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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新世代之數位經濟
主講人：旺宏電子董事長胡定華

邱秋雲 整理

知識經濟跟我們一天

到晚在講的也沒有太大的差

異，我們每天都在接受挑

戰，而未來勢必有大的變

化，例如加入 W T O 後的挑

戰。今天，我想把內容著重

在近來接觸的案子或是計

劃，我覺得這對我們今天所

討論的議題有意義，希望這

中間對各位會產生一些啟

發。

首先，有一些基礎性的認知需

要傳達。其實，所謂數位的東

西，我們一天到晚都 在用著，例

如報業。聯合報利用數位科技，

將每天的最新消息透過衛星傳

播，在其全球據點進行印刷與發

行。再如，我們天天也都在接觸

數位科技產品，像現在各位記者

手上拿的數位相機等等。

而科技的被應用在生活上，有

其脈絡可循，並不是突然出現

的。像是網際網路，對我們現今

的生活造成許多改變，然而網際

網路基於軍事用途在七○年代就

已經開始發展，九○年代才落實

在一般生活中。其他像圖像識別

的演進，八○年代生產自動化，

影像壓縮技術與 V C D、D V D等科

技產品的上市等等，都是逐漸發

明衍生出來的。另一方面我們可

以看到，即使是數位科技，一天

到晚仍在模擬人的感官，像是

眼、耳、鼻、舌、聲、意這些東

西，脫離不了個人在日常生活上

p 胡定華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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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所需，從以前到現在一直

在做這些研究。

另外一方面則有一個大變化。

我覺得以前產業由生產者主導，

現在則是走向多樣化，變成是消

費者主導。這一導向，使得市場

變化性越來越大，不確定性越來

越高，所以不管個人或法人，我

覺得是要把希望期待寄託在未

來，用無限的勇氣來面臨挑戰。

談到此，我覺得我們實在應該少

花點時間討論我們何處是弱點、

弱勢與如何因應之道，而是更應

該要多花時間來討論我們的未來

是什麼？看看未來有何機會？

我們先來看看價值的變化。有

許多價值在其中變化，不管是產

品的價值或是企業的附加價值。

首先，現在市面上的手機都很便

宜，手機加門號幾千元而已，有

的根本像是送給你，那為什麼硬

體設備這麼便宜呢？因為它要賺

取的是「未來的服務費」。例如，

前陣子我兒子買了一台 H P做的彩

色噴墨印表機，賣得很便宜，但

是後來發現必須不斷買墨水與紙

張，發現這才花錢；再看像 S o n y

的 P S 2 遊戲機、任天堂等遊戲機

現在都不若從前來得貴，其實 ，

現在著重的是賣遊戲機的軟體與

內容。同樣的道理，將來產品的

價值，不再是在機殼，而是在服

務的層面，是在耗用件的消耗材

方面，是在軟體與內容，所以這

個大致上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知識

經濟。

最近，我發現施振榮學長的微

笑曲線有所變化，這條微笑曲線

以前是講製造代工、生產的價值

會降低，我最近發現這條曲線開

始往下滑了，也就是開始從過去

製造代工的價值走向另外一邊。

過去代工時期我們講求成本、品

質要好、生產效率要高，講求生

產的彈性，能很快讓公司的客戶

有樣品去兜售，而後在市場反應

好時，可以大量製造，有生產彈

性配合成本效應，所以 O E M代工

型態之運作，在過去一直延續了

好一陣子。

從曲線的變化可見，以後產品

的內在價值是在服務及內容，它

的價值從硬體跑向軟體，跑向服

務與創新產品的價值，跑向對真

實解決需求與困難的滿足，可以

說已經變成是 O E M之外要加新的

附加價值。從 O E M之外，外加新

附加價值，必須從先進的製程 、

即時的資訊、甚至於外界反應的

模擬因應對策等等著手。此外，要

增加創意設計，以及 I P智慧財產

權與專利權，這些都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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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接下來，在價值轉變的狀況認

