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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三
十
年
前
第
一
期
︽
商
業
周
刊
︾
創
刊
開
始
，

商
周
就
一
直
跟
著
時
代
與
台
灣
之
變
，

在
每
一
個
重
大
議
題
，
連
結
讀
者
與
世
界
。

關
鍵
時
刻
，
我
們
都
在
！

在
回
顧
過
去
三
十
年
，
眺
望
未
來
三
十
年
，

我
們
首
度
嘗
試
全
面
打
破
文
字
的
贅
述
，

以
連
續
十
四
個
大
圖
解
，

帶
你
一
次
理
解
從
兩
岸
到
金
融
到
科
技
、

醫
療
︙
︙
等
關
鍵
大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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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中國！台灣哥倫布闖全球
                   ——台商對海外、中國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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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年

鮮香蕉
鮮柳橙

對中國投資

對海外投資

由於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談判延宕並於2006年中止，各國紛紛轉向發展經濟合作陣營。據WTO
統計，截至2017年6月止，向WTO通報的區域貿易協定已達 659 個，其中445個已生效。

區域聯盟 TPP （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

RCEP（東協10+6）

（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

AEC（東協
經濟共同體）

EU（歐盟） NAFTA（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

RTA
（南美共同市場）

2016年GDP
(兆美元) 28.8 22.5 2.4 16.5 21 3

GDP全球占比 38% 30% 6.7% 22% 28% 4%

上路時間 2016/2/4 預計2018年 2015/12/31 1993/11/1 1994/1/1 1991/3/26

2010年，時任馬英九政府以「加入
ECFA，經濟ㄟ擱發」為訴求，畫出ECFA

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大餅，其中貨貿協議及

服貿協議，在民進黨執政後擱置至今，僅「早

期收穫計畫」（早收清單）於2011年1月開
始執行，分3階段降關稅至零，迄今近7年，
ECFA早收清單究竟帶給台灣什麼？

鮮香蕉

註： ECFA早收清單中，農業部門含魚類、蘭花、水果等18項，工業部門含石化、
機械、紡織、運輸等計521項

現況2》僅茶葉類真的吃到「大餅」
——農產品出口至大陸數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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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1》石斑魚還有機會翻身？
——出口至大陸數量變化

ECFA（海峽兩岸
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

簽署日：2010/6/29   生效日：2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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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4》工具機輸陸，ECFA沒幫上忙
——工具機出口大陸（含香港）金額與年增減率

資料來源：農委會、台灣機械產品進出口速報、經濟部投審會

關稅戰爭，全球大玩區域經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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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3》不靠ECFA，鳳梨照賺人民幣
——台灣鳳梨對大陸歷年出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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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7年數據為1至8月

深度圖解

茶葉

區域經濟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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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虱目
魚

出口至大
陸夢空一

場

ECFA讓台灣
賠了夫人又折兵！

2010年
16.0 噸 2016年

58.8 噸

2014年出口高峰

1,548 噸
出口大增》
2012到2014每年契作
2,160噸，出口隨之大增

契作起點》
2011年起與台南學
甲養殖戶進行契作，
該年契作1,800噸，
出口913頓

契作中止》
2015年起因魚苗大漲，
養殖戶不敷成本，停止契作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整理●羅惠萍



1分鐘看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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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國家拯救措施 ■出口補助
■出口課稅或限制   ■進口禁令
■投資措施   ■非關稅壁壘（不另行規定）
■公共採購   ■次國家級政府政策
■貿易防衛手段   ■貿易金融

緣起：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首次提出「籌建亞投行」構想，
後提出「一帶一路」

宗旨： 提供亞太地區國家基礎建設資金

總部：中國北京

資本額：1,000億美元
各國決策權重：亞洲75%、以外25%
涵蓋人口：44億人（占全球63%）
經濟總量：27兆美元（占全球29%）

23.9
24.5

25.8

27.2

26.9

進口                    出口                      進出口

現況2》一帶一路出口全球占比逼近3成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貿易額占中國與全球貿易額比重

24.52

5年間，
東、西勢力大翻轉

2011-2016年中國貢獻全球
GDP從17％成長至28％，
年複合成長率高達64％；

反之，美國貢獻全球GDP
則從23％萎縮至17％，
年複合衰退率26%

證據1》去全球化後，貿易榮景回不去
——全球貿易總額占全球GDP比重（％）

證據2》美國年祭450件保護措施，冠全球
——各國進出口貿易保護措施件數統計

27.8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年

南海

南太平洋

（件數） 0     150 300 450

■ 美國洽簽的國家
■ 中國洽簽的國家
■ 兩國都洽簽的國家

全球化
去全球化

全球化

南韓

菲律賓

去全球化

整理●邱碧玲

資料來源： 中國商務部、萬德信息、瑞士信貸銀行、《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7）》
廣發證券發展研究中心

