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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這幾年台灣創業圈出走不斷，近期較大的事件則屬SmartALL創辦人徐偉強決定出走至大陸，在出

走之前，徐偉強在FB上點出台灣創業的相關問題，恰好前不久聽了一場創業的座談會，會中所談

及的問題與徐偉強的困擾相去不遠。

全球ICT產業近年來開始轉型，尤其在數位經濟部分，目前已在部分大型國家扮演經濟發展要角，

數位經濟的興起，不只翻轉了過去20年來以硬體為重的產業發展態勢，也刺激出新一波全球性的

創業熱潮，作為全球ICT產業重鎮的台灣，並未在這波浪潮中缺席，可惜的是，老化政策與僵化思

維，讓台灣的創業困難重重。

幾乎每次座談，與會者都會指出台灣過時法令帶來的限制，已是台灣創業者難以承受之重，台灣

的公司法年久未修，對創業者帶來層層限制，例如企業要連續獲利3年才能首次公開募股(IPO)，

然而公司新創時，要獲利都極難，何況連續3年獲利，而沒有IPO等於投資者的資金沒有出場機

制，在此態勢下，無論國內外投資者，都難免會對台灣創業者卻步，再則是國籍法的過度保守，

讓外籍人士極難取得台灣的國籍，在資金與人才都不易投入的狀況下，台灣創業圈很難有健全而

全面的發展。

其實「小政府、大公民」的時代已經來臨，政府對民間經濟發展並不需要太多限制，只要把基礎

建設做好，民間自然會動起來，太多的限制只會窒礙創業者的動能，至於創業者的協助，則可借

助台灣電子企業的力量，現在規模龐大台灣電子產業在當初也是創業者，當初創業時也沒有依賴

政府的力量，就上場打國際賽，長年下來，已經具有充足的全球競爭經驗，現在雖然面臨轉型困

境，不過其實力量仍在，台灣創業者可以藉助其力量，透過新舊企業力量的結合，台灣產業將可

找到新藍天，深化競爭力。

主編

小政府 大公民 再造台灣創業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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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交通系統選擇重點
軌道交通的商機龐大，

不過此一領域的專業程度相當高，

系統整合廠商要如何掌握訣竅，

找到正確產品？

(Source：freepik)

