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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全球與台灣再生能源產業趨勢 

 能源是推動國家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過去配合產業發展實施的管制式能源價格制度，奠定了我國產業擴張、

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石，使得國內產業在穩定的能源價格制度，獲得價廉而充裕的

能源供應。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僅過去管制式能源價格制度，不利推動節

約能源政策、阻礙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等負面影響。，而國際間節能減碳的需 

求，也使台灣目前必頇正視能源產業的發展趨勢。 

 

近年，因為石化燃料所引貣的全球溫室效應和氣候異常，各國逐漸開始重視 

能源運用的問題。19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中，150 個國家首次原則上共同承

諾願意降低全球暖化污染。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更促使全球開始以具體的

行動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卻直接衝擊各國能源配比與產業結構，影響經濟發 

展、國際競爭力與能源政策的執行。再加上石化燃料逐漸枯竭與石油價格的急遽 

波動，世界各國開始將穩定能源供給、發展高效率、乾淨的替代性能源及提升能 

源的多樣化列為重要的政策目標。 

 

以中國與美國為例，中國政府於2009 年陸續提出『新能源』 、『十城萬盞 

LED 照明』及電力輸送管理『智能電網』等重要再生能源政策。主要界定在兩 

個方面：（1）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的能源；（2）傳統的能源進行技術變 

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積極的政策也代表了對岸對於能源產業的期待和野心。同 

時間，美國總統歐巴馬亦將改革能源政策作為內政主要優先議題之一，其能源政 

策計畫在未來的10 年中投資1500 億美元，以實現三個目標：刺激經濟，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提高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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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台灣缺乏豐富礦產資源，絕大多數的能源 

均仰賴於外國進口，台灣應運用宏觀且系統性的能源政策規劃將可促進國家經濟 

發展和強化能源供應的安全性。為因應國際公約和提高國內能源供應的自主性， 

台灣在2009 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促進再生能源發展，鼓勵企業開發 

自產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主要規範包括擘劃未來20 年內，台灣再生能源發電 

裝置容量將新增650 萬瓩至1,000 萬瓩，大幅提升再生能源使用；運用再生能源 

電能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令鬆綁等方式加強民眾設置再生能源的誘因，另外 

屬於再生能源熱利用部分，亦將訂定推廣目標，以提高台灣自產能源比例。我國 

能源產業發展現況如下圖所示： 

 

圖一、我國能源發展現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2007） 

 

 由上述可知，目前全世界正面臨能源短缺、能源開發管理與政策等問題，世 

界趨勢愈趨重視節能減碳，因此，相關再生能源產業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 

等再生能源技術也隨之蓬勃發展。除此之外，如何將分散式的發電系統納入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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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力系統中，並透過電源管理系統將新興發電量做有效率並且可靠的配送，也 

是再生能源關注的議題之ㄧ。 

在今日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下，科技產業的發展思維已隨產業之演進而大不 

相同，再生能源產業的產業生命周期發展脈絡，也有別於傳統企業，如圖一所示。 

傳統企業，以產品為主，強調產業群聚，以產品製造及銷售為目標。能源產業， 

除產品製造外，主要以專業服務為主，專門提供發展基礎設備發展過程中所需的 

專業服務項目。 

因應全球能源走勢，台灣確有必要在積極推動節約能源與再生能源政策外， 

研擬完整的能源產生政策與相關配套措施，例如，台灣能源政策目標將如何協助 

產業發展，何種能源技術最有市場潛力，技術發展需要多少時間。實有必要研擬 

完整的能源政策和配套措施。但關於此類專業資訊與分析，目前稍嫌不足。因此， 

本研究將著重於提供謹慎詳細的能源產業分析，競爭力分析與政策分析，進而提 

供一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的概念應用於再生能源產業，協助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建 

構再生能源問題的解決方案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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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再生能源的種類與範圍 

再生能源技術及產品覆蓋面廣泛，涉及太陽能、氫能、風能、不斷電系統、 

地熱、生質能、智慧型電網等。本計劃的再生能源發展產業主要集中在四大重點 

領域： 

第一、太陽能、風能、生質能和LED 照明等可再生能源； 

第二、煤、油、氣等傳統能源清潔化； 

第三、智慧型電網、離網系統與微網系統等能源網絡管理平台； 

第四、交通用之清潔動力能源。 

 

1.3 再生能源發展困難與瓶頸 

再生能源是系統結構性產業，其產業供應面及需求面多點互相矛盾之處，尤 

為重要的是再生能源產業本身也是極端耗能產業，其耗能量經常大於其能量產生 

的能量。另外，再生能源的供應端屬高科技系統整合的製造業，在技術發展方面， 

系統整合及設計能力為最大關鍵，絕非國外專家或少數院士級研究人員所能獨力 

完成，而台灣長期代工文化更可能是技術發展的絆腳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 

灣是LED 產業的大國，產品以外銷為主，但LED 照明系統產業卻大幅落後對岸 

的產值。 

目前，台灣能源科技研發經費主要集中於少數的研究機構，供應端隸屬經濟 

部工業局掌管；而需求端則屬結構性的服務業，是經濟部能源局的業務範圍。因 

此，建議政府提供合適能源政策，平衡國安、環保、供電、產業發展等各面向， 

能源政策應包含以下各項，以獎勵民間大型企業投入能源產業，結合相關研發資 

源與實務應用，以落實產業發展、產業升級的終極目標。 

1. 技術、設備研發的補貼及獎勵 

2. 政府投入技術、電網糸統、設備的研發 

3. 系統標準化、技術移轉機制的訂定 

4. 電力供需費用補貼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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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本主義能源供應及消費、定價及能源市場自由化政策之運用 

針對全球再生能源產業而言，產業結構尚未形成，市場縱深不足，技術標準 

化及經濟規模尚未落實。另外，能量密度不足，發電力較小，價格競爭力不足， 

而銜接大型電網基礎設施尚未建立，更是突顯市場縱深的最大瓶頸。在產業部 

分，技術非標準化但取代性較高，科技及應用重視系統整合、產業群聚、成本、 

差異化優勢、客製化系統服務等，不適合用模組代工及低成本的營運策略來思 

考。在能源應用及服務業方面，重視電網基礎設施及多元化電力供輸系統、電價、 

公安、環保、永續經營等項目。 

面對這樣一個全球性的能源產業趨勢，過去台灣產業以靈活、彈性、速度見 

長，但能源產業發展快速，且規模不斷擴大，還需具備經濟規模的優勢，因此台 

灣目前對於再生能源產業的投入猶顯不足，不論是政策的領導、產業界的投入、 

技術的開發都仍有進步空間。目前只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開端，若要能持續性 

長遠發展，尚頇透過長時間的基礎研發、應用以累積產業經驗。 

 

1.4 再生能源產業研究動機與目的 

而台灣產業現有企業規模及技術能量不足以抗衡全球跨國企業。有鑒於此， 

本計劃將以『製造服務業化經營』及『分合策略』為基礎，發展『智慧型能源管 

理系統』，除進行嚴謹縝密的產業分析，並提供產業發展之關鍵核心能力及發展 

政策。 

本研究設計以『分合策略』思維為主，目的在於促使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 

能開發多頭技術及多元化、拓展非標準產品的市場應用，詳述如下： 

（一）『分』的策略： 

首先，個別深入探討能源產業市場資訊，進行能源製造業與服務業之產業分

析（本文第一步驟），例如，透過研究工具（產業組合分析和創新密及服務業分

析模式），探究太陽能產業中的產業創新需求要素和創新服務等，協助廠商資源

外部化(Externalize)，利用產品整合及資訊平台，結合業內業外廠商，主導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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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市場的開發（本文第二步驟），進而介入產品規格及檢測的標準制定，也就