深度圖解

前瞻篇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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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來 美國打算或宣布退出的國際組織：
 10月 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7月 揚言不排除就多邊貿易協議，如世界貿易組織，重新談判
 6月 宣布撤出巴黎氣候協定
 4月 不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要求重新協商
 1月 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你好！中式全球化  
中

國預期，至2020年為止，一帶一路帶動亞洲投入約8,0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資金；  
10年內創造沿線國家貿易量超過2.5兆美元。

           現況1》中國努力交朋友、美國四處斷關係
                                 ——中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簽署分布

     亞投行
創始會員國：57個
 亞洲： 34個
 歐洲： 18個
 非洲： 2 個
 大洋洲： 2個
 美洲： 1個
     （尚包括意向成員國77個）

東南亞
印度洋

歐洲

西亞

中亞

俄羅斯

歐洲

地中海
中國

越南

汶萊
新加坡

柬埔寨

泰國

緬甸

孟加拉

斯里蘭卡

馬爾地夫

印度

尼泊爾

印尼

馬來西亞

蒙古

寮國

巴基斯坦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喬治亞

亞塞拜然土耳其

芬蘭 俄羅斯

波蘭

瑞典

冰島

英國

法國
瑞士

盧森堡

挪威

丹麥

荷蘭
德國

葡萄牙

西班牙

奧地利

馬爾他

義大利

卡達

科威特

伊朗
約旦

以色列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阿曼

吉爾吉斯

塔吉克

哈薩克

烏茲別克

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路：21世紀海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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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非遊戲類  
遊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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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社群App，連結世界23億人口
──主要社群軟體每月活躍用戶數

全球手機App市場已逾500億美元
──全球手機App總收入，遊戲類占8成

資料來源：USPTO、wearesocial.com、newzoo、wiki、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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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技術力》中國緊追，台灣要再加把勁
——歷年在美國取得科技類專利件數

30年殘酷數位大浪下，誰翻了船？
──網路科技產業的輸家與贏家

比競爭力》這10家台商，日本人都說強
——《日經新聞》評選2017亞洲最有實力企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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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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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

7
儒鴻

92
南亞

13
可成46

豐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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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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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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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飛
1997年∼

百
視
達

1985∼2010年

2015-2020 
預估複合成長率＋17.7%  
非遊戲類＋30.2%   
遊戲類＋14.3%

▓德國  ▓韓國  ▓台灣  ▓中國

科技通訊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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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羅惠萍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1990年起，由英特爾、微軟等美商大廠，引領全球邁入PC及網路盛世，2010年來，數位浪潮
更造就新一波科技通訊產業爆發。30年來，台灣科技業成為世界大廠最佳轎夫，通過國際大廠

嚴格考驗，加上優異執行力和技術力，在全球IT產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可成 全球最大3C產品金屬機殼廠
 大聯大 全球第1大IC通路
 研華 全球工業電腦龍頭
 聯發科 全球第2大手機晶片商
 群創光電 全球第3大面板製造商
 聯強 全球第3大資訊通路商

最大電子專業製造廠 鴻海  營收4兆3,587億元
 電子設計製造大廠 和碩聯合  1兆1,577億元  

                 晶圓代工之王 台積電  9,479億元  

         最大筆電設計製造廠 廣達  8,940億元  

           第2大平板製造廠  仁寶  7,668億元 

第3大筆電製造廠  緯創資通  6,599億元
註：以上為2016年營收，幣別為新台幣

從PC到手機 
台商變全球IT轎夫

 趨勢科技 全球最大防毒軟體公司 
    華碩 全球最大主機板供應商
    英業達 全球伺服器製造龍頭
    日月光 全球半導體封測龍頭
    大立光 全球最大手機鏡頭廠
    台達電 全球電源管理及供應器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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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機達330兆

行動與環境感應系統

5,600-8,500億美元

辦公場所

2300億-1.08兆美元

2003 2010 2015 2020年

3年內，每人身上平均6.58個物聯網裝置
——未來世界人口平均物聯網裝置數

6種你該知道的物聯網安全疑慮

Google的熱氣球計畫
2013年已在美、紐、巴西與斯里蘭卡測試

70%
容易被
駭客入侵

6/10
缺乏足夠
安全介面

80%
沒有密碼或是
保密程度太弱

60%
下載軟體未使用
加密系統

70%
傳輸資料時
未曾加密

8成
裝置會蒐集
個人資訊

76
億人

72
億人68

億人63
億人 3.47

資料來源： 麥肯錫、影像數據商visual.ly、科技部落格Nonlinear Thinking、新聞網站
Business Insider、國際電腦稽核協會、科學與科技資訊網Yaabot

