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際廠商案例分析      
 

前言：有鑒於國際雲端服務產業變化快速，及近年來巨量資料與物聯網創新趨勢之影

響，台灣雲端協會秉持著協助協會會員掌握國際雲端產業發展趨勢的想法，於本年度

委由政策法制委員會主責，透過分析國際廠商在物聯網、巨量資料等創新趨勢下的策

略做法，彙整為案例分析報告。規劃本年度提供 4 篇廠商案例分析報告，並將透過雲

報一併發送案例分析報告供會員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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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研究機構 Gartner 預估，全球 IoT 設備數量將從 2017 年的 84 億個快速

成長為 2020 年的 204 億個，年複合成長率約為 33%。全球企業積極透過物聯網建構

新的產品及服務來開啟嶄新商機，透過 AI 技術的導入，使智慧設備得以在缺乏人類

介入的狀況下做出自主決策與行為。但賦予機器自主決策與持續學習的能力，也大幅

增加運算需求，服務的提供建構在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物聯網設備上，使得過去幾年

來以雲端運算為主的運算架構開始產生變化，驅動了靠近用戶的邊緣運算興起，國際

大廠也紛紛投入邊緣運算布局。本文將透過剖析國際資訊大廠在邊緣運算投入之策

略，供會員廠商參考。 

一、 邊緣運算趨勢之產業驅動力-大量資料、低延遲、快速

分析反應 

預估到了 2020 年，隨著各類終端與物聯網設備的增加，個人在一天當中產生的

資料量可能爆增到 1.5GB。對於某些影像處理吃重的應用來說，資料量的龐大更是難

以想像，以自動駕駛車為例，一天可能產生多達 4000 GB 的資料量。 

加上下世代應用，如自駕車、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等使用高解析度影像

即時傳輸與辨識的創新應用，對網路頻寬與延遲要求極高，普遍網路傳輸延遲時間需

小於 10ms，對於如自駕車等擁有大量資料需要進行傳輸與運算的應用來看，雲端運算

架構在滿足其即時反應需求上將面臨資料傳輸與運算資源等挑戰。尤其 AI 技術廣泛

地在各類應用與設備中的導入，大幅提高運算需求，而資料量的不斷增加也加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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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壓力，以雲端資料中心完成所有運算任務耗時且成本高。 

因此為滿足端點大量資料運算、低延遲的需求，以分散式運算架構為核心的邊緣

運算架構因而興起；尤其是需要採用 GPU 等大量平行運算資源來協助完成 AI 與影像

處理相關運算的需求，使得邊緣運算設備也浮現了增加 GPU 等硬體設備的需求，因

而促使邊緣運算設備在架構上也衍生新的硬體商機。 

所謂的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是指將資料的處理與運算，透過嵌入或外加運

算設備在靠近資料源或用戶端處完成運算，以縮短網路傳輸的延遲，並快速獲得資料

分析的結果。邊緣運算主要的優勢在於透過分層運算概念加速用戶服務的反應速度，

以建構更好的用戶體驗。同時透過『本地』進行運算降低網路傳輸資料的頻寬壓力，

來提高網路頻寬使用效率。根據國際研究 IDC 預估，至 2022 年，將有高達 75%資料

在 edge 端完成分析處理甚至儲存，預估邊緣運算硬體產值將以 22%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至 2021 年的 33 億美金規模，因而帶動國際大廠紛紛推出邊緣運算所需的硬體架構或

解決方案。 

邊緣運算設備可能是動態(無人車、手機)或靜態(基站)甚至混合的，目前邊緣運算

解決方案並無一體適用的通用架構，而是會依據不同垂直應用需求調整或客製化設

計。而邊緣運算設備放置地點也會因不同廠商解決方案而有差異，如電信營運商應用

基站作為 Edge 設備節點等。 

二、 國際資訊廠商邊緣運算佈局策略 

(一) HPE-著重分析與資安功能的邊緣運算解決方案 

1.介接 IT/OT 設備的邊緣運算系統 Edgeline 

立基於 HPE 原有的伺服器優勢，HPE 針對物聯網所需的邊緣運算推出了專屬的

邊緣運算設備 Edgeline，該系統強調的兩大特點包含資料彙集與彈性擴充的高運算效

能。 

彈性擴充的高運算效能指的是將原本整合在雲端資料中心內的運算能力，部份轉

移到位在雲端與終端設備的 Edgeline 設備上，使 Edgeline 設備具備高效能運算能力，

同時未來也可依據需求進行儲存空間的彈性擴充，以滿足企業可能調整的業務需求。

而資料彙集則是透過採用開放的產業標準，在單一設備內進行不同通訊協定的介接，

以便進行各種終端設備的資料擷取與彙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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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Edgeline 是介於 IT 與 OT 設備銜接處的設備，一方面作為跨 OT 設備