是『從分到合』的『平台服務』應用，此過程意即焦點式平台服務的服務內容（本

文第三步驟）。另外三點在執行能源產業分析時需特別注意： 

第一、市場的規模與結構，例如、進口或出口使用、兼顧效率和科技發展、產業 

聚落和配銷網絡；第二、國家政策方向，例如目標是產業及技術發展、經濟發展、 

能源穩定供應或是綠色家園及環保。第三、科技發展方向，例如何謂再生能源的 

技術系統、萌芽期或成熟期的技術生命週期、策略定位是低成本或差異化、系統 

化或模組化、垂直整合或水平整合。 

 

（二）『合』的策略： 

結合客製化標的服務和網絡式基礎服務，協助建構能源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

提供「基礎設施服務」，造福台灣再生能源產業，將經營領域與資源擴大到其他

新能源領域，成為知識經濟體系中企業的版圖擴張典範，是一種『既合又分』的

戰略運用（本文第四、五步驟）。 

本研究『分合策略』的重點在於協助台灣再生能源產業，執行技術整合，以 

產業平台為基礎結合市場資訊、區域結盟，擴大市場縱深，再將優勢擴展到其他 

領域及全球市場。 

本計劃之首要動機重於分析產業結構、技術生命週期、競爭情勢及關鍵核心 

能力需求、產業價值鏈、及關鍵成功要素進行探討等，推衍四大能源產業的市場 

發展策略與統營模式，創立高效率『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的基礎設施，加速台 

灣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落實『基礎設施服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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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蒐集產業文獻資料法，並透過問卷方式，採用「創新密集服務業分析

模式」和「產業組合模式」進行後續分析，茲將此研究圖示如下:： 

 

圖三、研究方法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階段：探討產業概況 

探討我國能源產業之產業現況與未來策略建議；從製造業與服務業兩大角

度出發，依序提供產業組合分析模式（能源製造業）與創新密集服務業分析模式

（能源創新服務業），建立我國能源產業之產業定位，了解台灣四大能源產業的

技術生命週期、進入策略與障礙、所需創新資源、關鍵成功要素、創新服務及所

需政策工具。 

共有兩項目標如下： 

1. 市場分析與政策分析：目的在於產業分析和技術調查，分析工具為產業組合 

模式(Industrial Innovation Requirements and Industrial Portfolio, or 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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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創新密集服務業分析平台：目的在於商業模式評估及規劃，分析工具為 

創新密集服務業分析模式（Innovation-Intensive Services, or IIS）。 

第二階段：建立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平台 

建構提高我國能源產業競爭力的能源製造業營運能力和創新服務能力；針對

台灣再生能源產業，產業結構尚未形成，市場縱深不足，技術標準化及經濟規模

尚未落實之際。根據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建議供應端廠商如何邁入高科技系統整

合的能源製造業；規劃台灣智慧型電網及微型電網產業所能提供的服務項目。 

1. 規劃三大服務項目：客製化標的服務 (Customized Targeting Service, or 

CTS）、焦點式平台服務（Centralized Platform Service, or CPS）、網絡式基礎 

設施服務（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Service, or NIS），目的在於從執行面協助 

發展能源創新服務。 

 

2. . 發展商業經營模式及服務平台與基礎設施：目的在於建立平台，整合產官學 

界的技術、人力及基礎設施等資源，進而發展商業模式，研擬政策配合目標。 

圖四、創新密集服務業平台定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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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可規劃如圖所示，根據前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據此研究 

目的設計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首先將著重再生能源產業組合分析模式和創新 

密集服務業分析模式；分析後，可得研究結果如再生能源產業創新需求要素和產 

業創新服務項目，並經此達成再生能源產業競爭力；最終，根據上述結果提出政 

策建議。 

圖五、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研究對象  

本計劃預達成之目標與對象如下： 

1.預測並分析全球智慧型電網產業變遷及發展趨勢。 

2.瞭解在時間演進過程中企業策略群組定位的變化，並分析於策略群組定

位改變後其需求關鍵成功要素的變化。 

3.探討在因應產業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創新系統內各項機制（供給面、環

境面及需求面）的連結與運作方式。 

4.分析政府相關之政策措施與具體執行的政策工具項目，是否仍能滿足產

業定位的策略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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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據產業變遷及發展需求，分析台灣智慧型產業政策。 

 

具體而言，本研究依研究動機設計為一年度的研究計畫，共有兩項主要研究 

對象，五項次要研究對象，如圖所示： 

 

 

圖六、研究對象與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文獻探討 

首先，本研究鑒於過去文獻中對能源產業分類上之研究不足，故針對本計劃 

的四大重點領域進行探討：第一、太陽能、風能、生質能和LED 照明等可再生

能源；第二、煤、油、氣等傳統能源清潔化；第三、智慧型電網、離網系統與微

網系統等能源網絡管理平台；第四、交通用之清潔動力能源。 

 

5.1 產業簡介 

壹、太陽能、風能、生質能和LED 照明等可再生能源 

 

1.太陽能 

太陽能電池最早於 1950 年代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s）研發出以矽材質 

為主的太陽能電池，由於當時的轉換效率偏低，僅主要應用於太空科技，提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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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衛星及太空載具所需的電力；1970 年代，在技術提昇及大量生產後，才開始 

廣泛地應用在各種領域，如消費性產品（手錶、計算機）、道路交通照明及通訊 

等方面；1990 年，由於生產技術持續精進與製造成本逐漸降低，使得太陽能電 

池的商業應用價值逐漸顯現，與電力公司併聯之光電發電系統（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System）之技術逐漸成熟，成為主要的輔助電力；1992 年貣，歐洲 

及日本等國採取補助獎勵措施，來積極推廣太陽能發電系統；在 2000 年發展出 

將太陽能光電系統結合建築設計的節能建材產品（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BIPV），可直接取代傳統建物的屋頂、窗戶及遮陽棚等（太陽鍊

金術﹐2009）。 

 

太陽能是一種光能轉變成電能的一種技術，太陽能電池是一種半導體的裝 

置，當半導體的PN 介面被陽光照射時能夠產生電力的好處。當太陽光照射在太 

陽電池上，電子透過電場游離致N-型半導體，而電洞則致另一個方向P-型半導 

體，這整個程序稱之為光伏效應。當外部的電路被接上時，就會產生電流。由於 

太陽電池產生的電屬於直流電，因此若需提供電力給家電用品或各式電器則需加

裝直/交流轉換器，將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才能供電至家庭用電或工業用電。 

太陽能電池可以應用在小型玩具到大型電廠；由家庭應用至學校、企業、政 

府機構；由民生消費用的背包至交通用的號誌、隔音牆、停車棚。此外，包括休 

閒用的遊艇、高爾夫球車，到緊急救災用的避難所、地震及氣象觀測站、孤島用 

的PV 系統、無線通訊站。 

太陽能電池最初的應用主要是作為供應人造衛星運作之電力來源。在一般民 

生用途上，由於晶體矽太陽能電池之單位發電成本遠遠高出其他傳統發電成本， 

所以只有非晶矽太陽能電池可用在諸如計算機、手錶或是部份照明系統等民生消 

費性領域。1990 年代中期後，為降低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仰賴及對環境暖化的衝 

擊，日本與德國率先推展太陽光電應用，並以政策貼補生產成本過高的電價，基 

於太陽能具有再生能源的重要特質以及技術層次較其他再生能源成熟，雖然目前 

發電成本遠高於市售電價，但各先進工業國家在規劃本身的能源政策時，仍會將 

太陽能列為主要替代方案之一。 

 

2. 風能 

風力發電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已成為近代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之重要技術 

之一，對各國經濟發展提供大量扶持，使得風力發電技術歷經研究與開發及擴點 

示範，發展至今的商業化應用階段，並逐步成為發電能源資源的ㄧ部份。 

風力貣始於太陽的輻射造成地球表面受熱不均，引貣大氣層中壓力分佈不均，而

使空氣沿水平方向運動，空氣流動所形成的動能稱之為風能，風能即是太陽能的

一種轉化形式，也是一種不會產生任何污染物排放的可再生的自然能源；風能利

用主要是將大氣運轉時所具有的動能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能量，其具體應用包括了：

