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基礎科學與材料科學的發展不斷成熟，整個電子產業的商品化研發，已經走向追求快速商品化的路

程上。於此之際，臺灣必須跟上產業對速度的要求，以追求合作夥伴最大商業價值為出發點，發展快速

商品化能力，才能讓臺灣在全球電子產業，持續保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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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拿到博士學位，接著進入美國貝爾

實驗室工作，那個年代，很多基礎技術

與材料科學都還不成熟，因此一個技術走向商品化，需

要很長的時間，有時長達數十年。那對做商品化研究的

人，是非常美好的時光，因為研究員可以把基礎科學做

得非常深入。不過，從 2000年開始，隨著基礎技術與

材料科學的發展漸趨成熟，歐、美的科技加上臺灣的製

造整合能力，使得技術商品化時程，被拉得很短，因此

產業開始要求快速的商品化能力，最近 5年更不用說，

除了智慧型手持裝置，像太陽能、LED等產業的商品化

要求，更是快得令人難以想像。

在快速商品化的產業競爭環境之下，臺灣應該思

考：我們的實力在哪裡，應該站在全球科技產業的什麼

位置，才能保有臺灣的價值。這幾年，很多人都說臺灣

電子業者應該做品牌，其實，事實並非絕對如此。我認

為各個產業的狀況不同，有一些產業的企業應該投入品

唯有能為品牌客戶創造最大的

商業價值，臺灣供應鏈廠商也

才能為自己創造被看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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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經營，但是更多產業的企

業，應該善用一直以來的製

造整合優勢，強化商品化研

發能力，然後找到正確的戰

略位置，增加臺灣在全球價

值鏈裡不可取代的角色，贏

得市場利基。

以平面顯示器產業為

例，臺灣廠商要思考的是，

過去十幾年來全球顯示器發

展歷程的每一個階段，主流

商品以及技術發展重點都不

一樣，因此廠商必須依據每

個階段的產業環境、技術背

景、市場競爭態勢等，找到

正確的位置與布局重點，創造自己的價值。 

在 1990年代的第一階段，NB為主流產品，當時顯

示器產業對商品化的要求，著重在亮度與對比；2004

年開始掀起 TV熱潮，顯示器的商品化開始追求色彩；

2007年開始發展智慧型手機，顯示器商品化的競爭著

重在觸控技術；如今則是強調顯示器高度、強調人機界

面的時代。

由於每一個階段的主流科技商品不同，因此顯示器

的發展重點也不一樣，所以我們在進行商品化研發時，

也會有不同的技術要求與創新重點，臺灣必須抓準這些

趨勢，走在競爭對手之前。例如，2004年全球液晶電

視開始興起，大家剛開始認識液晶螢幕的色彩顯示科

技，當時全球懂得顯示器色彩科學的人極少，但是臺灣

積極邀請美、日專家來教學，並且投入資源發展出最好

的色彩顯示器科技，最後連百年電視大廠飛利浦都要拿

自己的運算程式來跟臺灣交換。

我另外要強調的是，不管主流商品與技術如何轉

變，臺灣在投入發展商品化研發的過程，有一件事情從

來沒有改變：那就是如何在商品化過程中，與品牌廠商

維持良好的策略合作夥伴關係，創造合作夥伴的最大利

工研院與康寧合作開發完整 R2R製程及超薄玻璃觸控模組製程，讓世界看到臺灣在技術與製程整合上

的優勢。

益。因為，唯有能為品牌客戶創造最大的商業價值，臺

灣供應鏈廠商也才能為自己創造被看見的價值。

今天整個電子產業的技術與成本差異化，都已經走

到極限，臺灣要在競爭差異化愈來愈小的市場環境中，

贏得先機，就要捕捉任何可以與合作夥伴創造互惠、互

利的契機，而以最快速度發展出最令市場耀眼的商品或

製程解決方案，則是關鍵手段之一。

例如，2012年工研院與康寧合作開發的「100微米

超薄可撓玻璃連續捲軸式（Roll to Roll; R2R）製程技術」，

當時工研院抱持著要為康寧做出全球最佳製程解決方案

的決心，成功以 100微米超薄可撓玻璃為基板，開發出

的完整 R2R製程及超薄玻璃觸控模組製程，不僅為康寧

帶來商業效益，也讓世界看到臺灣在技術與製程整合上

的優勢。

總而言之，光電產業的競爭已經走到非常激烈的階

段，臺灣產官學研各界都要謹記，現在已經不是單打獨

鬥的時代，而是打群體戰的時代，因此技術的創新研發

只是一種手段，強化技術能力之外，臺灣產業各界更要

透徹掌握全球市場的競爭變化態勢、品牌客戶在市場的

你消我漲，以及思考如何與品牌夥伴攜手，創造其最高

商業價值。如此一來，臺灣電子產業供應鏈才能夠繼續

往上提升，保有自己在全球市場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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