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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源有限，中小企業曾經秉持努力奮戰、永不放棄的創業家精神，以

製造代工與貿易服務兩大經營型態，進軍國際、創造經濟奇蹟。如今，隨

著代工微利及貿易去中間化的時代到來，為讓企業發展注入活水，中小企

業不畏規模及資源的限制，積極發展自有品牌，從成功外銷全球的廠商案

例，我們看到台灣品牌的明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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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品牌，已經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有愈來愈

多中小企業，前仆後繼投入自創品牌之路。根

據2013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

中小企業家數持續成長，數量已經超過130萬家，占

所有企業的98%以上。

台灣龐大的中小企業，過去主要從事製造代工

或貿易商，不是賺取微薄的製造收入，就是利用買賣

中間的價差，取得一點利潤。如今，隨著資訊透明化

以及競爭模式的持續轉變，台灣中小企業開始尋求品

牌經營的契機，藉以追求更大的獲利空間。

近年來，「發展品牌」幾乎成為台灣企業經營的顯學，不僅規模大、資金充足的大型企業相繼投入品

牌經營之路，台灣廣大的中小企業，無論是員工人數超過100人的中型規模公司，或是僅有個位數員工

的微型企業，也紛紛投入品牌之路，期望透過創造自有品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法新社

克服代工與貿易的微利困境

中小企業無畏挑戰
自創品牌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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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企業經營品牌的歷程，從1981年起即

投入品牌經營的巨大機械，堪稱台灣企業品牌經營的

先鋒，之後，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提出品牌經營概念，

並於1989年與巨大機械董事長劉金標共同發起創立

「中華民國自創品牌協會」，積極在國內推動品牌國

際化觀念。後來，中華民國自創品牌協會與「中華民

國台灣精品廠商協會」合併，成為今天的「台灣精品

品牌協會」，至今持續為推動台灣品牌經營而努力。

無論企業規模 品牌為成長關鍵

1992年施振榮對宏碁進行改造時，提出「微笑

曲線」的品牌經營理論。他強調台灣企業面對知識經

濟時代的來臨，不能固守在既有的代工營運模式之

中，而是必須從微笑曲線底端的代工經營，往上方的

兩端移動，左上指的是創新研發、右上則意謂品牌行

銷與經營，唯有達成微笑曲線的目標，企業才能夠擺

脫代工的微利命運。自此之後的20年，台灣企業經

營品牌的概念逐漸萌芽。

不過，20年前台灣企業剛開始興起品牌經營

時，投入品牌經營的企業大多是大企業，中小企業往

往因為考量經營品牌需要投入龐大資金、回收效益也

不如代工業務可以立竿見影，在諸多門檻限制下，很

少中小企業有勇氣投入品牌經營。

然而，時序進入2000年之後的代工微利化時

代，面對整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不斷減少，中小型製

造業為求維持獲利與營運，開始思考切入品牌經營的

可能性；而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資訊透明，造成貿易去

中間化的趨勢，則讓許多貿易商認為不能再停留於賺

取買賣的中間利差，不少企業因此積極尋求投入品牌

的經營之路。

近5成製造業 發展自有品牌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事長暨和椿科技董事長張

永昌指出，從5～6年前開始，台灣中小企業經營品

牌的觀念逐漸俱足，至今更已經走到高度意願的階

段，並且已經有許多企業開始著手進行。中華經濟研

究院第三研院所副所長魏聰哲指出，根據中華經濟研

究院對我國300家中小型製造業進行的問卷調查報告

顯示，將近有5成的受訪企業，都已經開始投入做自

有品牌，這顯示近年來台灣中小企業已經逐漸呈現發

展自由品牌的趨勢。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秘書長張惠娟以其多年探訪

台灣企業的觀察指出，過去談到經營品牌，中小企業

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做品牌要花很多錢，所以很少

中小企業主會有勇氣投入。現在不同了，談到品牌

經營，企業第一個問的問題變成：「應該從哪裡開

始？」顯示中小企業對於經營品牌，已經採取接受的

態度。「所以現在精品品牌協會的中小企業會員數

量，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張惠娟強調。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工商普查資料顯示，目

前我國從事品牌經營的企業家數已有3萬1,337 家，

較5年前大幅成長，顯示近年來企業經營自有品牌的

意識不斷提升。

台灣企業經營品牌的3種路徑

觀察台灣中小企業切入品牌經營的型態，大致

上可以歸納出3種模式，分別為：從代工製造起家，

逐步往微笑曲線的左右兩端移動，開始經營品牌；原

本為貿易商，開始投入發展自有產品，然後逐漸走向

台灣製造業過去從事代工，曾擁有輝煌時光，如今代工進入微利
化時代，企業必須走向品牌經營，才可能注入成長動能。

132013.12  no.270



品牌之路；原本只做設計，

後來開始投入自有產品生

產，並經營品牌。

路徑1》代工製造轉向品牌

在台灣製造業結構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屬於

典型的中小型協力廠。這些

企業老闆們，過去十幾、

二十年拎著一只皮箱在全球

市場走透透，不僅是台灣大

廠布局海外的最佳夥伴，同

時也成功接軌國際，成為

歐、美、日等跨國公司的供

應鏈廠商。然而，這一群以

代工起家，規模較小、資源

不足的跨國中小型企業，近

年來隨著自有技術逐漸充足，代工利潤不斷地下滑，

以及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帶來無遠弗屆的行銷力量，

開始尋求發展品牌的可能性。

魏聰哲分析，從代工製造轉往品牌經營的製造

業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屬於同時經營品牌與代工，

第二種為完全投入品牌經營，不再做代工業務，目前

台灣中小型企業經營品牌多屬於第一種類型，例如，

塑膠製品與射出成型廠商台灣今品，以及泡綿專業製

造商喬福集團，都正努力從代工朝品牌之路邁進。

台灣今品公司董事長游明婉指出，台灣今品自

1995年開始開發軍用及運動用水袋之後，累積非常

多的專利與技術能力，尤其充氣水袋在世界出貨量

的市占率為全球第一，公司為更貼近消費者需求，

自2008年開始投入品牌經營，生產自有品牌的防水

袋、水瓶等產品，並以自有品牌「HydraKnight」在

印尼、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等國家進行市場開發。

至於喬福集團則在醫療用舒壓材料泡綿領域，

打下很深厚的技術基礎之後，開始積極切入品牌經

營。喬福泡綿公司總經理郭宏志表示，喬福自行開發

的倍涼舒適壓材料，是一種環保、無毒且完全沒有

氣味的安全舒壓材料，不僅榮獲德國杜賽道夫創新

獎，並且擁有多國專利，在發展出具備競爭力的產品

之後，喬福近年來積極投入發展自有品牌，以醫療級

專業技術切入大眾市場，自創Fuise品牌鎖定高階市

場，輔以Fulux品牌攻打中低價位市場。然而，儘管

許多製造代工廠積極轉進品牌經營，但是由於長期以

來台灣代工製造業者多是採取接訂單、生產的營運模

式，在行銷、品牌形象建立等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弱，

因此在建立品牌的過程中，多面臨困難。

游明婉即表示，從製造代工轉進品牌，公司確

實得面對各式各樣的障礙，首先，企業可能因為與代

工業務客戶產生競爭，而遭到訂單流失的風險；其

次，台灣今品累積數十年的製造代工經驗，在生產製

造、產品結構設計上，擁有很強的實力，但是在商品

化的美學設計與行銷上卻不足，因此，公司必須投注

極大的心力，學習產品行銷與品牌形象的推廣。

路徑2》貿易轉向品牌

除了代工製造業者積極轉向品牌經營，台灣為

經營品牌是一條漫長的路，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於1992年提出「微笑曲線」的理論後，至今仍持
續致力推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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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眾多的中小型貿易商，也積極布局品牌經營。從貿

