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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臺灣產業未來的機會
─臺北美國商會午餐會演講

國發會主任委員 杜紫軍

壹、2025 全球產業大未來

貳、未來產業技術分析

叁、未來臺灣產業轉型策略

前言

近年來，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區域經濟整合盛行下，世界各地商品、資金、

人才流動加速，全球化趨勢已打破傳統國土疆域，產業競爭也日益激烈。未來，地

球暖化、人口老化、都市化等全球大趨勢，也都將改變人類生活方式。

國際趨勢變化將創造眾多新的需求，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不僅帶來龐大新商

機，也將造就許多新的產業型態。臺灣為外銷導向國家，對於國際趨勢變化所帶來

機會，政府須積極從中尋求未來產業發展契機，引導我國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壹、2025全球產業大未來

資策會（MIC）與工研院（IEK）蒐集、歸納各種影響全球產業脈動的中長期

趨勢，並參酌世界各國之前瞻研究成果，於 2014 年「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

畫」報告中提出「人口結構轉變」、「全球化風潮」、「網路化世界」、「跨領域科技整

33Taiwan Economic Forum
Volume 13, Number 4



合」、「環保與精敏製造」、「資源效能提升」、「區域經濟新常態」、「氣候變遷與災害

複合」等 2025 年全球八大重大趨勢，及潛藏之巨大產業商機。

一、 臺灣與半數以上亞洲國家將邁入高齡社會

資料來源：MIC、IEK，「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 2014年。

圖1　2025全球重大趨勢與關鍵議題

（一） 1993 年我國成為高齡化社會，推估於 2018 年將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2021 年我國總人口將達最高峰；另工作年齡人口則於 2015

年達最高峰，之後平均每年減少 18 萬人。

（二） 2014 年臺灣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分別為 14％、74％及

12％，2066 年將轉為 9％、50％及 41％，隱含每 10 人即有 4 人為 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其中 1 人是 85 歲以上之高齡老人。

（三） 2050 年，超過半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 >20％）。

趨勢一：人口結構轉變（高齡、少子、都市化）

趨勢二：全球化風潮（全球布局、人才流動、運輸物流）

趨勢三：網路化世界（電子交易、資安、社會行為）

趨勢四：跨領域科技整合（生技材料、生產力4.0、跨領域人才）

趨勢五：環保與精敏製造（客製化生產、減量再生、生態城市）

趨勢六：資源效能提升（能源重整、糧食安全、清潔水）

趨勢七：區域經濟新常態（區域戰略、強權及市場移轉）

趨勢八：氣候變遷與災害複合（CO2減量、防災、救援）

2025
全球重大趨勢

與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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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銀髮族的需求將大幅增加，除健康照護外，健康及亞健康老人尚需要滿

足生理與心理需求。其中，生理上包括預防老化醫學、健康監測、預防走失

等，帶來醫療、通訊設備之商機；心理上則有排遣寂寞等生命階段改變的需

求，以及懷舊、飲食等嗜好傾向改變的需求。

二、 新興平價市場潛力雄厚

人均 GDP 超過 2 萬美元以上屬於高端市場；2015~2025 年間，人均 GDP

介於 1,500 ∼ 5,000 美元市場成長率達 84％，成長幅度將最大，該市場產品特

色為價格低、品質優，為我國可積極爭取的市場。以手機市場為例，以前三星、

蘋果、HTC 主打高端市場，中國大陸後來以低價優質手機進入市場，大幅取得全

球市占率。

註：本圖為中推計結果。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 150年）」，2014年 8月。

圖2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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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MIC整理。

圖3 銀髮族的需求

註：年均所得取中間數，最終消費取所得一半支出，之後乘以人口數得到「最終消費市場」之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MIC，「2015年臺灣產業與科技整合研究計畫」。

圖4　全球不同所得需求市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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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 輔助自立：看護服務／商品（輪椅、看護床
等）、輔助器具（假牙、老花眼鏡等）等

• 維持自立：能消除不安感的商品／服務（急救按
鈴、健康監測系統、預防老化醫學／產品）等

生命階段改變

產生之需求：

以生命階段為

訴求的高齡者

市場

• 排遣寂寞孤單（空巢期及退休後）：排遣時間的
產品（機器寵物等）／服務、社交活動等

• 把握生命所剩餘之時間：旅遊、記錄生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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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年輕活力：能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的美容、
假髮、健身服務／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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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化趨勢創造機會

全球人口明顯往都市集中；聯合國推估，2015 年全球前 30 個最大都市中將

有 18 個在亞洲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印度等。每個大都市皆會面臨人類共有的生

