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台灣論壇

在漩渦中重新洗牌， 
下一波是什麼？

工研院與經濟日報合辦「希望台灣論壇──在漩渦中 

重新洗牌，下一波是什麼？」，與會產學研人士認為， 

金融風暴過後，全球化趨勢將轉向區域化發展， 

人們生活也將反璞歸真：生活型態的改變 

為台灣帶來新機會，節能減碳、資通訊、社區安全、 

健康照護、電動車、電池、生命科學、觀光等， 

將是下一波最有發展潛力的明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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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新國際舞台

工研院院長 李鍾熙

人
民的希望是國家最珍貴的

資產，若是沒有希望，發

展就會陷入困境，所以此次舉

辦希望論壇，就是要帶給大家

未來努力的方向。

在金融海嘯過後，世界經濟結

構有了新的變化。首先，民眾在消

費與生活型態上也會有所改變，

而且是長期的改變，將是反璞歸

真，走簡約平實風。其次，以往經

濟動力來自於已開發國家，但這

些國家現在受到嚴重衝擊，反而

是新興市場如中國大陸的內需市

場興盛，在這類市場中平價產品

比較吃香，台灣是很有競爭機會

的，畢竟屬於金字塔尖端高檔的

車子數量有限，平價而有品質的

車子反而是裕隆的機會。

第三是高齡化社會的趨勢明

顯，很多衍生的商機可以構思。第

四個是公共建設的商機，包括基

礎建設的改變，預期很多創新的

想法與應用將會由此產生。

例如道路監控是一個自美國

911事件後，不斷成長擴大的產

業，所以工研院之前成立辨識與

安全科技中心，帶動網路、感測

與軟體等配套的周邊產品，再進

而與交通系統結合。台灣廠商很

擅長於銷售照相機等硬體產品，

但是安全產業是需要系統整合

的概念，除了硬軟體外，還要把

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創造出新

的能力，這是個很有競爭力的行

業，台灣有機會做出一個新的產

業鏈，躍上國際市場。

這次金融海嘯的問題不是出

於產業界，而是金融界，民眾在

生活型態轉變後，創新的腳步不

應停頓，反而要更積極。產業界

最近在看全球有什麼新的技術可

以併購，以創造新的未來，運用

ICT來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例

如工研院有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是用新技術來改善生活，

在院區內布建WiMAX，提供新應

用，包括遠距照護等等。

由行政院推動，經濟部技術

處擬定的「i236計畫」，以智慧小

鎮（Smart Town）與智慧經貿園

區（i-Park）為主軸，陸續推動六

種領域的生活應用，包括安全防

災、醫療照護、節能永續、智慧便

捷、舒適便利與農業休閒。這是

生活應用的實驗，希望把公共建

設銜接起來，研究智慧建築如何

用於都市更新，藉由廠商共同的

合作，建立標準，降低成本，有助

於打開市場。

此外像是社區安全監控、健康

照護與電動車、電池等等，都是未

來有潛力的明星產業，可以在此

時布局找到新機會。最近還有一

項很熱門的是節能環保產業，這

個產業很多小公司也有成功的機

會，只要十人、二十人的小公司也

可以找到商機，因此公司可以給

予員工訓練後，投入發展這個領

域，提供一個創業的方向，也是

對社會有正向的能量。

同時政府也可以給予更多鼓

勵，例如曾有用減少電費的20%

來鼓勵企業節能減碳，但是能源

降價，電費也降低，誘因變低，最

好是以用電量來做減免的基準，

比較有誘因。

還有一個A MI電子電表的產

業，以往是人工讀表，現在可以用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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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的產品讓電表變聰明了，但

