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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科學園區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聚集上下游產業，形成完善的供

應鏈，而新竹科學園區則為其中的翹楚，本文蒐集自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

各機構的開放資料，透過 Qlik Sense 商業智慧軟體分析，並以視覺化圖表呈

現分析結果，最後歸納出下列三項結論。第一，新竹科學園區民國 103 年

至 110 年這 8 年的平均營業總額為 1 兆 5,880 億元，在台灣各科學園區中營

業額占比為 42.7%，在新竹科學園區產業中，積體電路的營業額高達 1 兆

1510 億元占各產業高達 72.9%，占全國出口總值 35%；其次，在人口方面，

新竹縣市的人口不受台灣人口少子化的影響，反而逐年穩定增長，新竹市

平均人口由民國 103 年 41 萬 5,340 人至民國 110 年提升至 45 萬 2,640 人，

增幅為 9%；新竹縣由民國 103 年的 51 萬 3,010 人到了民國 110 年提升至 57

萬 5,580 人，增幅為 12%；最後，在非消費支出方面，新竹市每年每戶平均

30 萬 3,060 元為全台之冠，其次為新竹縣的 29 萬 3,930 元，表示新竹縣市

包括房屋貸款在內的利息、社會保險保費、稅金、罰款、捐款及禮金等各

項支出高居全台數一與數二位置，可見其居民在台灣享有較高的生活水準。

總之，根據本文所蒐集的開放資料，進行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不論是新

竹科學園區還是其所在地的新竹縣市，都對台灣經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關鍵詞：新竹科學園區、積體電路、商業智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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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科學園區成立使台灣在國際高科技產業中擁有一席之地，在報章雜誌

中，也時常提起新竹科學園區在台灣占有的經濟地位。因此我們透過圖示

化的呈現分析結果，提供想了解新竹科學園區產業的企業和民眾，以及中

科、南科針對新竹縣市進行的人口統計、所得分析作為參考。科學園區是

台灣科技發展重要指標，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產業計畫推動辦公室

(WSTS, 2021)統計全球半導體市場達美元 5,559 億，台灣半導體在世界占有

重要地位，晶圓代工產值更是全球第一。2021 年國民 GDP 為台幣 217,389.82

億元、科學園區產值達台幣 37,180.88 億元占全國 GDP 的 17.1%，而科學園

區的設置對鄰近周邊具有拉抬的效應。 

因此本文欲針對台灣 GDP、人口統計、經濟指標及科學園區公開資料，

以及新竹科學園區所在的新竹縣市政府公開資料進行分析，讓數據說話，

以達到下列的研究目的。 

1、 瞭解台灣各科學園區產值的影響性 

2、 瞭解新竹科學園區的重要性 

3、 瞭解新竹科學園區的產業分布狀況 

4、 瞭解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半導體產業鏈的營收狀況 

5、 瞭解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台灣及新竹縣市的人口趨勢 

6、 瞭解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台灣及新竹縣市的所得趨勢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文以新竹科學園區的各項開放性資料進行分析，使用商業智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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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模型建構工具、ETL 工具、查詢和分析工具、以及 OLAP 工具進行

處理分析，將開放性資料轉化成資訊，再將資訊轉變成為知識，以提供有

興趣瞭解新竹科學園區產業的企業和民眾參考。我們設計了如圖 1 的維度

模型，為雪花綱要維度模型（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2022），目的是要將

不同機構的來源資料表串接並且關聯在一起，具有以下優點，包括容易瞭

解、資料查詢快速、維度資料表均衡、以及可以方便地容納新的資料加入。 

 

圖 1 維度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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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問題與分析結果 

我們採用商業智慧軟體 Qlik Sense 來進行數據分析，呈現全國科學園

區相關情形、新竹科學園區相關情形、竹科產業分布、竹科產業鏈營收情

形、以及新竹科學園區對周邊區域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節 科學園區對於台灣的影響為何？ 