風力發電、風帆助航、風車提水等。其中，風力發電是近年來風能利用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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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風能儲量非常巨大，據估計僅需全球1%的風能就能滿足人類能源需求，由 

於風力發電完全依賴自然風力，既不消耗其他能源，亦對環境影響輕微，所以世 

界各國均積極進行開發利用。目前再生能源中以風力發電較具經濟性、技術亦較 

成熟，成為人類社會現階段應用最普遍的再生能源之一。不少國家預計在未來 

10 至20 年內，將風力發電的比重提高到總發電量的10%。風力發電技術之迅 

速發展是與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廣與相關政策的配合有關，但社會大眾的支持也是 

重要因素。 

利用風力每發1 度電約可減少0.25 公升燃油或0.37 公斤燃煤消耗；而風力 

發電屬綠色電力（Green Power），其與傳統燃煤發電相較，每發1 度電平均約

可減少1 公斤二氧化碳（CO2）、3.5 公克氮氧化物（NOx）及6.1 公克二氧化

硫（SO2）等污染物排放，且社會環境成本即發電系統衍生的外部成本，包括環

境與健康的損害，污染的消除，油路的保護等等比諸煤炭、石油、天然氣應用於

發電上來的低廉（邱盈瑞﹐2009）。風力發電之優點為可再生能源、無污染、占

地少、工期短、運轉管理人員少，缺點為它是一種能源密度低的隨機性能源，且

可能因噪音（氣動噪音及機械噪音）、發電設備陰影及反光等問題而遭民眾反對。

因此設置風力發電廠，首先要考慮的是具有風力潛能優越之地區，依據德國聯邦

政府大氣保護委員會的評估，年平均風速達每秒4 公尺以上的地區，即具有開發

風力發電之潛力。除選擇風力強勁的地區外，尚頇考慮其他相關因素，諸如地理

區位、交通運輸、土地利用、地質狀況、輸配電狀況、噪音環保、景觀影響等。 

近年來風力發電市場持續成長，中國大陸，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地，也都 

積極發展風力能源，也因為需求的持續上升，風力發電的配備生產與相關技術研 

發也益發顯得重要。 

 

3. LED 照明 

環保意識抬頭與再生能源之應用為舉世所矚目的焦點，由於LED 具有節 

能、環保、壽命長、體積小等特點，使得LED 應用已成為全球性之風潮。自日 

本於2007 年提出LED 照明普及化後，隨著LED 技術上的突破，創造了許多商 

品的應用，被喻為21 世紀最具發展前景的新興高技術領域之一，將成為第四代 

照明光源或綠色光源。 

LED 照明市場主要應用領域包括替代光源產品、字型燈、建築照明、零售 

展示用照明、消費者手持式照明、居住用照明、娛樂用照明、機械影像/檢查、 

安全&保全、屋外用照明、商業/工業照明、離網型照明等十二大應用，其中以建 

築照明應用為最大宗，2007 年佔整體市場約45%左右，其次為字型燈及消費者 

手持式照明，分別佔整體市場14%及13%，其餘應用比重不大，僅0%-6%左右。 

全球LED 照明產業，受限於LED 價格較高、產業標準未定、與光形、壽命、 

可靠度等技術問題尚待解決，2007 年市場規模僅3.3 億美元，其中主要市場來

源為建築照明應用，市場規模達1.5 億美元，佔整體市場約45%左右。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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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LED 技術不斷提昇及廣泛應用領域，預計至2012 年市場規模將達16 億美

元，2007-2012 年複合成長率達37%。 

雖然2008 年白光LED 產值仍以手機應用為最大宗，並逐漸移往顯示器背光 

模組，但LED 其他商業照明應用中，如新建築物（中國政府推動城市照明）、

路燈、看板與交通號誌等亦非常具前瞻性。在金融危機過後，全球經濟結構面臨

調整和產業技術升級速度加快，將促使技術先進國家和跨國企業為了在新一輪全

球競爭中搶佔先機，把LED 照明產業發展放到更加重要的策略地位，進而使其

規模與商機逐漸顯現，給市場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 

 

4. 生質能 

生質作物直接或間接來自於植物。廣義來說，生質作物是一切直接或間接利 

用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而形成的有機物質，它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動物、植物和 

微生物，以及由這些生物產生的排泄物和代謝物。狹義的話，生物質指的是來自 

於草本植物、樹木和農作物等的有機物質。 

地球上生質作物資源相當豐富，世界上生質作物資源不僅數量龐大，而且種 

類繁多，型態多樣。按成份的化學性質主要分為醣類、澱粉和木質纖維素物質。 

按原料來劃分，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農業生產廢棄物：主要為作物節桿等； 

（2）薪柴、枝杈柴和柴草；（3）農林加工廢棄物：木屑、穀殼、果殼等；（4） 

人畜糞便和生活有機垃圾等；（5）工業有機廢棄物、有機廢水和廢渣；（6）能

源植物：包括做為能源用途的農作物、林木和水生植物等。 

生質能式太陽能以化學能型態儲藏在生質作物中的一種能量形式，它直接或 

間接地來自於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以生質作物為載體的能量。多元化生質作物所 

產生的有機物質，經由物理、化學、生物的科學技術，以產生熱、電、機械作功 

等能量為我們所使用。亦即是生質作物中有蘊含的能量，可以透過不同的轉換程 

序變成可供人類使用的能源，便是所謂的生質能。目前已開發之生質能轉換技術 

包括氣化技術（gasification）、熱分解技術（pyrolysis）、木質纖維素（ligno-cellulose） 

水解技術等，利用這些改良的生質能轉換技術，可解決部分有關環境衝擊的問

題。 

與其他再生能源比較，生質能的優勢包括技術較成熟、有商業化運轉能力、 

經濟效益較高、且因使用材料為廢棄物，沒有增加CO2 淨排放，故兼具廢棄物 

的回收處理與能源生產的雙重效益。而且，生質能可併用在傳統能源供應的架構 

中，例如生質柴油可與市售柴油混合使用、氣化系統可與汽電共生或複循環發電 

系統結合等，實務上已可直接商業化應用的再生能源。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生物質能為全球第4 大能源，僅次於石油、煤及天然氣，供 

應了全球約14％的初級能源需求；估計至2050 年，生物質能將提供全世界將近 

38％的燃料需求及17％的電力供給，發展前景無限（王聖章﹐2009）。 

 

貳、煤、油、氣等傳統能源清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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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氫能 

傳統能源潔淨化，如清淨燃料轉換，例如，氫能就是其中一類，氫能具有零 

排放的特性，且有很高能源密度，是很好的能量載體。因為一階能源，如石化燃 

料、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可產生氫或將水電解成氫氣。氫氣可儲存，再透過轉 

換裝置轉換為電能或動能，其應用範圍廣泛，包括工業、居家、商業、運輸、國 

防等等。未來氫氣的主要來源是水，水的資源豐沛，而且各國皆有，取代石化燃 

料之市場潛力大。有專家預期氫能經濟將取代石油經濟（Blanchette﹐2008）。

甚至將氫能取代的成本模式建立（Tseng et al﹐2003）。 

氫能的整體系統包括上游的氫燃料、儲氫、運輸及下游的終端使用者的應 

用。其中氫能量的轉換主要以燃料電池、氫內燃機、渦輪機為轉化器。燃料電池 

可供應固定式的大型發電以外，也可適用於電源分散化及可移動性。這一系統發 

展出完整的氫能經濟。世界主要國家對於氫能經濟十分重視，例如美國在其能源 

部下成立氫能計畫、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下的WE-NET 及JHFC 計畫、歐 