易起家的運動健身器材製造商岱宇國際董事長林英俊

指出，當年岱宇面對貿易「去中間化」的趨勢，即體

悟到公司必須積極投入生產製造並發展品牌，才能追

求企業的永續經營與獲利成長。

事實上，目前在自有品牌經營上已經嶄露頭角

的和椿科技，早在33年前成立之初，雖然只是一家

只有4位員工的貿易商，卻已擁有品牌意識。「24歲

創業成立和椿科技時，我就跟自己說，和椿一定要

走向品牌之路。」張永昌回憶。他表示，為了打造品

牌，和椿科技在剛成立之際，即加入自創品牌協會。

做為一家貿易商要做品牌，他曾經在協會的某一次聚

會場合上，被前輩不解地詢問：「和椿是一家貿易

商，為什麼還要自己做品牌？」

張永昌指出，單純的貿易商，透過買、賣賺取

中間利差，經手的都是別人的產品與品牌，這樣的經

營模式能夠創造的利潤有限。所以，在買賣的過程

中，他開始投入製造設備，並且透過提供客戶售後服

務，增加生產利潤的空間，之後在製造領域累積相關

的技術能力之後，逐步建構和椿發展品牌的契機。

1997年，和椿科技開始投入自有品牌經營，

開發智慧機器人、機械用控制軸卡等產品，以

「Aurotek」品牌行銷世界各國。2010年更進一

步跨足安全與節能建材領域，發展另一自有品牌

「EcoColor」，持續深耕品牌經營。張永昌強調，從

貿易商成為一家品牌業者，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提供

符合客戶期待的價值，並且讓客戶信賴。

路徑3》設計轉向品牌

除了從代工製造與貿易轉進品牌經營的企業，

過去10年來，隨著台灣年輕創業族群持續增加，具

備創意設計的新創公司，也開始從單純的提供設計服

務，開始轉進品牌經營。

例如，瑞瓏紙器在2004年成立之初，專營紙製

產品的研發與設計，後來開始積極研發各種日常生

活用品、辦公與居家系列產品，於2008年發展「紙

愛」（Paper Love）自有品牌，成功布局國內外市

場。瑞瓏紙器總經理蔡玲瓏指出，瑞瓏即將在今年聖

誕節期間於歐美市場推出的「Little Horse」產品，是

一款可以讓小孩騎乘，同時具備收納功能的紙木馬，

預期能為公司帶來收益。

過去，台灣中小製造業憑藉優異製造能力，在

全世界許多代工領域拿下世界第一；台灣貿易商也透

過一只皮箱走透透的拚搏精神，為台灣經濟成長帶來

巨大的貢獻。

如今，面對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時代來臨，製造

業必須以更精良的技術基礎，積極培養軟實力，發展

產品品牌與企業品牌的無形資本；貿易商也要尋求買

賣傳遞之外的出口，以品牌之路創造永續經營的契

機，才能持續在世界舞台爭得一席之地，朝著成為中

大型企業的目標大步邁進。■

巨大機械於1981年自創自行車品牌捷安特（GIANT），對於產品
設計與品質皆投入許多心力，如今為台灣極具價值的國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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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台灣掀起一股中小企業也要做品牌的浪潮，有

愈來愈多中小企業開始投入品牌經營，然而，

不同於大企業擁有龐大的資金與人才資源，中小企業

資金太少、規模太小，在經營品牌時往往面臨多重障

礙。因此，如何擺脫各種瓶頸，邁向成長，已成為跨

入品牌經營的中小企業，都在尋找的答案。

中小企業經營品牌3大障礙

中小企業做品牌，可能遇到的障礙更勝於大企

業，包括缺乏資金、市場資訊取得不易，以及人才不

有別於大公司規模大、資金充足、擁有充沛的人才，可以鋪天蓋地進行產品創新與品牌行銷，中小企

業發展品牌時，必須懂得在各種資源都有限的情況下，施以各種策略，才能長期投入、以小做大，進

而在經營品牌的路上闖出一片天。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和椿科技、眾成工業、橘子布文教事業、台灣今品

突破企業資源有限的阻礙

掌握5大要訣 
打造成功品牌  

中小企業經營品牌的常見困境為資金太少，或是企業規模太小。然而，只要秉持著恆心毅力，持續創新、善用資源、策略聯盟等做法，仍
有很大機會成功打造品牌，並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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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是主要的3大障礙。

