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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Discussion #1(L)：智慧製造改變產業創新的速度與模式，企業如何因應內部流程的改
造

 工業技術發展的生命週期愈變愈短，產業需加速以領先佔領商機

 永續發展為產業的重點，預測性創新是競爭力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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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esy of Roger Attick, “Intelligent Things >> It's all about machine learning”,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intelligent-things-its-all-machine-learning-roger-attick

Discussion #2(Y)：生產智慧化以後，有了AI 輔助決策，如何管理品質風險

AI 流氓演算法
• 線上購物，針對你個人的人格弱點定義價格；

猜測你支付意願，提高獲利
• AI會形成共謀機制，找出最好的Best Practice, 

成為壟斷的手段
• AI會以囚徒理論，懲罰威脅，讓合作(購物)

得以進行
• 現在是Shop on Demand, 決定權在消費者，未

來主導會回到平台壟斷。
• 法律程面的議題，AI設計讓你上當，該起訴

機器人嗎?法律規定共謀必須要有具體明確非
法途徑，但機器人並無教唆犯罪的事實。

• 未來演算法也容易變成一種歧視演算法，偏
向特殊喜好的設計，因為都是採用Best 
Practice, 所以會忽略了不明顯的早發案例；
例如性別歧視、少數民族歧視等

• 演算法將放大系統與人性的弱點、散佈虛假
訊息，例如社群或平台的推薦廣告

• 範例：家中冰箱知道你餓了，自動幫你訂優
格是好事；但若趁你血糖低弱，脾氣暴躁，
強迫推銷或引誘犯罪，又是法律層面的問題。

https://www.linkedin.com/in/roger-attick-3123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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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 的商業模型，是由三個
基礎所構築而成的，分別是價
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價值鏈(Value Chain)以及營
運模型(Revenue Model)
。每一個企業都要基於
本身的基礎(組織、夥
伴、顧客、競爭環境
)，自行定義出最適
合自己發展的型
態。有兩種的
思維模式。

資料來源：Kelvin Cheng Ph.D, 鄭兆凱博士, Executive VP, FineTek

進化型(Evolutionary)，強化成本優勢、Time 
to Market, 與品質改善來增加競爭力、
營收成長與市占率。許多企業採用這樣的
思維，但只是等待市場蓬勃，期望市場足
夠大時再行進入，而錯失了最好的Time 
to Market。

破壞型(Disruptive)，
產生一個新的商業應用環境
或重新組織價值鏈。

Ref: Industry 4.0 The Capgemini Consulting View, Sharpening the Picture Beyond the Hype ref: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3 & Capitalizing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How to Succeed in a Connected World, Bosch, 2014

Discussion #3(L)：智慧製造，企業資源如何帶動價值鏈與商業模型



Discussion #4(Y)：人機協同，如何不把人變成機器?

趨勢，這真的是我們期望的嗎? 將人員機械化?
工廠許多傳統行為，都導入數據化，現在則是人員也算稼動率、流程講究數據分析、

量測無線傳輸。Hitachi稱為Society 5.0，以人為核心的作業價值。將OT (現場作業)、IT(資
訊科技)、CT(通訊科技)三者結合。也強化微軟目前推行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簡單
來說，就是強化在感測器端的計算、智慧能力)。日立著重的智慧工廠，是提供各種研究
操作人員加工、焊接、組裝的姿態分析，以影像或者無線定位，將之集結成為數據庫，
來研究製造過程的偏誤防止。



流程品質重要性遽增
• 生產線是隨時可變化彈性組成的，混線生產、多工匯入

變成品質管理的重要議題
• 在整個流程轉移(顧客、製造、供應鏈)，品質的均一性、

履歷重要性增加。成為產品的重要價值(以往是功能、價
格導向)。

• 流程與時間相關，品質將是時間的函數。品質不再是線
性關係，而是指數的函數；任何錯誤將被放大

持續可靠性
• PLM 造成供應鏈的可靠度、即

時性更高，地域型供應鏈夥伴
關係會更穩固

• 可靠度、MTBF、產業標準的重
要性越來越高

CPS 資訊整合的品質
• 資訊整合(例如游標尺無線傳輸資料)，

使得不良品的流出可以控制在區域範
圍；工治具可全時監控管理。SPC 管
制重要性增加。

• AI 演算法容易造成偏頗(Best Practice, 
流氓演算法)，造成“機器疏失”的演
算模式而無法查知

Success

Discussion #5(Y) 品質轉型：後工業4.0 的趨勢

Step To
Success

協同設計
• 設計的觀點，從製造方移轉到顧客為主。

品質的定義越來越符合簡約 (足夠滿足顧
客需求就好、而非過多的無用設計)。

• 供應鏈與顧客間的IQC、FQC行為，變成
MIMO(多工輸入輸出)控制型態，兩者品質
標準交疊。

• 簡言之，越開放容納顧客的供應鏈，越快
速的學習曲線，越能取得市場領導地位



物聯網核心--實現社群經濟，根據每一個人的需求提供場景服務。和工業時代不同在

於商業模式不再是大規模製造，而是變成雙邊或者多邊市場。而且，它不是以名牌為
核心，而是以平臺為核心。

人單合一“人”就是員工，“單”用戶需求，要把員工和用戶需求結合到一起。這應
該是創建物聯網時代商業模式的一個最基本、最必要的條件。一，價值主張；二，價
值網路。價值主張就是要創造用戶價值；價值網路就是創造的價值要傳遞到用戶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梯諾爾提
出，互聯網產業是一個雙邊市場。
這個市場可以解決政府”看不見
的手”和市場”看的見的手”雙重失
靈的問題。非線性的雙邊市場，
顛覆了傳統的單邊市場單向傳遞。

互聯網“從1到N”，物聯網“從n到1”。“N”（是）電商平臺上有無數商品，“1”是每
一個顧客，顧客可在電商上挑選自己的產品。物聯網是一個小寫的“n”，(社群交互的
平臺)，“1”是用戶。從n知道用戶需要設法滿足，不僅是O2O，要O+O，線上加線下

人單合一把企業變成一種量子糾纏，用戶做什麼動作，員工馬上反應，結合
績效考核，員工變化成為企業內部的創客，隨時在內部新創滿足客戶的需求

• 2017年海爾平台創造160萬就業機會
• 15個創新基地、180個孵化器、2246個孵化專

案，營收成長18%、新事業價值20億美元
• 流程人員的效能平均高於國企20倍，平均服務

350人

• 2012年，鼓勵自主性組織小微，內部創業。
• 小微的三大原則：自創業(自我辨識識市場商

機)、自組織(自我整合資源)、自驅動(創投資金
與小微主資金同步投入)

• 海爾平台決定小微主與集團的抽取利潤，為用
戶創造更大的價值者，獲取更高的利潤

• 面對客戶(創業小微)；提供技術/服務(節點小微)

Discussion #6(C)：製造+服務品質的管理 Ex: 海爾的人單合一商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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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C 顧客聯網
• 預測性服務營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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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製程體驗
• 工程整合營收

• 維修即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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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S 能力

•

•

•

業務處KPI
•

•

•

•

•

•

•

•

•

•

•

資料來源：Kelvin Cheng Ph.D, 鄭兆凱博士, Executive VP, FineTek

Discussion #7(C), 如何定義工業4.0 KPI

策略願景
商業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