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來區域經濟整合浪潮掀起，全球化發展愈演愈

烈，產業環境也快速變遷，因此臺灣正面臨經濟

結構與產業轉型的重大挑戰。唯許多企業源於過去幾

十年來在製造業良好發展的經驗，其經營思維多以製

造代工為導向，也因過度著眼於技術、產品單一面向

的發展，產業在進行轉型與改革時，往往窒礙難行。

面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經濟部技術處為協助臺

灣產業轉型或改革之際，能避開技術發展盲點，引導

法人機構或業者從策略上思考，進而開創具有獨特性、

可傲視全球競爭力的產業，特別規畫執行「首席架構

師能量建置計畫」，以協助法人機構或企業導入企業架

構經營策略，引導業者從策略上思考，進行價值鏈的轉

型，藉以在組織內建立系統性架構基礎，加速促進產業

升級轉型，全面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產業轉型需要總設計師

其實，培育首席架構師、建立企業架構做為組織創新

發展的策略模式，早已經是國際趨勢，不管是國家政府

如美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等，或是

國際知名企業如 IBM、飛利浦、甲骨文等，都已經部署

實踐企業架構，在組織最上層架設一個首席架構師，做

為企業組織運作的總設計師，往下展開的每一個層次，

也都設置相關的架構師機制，在組織內建構一個綿密的

企業架構發展體系。

依循國際趨勢，經濟部技術處配合我國將於 2020年

實現「創新經濟、樂活臺灣」的願景，搭配經濟部近年

來陸續推動的「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與科技

化、傳統產業特色化」之「三業四化」政策，以及「新

興產業加速推動計畫」、「傳統產業全面升級」等政策，

於 2011年即開始啟動「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

並委託工研院負責執行，期望能夠透過科專計畫主持

人首席架構師專業之培育以及導入科研計畫實踐，繼

工研院加速推動「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

提高臺灣轉型升級能量 
再造新競爭力
面對全球化競爭挑戰及產業環境快速變遷，臺灣各領域正面臨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挑戰，為加速

促進臺灣產研各界轉型升級之需求，經濟部技術處委託工研院執行「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將國

際企業架構的系統思維引進臺灣，培育相關人才以促進產業轉型與改革。
撰文／劉麗惠　攝影／黃鼎翔

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羅達賢表示，面對複雜產品系統，「服務創

新」成為市場競爭的主流趨勢，加深企業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困境。

34

Focus 產業焦點



而擴散能量至產業界，加速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與

升級。

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羅達賢表示，臺灣經濟與產業

雖然技術人才與創新能量都不差，但是近年來在產業進

行轉型升級之成果卻有限，深究其原因在於臺灣過於欠

缺系統與架構能力的人才，尤其近年來臺灣面對「複雜

產品系統」（Complex Product System; CoPS）與服務創

新成為全球市場競爭的主流趨勢，更加深企業轉型升級

時所面臨的困境。

「長久以來臺灣都以製造代工產業為主，產業成長動

能不足，企業主也多懷抱著老二心態的經營思維，導致

企業經營缺乏整體性規劃思考的邏輯及創新力不足，企

業發展難以有所突破。」羅達賢分析，由於製造代工營

運模式缺乏創新與競爭力，因此當臺灣面臨中國大陸、

東南亞等擁有龐大人力的市場崛起之後，開始出現產業

嚴重大量外移的狀況，進而影響就業人口、薪資跟著開

始停滯，最後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建立「首席架構師」機制刻不容緩

「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計畫主持人謝文雄也指

出，以往臺灣產學研的創新策略，都習慣以市場上有什

麼技術，就做什麼東西；如今，隨著產業需求已從關鍵

技術走到創新服務開發，服務系統邁向超大型化發展，

臺灣必須做出改變以因應新趨勢，首要任務就是從整體

系統架構上思考所有層面的事物，包括從用戶端去思

考，挖掘市場需求，然後再著手開發新技術與產品，才

能創造符合市場需求的服務。

也就是說，在面臨國際強大競爭時，臺灣傳統發展產

品、技術與系統的舊思維，已經無法滿足整合軟硬體與

服務的複雜系統，再加上過去臺灣生產製造的產品，主

架構都掌握在別人的手上，因此往往在發展高附加價值

產品時，都會遭遇到瓶頸。臺灣必須積極培育具有全方

位系統思考能力的人，即所謂「首席架構師」，才能強

化我國發展複雜系統的能力，進而擺脫紅海製造代工的

經營模式，走向創新藍海。

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經濟部技術處的「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加速引導業者從策略上進行轉型升級的思考，加速產業進行價值鏈的轉

型升級與變革（中為產業學院執行長羅達賢，右為產業學院特聘研究黃芳祐，左為產業學院資深專案經理李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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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加速在國內建立首席架構師的經營管理方

