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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一-感'I笠，高科技

一他旅系學長談台灣科技的願景與求求

張芳綺

由天下雜誌所主辦的「跨越極限開啟未來」校園講座，五月十七日邀請宏

基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學長到交大演講，施學長以「高感性，高科技 j 為題，發表

了他對台灣未來科技趨勢的願景與看法。施學長認為，在全球網際網路的新經濟

體系下，台灣應該以世界公民自居，除了創新品牌，建立自己的國際形象外，更

要以民主法治為發展的基礎，創造全球的福祉。這場演講吸引了數百位交大師生一「

到場參加，將電子資訊大樓的國際會議廳擠的水泄不通，而施學長的魅力也可見 j

一斑。

以世界立于民自息，增進對人類的實獻

施學長認為，台灣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應該思考怎麼樣才能對社會，對國

家有所貢獻。二十一世紀是否為中國人的世紀，還得以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以

及生活品質的高低來衡量，而非僅以人數為標準。至於要怎麼做才能對世界有所

貢獻呢?施學長表示: I我們不要僅懷念於過去五千年的歷史，應該要將過去的

資產重新發揮。台灣的未來需要創新，建立世界品牌，塑造國際形象。」施學長

認為，創意、創作及軟體文化是華人未來成功的關鍵，也是可以對世界貢獻的地

方，但這些需要廣大的市場支援，因為市場可以降低風險，鼓勵創新，所以台灣

應致力於兩岸關係的改善，將大陸成為內銷的腹地而增加市場規模。

培學是~持斤，多重fi?Jl笛

施學長表示，目前常有人批評台灣教育的失敗，導致國人缺乏創新的精神，

但是他卻認為社會與企業也許對創新的影響更大，因此要從企業環境鼓勵創新。

對於一般學生或社會大眾，應該如何提高創新精神?施學長說到: I不要永遠跟

交 著人家走，這樣會沒有成就感，平時不斷的動腦筋，日子久了就會養成習i貴。除

大 此之外，更要了解市場環境，了解別人，如此才能做有價值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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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產黨的趨勢越5?.....工笠合

面對網際網路的時代來臨，施學長預測「超分工整合」將是未來的趨勢，而 L

民主法治則為其基礎。施學長表示，未來是一個企業合競並存的新紀元，水平和 L-J
垂直產業都要分工，不再有一家獨大的公司。企業應該發展獨特核心競爭力，才

能於策略聯盟中得利。台灣在面對超分工整合的趨勢下，應以法治為社會繁榮之

本，重視無形資產的文化，發展小而專精的產業，並以軟體、智慧財產及服務提

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全球化的科扶V5.區域性的照務

施學長表示，網路生活包括網路產品、網路服務內容以及網路科技，這三者

須同時並行才能建立新的網路經濟。他同時認為「科技是全球化競爭;服務是區

域性競爭J '因此，在科技方面，台灣應快速的向嶺先國家學習跟進;在服務方

面，台灣應將服務對象鎖定在本地，和華人文化有關的，以便取得華人社會的領

先地位。

台灣的未來:共用建立富J剎車，富科紋的台灣

(由于「 在全球化產業的新生態下，施學長表示台灣應強調科技及人文並重，為科技

; 扎一|加入感性的意涵。他期許台灣能「以民主法治的精神，永續發展的心境，創造出

高競爭力的產業，高感性的社會與高品質的生活環境，進而建立新台灣文化，做

為華人世界人文科技發展的典範，對人類做出積極酌貢獻。」

在宋太建立的自信心是人生的轉放點

在演講最後的問答時間裡，當交大學妹問到施學長

人生的轉換點為何時，學長表示，最大的轉換點就是進

入交大唸書，因為交大給予他多方面的信心 c 在這段時

間裡他不但玩得很開心，書也讀得還不錯。在學校參加

了其兵球社、攝影社.. .等社團活動，漸漸的在信心中

肯定了自己，也奠定了曰後良好的身心基礎 c 施學長勉

勵學弟妹「在學時，一切按部就班，把自己的基礎打

好，因為再高的理想也是要一點一滴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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