是要在價格上有所區隔，未來也可

以與ICT產業結合，再配合上智慧

家電發展的趨勢，既可為社會節

省能源，又可以為產業創造新機

會，各國都朝此發展方向走，大環

境的改變可以發展新的產業，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且藉由此次

論壇提出方向，讓政府知道在哪

裡布署糧草，適時推動產業發展。

綜觀來看，未來發展的機會很

多，經過漩渦後很多生活型態都

會改變，不少是台灣有機會之處，

例如系統整合、軟體等，工研院籌

備一段時間要推動內建智慧的科

技中心，要把人工智慧與加值應

用結合在一起，同時政府的擴大

公共建設也可以一併融入，為台灣

創造知識密集的創新經濟。工研

院也將扮演連結政府與企業的橋

樑，讓台灣在全球經濟洗牌中能

再放光芒。

由工研院和經濟日報合辦的希望台灣論壇，期望台灣產業界掌握自身應變力強、 
速度快、彈性大的優勢，儘快自金融風暴中脫身。

在既有的電子產業優勢之外，若能抓緊新經濟勢力的轉移， 
找到新的著力點，台灣始能創造下一波的榮景。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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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在經濟歷史中是一個重

要的時刻，對於台灣跟世界都是

一大衝擊，可以消極等待經濟復

甦，也可以更積極面對。觀察在

未來10年內經濟結構在此次經濟

風暴中會有大轉型，全球經濟崩

盤後產業都會重組，形成兩個重

要的經濟結構改變，一為經濟結

構重組，一為科技尖端發展走向

漸進跟應用面。從過度依賴全球

分工制度回復到區域型的經濟體

系，經濟生活也會走向平實，過去

仰賴科技突破帶動產業發展，未

來則更擅用目前科技解決更多民

生問題。

此外，經濟發展也將從物質需

求轉成基本需求，更強調以人為

本的人本經濟學，期待實用物品、

有創意的工作、高關懷的社會系

統及永續的生態環境。過去台灣

強調製造帶來物質滿足，未來則

期待環境和諧，節能減碳就是其

中一種發展趨勢，在尋找受期待

的生存方式中帶動產業轉型，也

將帶領台灣從過去依賴資本生產

製造，轉向知識及創意密集的高

價值產業。

全球引發金融風暴，來自於金

融過度擴張及金融帶來過度消費

兩個關鍵因素，但金融風暴以後

將改變消費型態。台灣過去製造

外銷為主，外銷受創影響經濟發

展，不過台灣過去累積的ICT能

量、資源、製造、品管、中小企業

文化及創業精神，也是未來產業

發展優勢及復甦關鍵。

以前台灣製造一向是被動式

的，人家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為

消費而科技、而生產，未來應以

人本為核心思考，改以為生活而

科技，科技反倒變成生活應用的

最大條件。加上過去台灣以外銷

為主要思維，甚少討論在地系統，

但好的在地服務，例如安全系

統，不僅是生產攝影機，更可以打

造系統的概念，解決軟體及周邊

人力，發展出一套安全系統。這

就是從人本出發，整合軟體、硬體

及社會服務的案例，將演化成為

人本而科技，為人本而生產，為人

本而消費，這也是台灣產業的發

展機會。

台灣產業可以從單純產品外

銷轉型，也可以走向服務外銷，

服務外銷也有不同極端做法，未

來我們小孩變成台勞也是服務

外銷，但這應該不是大家期待的

服務外銷，而是朝向生活取向的

整合系統。

生活取向整合系統可區分兩

種類型，一為社區安全系統在台

灣建置成功後，可以在全球複製

一千個，甚至一萬個安全系統，

系統中隱含專利跟知識品牌以及

關鍵技術（Know-how），將台灣

作為生活應用實驗場，等景氣復

甦，各地市場都會有需求浮現，不

過在服務外銷走出台灣之前，要

先打造台灣成為一個創意跟研發

基地。

另一個類型則是思考去創造

更多的高品質台灣在地消費，除

了台灣在地人花費，也希望吸引

外國人來台灣教育、觀光、上班、

醫療等消費，也是服務外銷的一

以人為本的人本經濟學

政大校長 吳思華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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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以來，政府對金融風暴

