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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報專欄：軟體強國論-雲端智慧，創新臺灣 

─國家發展委員會處長何全德/技術專家委員會委員 

 

邁向智慧生活，科技不是解答，而是推手。雲端運算、行動服務、大數據等

科技的創新應用，主要的目的是要成就優質的社會，營造更優質的生活環境，促

進更多的社會互信與關懷。行政院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是為了體現公開、參與、

透明化的公共治理，迎接資料民主新時代的來臨；另一方面更期盼開放巨量的政

府資料作為全民的新資源，再結合民間無限的創意，帶來全新的創意商機。所以，

善用雲端智慧，推動公私組織運用人類集體智慧，發展前所未有的優質環境，創

新臺灣的公共價值、經濟動能及商業模式，才是發展智慧雲端的宗旨。 

 

一、前言 

全球經濟目前仍處詭譎難測，以出口經濟為導向的臺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

峻衝擊與挑戰。臺灣產業結構尚待從效率驅動轉型到創新驅動的經濟結構。前景

不明、就業不易，房價高漲，薪資不漲，成為年青人苦悶的原因；另者，以科技

創新驅動的全球網路經濟興起，臺灣以製造及代工起家的產業結構，遭逢嚴酷的

升級轉型挑戰。「忘不掉、放不掉」先前的經營成功方術，成為企業陷入發展困

境的主因，「有感施政」成為人民加壓政府的共同語言。振興經濟，創造就業、

提升所得，社會正義成為全民殷切的期盼，籌謀擘劃臺灣下一個百年發展大計，

成為全民當務之急。 

 

二、臺灣脫胎換骨新契機 

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政府相關首長日夜「爆肝」精心規劃，端出以「創新、

開放、調結構」新思維作為振興經濟的主要動力。例如，期許為「國家發展策略

運籌總部」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3年 1月 22日掛牌成立。首任主任委員管

中閔積極倡議：網路是臺灣全產業創新轉型的關鍵。他認為沒有網路、數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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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或是智慧裝置有關的產業政策，那就不可能是為下個世代發展而提出的政策；

他認為臺灣應發展全融、資通訊為主的現代服務業，進軍國際找機會，將世界市

場帶進臺灣。 

面對國際新經濟情勢的演變，政府致力推動創新創業及經濟自由化，強力推

動產業升級轉型與擴大投資。近期，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提出「為青年找出路、為

企業找機會、為老年人找依靠、為弱勢者尋求有尊嚴的生存環境」四大施政目標，

擴大整合各部會資源，推動友善的創新創業環境。例如，行政院已成立「創新創

業政策會報」，整合政府與民間的創新創業能量與資源。為了與國際創新經濟市

場接軌，國發會正推動「創業抜萃方案」，積極排除法規障礙，引進國際資金與

知識，強化市場機能及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期能吸引國際創投基金來臺投資

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新創事業，讓臺灣全方位脫胎換骨、邁向卓越。 

此外，行政院正籌編「智慧網路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從基礎環境、透明治

理、智慧生活、網路經濟及智慧國土 5個構面，以前瞻及開放的理念，廣邀各界

共同擘劃智慧網路新臺灣的願景、目標、推動策略及建設計畫。 

站在新舊時代的分水嶺，臺灣正與時間賽跑。在亟思後發先至、展翅再飛的

蛻變時刻，面對萬重的挑戰與困境，在自然資源極為短缺的限制下，我們必須快

速掙脫層層的束縛，精準抓住這一波席捲全球的科技、經濟、政治及生活變革浪

潮，參透其發展動能與走勢，掌握這一波的創新經濟契機，重新檢視臺灣的產業

體質、社會特色與競爭優勢，來個「逆轉勝」，一舉扭轉乾坤，從危局中創造新

局，找到我們自己的定位與機會。 

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危機就是轉機，黑暗過後就是黎明。科技產業向

為臺灣當前經濟發展的重心，臺灣今後傳統產業維新升級及開創新興產業，必須

高度依賴科技創新作為帶動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主要動能。經濟部提出「三

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及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作為今後臺

灣產業結構優化策略，並選定創新時尚紡織、物流產業服務科技化、資訊服務業

國際化、智慧生活產業及工具機智慧製造作為五大亮點產業。近期，政府又推動



 

 
 

3 

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及發明專利產業化四項新興智慧產業。剖析

經濟部精心擘劃、打頭陣的這五項亮點產業及四項新興智慧產業，加上近來全球

興起的物聯網、車聯綱、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無一例外都要高度依賴資通訊

科技作為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及服務創新的主要動力。 

 