法，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任務。」羅達賢說，因此工研院

正戮力執行經濟部技術處的「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

畫」，引導業者從策略上思考，以加速產業進行價值鏈

的轉型升級與變革。如此一來，不論是國內科專法人的

研究計畫或是企業的改革再造，都能更快速、可靠且有

彈性的因應市場需求變化，進而開創具有獨特性、可傲

視全球競爭力之產業。

分階段推動 從法人到企業

具體探討「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的執行方法，

羅達賢指出，計畫分 2期 6年執行，2012∼ 2014年為

第 1期，目標在於：建置科專首席架構師能量，培育專

才導入企業架構思維與實踐，進而突破既有框架，奠定

產業發展基礎。

2015年∼ 2017年為第 2期，目標在於：推動產業化，

建立首席架構師人才發展機制，擴大法人科專與業界參

與，並將首席架構師的系統架構導入企業體系，全面促

成國內產業轉型與結構優化，以提升國內產業的全球競

爭力。具體執行方法包括：培育產業高階主管成為首席

架構師專才、彙編與發行國內適用的首席架構師教科書

籍、擴散計畫成果等，進一步深化輔導科專暨國內產業

架構化。

工研院產業學院特聘研究黃芳祐指出，「首席架

構師能量建置計畫」設計以企業架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為主，培訓時間為期半年，課程時間共

116小時，期間將引進 IBM業界專家，以及新加坡大學、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等國際專業架構師擔任講

師，並結合國內中華企業架構師協會，系統性地將國際

上已成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之方法與機制導入臺灣；在

彙編國內首席架構師教材方面，工研院透過研究國際上

已成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的方法與機制，規劃出符合臺

透過各企業的研發成果，並且分析市場與職能需求，發展多元學習模式設計基礎跨領域的專業學程，成功促使企業改革再造，進而開創具獨

特性、競爭力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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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產業需求的教材。

羅達賢說，藉由課程上理論與實作兼具的培訓、國際

企業架構師策略思維的在地化教材彙編，可望徹底調整

以往國內科專計畫或企業創新常陷於技術窠臼的思維，

成功讓科專計畫或企業轉而從需求端到產業化端，建構

一套完整且系統化的架構手法，為組織找出新策略與商

業模式，藉以發展更能夠解決人類問題的產品與方案。

謝文雄進一步以具體授課過程，更深入說明培訓首席

架構師的做法。他指出，在整個課程中，除了講授理

論讓所有學員學習企業架構方法、程序、工具之外，

課程中還會選定產業主題進行分組專題探討，讓學員

不只是在底下聽課，而是可以透過實際體驗、演練，

更容易將架構手法帶回組織內。如此才能真的帶動科

技研發轉型升級的創新規劃思維，以及成功將企業架構

系統引進企業內，成為臺灣升級轉型的關鍵力道。

跨領域整合推動 成果豐碩

「培育首席架構師是一套複雜且具備多重挑戰的任

務，跨領域、跨系統是成功的關鍵。」羅達賢表示，藉

由工研院 40年來深厚蓄積的研發能量，匯聚研發成果、

領域專家以及先進的機儀器設備等各項資源，進而依據

市場與職能需求，發展多元學習模式的跨領域專業學

程，為產業升級與轉型培訓優質人才，因此工研院絕對

是深化「首席架構師」人才培育能量的最佳推手。

黃芳祐補充說，執行「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

必須具備跨領域的知識與技術，工研院在短短 3年即完

成多項任務與成果，包括 64個首席架構師的培育，含技

術處、法人單位正副首長、高階主管等，成為首席架構

師種子學員，為我國法人機構的創新研發奠定基礎，同

時完成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教材彙編、「國內首席架構

師能量建置推動初探」研究報告、相關論文 5篇、3場

成果發表會及國內首席架構師研訓教材書籍編撰等。

黃芳祐指出，採取企業架構的方法、程序與工具，建

構科專計畫或企業經營的框架，成功促使其運作按部就

班進行，建立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被遺漏的策略思維，如

此一來將讓計畫的執行或是組織運作更為順暢，而所有

參與者的溝通也將更加容易與快速。

羅達賢舉例，至今培訓的 64位科技專案計畫主持人及

法人單位高階主管中，已有工研院執行的「人本感知與智

慧生活整合服務發展計畫」以及資策會執行的「開放異質

聯網服務平台與智慧低碳應用技術研發計畫」，正式導入

企業架構方法執行計畫。

從這兩個案例的執行結果可以發現，導入系統性架構

的過程中，得以循序漸進的調整成為更符合市場方向的計

畫。黃芳祐進一步以「開放異質聯網服務平台與智慧低

碳應用技術研發計畫」為例補充說明，一開始此計畫的方

向仍局限於技術、平臺的開發，但是透過導入企業架構方

法，從上而下分層思考所有面向，再針對每一分項進行貫

穿比對，檢視目標，迭代遞迴，最後調整出最能達到提升

技術研發品質及適切符合產業需求的計畫架構、目標和執

行方法。

羅達賢表示，企業架構是提升大大小小各類型組織運

作的重要方法，國內法人機構與企業或許說我們早就默默

在做了，但長久以來，由於缺乏系統性思維及跨領域的能

力，企業經營之制高點不足且見樹不見林，難以整合建立

具企業架構作為的能量、合縱連橫、突破重圍及塑造企業

價值，而一些法人機構也難以發揮產業領頭羊的綜效。未

來，希望在「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畫」的執行下，能迅

速協助產業建立企業架構機制及人才發展基礎，並且將國

際整體性企業架構方法運用於更多實際案例，加速帶動國

內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工研院產業學院特聘研究黃芳祐指出，「首席架構師能量建置計

畫」，將國際上已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之方法與機制導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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