採取因應措施，包含紓困、救失

業、擴大公共建設、發放消費券

擴大消費市場等。但大部分人往

往只看到失業率等經濟數據，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人

欠債，即使還債之後人還是沒有

改變，但如果在解決現在問題的

當下，同時也創造未來五年到十

年的競爭優勢，才是政府現在思

考的關鍵。

舉例來說，近期政府編列幾億

預算，在每個路口裝攝影機，但在

促進攝影機產業的需求以外，攝

影機若能加上感測器，監控每個

路口交通路況，一來可以降低社

區犯罪率，同時透過手機及GPS等

了解路況，民眾不但可以迴避塞

車，還可以減低二氧化碳排放。因

此，政府在投入預算的同時，也要

讓大家知道現在的投入非短期，

而是長期建構一個完整的願景。

關於大家提到世界經濟結構從

全球化轉向區域化，如果區域化

成型，台灣則將面對邊陲化的問

題，也是政府急需思考的問題。台

灣的未來不應在製造上分工，而

是升級作品牌，利用生產能力提

高台灣價值做產業升級，不過看

到機會點同時也看到威脅點，換

句話說，台灣也是東協跟大陸市

場的一部分，也將面對競爭。

種，更可帶來更多附加價值。

未來台灣ICT優勢結合人文思

維，像是張藝謀在西湖籌畫的表

演就是一種結合科技與人文的呈

現。但對台灣來說，最欠缺的就

是一個系統的整合，未來台灣產

業不管是安全、ICT、老人照護、

觀光等產業發展，都欠缺更大規

模整合企圖心，超越一個產業跟

經濟領域的整合，期待政府部門，

或是研究單位像是工研院可以扮

演整合角色創造更大價值。

節能產業全球趨勢

裕隆汽車總經理 陳國榮

隨著能源供應日漸吃緊，怎樣找到乾淨、永續、成本低的能源模式， 
已成為各國政府全力投入的課題。

鄒福生 攝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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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經濟不景氣情況下，

危機也就是轉機，以創新進入

產業，善用核心資源，像是宏達

電跟蘋果電腦投入智慧型手機

應用，產業地位反而高於諾基

亞；過去裕隆發展自有品牌根

本不可能，但現在跨領域整合

工研院等產官學資源也出現許

多機會。

而過去在金融風暴之前，就已

經有能源問題，未來這個問題也

不會被排除，景氣復甦對節能減

碳來說也是一個機會點，近期政

府因為金融風暴淡化這個點，企

業也因為因應景氣壓力沒有餘力

投入，台灣更應該加緊腳步。看好

未來節能減碳趨勢不可免，更是

全球少數有共識的產業。

以台灣發展電動車為例，如果

跟別人一樣同質化，就會淪為價

格競爭，但要思考如何利用台灣

特有條件整合優勢，而非只是製

造成本的領先，或是搶先三個月

的技術優勢。電動車產業應該思

考一個一魚五吃的策略。現在電

動車約有6,000萬台需求，產值高

達兩兆美元，此外零件、控制器、

馬達、電池可創造約一兆美元產

值。加上電動車都需要一個儲存

電池，只要台灣有200萬台規模，

電動車儲電量沒用完，還可以回

充給公司甚至工廠等等，有機會

形成一個儲能產業，簡單來說，發

展電動車，還可以帶動馬達電池

等零組件，更可演化成為儲能產

業、碳產業，及社區能源供電等產

業，未來成功後還可以複製到其

他產業去，成為台灣產業在能源

領域上的優勢。

觀光業是外銷新利基

華邦電子董事長 焦佑鈞

我認為，這次的全球金融風暴，

給亞洲國家一記當頭棒喝。過去

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模式，都建

立在歐、美「過度消費」的文化

上；如今歐、美民眾無力延續這

樣的消費文化時，亞洲各國就必

須重新思索發展之道。

大家必須先有一個體認，就是

生活不是來自奢華的消費，而應

該回歸永續發展的思維，探索如

何在能帶動經濟發展之下，利用

有限的資源提升生活品質。在這

當中，科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如何透過科技，讓資源使用的效

率能更好，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焦點。

總體來看，開拓創新應用將是

無止境的道路。最近我觀察到大

家也開始有這樣的改變，以媒體

為例，日前我看到有研究成人電

影的人，也能開始在報章雜誌上

撰寫專欄，這是過去很罕見的例

子，透露大家愈來愈能接受創新

的思維，這是非常重要的轉機，

也是值得鼓勵的好現象。

至於未來市場的機會在哪？我

認為生命科學是一個好方向。日

本已經有透過研發機器人來照顧

病人，或是作為老年人伴侶及玩

具的商品，或是透過科技應用來

達成延長壽命，值得台灣參考。

我認為，台灣可以朝系統化的

人本思維出發，遠距照護會是

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而除了70 

歲以上老年人的照護之外，對

於55至70歲這群即將邁入人生

攝  鄒福生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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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階段的族群，也有可以開發