文／王明德

軌道交通這幾年成為自動化應用的當紅炸子雞，除了

大陸基礎建設的龐大商機所引爆的驚人需求外，自

動化技術本身的快速提昇，也刺激了業者的導入動力，不過

軌道交通系統的專業程度相當高，業者在導入時若選擇使用

一般設備，穩定度極有可能不符系統所需，輕則不時當機，

重則可能造成人命傷亡，因此釐清軌道交通設備的採購重

點，將是系統導入時的第一考量。

無風扇與寬壓設計 讓系統更穩定  

選擇軌道交通的控制產品，首先最好採用無風扇設計，無風

扇是工業電腦產品的特色之一，由於風扇是機械式運轉，其

壽命往往遠低於主機板上的其他IC零組件，因此常會是系統

故障的主因，然而風扇是系統散熱的主要工具，一旦拿掉風

扇，「熱」就成為大問題，再加上為防止灰塵、水的侵入，

導致系統不穩定，多數工業電腦產品都採密閉式設計，更大



December 2016  SmartAuto   7

幅提高了散熱的難度，因此能否兼具無風扇的穩定與散熱問

題，是系統整合廠商選購軌道交通主機板的重點之一，這部

份可請主機板廠商提供長期測試的參數，藉以證明該產品的

無風扇設計，能否在密閉空間下，長期而穩定的運作。

第二個重點則是寬壓設計，一般的工業電腦板卡的電源輸

入埠多為12VDC單壓，多壓設計則為12、19、24等3種VDC

埠，不過軌道交通系統大多為多工設計，必須同時支援多種

設備，傳統的單壓與多壓，並不符合此一領域需求，系統整

合業者可選擇寬壓設計的板卡，寬壓設計除了可彈性支援更

多設備外，也可減少主機板本身的排線，降低設計複雜度，

同時也有效提昇運作的穩定性。

穩定、整合、擴充

第三個重點是CPU的選擇，軌道交通系統的功能多元，對

CPU的等級需求也不一，不過共通的一點依然是穩定，前文

提到，軌道交通設備多採密閉式的無風扇設計，因此「熱」

的處理就成為重點，系統整合業者可以用低功耗的CPU，如

Intel的Atom系列。

軌道交通系統對高速匯流排設計與網路連線的需求也相當

高，在高速匯流排方面，現在一般的選擇是PCIe，不過在體

積考量下， Mini PCIe會是較佳選擇，另外系統內所有設備

都必須鏈接到後端平台外，部份佈線不易的設備，也需內建

長距離無線通訊技術，以方便操作人員遠端控制設備，現在

主流的長距離通訊技術是4G，不過現在市面上的硬體供應

商往往將Mini PCIe與4G分開設計，這使得系統在整合時，

必須多花時間與成本重新設計一個安置SIM卡插槽的位置，

現在已有工業主機板內建SIM卡插槽，讓系統廠商可以輕鬆

整合3G網路，省下時間成本。

在擴充性方面，軌道交通系統的輸出設備並未一致，端看使

用端所需，在此情況下，系統主機板的擴充彈性的重要性就

被突顯出來，選擇EPIC規格主機板可以針對需求，往上堆疊

不同功能的模組板卡，最高可到4層，不過EPIC規格的選擇

並非必須，端視應用端需求以軌道交通的出入口閘門為例，

由於出入閘門的功能多元，必須同時處理讀卡機、LED螢

幕、警示系統、閘口出入控制、身份識別等，這些功能要逐

一附加，對主機板的擴充彈性需求頗高。

抓住訣竅才能事半功倍

最後就市場面來看，軌道交通市場目前仍以中國大陸最為蓬

勃，尤其是中低速的城市軌道基礎建設（地鐵），根據中國

產業內部的估計，到「十二五」計畫末期，中國地鐵的營運

總里程將達3,000公里，2020年可達7,000公里，20年內的車

廂總節數機從現在的3,500節成長到1萬7000節，商機之龐

大可望而之。

大陸的軌道交通建置要求一步到位，因此對自動化的需求相

當高，不過雖然系統整合商對工業電腦需求甚殷，但也非所

有產品都照單全收，除了上述的產品採購重點外，產品長供

期保證也相當重要，一般軌道交通系統的IT平台汰換周期約為

6年，能否在這6年內提供完整的維修保證，是業者選擇供應

商的必要考量，長供期保證與切合使用端需求的設計，都是

軌道交通產業對其產品的必要條件，系統整合廠商在採購產

品，若能抓住這些訣竅，對系統上線將有事半功倍的效益。

根據中國產業內部的估計，中國地鐵的營運總里程在2020年可
達7,000公里，商機之龐大可望而之。（Source：I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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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北爾電子技術長Tommy Hakansson

整理報導：王明德

從工業4.0浪潮
看HMI的角色轉變
工業4.0已是製造業的大勢所趨，北爾電子技術長Tommy 
Hakansson指出，在智慧化製造體系中，HMI的重要性將
大幅提升。

（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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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對製造業帶來重大衝擊，在未來的製造體系

中，所有設備的角色都會被再次延伸與定義，作為

製造系統中人機溝通的唯一介面，HMI在未來的工廠環境

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專業HMI大廠北爾電子(Beijer 

Electronics)技術長Tommy Hakansson針對工業4.0與HMI的趨

勢發展，提出相關看法。

智動化問：工業4.0的時代來臨，請問您未來五年HMI技術

的發展趨勢?

