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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資料來源與處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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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T 平台-台灣獲投資料庫
資料期間 / 2015~2020.12

資料庫1

媒體報導2

獲投企業3

國發基金季/年報4

投資人5

商業司公司登記6

資料來源
包含
◼ 成立時間在2010年(含)後
◼ 註冊在台灣
◼ 註冊海外/創辦人來自台灣
◼ 上市/櫃(含興櫃)前的獲投

不包含
 收購、母公司對子公司投資

新創獲投定義

資料清理
交易資料

整併
機構名稱

標準化
輪次判斷

領域
歸類

資料處理說明



台灣新創投資趨勢

5
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2020台灣新創企業獲投統
計期間為2015年至2020年，
涵蓋1,421筆交易紀錄，總
金額40.52億美元

⚫2020年整體獲投件數為310
件，與2019年的355件相比
下滑12.68%；投資交易規
模則達8.73億美元，與
2019年的6.98億美元相比
增加25.04%

⚫千萬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
案貢獻良多，如9月底取得
7,500萬美元投資的酷遊天
（KKday）； 1月獲得
4,000萬美元投資的耐能智
慧（Kneron）



台灣新創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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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單筆交易的投資規模，
在少數大型投資案的
影響下，近五年平均
值的變動幅度較大

⚫2017年平均交易金額
為447萬美元，2019年
則僅217萬美元，2020
年則是315萬美元

⚫交易規模中位數則呈
現較為平穩的趨勢，
近年交易金額約在100
萬美元左右，2020年
略低，為90萬美元

⚫平均數與中位數的落
差反映交易分布狀況
的不均



台灣新創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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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投資領域趨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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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投資領域趨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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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投資領域趨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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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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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投資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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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註：資料期間為2015/1/1至2020/12/31。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結語

13

1 亮點之下，兩極化的現象浮上檯面

疫情期間，投資者面對系統性風險的增加，一則尋求相對成熟與有把握的新項目；二則傾向於加碼在既

有的投資組合上。這情況對於缺乏市場驗證基礎，想尋求第一筆外部投資的新創來說，更加充滿挑戰。

2 健康與能源領域正熱，但項目本身更加重要

健康醫療的關注度仍高，其中數位醫療為崛起中的熱門標的。綠能領域在2020年也有著突出的表現，

風電、太陽能等成為不少上市企業投入的新事業。然而，領域只是反映了資金風向的轉變，隨著投資

者在標的選擇上的愈發謹慎與理性，新創企業不僅要能乘風而起，更要飛得長久，且越飛越高。

3 創造人才、技術、市場、資本的正向循環

疫情時代，不分國內外，早期投資者們仍然持續擴大投資在更具發展潛力的新創標的上，但找到好

案子的這項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挑戰性。技術上的領先已是標配，如何培育或「篩選」出更具說服力

的好項目，更具執行力的創業者（團隊），創造人才、技術、市場、資本的活水與正向循環，才是

提振我國新創投資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