的市場。

日本就曾經用社會學的觀點

出發，對於55至70歲這個即將邁

入老年，但還有工作能力的人，

進行生活上的安排，並給予工作

機會。對這群人來說，工作的終

極目的並非是為了薪水，而是覓

得生活上的伴侶，因此在建構適

合他們的工作環境上，也與一般

職場大不相同。 

舉例來說，在這樣的工作環

境中，周遭字體必須放大，生產

線運作也必須變慢，以配合這群

人面臨生理機能不如年輕人的問

題。諸如此類，先以人本的精神

出發，構思好大架構，再導入科

技應用，尋求商機。

觀光業也是台灣的一個新利

基所在，過去台灣在機場等發展

觀光業硬體並不發達，但是隨著

科技日新月異，台灣的ICT產業

優勢，可望適時補足過去的不

足之處。舉例來說，透過網際網

路，想來台灣觀光旅行的遊客便

能獲得相關資訊，達到「服務外

銷」的目的。

台灣地狹人稠，很適合自助旅

行的「背包客」前來。據我所瞭

解，背包客能帶動的消費遠比跟

團的個人來得大，因為團體旅遊

包吃包住，很多人付了團費之後，

就不願再有額外消費，台灣若能

進一步把觀光業與IT產業結合，

提供更完整的旅遊資訊，對於吸

引背包客來台，將有很大幫助。

科技產業提升生活品質

鈺創科技董事長 盧超群

我認為大家要回到「人本」的觀

點來思考，也就是摒除奢華，回

歸務實的消費模式。我是大家所

謂的「戰後嬰兒潮」當中的一分

子，在我成長的年代百廢待興，

各國全力發展經濟，我踏入社會

後歷經從事研究、創業等過程，

這是時代環境所造就。

當年我們這些「戰後嬰兒」身

負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責，苦幹實

幹就有機會有所成就。但當下的

年輕人並不一樣，不應循著我們

這輩的模式走，而是要用更創新

的思維，才能開創不同的視野。 

我認為，這次金融風暴如同

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般，只不過，

這次的大戰不是武力上的侵略，

而是全球建構數十年的金融體

系，竟然在短短兩個月內就崩

盤。愛因斯坦曾預言，一旦人類

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走回

靠石頭、彈弓生活的年代，但我

的看法並沒有愛因斯坦悲觀。

台灣不能因為這次金融風暴

鄒福生 攝  

觀光業號稱「無煙囪工業」，不但可帶來

外匯收入，亦可增加台灣的能見度和

國際形象。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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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就停下創新的腳步。過去微

