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G 與雲端世代來臨

後疫情時代，加速全球數位轉型步伐，企業如何運用雲端運算、人工智慧（AI）、大數

據，布局新世代的新契機？工研院南創園區的《南臺灣創新學苑系列講座》，首場邀請擁

有23年資通訊產業經歷的臺灣微軟專家技術部及微軟新創加速器總經理胡德民分享，運用

AI與5G等新興科技，進行數位轉型的關鍵心法。

2021年3月中旬，原是臺灣國際工

具機展盛大開幕的時刻，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外國朋友不克前來，於

是今年工具機展決議延期並改以線上舉行；全

球最大消費性電子展，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 

2021），今年也因疫情全部轉為線上，科技領

袖的主題演說依舊精彩，只不過觀眾都在網路

上，顯見疫情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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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微軟發表第三季財報時，執行長納德拉

（Satya Nadella）便指出，疫情雖然帶來諸多的不

確定性，但無論是在工作或是生活層面上，全球

產業的數位化腳步都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加速前

進，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各種數位裝置協助

人們突破距離的限制。

以去年微軟發表的新產品「新一代混合實境

頭戴裝置Hololens 2」為例，在疫情之前，大家對

於虛擬實境的第一印象，就是可以用來玩遊戲，

沒想到在疫情期間，它會產生另一種更具體的協

助。全球半導體設備大廠艾司摩爾（ASML）的工

程師由於疫情關係無法來臺，對於臺灣的半導體

產業影響甚鉅；ASML與臺灣半導體大廠的工程師

們，透過微軟Hololens 2進行遠端協作，讓遠在地

球另一端的機台得以進行保養維修。對於延續臺

灣的全球競爭力，居功厥偉。  

很多人都說Hololens 2這支數位眼鏡很酷，但

這項技術的重點其實不在眼鏡，而是在眼鏡之後

的虛擬空間，你能如何運用最新的科技來展現價

值，你能看到什麼運用商機，那才是一大學問。

軟實力提升　AI成升級轉型助力

擁有別人沒有的技術，你就贏了。5G前程

似錦，擁有非常強的運用價值。在4G以前的時

代，我們有很多的東西都必須仰賴硬體去實現，

但是現在雲端運算的能力逐步加強，已經可以模

擬硬體的運作，不再受限於機器運算能力，如此

一來，5G技術的應用場景大大增加，有了更多

可能性。

為了掌握5G創新的領導地位，各國主要電信

商開始倡議使用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O-RAN）架構，臺灣也積

極搶搭這波O-RAN浪潮，在經濟部技術處全力投

資下，招攬「電子五哥」廣達、緯創、仁寶、和

碩與英業達等業者積極參與O-RAN聯盟，致力在

全球國家更換相關設備時，搶先商機。臺灣如何

能夠趕上這兩年的黃金時間窗口？這是大家都在

尋求的解答。

這絕對是個挑戰，其中最大的門檻就在於臺

灣的軟體開發能力。5G核心網路與核心系統，這

些不是靠生產線就能做出來的。此時，以軟體實

力見長的微軟就能發揮關鍵作用。微軟不斷將自

身的軟體研發模式與雲端轉型的成功經驗，分享

給臺灣的產業界。2020年臺灣微軟AI研發中心成

立，聚焦在AI技術研究與產業應用開發，並延攬

200多位相關人才，期能攜手臺灣產業，協助運用

AI升級轉型，啟動臺灣的「軟實力」。

IT技術　成為產業彎道超車關鍵

微軟AI研發中心成立以來，我們發現臺灣有

許多隱形冠軍，他們的成功，或許是時勢造英

Hololens 2的技術重點是在眼鏡之後的虛擬空間，你能如何運用
最新的科技來展現價值，你能看到什麼運用商機，那才是一大

學問。（微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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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他們當初投入外國不做

