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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控制新顯學

全球環境汙染、能源短缺、
經濟衰退等問題嚴重，
加上技術進步與消費者環保意識覺醒，
電動車開始受到各國政府與消費者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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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歐、美、日，甚至是中、韓，台灣的汽車產業實力向來薄弱許多，此一狀況在內

燃機汽車產業如此，這幾年的電動車廠也是如此，雖然就目前來看，全球電動車只有

特斯拉一家成功，其他汽車大廠包括福斯、GM、Daimler AG、BMW等，電動車的發展也不如

預期，不過台灣未能趁此產業翻轉之際，建立起自己的汽車工業殊為可惜。

一般業者多認為，電動車與傳統的內燃機型汽車的主要差異，僅有動力來源不同，但其實遠不

僅於此，而這也是包括台灣在

內的傳統汽車廠商，即便有技

術和通路優勢，但還是打不贏

特斯拉的原因。

特斯拉的電動車設計將細在的

智慧型手機概念帶進去，其多

數功能都已內建，消費者可以

視本身需求在線上購買，透過

軟體平台開啟權限，讓車子擁

有新功能，就像智慧手機的

App功能，這兩年台灣的gogoro

也是一樣作法，gogoro也是宣

稱透過軟體更新升級，你的車

會「越來越新」。

電動車的商業模式跟物聯網一

樣，前期的硬體銷售已非主要

收入來源，後面服務長尾的營

收期，將創造出更大的利潤。

正如前言，台灣的傳統汽車製

造在全球產業中，不論是技術

或品牌都屬於弱勢，但在新一波的電動車浪潮中，台灣汽車廠商卻仍跟隨傳統的汽車大廠，用

傳統思維跨入電動車領域，以此跟已獲成功的特斯拉抗衡，此一思維若未能即時改變，接下來

的結局恐怕已經註定。

用傳統思維打現代戰爭？ 
台灣電動車發展堪憂



8   CTIMES   www.ctimes.com.tw

下一步將朝認證領域發展   
立足亞洲  宜特啟動
完整汽車供應鏈驗證平台

產

服

部

特

別

企

劃

作者：姚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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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新竹的宜特科技，所涵蓋的檢測項目與應用領域相當廣泛，

而近年來相當火熱的車用電子市場，該公司亦有相當多的著墨。

而在去年，宜特終於完成了上下游供應鏈的驗證平台，

這也為宜特在車用驗證領域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台灣，談到電子檢測與驗證，我們可以很容易聯想到