障礙1》缺乏資金

若問每一家正在進行品牌經營的中小企業，在

其品牌之路上曾遭遇最大的問題有哪些，「資金不

足」幾乎是標準答案。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院所副

所長魏聰哲指出，根據中經院曾經對300家中小型製

造業所做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投入自有品牌活動時

所遭遇的困難，首要問題在於資金不足。

近年來，創新開發出可直接與螢光燈相容、免

施工、直接插拔LED燈管的朗捷科技公司，藉由創新

產品成功以自有品牌之姿搶進美國市場，並在當地建

立起100多家經銷商網路，儘管該公司在品牌經營之

路上出戰告捷，但是做品牌需要龐大資金，因此該公

司仍然追求資金上的挹注，才能在未來激烈的市場競

爭中，不斷創新產品、開拓更大的市場。

喬福泡綿公司總經理郭宏志也表示，從零開始

打造自有品牌，必須長期投入資金於品牌形象的打

造，這對中小企業是很大的挑戰，做了幾年成效有限

之後，往往面臨還要不要繼續做下去的考驗。

近年來，積極投入發展健康鞋自有品牌的達特

富科技，也為發展品牌不斷籌資，達特富科技公司總

經理林維政坦承，過去幾年，達特富不管是建立觀光

工廠或是開闢通路，所投入的資金對公司都是很大的

負擔。因此，他提醒所有想要做品牌的中小企業，必

須審慎評估資金問題。

障礙2》市場資訊取得不易

除了資金問題之外，魏聰哲也強調，市場資訊

取得不易是中小企業經營品牌的次要障礙。針對市場

資訊問題，打造捷安特品牌的巨大機械執行長羅祥安

認為，在資訊化時代，企業做品牌不能再以傳統的市

場調查取得消費者資訊，必須善用各種新興媒介，掌

握消費者的想法，才能即時發展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

品與服務，進而感動消費者。

障礙3》人才不足

最後，原本在人才取得上就比大企業困難的中

小企業，往往也欠缺發展品牌的人才，宏碁集團創辦

人施振榮認為，品牌人才原本就非一朝一夕可取得，

而是必須繳學費，所以企業必須先下定決心做品牌，

然後讓員工從做中學。此外，企業在培養品牌人才的

過程中，必須與國際接軌、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讓

人才持續精進。

面對各種障礙，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事長暨和

椿科技公司董事長張永昌建議，中小企業進行品牌經

營必須掌握5大要訣，包括：領導人的態度要堅持；

清楚自己的優劣勢所在，找到利基市場，推出差異化

產品；善用價值鏈進行策略合作，創造1 1大於無

限的競爭力；以不用砸大錢的創意與新型態行銷手

法，建立品牌知名度；懂得尋找各方資源的支持，借

力使力、把氣拉長。

要訣1：秉持正確態度 經營品牌之源

身為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事長的張永昌，每次

被問到中小企業能不能做品牌時，他的回答永遠是：

「只要有心，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張永昌認

為，中小企業是所有企業的起點，多數國際大企業都

是從中小企業開始做起，所以中小企業當然可以投入

做品牌。

既然中小企業可以做品牌，又該如何開始？張

永昌強調的仍然是「心」。張永昌進一步指出，品牌

經營不只是傳遞產品價值，更要傳遞企業的文化與精

神，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企業必須專注地投入很長的

時間與心力，因此領導者必須具備4個心：首先要先

建立「信心」，相信自己再出發；過程中一定會遇到

重重困難，因此要有「恆心」與「決心」，不要輕言

放棄；最重要的是，要具備「良心」。

張永昌強調，因為品牌要傳遞的是企業文化價

值，因此「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以最近的食

安問題為例，一旦企業昧著良心提供消費者不好的產

品或服務，長年經營的品牌形象很可能毀於一旦。

目前還在品牌經營路上努力走著，但是絲毫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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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縮想法的瑞瓏紙器總經理蔡玲瓏也表示，品牌經

營之路確實非常辛苦，有時候投入很大的心力在產品

創新設計與行銷，但是得到的回報卻極其有限，這對

資金有限的中小企業往往帶來很大的打擊，她一再提

醒想要投入做品牌的中小企業，既然決定要做，就必

須保有熱誠，否則很難持續地往前走，而且要一再地

提醒自己，做品牌本來就是一條既辛苦又漫長的路，

堅持是必要之道。

從個人教學工作室投入創業，並且以「橘子

布」為品牌，發展兒童創意潛能開發系統的橘子布文

教事業公司總經理江希宜也認為，橘子布以微型企業

起家投入品牌經營，要與國內知名品牌貝登堡，甚至

是美國品牌Delia Creates相抗衡，必須有非常大的熱

誠，否則很難走得下去。

要訣2：針對利基市場 推出差異化產品

除了具備恆心與毅力，品牌經營的下一步就是

找對利基市場，才能推出貼近顧客需求又具備差異化

的產品，贏得市場的青睞。

「中小企業應該尋找大廠不做、小廠做不來的

市場切入。」張永昌建議。他認為大廠之所以捨棄不

做，是因為該市場對大廠而言規模太小，但是對中小

企業來說，那裡可能有不小的商機，因此值得投入；

另一方面，小廠不做的市場，代表有資金與技術門

檻，一旦投入可以避免紅海競爭。因此，把大廠不

做、小廠做不來的市場挑出來，就是中小企業打造品

牌最佳的戰略位置。

運動健身器材製造商眾成工業經營品牌的市場

策略，就是提供消費者高貴不貴的專業運動器材。眾

成工業公司行銷部管理師黃建龍指出，相較於喬山健

康科技這種資金充足、規模大的國際品牌企業，眾成

工業在品牌經營的策略上採用專業多元化產品及提升

專業技術，做為產品開發的策略，與大廠做市場和產

品區隔，進而切入利基市場尋求商機。

眾成工業早期以OEM運動器材發跡，之後轉型

做ODM肌肉訓練器材，近年來更集中投入心肺訓練

器材的整合。以商務全方位產品品牌經營，發展出

「Steelflex」與「Fitnex」等品牌。

黃建龍指出，在品牌經營上面臨國際品牌快速

擴張與中國大陸低價產品競爭的雙重壓力，眾成工業

積極以更專業的產品、研發更貼近巿場使用者的需

求，做為產品市場定位。結合人體工學、綠色設計、

運動醫學和銀髮健康等概念為訴求，採取產品差異

化策略、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力求能在激烈的市場

中，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自1995年起即開發軍用及運動用水袋的台灣今

品，該公司董事長游明婉也表示，台灣中小企業一旦

投入品牌經營，面對的競爭對手就是全球市場的國際

知名品牌企業，要與品牌大廠一較高下，難度很高，

因此最好對產品與市場做出區隔。

以台灣今品發展品牌的過程為例，該公司為避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理事長暨和椿科技董事長張永昌認為，品牌經
營不只是傳遞產品價值，更要傳遞企業的文化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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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與歐美大廠的競爭，選擇不切入歐美市場，而是鎖

定歐美大廠較少著墨的亞洲市場，目前已經進入印

尼、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等市場。由於市場主力在

亞洲，所以台灣今品的產品設計也以亞洲人的喜好為

出發點，例如水瓶設計融合了東方的竹節元素，水瓶

內部並且加設一個泡茶器，讓喜愛泡茶的東方人，能

用台灣今品的水瓶泡茶。

另外，積極從傳統食品製造轉做自有品牌的源

順食品，也有類似經驗。該公司秉持「源於堅持、順

乎自然」的理念，首創100%純天然糙米米粉。源順

食品公司總經理吳全斌指出，公司透過契作合約從有

機農場購買有機糙米，同時在製作過程中不添加其他

穀物與化學添加物，讓源順食品製造的有機糙米米

粉，由於營養成分高，因此獲得國內外市場的青睞，

目前已經成功將產品銷售到澳洲、中國大陸、新加坡

與美國等地。

要訣3：進行策略聯盟 創造合作綜效

清楚企業自我定位，並找到主攻的利基市場之

後，在發展差異化產品的過程中，企業更必須懂得與

產業價值鏈的上下游廠商進行策略

聯盟，才能夠加速發展出具有差異

化的產品，以及加速產品行銷。

張永昌以和椿科技的品牌經

營為例指出，該公司在發展差異化

產品的過程中，積極與國際品牌大

廠接軌，不斷增加商品知識，累積

創新差異化產品的能量。例如，早

年透過代理Sony的自動化設備，慢

慢累積在自動化設備領域的技術能

力，這讓和椿科技在後來發展智慧

機器人、機械用控制軸卡等自有產

品時，帶來相當大的助益。

近年來，積極投入發展健康鞋

自有品牌的達特富科技，在創新差

異化產品的過程中，也非常積極尋求與產業鏈上下游

廠商進行整合。達特富科技公司總經理林維政指出，

該公司從原本的物理治療機構，轉行跨入健康鞋設計

與製造，雖然具備了專業的身體結構與健康知識，但

對於生產製作鞋子的專業知識相對較弱，為彌補企業

體質的不足，達特富科技自投入品牌經營起，即積極

與製鞋產業的相關廠商進行緊密合作，追求製鞋知識

的成長。

在創新研發上，達特富科技也透過與學術單位

及醫療機構的共同開發，創新發展出糖尿病鞋、整合

網路通訊科技的e鞋院，以及足壓掃描檢測系統。林

維政表示，足壓掃描檢測系統可以在8秒鐘內測出足

弓、足底壓力，並依照個人足型，找出最適合的鞋

墊，對於達特富科技以醫療專業推廣健康鞋產品，添

加更多的專業色彩與科技含量。

近年來，達特富科技以「Dr. Foot」健康鞋為品

牌，逐漸打開國內外市場，除了在企業營運總部宜蘭

建置「台灣足鞋健康知識館」觀光工廠，以及於全台

成立5家品牌門市，達特富科技也已經將台灣成功的

品牌經營模式，整廠輸出到馬來西亞，在當地開設多

�橘子布文教事業公司透過持續創新產品與設計能力，讓「橘子布」品牌能走向全球，
與國際知名品牌同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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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盟門市。

