟遠景進行整合，前瞻結果作為規劃國家創

新政策的依據，並逐步落實於各部會的相關計

畫推動實施。而現今市場環境資訊庫的理論根

據，則源自於顧客與市場導向策略文獻資料，

為了創造成功的企業，必須強調顧客導向策略

的創新對企業成功的重要性。而創新過程很重

要的是會辨識技術推力與市場拉力兩大驅動因

素，以創造動態的互動市場，而用來整合兩大

創新來源之需求與供應端分析的優良政策工具

則是科技地圖（technology roadmap），協助企

業根據情境規劃所發展出對未來市場演變的認

知與遠見，逐步展開推測未來可能發展的產品

與所需要的相關科技，並據以規劃發展關鍵技

術與所需配置的相關資源。

網路知識社群成員主要為年輕大學生、

退休高階專業人才以及顧客（包括地方當局與

 5

圖 1　創新三角架構
資料來源：Santonean, Kaivo-oja, & Suomala, 2007。

3 Finn Sight 2015：主要目的為：（1）建構未來芬蘭願景與發展策略，釐清國家重點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2）
確認未來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活動面臨的挑戰；（3）確認可促進未來芬蘭社會福祉與產業競爭力之關鍵領域科
技，以及關鍵領域科技間之優先性。目標聚焦未來社會與全球化兩大主軸：一為如何將芬蘭的核心優勢轉化為

產業競爭力，另一為強調科技突破與創新的驅動力為跨領域融合，俾產生更大的產業多元化，創造新興企業領

域，滿足未來社會之需求。基於全球化競爭考量，側重從需求和市場面去尋找商機（demand pull），前瞻時間
向度（time horizon）為短中程之 10年，選定未來 10年國家優先發展之策略性領域，確認未來發展重點之科
學、技術、企業與社會的關鍵領域議題，以及聚焦適合芬蘭的新興跨領域契機，進而建構未來的發展策略。已

於 2005年至 2006年執行完成，並於 2006年 9月公佈此前瞻計畫的成果報告（FinnSight 201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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