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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520蔡英文總統上台後，過去在馬政府時代抗爭的國道收費員事件獲得解決，政府單位該不該付

錢了事？國人意見兩極，此處不加評論，我們看到的是另外的問題，自動化與勞工的問題。

台灣的智慧電網喊得相當早，前幾年全球在推動的時候，台灣政府也做出相關政策，宣示幾年內

要建置幾百萬戶的智慧電錶，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政策沒能完成目標，不過看到當年時實施

ETC之後，那些未能妥善安置導致不斷上街頭的國道收費員，我們不禁會想，如果智慧電錶政策

有按預期達標，現在街頭會不會出現另一批電錶抄表員？而這些考量會不會是台灣智慧電網無法

落實的原因之一？

這不僅僅是智慧電網和抄表員的問題，在全球勞工成本的不斷高漲下，市場火熱的「工業4.0」、

「智慧工廠」這些概念，擺明了就是縮減、取代原有的人力，無論是哪個產業、哪個工作，機器

的問題最簡單，難的永遠是人的問題，不管國家當政者或企業主在導入自動化或智慧化設備時，

關於「人」的策略考量必須要擺第一位，若處理不當，後續產生的處理成本有可能會超過系統建

置效益，讓原本的立意產生負效果。

主編

智慧電錶和國道收費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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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城市 
台灣的引擎還不夠熱

台灣缺少對「人」的觀察，從觀察中找出脈絡，

發展適合的創新模式，再與「製造」互相配合，

就可開發出具有競爭優勢的創新產品，讓智慧

城市實現「在地化」…

文／廖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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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在政策規劃上還需強化整體策略與整合機制，才能發揮多方力量凝聚發展動力。

根據調查，全球智慧城市的市值在2020年將達到20兆

台幣，驚人的數字代表智慧城市無疑還是當前最具

發展潛力的市場之一。跟上全球趨勢的腳步，台灣推行智

慧城市也有數年，但無奈實際成果卻不明顯，至今走上街

頭，真正能讓人深刻感受到「智慧」的應用為數不多，頗

有「雷聲大雨點小」的窘境。其實台灣在技術上具有與全

球競爭的實力，但是發展進度卻落後許多，其中，政府所

扮演的角色是關鍵之一。

各縣市拚當智慧第一大城

隨著都市開發，造就許多如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環境髒

亂等衍生問題，因此，如何提升市民居住品質便是歷任執

政者所追尋的城市建設目標，但此同時，也是追尋政績的

一大跳板，許多縣市首長皆把智慧城市當作未來的重大發

展計畫，其中包括台北、桃園及台南等城市，都紛紛推出

相關的智慧城市應用。

例如，台北市誓言要做智慧城市的領頭羊，目標將整個

台北市打造成一個「Living Lab」，以智慧實驗場域為概

念，開放許多實驗場所供業者實驗，也讓市民接觸智慧化

服務；而桃園市則是因重量級ICT(資通科技)大廠皆設廠在

此，挾帶深厚的ICT基礎攜手行動晶片大廠高通發展無線充

電領域，目標成為全台無線充電服務密度最高的縣市。

台南市則是透過與遠傳電信的合作來建構完整的4G智慧城

市，類似以上的縣市發展計畫如今在台灣不勝枚舉，幾乎

每個縣市都不約而同期許要成為台灣的「智慧第一大城」。

推動智慧城市 台灣缺了什麼？

瞄準未來轉型契機  少不了整合、統一 

正當各縣市積極展現智慧城市實力同時，企業也在這舞台

上展現自己的技術實力，多數智慧城市的發展，不外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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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是結合政府單位與企業的力量來推動。市場上有許多口號