位於新竹的宜特科技，而在近期，宜特科技在車用領

域也頗有斬獲，2015年七月，宜特科技與歐洲檢測認證大廠

DEKRA合資，共同成立了德凱宜特，進一步在車用領域持續

擴大其影響力。

打造完整供應鏈驗證平台  加速產品開發

談到宜特在車用領域的發展，宜特科技可靠度工程處處長曾

劭鈞回憶，早在2005年，宜特科技在中國昆山設立據點，

鎖定資通訊與IT等領域的可靠度測試與相關服務，隨著中國

汽車市場的起飛，國際車廠若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採取

合資，這也連帶使得模組與零配件業者也必須跟進，才能

在中國境內以整車輸出的方式，在中國銷售。來到了2008

至2009年的期間，AEC相關的規範陸續到位，宜特便開始思

考，如何協助台灣業者，從既有的資通訊與消費性電子開始

往車用電子領域轉型，至此，這是宜特科技開始布局車用電

子市場的第一階段。

除了如何協助台灣業者轉以進入車用電子市場外，曾劭鈞也

進一步談到了第二階段，約莫從2012年至2014年左右，宜

特的思考點則是在於，在滿足客戶達到車電規範之餘，宜

特的客戶群能不能進一步了解他們的下游客戶的主要需求在

哪？恰巧在2013年之際，歐洲知名的汽車檢驗大廠DEKRA

找上了宜特，希望一方面補強在零組件驗證上的不足，同時

也可以拓展亞太地區的市場版圖，所以DEKRA曾有意將宜特

全數買下。

然而，宜特並未答應，在亞太市場幾經輾轉，仍未尋得合適

的併購標的，DEKRA最後還是回頭找上宜特，並讓利求親，

採取成立合資企業，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道的德凱宜特公

司。至於在分工上，DEKRA、德凱宜特與宜特這三間公司的

定位相當明確，DEKRA仍然負責整車輸出的檢驗認證，宜特

也持續專注於零組件領域，而新成立的德凱宜特則聚焦於模

組與系統的檢測與測試。

透過三間公司在上下游之間的串聯，恰好滿足了宜特前面所

提出的概念，讓上下游的客戶能在這樣的平台上取得更多重

要的市場資訊，加速客戶在解決方案上的開發，也能讓重要

的市場資訊在該平台上流通。

深耕中國   宜特朝車用品質認證領域發展

而打造了完整的汽車驗證平台後，在大陸市場的耕耘，宜特

科技在近年來也有相當不錯的進展。

曾劭鈞分析，在中國汽車市場，大體上可以分為合資與自有

品牌，前者以國外車廠與中國車廠合作，後者則是中國境內

的自有品牌。到2014年，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消

費國，到了2016年左右，汽車本身的消費力道逐漸放緩，

但也造就另一個相當龐大的商機：售後服務維修市場。

曾劭鈞不諱言，宜特除了在檢測驗證有不錯的表現外，也朝

品質輔導及認證領域發展，初期的區域市場以中國為主，不

只解決方案，宜特更希望提供知識型服務給客戶。因此宜特

與中國前五大車廠之一的第一汽車子公司「一汽二級」簽訂

合作備忘錄，希望能全面提升其售後服務市場的品質。在作

法上，由宜特偕同Dekra來協助車用備品零件品質管理與維

修廠品質輔導認證。

另一個類似的合作案例，同屬中國五大車廠之一的長安汽

車，由於沒有如國外車廠擁有豐富的供應鏈管理經驗，則是

與宜特合作，針對長安體系汽車電子供應鏈，導入國際車電

驗證手法，把關品質。

曾劭鈞說，這些中國汽車大廠之所以會選擇與宜特合作，最

主要的原因還是宜特本身所累積的實務經驗相當豐富，而近

年來，在中國政府不斷鼓勵產業自有化的方向依然不變的情

況下，宜特在中國市場的確也有其競爭對手存在。不過，宜

特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不斷努力提升檢測能量與品質，希望

朝更為豐富、更完整的檢測驗證、至認證服務供應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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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產業在歷經數位、PC網路、行動通訊等不同階段的演進下，本波產業生命週期可望在智慧型手持裝置下