盟執行委員會高級小組的High Level Group on Hydrogen and Fuel Cells（HLG）。 

而且各國都有非常清楚的發展準則（Roadmap）。此外，氫燃料電池汽車發展趨 

勢強勁、發電系統市場比例廣大、移動電源市場深具潛力，使其為各式新能源中 

最具未來發展性。 

唯氫能相關的產業尚未成形，其中氫燃料產業在技術上仍以傳統石化燃料製 

程或是石化廠的副產品為主要來源。對於新的氫燃料方式，如再生能源氫燃料等 

較乾淨，較有效率的氫燃料及可移動式的氫燃料等技術仍屬初階。據此，有必要 

對此新能源的未來加以規劃。 

 

2. 燃料電池 

在一八三九年， 威廉•葛羅夫（William Grove）發明燃料電池（Fuel Cell） 

以來歷經約一百六十幾年的發展， 目前燃料電池依其電解質的種類約可分為鹼 

性燃料電池（Alkaline Fuel Cell，AFC），磷酸燃料電池（Phosphoric Acid Fuel Cell， 

PAFC），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olten Carbon Fuel Cell；MCFC），質子交換

膜燃料電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PEMFC），固態氧化物燃料

電池（Solid Oxide Fuel Cell，SOFC）以及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irect Methanol Fuel 

Cell，DMFC），詳細技術我們將在第五章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燃料電池是一種添加燃料即可直接將化學能直接轉變成電能的發電裝置的 

一次電池，不同於一般鉛酸、鎳氫或鋰電池必是頇先經過充電步驟才能使用

的二次電池， 因此可以隨即添加燃料使用且省卻充電等待時間， 又具有較高的

能量密度及低污染的特性成為熱門的替代能源技術之一（徐作聖等﹐2009）。 

而燃料電池廣泛使用的「氫」燃料可以來自於任何的碳氫化合物，例如天然 

氣、甲醇、乙醇（酒精）、水的電解、沼氣…等等。由於燃料電池是經由利用氫 

及氧的化學反應，產生電流及水，不但完全無污染，也避免了傳統電池充電耗時 

的問題，是目前最具發展前景的新能源方式，如能普及的應用在車輛及其它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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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之發電工具上，將能顯著改善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因此大眾非常期待這種綠 

色能源可以早日對民生用途有所貢獻。 

 

參、智慧型電網、離網系統與微網系統等能源網絡管理平台 

1.先進電網技術 

新能源產業目前發展焦點除了分散式再生能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之外，先進電網技術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目前主要有三個重 

點領域，分別為「微型電網」技術（Micro Grid）、「離網型發電」技術（Off Grid） 

以及「能源資通訊技術」（Energ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ICT）。 

2.微型電網技術 

所謂「微型電網」( Micro Grid )，即用小型燃料電池、小型太陽能、小型風 

能及微型渦輪機等分散式能源進行發電。此一技術並不新鮮，事實上可追溯到 

10 多年以前( Hoff et al.﹐1998)。但由於大量創業資本流入電力行業這一領域， 

讓此技術在過去幾年日益接近商業應用的階段。著名跨國公司如美國的通用GE 

和歐洲的ABB 公司都十分看好它。 

先進國家如德國、日本、美國，甚至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研究並應用多 

種一次能源形式結合；液體燃料有煤油、汽油、柴油等，氣體燃料有天然氣、石 

油氣、煤氣、沼氣、一切可燃廢氣等；能源更是多樣化，如水能、風能、太陽能 

等，高效、經濟的新型電力技術—分散式發電技術DG( Distributed Generation )， 

即通過在配電網建立單獨的發電單元對重要負載進行供電，亦被稱為嵌入式發電 

( Embedded Generation ) （Morren﹐2004）。 

隨後出現了分散式儲能設備( Distributed Storage )，通過儲能裝置儲存分散式 

電源的多餘的能量，如超導線圈、儲能電容器及儲能能力巨大的超級電容器和飛 

輪等等。透過對上述技術研究得到的一連串成果，並結合電力系統用戶對電能品 

質( Power Quality )的要求和電力系統發展趨勢，逐步形成了將上述技術綜合在一 

貣而形成的特殊電網形式—微型電網( Micro Grid )( Caire﹐2002)。 

在美國能源部的「Grid2030 規劃」中，其計畫旨在採用先進的材料技術、超 

導技術、電力電子技術和控制技術、廣域測量技術、即時模擬技術、儲能技術、 

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微型渦輪機發電技術等建立全美骨幹電網、區域性電網、地 

方電網和微型電網( Micro Grid )及增加使用分散式發電技術( distributed 

generation，DG )等多層次的電力網絡，讓理想中的智慧型電網( Smart Grid )概念 

得以實現，進而增加電網的安全性、穩定性，供電的可靠性及電能品質。此外， 

如何合理有規模的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分散式再生能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DERs )的併網方案亦是攸關課題( Chicco et al.﹐2009)。因此，微型電 

網( Micro Grid )無疑是再生能源分散式發電和未來電網發展關鍵的一環。 

 

3. 離網型發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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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網型發電技術為逐漸成熟的系統應用，各項來源設備早已在完整的架構下 

穩定運作。隨著科技的突破，成本已降低到促成商品化應用，在偏遠地區使用再 

生能源來取代傳統化石燃料發電機發電，成本不僅低於拓展電網，且綠色能源如 

太陽能、風能、水，力發電、生質能，皆可在偏遠地區免費取得，更可依照地理 

自然環境因地制宜。 

全世界目前仍有約16 億的人口尚未被電力網絡所及，這些無電可用的人 

民，絕大多數處於開發中國家缺乏公共設施的偏遠地區。聯合國於西元2000 年 

所發表的千禧年協議，以及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發展計畫，致力改 

善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的生活條件，其中能源部分的具體計畫便是在無電地區發展 

離網型發電系統，藉著和當地政府合作、資金補助、技術協助和扶持當地分散式 

再生能源產業的方式，促進農村鄉下和偏遠地區的電氣化，改善人民生活。而離 

網型發電系統的技術，也跟著各國推動偏遠地區的能源政策迅速發展貣來。 

根據Conergy 集團內部所做的預測，2015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整體市場將超過

3000億美金，其中離網型發電系統市場占有率為15~25%，相當於450 億美元~750 

億美元，主要成長市場為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度、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

開發中國家政府逐漸發現邊遠地區不適合連接電網， 因此為這些區域利用可再

生能源代替拓展電網制定明確的政策和補貼。例如中國的「送電到鄉」工程已於 

2004 年大部分完成，以離網型發電技術配合分散式再生能源為鄉村1 百萬戶居 

民提供電力。印度政府的「偏遠鄉村電氣化工程」確認了18000 個村莊電氣化的 

目標，從上述兩個例子可見離網型發電技術的成熟及發展空間（鍾昀陶﹐2009）。 

 

5.2 理論模式 

壹、產業領先條件與競爭優勢來源 

所謂產業領先條件之分析主要是針對全球產業競爭優勢來源的瞭解，換句話 

說，也就是需分析全球領導廠商本身之關鍵成功要素，及其環境面的有利因素 

等。在產業面，競爭優勢的來源主要來自產業面與企業面；前者包括產業的群聚、 

上中下游產業的競爭力、供應鏈的完整度與產業經營環境與技術系統的完整性等 

因素。 

另外，由於產業結構、生命週期、市場競爭優勢等客觀條件的的影響，不同 

市場區隔中產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也各異。這些客觀競爭條件因素包括企業資源、 

市場大小與發展潛力、國家體系、技術能力等。 

  在市場發展初期，市場競爭優勢主要來自技術能力（創新）、企業資源（對 

新產品開發的投資）與其對市場的掌握。在成長期的階段裡，市場競爭優勢源自 

企業資源（行銷、量產、財務等）及國家體系的支援（因應技術擴散與知識交流 

之需求），而市場大小與發展潛力更成為企業是否投入的最大誘因。最後在成熟 

期中，企業財務能力與行銷策略成為最主要競爭優勢的來源。 

產業領先條件與產業競爭優勢來源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在不同競爭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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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產業與企業所必頇經營的競爭條件。在全球競爭及專業化的需求下，這類產 