高喊，智慧城市是未來台灣經濟轉型的重要契機，因而各

產業誰不想把握這個機會搭上順風車。

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就曾對此發表「珍珠項鍊」

一說。他表示，智慧城市可以帶給台灣更多系統整合的機

會，但是並非個別廠商或應用能主導一切，台灣產業有很

多「珍珠」或「鑽石」，因此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串成一

串珍珠項鍊，進一步做到整廠輸出，廠商的毛利空間也更

高。

而目前台灣各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的推動上，大多傾向於

各自在不同領域進行各種創新應用服務，如前所述，但分

散式的發展較無法凝聚成整體力量，中央與地方在政策規

劃上還需要強化整體策略與整合機制，才能發揮跨域整合

及資源槓桿綜效。

政府扮演「領頭羊」

市調機構Gartner認為，打造一個完整健全的智慧城市，至今

還需要大約再十五至二十年的時間，而智慧城市的建立並

非只單靠技術與設備支援，更需要政府及市民的參與。雖

取名智慧「城市」，但發展重責卻不該只落在城市身上，

政府單位的積極投入與大力支持是發展背後的基石，並扮

演領頭羊的角色，展現強烈的企圖心帶動整體發展，若政

府不帶頭，民間也很難跟進。

智慧城市的發展同時也涉及政策或法規制定，但台灣在這

方面總是顯得綁手綁腳。舉例來說，電子支付服務讓市

民出門在外不必帶荷包，這種便利服務在中國早已融入到

市民生活中，甚至近年也有中國業者進軍台灣市場，朝人

潮洶湧的夜市拓展，但台灣呢？曾有調查指出，台灣在電

子支付領域的發展嚴重落後他國十逾年的時間，幾乎快看

不到人家的車尾燈，甚至台灣才正要起步而已，這當中的

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為政府法規的限制，讓業者綁手綁

腳，始終邁不出一大步。

電子支付不過是發展智慧城市當中的某一部分，技術難度

比起其他服務來說並不高，但該服務卻很貼近市民生活需

求，如果連這種小型應用服務台灣都呈現牛步，更何況規

模較大、技術難度較高的應用服務，豈不是要落後他國更

多個十幾年。

智慧城市的建立以人為初衷，了解市民的需求與問
題，是推動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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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缺少對「人」的觀察  

上述提到，智慧城市的建立還需要政府與市民的參與，智

慧城市的建立初衷，本就是為提供市民更完善便利的生活

品質，「以人為本」是驅動智慧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但

是相對的，發展不可能只有一面倒的投入技術，也要有人

使用。

舉例來說，根據愛立信在智慧城市的調查報告，指出現今許

多智慧城市的計畫都是通過利用ICT來最佳化其既有的系統

與行為模式，而在報告當中也指出，台北的 ICT成熟度近似

美國洛杉磯與韓國首爾，雖然在ICT成熟度方面表現不俗，

不過與其他高度成熟的城市相比，台北在ICT的使用上卻略

低，如電子支付，加速普及，是需要迫切正視的問題。

找出使用率低的原因，關鍵就在對人的觀察，工研院對此

也曾提出建議，台灣過去以製造為導向，效率世界第一，

卻缺少對人的觀察，若能從觀察中找出脈絡，了解市民對

生活模式的需求與想法，藉此發展適合的創新模式，提高

使用率，再與台灣引以為傲的「製造」互相配合，就可開

發出具有競爭優勢的創新產品，並讓智慧城市真正實現「

在地化」。

英國政府將倫敦導入智慧交通系統以解決人口爆炸所帶來的交通壅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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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借鏡英國、新加坡

