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科技時代，變革是一種常態，而且間隔已

縮短至約10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改變人類

生活的大轉變。大家也許還記憶猶新，在5、6年

前，由於儲存裝置以及資料取得的成本降低，「大

數據」（Big Data）開始被正視。而大數據的興

起，讓AI得以用大數據建立的資料庫發展出「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乃至實現「自動

化」（Automation），讓原本需要人工決策的事

情，依靠上述技術便能達成「智能決策」（Smart 

Decisions）。

這些技術的產生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

企業成本，成為物聯網時代中業者的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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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傳統商業模式

量子電腦與區塊鏈

當大數據、機器學習等科技海嘯席捲全球市場時，先見之士已開始探尋未來趨勢。在

美國成功創業4次的現任宏碁電腦獨立董事吳錦城，被譽為「25名網際網路頂級幕後

英雄」之一，他以專業觀點分析歸納AI時代的關鍵力量，並帶領大家從中挖掘台灣的

新藍海商機。

AI時代的創新力量與產業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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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發現，這些技術的成熟對啟動下一波影

響世代的創新科技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一切

都是環環相扣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重

視區塊鏈（Blockchain）及量子電腦（Quantum 

Computer）的出現。

區塊鏈發展「去中心化」模式　

量子電腦加速技術發展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是區塊鏈最

大的特性，未來我們不再需要經過第三方平台，

就能進行交易。以台灣的精密機械工業來說，3D

列印的出現已經對傳統產業造成威脅，假設每個

人都有一台3D列印機能夠獨立製造元件，現在有

了區塊鏈後，消費者就可以自行在網路下訂單，

而製造與銷售只要一個人即可包辦，形成產業

鏈，也不再需要建造一座零件工廠了。

因區塊鏈的出現，翻轉了現有的傳統商業模

式及經濟型態，連帶我們的科技思維也由集中與

結構式的運作體系，逐漸轉變為分散式與去中心

化的新模式。例如，相比「集中處理」數據的雲

端計算，強調邊境裝置就能進行小型分析的「霧

運算」便是分散式思維的最佳例子。

而量子電腦的高速運算功能，除了可幫助人

類解決傳統電腦運算需要花上百萬年時間才能解

決的演算難題，也將大幅改進影響機器學習的能

力與速度。雖說目前對量子電腦的研發只用到約

50個量子位元（Q Bit）而已，要對演算法產生廣

泛的影響必須要超過500個量子位元才行，以現有

技術來說，恐怕我們還要等上好一陣子，但如果

未來量子電腦成功開發了，勢必會對產業生態，

乃至全人類產生翻天覆地的影響。

多元少量客製化　商業創新引領科技創新

台灣雖然以「硬體」製造見長，也常會聽到

有人以「我是做硬體的，就只能做硬體」及「訂單

量不夠多，我就不做」的思維來應對市場。但隨著

物聯網（IoT）的出現，這樣的思維勢必得跟著改

變，因為物聯網講究的是「少量多元」，市場需求

逐漸朝「客製化」發展，我們必須要了解在這個瞬

息萬變的時代，早就沒有所謂「絕對」的軟體或硬

體，要「軟硬兼施」，如果只著重在單一技術上，

便無法應付多元的客製化市場。

以量子電腦來說，雖然它未來對演算法的影

響相當重大，但若要說量子電腦可能會取代傳統電

腦，目前看來應該還不可能的。我認為未來最好發

展的模式應該是讓傳統GPU電腦處理機器學習的部

分，由量子電腦進行模擬以及結合大量數據運算，

兩者同時並行，互相支援，發揮「1加1大於2」的

力量。其實不只量子電腦與區塊鏈，在面對未來一

波波的科技浪潮時，如何將這些創新技術結合應

用，也是各界的重要課題。

在思考科技的結合可能性時，我們還必須學

習從商業模式的創新切入市場，接著才是依照需求

進行技術的創新或改革。例如，臉書現在有很多功

能與技術是創辦之時尚未出現的，而是因為抓到社

群媒體的商業模式後，再發展相關技術的。包含阿

里巴巴、亞馬遜、優步等，都是典型的從「商業創

新」引導「技術創新」的成功案例，台灣業者必須

學會轉變思維，讓商業模式的需求帶領技術發展，

方能開創新藍海市場。

我們必須要了解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早就沒有所謂「絕對」的

軟體或硬體，要懂得「軟硬兼施」，如果只著重在單一技術上，便

無法應付多元的客製化市場。
宏碁獨立董事    吳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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