幫你防駭、防毒業務，5年產值增80％
——未來物聯網資安市場產值成長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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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億美元）

聯網車

智慧裝置

聯網電視

手機／網路

個人電腦

物聯網裝置

1分鐘看
熱氣球（Project Loon）
生命週期：100+天
覆蓋面積：1,250 平方公里
翼展：42公尺
供電：太陽能

總人口

整理●邱碧玲

6.58

1.84
0.08

裝置
數量

科技通訊 前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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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機器代工商  
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一詞問世近20年，現正邁向百花齊放的大融合。小自五花八
門的個人裝置，大至Google、臉書搶當全球公民無縫免費上網硬體王，再過8年，這個市場

產值超過新台幣300兆元，相當中國一年GDP總量。

自駕車

2,100-7,400億美元
含影像比對系統、感應器等

醫療保健

1,700億-1.6兆美元
含自動感應器、偵測器與管理軟體

城市

9,300億-1.7兆美元
含安裝監視、偵測器等

零售

4,100億-1.2兆美元
工廠

1.2兆-3.7兆美元

1分鐘看
天鷹（aquila）無人機
重量：400公斤
翼展：42公尺
供電：太陽能

臉書的天鷹計畫
2024年前讓全球有10GB頻寬網路

智慧家庭

2,000-3,500億美元（產值）
含無線偵測軟體、行動螢幕與監控系統

》5年間成長率200%

對比聖母峰：

8,848公尺
覆蓋面積：40-80平方公里

巡航高度：27,000公尺

20,000公尺

1,250 平方公里

新通訊基地台，全飄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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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中
國21年來貨幣發行量大增近27倍，2007
年時已占全球貨幣發行量約四分之一；

2008年9月起，中國政府又加速印鈔票及舉債；
2012年，為因應美國金融海嘯及QE，兩度調
降存款準備率。

如今熱錢吹大了泡沫，卻再也支撐不了經濟成

長，就像停不下來的腳踏車，一停就要倒！

註： 近10年低點數據， 葡萄牙為2012年、希臘為2011年，其餘皆2009年

註： 統計至2017年9月

-5.5
-3.6 -4.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年）

2013/4
日銀宣布
大規模買債

2015/4
日經漲破2萬點，
創15年新高

2017
前8月CPI僅年增0.6%，
離目標2%差很大

20,800

21,448

14,400

8,000
葡萄牙 義大利 希臘 西班牙 愛爾蘭 冰島

-9.1
-6.9

5.7
3.52.62.2

0.81.7

-4

近10年低點 2017年預估值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IMF、tradingeconomics.com、Macrotrends、NBSC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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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危機1》經濟放緩，高成長不再　
——中國經濟成長率

日本》安倍寬鬆三箭，日股衝破2萬點
——日經指數走勢

歐洲》穩定基金出鞘，歐豬國谷底翻揚
——歐豬5國與冰島近年GDP成長率

  2016/4                                                 2017/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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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4

2

0

危機3》熱錢捧高的房市搖搖欲墜
——中國新屋房價年增率

（2017/10/19）

註：2017年起為IMF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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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4  　  　'16  　     '18　       '20　        '22（年）

GDP成長率（％） 國債占GDP比（％）

危機2》國債膨脹，壓力攀向頂峰
——中國GDP成長率與國債占比

全球金融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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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1
1.75兆美元

QE2
0.6兆美元

（2010/11∼2011/6）  （2009/3∼2010/3）  （2012/9∼2014/10）  

QE3
1.63兆美元

中國貨
幣發行

量

  遠勝美
、歐、日

中國超越美國

全球最大印鈔機

(指數)

美歐日
狂撒錢，
能回春
多久？

美國》4兆美元救市，股市一路創新高
——美國道瓊工業指數走勢

相當於1.8個美
國  1.9個歐

元區  2.86個日本

6,469

  23,163.04
（2017/10/19）

整理●羅惠萍、楊少強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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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270元
可買3個

招牌鬍鬚張便當

比特幣發行總額

以太幣發行總額

比特幣
越來越值錢

新台幣（元）

123,689

82,482

41,275

68

比特幣兌新台幣走勢

註：統計至2017年9月30日

比特幣總量限制2,100萬枚

以太幣初期約產生7,200萬枚

以太幣每年再生

      1,800萬枚單
位
：
萬
枚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2009    2014     2019     2025     2030     2035     2041（年）