歐美地區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思維，已經轉

向解決包含社會需求與環境永續等在地問

題，這便是真正體現對市民的觀察。例如，

英國推出智慧倫敦計畫，就多著墨於解決居

民的生活痛點，像是人口爆炸所引發的城市

與交通擁擠問題，面對一天車流量上千萬輛

次，倫敦交通局對此建立智慧型交通號誌系

統（SCOOT），不僅有效分散車流，還研發

新技術，讓紅綠燈偵測行人多寡，自動調整

秒數。

據了解，過去五年，英國已投資5億英鎊在

智慧城市項目，尤其大力投資交通、供水、

建築、社區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領域，一系

列作為讓英國在全球的智慧城市排名，近四

年都排名第一，近年也有不少政府或企業團

隊前往英國取經，希望藉此找出適合台灣的

成功之道。

而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早在2006

年便開始佈局「智慧國2015」計劃，透過

發展ICT產業提高關鍵領域的競爭力，將新

加坡打造成一個以ICT驅動的智能化國度。

大部分人都知道，新加坡之所以能茁壯成亞

洲頂尖之國，政府是幕後大功臣，除了執行

效率迅速，也非常積極推廣經濟發展，尤其

穩定的投資環境、優越的條件吸引外來人

才，都是讓新加坡能領先群雄的原因之一，

這也是台灣政府可以多加參考的，除了大力

支持台灣產業，更要廣納海外優秀企業，讓

雙頭並進。

以往台灣對於智慧城市的發展策略，大多會

著重於提供更多創新的智慧功能，或是透過

相關產業的發展來帶動經濟效益，但是推動

智慧城市需要各方力量，因此在策略上，就

可向英國與新加坡借鏡，將解決民生問題與

推動產業做為發展的雙主軸。

身為亞洲頂尖之國，新加坡政府在推動各項國家發展計畫上不遺餘力，執行效率值得台灣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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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
領軍打進世界盃

大昌華嘉百年經驗掌舵

日前在台灣負責協

助瑞士5大廠，

共同舉辦「磨削技術研

討會(Swiss made PRECI-

SION)」的台灣大昌華嘉集

團(DKSH)科技事業部總經

理郭文斌，不僅長期以

來代理多款國際百年品

牌行銷亞洲。隨著工業

4.0時代到來，跨境、跨

業結盟競爭已成主流，更有賴該

集團扮演中介橋樑的角色，進一

步擴張台灣高階應用市場需求，

帶動產業加值升級。以下為獨家

專訪郭文斌內容：

智動化問：大昌華嘉對工業4.0的

看法

郭文斌答：工業4.0就是讓機械

具備智慧，並藉由各種感測元

件(sensor)、量測裝置輔助，集

結各單機累積的加工經驗等大數據，成為工

廠的資料，達到最有效率生產；進而綜合成

為整個集團的大數據，讓集團能對舊有商品

快速最佳化，當接到客戶不同訂單時，能迅

速而有效率的製造生產。

未來大昌華嘉希望作為歐美原廠和台灣客戶

之間的橋樑，透過完整且客製化的服務，包

括市場分析策略、行銷、安裝建置、售後服

務等，協助雙方深度溝通，並回饋需求，建

置在硬體設備端，目前我們所代理的歐美系

工具機，幾乎都可以選購用來線上量測，直

接補正再加工的配件。」至於這些加工數據

的蒐集和建模，多由客戶自行建立系統來執

行或應用。

現在已有汽車傳動齒輪廠能將加工和量測數

據通過網路，連接加工機與量測設備，再進

行完整的加工參數補正。而在醫材領域，也

因應加工材料容易變形，容許量測誤差值頂

多在0.1mm內，必須利用更高精度、穩定度

和效率機器，才能達到醫材產業標準，目前

文／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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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去(2015)年起掀起兩岸半導體產業整併話題，開始讓「國家隊」