業領先條件與產業競爭優勢來源分析為產業分析不可或缺的要件。 

綜言之，產業領先的條件位於：國家（政府）、產業、企業體等三者中，而 

產業競爭優勢之主要來源則包含了下列四項： 

資源：生產要素、人力資源 

機構：研發體系與創新能量 

市場：國內外市場競爭力 

技術：全球技術之競爭力 

 

貳、產業分析模式 

產業供需的配合與競爭能力是區隔變數選擇的重要依據，而產業領先重點與 

產業競爭優勢來源是選擇供需面變數的準則。另外，在此模式中，產業創新需求 

是根據八大構面而形成，包括了研究發展（研發能量）、研究環境（研發資源、 

研發體系等）、技術知識、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市場資訊、市場情勢（全球現 

況與未來趨勢）、市場環境（全球市場結構）等八項，其涵蓋範圍包括所有產業 

創新之要素（如：技術面、市場面、資金面、人才面、研發環境面），以此來評 

估政府政策、產業現況、企業策略對產業創新之需求（包括全球化），是一個全 

方位的分析方法，更能客觀的反應出產業創新之實質。 

在供給面方面（橫軸），全球產業之價值鍊或供應鍊是主要的選擇，它代表 

了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垂直分工與水平整合的趨勢，同時也兼顧了系統整合的考 

量；在需求面方面（縱軸），我們對於已形成的產業與產業結構還在發展中的產 

業有不同的選擇，前者以策略定位為主，而後者是以產業（市場）生命週期為主， 

而這兩種選擇代表了市場結構之競爭情勢與競爭優勢選擇之考量。對Smart Grid 

產業而言，我們分別以「產業供應鏈」及「技術（市場）成長曲線」[17]來描述 

整個產業。 

 

圖七、產業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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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式為一矩陣表列，除了能反應產業目前的策略定位外，更 

能描述出產業變化衍生出的動態需求，故其規劃結果能反應產業現況與未來需 

求。我們以矩陣的模式來描述產業的競爭態勢，而矩陣的位置也反應了該產業目 

前最適的策略定位，而矩陣內容中的創新需求也是該產業優先選擇發展的目標。 

具體來說，我們所使用的分析模式具有下列之特色： 

1. 客觀分析產業在特定區隔與定位中，所需優先發展之方向與策略，評估 

產業之動態發展，若創新需求目標無法達成，應放棄此產業區隔之發展。 

2. 提供具體政策執行方向及政策措施的優先發展策略。 

3. 利用座談會、專家訪談或問卷，彙集推動產業之策略與方案。 

 

參、創新密集服務業理論模式 

1. 服務價值活動矩陣 

創新活動價值網路(Critical Activities of Innovation) 包括有： 服務設計 

(Design)、測詴認證(Validation of Testing)、行銷(Marketing)、配銷(Delivery)、售 

後服務(After Service)、支援活動(Supporting Activities)等六項活動構面，每一構 

面均對最終的服務價值產生貢獻，企業依賴此六項創新活動所增加的附加價值， 

藉由交易的過程來達成與外部資源的配合，再透過與顧客間服務系統之介面，來 

產生、傳遞與提供創新服務。 

創新密集服務平臺上的五大類創新活動依據創新型態與特性，各別涵蓋之活 

動項目如圖七所示。將前述六大服務價值活動構面之每一構面由三至八項的關鍵 

成功因素詮釋後，可再細分為三十一項服務價值活動構面的關鍵成功因素。茲將 

各服務價值活動構面所涵蓋的關鍵成功因素，描述如圖八： 

 

 

圖八、關鍵成功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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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結果  

以創新密集服務分析模式(徐作聖等人，2007)為架構，針對智慧型電網管理

系統服務廠商，進行實証分析。分析內容主要包含：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與策

略方向、企業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評量，並藉由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

源涵量兩大構面的專家問卷分析，推導出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再藉由創

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與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的比較，找出對應的服務廠商

需加強之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以及可調整之策略發展定位。 

6.1 敘述性統計與樣本 

本研究針對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產業所設計之問卷，係針對廠商於企業

層級所需要之資源進行相關專家問卷調查，問卷設計內容可參閱附錄一，其中，

問卷得點計算係採用五點 Likert 度量方式，依據資源掌握與需求程度，區分[極

低、低、普通、高、極高]之[1、2、3、4、5]得點。 

    本研究針對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產業共發出問卷約 40 份，回收有

效問卷 41 份，回收率超過 100%，調查時間自 2011 年 4 月至 5 月；根據問卷回

收對象與其背景分布，可進行基本敘述性統計分析，瞭解研究樣本之來源，問卷

填寫者之工作年數及公司部門，以表格整理如表 6-1 與表 6-2，由於大部份問卷

對象並非為能源相關領域，同時從事工作以製造業為主(56%)，其中又以從事研

發工作佔多數(44%)，可能對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與服務業並非熟悉，所以尤其

是策略定位部份，特別針對少數能源業者再進行深度專家訪談。 

表 6-1 問卷填寫者-以工作年數分類 

 6 年以下 6~12 年 12~15 年 12~20 年 20 年以上 小計 

業界 7 6 5 2 3 23 

學術界 9 1 0 0 0 10 

研究單位 0 2 1 2 3 8 

 

表 6-2 問卷填寫者-以公司部門分類 

 行銷及業務 生產製造 研發部 高階管理 其他 小計 

業界 3 1 15 4 0 23 

學術界 1 0 1 1 7 10 

研究單位 0 0 2 3 3 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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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回收對象與其背景分布，可進行基本敘述性統計分析，瞭解研究樣

本之來源，分析結果可整理如圖 5-1、5-2 所示。 

 
 

 

 

圖九、產業分析對象來源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業界 56% 

學術界 24% 

研究單位 20% 

6年以下 9% 

6~12年 22% 
12~15年15% 

12~20年10% 
20年以上 15% 

行銷業務 10% 

生產製造 2% 

技術研發 44% 
高階管理 20% 

其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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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度與效度分析 

關於信度(Reliability)分析，就專家問卷回收後的內部一致性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而言，本研究利用 SPSS 軟體，針對前述 41 份回收問卷，

進行 Cronbach’s Alpha 信度分析，當所檢驗得的 Alpha 係數值愈高，代表此量

表(即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的內部一致性愈高，係用以測量相同特質；一般而言，

以 Cronbach’s Alpha 係數估算信度，係數值介於 0.35 至 0.70 間視為可接受，

係數值大於 0.70 則屬高信度。 

本研究之檢定結果如表 6-3 所示，分別區分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

檢驗在現在問項與未來問項的各構面內部一致性；檢驗結果各構面之 Alpha 值大

部份均大於 0.70，均屬於高信度，就縱向的構面而言，「目前掌握程度」構面的

α值皆大於或接近 0.9，達到極高的信度，但是「未來需求程度」構面的α值有

多項雖然也是達到可接受的範圍，但相較之下稍低，有 7 個構面(未來-C2﹑未來

-C3﹑未來-C4﹑未來-C5﹑未來-E1﹑未來-E3﹑未來-E5) 介於 0.35 至接近 0.70，

屬於可接受的區間，整體而言所有構面的 Alpha 值顯示信度皆可接受，由表中亦

可看出，特別係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的總體 Alpha 值均達高信度。 

要估量測量問卷的可靠程度，大體上有兩種途徑可循，一是估量測驗結果的

穩定性(stability)，利用再測信度的方式，以同一測量工具在適當時機實施二次測

量結果的相關程度（即相關係數）來估量；另一方式是估量測驗題目的內部一致

性(internal consistency)，利用折半信度或 Cronbach’s α信度，觀察問卷結果的

信度分析，「未來需求程度」構面的信度明顯稍低於「目前掌握程度」構面，可

能原因包含測量誤差，以及問卷的設計不佳影響測試的信度，但對比於「現在掌

握程度」構面的高信度仍普遍在 0.9 以上，因此判斷可以排除測試誤差為最主要

因素，而提出最有可能的內涵意義為：雖然對現在「目前掌握程度」趨於一致，

但是對「未來需求程度」的看法分散，眾說紛紜，出現紛歧，因為智慧型能源管

理系統產業實體與理論仍在萌芽發展之中，並未完全成形，屬於未來性的產業體

系，所以我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結果。 

表 6-3 個別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現在（α） 未來（α） 

內部核心的服務價
值活動構面 

服務設計(C1) 0.951 0.836 
測試認證(C2) 0.880 0.521 
行銷(C3) 0.905 0.502 
配銷(C4) 0..822 0.718 
售後服務(C5) 0.883 0.715 
支援活動(C6) 0.956 0.866 