單
位
：
億
枚

7

6

5

4

3

2

1

0

60% 

做為保險理賠

40% 

用在投資，
回饋給保戶

在臉書、Line等
社群朋友圈發起保險

每筆保險都是一個資金池

2016至2021年市場規模
年複合成長率34%，上看
2,350億美元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科技新報、Friendsurance、Statista.com、
Autonomous Research、Bitcoinsfuture.com

行動裝置付費

PAY
ONLINE

顧客 商家

手機電子錢包
Apple Pay、

Samsung Pay等
（信用卡虛擬化）

通訊平台錢包
支付寶、微信支付等
（帳戶儲值，
免綁銀行帳戶）

新型支付當道，現金消失中

在臉書揪投保還能賺回饋金，
你我都是超級業務！

１枚比特幣能買什麼？
──比特幣兌新台幣均價

21,886元
可買iPhone717,036元

可買精品吹風機
Dyson Supersonic

17,770元
可買iPad

比特幣快挖光，新世代以太幣冒出頭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年）

95,608元
可買2台Gogoro 2電動機車

2

全球金融 前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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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讓人人都能捧「金」飯碗
從

群眾募資、線上換匯、點對點借貸到比特幣風行，Fintech正步步取代現金，深入我們的日常生
活；未來，只要行動裝置在手，從保險、證券到銀行業務，人人都可以做買賣、當銀行。

數位支付

個人金融

企業金融

保險 銀行 證券
既有業務：

意外、傷害、天災、年金、
汽車、死亡生死合險⋯⋯

既有業務：
授信、外匯與匯兌、存
款、支付與信用卡⋯⋯

既有業務：
經紀、借券、融資、股

務代理

社群
 技術

物聯網
雲端
運算

行動
技術

大數據
身分
識別

機器
學習

區塊鏈

新商業
模式

Fintech
技術

線上
（社群）

保險
P2P
保險

P2P
保險 群眾

募資
新型
支付

新型
交易平台

機器人
理財 零售演算

交易平台
IoT
保險

全球Fintech交易價值
6.96兆美元

全球Fintech交易價值
2.6兆美元

2016 2021（年）

4.64兆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109%

2.2兆美元

Fintech生態圈，數位支付是領頭羊

16億

62億

139億

203億美元

2017 2020 2025 2030（年）

13年後
，產
值激
增11倍 

區塊鏈產值，2030年衝破200億美元

整理●邱碧玲

單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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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數位行銷革命     通路革命

20國 
無人機送貨服務開始上路

268億美元 
Facebook 2016年廣告營收

2,000城 
阿里巴巴等投資者打造中國倉儲「地網」

     6億人
騰訊免費直播演唱會把粉絲變成錢

公司或品牌
進軍時間
（年）

海外店數
（家）

中國
亞洲
其他

歐洲
紐澳

美洲

麗嬰房 1993 392門市
2,500銷售點 ●

全家便利 2004 1,221 ●

克莉絲汀 1993 900 ●

迪歐咖啡 2002 825 ●

石頭記 1980 600 ●

永和豆漿 1995 500 ●

大潤發 1997 371 ●

王品集團 2004 159 ● ● ●

歇腳亭 1999 182 ● ● ● ●

繼光香香雞 2010 150 ● ●

統一7-11 2009 127 ●

comebuy 2006 100 ● ● ● ●

休閒小站 1999 66 ● ● ●

森邦集團(拉亞漢堡) 2011 60 ● ●

註：因各公司品牌持續擴張或調整中，各分店家數僅為大約數

2012   2013   2014   2015（年）

56.1國內

海外

50.7 53.1

46.943.9 49.3

80

60

40

20

0

(%)

59.0

41.0

註：統計僅計算台灣6家上市櫃餐飲業：安心、美食-KY、王品、瓦城、
      六角、新天地

上市櫃餐飲業，海外營收超越國內

全球展店！它們都在拚國際化

 85度Ｃ 約1,000家店
  在地商品開發能力強

快可立  約1,500家店   
切入市場時機點恰當

雅茗  約670家店   
在地商品開發能力強

 賺全球！ 整理●羅惠萍

消費服務 回顧篇

商業周刊1563期2017.10123

服
務業2016年占我國GDP比重達63％，其中餐飲及零售業，已在台灣市場練就標準化的
產品和極致化的服務，進而陸續踏上國際征途，致力把華人餐飲品牌插旗五大洲。

2,571億美元 
2016年全球信用卡刷卡金額

2.1億使用者
全球最大第三方支付商PayPal用戶數

從英美到斐濟、杜拜，
都看得到台灣餐飲服務尖兵

資料來源： 商業發展研究院、各公司
官網、產業經濟統計簡訊、
maicoin.com、2017 Nilson 
Report、新聞資料

法藍瓷  約160家直營店、
6,000個據點   
精緻工藝及獨特產品

都可coco  約2,000家店  
專業、堅強的經
營團隊

 六角集團  約640家店  
專業、勇於開
拓的經營團隊

 鼎泰豐  約254家店
  極致服務的人才養成

台式極致服務 1杯珍奶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線上購物，啟動服務業3大革命

     支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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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整理●邱碧玲

