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2016）年全球經濟與前景的發展依舊充滿不

確定性，在變數橫生的未來，企業經理人無不

積極創新蛻變，找出突破重圍的方向，於此之際，台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長年做為協助台商布局全球

的重要推手，體悟到在新的競爭時代來臨之際，企業

改革必須從領導者開始，因此特別規劃為期3個月的

「國貿經營策略管理將帥班」（後簡稱將帥班），邀

請超過20位頂尖講座，重塑企業高階主管經營思維。

將帥班自2015年10月開始授課，延續前三周的

精采內容，第四周「跨國文化融合」、第五周「全球

經營智慧」與第六周「全球貿易趨勢」也已陸續於

2015年12月5日、12月12日與12月19日圓滿結束。

包括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德記洋行前董

事長熊震寰、醒吾科技大學前副校長陳泊世、奧美互

動行銷公司董事總經理張志浩、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

人高希均、振鋒企業董事長洪榮德、國發會前主委暨

台大財金系特聘教授管中閔、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盧希鵬、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富士康前總裁

眾創空間志工程天縱與網家董事長詹宏志多達12位重

量級講師，持續為學員帶來精采的全球趨勢發展與策

略展望。

綜觀12位講師的精采演說，可以歸納出企業面臨

全球市場新競爭趨勢的幾大方向，首先，面對國際化

與科技化浪潮，企業跨國布局一定要深入融合各國文

化，並且採取與時俱進的策略，才有機會贏向全球市

場；其次，中國大陸仍是台商不容忽視的關鍵市場；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以數位經濟為核心的電子商

務及物聯網，將成為翻轉未來的重點。

面對時代的快速演變，多位講師也都提出新的

將帥班系列報導3

掌握數位經濟 征戰新競爭時代
在國際化與科技化的加速推動下，全球經貿格局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轉變著。發展跨文化融合思維、

掌握新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建立與時俱進的經營策略，都將是企業經理人迎向新競爭時代，不可或缺

的關鍵成功要素。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名人講堂Celebrity Talk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強調，企業的品牌經營與推動，是在新競
爭時代中要持續努力的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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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思維建議，可以做為企業未來推動新策略時的核

心，希望未來有更多企業能夠順利迎向新時代。

跨國文化融合 以高格局思考布局

全球化時代，所有企業都要有國際布局的思維，

對此，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認為，企業跨國布

局經常要與他國企業進行商業談判，因此必須對各國

文化及談判企業的文化有所掌握，才能採取最佳的談

判策略。

他舉例，松下與索尼（SONY）同為日本企業，

但是松下注重客戶滿意度與社會的共存共榮，企業文

化不愛冒險，風險接受度較低；反之，索尼強調國際

化，願意嘗試變革與冒險，所以與不同企業進行商業

洽談，尺度應有所拿捏。

醒吾科技大學前副校長陳泊世則從鄭和下西洋的

歷史，談論跨國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陳泊世表示，600年前鄭和融合了3大文化的作

為，讓他成就偉大的商業發展，此典範絕對是所有台

商布局全球、建立跨文化融合思維的典範；回到現

代，麥當勞在兩岸賣米漢堡、在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

銷售清真（Halal）認證漢堡、在印度主打「純蔬菜漢

堡」的策略，就是以符合各國文化為主軸所推動的商

業策略。

「地球是圓的，為什麼一定要講『南下北上』，

而不能用『南上北下』」陳泊世提醒企業，做為一個

領導者，要以高格局思考，如此才不會只看到表象，

而且絕對謹記不能一味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各國市場，

否則企業經營很容易面臨風險。

在跨文化思維之外，與時俱進的腦袋同樣是領

導者不可或缺的經營特質，「過去所學的知識，有些

原則可以堅守，如道德；有些則需要不斷轉換，如策

略，要因應時局有所變化。」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高希均指出，在面對人生或經營企業時，每個人都要

不斷「換腦袋」，因應時間、空間與環境的不同，發

展出與時俱進的新思維，才能找到更好的生存空間。

振鋒企業董事長洪榮德以其一度面臨無法支付員

工薪水，但後來成功建立全球鏈條與鋼索釣鉤自有品

牌「YOKE」的經驗指出，企業除了要有好產品為客

戶創造價值、以流程創新提升績效，並透過創新營運

模式發展最大獲利，更重要的是，要能與時俱進掌握

趨勢，才能避免失去競爭力。

如諾基亞（Nokia）的挫敗就是因為忽略趨勢，

而蘋果（Apple）如今還持續爭霸全球，就是還走在

趨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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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特別強調，企業創新的關鍵在於領導人要擁有前瞻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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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嫁接全球資源