資訊整合的設備，另一方面也扮演在靠近邊緣設備執行 IT 運算能力的資訊系統。 

2.從 Aruba 網通設備佈局端點設備分析效能 

自 2015 年 HP 併購無線網路公司 Aruba 後，HPE在網通產品上的佈局得以透過整合

Aruba 完備無線網路產品線，加上 HPE 原本就具備優勢的有線網路產品，得以建構更完

整的網通產品佈局。 

除此之外，Aruba 近期更積極將其無線產品佈局擴展到物聯網內，讓其網路設備定位

不再只是資料傳輸，透過與 Edgeline 產品合作強化其端點網路設備資料分析能力，得以

將運算效能佈署到更靠近用戶的端點上。同時將聚焦在零售與醫療等潛力智慧端點

(Intelligent Edge)應用，讓更多位在前端的網路設備都具備運算分析能力，來找出不同的

加值商業應用。 

3.物聯網資安技術與邊緣運算產品的整合 

HPE 除了透過 Edgeline 與 Aruba 的網通產品完備了從端點、網路節點到與雲端銜接

的產品佈局，更著眼於 IoT 設備分散於各地不易整合維護，而容易成為資安攻擊目標的隱

憂，由 Aruba 所發展的 IoT 資安平台 ClearPass 來協助處理邊緣與端點運算設備的資安

維護。 

ClearPass 透過提供媒體存取控制子層(Medium Access Control，MAC) 等級認證、

動態主機設置協定(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DHCP)、即時登入與端點行為

分析等功能來掌握惡意資安行為，對目前導入物聯網解決方案的企業而言，整合資安技術

協助降低了企業導入時可能面臨的資安風險。 

 (二)Dell EMC-以開源軟體與合作夥伴生態鏈擴大產品滲透率 

1.以邊緣運算硬體設備整合合作夥伴生態鏈切進物聯網商機 

目前 Dell EMC 在邊緣運算硬體設備上，主要鎖定在 Edge 閘道器與內嵌式工業電腦

兩大領域，主要產品線包含 Edge Gateway 5000 系列、Embedded Box PC 3000 系列與

5000 系列以及今年才推出的 Edge Gateway 3000 系列。 

然而，Dell EMC 推出的產品線雖然相對簡單，卻推出了物聯網解決方案合作夥伴計

畫，與多達 65 家以上的經過認證的技術、服務供應商、OEM、開發商與企業合作，盡量

擴大其產品可支援的技術與服務類型，協助企業佈署可擴充的差異化解決方案。協助企業

得以在目前持續演進的物聯網架構下，可快速將 Dell EMC 的軟硬體整合到不同廠商的解

決方案之中，進而擴大 Dell EMC 相關產品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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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邊緣運算開源軟體專案-EdgeX Foundry 

除了透過合作夥伴生態鏈擴大其產品的市佔率，著眼於邊緣運算設備目前都是由各廠

商自行推出自有產品，使得物聯網端點產品在資訊互通的部分缺乏一個共通的標準，因此

Dell EMC 發起了 EdgeX Foundry邊緣運算設備開源軟體專案，目前該開源專案會員廠商

包含 Dell EMC, Samsung, AMD, Toshiba, Vmware, Analog Devices, Ubuntu 等 60家廠

商。主要目標是開發一個可供產業邊緣運算設備互通的軟體平台架構，架構在 Linux 

Foundation 之下並將採用 Microservice 技術來建構其中的軟體模組。 

EdgeX 採用 Apache 2.0授權模式，是對商業公司較有彈性的授權條款，不要求義務

性地將自行開發的程式碼再回饋給自由開放源碼社群，而可以將這部分程式碼私有化後加

以利用。而該專案的技術架構主要在核心的資料交換部分強調互通與整合性，以

Microservice 技術來架構的好處也是使軟體服務功能可以依據不同需求彈性調整與搬移。 

從 Dell EMC 的硬體產品策略與推動 EdgeX Foundry 的舉措不難發現，Dell EMC 並

不追求獨自提供完整的物聯網解決方案，而是透過強化與不同物聯網供應商的合作關係，

盡量擴大其產品在不同物聯網解決方案的導入，並透過 EdgeX Foundry 來強化其合作夥

伴間不同軟硬體資料互通的問題。 

(三) AWS-從運算服務拓展到裝置管理與分析服務 

一直以雲端服務為主的 Amazon Web Service，因為意識到在物聯網的應用情境

下，設備不一定能夠維持在連網的狀況下運行，為了協助其客戶擴展雲端服務的使用

範圍，推出了採用 Serverless 技術，實現在連網環境不佳的狀況下，也可以在端點設

備上執行的輕量級雲端服務-Greengrass。 

Greengrass 是可以將 AWS 的 Serverless 服務 Lambda 佈署在物聯網裝置內的服務，

物聯網裝置本身不一定需要連網，可以允許設備在連網環境好的狀況下在進行與雲端

的同步與互通。此外物聯網裝置可能一次需要管理多個本地裝置，Greengrass 也可以

在單一場域內建構 Greengrass group，包含與一個 greengrass core 互動的裝置群組，可

能是一個家、一輛卡車或是大樓中的某一層設備。(如圖三) 