你在
線上
的一
次動
作價
值

459美元

Step1.
．掃描QR Code即可登入Amazon帳戶
．牆上內嵌臉部辨識技術的鏡頭會確認身分

Step2.
將產品置入購物籃；
四面牆上的鏡頭會感應電子標籤

麥克風：
收音，以便精準判
斷用戶位置

鏡頭：
牆上與貨架上設置大量鏡頭，辨認顧客的
臉部表情、肢體動作與索取貨物

 都是店家的商機

Step3.
系統會更新並統計購物紀
錄，並即時回報，顧客確認
所需貨物便可離去

靠臉購物、結帳，
未來商店將無人化

買車念頭值2.11美元

資料來源： 線上新聞網ValueWalk、市調機構全球市場
洞察（Global Market Insights）、香港01
周報、《金融時報》、趨勢科技、智庫娛
樂科技中心、科技網站Expert Reviews

貨架：
感應器會計算重量減輕、體積
縮減數額，通知系統

YouTube：

410萬支影片被觀看

簡訊：1,600萬則

線上消費：

751,522美元

Google Play、App store：

下載34.2萬次

email：1.56億封Spotify：

播放音樂4萬小時

Twitter：

45.2萬則推文數

Snapchat：

180萬則聊天

Amazon：

成交22.2萬筆

Google：

350萬搜尋次數

臉書：

90萬人登錄

1分鐘

滑臉書、看YouTube，
你每分鐘都在幫它們創造大數據

商業周刊1563期2017.10125

前瞻篇消費服務

     貼文、貼照、貼影音值12.2美元
滑FB等社群網站歷程值200美元
                  玩線上遊戲值150美元

你的每個表情、動作  

臉部辨識，將主宰生物辨識市場

看電視紀錄值1.85美元

追蹤消費紀錄值1.35美元

動手輸入密碼值75.8美元

追蹤人身位置值16.10美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1.4

1.2

1.0

0.8

0.6

0.4

0.2

0

︵
億
美
元
︶

 指紋辨識  臉部辨識  眼球辨識  其他

（年）

亞
馬遜首創無人店、蘋果發表Face ID，在在預告，一個光靠表情、聲調與肢體動作就會產生分
析數據的新時代已經上路。未來，你的每個表情、每個動作、每個念頭都是店家潛在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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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25%

           33%

  26%

           33%

  26%

生產力提升

庫存週轉提升

廢料節省

空間節省

運送效率提升

資料來源：BCG、Siemens、Nikkei Business、industrialip.org

三年內，企業則將投資2,500億歐元

服務 600 物聯網應用

600

智能連結 500
感測通訊

250

智能連結 500存取安全
與辨識 

200 

物聯網雲

端與平台

150

物聯網分析

200

自主優化生產

預防性維修

遠端病人監控

車聯網

（電力）需量反應

車隊管理

追蹤回溯

分散式發電與儲能

支
出
︵
高
⇧
低
︶

成熟時程       1~2年                           2~5年                               5~10年   

 的革命

推動企業物聯網成長的10大應用領域3年內，企業將投資2,500億歐元

 智慧工廠
      利潤多

精實製造，
    創造工業3.0的顛峰

39% 

    1小時
搞定汽車設計圖

營運
成本

降低
20%

產品
開發

省時
20%

上市
速度

加快
15%

年產值

增加
10%

傳統 現在

註：以福特汽車為例

電腦運算

24小時

VR圖形
運算

 1小時

美國  先進製造夥伴計畫
 強化先進材料、生產技術、先進製程、數據
資料與設計等產業共通基礎

德國  工業4.0
 發展智能製造設備、行動通訊、三網融合物
聯網、雲端運算等策略性產業技術

中國  製造2025計畫
 發展物聯網水平及垂直整合價值網絡、終端
對終端流程整合、工作站等技術

韓國  製造業創新 3.0
 發展戰略性的關鍵材料與軟體整合零件等
技術，布局 IT 產業為主的跨產業融合

日本  機器人新戰略
 感測器、控制及驅動系統、雲端運算、人工
智慧等技術，發展機器人聯網

台灣  生產力4.0
 開發智慧機械、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
等技術以提升製造、服務、農業價值