達於巔峰，但相關產業也出現漸趨成熟之象，無論是智

慧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產品，長期的成長動力已經

呈現減緩之勢，平板電腦市場之出貨數量更自2015年起

出現衰退。

有鑑於此，ICT產業莫不積極尋求新興產業，提早投入

產業的下一次典範轉移。結合感測功能之物聯網與穿戴

應用等，目前已成為國際大廠鎖定的發展重點，包括

Intel、ARM、Qualcomm等主要晶片業者更積極推出物聯

網解決方案，與設備業者採上下游整合的方式，企圖主

導物聯網產業發展趨勢，搶佔市場商機。物聯網已成為

ICT產業的下一波發展重點。

觀察物聯網的發展趨勢，由於各種終端裝置皆可連網、

互動，因此勢將衍生出多新興應用與服務的發展空間。

除了領導大廠以外，多元物聯網應用亦為新創企業帶來

高度的發展機會。國內產業界亦紛紛提出我國應鼓勵新

創企業投入發展物聯網等之主張，物聯網產業不但已是

各大廠競相投入的兵家必爭之地，更為新創企業打開了

機會之窗。

物聯網的應用若按場域來區分，可概分為個人應用、家

庭應用、企業應用與公共建設應用。由於個人、家庭的

新興應用相對不需要大型的系統整合平台，因此亦為新

創企業近期積極投入之目標市場。

不過從新創企業投入的發展案例來看，由於物聯網尚處

產品生命週期的萌芽期，初期的出貨量不高，而且種

類、規格多元，以少量多樣的經營模式為主，新創企

業勢將面臨資金與設計製造等瓶頸。不過在資金上，

由於近期網路募資平台興起，不少新創企業已透過如

Kickstarter、Indiegogo等平台集資，藉此跨過初期投入

的資本門檻。但新創企業在設計與製造專業方面，面臨

較高的瓶頸，主要即在於少量多樣的客製化製造需求。

我國的ICT產業過去的主要業務在於提供國際品牌大廠

代工服務，但在物聯網的發展下，除了品牌大廠的投入

外，更多的創意來自新創企業，而新創企業在物聯網的

新興產品與應用上，又多以少量多樣的型態為主。對於

以講求規模量產為主要經營模式的ICT代工產業，少量

多樣的產品卻無法滿足規模經濟所需，不具生產效益，

也因此導致新創企業空有創新創意，卻不易得到傳統

ICT生產供應鏈的支援。

以目前ICT產業強調規模經濟、投資報酬率、高周轉率

等KPI的經營模式下，相對恐難以適應物聯網應用初期

發展的特性，尤其在少量多樣的設計製造等方面已出現

瓶頸。欲突破此一瓶頸，除了可由大型企業以內部創業

等機制鼓勵開發物聯網創新應用外，為廣納新創企業的

創意，促成百花齊放的產業環境，建議可思考發展建構

客製化的製造服務平台，藉此平台提供專業的設計與製

造專業服務，橋接新創企業的創新與既有ICT製造業的

資源，協助ICT製造業者找到具潛力的創新合作夥伴，

媒合新創企業與製造業者，並減低雙方的交易成本。

此外，可更進一步思考發展次系統或模組設計服務平

台，由具運算核心、軟硬體平台設計能力的廠商領頭，

以次系統或模組的模式，建構少樣多量應用產品的共用

平台，以模組化設計與製造的概念，協助終端業者投入

物聯網應用之開發，以突破現有營運模式下的發展瓶

頸。

打通發展物聯網產業的任督二脈 

：客製化製造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以模組化設計與製造的概念，可突破現有營運模式下的發展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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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新創社群朋友來我這兒聊媒體與社群「

行銷」的有效作法，我總是在白板上畫滿

教戰策略，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過去累積的一

些心得（18年媒體、3年社群），今日且來為文

做些分享。

先談談一般媒體行銷作法，不外乎發新聞稿、辦

記者會/說明會/開發者大會、參展、下廣告、推

造勢/品牌活動等，這些作法仍然有效，但前提是

要準備一口袋的錢，而有錢不一定有效，還得和

記者（博感情）及廣告AE（下廣告）經營好媒體

關係。

這對口袋不深的新創團隊來說，大概就先了解一

下就好，暫時恐怕還用不上這些管道。再來推薦

一些不用錢或花少錢卻效果不小的作法。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臉書，但怎麼運用

和經營臉書呢，學問還真不少。簡單說，臉書分

粉專（Fan）和社團（Group）兩類，前者像是官

方的公告欄，後者則是中性的同好社群，兩者都

該經營，但我認為Group的影響力更勝於Fan，但

要讓這影響力出現，主題和定位要能打動人，再

來則是無私又有料的經常性分享。

第二個，架設網站。以個人Maker而言，可經營

免費資源的Blog；對新創團隊來說，最重要的

是建立一頁動人的Landing Page，也就是長的像

Kickstarter的專案頁面一樣，一頁拖拉到底就完全

掌握了你賣的是什麼藥。若能拍支精彩的置頂短

片，自然加分不少。

不過，不能只有漂亮的靜態網頁（Page），還

要定期發表文章（如Blog），並同步發布到臉書

上自己的Fan或Group，再轉貼分享到圈子裏的大

Group，讓更多人知道你幹過的好事。

此舉有助於導流回自己的Fan/Group及網站流量，

而有個網站就不用擔心丟上FB的內容因時間流而

被沖刷不見，而且還可被Google搜尋的到。

第三個，多交朋友。這又回到臉書的應用了，這

是最容易找到同好的管道，按個加入好友、丟個

善意訊息，友情就可開始累積。現在社群裏有些

高人氣的「大大」，只要覺得他能幫到你，就不

要客氣去「呼」他、求教於他，若是真的「大

大」，再怎麼忙也不會拒你於門外的。

人脈的累積，不花一毛錢，但需要推廣時，效果

宏大。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正在Kickstarter

上募資的ALCHEMA，在上架前的這兩年，除了開

發產品，同步也努力耕耘社群、廣結善緣，結果

一上架了，這幾天的支持聲浪幾乎把臉書動態洗

版，募資金額也快速翻高。

再提一個免錢，甚至可賺錢的管道，就是參加比

賽，若是在知名的大比賽中脫穎而出，自然會成

為媒體關注的報導題材。有了名氣，也有機會受

邀到各場合做分享，繼續累積品牌形象。

還有一個值得嘗試的作法，就是找到人為你的產

品、應用或服務背書。這有花錢和不花錢的作

法，操作上較複雜些，有需要私下聊了。

以上，無責論述，照表奉行日久有功。

（作者為CTIMES前總編輯，現為MakerPRO總主

筆暨共同創辦人，MakerPRO為國內重要的PRO 

Maker社群媒體平台）

新創團隊需要一些不用錢或花少錢卻效果不小的作法。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沒錢一族的新創行銷教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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