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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智慧城市仍需找出平衡點

台灣這幾年陷入資本主義與公民意識的拉扯階段，多數投入政府大型BOT標案的廠商

開始被徹底檢視，在此同時，城市智慧化概念興起，城市智慧化代表更多的BOT標

案將會出現，但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下，城市主政者與企業經營者該如何面對這些建設？

智慧城市需要大筆資金投入，方能完成其願景，以此一領域目前最常談到的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為例，PPP模式講的就是政府和企業合作，通過這個合

作，解決政府公共產品到公共服務的供給關係，把原來要政府自己花錢做的事，變成企業

投資並營運，政府則作為監管和服務的機構，雙方通過此一合作模式，實現專案風險的分

配、利益的分享、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效率的提升以及品質的提高。

但要走PPP模式，勢必需要投注龐大資金，若企業無利可圖，將不會有投入的動機，而若

企業「整碗捧去」，政府將失去控制的力量，在此兩難下，智慧城市要順利走下去，需要

相當大的智慧。

過去政府的BOT標案都採資本主義模式運作，由幾家企業主導整個城市的建置，但公民意

識的抬頭與網路提供太多共享、免費資源的態勢下，企業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在此情

況下，智慧城市的建置已無法延續以往的作法，市場必須找出企業獲利與公民意識的平衡

點，城市才能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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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NI台灣區總經理林沛彥
與大中華區行銷總經理郭皇志

作為全球模組化量測儀器龍頭廠商，美商國家

儀器(National Instruments；NI)不但持續在

技術面深耕，也同步拓展應用廣度，這幾年IT產業

變革快速，「智慧化」、「物聯網」等議題發燒，

對向來訴求「開放性架構」的NI來說，更是如魚得

水，在開放性架構下，使用者可依自己創意，創造

出NI想都沒想過的應用，在這次名家思維中，我們

一口氣訪問了NI台灣區總經理林沛彥與大中華區行

銷總經理郭皇志兩位高階經理人，從他們的眼光看

產業的現況與未來。

智動化：NI在2014年底從「美國國家儀器」改名為

「美商國家儀器」，營業方針和未來走向會有哪些

改變？

林沛彥：這次的改名除了公司內部的財務與法務作業

有改變、在人員培養改變，但是產品方向和客戶端的

服務完全沒有改變，在營運方針部份，NI長期以來的

產品策略和市場定位，就是產品與解決方案兼具，客

戶自己可以視需求選擇，用特力屋來做比較，大家就

清楚了，你仔細看特力屋賣場裡，除了賣各種材料工

NI：
讓平台更貼近工程師
NI在模組化量測儀器領域深耕多年，

這幾年市場變化相當大，

包括智慧化、物聯網等概念紛紛出現，

透過這次專訪，可以從NI的角度來看這些市場變化與NI的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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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也有賣一整個裝修服務，像是廚房或臥室這樣，有修繕能力者，

