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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間的關係變遷

竹科中部園區

行動者：從竹科到南科，

從南科到中科

2.

3.



背景

• 2000年臺灣歴經戰後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政黨輪替，

國家提出「綠色矽島」計畫。彷彿在某一個區域輕指

魔杖，唸上「科學工業園區」的咒語，區域經濟發展

就能隨著綠色矽島計畫唾手可得，群聚(cluster)得以

形成，臺灣即可成為高科技之島。

• 1980年臺灣隨著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搭上高科

技的全球資訊工業生產列車。(1373 ha)

• 1996年因為竹科發展在土地使用上的短缺，政府平衡

南北的措辭，在臺南設置第二個科學園區。(1608 ha)



背景

2003年回應選舉政見的綠色矽島的政治工程，主要遂以

兩面向做為政治論述。一方面就全臺灣而言，藉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的開發，擴大全臺高科技產業之產值與產能，

並與竹科、南科串連，打造臺灣西部高科技走廊，進而

達到「綠色矽島」的理想，結合各園區鄰近之衛星園區

及（經濟部管轄的）科技工業園區，形成以經濟發展掛

帥的高科技工業地理。另一方面就中部區域而言，則藉

中部科學園區的進駐，促進中部區域發展，並藉高科技

產業設廠所發揮的群聚效應，帶動該地區原有產業升級，

進而整合為一創新工業地域。(1481 ha)



背景

• 從新竹科學園區、臺南科學園區到中部科學
園區的設置，不僅轉化了臺灣的工業結構，
更是改變了臺灣的工業地景。

• 中臺灣科學園區的招商與進駐速率遠超過竹
科與南科，然而中科快速成長的背後驅動的
高科技景觀的力量(power)是什麼？

• 另外，中部科學園區與在地區發展產業耦合
(coupling)議題。中科所在之臺中市及其鄰近
的臺中縣、彰化縣部分鄉鎮從過去到現在一
直就是臺灣重要的三大傳統工業地域之一。



背景

臺中地區工業向以機械修配業及其周邊五金零件產業聞
名，全臺約有37%的機械設備製造業集中於臺中地區，
而此間又以工具機產業佔最多數，臺中地區工具機製造
廠家數占全臺約65%，此地的工具機產業網絡已發展有
良好的中心衛星體系，以整機組裝廠為中心，周圍環繞
著製造、供應零組件的協力廠商，且該地因鄰近產業網
絡發展良好，漸發揮產業群聚效應，已然形成機械工業
地域，因此在中部科學園區設置計畫，精密機械是發展
重點，我們將討論在發展的進程中，其地域如何轉化、
納入與調適，並且我們運用傳統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試
圖解釋中科的新經濟地理，誠然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計畫
的推動，的確轉化與牽引著區域發展。



空間的關係變遷

• 串聯三個科學工業園區的主要行動元(actants)

是高科技工業。

• 三個園區根據不同的地理任務，發展異質的高

科技空間。

• 經濟地理發展隨著不同尺度關係交織發展。

• 從國家到地方，從地方到企業的穿透各尺度的

異質行動者，在台中地區，迅速的空間固著

(spatial fixes)所引發相關係空間的變遷。



空間的關係變遷

• 劇烈變遷的首先是不動產。

• 尤其在土地不動產的投機市場，中部科學園區帶動

房地產熱賣，中科設置後2004年臺中房地產8.27%，

2005年漲幅21.24%，超過全國平均的一成漲幅。

並且，由臺中市都市計劃委員會通過的「中部科學

園區特定區」計畫，涵蓋臺中市西屯區及臺中縣龍

井、大雅及沙鹿等鄉鎮，該計畫將進一步轉化約

3100公頃目前為農業區的土地使用方式，減少綠帶

的緩衝都市的功能，並隨著市場的推動，成為的狂

野的土地投機風潮。



空間的關係變遷

• 其次為政治地理的在地動員。

• 當各縣市政府財政窘迫之際，臺中市政府

2005年的歲出總額，則比1999年成長四

成之多。再從投資額來看，中科成立三年，

投資額由高科技廠商宣佈認列的金額就超過

兩兆元，這是竹科經歴近30年才有的「政績」；

這個「政績」透過置入的媒體，化為論述，

成為某政治領域的選票文宣(papaganda)，這

裡，資本與政治繪製關係經濟地理。



空間的關係變遷

• 工業土地的投機

• 由於許多旗艦式的大型晶圓廠設置後，服務聚
落生產上下游衛星供應廠商的需要，使周邊中
科土地供不應求。一方面中科園區繼續開發工
業土地，中科管理處被迫於努力持續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以滿足大廠的需求。另一方面，臺
中縣市政府亦陸續開發「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
創新園區」、「環隆科技園區」、「文山工業
區」及「臺中縣豐洲科技園區」等。同時藉以
提昇中臺灣傳統機械工業地域的轉型。



