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圍

世
為大家接風 O 老校友中雖然很多人已是七、八卡歲高齡，但遇見同學時顯現在臉上的|

那種高興之情，仍如兒童般的純真 O 看他們時而握手寒喧、時而相擁大笑，讓身旁的|

人都能感染到他們的快樂。

左起﹒宋寶葬學長及夫人吳文 l~~學嫂，朱雲

峰學嫂及王教仁學長。宋寶葬與王教仁學長

倆人同為上海交大機械系 1942級校友。

•
前排左起，蔣光照、徐修憲、李寶珍、

吳德楞學長;後排左起:董春光、健步it

英、陸偉、黃其柱學長。

••••••

創新@e世象已

••科扶專題演講及座談

玄之太人﹒是輝、 •

2000年交大校友美洲大圓

聚，北加州校友分會煞費苦心地

安排各項活動，其中重頭戲之一

即是6月 24 日上午的「科技專題

演講及座談J '三位主請人，分

別是:宏基集團董事長施振榮、

聯電集團董事長曹興誠與中國大

陸的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楊元慶

學長。三位學長不僅是兩岸交通

大學的傑出校友，亦是資訊科技產業中的代表人物。因此， 1a點不到，會議廳裡裡外

外早已擠滿了校友和北加州、!媒體記者。北美華人熱門網站「新浪網 J (Sina) 為服務

無法到現場聆聽演講的校友和網友們，更於會場中進行網路E!P時轉播，使全球交大人

皆可同步收看三位傑出校友的精彩演說 O

游惠琴

β月月4日什午 7 (J -"οο

科技專題講座。左起-曹興誠、施振榮、林建昌、楊元

慶學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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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開始前，主持人北加州校友分會理事林建昌學長說 r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但擺席容易，請客難。這次我們很榮幸能夠請到三位傑出交大人來到北加州，

和我們分享他們在科技界的經驗與心得。首先請我的同班同學，同時在世界高科技產

業中貢獻很多心力的施振榮學長，來為我們演說 o J 現場立即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o

l3
一十一 一盤古巴-

l 數位經濟的聯網組織一施振榮學長

施振榮學長白講台上的座位站起來，先向在場學長們微微一鞠躬，接著開始他今

天的講題「數位經濟的聯網組織J (The Internet Organization for a Digital

Economy) 。施學長表示， 1989年他曾應邀到總統府發表一場演講時即提到，台灣未

來應該朝「科技島」及「世界公民」方向發展。從那時起，即不斷談論high-tech

i sl and或silicon i sl and的觀念。 1993年，他和電腦同業人士曾提出2000年的願景目

標，希望台灣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電腦及高科技重鎮，具體目標包括﹒希望達成生產

500萬部個人電腦，硬體輸出產值達400億美元，軟體輸出產值達120億美元等。當年

所訂的目標中，今天台灣有十四項排名世界第一，但唯獨軟體部份向達不到三分之

一，主要原因和台灣市場太小有關。施學長指出，面對Internet的發展趨勢，軟體服

務業的發展相對的將會較容易-些，此外惜重台灣在資訊產業的基礎，軟體產業應該

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知識經濟」的來臨，將使服務業比製造業更重要。施振榮學長

舉例說，在美國百分之八十五的經濟來自於服務業。因此，腦力比勞

力重要，軟體比硬體值錢:創新比一般管理所談的效率更為關鍵。而

面對 Internet的發展，不僅要著重傳統的垂直整合，水平的整合也很

重要，這種「超分工整合」模式是全球性的，不限於某地區或某一國

家，因此「開放」和「標準化」將有效促進超分工整合趨勢。

Internet之所以能夠如此蓬勃發展，和其平台protocal是開放、標準

化的模式關係密切。

台灣未來十年的願景為何?施振榮學長認為，台灣應從high-tech變為no-tech'

最後提升為h igh-touc h 。他說 r高科技是一個工具，實質上是高感性，簡單來說即

是『軟硬兼優J '人文科技島的概念。未來是人文科技應平衡發展的時代，高科技的

『戲」已經變得很單純了，在未來五年、十年，不管電腦速度多快、通訊頻寬多寬、

價格多便宜，這條路幾幾乎都可以預見、瞭解。但還有一場更大且非科技的戲將更為

重要，這場戲就是:如何將科技應用在提升人類生活品質。這場戲將不再只是措資訊

科技者的獨角戲，而是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利用T nternet來演戲 o J