存問題，以及各自特殊的市政、運輸、社會福利、娛樂、生活緊張、孤立、犯罪等

問題，也引申出對於防範犯罪之監測系統、智慧運輸等不同領域的城市商業需求。

表1 全球10大都市群人口

排名 
（2003 年）

都市群 國家
人口（百萬人）

1975 年 2003 年 2015 年

1 東京 日本 26.6（1） 35.0 36.2（1）

2 墨西哥城 墨西哥 10.7（4） 18.7 20.6（4）

3 紐約 美國 15.9（2） 18.3 19.7（6）

4 聖保羅 巴西 9.6（6） 17.9 20.0（5）

5 孟買 印度 7.3 17.4 22.6（2）

6 德里 印度 4.4 14.1 20.9（3）

7 加爾各答 印度 7.9 13.8 16.8（10）

8 布宜諾斯艾

利斯

阿根廷 9.1（7） 13.0 14.6

9 上海 中國大陸 11.4（3） 12.8 12.7

10 雅加達 印尼 4.8 12.3 17.5（8）

129 臺北 中華民國 2.0 2.5 2.4

237 高雄 中華民國 1.0 1.5 1.6

399 臺中 中華民國 0.5 1.0 1.3

註：2015年為估計數；括弧內為排名。

資料來源：聯合國。

四、我國可關注的未來產業重點

在人口老化、新興市場崛起、網路化世界、環保、能資源節約、氣候變遷等趨

勢下，生技醫藥、醫療輔助、再生醫療抗老化、次世代移動載具、精緻農業、電子

產品與裝置、新綠能源、精密機械、環境資源、國土安全、數位都心、跨界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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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項為未來我國可關注的產業。在這 12 項產業下，生物科技、長期照護、再生醫

療、電動車輛、植物工廠、農業的六級化、機器人、資源回收、因應天災之監控與

應變相關產品、數位基礎建設、共用運算平臺、跨國通用服務及虛擬世界服務等，

可為我國產業未來發展重點。

表2　我國可關注的未來產業重點

應關注的產業 產業組成

1. 生技醫藥產業 生物科技、製藥、醫療器材業等

2. 醫療輔助產業 長期照護、醫療、生物科技產業等

3. 再生醫療抗老化 再生醫療、化妝品、健康食品、美容及促進健康等

4. 次世代移動載具 電動車輛、個人移動通訊

5. 精緻農業 植物工廠、基因研究、生態工廠、農業的六級化

6. 電子產品與裝置 半導體、儲存記憶體、電腦、網絡、軟體等

7. 新綠能源產業
指應用新及再生及節約能源技術，以有效減少汙染排放，增加能源安全，包

含水力、風力、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業等產業

8. 精密機械產業 機器人、微機電、設計製造及加工、航太工業

9. 環境資源產業 資源回收、重複使用、減量技術等

10. 國土安全
因應恐怖攻擊、天然災害之需求，為保護人身、系統、資產與實體設施安

全，所應用之監控、檢測、應變與維生等相關產品或服務

11. 數位都心
因應都市更新、設施智慧化、居民數位能力提升，都市需建構數位基礎建

設、共用運算平臺，發展高速、即時、無所不在之運算能力，以承載未來整

合性服務之應用需求

12.跨界服務
因應全球化與虛擬化趨勢，造成工作、生活與休閒型態改變，所衍生之新興

服務，含即時運算平臺服務、跨國通用服務及虛擬世界服務等

資料來源：MIC。

貳、未來產業技術分析

工研院（IEK）於 2013 年針對未來產業進行技術面分析，指出 2025 年產業

技術群組 275 項技術分布情況，及 17 項重要關鍵技術進程，並利用情境示範案

例，說明可運用產業技術群組技術項目，型塑未來應用之情境，探索產業發展的可

能性，找尋未來具有發展機會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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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5產業技術群組我國可發展項目

（一）2025 年產業技術群組的 275 項技術以民生福祉、服務創新、智慧科技、製

造精進、綠能科技等 5 項領域分類，並以風險、重要性 2 個座標軸來分析。

資料來源：IEK，2013年 10月。

圖5 2025產業技術群組

（二） 對於高風險高重要性之技術，政府將採取補助研發等措施，降低廠商投入風

險；對於低風險高重要性的技術，則建立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政府產業政策

將著重於商機大、技術風險中等的區塊，強化該等產業競爭優勢。另低重要

性技術，則持續定期監測，找出未來發展機會。

（三） 2025 年之 275 項產業技術，其中 17 項關鍵技術為我國可積極發展，低風險

高重要性如全球超大規模異質智慧聯網，中度風險高重要性如零碳智慧綠建

築、腦控互動介面、U 化感知智慧家庭創新服務，高風險高重要性則包括石

墨烯、奈米能源應用材材料、新興感染症之預防與治療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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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5未來技術應用情境與產業發展規劃案例介紹

