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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世界主要區域的經濟

萎靡，連帶使得各國產業的發展也多陷入困

境。尤其，製造業向來是國家提升整體人均所得、

帶動經濟繁榮、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部門，曾經拋

下工業化的歐美先進國家，近年來都積極走回再工

業化之路，但在各國經濟問題頻頻之下，製造業顯

得顛簸不已。於此之際，台灣當然也深陷困境。

台灣製造業發展60年，每當全球製造業出現競

爭變革階段時，台灣政府與業者都在苦思轉型升級

之道。從1960至1990年代，台灣從輕工業、重工業

到發展資通訊產業，都獲得相當不錯的經濟成果。

然而，自1990年代台灣以資通訊為主的製造業大

量西進中國大陸後，台灣並沒有發展出一個新興產

業，可彌補出口不振。

到底製造業的路應該如何走下去？宏碁（Acer）

創辦人施振榮於1992年提出 「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理論，曾經一度成為台灣製造業的新方向。

微笑曲線概念為：台灣製造業應該從附加價值低的

製造代工，往右走向消費端發展品牌，同時往左朝

研發設計端，建立具備智慧財產權的專利技術趨

近，擺脫台灣製造業長年倚賴的代工營運模式，提

升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事實亦證明宏碁確實成

功的從代工轉向品牌，甚至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電

腦品牌。

然而，樓蓋得再高，若沒有根深蒂固的基礎，

崩塌速度絕對比任何人想像的更快。以宏碁、宏達

電（HTC）這兩家曾經為台灣帶來榮耀的企業為例，

宏碁在全球電腦衰退與創新力不足的情況之下，開

始出現營運危機，至今仍然苦思突圍之道；宏達電

受困於蘋果、三星的強勢打壓，同時面臨中國大陸

華為、小米科技以高規低價產品搶市競爭，腹背受

敵之下宏達電快速失去短暫的風光。

但台灣在品牌經營上也不是完全不行，只要路

得走對，仍有機會在全球市場打出亮眼成績。自行

車產業中的巨大機械，其捷安特（GIANT）品牌全球

知名；陶瓷產業中的法藍瓷，打破由歐洲名窯獨占

世界瓷器業的百年基業。探究兩家公司的成功，都

是因為他們在研發技術與製造等環節，都下了很大

的功夫。基礎技術扎得夠深，再加上創新思維，因

此成功從代工轉品牌，至今依舊耀眼於全球市場。

另一方面，除了從製造代工直接跳進品牌經

營，台灣製造業或可採取「以製造為根本，進行與

既有商品創新相關服務」的「製造服務化」，作為

轉型策略。藉此走出依賴大量生產、降低價格的製

造代工模式，跳脫製造業一再遷移到低成本製造中

心的輪迴，我國製造業才能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為

國家經濟與人民薪資，創造新的契機。

觀察目前國內外創新服務的典範代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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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台積電、鴻海等，可以發現若製造業要以創

新服務提升企業的附加價值，不管是從產品銷售延

伸到內容服務的提供，或是從製造方面發展客製化

研發服務，抑或是藉由擴大經營觸角，成為整合製

造與服務商，都必須暸解技術的深耕與精進才是根

本。

產業基礎扎得夠不夠深、關鍵技術掌握度夠不

夠高，始終是產業能否走得遠、走得穩的根本。近

年來透過各種政策工具，從台灣已具根基、應用範

圍廣的產業中，透過技術的深耕，找出技術瓶頸之

突破點，推動更多產業轉型向上。

舉例來說，在材料化工領域，我國已針對產

值高、上下游產業鏈綿密的化工產業，開發出「Dr. 

Column」石油化學軟體工具，可再提升20%產能，同

時節省能耗15%。近年來已經協助國內超過30座蒸

餾塔器之設計或診斷改良，幫助廠商每年提昇產值

逾5億元。而在機械領域，則透過虛實整合的「在環

驗證平台」，進行虛擬車輛驗證與模擬分析，並已

完成對應乙類電動巴士等級之動力系統虛擬驗證平

台，可測試包括極速、爬坡力、加速性能、能耗、

估測續航力，虛擬驗證準確度達90%。

亦或是透過「雲端虛擬工具機設計分析平台」

設計新的工具機，平均可提高機台的剛性達10%至

15%，重量減輕10%以上，同時節省40%的設計時

程。對於電子電機產業中，規模小而美的高階量測

產業，則考量國內廠商之資源與需求，透過自主開

發關鍵核心晶片，突破以往關鍵元件受制於人之窘

境，協助廠商切入中高頻晶片量測器市場。這種種

的例子，都是台灣產業對於技術自有化與產業高值

化的思考與實踐。

眾所皆知，建築地基若打得深，房子就會非常

穩固；功夫如要練得好，得先蹲個5年、10年馬步；

堅不可摧的樹木，也有樹根綿延在地下，把土地牢

牢抓住。凡事都要深耕基礎的道理，亦適用於國家

產業的發展，足見企業不管是追求品牌經營、發展

創新服務、研發前瞻科技的多元應用，都不能忽略

深耕既有技術的重要性，才能讓企業站在堅若磐石

的基礎，向上成長茁壯。

法藍瓷為台灣陶瓷產業中品牌
經營的成功例證，在全球市場
打出亮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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