要訣4：善用創意與網路 降低行銷費用

發展出具有差異化的產品，在中小企業打造品

牌的路上，只是起步的階段，如何行銷產品與企業品

牌，才是最困難的部分。

「經營自有品牌對規模不夠大的中小企業而

言，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喬福泡綿公司總經理

郭宏志表示。他認為儘管喬福泡綿多年來為歐美知名

品牌代工，擁有一流的產品與技術，也開發出優勢產

品，但是在發展自有品牌過程中，卻很難讓消費者對

喬福的床墊品牌Fuise有印象。

郭宏志進一步指出，喬福當然也知道，花大錢

打廣告可以讓消費者對Fuise有印象，但是中小企業

資金有限，能花費在這部分的預算畢竟不多，很難放

膽去做。

另外，已經成立30多年的金悅成木業也有類

似經驗，自第二代加入經營管理之後，即於2007

年開始投入發展自有兒童家具品牌「魏式傢俱」

（WEI'S），該公司在經營品牌的過程中，也面臨資

金有限，所以不敢貿然採取花大錢打廣告的行銷策

略。金悅成木業經理魏正昌指出，光是打台灣市場，

一個平面廣告版面動輒新台幣十幾萬元，更別說打電

視廣告或請名人代言，其費用絕非中小企業所能承

擔，因此，唯有善用網路與創意行銷，才能擺脫資金

缺口，慢慢建立知名度。

魏正昌舉例，金悅成木業剛開始投入品牌，先

採取網路架站與網路關鍵字行銷策略，推廣WEI'S品

牌。另外，2013年該公司藉由參加日本的「世界天

才會議暨發明展」，除了讓WEI'S產品可以在全球媒

體曝光，如果有幸獲得展覽的獎項，也能進一步為品

牌加分。

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暨產學與智材

育成營運中心主任張傳育指出，運用參加國際知名展

覽，贏得展覽的相關獎項，確實是中小企業以最小

資源，推廣品牌形象的好方法。除了「世界天才會

議暨發明展」，包括德國「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iF設計獎」等，都是中小企業

尋求在世界舞台曝光的重要獎項。 

台灣精品品牌協會秘書長張惠娟則強調，過去

�眾成工業在展覽場中開放顧客體驗產品，拉近品牌與顧客的距離
（圖左）。在品牌經營上，則結合人體工學、綠色設計等概念為
訴求，採取產品差異化策略、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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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不敢投入品牌經營，關鍵在於行銷品牌

要花費的資金非中小企業能負擔，然而，近年來網路

行銷、社群媒體快速崛起，如果企業懂得善用這些管

道，將可獲得不小的品牌形象推廣效益。

要訣5：尋找外部資源 強化前進力道

企業經營品牌是一條漫長且難辛的路，不但要

洞悉消費者需求，有能力持續創新具有差異化的產

品，並且必須不斷投入資源推廣品牌形象。所以，中

小企業不要悶著頭自己做，必須要懂得善用政府與民

間的各方資源，借力使力，才能以小搏大，成功打響

自有品牌的全球知名度。

申請政府補助 推升企業成長動能

中小企業做品牌，可以利用政府的各種補助計

畫，逐步建構起產品研發、設計與創新能力。江希宜

即表示，橘子布文教事業之所以可以從一人工作室走

向品牌經營的企業，並且有機會將該公司的「潛能開

發教學法」，授權到中國大陸的北京、上海、華南地

區與馬來西亞等地，就是透過不斷申請政府的企業補

助計畫，創新公司的產品與設計能力。

加入育成中心 尋求輔導與協助

對於發展品牌有諸多問題的中小企業，也可以

加入各大研究機構或育成中心，藉由育成中心的輔導

與協助，突破品牌經營過程中的各種障礙。不過，目

前台灣的育成中心有數百個，企業在選擇育成中心

時，必須找到一個其育成能量與企業屬性相輔的單

位，才能達到相輔相成之效。魏正昌即表示，金悅成

木業之所以選擇加入雲林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關

鍵在於金悅成需要的文創設計能量與行銷資源，雲科

大育成中心皆有具備。

吸引外部資金 品牌之路走得更遠

在品牌經營的路上，中小企業最終還是得擴大

資本，才能把氣拉長，也才有能耐持續往前走。張永

昌指出，品牌經營非一朝一夕之事，想要長久應戰，

必須有充足的資金，因此，和椿科技在努力創新產

品、打造差異化競爭力的過程中，也非常積極吸引外

部資金的進駐。張永昌建議中小企業主，要把目光

放遠，倘若希望公司變強、變大，就必須吸引資金進

駐，因此也可以利用上櫃、上市的方式，加速資金挹

注，全面朝品牌之路邁進。

總而言之，自創品牌維艱、守住品牌形象更

難，大如諾基亞、宏達電或是宏碁，在成功發展品牌

之後，仍然都得面臨品牌下墜的困境，可以想見，資

金、規模皆有限的中小企業，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

以小做大，成功經營品牌並且維護品牌，在在考驗著

台灣中小企業的決心與能耐。■

台灣今品公司積極透過參展推廣公司產品、傳達品牌形象，並期
望與潛在顧客有更多的互動。

台灣今品公司最新推出的「牛奶包」，外型設計靈感源自牛奶
盒，延續公司其他產品兼具輕量化與設計感的特質。

212013.12  no.270



統
一企業集團前總裁林蒼生受台北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之邀開講。林蒼生從歷史洪流中，挖

