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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S

編者的話

一月號 2017   CTIMES   9

產業轉型這件事，無論是業界或官方，台灣都已經喊了很多年，不過也就是一直沒有成

功，所以才喊了這麼久還在喊，當然產業轉型沒有這麼容易，不會一蹴可及，不過從

這幾年一變再變卻還是換湯不換藥的口號來看，大概可以看出問題何在。

從差不多10年前的e台灣、M台灣、U台灣等各種英文字母口號，到最近行政院推出的「亞洲•

矽谷」，台灣這些政策的問題，就是所有的願景都是要成為「別人」，而且這個「別人」大多

是矽谷，在世界的產業地圖上，矽谷、大陸、韓國、台灣都有各自的位置和角色，即便角色之

間有交集，但仍不影響各自主體性和特殊性，這些位置之所以形成，都有其歷史脈絡和長時間

的產業心血，要成為他人的角色，必須所有的條件都到位，才有機會成功，但即便成功成為別

人，政府有想過，世界需要第二個矽谷嗎？

台灣之所以能成為全球電子產業重鎮，是天、地、人三方的綜合成果，當年政府決定發展電子

業，除了當年的政務委員李國鼎獨排眾議，堅持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計畫，促成台積電與聯電

誕生外，當時的電子技術漸趨成熟與海內外人才的養成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今天如果另一個發

展中的國家，喊出要成為「第二個台灣」，台灣業界人士會認為可行嗎？

與其轉型，不如深化台灣的既有優勢，這幾年產官學界多將「代工製造」打為低階產業，但台

積電的「代工」可以做到毛利50%、鴻海能做到Apple離不開他，這都是深化自己原有的優勢

創造出來的成果，世界不會有第二個矽谷，也不需要第二個矽谷，台灣主政者或許可以多想想

台灣已有的獨特性，做出旁人難以企及的競爭門檻，才是長久之計。

世界不需要第二個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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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種新興智慧無人載具及機器人的蓬勃發展，