施振榮學長指出，台灣希望成為數位經濟的典範，未來台灣資訊工業的目標如 主

下: 2005年台灣將成為電子島，資訊家電中心，這是毫無疑問的 O 但2010年台灣如何 題

成為亞洲數位服務中心? 2020年台灣如何成為知識經濟的亞太營運中心?施學長表 探

示，台灣必須具備三大關鍵能力:產品、服務、 Internet相關技術，才能發展數位經 討

濟，達成上述願景目標 O 另外，施學長也表示，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最重要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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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的質和量。他說: r現在連美國都在鬧人才荒，人口只有二千三百萬的台灣， I

人才是絕對不夠的，因此書用大陸的人才資源和市場，將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施振榮學長表示，隨著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市場變得多元化、多變、時間壓縮

的很厲害，因此數位經濟下的新組織必須具備:速度、彈性、虛擬團隊等條件。而聯

網組織( Internet Organi za t ion) 符合民主及人性精神的管理模式，可以幫助企業

有效管理人才，運用資源，解決數位經濟時代所衍生的變局，並且繼續發展 o r台灣

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創業精神，使得聯網組織非常適用於台灣。 j 這種爭取

獨當一面的企業文化，與聯網組織強調發揮個人以及單位潛力的理念互相契合。施學

長指出，台灣公司非常有彈性，容易與國際大小公司進行策略聯盟，不強求擔綱演出

獨角戲的角色，因此能與他人共同合作，演出反而更為精彩。 Internet本無國界或大

小之分，台灣雖小，但透過網路卻能讓台灣變得更巨大 O

談台灣Ie工業之競爭力一曹興誠學長

主持人林建昌學長緊接著向大家介紹曹興誠學長，他說: r這位演講者富有傳奇

的俠義性格，是一位生活多彩多姿的台灣企業家，二十多年來他墓路藍縷，大力推動

台灣半導體工業，並將聯電集團帶領到世界級規模，為中國人在世界半導體產業中揚

眉吐氣。今天我很高興能夠請到我的老朋友一曹興誠學長，和大家談談台灣IC工業之

競爭力。」林學長介紹完畢，掌聲再度響起。

髮色灰白、兩眼炯炯有神的曹興誠學長表示，台灣IC工業涵蓋的範園包括:製

造、設計及封裝。他幽默地說﹒ 「聯電、台積電從事的是 IC製造業，或稱為『代

工J '但這名稱取得不大好，因為一般人認為聽起來覺得好像很沒有水準，這就是施

學長剛才所講的科技和人文沒有結合所造成的現象。所以，我們現在嘗試將代工改為

『專工J 0 J 曹學長一開場Em贏得台下聽眾一陣笑聲和掌聲 O

曹興誠學長指出， 1995一1999年台灣 IC工業每年平均成長率約百分之二十，其中

成長最快的是IC測試業。台灣 IC工業在未來的產能建立上是全世界最積極的， 1999年

8英吋晶圓產能為430萬片， 2002年可達 905萬片 o 99年聯電投入的研發費用約50億新

台幣，今年則超過60億。曹興誠學長表示 r台灣 I C界這二十年來不斷地改善製程，

99年是一個里程碑，聯電己跨到0.18微米，只晚美國S LA Roadmap幾個月;但今年叫 C

(聯電)已進到 0.15微米，明年進到 0.13微米將可領先 S l .A Roadmap一年;到了 2003

年，跨到 O. 1 微米可領先二年 O 經過二十年的追趕，我們在 IC製程方面已經後來居

上，領先全球。」

在 IC設計業 (design house/fabless) 上，曹興誠學長指出，以 99年為例，百分

之六十的des ign house 在美國，台灣佔百分之二十O 從 I C設計業可看出，台灣和美

國矽谷互相幫↑亡、提攜的現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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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曹興誠學長歸納出台灣I C工業成功的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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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前瞻性的遠見，視IC為策略性工業，於1976年由工研院電子所自美國