2011

2012

2014

2015

單
位
：
億
歐
元

註： 圓餅大小僅表示相對金額比例

註：以中國海爾為例

智慧儀表板

自動化庫存管理

整理●羅惠萍

製造強國掀工業革命競賽，台灣快追

工業製造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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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 ─正在發生  

   10年內，替製造業帶來
               近4兆美元效益

    5小時
客製1雙球鞋

  7天完工
1套訂製西裝

3D列印鞋材 設計到銷售 製造1塊鞋舌

較傳統

快100倍
傳統540天

5小時
傳統20分鐘

50秒

註： Nike採用新型機器Grabit、

Adidas啟用首座高速工廠

工業2.0 工業3.0 工業4.0
縫紉機加手工 自動生產 智慧工廠

60天

10天
7天

單
位
：
億
美
元

全
球製造業，從第一台機械化織布機啟動工業1.0，歷經230年來，走過規模化生產和數位化
的創新歷程，造就出富裕的中產階級。今年起，全球正式邁入工業4.0時代，物聯網使智慧

生產成為可能，製造業將再一次大躍進，而全球財富也勢將重分配。

物聯網，將徹底改變製造業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資

產
利
用

顧

客
體驗

降低成本

6,750

提高勞動
效率6,750

減少浪費

7,290

加速上市

8,100

客戶效益

 9,990

員
工
生
產
力創

新

供應鏈與配送



資料來源： 世界經濟論壇、《快企業》、影像數據商Column 
Five、Pickled Ink、Visual News

未來小學生們的明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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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失業族 跟你想的不同

技能1：科技與運算思維相關
 軟體開發師 +18.8%

 電腦系統分析師 +20.9%

 市場研究分析師 +18.6%

2016至2024年

技能4：終身學習
教師與訓練師  +18.6%

技能5：適應力與商業敏感度
        管理分析師、
 會計師與審計師  兩位數成長

 獨立承包商 +40%

》教師用電腦上課
．91%教師會在教室配置電腦
．43%教師採納線上遊戲當作教學課程

．81%教師相信，電腦有助課堂學習

》數位教科書大增
． 線上課程報名率成長21%，但大學入學成長
率僅2%

． 未來10年開源教科書採用率將增25%、
   60%學生開始閱讀數位教科書

》學生用App做功課
．20%學生用App統整各科作業進度
．59%學生會用App強化學習成效

．40%學生相信，將社群網路平台整合課堂有助教育

技能2：照護相關
居家健康照護 +38.1%

獸醫 +36%

2018至2025年

2018至2024年

2018至2024年

2018至2024年

未來8年，這5類工作領域職缺將大爆發
——2018-2025年5大領域相關職缺與需求幅度

技能3：社群智能與
新媒體素養

行動行銷專家、客服代表  +18.6%

整理●邱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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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篇工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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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發展的「下一件大事」許諾我們一個自動化的未來，但失業潮的隱憂更值得關注。世界經

濟論壇去年發布的報告預測，至2020年，自動化將消滅510萬個工作機會，甚至當今職場
強調的「專業」鐵律竟成許多「師字輩」丟飯碗的頭號風險。

自動化下，    高風險  
15年內，

這些職業恐消失
公車司機、
零售業務員、

律師助手與助理律師

這些職種最長青
管理培訓、口腔科醫師
資深創意人、飯店清潔員、

中小學教師、
客服代表、護理師　

風險級數
紅色：

70-100分，高風險
藍色：

0-35分，低風險

365行被取代的風險：
你是踩在紅線上，還是留在綠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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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家禽家畜產量減幅

7.5%4

 全球最大難題

淋病
雙球菌

金黃
葡萄球菌

鮑氏
不動桿菌

洋蔥
伯克氏菌

綠膿
桿菌

困難梭狀
芽孢桿菌

結核
桿菌

大腸
桿菌

克雷伯氏
肺炎桿菌

化膿
鏈球菌

這10大細菌恐引爆經濟危機
——10種最危險抗藥細菌

超級細菌治療費用
是一般細菌近30倍

(

萬
美
元
／
每
位
病
人)

廣泛
抗藥性

多重
抗藥性

一般
細菌

美國
49.5

15 

1.7

金黃葡萄球菌

抗碳青黴烯類鮑氏不動桿菌

抗萬古黴素屎腸球菌

抗碳青黴烯類綠膿桿菌

抗萬古黴素腸球菌

抗碳青黴烯類肺炎克雷伯氏菌

抗碳青黴烯類腸桿菌

大腸桿菌

80 (％ )