尋找未來具有發展機會之產業，可運用產業技術群組技術項目型塑未來應用之

情境，以探索產業發展的可能性；一個應用情境可能涵蓋一種或多種技術項目。以

下介紹腦控應用情境、物物聯結與人機整合應用情境、生物組織工程應用情境：

表3　2025未來技術應用情境

情境示範案例 技術領域 技術項目

1. 腦控應用情境

智慧科技領域

腦控互動介面

2. 物物聯結與人機整合應用情境 全球超大規模異質智慧聯網、感應器技

術、人機介面

3. 生物組織工程應用情境 製造精進領域 積層製造

資料來源：MIC、IEK，「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 2014年。

資料來源：MIC、IEK，「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2014年。

圖6 17項我國可發展之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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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K，2013年 11月。

圖7 腦控應用情境─腦控介面

（一） 腦控應用情境—腦控介面

目前用戶透過使用者介面（UI）觸控操作系統，未來 10 年腦控介面將替代

成為新的趨勢，可應用於遊戲、腦力開發（如注意力訓練）、智慧家庭、失能

照護等。

（二） 物聯網整合應用情境—全球超大規模異質智慧聯網

物聯網整合網路、感應器、人機介面等技術，可應用於食、衣、住、行、

育、樂上，包含行動高速連結智慧車（如車與車之間短距離的溝通等）、建築

能源使用監控、農作物智慧化栽種、終端投影虛擬體感遊戲等。

（三） 生物組織工程應用情境—積層製造高階應用

過去人工材料、關節不易客製化；3D 列印技術，可先掃描需求者體型，量

身訂做所需骨科、牙科之醫材，未來 10 年可應用於生物組織工程，包括韌

帶、血管、導管、器官，可完全客製化，取代現有技術。另寵物目前無健保

給付，未來相關醫材也具有商機。

3 C產業演進  → 3C產業介面、遊戲／內容產業多元結局互動等應用
少子化社會→ 精緻教育之腦力開發注意力訓練、智慧家庭等應用
高齡化社會 → 自主健康、睡眠管理、腦力保健、失能照護等應用
極端環境社會 → 極端環境或貴重機具操作之安全作業、專業人員過勞監控解決失眠、
  情緒和諧、專業能力躍升等應用

產業優勢與挑戰 技術應用情境

3C產業介面／娛樂應用

臺灣特色的3C應用：
• 最適化個人內容／結局
• 特色互動遊戲
• 簡易3C裝置做情緒精準感
知（憂鬱、失眠等）

• 目前臺灣UI觸控面板產業占全球
42％（第1名），日本占16.1％，
韓國占15.9％

• 未來觸控UI的產值年成長率
（CAGR）將呈現逐年趨緩

亟需顛覆式創新推動來帶動下一波

成長
智慧學校／智慧家庭運用

臺灣特色的教育與家庭應用：

• 師生專注互動學習效果提升
• 心靈家電互聯監控

健康照護應用

高階專業應用

臺灣特色的差異化專業應用：

• 操作人員過勞／人員身心情
緒等偵測

• 專業人士能力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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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生物組織工程應用情境—積層製造高階應用

積層製造

發展領域
骨科 牙科 生物組織工程 寵物

產品應用 人工關節、骨釘、骨

板、顏面骨、顱骨

人工牙根、假牙、

矯正器

人工韌帶、人工血

管、心導管、生物培

養支架、人工器官

狗髖關節、動物義

肢輔具

優勢 依照病人尺寸客制化

製作

依照病人尺寸客製

化製作

完全客製化、取代現

有無法做到的技術

取代現有昂貴及稀

少的產品

劣勢 現有產品成熟、價格

較傳統加工產品高

現有產品成熟、價

格較傳統加工品高

新醫材產品法規認證

時程久、成本高
-

資料來源：IEK，2014年 1月。

資料來源：IBM, Microsoft, NTT DoCoMo。

圖8　物聯網整合應用情境—全球超大規模異質智慧聯網

住

建築能源

使用監控

醫

超高畫質醫療

即時診斷

育

虛實結合

體驗教學

行

行動高速

連結智慧車

樂

終端投影虛擬

體感遊戲

食

農作物

智慧化栽種

衣

透明螢幕

虛擬試衣

通

多人全像

即時社群

應用：物物聯結＋人機整合

大頻寬、大連結、低延遲、無縫隙

＋感測器與
人機介面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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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未來臺灣產業轉型策略