知下，我要談談台灣的狀況，根

據公元二○○○年的資料，資訊

電子產業的產值是九千六百億、

接近一兆元，相當好；通訊產業

一千五百多億，但發展無限；半

導體產業七千一百四十四億，可

見我們整個電子產業相當成功，

而且發展空間大。

台灣過去在電子產業裡有一個

機會，一個動態變化中的機會，

是什麼呢？大量的R&D人才。早年

要進入半導體的人才，在晶片方面

的製程要很強，這情形從一九七○

年、一九八○年到現在 依舊不

變。半導體廠雖有全自動化的機器設

備，但製程沒有辦法完全自動化，

有許多工作仍必須由人來操作，

所以最好的狀況就是 「人劍合

一」。好的工廠運作就是它訓練

出來的員工跟它的機器設備，能

有固定的一套模式的運轉，以使

在整個過程中間能有效，品質又

好。所以半導體是一個有標準、

有動態的變化產業。這意味著什

麼？表示變化太大時，技術不確

定性大時，需要大量的 R & D，以

便能確定它，而這正是台灣科技

產業之所以蓬勃發展的特色。

一個產業要有成就，是靠這個

地方的人，人的一些特質與產業

的機會有很好的匹配，一旦匹配

時會發生群聚效應，形成一個共

襄盛舉的同步行動，這在過去我

們運用得非常好。因此，在未來我

們的產業必須將有群聚實力的特

質，還有產業的實力、機會和人

的特質做一個恰當的配套，加上

企業個別經營的努力。此外，我認

為有三個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

一是創新，是自我的肯定。在建立

自己的價值，並肯定自己的價值

時，才能夠使自己的信心堅強，

跟別人合作時實力也可以建立，

這點尤其要特別著重在智慧財產權

方面。

二是服務，由製造延伸出來就是服

務。不需太多特別的努力，而是

p 聆聽研討會的學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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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誠意，即主動解決客戶問題

的誠意，正所謂佛語云： 「誠意

方殷，諸佛現全身。」 這是一個

好的開始。

三為盟合，有自己的價值。價值有

競爭力，可以去盟合上下游，形

成一堅強且有競爭力的供應鏈，

以完整解決客戶問題。要注意的

是要追求所謂的「龍配龍，鳳配

鳳。」千萬不要跳蚤配臭蟲，用

另一個說法即是態度上要 「美自

之美、美人之美、美上加美」 ，

把自己好的地方表現出來，他人

好的地方則要學習並加以讚賞。

總而言之，「要有決心以我為

主；要有以客為尊的態度；要能

去盟合他者。」這是我們未來面

臨挑戰需注意的面向。接下來我

以親身經歷的三個案子為例，跟

各位說明前面我們建立的一些基

礎。很多人對 「台灣高科技產業

何去何從」有一些負面的思考，

但是我剛剛跟各位講我們需要有一

個全然正面的努力。我們要面對

現實，我們要創造高的附加價

值，我們要新的旗艦產業，過去

我們的電子產業可說是 「登峰兆

極」的好產業，總的思考，有幾

個面向：

由群聚走向盟合，由群聚過去

的基礎來盟合比我們做的更好的

企業，而後這個合作能夠充滿競

爭力。舉一個例子，最近張俊彥

校長倡導的矽導計劃，以矽導計

劃而言台灣已有很好的基礎，但

是接下來這個計劃提出了一個晶

片系統 S O C ，這是一個相當核心

的技術。以 I C 設計技術作為未來

新的價值核心，是否有可能把 I C

製造的能力和我們國內相關 I P 、

或與其他做得好的產業連接在一

起？其實，要把這些想法付諸實

現就是在網際網路上做設計。這

中間有許多困難，如工具與交易模

式的困難，以及有誰願意把 I P 丟

進來等等，當然，這是從負面思考

得來的想法。若是從正面來思考

的話，我們迎接數位經濟時代，

不就是應該正面迎接這個挑戰，

降低 I C 設計的門檻，將國內做的

比較好的產業一起合作，可以便

利新一代，讓有創意的年輕人來

進入。創意加上倡導的發展，遭

遇困難是必然的，但困難是可以

克服的，過去台灣產業不就努力

克服了許多技術問題才有今日的

成長。

另外一個例子，六年來我親自

見到一家公司，集合台灣、日

本、美國專家，分別在三地進行

一部份的技術，最後在美國集

成，花六年，投入超過五千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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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研發一個 E P G 的核心技術，把

影像呈像之後，用電波將碳粉轉

印上去，比現在的雷射印表機

好、快速且不模糊，此技術已經

得到多個專利。它的目標是讓彩

色列印在銷售上為黑白的兩倍，

這核心技術宣示了彩色全面取代

黑白的時代。它也可以將 P r in t e r

與S c a nn e r通通結合在一起，而這

中間的許多價值都在軟體上。

而這家公司股權的經營權是在

台灣，這代表未來的研發是沒有

國界的，端視你的結合能力、組

織能力，能否 結合其他區域的人

才與技術，故 R & D是國際化的；

另一方面代表有一核心技術的存

在，可以有好幾種模式的經營，

製造不是唯一的路。

企業除了大，更重要是「要活

的健康」─穩定的現金正面流量，

訣竅是 k n o w - h o w與知識的掌握。

我有一位養了三十多年魚的朋

友，他認為假如能設法讓住在冰

天雪地裡或不靠海的人能吃到生

猛海鮮，一定能發展成一個產

業，因此，他開始去想各種可能的

經營模式。由於他非常了解魚的習

性，掌握魚對生態環境的需求，

這樣的知識使他發展出一種半封

閉狀態的室內養殖技術，目前已

推行多時，獲利不錯。

想想我們過去產業所掌握的知

識與核心技術相當多，可用多種方

法來處理，可用不同的模式去經

營，重要的是如何以一個正面的態

度來面對。未來的台灣由群聚過去

的優勢，加上知識，充分掌握，透

過盟合的機制可以創造未來。最

後，我以郭宏年的畫作 -「荷花」

刻著的一句話：「物物而不據物」

與大家分享，機器都是物、工

具，要利用它而不是被利用。 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