 
圖 2 科學園區 

圖 2-1 為呈現科學園區對於台灣 GDP 的影響，我們利用篩選器篩選出

民國 110 年的分析結果，顯示民國 110 年度，國民 GDP 約為 21 兆 7,400 億

元，包括新竹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及南部科學園區所加總之科學園區

總產值為 3 兆 7,180 億元，占全國 GDP 的 17%。根據圖 2-2 調查分析各科學

園區占比，各科學園區營業額占比分別為 42.7%、29.4%及 27.8%，其中新

竹科學園區以 42.7%最為突出，根據篩選器分別篩選出 103~110年占比發現，

新竹科學園區占比皆維持在 4 成以上，民國 103 年更是達到 5 成，分析發

現新竹科學園區為我國最重要的科學園區。 

根據圖 2-3 新竹科學園區工作表發現，在新竹科學園區各產業占比中，

積體電路民國 103~110 年皆達到 7 成以上，分析發現我國出口總值達 4 兆

3,540 億元、積體電路民國 110 年出口總值達 12 兆 5,000 億元，占出口總值

圖 2-4 

 

圖 2-3 

 

圖 2-1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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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半導體產業在我國貿易出口重要的存在。台積電為全球最大晶圓代工

半導體廠，根據圖 2-4 調查台積電在民國 110 年營業額達 1 兆 5870 億元，

占科學園區產值 43%，是我國重要的半導體產業鏈公司，台積電在民國 111

年更有望占半導體產值一半。 

第二節 新竹科學園區的重要性為何？ 

 
圖 3 新竹科學園區各項分析 

由圖 3-1的長條圖可以看出民國 103~110年期間積體電路出口占比都逐

漸上升，由占比及長條圖發現民國 108~110 年大幅度的成長，半導體產業

供不應求。 

由圖 3-2 分析可知台積電與新竹科學園區的營業額旗鼓相當，台積電除

新竹科學園區外，令座落於其他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在各科學園區總

營業額中占比高達 42.7%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圖 3-3 篩選 110 年為例，新竹科學園區營業額為 1 兆 5,880 億元，科學

園區總營業額為 3 兆 7,180 億元，新竹科學園區占比高達 42％。 

科學園區產業別分為積體電路、光電、電腦及周邊、通訊、精密機械

及生物科技有六大類產業，由圖 3-4 可以看出民國 110 年積體電路產業占比

為 72.9%最高，是半導體的重要的產業。 

圖 3-1 

 

圖 3-4 

 

圖 3-3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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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積體電路營業額 

圖 3-5 以新竹科學園區產業作為分析，積體電路占新竹科學園區總營業

額 72.9%，因此我們篩選出營業額最高的積體電路分析，民國 110 年積體電

路營業額為 1 兆 1,510 億元，占台灣科學園區總營業額 31%。 

第三節 新竹科學園區的產業分布為何？ 

 
 圖 4 竹科產業分布圖 

由圖 4-1 的地圖可得知，新竹科學園區除新竹縣市外，在苗栗、桃園及

宜蘭都有新竹科學園區的場地分布，藉由篩選產業及基地別觀察各公司分

布，觀察各基地別可以發現科學園區聚集各廠商入駐。圖 4-2 得知在新竹科

學園區全區有 557 家公司，產業類別最多的是積體電路，共有 185 家，積

體電路也是科學園區中營業額占比最高的產業。 

圖 4-1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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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民國 110 年積體電路產業營業分析 

由圖 4-3 可知新竹科學園區積體電路產業的營業情形，以 110 年為例，

積體電路在竹科產業中的營業額高達 1 兆 1510 億元，由地圖可以發現積體

電路公司分布新竹、苗栗、桃園，並設有 185 家公司。 

第四節 半導體產業鏈營收情形為何？ 

 
圖 5 民國 110 年半導體中游產業分析 

由圖 5 篩選 110 年為例，半導體中游產業上市公司有 40 家公司，其中

區塊大小凸顯營業額高低，區塊最大為台積電，營收達 1 兆 5900 萬元為最

高，圖表可以看到其他上中下游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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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自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台灣及新竹縣市的人口