的東西，並且鍛鍊到極致，即

使別人想做，現在也已經跟不

上。但是在這個年代，這些靠

著努力、勞力所成就的冠軍，

卻很容易被AI彎道超車，只要

其他業者能夠提供更高的品

質、更低的成本，隱形冠軍即

將面對全新的挑戰與威脅。

我們必須承認，有別於

過往，靠著經驗技術與購買新

機台才能締造的新價值與高

品質，現在工廠的數位創新必

須以資通訊技術（IT＋CT）加

值，並培養相關人才，讓既有

的機台獲得新功能、新知識，進而提升產能，這

才是全球產業的趨勢。

雖然目前所見有一點讓人憂慮，但是從另外

一個方向來看，其實也是新的契機。以往我們談

數位轉型，很容易先入為主地認為，可能必須付

出高昂的成本，更苦惱的是，始終找不到擅長的

人來執行，因此數位轉型永遠都是別人的現在進

行式，但落實數位轉型其實並沒有那麼難。

首先，希望企業經營者能理解，數位轉型絕

對不是唱高調。如果企業已經開始思考以下4個

面向：第一，如何以創新的方法來獲得並維持客

戶關係。第二，是如何加強員工的創新能力。第

三，讓現在的操作與流程更加精簡，締造更快的

速度及更低的成本。最後，是讓產品跟服務發展

出新的商業模式，成就新的面貌與新的加值。能

做到以上4點，企業就已經走在數位轉型的路上。

就以微軟合作夥伴之一台達電為例，台達電

有一項主力產品「微型風扇」，過往他們在做品

質管理（Quality Control；QC）時，都要將產品拉

進無音室，再由老師傅做進一步的檢驗與判別。

微軟正在與台達電一同探索提升品質的新方法：

用AI協助偵測出影響品質的雜音，可以加速鑒別

不良品，減少浪費，增加速度。

台達電董事長海英俊曾闡明數位轉型的主要

理由，他指出，台達電一年營收高達3,000億元，

其中有5%是品質的成本，如果透過數位轉型，能

再多擠出1%的營運毛利，那麼數位轉型就是必要

的。試想：如果不做，競爭對手就會搶先一步，

那麼在成本報價上，台達電就輸人家1%。因此數

位轉型這件事情對他而言，根本想都不用想，絕

對勢在必行。

以數位轉型做核心競爭力　他人難取代

總的來看，我認為在臺灣要做數位轉型，技

術其實不是問題，最難的部分在於數據的收集、

核心系統的數據聯動、即時分析與預測，有了這

些以數據為基礎的條件，虛擬生產線才有意義。

舉例來說，微軟在台達電的任務，並沒有隨

著以AI介入QC判別而結束，我們觀察到台達電

很會賣硬體產品，於是我問他們：「你們在產品

裡置入物聯網的傳感器，這樣就可以收集營運數

據，這是你們產品的價值之一。那跟你們買這些

東西的客戶，有多少家有能力處理大數據？」他

們想一想，當前具備專業數據科學能力的客戶，

2020年臺灣微軟AI研發中心成立，期能攜手臺灣產業，協助運用AI升級轉型，啟動臺灣的「軟
實力」。（微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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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並不多。

於是我建議他們：那我們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吧！當我們把這些機台賣出去後，還可以提供另

一個加值型服務。首先必須創建一朵台達電的雲

端平台，讓客戶的數據可以回傳到台達電，由台

達電進行即時分析、跑報表，當有狀況發生，或

是預測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可由台達電的雲端

平台提出通知。或者更進一步，把台達電的雲端

解決方案，透過微軟全球協銷機制，讓其他的製

造業可以訂閱或購買。

此後這項服務便成為一門生意，而且無法比

價，因為這件事情只有你會，別人不會。如果數

位轉型可以成為你的核心競爭力，就沒有人可以

外包你的專業。

許多人也非常關心，「雲端安全嗎？」當然

安全。

微軟就拿下美國聯邦雲跟五角大廈的國防

雲建置。如果連美軍都願意把東西放在微軟的雲

端，你可以想像這個安全是經過多少的考驗才得

以成就。微軟之所以能做到高規格資安，正是因

為在那裡每天有超過1,700位全球最頂尖的數據安

全專家，天天跟駭客PK，而這些駭客都不是人，

而是AI。

雲端運算時代降臨　跨域不再是空想

雲端運算的時代已經來臨，期望大家更有信

心，第一，臺灣科技已經到位，欠缺的是模式，

模式與技術無關，跟人的商業決策有關；第二，

現在在做的事情已經無分國界，唯有透過雲端才

可以做到過去做不到的生意；第三就是人才，數

位轉型牽涉到大量創新技術，必須要有人去理解

這些新的技術。

臺灣擁有創新的優勢，跨域、跨國、跨時代

的數位轉型也會在臺灣逐步發生。從員工的賦能

（Empowerment）、如何更好的經營客戶、是否

具備彈性生產能力、供應鏈的韌性與強化以及研

發的速度，這些都將成為未來的關鍵績效指標，

處處考驗著臺廠的應變能力。

雲端運算的時代已經來臨，期望大家更有信心，臺灣科技已經到位，欠缺的是模式，模式與技術無關，跟人的商業決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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