掘中小企業在台灣百花盛開的根由。他指出，在中國

歷史上，南北交戰總是南方輸得多、北方贏得多，箇

中原由就是北方重視團體，南方則以家庭為單位行

動。北方重視「忠」，南方重視「孝」，於是南方民

族一路退至台灣，在台灣這個溫床上，迸發出最初的

中小企業活力，且在清朝時於閩南海洋經濟圈中扮演

要角。中國瓷器、茶葉、絲綢的輸出，多是透過台灣

商賈之手才外銷至日本及歐洲等地。

台灣之所以能扮演中國對外聯絡的樞紐，鄭芝龍

是關鍵人物，他同時具備荷蘭語、葡萄牙語、日語，

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國際人士。承襲自清朝以來的國際

觀，台商在過去數十年來於全球市場衝鋒陷陣，而在

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無論其做為製造中心或是消費中

心，台灣依然能扮演中國大陸與他國交流的中樞。

原因無他，所憑藉的就是台灣長期以來承受國際

各種勢力的衝擊，歷史洪流所衝激出的沃土，孕育出

我們的國際觀，進而造就的高科技產業絕非一時的偶

然，其實背後皆有一般人很少思及歷史傳承因素，因

此，如何從過往歷史經驗理出趨勢脈絡，是現在的台

灣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

從巨量資訊解讀正確有用的情報

「貿易」，就是所謂的「搬有運無」，拜絲路

所賜，中國瓷器得以運至歐洲等地，也由於中國瓷器

所提供的靈感，歐洲才懂得利用動物骨粉製成骨瓷，

然後再輸出至中國，這就形成了雙方之間的進出口關

係。在貿易關係中，資訊的正確性及豐富是極為重要

的關鍵。

舉例而言，統一集團前身是紡織業貿易商。俗稱

「布店街」的台南市民權路上遍布著的店家，最關注

的就是上海布料的行情，根據收音機所播送的價格漲

跌情報，商家得以決定布料的買進及賣出，資訊情報

的掌握顯然是決定市場勝敗的關鍵。

在某本說明利用時差來賺取貿易財的日文書中，

便提到在30年前擁有電報技術就等於贏得了市場，因

為商人可以利用別人無法獲得的全球各地價格情報，

統一企業集團前總裁林蒼生開講

成就事業 請先追求生命品質
在激烈的全球化經商環境中，企業該如何從歷史脈絡理出長久的經營對策？面對似乎永不停歇的挑

戰，現代企業人又該如何安頓身心，進而攫取創新靈感？此次「名人講堂」邀請統一企業集團前總裁

林蒼生，從歷史的角度剖析台灣企業未來的方向，並藉由哲學及科學的觀念，與業界分享事業經營理

念及生命價值提升之道。

整理／陳玉鳳 攝影／郭阿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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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買低賣高以實現獲利目的。

如今，在這個網路技術普遍發達的現代中，情報

蒐集已不再是難事，但是如何在巨量資訊中撈取有用

的情報並加以正確解讀，難度反而變得更高，也就因

為如此，有價值的情報更顯可貴。

重新看待由經濟主宰的新世界  

在這個中國大國崛起的階段中，台灣曾在當中扮

演要角的海洋經濟圈再度形成，而中國大陸與日本的

微妙關係，正是台灣能再度彰顯關鍵力量的時刻。在

這樣的情勢下，台灣的前途將如何發展？仍應回到歷

史中尋找答案。

19世紀的全球情勢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20世紀不會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國家集團為單

位，所以之前才會出現蘇聯集團與美國集團的對抗。

美國集團勝出之後，資本主義全球化難以遏止，所以

在21世紀，全球情勢已非以政治為主，而是以經濟為

主，只要能認清此點，台灣就沒有必要自限於政治的

窠臼中。

再者，航運技術發達，海洋已不足以構成進出

口的障礙，所以現代的台灣貿易商在看待全世界地圖

時，必須要有全新的觀點，也就是說，美國洛杉磯或

日本東京都可視為是台灣的左鄰右舍。

若無法以這樣的角度觀察全球市場，貿易公司將

很難創造出更大的格局。在這個由經濟主宰的新世界

中，我們如果仍以政治舊思維來看待事物，就等於是

自行繳械，很難擁有勝算。

尤其現在全球情勢瞬息萬變，一般人都能輕易從

網路取得資訊，在此情況下，貿易商必須更加謹慎地

思考自己的定位。貿易業的專業知識因各領域而有所

不同，但所面臨的全球情勢轉變是相同的，所以各領

域共通的發展方向，就是服務的提供及強化。如何針

對「看不見的服務」進行差異化？這是現代貿易商必

須思考及應對的課題。

對現代貿易商而言，進出口生意較以往複雜許

多。貿易商將貨物進口至本地市場，若無法在通路及

服務方面，提供更高的附加價值，將難以獲得消費者

的青睞；就出口而言，貿易商也不再只是於當地找個

名人開講 林蒼生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 �林蒼生總裁1968年進入統一企業工作，從食

品部經理直到統一企業集團總裁，於2013年6

月退休。統一企業40多年來透過不同策略型態

的調整追求成長，其成長過程猶如台灣經濟發

展的縮影。念理工的他，卻能在食品經營及行

銷領域大放異彩，帶領統一從地方企業邁向國

際，營業範疇更擴及通路、休閒、大型購物中

心及服務業等，其處事風範與前瞻思維，值得

各界共同學習。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名人講堂」

� � � �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為建立業界宏觀視野、學習名人典範，特別開辦「名人講堂」，敦聘在財經領域有傑出貢獻和專

業成就卓著之名人擔任講座教授，傳承知識與經驗，以協助企業因應全球趨勢洪流的各項挑戰。本文內容特別摘錄演講精彩內

容，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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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人必定是非常專注，因為他的腦中常常發

出α波。相反的，若是常常處於憤怒情緒的人，大腦

會發出高頻率階段的β波，自然就會思慮不周。根據

大家共同的經驗，怒氣是不會發洩出去的，只會讓你

愈來愈生氣，這是因為你的β波頻率與全世界的β波

共振，如此憤怒程度會直線上升，在這樣的狀態下，

思緒的混雜不言可喻，因此有了這層體認後，林蒼生

希望大家不要在辦公室中對同仁發脾氣。

他進一步解釋，我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會影響到己

身的生命能量，絕對不能輕忽。生活的理想狀態，就

是要讓左右腦平衡，這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因此你必

須逐步修正生活及工作的方式。舉例來說，在辦公室

開了3天3夜的會議後，絕對不會有絕妙的靈感出現，

反倒是在回家後，在泡澡時、在刷牙時，才會靈光乍

現。因為在你放鬆時，負責與宇宙共振的右腦才會產

生強大作用，也才能獲得老天爺賜予的靈感及創意。

人之所以要「敬天」，也就是基於這樣的邏輯。

地球上空的電離層有一個大約7.8赫茲左右的共振頻

率，稱為「舒曼波」，當人進入α波狀態時，則剛好

可與舒曼波共振，這也就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若要達到天人合一，首先你必須避免「身心分離」，

因為唯有「身心合一」、「活在當下」，才能達到生

命、生活及事業的真正圓滿。■

經銷商配合就可以高枕無憂。貿易商必須在各地出口

市場皆裝有自己的「天線」，如此才能隨時掌握當地

市場的情況。

「身心合一」實現真正圓滿

然而，無論情勢變得多麼複雜，形而下層次的

知識終究容易達到，但是，若要進一步獲得真正的成

功，則必須將自己的生命與事業結合，因為工作的品

質終究來自於生活品質，在焦慮狀態下不會產生創新

的思維，惟有身心靈合一才能迸發靈感，這有著科學

實證的支持。

透過核磁共振攝影技術，我們得知人類的左腦及

右腦有極大的區別，右腦一秒可振動400下，左腦的

振動次數較多可達414次或更高，且根據不同頻率，

腦波可區分為4種，分別為似睡未睡時的δ波、作夢

或深睡時的θ波，以及清醒狀態時的β波。

另外，做事要成功就必須盡量讓腦波進入α波

狀態，而前提是你得專注於當下。林蒼生提到他很喜

歡和擅長揮出全壘打的統一獅棒球隊球員聊天，他認

為，這些球員在極端專注的情況下，腦中會發出α

波，如此在面對投手投出來的球時，迎面而來的速度

會愈來愈慢，球會變得愈來愈大顆，於是成功打出全

壘打。

貿易業應進行服務差異化 提升企業競爭力

林蒼生總裁表示：貿易業的專業知識因各領域而有所不同，但所面臨的全
球情勢轉變是相同的，而各領域共通的發展方向，就是服務的提供及強化。如何
針對「看不見的服務」進行差異化，這是現代貿易商必須思考及應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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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裴仕文代表指出，台紐