三、雲端軟體及服務帶動產業創新升級 

近年來，雲端運算、行動服務、雲端運算、社群媒體、數位匯流及海量資料

分析能力等新興科技的多元整合及創新應用，再加上不可限量的智慧網路連結力

量，呈現了讓人驚奇連連、深不可測的網路擴散加乘效應，ICT重新定義了新世

代企業經營及政府治理的新方程式。今日的 ICT，仿如 Kevin Kelly描述的類自然

生物「科技體」，開始有了自主性，開始自我成長、持續進化，自我產生了所向

披靡、無堅不摧的「創新性破壞」動能，為人類文明帶來了全新的經濟、社會、

文化、醫療、教育、生活等各層面的變革契機。 

依據 Gigaom Research於 2014年 6月公布的 2014 Future of Cloud Computing 

Survey，在 1,358家接受調查的企業組織中，有 49%運用雲端運算作為產生收益

及創新產品的動力，45%已經或計畫將公司營運移往雲端，顯示雲端運算對於企

業已是不可或缺的經營策略。其中，SaaS企業採行比率從 2011年 13%成長到 2014

年 74%，成長近 5倍。在銷售及行銷部門採行 SaaS比率約 51%，顧客服務及分

析部門採行率各為 43%；另外，56%企業彈性運用 IaaS作為運算資源，41%採用

PaaS研發及發展新應用系統。當愈來愈龐大的資料需要整合，以及需要線上跨部

門合作及產生資料，三分之二受訪的企業認為在未來二年內，他們的資料將存放

在某一種形式的雲端系統內。 

這一波以雲端運算、行動服務等科技應用創新，產出人類文明歷史首見的「連

結力」、「即時力」與「感動力」，恰可成為強化臺灣軟實力與巧實力的主要動能，

成為臺灣經濟結構再次轉型升級的飛天翅膀。「科技興國」、「軟體強國」為全球

當令，全新機會在前，我們期盼有更多的現代成吉斯汗以全球網路為戰場，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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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全球；公私部門應通力合作以全新的思維、視野、格局及戰略，培育及重用

深具新世代創新經濟、服務經濟及科技經濟觀的人才，成為臺灣蛻變創新的力量。 

2012年 4月經濟學人以「第三次工業革命」為主題，報導影響今後人類文明

深遠的產業變革大趨勢。簡言之，「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更聰明的軟體，結合

社會網絡驅動全新的「社會製造」及「協同製造」革命。依經濟學人描述的第三

次工業革命趨勢，今後整個世界工廠、世界市場、世界財富等，勢將因資訊科技

的創新應用而新舊交替、版圖重組。第三次工業革命植基於嶄新的智慧軟體、3D

印表機、新奇材料、智慧型機器、新製程、網路軟體服務，加上社會網絡無與倫

比的擴散效應，一舉全面翻新產品製造流程，使新世代的產業得以進行小量及多

樣化的聰明製造，讓產品更貼近消費者的個人化、個性化需求。 

被稱為「瀏覽器之父」 Marc Andreessen 2011年 8月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他對

「軟體正在吞噬整個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的趨勢觀察。他對科技

驅動全球經濟轉型的看法，與經濟學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洞識，有異曲同工

之妙。他認為軟體正在吞噬傳統產業鏈、推翻及瓦解既有產業結構，軟體將成為

今後主宰全球企業及產業創新的動力。「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在軟體

及網路踏門侵戶下，諸如傳統書店、唱片業、遊戲開發商、攝影產業等，正逐一

被網路書店、網路音樂、網路遊戲及智慧型手機攝影軟體所取代。甚至連最傳統

的汽車產業、農業、金融業等，今後也將依靠更聰明的軟體、更快速精確的即時

資料分析能力來為客戶創造特殊的價值，方能立於不敗之地。社群媒體、行動裝

置、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應用交織串聯，正以破壞式創新的力量，改變今後的商業

競爭規則，重塑企業與員工、客戶、夥伴的互動連結，形成嶄新的「互連經濟時

代」。 

面對今後科技驅動的全球經濟、社會及生活革命，我們要果斷地「腦袋革

命」，才能重新描繪新世代臺灣發展藍圖，重新擘劃產業發展大計，重新標定全

球利基市場。其中，最關鍵的是：我們要培訓具新世代科技經濟觀與因應變革轉

型能力的人才，更要開發足資支應我們征戰全球市場的源源不絕新能源與資源。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cid/0/id/1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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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然資源有限，面對今後科技主導的經濟創新，我們唯一的依恃是在多

元社會環境下蘊育的優質人才。人才，尤其是深具新世代專業能力、創新能力、

美學能力、國際化能力，且具有人文素養的人才─「腦礦」，將成為供養臺灣再

度征戰全球的策略資源。在後 PC時代，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在社群網路與

行動服務的世界裡，生活離不開手機與網路的新世代「低頭一族」、「行動大軍」，

他們展現的創新能力、發展動能與創業企圖，將成為改造臺灣產業結構，推升臺

灣經濟蛻變的主要動力。 

 

