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是石油世紀，21世紀則將是數據世紀。近

年來，資料經濟已取代石化能源經濟，成為主

導全球經濟發展、前進的主要動能；唯有擁抱、強化資

料經濟，才能擁有未來。

為了解析資料經濟對臺灣的影響，與企業如何在新時

代中找尋新定位、新出路，工研院舉辦「解密科技寶藏

趨勢論壇」，邀請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

主任蘇孟宗、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志克、遠通電收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張永昌與富邦媒體科技總經理林啟峰

等四位專家，分享臺灣在金融科技、智慧交通、智慧消

費等三大面向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顧問張嘉祥致詞時指出，全球趨

勢走向軟硬整合，臺灣產業在優異的製造能量之下，結

合物聯網及大數據發展新應用，才能在創新經濟時代勝

出，經濟部為此舉辦「解密科技寶藏展」，打造了許多

精彩的軟硬整合互動展品，用最民生的手法，讓不同領

域的人快速了解法人單位的科技專案研發成果。

在論壇中，蘇孟宗主講臺灣面對物聯網、巨量資料新

應用的挑戰與機會，闕志克分析物聯網與金融科技的可

能方向；張永昌則以 eTag為例，探討智慧交通的創新，

林啟峰則以富邦媒體科技為樣本，分享如何應用巨量資

料分析，挖掘潛藏的商機。

工研院產經中心預估，到了 2020年，物聯網、巨量

資料相關產業全球總市值將突破 1,483億元；而物聯網、

巨量資料技術，目前發展最迅速的領域，當屬智慧城市。

為了搶食龐大的資料經濟商機，世界各國紛紛應用物聯

網技術，建構智慧城市，臺灣亦不落人後。

蘇孟宗表示，巴西政府以物聯網技術，建置智慧氣象

營運中心，大幅提升緊急反應效率，將緊急反應所需時

間約降至原本的 70％，堪稱智慧城市的典範。其他較知

工研院日前舉辦「解密科技寶藏趨勢論壇」，解析物聯網與大數據帶來的全新革命，挖掘智慧應用潛藏

的無限商機，智慧新未來將改變我們的生活。
撰文／編輯部　圖片來源／工研院

工研院產經中心主任蘇孟宗在論壇中主講臺灣面對物聯網、巨量資

料新應用的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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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智慧城市建置，還包括英國政府研發 M42智慧交通

系統，已減少約 50％的車禍發生率；美國辛辛那提市政

府則打造智慧廢棄物管理系統，廢棄物回收利用量提升

約 49％。

世界各國發展智慧城市的系統，還有智慧路燈、智慧

工廠、智慧水處理、智慧防漏水系統等，目的無非是藉

由物聯網、巨量資料技術的力量，舒緩城市長年為人詬

病的沉痾。蘇孟宗強調，在物聯網、巨量資料技術，臺

灣已有長足發展，因此已與美國、德國、韓國、新加坡

等四國，被世界銀行（World Bank）列為最值得關注的

智慧城市重點國家。

昔日，全球市值前幾大的企業，幾乎清一色是石油公

司；但近年來，其已被 Apple、Google等資訊企業取而

代之。蘇孟宗認為，這正意謂著資料經濟規模、量能，

已超越石化能源經濟；從經濟學角度審度，石化能源最

大劣勢在於，其僅能使用一次，但資料的最高價值在於，

可無限次重複使用。

在不久的將來，物聯網、巨量資料技術將衝擊諸多產

業，甚至改寫產業結構。蘇孟宗指出，UBER便是最佳例

證，在 UBER崛起後，全球計程車產業業績皆直線下滑；

但 UBER並非軟體企業，亦非硬體企業，卻以全新的商

業模式結合軟體、硬體，創造出極為豐沛的商機。

「面對資料經濟浪潮來襲，臺灣的優勢在於，硬體技

術卓越超群，挑戰則是，如何在技術上創新，並進行垂

直整合。」蘇孟宗認為，以服務為導向的商業模式，應

是成功機率最高的商業模式，而是否可從使用者角度思

考，更是技術可否轉換為商機的關鍵。

 根據長年的觀察，闕志克相信，可望最先深度、廣

經濟部技術處副處長羅達生（右 2）、立法委員蘇巧慧（左 2）、工研院院長劉仲明（右 1）、三創營運長呂仁偉（左 1），共同揭開「解密

科技寶藏展」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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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應用物聯網、巨量資料技術的產業，

當是製造業、保險業。當下，世界各

國政府皆積極推動與德國「工業 4.0」

（industry 4.0）類似的計畫，臺灣亦已

推出「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無論

各國鎖定方向為何，旨皆在應用物聯

網、巨量資料技術，打造智慧工廠，以

提升生產效率，並降低能源、資源、人

力的浪費。

若要打造智慧工廠，就得在工廠、

機台各角落裝設感應器，建立物聯網網

路，藉以快速蒐羅、儲存資訊，並透過

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找尋資訊的附加價

值，得以精準調配人力、物力資源，優

化整體產銷流程。

闕志克預言，在可見的未來，保險業

業者若可透過數據分析，精準掌握客戶

的行為模式，將可推出客製化保單，價格更低廉、保障

更優惠，強化在保險市場的競爭力；以汽車強制險為例，

從來滴酒不沾的客戶之保費，因絕無酒駕危機，應可比

有飲酒習慣的客戶更便宜。

甚至，在客戶同意下，保險公司還可在其車輛裝置

感應器，車主因害怕調高保費，勢必將調整駕車習慣，

盡量避免危險駕車行為；在客戶駕車時，若出現明顯

的危險駕車行為，保險公司還可適時提醒客戶，以降

低出險率。

數據分析對金融業的影響，將愈來愈明顯；先前，中

國阿里巴巴推出「芝麻信用分」，以遠低於金融業的利

率，貸款給淘寶網的賣家，讓銀行幾無招架之力。因為，

阿里巴巴對淘寶網賣家的財力、信用評等，可說瞭若指

掌；雖然借款利率較低，但每一筆借款無不經過精算，

風險皆在可控制的範圍內。

「不過，『芝麻信用分』僅適用於中國，但不適用臺

灣。」闕志克解釋，因為臺灣銀行普及率高、聯徵制度

完善，銀行在放貸前，都會先審核客戶的信用資料；但

在中國，除了一、二線城市，銀行並不普遍，加上聯徵

制度正剛起步，大多數人並無信用資料，「芝麻信用分」

成為借貸無門者的最佳籌資管道。

然而，闕志克相信，金融業業者日後將應用數據分析，

不斷推出新興產品。屆時，金融業者計算客戶的購買力，

除了評量其信用評等，也將透過 Facebook等社群網站，

估算其社會聯結強度，倘若其頻密往來的對象，多為政

商有力人士，便可大大加分。

「進行巨量資料分析，最大瓶頸在於，許多資料散

落在不同單位手中，唯有創造出利潤共享的商業模式，

否則無法使其無償提供資料。」闕志克強調，資料必

須規模夠大且多樣化，進行巨量資料分析方有意義，

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可能超過許多人想像。例如，

營運模式與 YouBike相同的 YouCar，若更加普及，勢

必讓許多用車人，捨自家車而就 YouCar，徹底翻轉汽

車產業結構。

工研院資通所所長闕志克在論壇中分析物聯網與金融科技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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