兩國的關稅壁壘將隨著協定生效

後解除。根據《富比士雜誌》

（Forbes）報導，紐西蘭方將刪除

7,510品項的進口關稅，而台灣方

則有8,929品項，而且大多數的關

稅免除於雙方同意協定時生效。

根據報導，台紐經濟合作協

定對台灣個別產業的影響，台灣

製造業產值預估可成長300億元；

半導體、鋼鐵初製品、光電等產

業受惠最多。不過，由於紐西蘭

是農產品大國，開放自由貿易

後，惟恐我國的農業產值受到影

響，故協定中有479項農產或農產

加工品，以2至8年的時間分階段

消除關稅，或採關稅配額，並排

除11項稻米相關產品，以維護我

國農業發展的權益。台灣與紐西

蘭兩國經濟結構大相逕庭，台灣

以工業產品出口為大宗，而農業

則以農產品出口為主，兩國的出

口產品具高度互補性，就貿易角

度來看，具有蓬勃發展的潛力。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評估

報告指出，預期未來台灣的國內

生產毛額（GDP）將增加88.06

億元、實質總出口增加181.36億

元，實質總進口則增加176.13億

元，總就業則增加6,255人次。不

過這些數據都只是紙上談兵，若

真要搭上這股台紐商機順風車，

該往哪個方向前進，還必須有明

確的政策方針。

從 台 灣 的 出 口 貿 易 結 構 來

看，工業產品、各型機械、電子

今
年10月29日，立法院審

議通過「台紐經濟合作協

定」（ANZTEC）。行政院院長江

宜樺指出，此一協定是台灣與已

開發國家和非邦交國簽署的第1個

經濟合作協定，也是台灣融入國

際經貿體系的重要里程碑。

今年7月在紐西蘭威靈頓完成

簽署之後，台紐雙方的經濟合作

關係步入新的紀元。為此，我們

特別採訪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

裴仕文（Stephen Payton），為台

紐雙邊貿易的發展遠景，提出精

闢的見解。

免除台紐關稅壁壘 

談 及 台 紐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簽

署之後，對於台紐經貿往來最大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正式上路，踏出台灣經貿

國際化的關鍵一步，隨著免除多項產品關稅，大

幅促進雙方經貿交流。裴仕文代表建議，台商應

與紐西蘭當地企業進行團隊合作，開啟雙方新貿

易模式，其中食品及營建業是未來的亮點產業，

台商應掌握此一趨勢，積極布局當地市場，以搶

進先機。                                                                            

撰文／徐國文 攝影／呂恩賜 圖片提供／法新社

專訪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裴仕文

ANZTEC生效 
台紐商機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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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甚至是腳踏車都是我們銷

售到紐西蘭的主力品項，在這些

產業裡，除知名國際大廠之外，

更有許多支撐著台灣經濟命脈的

中小企業。

尋求與當地企業合作機會

根 據 台 灣 獨 特 的 中 小 企 業

結構，裴仕文代表提出了一石兩

鳥的建議，他表示，由於免除或

減低關稅的緣故，中小企業在紐

西蘭更有資金及機會進行企業發

展計畫，許多想進軍澳洲的企業

主，常因其高營運成本而卻步，

但若將紐西蘭當作發展基地，則

可大幅降低營運成本。

裴 仕 文 代 表 更 對 台 灣 中 小

企業貿易夥伴提出一個實質的建

議：與紐西蘭當地相關企業團隊

作戰（team up）。以台紐雙方目

前的貿易模式，台商多採直接貿

易而未與紐西蘭當地廠商合作，

裴仕文建議，台商可由合作關係

較成熟的產業著手，尋找適合的

當地合作夥伴，透過投資將貿易

關係提升至另一層級。

躋身已開發國家的紐西蘭在

過去20年來，成功地從農業經濟

轉型為工業化自由市場經濟。但

這並不代表紐西蘭放棄了令其茁

壯的農漁牧業。根據統計資料顯

示，農漁牧業僅占紐西蘭10%的

勞動人口，但其畜牧業卻是國家

的經濟基礎。全國一半的出口總

值是在農牧產品；羊肉、奶製品

和粗羊毛的出口值皆為世界第

一。就我國進口紐西蘭產品的品

項排名來看，食品業（包含乳製

品、冷凍牛肉、奇異果、蘋果）

絕對是首屈一指，在台紐經濟合

作協定簽署之後，以食品業為主

的各產業商機，將是台紐雙方貿

易商關注的焦點。

食品業與營建業  

台紐貿易重點產業

食品業是台紐兩國貿易的

重點產業，也是台紐經濟合作協

定的重頭戲。裴仕文代表表示，

台灣有許多成功且國際化的食品

大廠，具有製造高品質食品的技

術，這反映在我國出口至紐西蘭

的產品品項，包括飲料、動物飼

料、速食麵、米果、調製蔬果。

另外，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對台紐經濟合作協定的分析，

我國目前每年進口約12,000公噸

液態乳，其中澳洲與紐西蘭的進

口比例約3：1。在台紐經濟合作

協定生效後，預期對紐西蘭的進

口量將會增加。此外，其他農產

品諸如奇異果、蘋果及櫻桃等水

果也是直接受益的產品。而如同

裴仕文代表先前所建議的，在台

紐經濟合作協定簽訂後，尋求紐

西蘭當地的貿易夥伴或許是台商

可選擇的新貿易模式。因為隨著

全球糧食短缺，食品等民生物資

必將成為各國企業角力的場域。

以 紐 西 蘭 的 強 勢 出 口 產 品

──液態乳為例，台商若想在全球

糧食版圖搶進先機，透過雙邊貿

易團隊合作或是直接投資，皆可

大幅減少供應量不穩定的因素，

進而確切掌握產品來源。

營建業則是台紐貿易的另一

項重點。2011年，紐西蘭基督城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於12月1日正式生效後，免除了多項產品的關稅，更進一步帶動台
紐雙方產業的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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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夥伴Companion