帶來廣泛的產業機會，也引領更多新興應用與周

邊商機。隨著無人載具、機器人等產品持續發展在「戶

外」的應用與活動，估計科技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將擺

脫以往的使用型態，朝向戶外活動的方向發展，成為新

興的應用場域。

觀察無人載具的發展，未來將有非常多元且不同功能組

合的新型智慧無人載具將出現，宛若革命般地撲向市

場，非常有機會在一波波地發表中，帶給市場消費者感

到驚艷與喜愛應用。這些新興的智慧動力機械，不論是

在「協助勞力」還是「增加樂趣」的服務領域，已經有

其特殊地位與機會，更特別的是，他們額外能突破的重

點區塊是在「戶外」，這與過去以「居家在室」為主要

設計的消費型科技產品大異其趣！

過去長期的數位科技發展，絕大多數「消費型」科技產

品的設計方向，普遍是針對使用者以「居家在室」的應

用情境來設計，且多數是朝向帶給民眾「偷懶」與「便

利」為主要的設計元素；相對之下，極少數位科技產品

是設計用來帶領或推動消費者「走出戶外」、「風吹日

曬」的。

觀察目前純粹的科技產品或內容服務，能讓消費者甘之

如飴，走出戶外風吹日曬地使用或享用的科技產品，最

著名的應該算是2016年7月開始提供下載的《精靈寶可

夢GO》（Pokemon GO）APP，造就出戶外科技活動的亮

麗成功典範案例。從寶可夢的成功，可以看到戶外遊戲

的娛樂價值與健康新意，亦觀察得到有人與人互動交流

意義，甚至還能帶動地方人氣與商業機會等，這些價值

許多都是我們前所未料或從未去思考關注的。

因此，若我們認同純粹的科技戶外休閒市場具有開發潛

力，有機會能從中採礦挖掘到更多史無前例的價值與機

會，那麼，我們宜從現在的科技基礎中，更多注意且思

維如何規劃佈局這塊目前還算新興且藍海的處女之地。

例如：利用新興消費型無人載具，結合當代正當紅的

VR∕AR∕FPV∕360度全景等影像內容應用，擴大戶外

活動、運動的影像內容紀錄與交流樂趣。

純科技的戶外活動，在過去數年已缺乏明顯的進展，部

份蟄伏在利基市場中低調中成長，但其實許多科技都已

成熟到位，大多數廠商只是尚未思考科技能賦予戶外哪

些新功能？能有什麼戶外服務項目值得開發？這些可能

忽略的問題或過去看不上眼的領域，應只是「戶外科

技」鮮少被單獨拉出來研討，而埋沒在那裡。

如今在寶可夢純粹的科技內容服務，促發廣大民眾願意

風吹日曬進行戶外科技遊戲與行動，已然可以看到新科

技在戶外應用的機會與商機。尤其市場上，還將出現各

型各色各種服務功能的無人載具平台，估計相關發展正

處於起步階段。若再加上戶外的新穎應用，這些相輔相

成的戶外商機潛力，有助產業界順水推舟，訴求戶外科

技產品的伴隨樂趣與享用意義，藉機推廣戶外科技應用

新潮流。

近年多數高科技業者不斷尋求新的發展方向，除了從產

品、技術與應用的思維切入外，由應用場域的觀點進行

市場區隔，可發現諸多新興應用正由室內轉移至戶外，

包括無人載具等產品在內，如何因應戶外休閒市場的需

求，設計適合的產品、應用與服務，將為能否在此一新

科技藍海市場勝出的關鍵。建議產業界可持續關注、投

入「走出戶外」相關的新興應用市場。

科技產品戶外應用的新藍海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從無人載具談起

（本文為資策會MIC洪春暉、黃偉正共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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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臉書提出了一個問題，有什麼是台灣