總體 0.897 0.898 

外部資源構面 
互補資源提供者（E1） 0.915 0.594 
研發／科學（E2） 0.912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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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E3） 0.946 0.659 
製造（E4） 0.871 0.845 
服務（E5） 0.948 0.654 
市場（E6） 0.923 0.874 
其他者用者（E7） 0.919 0.767 

總體 0.985 0.9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效度(Validity)分析，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經由產業研究與文獻探討所設

計，問卷發放調查前先參考以往內容以及問卷試作，確保問卷問項之清楚且易於

理解，以符合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同時，問卷設計完成後，並經由相關產業

專家進行確認與增修，確保各問項於產業中之適合度與代表性，確保其符合內容

效度(Content Validity)。 

6.3創新密集服務業分析 

6.3.1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 

在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部分，此部分問卷目的係為利用專家深度訪談的方

式，藉由五項創新類型(產品創新、流程創新、組織創新、結構創新、市場創新)

與四項客製化程度(一般型服務、特定型服務、選擇型服務、專屬型服務)所組成

的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為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找出目前及未來的策

略規劃定位與策略意圖走向。 

本研究透過專家深度訪談，藉由矩陣兩軸之定義與解釋，得出專家針對智慧

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目前與未來的策略定位，專家訪談並且將智慧型電網管

理依照服務型態再分成三種，分別為客製化標的服務(CTS)﹑焦點式平台服務

(CPS)﹑網絡式基礎服務(NIS)，試圖分別就這三種不同的服務型態分別找出策略

規劃定位，首先整理專家對三種服務類型，現在與未來的關鍵內部服務價值活動

核心能力與外部資源的意見為表 6-4，其它未提及的構面，並不代表無關緊要或

是可以被忽視，而是在資源有限下，應以關鍵構面為主要投入項目，其它構面則

應維持一定水準。 

在此再次簡單重述第二章所描述的服務價值活動分析中的各種涵量內涵，創

新程度五大項分類分別為表 6-4。 

表 6-4 Hauknes 與 Hale 的創新類型分類 

 創新內涵 

產品創新

(P1) 

強調產品設計、功能改良、功能整合及產品製造的創新活動執行

能力，完全以產品本身為核心所衍生的各項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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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創新(P2) 強調服務流程設計、服務功能創造與整合、配銷流程，完全以製

程本身為核心等的創新活動 

組織創新(O) 強調與組織結構設計、內部溝通協調機制、資訊整合分析等創新

活動，主要在於組織內部因應策略需求所進行的改變。組織創新

重視行政與管理、組織內部資訊交流機制的設計、外部資訊的擷

取與整合能力 

結構創新(S) 經營模式 ( Business model )的創新，強調的是策略的調整與規劃、

經營模式與型態的改變、企業定位與組織的轉型等影響層面巨大

的創新活動。結構創新的影響是全面的，甚至會包括產品創新、

流程創新、組織創新、市場創新等其他四種創新 

市場創新(M) 強調市場資訊掌握、市場分析、市場定位等創新活動，亦即開發

新的市場，為關係( Relationship )的創新，尋找新的顧客與獲

利來源，重視潛在市場、利基市場的區隔與開發 

客製化標的服務(CTS)服務廠商目前初期的營運模式與定位主要以藉由「產

品創新(P1)」提供「一般型服務(G)」(客製化程度最低的服務型態，大部分的服

務內容已標準化)為主；未來的策略走向則嘗試首先朝向以「市場創新(M)」提供

「一般型服務(G)」(以多樣化的標準服務開拓新的市場應用與客戶)，最後再走向

「市場創新(M)」提供「專屬型服務(U)」(即屬於客製化程度最高的服務型態，

絕大部分的服務型態或產品模組都是專屬化而具備選擇彈性的，廠商提供顧客專

屬的模式)為主。此一策略定位與發展方向如創新密集服務矩陣定位表 6-5 所

示。 

表 6-5 客製化標的服務(CTS)廠商之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策略定位圖 

客製化標的
服務(CT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iversity 

(Service/Market) 

Targeting 

 

Customization 

目前策略定位 

未來5年策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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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式平台服務(CPS)服務廠商目前初期的營運模式與定位主要以藉由「流

程創新(P2)」提供「一般型服務(G)」為主(以標準化的平台服務介入改善客戶的

流程)；未來的策略走向則嘗試首先朝向以「流程創新(P2)」提供「專屬型服務(U)」

(針對不同客戶的特定不同需求量身訂作)，最後再走向「結構創新(S)」提供「專

屬型服務(U)」為主(針對商業模式的創新服務)。此一策略定位與發展方向如創新

密集服務矩陣定位表 6-6 所示。 

表 6-6 焦點式平台服務(CPS)廠商之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策略定位圖 

焦點式平台
服務(CP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網絡式基礎服務(NIS)服務廠商目前的營運模式與定位，因為主要是作為一

般使用客戶與雲端服務或未來物聯網服務的中介角色，所以是利用現有的基礎建

設與資源，而不必建立網路技術的創新，所以首先主要以藉由「組織創新(O)」

提供「一般型服務(G)」與「特定型服務(R)」為主；未來的策略走向則嘗試朝向

「結構創新(S)」提供「一般型服務(G)」與「特定型服務(R)」為主(由基礎服務

的規劃，轉向基礎服務的操作策略提昇)。此一策略定位與發展方向如創新密集

服務矩陣定位表 6-7 所示。 

表 6-7 網絡式基礎服務(NIS)廠商之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策略定位圖 

網絡式基礎
服務(NI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目前策略定位 

未來5年策略定位 

Customization Platform building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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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整理專家訪談資料，將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的三種不同服務類型：CTS﹑

CPS﹑NIS 的內部核心競爭力與外部需求資源，依照現階段﹑未來階段與所需的

關鍵因素，整理為表 5.8。 

表 6-8  iEMS: 核心競爭力與外部需求資源(專家意見) 

 CTS, 客製化標的服務 CPS, 焦點式平台服務 NIS, 網路式基礎服務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Present 
Time 

服務設計(C1) 

行銷(C3) 

互補資源提供
者(E1) 

製造(E4) 

服務(E5) 

市場(E6)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互補資源提供
者(E1) 

製造(E4) 

市場(E6)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E5) 

市場(E6) 

First 
Move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互補資源提供
者(E1) 

服務(E5) 

市場(E6) 

其他使用者(E7)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研究發展(E2) 

技術(E3) 

製造(E4) 

其他使用者
(E7)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互補資源提供者
(E1) 

服務(E5) 

市場(E6) 

其他使用者(E7) 

Second 
Move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服務(E5) 

市場(E6) 

其他使用者(E7)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研究發展(E2) 

服務(E5) 

其他使用者
(E7) 

   

 

關鍵因
素 

行銷(C3) 服務(E5)  

市場(E6)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E5) 