可望在此合作計畫中，借鏡彼此

的成功經驗。

台 紐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立 法 通

過所帶來的標竿性意義，不僅促

進台紐雙方有更為緊密的經貿關

係，同時也是我們與其他國家

簽訂相關自由貿易協定的試金

石。同時，台灣民間團體也抓準

了時機組團考察紐西蘭投資環

境。舉例來說，台灣創業投資商

業同業公會及業者一行人便於

今年10月下旬前往紐西蘭，參

訪奧克蘭市政府創業育成中心

（CreativeHQ），與當地新創業

者及相關投資機構有進一步的了

解及互動。此外，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也將於12月組團參

訪，成為台紐經濟合作協定在12

月1日生效後，台灣第1個到紐

西蘭參訪的大型訪問團，深具意

義，相信此一協定已發揮了促進

雙邊交流的效益。綜觀來看，台

灣與紐西蘭的企業都是ANZTEC的

受益者，未來的經貿合作可望締

造兩國雙贏的佳話。■

基金於日前簽定「共同

投資創業投資基金策略

合作協議」，期望透過

共同基金協議機制，加

速投資於紐西蘭及我國

的公司，以促進區域經

濟合作。對於此一協

議，台紐雙方在未來5

年內，將各列出8千萬

美元的預算，以等比

例的出資方式投資兩國創業投資

事業，這類大型創投案隨著台紐

經濟合作協定發酵後，將可望活

化台紐雙方的經濟生態，並對重

點產業的升級有極大幫助。此協

議一經定案後，來自紐國奧克蘭

市的資深創投業者Tony Bishop即

自紐西蘭創投基金（NZVIF）及台

灣的合作夥伴獲得美金2,400萬元

（紐幣3千萬元）之資金承諾，其

所屬之泛太平洋基金的創投標的

目標為生物科技、潔淨能源、食

品、媒體創意、醫療保健、科技

等領域。

另外，台紐經濟合作協定中

的「原住民合作計畫」在充滿著

商業氣息的協定中，顯得十分特

別。根據語言學的研究，台灣的

原住民部落竟有可能是同為南島

語系的紐西蘭毛利人的源頭。台

紐兩國皆不遺餘力保存其原住民

文化，這個合作計畫是透過不同

形式的雙邊文化交流，促進兩國

的友善關係。台紐目前的原住民

生態旅遊也正蓬勃發展中，雙方

發生大地震，以震度6.3的規模，

重創了這座城市；與飽受地震之

苦的紐西蘭相同，台灣也經歷過

921大地震，更能體會紐西蘭人民

在震災後百廢待舉的需求。

在震災之後的2年，基督城的

各項重建工程如火如荼的展開，

根據報導，在震災之後，紐西蘭

共計重建1,101件、總值達13億美

元的房產，而這個數字仍隨著重

建計畫展開而逐漸攀升。

台灣因地處板塊交界處，地

震頻繁，防震營建工法以及防震

建材都有一定的水準，相關廠商

可趁勢瞄準此商機，積極進軍紐

西蘭營建市場。除了地震之外，

紐西蘭的第一大城市奧克蘭面臨

「房屋危機」，遷入奧克蘭的眾

多人口無法負擔高房價，因此該

市政府推出大規模的造市計畫。

奧克蘭市政府日前宣布，計

畫在市中心周圍的10個區域，興

建約6,000棟房價在可負擔範圍的

社會住宅，名為「奧克蘭計畫」

（The Auckland Plan），此一計

畫也將「增加房屋供應，以滿足

需求」作為處理奧克蘭房屋危機

的首要之務。這項大規模的營建

計畫將持續至2016年，台灣相關

產業的廠商可仔細分析我國與紐

西蘭營建業的差異，主動趕搭上

這一波營建商機。

台紐合作 創造雙贏

紐西蘭創投基金與台灣國發

台紐兩國對於保存原住民文化皆不遺餘力，透過「原
住民合作計畫」也將促進雙邊的文化交流，帶動原住
民生態旅遊的發展。

台紐兩國對於保存原住民文化皆不遺餘力，透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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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相關專利技術主要掌握在

美商3D System與德國大廠ECO手

中，再加上3D列印的印表機體積

龐大、價格昂貴，因此主要被應

用在專業製造領域，鮮少為一般

人所知。

近年來，隨著國際兩大3D

列印技術專利陸續到期，愈來愈

多人投入3D列印相關技術的研

發，致使3D列印技術加速發展，

不僅3D列印機價格大幅下降，快

速成形製造的可行性也變得愈來

愈高，至今已發展到可以大幅降

低製造研發與創新成本，並且革

最
近 深 受 全 球 矚 目 的 「 3 D

列印」（3D printing）即

「積層製造」（AM，Additive 

Manufacturing）技術，它是一

種快速成形的製造科技，起源於

1970年代的美國，並於1980年

代在歐美開始被應用。早期因為

迎接個人製造業時代來臨

3D列印讓你我都是創新實踐者
3D列印科技不僅受到美國總統歐巴馬高度重視，將其做為美國發展高端製造業的重要技術項目，更被

《經濟學人》雜誌視為帶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科技，究竟3D列印有何神奇之處，能受到如此廣泛

的矚目，它又將對全球製造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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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各種產品的供應鏈型態。基於

諸多優勢，3D列印已經是許多企

業在發展創新商品與營運模式之

際，不容忽視的一種新興科技。

低成本、高彈性、客製化

3D列印軟硬體系統整合商實

威國際工程處副總經理彭聖介指

出，3D列印技術是以數位模型的

檔案為基礎，然後採用金屬、陶

瓷、樹脂或石膏等成形材料，以

3D印表機逐層列印建構出產品的

形體。

具體來說，製造者必須先利

用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設

計3D模型，再以100微米的解析

度分割成逐層截面設計圖，然後

再透過3D印表機，將成形材料以

雷射或熱熔融等技術加工形成半

熔融狀態，並依截面設計圖逐層

由下往上堆疊成形，最後硬化烘

乾處理而形成產品。

「採用逐層堆積製造的3D列

印技術，較傳統加工製造具備低

成本、高客製化的特性。」工研

院南分院執行長徐紹中指出。他

認為3D列印不僅可以縮短產品的

製造工期，並且可以免除傳統製

造過程中所需的鑄造、磨床、銑

床等工序，讓製造者可以快速做

出原形並進行生產製造，因此受

到各界矚目。

「由於3D列印較傳統製造具

備諸多優勢，已經對製造產業帶

來革命性的影響。」威盛電子行

2020年，美國年出口金額至少可

因3D列印增加200億美元。

美國之外，其他國家也正加

緊推動3D列印。工研院南分院

積層製造與雷射應用中心總監曾

文鵬指出，包括南非在2011年5

月啟動的「Aeroswift國家研究計

畫」；澳洲開始實施的「金屬積

層製造策略藍圖」，都是推動3D

列印發展的重點政策，兩國目標

皆是以3D列印強化該國在航太、

汽車等高階製造業的競爭力。

至於中國大陸的3D列印產

業發展更是全面，除了中國大陸

科技部的「國家技術發展研究計

畫」，預計在3D列印產業投入人

民幣4,000億元，包括珠海、青

島、武漢、成都等地方市政府，

也都已經投入龐大資金興建3D列

印產業園區或創新中心。

根據中國大陸3D列印技術產

業聯盟預估，2016年中國大陸3D

列印機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100

億元，成為商機龐大的主要3D列

銷副總經理Richard 

Brown說。隨著3D列

印技術趨於成熟，

未來每一個人都能夠

成為製造商，輕易創

造出個人創意商品。

此外，由於產品上市

時程也變得非常快

速，因此將為製造業

帶來新一波革命。

實威國際總經理

許泰源表示，相較於過去只有製

造業對3D列印技術較為熟悉，現

在是連一般消費大眾也開始注意

到3D技術的存在，這意味著3D列

印走向大眾市場的趨勢正在逐漸

醞釀成熟。彭聖介補充說，擺脫

過去3D列印給人的高價印象，低

價3D列印正在興起，也就是說，

以3D列印創造出來的消費性、個

性化商品市場，已經開始萌芽。

商機無限 各國積極推動

由於3D列印技術逐漸成熟，

市場商機逐漸湧現，再加上3D列

印對於帶動一國製造業的革新，

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全

球許多國家都將發展3D列印產

業，列為重點經濟發展政策之

一。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即在

2013年初的國情咨文中談到，將

把3D列印技術做為強化該國高端

製造業發展的主要技術之一。根

據美國波士頓顧問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評估，到了

 3D列印具備快速、低成本的特性，讓中小企業甚至是個
人，都可以輕鬆實踐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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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市場。