RCA全盤引進設計、光罩製造、晶圓處理及測試技術全盤引進，並作先導性

之技術開發。曹學長表示他亦是第一批受訓者。

2.另外，他很感謝許多帶動台灣PC業發展的人，如施振榮學長，因為他們的努

力，提升圍內IC需求量，也提供很大的內需市場。

3.新竹科學園區規劃理想，服務資源體系完整，吸引海外學人。

4.政府亦提供許多獎勵及優惠措施，以鼓勵零組件之開發。

此外，曹學長認為台灣IC業界成功的內部因素有三1.業界在台灣建立一個很

完整的、動態的垂直分工產業體系。 2. 透過專精的整合，達到完全的國際化。 3. 聯

電的分紅入股制度，對吸收國內外一流人才從事國際競爭有很大的幫助。

對半導體而言，不管哪個環節投資金額都很大，產能

設備的使用率便相形重要。曹興誠學長風趣地舉例說明﹒

「以前有人間香港 IC工業為什麼發展不起來?我就回答，因

為他找錯人合作，他若找成衣業絕對不行。因為半導體產

業投資金額大，一年的投資額可能大於營業額，因此應該

找旅館業來合作。旅館業和IC製造業的經營理念有些相

像，比如說先要做很大的投資，房間要多又要新，接著就

要看住房率。若達到五成可打平，超過break even後，利

潤很高，這和我們生產 IC很像。」曹學長生動有趣的例子

又惹來大家笑聲連連。 嘗興誠學長

曹興誠學長認為垂直整合適合靜態市場環境，不適合動態市場環境。台灣產業結

構和外界變化的需求非常的吻合。他表示，台灣這十牢電子業進步很快，日本卻遭遇

很多困難。他分析認為: [""日本的電子業像在打高爾夫球，慢吞吞的作各種計算分

析，風向、距離、策略;而台灣的產業則像在打網球，打tenm s沒辦法做什麼分析，

對方球打來就要儘快的將它打回去。所以說高爾夫球選手有的長得胖胖的，動作很

慢;但網球選手卻鮮少有胖子，多一、二公斤肥肉都不行。台灣的業者應變能力強，

不會對市場作太多的分析規劃。」這是台灣應變能力強的最佳寫照。另外，曹興誠學

長表示，許多人認為台灣沒有品牌、不夠國際化，這其實是誤解。事實上，台灣整合

國際資源和被國際資源整合的程度高於日本及韓國 O

雖然分紅入股制度可以有效吸引人才回流，但曹學長表示依據統計，未來五年全

世界工程師約缺少五百萬人，在全球一片人才荒之際，未來誰能培養人才、吸收人

才，將是企業成功的關鍵 O 因此，他呼籲兩岸在人才合作上應多加強，使人才運用能

更為靈活 O 最後，曹學長還不忘幽默地說[""人才的遴選不應該只侷限在華人，也歡

迎印度人、白人、黑人 O 根據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反正不管你是哪種人，所有

人種都是從非洲出來的。」語畢，又引來一陣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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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一楊元慶學長