Maker to Market的成功案例？引起不少討

論。由於被點名回應，想想很難用幾行訊息交待

清楚，乾脆為文來探討一下。針對這問題，首先

要確認的，不是那個案例成功，而是誰是Maker？

這是Maker圈論戰已久的命題，可以無限上綱，那

就無法討論下去，這裡且限縮一下Maker的定位，

一是For Fun，這毫無疑問，但除了基於個人樂趣

的動手做外，也應包含啟發學習和藝術性創作，

甚至是開發套件和工具的精進研究。二是「解決

問題」，包括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乃至於解決社

會性、公益性的問題。

除了上述出發點外，應再加一個必要條件，就是

他不是一個人關起門來for fun或「解決問題」，

而是DIWO（Do it with others），也就是願意在社

群分享或喜歡串連同好。

當提到Maker to Market案例，案主應該具備上述

背景及條件。若這樣的立論成立，那些一開始即

以創業為目標的個人或團隊，即使他們應用Maker

常用的開發板做出原型，或推出了Maker圈常見的

產品，如3DP、Robot、Drone又募資賣座成功，

但仍應該被排除在這個問題的推薦名單外吧。

當Maker的樂趣或社會性專案進展到某一程度，想

將它推給更多人使用，或想將樂趣轉化為兼職或

全職的工作時，走向市場的行為於焉產生。

目前「最有市場」的出路，無疑是從事「教學」

：教想成為Maker的人如何成為Maker，或讓孩子

更有動手做、解決問題的能力。

事實上，投入Maker教育的Maker已相當多，其中

全職者當然是在創業，有意義也很有前景，但弔

詭的是，大家似乎不把他們歸屬於創業家。

一般人心中想的Maker to Market，還是在於將

Maker專案給產品化、商品化。的確，大家在國內

外募資平台看到不少成功的例子，也想成為這樣

的例子，然而不被看見的失敗例子其實更多，因

為，硬體創業實在很難。

現實情況是，歐美Maker Movement比台灣久，走

向Hardware Startup的條件（創意能力、市場定

位、投資環境等）也比台灣好很多，但也不用妄

自菲薄，台灣在這條路上發光發熱案例肯定會愈

來愈多。

這裡須再次澄清一件事，那就是Maker to Market

不必然要創業，若有份穩定工作，兼著做就好，

不要太衝動。如何善加利用自己的閒瑕時間，本

來就是Maker運動的核心精神之一。怎麼兼著做，

最可行的還是教學，教同好或學子們自己已登堂

入室的Maker題目，並兼著賣相關學習套件，這件

事利用閒暇時間就好，賺外快也自娛娛人。

另一條路，就是從企業、政府／法人、學研界來

的「接案」需求。目前這「市場」仍不大，很多

Maker甚至感受不到，然而，這個需求肯定會持續

成長，因為企業希望結合Maker的創意或技術能

力，歐美硬體新創則缺系統整合及製造的能力，

台灣的PRO Maker特別適合來補足這一塊。

最後，自辦Makerspace，但在台灣，若想靠收費

營運，這一兩年看來還是很困難的（理由是什麼

大家也很清楚－免費資源太多）。

（本文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首先要確認的，不是案例成功，而是誰是Maker？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台灣MAKER TO MARKET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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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A N A L Y S I S

中國LCD零組件供應鏈趨完善
2017年一線廠商壓力驟增
中國零組件廠商的佈局速度加快，2017年將試圖挑戰國際一線大廠。

根據最新研究顯示，隨著一座座大世

代（8代線以上）的LCD（液晶）產線

在中國量產，中國零組件廠商的佈局

速度也跟著加快，如玻璃基板與偏光

片等，2017年將試圖挑戰國際一線大

廠。

以玻璃基板為例，現階段中國玻璃基

板廠商最大的玻璃熔爐只可對應到6代

線。

但今年下半年中國東旭集團宣布與日本

電氣硝子（NEG）合作，將在福州投資

8.5代線的玻璃熔爐，希望就近打入京

東方的供應鏈。

值得關注的是，此舉將進一步提升中國

廠商生產大世代線玻璃基板的技術能

力，讓長期保有高度市佔的廠商如康

寧、旭硝子、日本電氣硝子等，面臨的

競爭壓力與日俱增。

在偏光片的供應上，早期中國的偏光

片廠商如盛波，三利譜等，皆以生產

CSTN用或以偏光片後段的裁切加工為

主，前段偏光片進口多仰賴外國廠商，

然而，此局面也在今年有了較大改變。

東旭集團與日本住友化學、韓國東友集

團合作，在無錫成立旭友電子材料，目

標就是前段偏光片的製造，而三利譜也

在合肥投資幅寬1390毫米及1490毫米

的偏光片生產線。

同時，中國錦江集團透過入主崑山奇美

材料進入偏光片領域，一線廠商如日系

的日東，住友，甚至是台廠的明碁材，

奇美材等，都將面臨來自中國廠商的強

力挑戰。

WitsView表示，中國十三五計畫將半導

體納入重點發展產業，市場多認為中國

的驅動IC設計公司有望伴隨著新的晶圓

代工廠投資計劃而嶄露頭角。

然而，由於目前在面板設計上，如

GOA（Gate on Array，閘極驅動電路基

板）、Dual-Gate甚至Tri-Gate等技術都

使驅動IC的使用顆數大幅降低，早已造

成驅動IC進入薄利多銷的時代，若中國

廠商現在才進入市場，將面臨無利可

圖的狀況，因此也降低其進入市場的意

願。（王岫晨）

熱潮未退 3D列印2017年產值將達121億美元 

根據Wohlers最新統計，2015年全球3D列印市場達51.6億美元，雖仍較2014年

成長26%，成長幅度維持兩位數，但已經低於前年36%有一段距離。若仍持續下

降，估計2020年要達到200億產值的機會不大，依IEK分析該年產值約可超過110

億美元。至於兩大龍頭3D Systems、Stratasys業績平平，不再有高幅度的成長，

在獲利方面也大不如前，甚至出現虧損赤字。

惟如EOS、SLM solution、Concept Laser、Arcam等雷射積層製造設備廠商到了

2015年營收，仍保持平均超過40%以上的高度成長。其大致上均採用粉體熔化

成型技術(PBF ,Bed Fusion)為基礎發展相關設備，源自於早期選擇性雷射燒結

(SLS,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而Arcam是現今全世界唯一採用電子束熔融(EBM, 

Electron Beam Melting)積層的業者。 (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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