Tommy Hakansson：在工業4.0趨勢中，資料擷取會變得越

來越重要，工業物聯網無疑會變成未來製造系統的主架

構，架構中的第一層設備擷取資料後，在透過網路連線，

將資料往上傳，後端管控平台再利用各端點擷取的數據，

分析、制定出完善策略，在製造系統中，HMI過去多扮演

系統第一線的資訊顯示與部分控制功能，但在工業4.0時

代，HMI的角色將會更吃重，由於HMI是製造現場中唯一可

顯示資訊的設備，因此在工業4.0環境中，HMI將會成為製

造資訊可視化的樞紐，由於雲端架構會是工業物聯網的重

要組成之一，HMI將會肩負一部分的資料擷取與上傳工作，

因此HMI網路化與雲端化，都會是HMI的未來趨勢。

軟體已成HMI市場決勝點

智動化問：HMI產業近年來逐漸著重軟體技術的開發，您認

為主要原因何在？

Tommy Hakansson：HMI的硬體技術，很大一部分是從消費

性IT技術而來，包括處理器、觸控面板…等都是，這幾年

硬體技術發展已然成熟，效能往上提升有限，而且另一方

面，工控領域所使用的HMI，也不需要太高效能，在此態勢

下，非消費性領域HMI供應商，硬體技術彼此相去不遠，因

此軟體的設計能力就成為市場決勝點。

除了市場態勢外，產業趨勢也是HMI走向軟體的原因，工業

4.0講究軟硬整合，現在後端的IT系統主要功能，都以軟體

設計，作為製造系統的一環，HMI未來的功能設計，也勢必

以軟體為重，而且也唯有軟體，才能讓產品產生差異化，

藉以區隔市場，創造更大利基。

智動化問：您認為HMI未來還有哪些應用領域深具發展潛力

Tommy Hakansson：自動化製造當然還會是北爾電子重視的

產業，自動化技術成熟多時，之前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此

一領域發展已經過於成熟，不過這幾年工業4.0、智慧工廠

等概念席捲全球，製造系統再次出現變革，我認為即便過

去的市場總值已經相當龐大，但在智慧化趨勢下，製造業

還有相當驚人成長潛力。

第二個潛力應用是能源，在工業發達下，全球各國對能源

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尤其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電

等，更成為多數國家的重要政策，再生能源所需的發電地

域廣闊，而且在智慧電網趨勢下，每一發電設備的訊息都

必須可完整揭露，同時還要能遠端監控，因此能源系統所

配置的HMI必須有智慧化設計。

Tommy Hakansson指出，唯有軟體才能讓產品產生差異化，藉以

區隔市場，創造更大利基。(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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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思維CEO Talk

最後則是船舶應用，現在船舶系統的技術演進相當快，而

船舶所使用的HMI也需特殊設計，除了必有的防水、防鹽蝕

外，其他設計例如螢幕的亮度、操作介面的設計，都必須符

合特定安規，北爾電子的HMI應用在船舶領域已有多年，雖

然此一領域的整體需求量不像製造系統，但是能符合標準、

投入發展的廠商有限，因此仍屬於藍海市場，發展潛力也相

當雄厚。

亞洲最具成長潛力

智動化問：在全球市場，您看好哪些地區的發展？

Tommy Hakansson：亞洲目前看來仍是全球市場成長最快的

區域，中國大陸過去20年一直是世界工廠，可預見的未來

幾年，此一角色也不會改變，尤其是工業4.0概念興起後，

一步到位的系統建置做法必然成為主流，在此態勢下，中國

大陸的市場短時間內不會縮小，此外東南亞近年來經濟成長

腳步已逐漸加快，中國大陸加上東南亞，將使得亞洲市場成

為未來全球製造業的發展核心。

另一個潛力發展地區我認為是歐洲，德國推出的工業4.0，

帶動全球熱潮，歐洲是現代工業的起源地，工業發展歷史雖

久，但一直未見停歇，在工業4.0趨勢下，歐洲各工業大國已

掀起智慧浪潮，包括HMI在內的自動化設備，都會有換機潮。

智動化問：針對智慧化概念，北爾電子在產品方面會有那些

因應策略？

Tommy Hakansson：智慧化製造系統的核心是整合，未來製

造業不管前後端，不但會彼此鏈接，單一平台也將成為製

造系統的主流設計，北爾電子今年來推出的WARP工程工

作站（WARP Engineering Studio）就是因應此趨勢提出的

作法，WARP工程工作站主要是因應減少開發時間成本的需

求而研發，此工作平台無縫整合了北爾電子HMI、控制器

（control）、驅動裝置（drives）與數據通信技術，可幫助

各產業客戶更快速而有效的建置自動化系統。

此外北爾近期推出的新一代X2系列HMI，也是以智慧製造概

念為核心設計，除了強化硬體端的設計如寬溫、防水、防

塵外，軟體部分則採用北爾電子自己的iX系統，與市場其他

HMI軟體平台的封閉式作法不同，iX為開放性架構，可以有

效改善工業物聯網所產生的大數據、彈性製程與成本等問

題，對有意導入智慧化製造系統的企業來說，將可兼顧效益

與成本。

Tommy Hakansson認為，虛實整合將會是智

慧製造的重要概念。 (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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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家宜