分布情形為何？ 

 
圖 6 台灣及新竹縣市的人口分析(民國 103 年~110 年) 

由圖 6-1 的地圖可知台灣人口分佈。圖 6-2 新竹縣市人口數穩定成長，

新竹市平均人口由 103 年 415,340 人至 110 年提升至 452,640 人，新竹縣由

103 年的 513,010 人到 110 年提升至 575,580 人，皆為正成長。圖 6-3 人口變

化起伏較平穩，但皆為正成長，而社會增加率在 102 年至 103 年以及 105

年以後都高於自然增加率，推測是新竹科學園區帶動周邊形成正向影響，

就業率增加因而造成人口的移入，雖然自然增加率下降但仍然維持正向影

響，推測是少子化使得出生人數下降。 

  

圖 6-3 

 

圖 6-2 

 

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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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自民國 103 年至 110 年台灣及新竹縣市的所得

趨勢為何？

 
圖 7 所得分析(民國 103 年~110 年) 

圖 7-1 以台北、新竹、台中、台南為例，可知在消費性支出中，台北市

最高，共 104 萬元占 23.5％，其次為新竹市共 98 萬 6,980 元占 22.2%，而非

消費支出 中，新竹市最高，共 30 萬 3,060 元其次為新竹縣 29 萬 3,930 元。 

由圖 7-2 得知可支配所得明顯看到上升其中新竹縣漲幅由第三漲幅到第二

新竹縣市漲幅較台北明顯新竹縣的大幅度成長推測跟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及

生活機能有關。圖 7-3 臺灣年平均所得分析民國 103 年~110 年，以台北、

新竹、台中、台南為例，台北市民眾的年所得都高於其他縣市，而第二、

三名為新竹縣市。 

 

  

圖 7-1 

 

圖 7-2 

 

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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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由數據分析我們發現，新竹科學園區在台灣各科學園區占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科學園區總產值為 3 兆 7,180 億元，占全國 GDP 的 17%，其中新

竹科學園區又占其中的 42%。新竹科學園區除新竹地區外，在苗栗、桃園

及宜蘭都有新竹科學園區的基地，全區有 557 家公司，而產業別分為積體

電路、光電、電腦及周邊、通訊、精密機械及生物科技有六大類產業，產

業類別最多的是積體電路，共有 185 家。民國 110 年積體電路產業占比為

72.9%最高，是半導體的重要的產業。在人口方面新竹市平均人口由民國 103

年 41 萬 5,340 人至 110 年提升至 45 萬 2,640 人，增幅為 9%；而新竹縣由 103

年的 513,010 人到了 110 年提升至 57 萬 5,580 人，增幅為 12%，兩者皆為正

成長。所得方面，在消費性支出中，台北市在全台灣居冠，每戶每年平均

為 104 萬元占 23.5％，其次為新竹市為 98 萬 6,980 元占 22.2%，而非消費支

出中，新竹市最高，每戶每年平均為 30 萬 3,060 元，其次為新竹縣的 29 萬

3,930 元。分析結果顯示，新竹科學園區在台灣的經濟地位不容小覷，不管

是新竹科學園區還是當地的人民都對台灣經濟有顯著的貢獻。 

本文的研究貢獻為，蒐集各機構的開放資料，透過商業智慧系統建立

維度模型，探討各科學園區與新竹科學園區對台灣的重要性，以及新竹科

學園區所在的新竹縣市在人口與所得方面的趨勢。除此之外，也針對新竹

科學園區各項指標、產業，以及新竹地區的人口、所得、消費支出等方面

分析，繪製出視覺化圖表，讓使用者能從圖表中快速判讀資訊，以得知相

關訊息。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並可透過增量的資料庫更新，重新執行本文

所設計的數據分析系統而讓使用者能獲取新竹科學園區的最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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