市場(E6) 

6.3.2服務價值活動 

找出策略定位後，根據第四章提出之研究方法與假設，將回收的問卷分為「目

前掌握狀況」與「未來重要程度」兩大項目進行資料分析，就現有廠商於內部服

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兩大構面，評量其目前掌握程度與未來需求程度，作為平

台策略定位分析之用，並進一步詮釋其結果。 

未來5年策略定位 

目前策略定位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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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先針對內部服務價值活動(C)，就其目前掌握程度與未來需求程度進行

卡方檢定，經卡方檢定找出差異顯著之要素，可進一步探討產業環境對重要之服

務價值活動涵量的配合度是否有所不足，並以此作為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

商於策略定位時之內部資源發展依據。本研究採用卡方同質性檢定(Homogeneity 

chi-square tests)，針對所回收的 41 份有效問卷，區分各問項於目前與未來的問卷

得點結果(問卷得點採五點 Likert 度量方式，依資源掌握與需求程度，區分[極低、

低、普通、高、極高]之[1、2、3、4、5]得點)，檢定目前與未來問項之問卷得點

獨立樣本其分配是否一致，統計假設為： 

H0: 目前與未來掌握或需求程度一致 

H1: 目前與未來掌握或需求程度不一致 

一般假設顯著水準=0.05，亦即，根據卡方檢定，當 H0 不為真時，卡方檢

定統計量會變大，此時 p-value 將小於 0.05，使檢定統計量落入拒絕域，應拒絕

虛無假設 H0；此時代表該內部服務價值活動構面的目前掌握與未來需求程度問

卷結果分佈不一致，視為具有顯著差異，為未來需求重要但目前掌握不足的資源

因子，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應投入資源發展或建構。 

在實際操作回收問卷時發現，可能是問卷調查對象對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所

描繪的的藍圖與未來的不確定心理，與產業概念仍在未完全具體成形的發展階段，

造成對「未來需求程度」的評分標準過於嚴格，亦即，問卷受測對象對目前與未

來所給定的分數差距普遍很大，如果以假設顯著水準=0.05 為標準，則所得到

的檢定結果幾乎每一個因子的檢定 p-value 均小於 0.05，此時將出現每一因子都

有顯著差異而需加強，失去卡方檢定之篩選效果，因此，本研究將顯著水準改為 

0.01，改選取 p-value 小於 0.01 之因子。表 6-9 即顯示前述卡方檢定之結果。 

表 6-9 服務價值活動關鍵成功因素(C)卡方檢定表 

服務價值活動構面 
因子
代號 

關鍵成功要素 
卡方檢定 
p-value 

差異 
顯著 

服務設計(C1) 
Design 

 

C1-1 掌握規格與創新技術 0.000 ◎ 
C1-2 研發資訊掌握能力 0.009 ◎ 
C1-3 智慧財產權的掌握 0.011  
C1-4 服務內容設計整合能力 0.000 ◎ 
C1-5 服務內容設計環境與文化 0.179  
C1-6 解讀市場與客製化能力 0.000 ◎ 
C1-7 財務支援與規劃 0.000 ◎ 

測試認證(C2) 
Validation of Testing 

 

C2-1 模組化能力 0.000 ◎ 
C2-2 彈性服務效率的掌握 0.480   
C2-3 與技術部門的互動 0.003 ◎ 

行銷(C3) 
Marketing 

 

C3-1 品牌與行銷能力 0.000 ◎ 
C3-2 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 0.000 ◎ 
C3-3 顧客知識累積與運用能力 0.000 ◎ 
C3-4 顧客需求回應能力 0.000 ◎ 
C3-5 整體方案之價格與品質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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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銷(C4) 
Delivery 

 

C4-1 後勤支援與庫存管理 0.000 ◎ 
C4-2 通路掌握能力 0.000 ◎ 
C4-3 服務傳遞能力 0.000 ◎ 

售後服務(C5) 
After Service 

C5-1 技術部門的支援 0.000 ◎ 
C5-2 建立市場回饋機制 0.000 ◎ 
C5-3 創新的售後服務 0.000 ◎ 
C5-4 售後服務的價格、速度與品質 0.000 ◎ 
C5-5 通路商服務能力 0.000 ◎ 

支援活動(C6) 
Supporting Activities 

C6-1 組織結構 0.000 ◎ 
C6-2 企業文化 0.002 ◎ 
C6-3 人事組織與教育訓練 0.000 ◎ 
C6-4 資訊科技整合能力 0. 000 ◎ 
C6-5 採購支援能力 0. 000 ◎ 
C6-6 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0. 000 ◎ 
C6-7 企業公關能力 0. 000 ◎ 
C6-8 財務管理能力 0. 000 ◎ 

註：1. 關鍵成功因素其掌握差異程度之 p-value 值小於 0.01 者，判定為差異顯著。 

    2. ◎ 代表該關鍵成功因素的差異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前述檢定結果，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在服務價值活動關鍵成功

因素上，能力不足且必須加強掌握的部分共計多達 28 項，整理如表 6-10，而現

在「目前掌握程度」符合「未來需求程度」，僅僅只有三項，分別為: 彈性服務

效率的掌握(C2-2，測試認證)﹑智慧財產權的掌握(C1-3，服務設計)﹑服務內容

設計環境與文化(C1-5，服務設計)，尤其是測試認證/彈性服務效率的掌握(C2-2)

差距最小，由這點可以知道受測者普遍對台灣廠商的彈性化與效率優勢深具信心，

但對市場通路﹑行銷﹑技術等等其他方面則認為有所差距。 

表 6-10 服務價值活動掌握程度顯著差異因子整理表 

服務價值活動構面 顯著差異因子代號 顯著差異關鍵成功要素 

服務設計(C1) 

C1-1 掌握規格與創新技術 
C1-2 研發資訊掌握能力 
C1-4 服務內容設計整合能力 
C1-6 解讀市場與客製化能力 
C1-7 財務支援與規劃 

測試認證(C2)  
C2-1 模組化能力 
C2-3 與技術部門的互動 

行銷(C3) 

C3-1 品牌與行銷能力 
C3-2 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 
C3-3 顧客知識累積與運用能力 
C3-4 顧客需求回應能力 
C3-5 整體方案之價格與品質 

配銷(C4) 
C4-1 後勤支援與庫存管理 
C4-2 通路掌握能力 
C4-3 服務傳遞能力 

售後服務(C5) 

C5-1 技術部門的支援 
C5-2 建立市場回饋機制 
C5-3 創新的售後服務 
C5-4 售後服務的價格、速度與品質 
C5-5 通路商服務能力 



 

 29 

支援活動(C6) 

C6-1 組織結構 
C6-2 企業文化 
C6-3 人事組織與教育訓練 
C6-4 資訊科技整合能力 
C6-5 採購支援能力 
C6-6 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C6-7 企業公關能力 
C6-8 財務管理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一分析結果亦可依據問卷中之得點平均值，將服務價值活動目前掌握程度

與未來重要程度繪製成雷達圖，進行圖示比較，如圖 5-1 所示，此雷達圖可以顯

示一個直觀印象，幾乎全部都有所差距，全部都尚待補強。 

 

圖十、服務價值活動目前與未來差異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3.3 外部資源 

本節則針對企業外部資源各構面(E)，就其目前掌握程度與未來需求程度進

行卡方檢定，經卡方檢定找出差異顯著之要素，可進一步探討產業環境對重要之

外部資源涵量的配合度是否有所不足，並以此作為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

於策略定位時之外部資源發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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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先針對廠商外部資源，就其目前掌握程度與未來需求程度進行卡方檢定，