空間的關係變遷

• 然而，開發中部科學園區係政治競選政見所形
成，但是卻是在竹科廠商的要求下配合發展。

• 所以，其區域特色為竹科工業用地的擴張，在
某些程度上也宣告台北–新竹高科技廊道，經由
苗栗銅鑼園區，具體延伸至台中工業地域。至
於是否連結南部科學園區形成臺灣西部科技走
廊，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竹科中部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快速發展，主要的原因是

領導廠商均是來自新竹科學園工業區及部份來

自桃園與台北地區，即來自已經發展將近四分

之一世紀的台北–新竹的高科技廊道；也就說

中科實際上是竹科的延伸擴張，是一個擁有獨

立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區管理局）的

「竹科中部園區」，以下分兩點說明。



竹科中部園區

第一、根據田野訪談指出，因為中科的快速形成，籌備處／管理

局的人員大都來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援與經驗延伸。其優勢是

這些有直接園區管理的人員，可以快速上手，熟悉地接合園區作

業的行政流程，接合在地廠商所需。這些國家的行政與管理人員，

除了從新竹開車大約（不到）一小時的車程之外，大部份管理局

的員工採「搭便車」往返新竹與台中。中科的光電與半導體旗艦

廠商均來自新竹，因此每天都有十幾班次往返新竹–台中的交通

巴士，以便利搭載其自家有經驗的工程師往返新竹台中，支援新

廠的設置。中科管理局人員，因為業務關係與這些公司幾乎是夥

伴般熟識，於是順便搭他們的便車，並彼此交流園區行政與廠商

經營的語言與對話。



竹科中部園區

第二、對高科技地理來說，沒有廠商，就不存在高科技地

理；就中科的投資與營業額的規模（見表3-8. 及3-9.）

來說，累積至2008年光電(44.6%)與積體電路(54.3%)

的投資額，佔中科總投資的98.9%在總投資新台幣1兆

7238億元之中，這兩個產業佔 了1兆7045億元。而

2008年的營業額，光電及積體電路則分別佔中科總產

值的85.1%及14.0%，合計佔中科2862億元的總產值

的96.1%，新台幣2785億元。這兩個產業，無論在投

資額或產值的表現水準，對中科的高科技地理都有極

高顯著的代表性。



IC

以2009年6月止投資規模最大的、現有已經進入中科

的9家半導體工業者來說，表6-1.顯示三個特徵。

一、投資額動輒新台幣千億以上的12吋晶圓廠，如茂

德、台積電、華邦、及力晶旗下的瑞晶半導體都是來

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並登記為分公司。

二、在台中生產基地，上下游也只有少數需要空間鄰

近性的廠商，如台灣應用材料及力成，他們也同樣是

來自新竹。

三、沒有進一步的IC設計業者進來以形成群聚及公司

間社會鑲嵌，積體電路廠在中科純粹只是個生產基地。





空間生產與生產空間的重構

•然而，地方區域網絡(local area network, LAN)其實

是存在的，只是尺度問題（即區域的定義），接合

台北–新竹即形成一個制度厚實的工業地域，形成一

個完整的區域網絡。

•中部園區做為生產功能上支援北台灣的高科技生產，

領域上自我調適為竹科的空間擴張的生產與再生產，

得以在速度上發揮，同時在領域上也再尺度化了生

產空間與區域網絡。

•並且，加上經由竹科第四期在苗栗所開發的竹南園區

與銅鑼園區，往台中延伸，初步確立台北–台中科技廊

道的浮現。



TFT-LCD

• 中部科學園區另外一個很重要、產值最高的產業光電業，

表6-2.中科的顯示光電產業的版圖，因為交易成本而建

構出完整的上下游聚落。

• 其中，由兩家旗艦TFT-LCD廠友達（全球第三大面板公司）

及華映所帶動上下游的投資，形塑了中部工業地域的新高

科技景觀。這兩家公司也是來自新竹及桃園，而帶動的相

關產業及外資，大都也是現有公司的擴張。

• 表6-3.如臺灣康寧（在臺灣設廠已經有很長的歴史，而面板

業則先於中科已在南科設廠）、捷時雅邁、臺灣日東（在南

科）等。光電產業，因其專業分工細，技術複雜度高，已經

發展出許多密切的上下游產業，某些程度上與南科的的光電

聚落分庭抗禮。







精密機械: problem of scales



中科除聚集友達、臺灣康寧及茂德、華邦、力晶

等面板與半導體大廠外，也帶動中部地區原本就

密集的精密機械產業升級。而Yang et al. (2009)

等文章中，指出中科的地方傳言(local buzz)的缺

乏與地方產業連結的斷裂。這，其實，就如竹科

剛設立時被認為是「飛地(enclave)」的角色一樣，

就發展經驗這需要時間動態的在地互動與縫合

(Castells and Hall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