掌握核心在激流中前行

切入大數據戰場

現今已有不少人察覺，萬物聯網的時代，其實主角並不是物

體本身，真正的價值在於萬物背後的大數據。每個企業也

都深知大數據對於商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分析什麼、如何分析

卻各有說法，分不出高下，這塊大餅人人都想搶食，但搶到了卻

往往不知該如何下嚥。

技術不是問題 服務才是核心

我們高喊物聯網的口號已經許久，也深知未來大數據分析將會帶

來一波新的產業革命，各行各業現今都在大肆談論大數據分析的

無限可能，但為了大數據而搞大數據，卻成了許多企業現在面臨

的問題，眼見對手做什麼就跟著做，總是一窩蜂跟上潮流，但能

不能在激浪之中站穩卻不見得。

技術是死的，應用卻是活的，重點是你的大數據分析能提供什麼

樣的服務？你想透過數據資料解決什麼樣的問題？PTC資深協理汪

崇真認為，「大數據分析用一種更客觀的方式預測未來，用數據

說話是它最迷人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它的價值並非單靠技術來

衡量，與其競爭技術的高低，針對客戶需求提供適合、方便且易

於使用的服務反而更為重要。

假設將產品應用與工廠製造端區分，廠內雖有其專業性存在，進

入門檻也不低，但目的多半是為了要求讓製造生產的過程更加精

準、提升效能，也可以說在活用上比較刻板。但針對產品應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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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應的服務相對卻更難，且以商業領域來說，消費者口味日新月異，要如何運用

大數據分析消費者行為模式存在一定難度，須運用得巧妙，而在消費者求新求變的

情況下，即時（Real-time）的數據分析也將變得極為重要。

整合是物聯網必要關鍵

物聯網的應用千奇百怪，每一個服務背後可能涵蓋多項技術，基本如通訊、感測

等，這也讓企業往往在開發過程中面臨複雜化的問題，就算是大數據分析，前提

上也需要各方面資訊的整合。對此汪崇真也表示，物聯網的決勝點其實並非技術高

低，而是如何串聯整合才是最大的亮點，不只包括關鍵技術上的「軟硬整合」，更

涵蓋應用領域的「異業整合」。

汪崇真認為，物聯網的世界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整合的世界，過去網路時代是應用

程式之間的互相溝通，現今則是強調物與物之間的溝通，因此，如何快速傳遞物與

物之間的訊息，扮演中間橋梁的平台就成了一大關鍵。

甫榮獲兩大產業分析公司評選為物聯網領導廠商的PTC，在物聯網技術的整合上，

最大的特色是提供了All in one的解決方案。此方式將有利客戶在建構產品時避免

將過程複雜化。汪崇真進一步解釋，PTC之下的ThingWorx物聯網技術平台透過策

略性併購整合多項物聯網技術，用類似於積木堆疊的方式，將各種開發物聯網所需

的技術一層一層兜起來，與過去技術各自獨立相比， PTC藉此替開發者省去了不少

時間。

技術是死的，應用卻是活的，重點是你的大數據分析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Source：PE Hub）

工業物聯網的另一大挑戰

物聯網時代來臨，工業領域也開始整

合各項技術而掀起新一波工業革命。

但事實上，大數據分析應用在工業與

商業上卻有很明顯的不同，由於各行

各業皆有其不可取代的特色與專業性

存在，「差異化」是工業領域較之商

業領域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困難的地

方。

掌握各行業數據分析共通性

如同上述所說，各行各業的專業性對

於數據分析來說，需要長時間大量研

究與分析產業各種訊息，切入市場並

不容易，致力於工業自動化發展的泓

格科技生產管理處廠長陳裕霖對此表

示，掌握大數據分析的共通性是一項

重要的關鍵。當企業在考慮採用工業

物聯網連結工業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個各行業皆適合

的應用作為入口。

舉例來說，泓格科技提供許多關於能

源數據的分析，從中觀察發現，不管

何種產業幾乎都需要對能源進行有效

的管理與控制，因為耗能問題關乎成

本的節省，也是企業營運的根本，尤

其在物聯網時代十分重視節能問題，

因此，如何提升能源效率儼然成為各

行業最基本的大數據分析，也是在物

聯網時代中一項重要的基礎。

分散式架構讓數據精準推送

根據統計，到了2020年，將會有超過

500億個裝置透過數位方式連接在一

起，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會出現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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