此外，AWS 更接連推出除了運算服務以外的物聯網服務，包括裝置管理服務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分析服務 AWS IoT Analytics、安全服務 AWS IoT Device 

Defender，以及 IoT 微控制器作業系統 Amazon FreeRTOS。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可協助企業管理數量眾多的物聯網設備，針對裝置從製造到淘汰的生命週期的管理，

協助進行裝置憑證與存取政策的管理，也可建立分級制度來進行設備監控與遠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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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AWS IoT Analytics 則可以分析 IoT 設備所蒐集的資料，透過 Amazon Quicksight

進行資料視覺化的呈現，同時協助處理裝置資料的儲存、查詢等功能。IoT Device 

Defender 則是針對物聯網裝置所提供的安全服務，將會持續監控不正常的行為並提供

預警，也具備可重啟裝置、撤銷裝置權限等工作。最後則是針對微控制器設計的 IoT 作

業系統 Amazon FreeRTOS，針對開源的 FreeRTOS 遷入裝置平台所設計的作業系統，

同時整合了 Amazon 所開發的函式庫。 

AWS 除了推出一系列針對物聯網服務需求所設計的雲端服務以外，也透過與硬體

廠商合作來加速雲端服務的導入，包含 Qualcomm、 Rasberry Pi、 Samsung、 Intel、 

Lenovo等已支援AWS Greengrass。近期AWS也與NXP合作，在NXP研發的Layerscape

智慧閘道平台上完成與 Greengrass 的整合，透過與硬體廠商的合作將其服務與現有的

硬體處理器架構預先整合，得以將雲端服務透過此模式擴展到與不同硬體裝置的整合

上，預期未來可望透過在不同邊緣運算設備的導入來提高 AWS 在物聯網服務上的競

爭力。 

(四)Microsoft Azure-從工業 IoT 應用優先切入的邊緣運算策略 

Microsoft 所提出的邊緣運算策略，則是著手將機器學習、進階分析及 AI 服務，

帶向更靠近資料源的前端 IoT 裝置上，以減少資料傳輸雲端往返的延遲時間。目前

Microsoft 的策略是透過在本地的閘道器上安裝 Azure IoT Gateway 的 SDK，用來運作

Azure 的分析服務功能，並與閘道器內部其他模組進行互動，並由本地閘道器負責作

為與端點設備及 Azure 雲端服務間的聯繫節點。 

目前 Microsoft 將優先應用在需要即時分析和處理的工業 IoT 應用上，如工廠產線

設備故障回報等。此外 Microsoft 也透過與硬體設備廠商合作，來強化其雲端服務在合

作廠商硬體上運作的相容性，如與研華合作，在研華的邊緣運算伺服器優先整合

Microsoft Azure IoT。 

 

三、 IEK View 

在 AI 逐漸與不同應用開始整合的趨勢之下，隨著物聯網解決方案的逐漸成熟，

預期未來邊緣運算將會成為資訊廠商重要的布局方向。然而目前各類物聯網應用架構

仍在持續演進的狀況下，邊緣運算將會如何實現仍有許多變數，預期將會從低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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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量大的應用先行導入，例如自駕車、無人機、機器人等應用。 

在邊緣運算的架構仍在演進的狀況下，目前國際廠商都先從自家的優勢產品提出

對應解決方案，並透過建構產業生態鏈或合作夥伴的模式來強化在物聯網解決方案的

競爭力。目前從各廠商佈局策略來看，未來如何進行不同物聯網裝置與邊緣運算設備

的資料互通，應該會是未來邊緣運算設備需解決的重要議題，EdgeX Foundry 等的開

源專案若能夠持續獲得更多廠商的支援，應該能夠快速發展出解決方案。 

此外，雲端服務廠商在邊緣運算的發展潛力也不可小覷，因服務廠商具備硬體中

立的優勢，再加上雲端服務廠商在相關軟體服務佈局上愈趨完整，可望有機會成為主

導邊緣運算的軟體平台。對我國晶片與伺服器等硬體廠商來說，先期與雲端廠商合作

進行物聯網服務與硬體設備的整合，可望協助我國硬體廠商切入此塊市場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