可以買各種零件回去裝，沒有修繕能力或沒有那麼多時間的人，就可以

買整組套件，NI的策略也是這樣，由於NI的產品都採開放性架構，一般

廠商要買單一產品回去兜並不難，但若有時間壓力，也可以選擇NI的解

決方案。

智動化：NI長期以來力推模組化量測儀器，對模組化量測未來發展有什

麼看法？有推新平台的計畫嗎？

郭皇志：仔細觀察NI的產品發展，可以看出我們對於新產品的推出相

當謹慎，這麼多年來也才有4個平台，不過就目前來看，這4個平台已

經足以因應市場的各種應用，NI對平台向來重視，我們在總部還有一

位“CPO”，也就是平台長，從客戶角度回頭看NI的平台，讓我們的平台

功能可以更貼近使用端。

林沛彥：一個平台標準要普及，需要長時間的推廣，你看PXI平台，NI推

了10年才有今天的局面，推動一款平台，眼光要放的長，PXI在推動時，

受限於當時的技術，在初期你不可能跨入所有的應用領域、鏈接所有的

週邊系統，這時就要考量當時的設計技術與設計眼光，選擇最適合的領

域與技術標準，還要有燒錢的準備與決心，PXI這幾年成為業界的主流標

準之一，可是一路走來其實並不容易。

智動化：這幾年市場在談智慧化，可是「智慧」兩字定義模糊，NI如何

定義智慧化？怎樣看待智慧化的發展？

郭皇志：在智慧化之前，產業已經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自動化」建

置，現在所有的智慧化，都來自於自動化的延伸，但自動化與智慧化有

何不同呢？我認為智慧化系統跟人體一樣，必須建立起感官，彙整資料

後進行思維，最後能做出正確動作，IT系統也是一樣，必須先有感測網

路，將訊息傳送到後端的CPU，經過判斷分析後，設備再做出正確動作。

NI的產品布局也是按照類似的架構建立起來，像是DAQ、CpmpactRIO

等，先擷取週邊訊息，再透過平台的大腦運算，最後透過各類控制設備

做出動作，這就是智慧化架構，這種智慧化架構近年來已經陸續在市場

出現，未來會越來越多，像是智慧交通系統中，車與車之間的互通、車

與路上的各類裝置互通，這類M2M的作法，都是智慧化的一部分。

智動化：剛剛您提到的車聯網與智慧交通，都是物聯網概念，而物聯網

這也是近年來產業相當熱門的議題，NI怎樣看物聯網？

林沛彥：延續剛剛的M2M，其實要完整建置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而不

只是M2M，物聯網也是一樣，物聯網分許多類型，工業物聯網（Indus-

trial Internet of Things；IIoT）就是其一，NI平台主要應用於工業物聯網

NI台灣區總經理林沛彥指出，這次的改名除了公司內部
的財務與法務作業有改變、在人員培養改變，但是產品
方向和客戶端的服務完全沒有改變。攝影／林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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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硬體如DAQ負責資料擷取，CompactRIO負責運算，而LabVIEW就是硬體之間

的連結，未來工業物聯網會有高達數千個感測節點，坦白說以LabVIEW功能無法

滿足這些需求，不過NI交會針對工業物聯網，再次升級LabVIEW版本。

郭皇志：不只是工業物聯網，現在大家都在談智慧工廠、工業4.0，這些新概念

的製造構想，都會導入更多的架構，雲端運算就是其一，NI的軟硬體在升級時，

都會將這些新元素考慮進去，未來逐步串起來，成為完整的新世代製造解決方

案，從工程師思維提供更好的產品。

而其實現在NI的產品已經很好用，很多非常棒的應用正在全世界發生，像是之前

日本311地震後，日本科學家與NI的團隊合作，使用NI的設備監測輻射，印度則

有酪農使用CompactRIO，讓牛奶可以更快冷卻，最近的尼泊爾大地震，剛好有

NI的工程師在當地旅遊，立即與當地政府合作，建立起對外通訊系統，這些落實

在身邊的應用，都顯示出NI產品的易用性。

智動化：除了商業與工業的應用產品外，NI在公益部份也多有動作，尤其是之前

推動的Planet NI，要不要來談談這塊？

林沛彥：Planet NI推動經相當多年，這項計畫主要是透過NI的力量，協助偏鄉地

區、中小企業提昇競爭力，像在台灣，NI已連續針對偏遠地區資源較為缺乏的國

中，舉辦偏遠地區的國中生舉辦數場LEGO MINDSTORMS NXT營隊，讓這些教育

資源較少有科學啟蒙，另外NI也會提供新創企業更優惠的NI產品優惠，部份甚至

會免費出借儀器，提昇他們的研發能量與競爭力。

除了這些以外，Planet NI也透過NI的環境監控技術，在環境保護和全球生態更有

效率，透過這些技術，改善企業的碳排放，保護全球生態系統，Planet NI一直在

持續進行，這些回饋讓NI與這個社會一起成長，我相信對雙方而言，這都會是個

正面的影響。

NI的軟硬體在升級
時，都會將這些新
元素考慮進去，未
來逐步串起來，成
為完整的新世代製
造解決方案，從工
程師思維提供更好
的產品。

NI大中華區行銷總經理郭皇志
表示，在智慧化之前，產業已
經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自動
化」建置，現在所有的智慧
化，都來自於自動化的延伸。
攝影／林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