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即將告終，新冠疫情仍持續延燒，儘管經濟及社會面遭受嚴重

打擊，卻也帶來全新的生活形態及商業模式，成為

經濟的活水源頭。

盤點全球產業概況，前Google臺灣董事總經

理、新創企業Appier／iKala獨立董事簡立峰表示，

面對疫情，有些企業體質變得更好、有些卻更差，

呈兩極化發展。今年1到10月，美國的數位及科技

龍頭如蘋果（Apple）、亞馬遜、微軟的股價漲幅

達50%；而同期國內的台積電股價漲幅也是5成。

這些企業的商業典範不止傑出，且持續創新轉移。

創新轉移趨勢不斷　迎接疫後三大新命題

簡立峰指出，臺灣因應對疫情得宜，收穫兩大

正向改變：被國際看見、人才及資訊流得以回歸。

慶幸的同時，也必須面對3個全新命題：第一是零

接觸經濟興起，帶動了產業的數位轉型加速。包括

遠距醫療、數位學習、線上會議、供應鏈數位協同

等將愈來愈普及。

第二個是遠距工作帶動了工作機會的轉移。矽

撰文／張玉圓

新冠疫情的衝擊超乎想像且持續深化，種種生活新常態如遠距工作、線上會議、供

應鏈的數位協同，也催生了全新服務及商業模式。為了讓臺灣產業界及早因應，搶

得先機，工研院邀請產業專家，分享疫後生活型態變遷以及數位商業新趨勢。

後疫時代服務商業新主流
零接觸經濟、工作無國界、泡泡經濟圈

受到新冠疫情衝擊，種種生活新常態如遠距工作、線上會議、供應鏈的數位協同，也催生了全新服務及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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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工程師出現遷移潮，返

回家鄉進行遠距工作。以

臺灣的科技人才實力，這

類的遠距工作機會也將進

入臺灣，企業與員工都必

須做好準備。

第三是泡泡經濟圈的

區域結盟成形。由波羅的

海三小國發起的「旅遊泡

泡圈」，是針對友好盟邦

開放國境往來，重啟觀光

來振興經濟。這個概念擴

散至紐澳、美英、星港，

並進一步發展出「經濟泡

泡圈」，也就是國與國之間可選擇優先

對哪些友邦開放旅遊及商務往來，其背後代表的是

高度的相互依存度，也值得臺灣積極爭取。

從這三大命題之下，出現了更多新的商業機

會，即便不是傳統科技先進國家，也能有無限的發

展契機。簡立峰以菲律賓為例，該國政府下令，疫

情未好轉前學童不得返校上課，如此便加速了線上

學習的推廣。若順利發展，在不久的將來，菲律賓

就能反向輸出它的線上教學模式到亞洲市場，成為

該國的產業新實力。

e化上雲端　新商機百花齊放

同屬疫情驅動的商業新趨勢，還有科技供應鏈

的加速e化。簡立峰分析，疫情影響，造成工程師

無法跨國往來，加速了供應鏈的自動化，科技品牌

如蘋果的品管工程師無法親至臺灣產線，蘋果供應

鏈廠商即使規模再小，都必須提升企業遠距協同的

能力，配合客戶需求，因而全面加速產業供應鏈e

化上雲端的趨勢。

另一個新的商業趨勢，則是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也就是雲端運算

上的加值服務，現在成為創投熱門併購標的。舉例

來說，疫情帶動的健身需求，讓健身器材廠在硬體

販售上受惠；更值得注意的是，健身產業發展出

「訂閱制」的商業模式，即屬SaaS的一種，這個模

式讓健身教練成為網紅，使用者透過螢幕，隨時能

透過網路與教練互動。

世代溝通模式趨勢轉變

愛比科技執行長洪裕鈞指出，通訊科技從

3G、4G、到5G，每一個階段均催生新的科技與商

業模式。而愛比科技前瞻性的看見充分滿足新冠疫

情期間以及疫後新的應用場景的需求，其中最重要

的一項，就是虛擬溝通更為普及。教室、會議室、

工廠生產線、其至飛機維修現場等各種場景，都在

打造沉浸式的虛擬環境，促進遠端順利協作。

洪裕鈞認為，透過愛比科技的簡便遠距溝通

解決工具。更是在下一個階段幫助資源有限的國家

如印尼、非洲、南美，踏進遠距溝通與世界連結。

許多新創公司已在開發內嵌式連網裝置，透過手機

就能進行線上學習或遠距醫療，這正是臺灣的強

項，值得抓緊契機。

洪裕鈞表示，臺灣擁有最成熟且完整的科技

供應鏈，可以快速實現創意，已具備搶得後疫商機

的條件；簡立峰則強調，疫情帶動的雲端及網路發

展讓市場變得無限寬廣，臺灣若能善用東亞樞紐以

及數位新藍海中心點的優勢，就能在疫後商業新主

流中脫穎而出。

愛比科技

執行長

洪裕鈞

後疫時代虛擬溝通將更為普及，教室、會議室、工廠生產線等各

種場景，都在打造沉浸式的虛擬環境，促進遠端順利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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