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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未來生產與未來服務
迎接商機 4.0

新商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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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視全球產業發展的「機會之窗」與

「演化軌跡」，往往與新技術革命

有關。今天，第 4 次工業革命帶給國際經

濟體系「後進者機會」，原因則有：

全球產業與技術典範正處於移轉階

段，產業「參與者」都在進行「卡位」動

作，投注資源進行研發創新，提出新服務；

因新舊科技正處於交替階段，任何新科技

應用都處於不穩定與不成熟的狀況。

人力資源必須以進入科技新知識與新

應用為首要思維，期以產生知識創新，並

帶動新一波的產業革命。但是，隨著最新

產業革命的發生，公私部門必須協力進行

相關「治理」事宜，包括法規調適、人力

資本培養、產業結構調整等，以符合新環

境需求。

當今，第 4 次工業革命正在全球各地

如火如荼地發生，新技術、新服務不斷從

市場冒出，公私部門也都面臨產業前瞻走

勢的不確定性，如何在市場找出未來產品

的定位與定性等關鍵議題，做好企業升級

轉型工作，為主事者首要任務。

數位革命激盪出全新商業模式

我們深知，目前的科技發展已經超越

舊有資通訊應用，進入數位革命的世代；

智慧機器人進入新生產線，製造產品；以

萬物互聯網進行跨地域跨產業的人、事、

物聯結與管控，提升資源的有限利用。這

些快速發展的新科技，則有互聯網、人工

智慧、穿戴裝置、雲端大數據、區塊鏈、

無人機、機器人與智慧生產等，已有企業

運用這些新興技術，激盪出新生產技術與

商業模式，對全球生產製造發生根本性的

翻轉。

企業如能應用新科技內容，有助企業

啟動建立新產業價值鏈，發展出更具複雜

的工序，厚植競爭力的門檻，結果則會呈

現出生產力的提升與成長的目標。

今年 3 月，世界經濟論壇了解到第 4

次工業革命對全球製造體系風貌已產生改

變，因此提出了「未來生產」的整體思維

與論述。主軸方向有 4 點：

首先是以解決市場痛點而提出的解決

方案為出發，認為現代科技發展與應用可

以解決並改變市場長期沉疴痛點，找出新

商機。

■目前全球已進入互聯網時代，消費者

習慣在行動裝置上進行線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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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人為本，開啟人類無限潛能，

發掘創新與創造能力，產生新生產或服務

方式。

再者，新科技可以達到環境永續性目

標，產品製程也因新科技的導入而使得生

產過程日益成熟，降低碳排放量對環境的

衝擊。

最後則是強調包容性成長的重要性，

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企業和勞工，都

能受惠於第 4 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技

術，進而對各環節生產製造系統的轉型與

升級。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在「2018 未來

生產準備度」的調查報告中，也提出了幾

項發現，包括生產系統的全球性轉型過程

將會出現的挑戰，及全球生產出現了「極

化」現象，出現不同群組國家在科技化發

展速度的兩套速度，快或慢。在領先群的

25 國（分別來自歐洲、北美、及東亞），

占全球製造附加價值的 75％，未來比例還

會向上增加；不同國家會衡量自身條件，

找出適合發展策略與路徑（採取「蛙跳」

策略或漸進式），以期符合「未來生產」

需求。

全球產業價值鏈將大改變

不同發展程度的群組國家應依本身

在科技發展的差異化條件提出具體作為，

如在研發、設計、測試、前瞻、以及人力

資本的發展等準備度的規劃。因新科技典

範所帶來的新產業群聚效果，對任何國家

或企業而言，都會有很好的機會執行產業

■透過電腦雲端可快速傳遞訊息，是未來服務必備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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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跳」政策，執行產業轉骨。