軟、雅虎、Google、施振榮創辦宏

碁集團，也都是從無到有，慢慢茁

壯。在我看來，人類面臨這次史無

前例的災難，還是會共同合作解

決問題，透過新創意，以及勇氣與

膽識來克服，當然，這些要素的背

後，還是要有資金的協助。 

很多人認為這次金融風暴是企

業撐不住所致，我在這裡必須跳

出來為企業抱不平。在我看來，

這次危機起因於金融業與政治問

題。 舉例來說，美國為了攻打伊

拉克，據傳花費了3,600億美元，

等於一天砸下足以興建一座半導

體12吋晶圓廠的財力，這場戰爭

下來，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成效，反

而埋下了戰後過度消費，造成現

在金融體系瓦解的伏筆。

就我看來，企業界創新的理

想與熱情都還在，但卻因為金融

體系瓦解而受到拖累，甚至被大

家誤認為是造成動蕩的元兇，讓

企業背負這樣的原罪，實在不應

該。 包括當下最受關注的DRAM

業發展，問題核心也不是業者的

錯，而是金融體系脫序，讓需求消

失了，業者產品賣不出去，當然造

成營運問題。相反地，科技產業還

是致力在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話雖如此，台灣還是有優勢存

在，我從辭去美國IBM公司的工

作回台創業，感觸最深刻的便是

台灣人的手腦配合速度之快，一

個概念馬上可以付諸實行成為商

品化，這樣的台灣特性，也讓我更

享受回台創業的樂趣。

整體來看，這次經濟結構變

化，對台灣應是轉機而非危機。台

灣企業的擁有人多半身兼專業經

理人，對於公司現金掌握狀況比

國外廠商好，是勝出的優勢。另

外，對電子業來說，如何將既有半

導體製造的優勢向上延伸至IC設

計領域，串聯成整個完整架構，

並結合系統端發展，提升實力，是

當務之急。

我認為，台灣IC設計業要搶下

全球第一並不難，畢竟產業研發

的先端在於需求，有了需求就能

帶動創業。相較之下，大陸、印度

等新興市場的年輕人過得比我們

更苦的日子，但也因為苦，也讓他

們有了需求的欲望，帶動產業研

發與創業。台灣年輕人過去舒服

慣了，且過於務實，往往喜歡透過

「製造」，藉由可量化的成就「以

量計酬」，忽略了系統與軟體等需

要創新性的思維模式。如果有機

會趁現在這個機會稍微苦一下，

應該有助刺激需求、帶動創業，開

創不同的格局。

對電子業來說，如何將半導體製造的優勢，向上延伸至IC設計領域， 
串聯成完整架構，是當務之急。

圖  富爾特數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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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產業具明星相

中華電信董事長 呂學錦

全球的企業碰上這次的經濟不景

氣，一定會變，但現在可以反過

來想想，有哪些東西是不變的。

如果歷經金融風暴而能屹立不搖

的，即是具有核心價值的事業，

企業可以強化在此布局，作為下

次勝出的競爭力。例如網路的力

量，即使歷經金融海嘯仍能展現

特色，再加上整合資訊系統，讓

資訊（IT）產業變成資通訊（ICT）

產業。 

政府規畫「智慧台灣」的計畫，

將資訊系統連接上網路，運用

ICT的特色，是未來具有明星相的

產業。市場上每天都有各家企業

大展身手堆累出來的新技術，當

初基於業務上的考量，所做的發

展未必是看整體規畫，現在碰上

金融風暴，正好讓經營者可以坐

下來想一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更

有效率，更符合未來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要「創新」，但其實

創新的概念更要搭配良好的執行

力。例如我在去年11、12月參與

二個會議，分別是由行政院科

技顧問組舉辦的SRB與科技顧問

會議，都在討論如何運用ICT產

業的科技，來提升傳統製造業、

農業、商業等各種行業的附加價

值，進而導引出文創社會、智慧

環境、優質生活與多元人才。這

些會議把未來要做的事都明確指

出來，再加上政府提撥預算，以

及有效率的推動，可以藉此作為

創新的推進器。

例如與會人士提到的安全監

控，這屬於智慧交通運輸系統的

一部分，大家都知道這是未來的

明星產業，此時大家若能務實有

效率地去執行，再加上比其他國家

快一點的速度，台灣能建立良好

的安全監控產業，將會是其他國家

學習的模範。中華電信在這個領

域能提供無所不在的網路，使智

慧交通運輸系統能結合無線網路

的功能，讓服務變得更聰明。 

有一些區域型的實驗計畫目

前已經在國外進行，有資訊、通

訊與網路業者加入，再加上感測

行業等周邊產業的加入，不僅對

產業有利，也有助於提升人文環

境與民眾的品味。其實政府已經

有不少相關的計畫，但是後續要

將資源丟在這個上面，才能讓效

果浮現出來。

我最近一直關注許多業務的

商業模式，在探討網路有關的

商業模式中，通訊、網路與客戶

數的平方成正比，也有人說是與

n的三次方成正比，甚至若是效

果佳的話，像是社群網路的價值

與2的n次方成正比。網路價值是

要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來開發服

務，目前常提及產業界的產值只

是n的1次方，但網路價值卻有n

次方的魔力，有能力的話可以在

此創造出更好的機會。

尤其是具有多種語言的能力

後，可以在網路上開發新業務，以

橫跨更多區域創造出其價值，現

在拋出這個方向，期許年輕朋友

能發揮更多創造力來想像新的可

能性，可能不是一個服務，而是一

個平台，再加上多語言的能力，就

能夠打破區域性的限制。 

鄒福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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