一詞突然成為台灣產業政策的關鍵字，隨之而起的還有「亞洲盃(亞洲

矽谷、新南向)」、「世界盃(工業4.0、智慧機械)」等政策，姑且不論

其內容及執行策略好壞。至少代表過往台灣製造業仰賴地方群聚、產

學研聯盟打群架的商業模式，已到必須改弦易轍的時刻。

中國大昌華嘉已成功利用歐美先進機器，協助客戶開發高精

密醫療儀器元件的示範產線

問：大昌華嘉代理產品跨越各領域，因應去年至今台灣製造

業景氣不佳，是否仍有特殊亮點的特殊應用領域或市場？

答：由於台灣大昌華嘉科技事業單位橫跨工業設備、精密機

械、半導體/光電電子、科學儀器、專業工業應用和餐飲設

備6大領域，集團內部也會互相支援。

以負責的精密機械產業而言，雖然去年台灣整機廠出口不

佳，但對於所代理的瑞士Studer內外圓磨床而言，仍看好台

灣及中國大陸為主力的亞洲市場。

隨著兩岸智慧自動化需求水漲船高，近年來也陸續在工具機

刀桿、主軸研磨應用領域有所斬獲；同時搭配廠內上下料系

統Smartload或Easyload，大昌華嘉也提供標準的B3上下料連

接介面，讓工業機器人產業整合，現已有台灣廠商訂購，明

年起也開始接受與國內外廠商整合。

問：面對現今全球工業4.0智慧製造潮流，大昌華嘉將扮演

的角色？

答：當前工業4.0的主要概念，其實就是讓機械具備智慧，

並藉由各種感測元件(sensor)、量測裝置輔助，集結各單機

累積的加工經驗等大數據，成為工廠的資料庫，達到最有效

率生產。進而綜合成為整個集團的大數據，讓集團能對舊有

商品快速最佳化，當接到客戶不同訂單時，也能迅速而有效

率的製造生產。

現在除了大昌華嘉所代理的歐美系工具機，幾乎都可以選購

用來線上量測，直接補正再加工的配件，至於這些加工數據

的蒐集和建模，多由客戶自行建立系統執行與應用。

未來大昌華嘉希望能作為歐美原廠和台灣客戶之間的橋樑，

透過完整且客製化的服務，包括市場分析策略、行銷、安裝

建置、售後服務等，協助雙方深度溝通，並回饋需求，建置

在硬體設備端。

日前也在台灣協助瑞士5大品牌舉辦磨削技術研討會，包含

冷卻切削液供應商Blaser、量測裝置供應商Jenoptic-MOVO-

MATIC、工件裝夾設備供應商EROWA、內外圓磨床供應商

STUDER、磨具供應商3M，提供加工業更完整有效的內外圓

磨削工藝整體解決方案。若台灣客戶有意響應政府「新南向

政策」，也可利用大昌華嘉在東南亞經營多年的綿密佈局，

協助解決語言、法令不通的問題。

問：因應政府正積極推動的5大創新產業，製造業除了正密

切關注直接關聯的智慧機械，跟上工業4.0趨勢。也希望能

結合航太、綠能(風機)、醫材等終端應用領域發展，大昌華

嘉是否有可推薦的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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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智慧機械應用領域，現在已有汽車傳動齒輪業客

戶引進工業4.0概念，能將加工和量測數據通過網路，連

接加工機與量測設備，再進行完整的加工參數補正。而

在醫材領域，也因應加工材料容易變形，容許量測誤差

值頂多在0.1mm內，必須利用更高精度、穩定度和效率

機器，才能達到醫材產業標準。目前中國大昌華嘉已成

功利用歐美先進機器，協助客戶開發高精密醫療儀器元

件的示範產線。台灣大昌華嘉也開始代理國外3D列印設

備，投入研發材料、打樣及加工應用。

問：最後針對今年9月台灣大昌華嘉協辦的「磨削技術研

討會(Swiss made PRECISION)」，您希望對台灣精密機械

產業帶來哪些幫助？

答：這次除了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Rolf Frei特別應邀出

席，為大會揭開序幕外，重頭戲還是由5家國外企業高階

主管與專家陸續上台，講解最新科技與技術應用，希望進

一步擴張台灣高階研磨用戶市場，帶動產業加值升級。

瑞士與台灣都有60%土地被高山圍繞、仰賴出口導向經

濟的共同特色，瑞士對台灣主要輸出機械、醫藥與鐘

錶，台灣對瑞士出口大宗為機械、自行車，兩方市場相

輔相成。雖同樣在近年來遭遇經濟不景氣挑戰，雙邊貿

易進出口仍增加5%，會中Rolf Frei也指出，台灣已是瑞

士第20大貿易夥伴。他認為：「瑞士工藝技術主要展現

於完成客戶對高科技研發需求，台灣則有許多高科技產

業隱形冠軍。」盼經由這次高階磨削技術研討會促進交

流、共享技術與經驗，找出對彼此最佳化組合，以對全

世界製造業提供精密技術解決方案。

透過這次整合精密磨床、磨具、夾治具、量測裝置及冷

卻液5大供應商齊聚一堂的機會，與出席台灣廠商面對面

深度交流技術與分享案例，將可提供加工客戶全方位解

答，此外會中還導入生產總成本(TCO)觀念，強調節省時

間即是降低成本，且有助提升品質；另業者不僅銷售設

備，也有責任致力於高效率生產「藍色步驟(BlueSteps)

」，關切設備的生態足跡，以提升全球競爭力。

在「磨削技術研討會」中，精密磨床、磨具、夾治具、量測裝置及冷卻液5大
供應商與出席台灣廠商充分交流，以提升全球競爭力。(攝影：Smart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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