60

40

20

0
2006                      2015（年）

資料來源： World Bank、EvaluatePharma、IMS Health、衛福部國民
健康署、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抗癌市場的新技術日增，其中以自體免疫療法
最被看好，未來10年有可能增加1倍的市場。

抽血

自血液中
分離出免疫細胞  免疫細胞與癌抗原融合體一

起培養

 擴增免疫細胞，並
將其輸注回人體

2

1

3

4

對抗死神鐮刀，
免疫治癌商機大

(

億
美
元)

2014  2020（年）

1,500億  

1,000億  

全球抗癌市場規模看增50%

免疫療法怎麼做？

肆虐台灣的超級細菌近10年大增
——醫學中心加護病房患者細菌感染普遍率

整理●孫秀惠

免疫療法市場規模18級跳

(

億
美
元)

2014                2020（年）

16.9億  

308億  全球

健康醫療 回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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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銷減幅

3.8%3

2,800萬人
因疾病陷入貧窮

1

  醫療支出因此增加

10兆2
美元

構造簡單的細菌， 

2020 2030 2040 2050（年）

100

99

98

97

96

95

94

︵
基
準

＝100

︶

樂觀狀況：▼1.1%

最糟狀況：▼3.8%

全球GDP將因超級細菌跌3.8%
——全球GDP預估走勢

最
古老的細菌，並沒有因為人類醫藥發達而減少威脅，過去30年反而因為抗藥性，導致越來
越多超級細菌菌種出現。世界銀行發出警訊，未來具抗藥性的超級細菌將持續影響世界，甚

至重創全球經濟。而過去10年，台灣也沒有辦法免除危機，超級細菌感染率持續增加。

    未來30年，          超級細菌的4大經濟損害
美國GDP下降7,000億美元
中國GDP下降4,000億美元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商業周刊1563期2017.10 136

深度圖解

2015 2050
60歲或以上人口百分比

█ 30%以上   █ 10%至29%    █ 小於10%

   2014      '15       '16      '17      '18      '19      '20（年）

 　全球

　 非洲

 　亞洲

　 歐洲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北美

 　大洋洲

80

60

40

日本 美國 OECD歐盟國

2025-2050年長期照護支出平均成長率

2025-2050年GDP平均成長率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 世界衛生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富比世》、Tractica、healthpopuli.com、《外交政策》

「好好老」，
醫療最大挑戰與商機

老年人口，30年後占一半

2050年出生，平均餘命將更長

全球宅醫療營收，倍數成長

OECD長照支出平均成長率，
將遠勝GDP平均成長率

5

4

3

2

1

0

（%）

2.6

3.8
3.3

（出生年）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億美元）

  全球醫療物聯網市場，
             5年成長2.2倍

2016             2021（年）

︵
億
美
元
︶

720億

225億

飆破130億美元

（歲）

健康醫療 前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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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式醫療 
全穿在你身上
想