一、 臺灣產業未來的定位

資策會（MIC）與工研院（IEK）以國際化、普遍化、在地化、差異化等 4 項

特質將臺灣未來產業定位區分，可歸納出全球資源整合者、產業技術領導者、軟性

經濟創意者、生活型態先驅者等 4 者。

（一） 全球資源整合者：善於掌握市場重要情資、關係網絡，能力聚集、利用全球

各地生產要素與資源，擠身全球或區域價值鏈的重要成員。如電子零組件製

造商與組裝大廠鴻海、電子零件銷售商聯強、成衣業聚陽等。

（二） 產業技術領導者：技術傑出、能開創特定領域產業規格標準，或定義出創新

應用，並以技術創新優勢，提升獲利能力。如手機鏡頭製造商大立光、傳動

控制產品製造商上銀科技等。

（三） 軟性經濟創意者：善於應用「非實體要素（如軟體、知識、資訊、配方、藝

文、理念、關懷等內涵）」，創造有別於過往之創新風貌與客戶感受。如臺灣

的 7-11 利用智慧資訊系統，提供多元服務。

（四） 生活型態先驅者：能掌握全球趨勢，提供在地文化、風格意識的獨特生活

方式，建構難以模仿與替代的複合競爭力。如提供來臺單車旅遊行程，包

含單車、保母車、吃住等全套服務，透過生活體驗提升旅客對臺灣單車商

品之信心。

二、 臺灣產業轉型推動策略

面對全球化浪潮、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全球產業發展趨勢，為提升我產業未

來競爭力，行政院於 2014 年 10 月通過「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規劃透過維新

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育成新興產業等三大主軸，以及推高值、補關鍵、展系

統、育新興等四大發展策略，期達成 2020 年製造業總產值 19.46 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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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IEK，「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2014年。

圖9 臺灣產業未來的定位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4年。

圖10 臺灣產業轉型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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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兆→19.46兆

• 高質化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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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點產業項目

1. 維新傳統產業—推高值／質：高值化石化產品、高值化金屬製品、高值化紡

織產品、安全安心食品體系、航太材料 / 零組件、深層海水應用、智慧節能

電機／家電產品、學名藥國際化。

2. 鞏固主力產業

（1） 補關鍵：工具機控制器、平面顯示器材料、半導體材料、高階產業製程

設備、關鍵矽智財及晶片系統、先進電子零組件、自行車電子致動裝

置、無線寬頻應用、能源技術服務業、資訊服務業。

（2） 展系統：智慧自動化生產方案、雲端資料中心解決方案、生活型態創新

服務、能源資通訊服務、綠能系統整合與營運、整廠整案輸出、批發零

售、餐飲、物流、電子商務、健康促進。

（3） 育成新興產業—育新興：B4G ／ 5G 通訊系統、新藥及醫材、3D 列

印製造、下世代電子裝置與製程、電動車及儲能系統、智慧城市及智慧

聯網、雲端產業及巨量資料分析、數位內容、策略性服務業、設計產

業、智動化工程技術。

（二） 重要推動策略

1. 維新傳統產業

（1） 導入科技整合應用（科技化），融合設計品味（設計化），強調特色價值

（特色化），塑造中堅企業（隱形冠軍化）。

（2） 運用併購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2. 鞏固主力產業

（1） 加速研發投入，掌握關鍵技術，建立自主體系，強化系統整合。

（2） 推動跨業合作，擴展應用領域輸出。

3. 育成新興產業

（1） 鼓勵跨產業創新，帶動服務業發展。

（2） 運用天使基金及初期創投提高成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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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強化措施

1. 打造整廠及系統整合：推動 10 個整廠（案） 輸出 / 系統整合出口旗艦。

（1） 整廠（案）輸出：ETC、LED、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太陽能電廠、

石化廠。

（2） 系統整合：U-bike、物流、醫療管理系統、雲端系統。

2. 推動產業鏈智慧化（生產力 4.0）：挑選電子資訊、精密機械、紡織、零售、

物流、生技及精緻農業等領航產業，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

化，導入關鍵自主技術，加速培育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

3. 創新服務業發展型態（創意臺灣 2020）

（1） 加速金融數位化，鼓勵網路金融創新、普及行動支付及推動巨量資料應

用，建構數位化金融環境。

（2） 強化智慧醫療、教育、文化娛樂及體驗服務之發展，促進生活創新應用。

（3） 推動有感雲服務（如食品雲、農業雲），如跨域整合農業創新應用計畫，

滿足民眾之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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