風度翩翩、 a表人才的楊元慶學長是上海交大計算機系 1985級校友，他一上場，

林建昌學長即說: 1誰說交大沒帥哥?帥哥不就在這嗎! J 楊元慶學長自基層作起，

憑著過人的聰明才智、強力的衝勁， 36歲即出任中國大陸第一大電腦公司 聯想電腦

之總裁。依據6月份商業週刊所示，聯想集團已被列名全球第八大高科技公司。

楊元慶學長先向大家問好，牆上幻燈機投射幕上隨即出現一棟看起來有點破舊的

辦公室外觀圖片。楊學長說: 11984年聯想就在這間由傳達室改建的辦公室成立，當

時資本額只有20萬人民幣，研究員 11名。 88年我進入聯想時，員工也只有 200多人，

但今天已增長到1萬多人，去年的收入約200多億人民幣。聯想也在香港股票市場上

市，公司市值最高時超過1000億港幣。」聯想的產品線包括:商用/家用電腦、筆記

型電腦、伺服器、軟體等。

聯想如何創造奇蹟?楊學長笑說: 1之前曾有國外媒體報導說聯想是因受到政府

的特別關愛才有此成績，這句話並不正確。其實，我們從未享受過政府的特別政策或

特別訂單，反倒是政府大開門戶，當外國品牌佔領絕對主導地位時，才開始讓我們突

園，聯想完全是在拼的狀態下，才掙得今天的地位。 J 雖說大陸改革開放政策使得競

爭者增加許多，但開放、自由政策也助聯想在中國本土市場中如魚得水，順利取得大

陸市場第一品牌寶座。

左為楊元慶學長，右為茅道林學長 O 兩

人同為上海交大計算機系 1985級校友。

楊學長分析聯想成功的因素，他認為客觀

主因有二:一是成本優勢，二是產品本地化。

聯想的產地在中國大陸，運作成本低;又因貼

近市場，運籌快速，行銷通道成本較低，加上

電腦零件不斷降價，因此總歸而言，國外品牌

電腦價格比聯想電腦價格高出 1 5~y，至 25~{' 。另

外，聯想也針對中國用戶使用需求，將產品本

地化，設計生產符合不同年齡層用戶使用的電

腦。

對於潛力無窮的1 nternet市場，楊學長表示，據不同的調查數據顯示，大陸今年

上帝!可人口可達700-1800萬，未來的成長率也將高達5的寸的。明年大陸Internet市場

可望成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因此他將領導聯想提供用戶全方位的網路服務。

放眼未來，楊元慶學長很有信心地表示 1大陸將邁入『爆炸階段』的電腦市場

時代。」他解釋說，大陸家用電腦普及率已超過此，但不及]仇。依以往彩色電視機

和于機市場規律都顯示，市場佔有率低於此時，屬於「教育階段J ;達到 50嗨IJ為

「飽和階段」。現今PC市場普及率處於叫]侃之間，正是最有可為的「爆炸階段打

他十分看好未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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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主請人演說完畢後，校友們發言十分踴躍。其中，一位上海交大1993級學姊

| 問及楊元慶學長﹒聯想是否有計劃邁向國際市場?楊學長回答，聯想長程計畫是希望

|能成為國際性公司，但企業若單獨邁向國際成功性可能不高，這需要群體計畫來達

成。先立足本國，再結合更多的企業一起走出來國際化，成功的機率較高 O

曹興誠學長則提到， I C工業一開始就得立足國際市場，才能源源不絕的發展。對

IC產業而言，環境的穩定性、自由化、國際化相對地非常重要。曹學長認為，台灣這

十年來在自由度方面大幅地進步，促成台灣 IC工業的成長。他也建議，大陸方面在自

由化的腳步上應再加強一些 O

施振榮學長則強調，自由化還包含阿拉保護」。他以台灣經驗為例，台灣是在

「反保護」政策下發展出世界級電腦和半導體產業。施學長認為，大陸若要以保護政

策來發展產業，將不會成功，印度和巴西等國皆有前車之鑑。若以本地龐大的市場，

漸近式地輔導產業，最後一定要作到「自由化J '才有機會達成國際化。

雖說今天進行的是科技專題演講，但一位上海交大電信研究所1946級校友董春光

學長也於會中間及三位主請者;如何看待兩岸統一的問題?施振榮學長一開口卻又不

知從何答起，引來台下會心一笑。他表示 I政治的歸政治，我們是兩路人馬，我們

不受此影響，以互惠為基礎，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創造、追求華人最大的利益。」

曹興誠學長則幽默地回答﹒「統一的話題圍繞在政治意涵上就很敏感，但你看我們今

天大家聚在一起不用翻譯，不就表示統一嗎。」楊元慶學長表示，大陸有90%民眾贊

成統一，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大陸的產業界必須要好好發展，讓經濟更加強盛，

這樣一來雙方統一的意顧自然會更強烈。

演講結束後，林建昌學長表示，能夠請到三位世界一流企業的領導者特地前來北

加州演講，實屬不易。「三位學長在接到邀請函後都欣然同意我們的邀請，這也顯現

學長們『飲水思源』的精神，謹代表北加州校友會向三位學長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三位學長步下講台，在場數百位聽眾並以熱烈的掌聲答謝三位學長精闊的演說。

科技專題講座，吸引近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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