然而，並非全球所有國家都能有此機

會，仍視各國國家治理與投資動能的狀況，

以判斷產業升級準備度狀況；而第 4 次工

業革命也會引爆重點產業被要求再回流母

國，造成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結構性改變。

國家或企業必須投入相關資源為「未來生

產」準備度與評估，協助產業改造工程；

最後，則是強調公私部門的協力合作，在

平台經濟的架構下，進行創新創意的研發

與新服務的開發，取得市場的領先位置。

該年度報告也提出重要結論看法，即

「未來生產」準備度的重要驅動要素有技

術與創新、人力資本、具機構性執行架構、

與全球貿易及投資，且對「未來生產」而

言，國內市場規模大小並非是準備度的必

需要件，而是如何建立國內產業在製造與

服務的複雜與精密的工序，及透過知識經

濟達到產品創新與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代

表性範例則有瑞士、新加坡等國。

對台灣而言，政府及企業必須詳實檢

視國內對於「未來生產」與「未來服務」

的準備度狀況，看看生產與服務流程是否

能直接透過資通訊技術、大數據、雲端、

聯網技術等應用，讓生產與服務的供給方

與消費市場的需求方，能直接對話與互

動，滿足市場需求的多樣性，即要從傳統

式「單機自動化」變成「機聯網」與「萬

物互聯網」，以智慧生產的方式提高生產

能量，觸動國內生產模式典範的改變。

策略作法上，則必須改變過去推動產

業政策的思考方向，整體方向以「智慧化

國家」為未來核心主軸，建構農業、製造

業、服務業的大系統整合藍圖，找到台灣

在國際市場優勢，或可在國內先試行前瞻

技術應用實驗場域，進行全系統（技術、

市場、法規與服務）開發應用，成功後，

再進行商業模式的複製與擴充。

然而，要落實上述看法，則需深耕國

內在關鍵技術發展、新價值鏈平台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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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連結、與人才培育等重點需求。以

智慧農業的農畜─事業的未來生產推動為

例，導入新技術，執行智慧儲運管理與農畜

照護整合，是建立未來生產系統的必要條

件，可以提高生產產能及提升肉品品質，達

到無抗生素殘留高標準目標，並符合消費者

優良蛋白質的需求。

未來農畜的生產方式，可以提升農畜產

品的附加價值、增加農戶所得，滿足高端消

費者的需求。技術上則會涉及智慧化大宗物

質物流監控與管理、生產流程的智慧化控制

與動物穿戴式感測器導入、雲端物聯網管理

與大數據應用等。

未來生產與未來服務將形成大商機

相對地，在智慧生產與智慧商業的未

來服務，則會因全球市場已經進入互聯網時

代，改變人類生活型態與消費者／生產者行

為模式，消費者已習於行動裝置進行「線上

消費、線下取貨」的行

為模式。生產者則是透

過「互聯網＋」進行資

料收集，改造產品線與

研發，推動產業轉型

升級，期符合數字化、

智慧化、永續化的未來

生產及服務需求。

總之，我們已看

到全球主要國家都在為

「未來生產」與「未來服務」提出國家發展

策略，試以第 4 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科

技，進行產業與服務的「破壞式創新」，進

行新事業革命。這也是全球企業獨角獸（美

國亞馬遜、中國阿里巴巴）稱霸陸續冒出的

原因。

面對上述市場翻轉的新挑戰，台灣一定

要提出具體可行途徑，以集體智慧與經驗，

為企業或個人找到未來生產與服務的出路，

特別是發掘我國微中小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

隱形冠軍。

作法上，企業要以全球為視野，建立新

事業國際合作大平台，廣邀海外優質企業，

共組新生產與市場服務的共享聯盟。政府則

是在政策、資金、公共資源鬆綁及開放，提

供更多資源給相關利害關係人。藉由公私部

門協力共建我國在「未來生產」與「未來服

務」的競爭力，堆疊出複雜性工序，迎接商

機 4.0 的挑戰。

■亞馬遜和阿里巴巴在去年推出的無人商城，是「破壞式創新」翻轉市場的未

來服務典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