中國大陸的持續崛起依舊是台商不容忽視的焦

點，對此，中原大學呂鴻德教授從中國大陸過去幾十

年的政治與經濟建設，談到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如何

以計劃經濟引領中國大陸朝新的方向邁進，其中關鍵

的「一帶一路」政策，正致力於將全球資源嫁接到中

國大陸，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新動力，過程中也

對全球與台灣帶來威脅與契機。

另外，呂鴻德也提到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

（IMF）特別提款權（SDR），將使人民幣成為國際

貨幣，進而與美元抗衡。另外，人民幣加入SDR之

後，中國大陸民眾境外旅遊更為便利、海外投資門檻

降低、匯率風險減少，這些都將對全球經貿帶來相當

程度的影響。當全世界各種發展都正快速洗牌時，台

灣不宜以小確幸面對大格局，警惕台灣應加速轉換思

維，朝新時代邁進。

掌握2大新經濟趨勢：電子商務與物聯網

過去以資本密集、追求產量的製造業時代已成過

往，當舊有的傳統模式已無法創造更大的價值時，台

灣必須掌握新的經濟趨勢才能再攀高峰，其中以數位

科技為基礎的電子商務與物聯網，是不容忽視的兩大

關鍵。

「過去電子商務被視為新的通路，如今證實，

電子商務是一種新的經濟趨勢。」詹宏志一再強調

電子商務的發展還在持續，並以其從1996年創辦

《PChome網路雜誌》，一路談到後來打造PChome入

口網站，再到投入電子商務領域的20年來，清楚描繪

台灣電商的發展趨勢，如PChome網路家庭從單純電商

平台到擁有自己的倉庫，創新發展24小時保證貨物到

達，之後推出商店街，打造台灣最大B2B2C平台等，

以及如今還在嘗試推動的台北市區6小時保證到貨服

務，顯示出台灣電商的創新能量。

詹宏志進一步指出，台灣電商占零售業11.4%，

位居全球前段班，2015年已經成為兆元產業，可見台

灣雖然不大，但是因強大活動力與高度滲透性，可以

創造很大的能量，這是台灣的競爭優勢。未來，新的

電子商務模式還在變化，電商占零售的比例也還在增

加，大家必須持續創新，才能找到往前邁進的方向。

在數位行銷領域有數十年經驗的張志浩總經理指

出，電子商務的跨境趨勢已經使全球變成一個單一市

場，此時台商要清楚地體認到，不管是社群、關鍵字

或建立官網，都要思考如何透過數位化行銷，把商品

銷售到全球市場，因此包括中國大陸的「光棍節」或

「全球電子商務節」等，都是台商應該掌握的重點，

網家董事長詹宏志認為，電商崛起可為市場注入強大的動能。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盧希鵬呼籲企業要避免思考僵化，靈
活的創見才能帶領企業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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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如何把虛實（O2O）整合發展到最好，也是創

新服務的焦點。

物聯網的快速興起，是重要的經濟趨勢。德記

洋行前董事長熊震寰以其數十年在全球經商的經歷指

出，現今國際局勢的變動幅度非常大，不可與過往的

經驗同日而語，企業所面對的新難題，也非是用往昔

的手法可以解決。

隨著科技推陳出新，許多事物都可免費取得，這

增加了企業彼此競爭的難度，加上物聯網正在顛覆整

個世界的發展，但在對傳統產業帶來衝擊的同時，也

開創了新的可能性，面對如此兩極的時代，企業的發

展存在領導者的方寸之間，企業主怎麼看、怎麼想，

每一個剎那都決定企業發展的下一步，值得台灣各界

審慎思索。

世代落差加大 避免陷入思維僵化

迎合各種新經濟時代，台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

長盧希鵬以猴子不需要戴眼鏡為喻，提到人類發明眼

鏡、創造「聚焦」（Focus）這個詞，其實限縮了自

己的視野、僵化思維，藉此提醒經營者，企業經營應

該避免思考僵化，才不會限制企業往前發展的機會，

同時呼籲企業要避免陷入慣性思考之中，讓腦袋變得

不值錢。

另外，盧希鵬也提到，當產業到達一個巔峰期，

代表產業生命周期將走下坡，下一個新的核心競爭力

即將出現，值得深思。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則以利

他、創造王道價值來看台灣如何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施振榮強調，目前台灣需要突破瓶頸，價值才能體現

出來，而要突破瓶頸必須要挑戰困難，採取不一樣的

方法，來解決台灣社會一盤散沙的現況，如果可以對

此有效突破，可望創造強大的能量與價值，為產業與

社會帶來貢獻。而做為台灣品牌教父，施振榮也提到

台灣面對新時代，如何持續推動品牌之路，他希望企

業要以「端到端」為客戶做有效的整合，並且深入了

解終端客戶，才能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品牌。「保持對

新趨勢的發展與關注，減少世代落差與摩擦，對台灣

未來發展非常重要。」國發會前主委暨台大財金系特

聘教授管中閔則提到，以前科技發展沒有這麼快，世

界是以漸進式的方式往前發展，因此世代落差沒有很

大，如今科技讓世界的變化非常快速，世代落差之大

非常驚人，因此領導位置的人，一定要體悟網路對世

界帶來的根本變化，而且這樣的變化還在加劇中，不

容忽視。

富士康前總裁眾創空間志工程天縱則以其35年專

業經理人經驗，提醒台灣企業領導人，專業經理人是

負責下殘局的角色，要抱持這樣的態度為企業扭轉格

局，此外，專業經理人要深記自己的光環來自集團，

不能過度自我中心，他以自己為例，認為專業經理人

離開前一個公司之後，不要再加入競爭對手的陣營，

才不會跟自己在前公司建立的團隊有所競爭；另外，

程天縱也提醒貿易商，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貿易業

者「搬有運無」的價值正在消失中，於此衝擊下，貿

易商首先要改變策略、做出選擇，從現在的位置到未

來的目標，中間會有無數的路可以走，貿易商要思考

如何從中做出最好的選擇。

從三周課程、12位講座精采的演講內容，能發現

世界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往前推進，於此之際，台灣

傳統產業與貿易商唯有翻新思維，才能因應變化，並

開闢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國發會前主委暨台大財金系特聘教授管中閔特別提到，科技的進
步其實增大了世代的落差，這是不容企業忽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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