台灣在新科技發展方面，向

來走在國際趨勢前端，投入3D列

印產業的發展上也不遺餘力。我

國政府與相關法人單位，正積極

透過政策推動與產業鏈連結，加

速台灣3D列印產業發展。例如，

工研院於2012年引進國內首部金

屬材料雷射積層製造設備，以製

程技術和實際應用連結國內產學

研30餘單位，並成立「雷射積層

製造產業群聚」，共同推動3D列

印的應用和關鍵技術發展。

此外，為協助台灣中小企業

發展，促進各種跨界應用合作的

可能性，經濟部也啟用「南部雷

射光谷育成暨試量產工場」，將

3D列印雷射積層製造技術納入

發展重點，期使我國產業有效掌

握市場商機，提高國際競爭力。

工研院徐爵民院長表示，雷射積

太、醫材等諸多領域，舉凡人類

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

所需的產品都能運用3D列印。例

如，日前工研院就從國外引進一

把3D列印小提琴，即是透過3D列

印科技，不到一天即印製完成。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3D生物

列印技術也逐漸發展當中，包括

人類心臟與太空食物也都能被印

製出來。

例如，美國華盛頓醫學中心

已經成功研發出用3D列印製作噗

通噗通跳的人類心臟，做為醫學

中心研究使用；另外，美國太空

總署（NASA）也委託3D列印業者

研發可製造食品的3D印表機，一

旦這台機器成功研發出來，未來

太空人可以把具備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的食物營養製作成粉末，

送至太空，解決運送食物到太空

的困難，而太空人在外太空時，

只要用3D印表機，就可把營養粉

末印製成食物。

變革2＞ 降低成本 顛覆競爭模式 

製造業是各國經濟發展的重

要產業，因此3D列印對傳統製造

業帶來的競爭模式改變，也促使

各國政府不得不正視3D列印的重

要性。

目前，全球各國許多大型製

造商，都已經藉由將3D列印導入

生產線上，加強企業的競爭力。

例如，全球最大噴射機引擎供應

商通用電氣（GE），就在航空製

造過程中，使用3D列印技術，減

層製造試量產工場將以金屬積層

製造技術，讓高精密度產品可以

快速進行少量多樣生產，首波產

品試製包括產線模具、精密零組

件、齒模、手術器械與文化創意

產品等。

引領趨勢 帶動多重變革

各國政府之所以加速推動3D

列印科技，關鍵因素有3：其一，

3D列印的各種應用，將對人類生

活帶來重大改變；其二，3D列印

已經改變傳統工業競爭態勢，製

造業必須加速投入的腳步，才能

避免競爭力弱化；其三，3D列印

可望加速個人製造業發展，帶動

個人或小型創業，提高一國之創

業能量，進而帶動產業創新。

變革1＞ 應用廣泛 改變人類生活

目前，3D列印已可應用於珠

寶、工業設計、建築、汽車、航

美國康奈爾大學使用3D列印機製作出人耳模型，為肢體受損者帶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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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製造引擎燃料噴嘴零件時的許

多複雜程序，提升生產效率和企

業競爭力。

另外，國際運動品牌大廠耐

吉（Nike）、艾迪達（Adidas）

也開始投入研發3D列印製鞋技

術，例如，Nike在今年稍早已經

展示該公司首款採用3D列印技

術製造出來的運動鞋鞋底「Nike 

Vapor Laser Talon」。透過3D列

印技術，這款重量只有28.3公克

的鞋底，加工成形的時間大幅縮

短，製作人力也大量減少，對於

提升Nike的競爭力，帶來很大的

幫助。

變革3＞ 加速創新 製造個人化

傳統工業開模所需耗費的時

間與經濟成本，往往非中小企業

與小型工作室可以承受，因此個

人或小公司的許多創新想法，經

常難以被實現。

如今，這樣的限制在3D列印

技術普及之後，將徹底被解決，

因為，3D列印的快速成形與低成

本，將使個人或中小企業的創新

能量，不再被掩蓋，所

以3D列印對於帶動一國

產業創新，具備舉足輕

重的影響力。

「因為3D列印具備

快速、低成本的特性，

因此已經打破規模經濟

的傳統製造業思維，讓

個人製造業成為可行之

事。」Richard Brown表

示。他認為3D列印將對製造商、

材料商、設計師、企業、終端消

費者等環節都帶來影響，而且從

前不曾有過的個人化製造零售與

服務模式也將因應而生，也就是

說，3D列印將驅動個人化製造時

代的來臨。

例如，曾在美國著名科技雜

誌《Wired》任職總編輯近12年的

安德森（Chris Anderson），因看

好3D列印發展前景，於2012年創

辦模型飛機公司3D Robotics。日

本慶應大學亦於2013年4月在圖

書館設置4部3D印表機，期待能有

效啟發學生的創意及思考能力。

根據Gartner研究公司預估，

2015年3D列印機的價格將開始下

降。可以預見，未來一旦3D印表

機的價格下滑到一般家庭也買得

起，只要有設計圖，大家都可以

隨手列印出玩具、首飾，甚至是

小提琴。

掌握先機 積極布局市場

面對3D列印趨勢，台灣從大

企業到中小企業，甚至是個人工

作室，皆紛紛投入這個市場。除

了上銀科技、金寶、威盛電子等

電機電子大廠，印表機供應商實

威、大塚、揚明光等，也都加強

市場布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型

公司甚至個人，也相繼投入3D列

印，發展出許多小型製造業或是

個人製造公司。

Richard Brown建議中小企

業，在迎接3D列印時代時，可以

充分利用台灣產業的速度與靈活

性，串接3D列印發展具有台灣特

色的製造業。此外，也可利用3D

列印對既有產品進行加值，切入

並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市場，甚至

是利用3D列印創新營運模式。

在此之前，德臥達公司推出

的「印酷網」，就是利用3D列印

趨勢發展出的創新營運模式。「

印酷網」主要提供3D代印服務，

讓創作者於網站直接銷售其所設

計的產品，打造華人世界首創的

3D列印線上平台，實現了電子商

務、文創設計及3D列印的跨界加

值應用。

綜觀來看，3D列印技術能夠

成為過去1、2年來最熱門的新興

科技之一，絕對不是偶然，面對

3D列印將對人類生活、國家經濟

與產業帶來的多重影響，台灣從

政府到企業，都不能忽視此一技

術，才能跟隨潮流，迎向下一波

製造產業的革命。■

中國大陸全面發展3D列印產業，預估2016年產值將達
人民幣100億元，成為商機龐大的主要3D列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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