四、厚植及發掘臺灣腦礦與資料礦 

美國白宮最近延攬到頂尖的數據科學家 DJ Patil 加入行政團隊，並任命他為

主管數據政策的副科技官及首席數據科學家；同時，白宮還招聘了數位來自 

Google、Facebook 的資深工程師，顯見歐巴馬總統對於「科技」、「人才」的注

重，以及數位化的決心。 

在雲端服務隨時可得的網路時代，只要一個人、一條網路線、一個連網設備，

一個全世界獨絕的「創意」，再加上一縷征戰全球的膽識豪氣，就可快速發展、

成就一項全球獨門的好生意。如果我們能夠集合各界資源擴大培訓新世代的人

才，同時打造臺灣成為全球最自由創新、開放的環境，就可開發、集結源源不絕

的人才創意─「腦礦」，就可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創意人才聚集，再廣用社

會網絡進行不可思議的多元連結及互動激盪，大膽施展「赤手空拳、無中生有、

拋磚引玉、創意淘金」的全新商業模式，讓前赴後繼的創新創業青年，進軍全球

開疆闢壤、攻城掠地，讓臺灣快速成為另一個「旱地新矽谷」。 

除了開發全新人才「腦礦」之外，我們還要再用力挖掘另一種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新石油─「資料礦」。各種智慧型感應器、行動裝置等各種連網設備快

速滋長，藉智慧連網新興產品蒐集到的資料量，呈現爆炸性地成長，過往分析數

據的傳統方法、能力已無法因應處理今後海量的資料。企業如能即時運算處理巨

量資料，正確掌握、迅速反饋、即時因應全球瞬息萬變的情勢，將可開創無窮的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16/white-house-cto/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25/facebook-engineer-join-white-house/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3/25/facebook-engineer-join-whit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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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在資料龐大、變化快速、種類繁雜及真假難辨的海量原始資料中，運用更

聰明的分析方法、軟體、平台等，將巨量資料即時化繁為簡、綜整歸納、分析比

對、模擬預測、視覺呈現，不僅可以創造無限的商機，亦為政府、企業及個人決

勝的關鍵。 

新興的智慧化軟體平台，強化了公私組織的海量資料分析能力，新崛起、超

熱的「資料科學家」展現全新的資料處理分析能力，再加上億萬個隨時連網的行

動大軍，透過社群網路效應互動激增的綿綿不絕創意，將成為新世代的「淘金術」

及「聚寶盆」。新的雲端運算、行動服務，加上大數據服務，將創造全新的商業

價值及全新的市場與工作機會。 

新智慧科技成就了全球新一波的社會控制權力重分配。以「我」為中心的「我

的政府」、「我的地圖」、「我的健康」、「我的學校」、「我的雲端」、「我的美食」、「我

的圖書館」等個人化、個性化的全新智慧生活，以「我」為中心的「自主選擇，

交流溝通，主導未來」將成為新世代的社經發展與生活方程式。世界人權宣言：

「每個人都有意見和表現的自由；此一自由的內涵，包括不受干擾地主張其意

見，以及不限媒介和疆界地尋求、接收和傳遞資訊」。這項普世人權主張，在臺

灣推動產業振興、重新錨定發展方向，重新勾勒建設藍圖的轉捩時刻，成為檢驗

我們有多開放、有多包容、有多創新、有多專注、有多卓越的標準。 

 

五、邁向「智慧雲端，創新臺灣」 

行政院近期在張副院長善政的領導下，正整合各部會及社會各界資源與力

量，致力推動雲端運算應用及產業、開放政府資料、大數據應用及智慧城市等，

並全面檢討虛實世界的法規調適。行政院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是為了體現公

開、參與、透明化的公共治理，迎接資料民主新時代的來臨，一方面更期盼開放

巨量的政府資料作為全民的新資源，再結合民間無限的創意，帶來全新的創意商

機。 

雲端運算、行動服務、大數據等科技的創新應用，主要的目的是要成就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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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社會，營造更優質的生活環境，促進更多的社會互信與關懷。資訊科技的日

新月異發展，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智慧網路，更造就了不可限量的網路智慧，讓人

類文明可以邁向更優質的網路社會。其中的關鍵不是在智慧科技，而是數以億計

的網民「眾志成城、眾智成事」，以數之不盡，用之不絕的知識創造與分享，為

網路注入了「智慧」與「靈魂」，讓網路開始萌生可以讓我們更睿智、更容易整

合、選擇與利用各種不同知識，創造價值的能力。 

邁向智慧生活時代，科技不是解答，而是推手。推動公私組織運用人類集體

智慧，發展前所未有的優質環境，創新的公共價值、經濟動能及商業模式，才是

智慧雲端的目的。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朝「智慧雲端，創新臺灣」的願景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