像過嗎？你的一滴眼淚、撲通心跳、微妙體溫變化⋯⋯，

看似平凡無奇的數據，背後竟藏著上兆元商機，將改變未

來醫療科技的面貌，還能讓人「健康老」。

智慧復健帶
釋放無痛感的電脈衝，加強血液循環

智慧體溫貼
一旦發燒即由App發出警報

居家照護智慧衣
監測心跳、血壓等7種數據，

手機全天遠端看護

幹細胞植入物
血糖過高時自動釋放胰島素

好孕手環
憑體溫、睡眠等預測最佳懷孕時機

減肥貼片
藥劑透過貼片上小針頭，
將脂肪轉化為能量消耗

智慧安全帽配件
用手機發送定位求救、幫你打119

AI助聽器
助聽障者理解率從29%提升到84%

智慧隱形眼鏡
用眼淚感測血糖濃度

起床
下床著地時，內嵌
無線網路的感應器
會記錄體重

刷牙
浴室感應器監控雙
腿壓力點，監測是
否有潰瘍

活動
手臂上的貼布監控
心跳、血壓、血
氧、血糖

走動
內嵌牆內的感應器
會登記步態，評估
跌倒風險

監測
偵測數值會自動輸
入個人醫療紀錄
庫。若異常，系統
會自動通知醫師

整理●陳筱晶、邱碧玲

未來醫療，
初診自己來
——糖尿病患者的
日常醫療管理



深度圖解

全
球平均溫度140年升高1度
C，代價是冰山銳減、海平

面上升，越來越多物種滅絕。大環

境的氣候變遷，在台灣最深刻感受

是，夏天越來越熱、降雨越來越集

中，變成經濟發展巨大的挑戰。

地球暖化，全球都遭殃

全球》中國碳排占比，超越歐美總和

台灣》降雨變集中，水庫暴肥又急瘦

註： 1980年代始有統計；北冰洋海冰面積推估最大值
曾為1,405萬平方公里

1990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2014（年）

  最易受影響的沿海地區／影響人口比率

中國　
11.3%

巴基斯坦　
3.2%

孟加拉　
48.7%

印度 
6.1%

越南　
54.7%

印尼　
18.4%

泰國　
26%

菲律賓 
16.7%

柬埔寨
25.7%

3,700

3,100

2,500

1,900

1,300

1963年
1,830mm

1953年
3,180mm

1980年
1,605mm

1993年
1,645mm 2002年

1,572mm
2014年

1,643mm

1972年
3,240mm

1998年
3,322mm

2005年
3,568mm

2012年
3,139mm

1949   201417年

19年 7年

9年

枯水年

豐水年

  雨量
（mm）

（年）

12

10

8

6

4

2

0

中國24%

美國12%

歐盟9%

印度6%

俄羅斯5%

日本3%

資料來源： CSRone永續報告平台、氣候中心（climate central）、亞洲
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綠能網站（greeniacs.
com）、線上新聞網（salon.com）、國研院科政中心

北極熊平均體
重瘦10%、數
量減逾40%

長頸鹿數
量銳減4
成

珊瑚減少30%

企鵝數量減6成，
赤蠵龜9成變雌性

碳
排
量╲

10
億
公
噸

2020年

2000年

註： 影響人口比率以低海拔沿海地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百分比

緬甸　
27.7%

占比

註：碳排放量為從化石燃料、水泥生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15年：460萬平方公里 

亞洲》海平面上升，中國1.5億人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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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回顧篇

1.0

0.5

0.0

-0.5

︵
攝
氏
溫
度
︶

地球年均溫成長，將衝過1度C

1度C的殺傷力
       讓冰山縮小逾40%

北冰洋海冰面積，

  35年減320萬平方公里

90%赤蠵龜
都變成雌性

企鵝數量
驟減60%

整理●邱碧玲

1980年

1960年
1940年

1920年

1900年1880年

1980年：780萬平方公里 

露脊鯨，只
剩350隻

關鍵時刻，商周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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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圖解

     太陽能將超越石油、核能，
      變發電主力

2016年11月4日，全球55國締約
的《巴黎協定》正式生效，減排是

當務之急。國際組織預測，截至2050
年，從扎根清潔能源、推動碳排放交

易，到落實碳捕捉計畫，都以解除升

溫2度C警報為頭號目標。

20

15

10

5

0

石油
瓦斯

煤炭

核能

2013                     2030（年）

碳排商機
美中歐都在爭搶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2026 2028 2030（年）

20

15

10

5

0

︵
歐
元
／
噸
︶

︵
超
額
廢
氣╲

億
噸
︶

廢氣變利益！碳排放現價將漲3倍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年）

120

100

80

60

40

20

0

各國一年捕捉二氧化碳預估走勢

全球總動員！搶推3,400套碳捕捉計畫

綠能助攻！超額廢氣將大減7成

2.0%

2015

17%

2050

生質燃料
2015年至2050年預計可供
全球發電量將成長7.5倍
代表國： 美國、巴西、日本

3.7%

2015

18%

2050

風力
2015年至2050年預計可供
全球發電量將成長3.9倍
代表國： 美國、烏拉圭

（億噸）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太平洋

美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北美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歐洲

其他亞洲開發中國家

中東

印度

東歐及前蘇聯

中南美洲

中國

非洲

2020年
100個計畫

2030年
850個計畫

2040年
2,100個計畫

2050年
3,400個計畫

生態環境 前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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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
綠能市場大成長

水力

太陽能

生質能

向岸風能

離岸風能

地熱

波浪能源

資料來源： 英國石油《BP Technology Outlook》、國際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政策網路
（REN21）、全球能源統計年鑑（EnerData）、美國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
（IEEFA）、國家實驗研究院、環球生態基金會（Universal Ecological Fund）

1.8%
2015

57.6%

2050

太陽能
2015年至2050年，預計可供
應全球發電量，將成長31倍
代表國：德國、美國0.4%

2015

3.5%

2050

地熱
2015年至2050年，預計可
供全球發電量將成長7.75倍
代表國：印尼

16%

2015

14%

2050

水力
2015年至2050年，預計可供全
球發電量將衰退12.5%
代表國：巴西、加拿大、中國、美國

整理●邱碧玲

2050年能源
產出比率預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