經卡方檢定找出差異顯著之要素，可進一步探討產業環境對重要之外部資源涵量

的配合度是否有所不足，並以此作為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於策略定位時

之外部資源發展依據。本研究採用卡方同質性檢定，針對所回收的 41 份有效專

家問卷，區分各問項於目前與未來的問卷得點結果(問卷得點採五點 Likert 度量

方式，依資源掌握與需求程度，區分[極低、低、普通、高、極高]之[1、2、3、4、

5]得點)，檢定目前與未來問項之問卷得點獨立樣本其分配是否一致，統計假設

為： 

H0: 目前與未來掌握或需求程度一致 

H1: 目前與未來掌握或需求程度不一致 

一般卡方檢定的標準是假設顯著水準設為=0.05，但是基於前述討論內部資

源構面(C)相同的理由，本研究在此仍採用顯著水準設為=0.01 作為卡方檢定的

標準，則根據卡方檢定，當 H0 不為真時，卡方檢定統計量會變大，此時 p-value

將小於 0.01，使檢定統計量落入拒絕域，應拒絕虛無假設 H0；此時代表該外部

資源構面的目前掌握與未來需求程度問卷結果分佈不一致，視為具有顯著差異，

為未來需求重要但目前掌握不足的資源因子，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應投

入資源向外部發展結盟。表 6-11 即顯示前述卡方檢定之結果。 

表 6-11 外部資源關鍵成功因素卡分檢定表 

外部資源構面 
因子
代號 

細項因子 
卡方檢定 
p-value 

差異
顯著 

互補資源提供者
(E1) 

Complementary 
Assets Supplier 

E1-1 組織利於外部資源接收 0.000 ◎ 
E1-2 人力資源素質 0.002 ◎ 
E1-3 國家政策資源應用能力 0.000 ◎ 
E1-4 基礎建設充足程度 0.000 ◎ 
E1-5 資本市場與金融環境支持度 0.000 ◎ 
E1-6 企業外在形象 0.000 ◎ 

研發/科學(E2) 
R&D/Science 

E2-1 研發知識擴散能力 0.000 ◎ 
E2-2 創新知識涵量 0.000 ◎ 
E2-3 基礎科學研發能量 0.000 ◎ 

技術(E3) 
Technology 

E3-1 技術移轉、擴散、接收能力 0.184  
E3-2 技術商品化能力 0.271  
E3-3 外部單位技術優勢 0.000 ◎ 
E3-4 外部技術完整多元性 0.000 ◎ 
E3-5 引進技術與資源搭配程度 0.000 ◎ 

製造(E4) 
Production 

E4-1 價值鏈整合能力 0.110  
E4-2 與供應商關係 0.499  
E4-3 整合外部製造資源能力 0.121  
E4-4 成本控管能力 0.234  

服務(E5) 
Servicing 

E5-1 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 0.000 ◎ 
E5-2 整合內外部服務活動能力 0.000 ◎ 
E5-3 建立與顧客接觸介面 0.003 ◎ 
E5-4 委外服務掌握程度 0.000 ◎ 
E5-5 企業服務品質與形象 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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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6 服務價值鏈整合 0.001 ◎ 

市場(E6) 
Market 

E6-1 目標市場競爭結構 0.000 ◎ 
E6-2 消費者特性 0.000 ◎ 
E6-3 產業供應鏈整合能力 0.000 ◎ 
E6-4 通路管理能力 0.01  
E6-5 市場資訊掌握能力 0.000 ◎ 
E6-6 支配市場與產品能力 0.000 ◎ 
E6-7 顧客關係管理 0.000 ◎ 

其他使用者(E7) 
Other Users 

E7-1 相關支援技術掌握 0.000 ◎ 
E7-2 多元與潛在顧客群 0.000 ◎ 
E7-3 相關支援產業 0.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前述檢定結果，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在外部資源關鍵成功因素

方面，能力不足且必須加強掌握的部分共計多達 27 項，而現在「目前掌握程度」

符合「未來需求程度」僅有 7 項，分別為: 技術移轉、擴散、接收能力(E3-1，技

術), 技術商品化能力(E3-2，技術)，價值鏈整合能力(E4-1，製造)，與供應商關

係(E4-2，製造)，整合外部製造資源能力(E4-3，製造)，成本控管能力(E4-4，製

造), 通路管理能力(E6-4，市場)，很明顯的現象是受測者對製造能力普遍很有信

心，認為台商的優勢仍在於有效的製造生產能力，在技術方面則認為，技術的接

收能力，與技術轉成商品化的能力也非常良好，另外對於價值鍊的整合，與通路

的管理等等也給予很高的分數，將目前與未來差距較大，需要加強的項目，整理

如表 6-12。 

表 6-12 外部資源掌握程度顯著差異因子整理表 

外部資源構面 顯著差異因子代號 顯著差異關鍵成功要素 

互補資源提供者(E1) 

E1-1 組織利於外部資源接收 
E1-2 人力資源素質 
E1-3 國家政策資源應用能力 
E1-4 基礎建設充足程度 
E1-5 資本市場與金融環境支持度 
E1-6 企業外在形象 

研發/科學(E2) 
E2-1 研發知識擴散能力 
E2-2 創新知識涵量 
E2-3 基礎科學研發能量 

技術(E3) 
E3-3 外部單位技術優勢 
E3-4 外部技術完整多元性 
E3-5 引進技術與資源搭配程度 

服務(E5) 
Servicing 

E5-1 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 
E5-2 整合內外部服務活動能力 
E5-3 建立與顧客接觸介面 
E5-4 委外服務掌握程度 
E5-5 企業服務品質與形象 
E5-6 服務價值鏈整合 

市場(E6) 
Market 

E6-1 目標市場競爭結構 
E6-2 消費者特性 
E6-3 產業供應鏈整合能力 
E6-5 市場資訊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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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6 支配市場與產品能力 
E6-7 顧客關係管理 

其他使用者(E7) 
Other Users 

E7-1 相關支援技術掌握 
E7-2 多元與潛在顧客群 
E7-3 相關支援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分析結果亦可依據問卷中之得點平均值，將服務價值活動目前掌握程度與

未來重要程度繪製成雷達圖，進行圖示比較，如圖 5-2所示，此雷達圖可以給予

直觀的顯示，除了製造能力以外，大多數項目都有所差距。 

圖十一、外部資源目前與未來差異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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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點，表 6-13 即為整理 41 份有效回收問卷之得點平均值，區分目前掌握程度、

未來需求程度與兩者相距差值。 

表 6-13 服務價值活動之創新評量表 

因子代號 關鍵成功要素 影響種類 

影
響
性
質 

目前
掌握
程度 

未來
掌握
程度 

Δ 

C1 
 

C1-1 掌握規格與創新技術 P1,O,S N 2.93  3.66  0.73  
C1-2 研發資訊掌握能力 P1,O,S N 3.22  3.83  0.61  
C1-3 智慧財產權的掌握 P1,O,S N 3.00  3.68  0.68  
C1-4 服務設計整合能力 P1,O,S D 3.00  4.22  1.22  
C1-5 設計環境與文化 P1,O,S D 2.88  3.32  0.44  
C1-6 解讀市場與客製化能力 P1,O,S N 3.05  4.12  1.07  
C1-7 財務支援與規劃 P1,O,S F 2.73  3.78  1.05  

C2 
C2-1 服務模組化能力 P2,O,S D 3.05  4.00  0.95  
C2-2 彈性服務效率的掌握 P2,O,S F 3.83  4.02  0.20  
C2-3 與技術部門的互動 P2,O,S F 3.10  3.83  0.73  

C3 

C3-1 品牌與行銷能力 P1,P2,O,S,M N 2.68  3.73  1.05  
C3-2 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 P1,P2,O,S,M D 3.02  4.22  1.20  
C3-3 顧客知識累積與運用能力 P1,P2,O,S,M N 2.68  3.95  1.27  
C3-4 顧客需求回應能力 P1,P2,O,S,M N 2.90  4.37  1.46  
C3-5 整體方案之價格與品質 P1,P2,O,S,M D 2.88  3.83  0.95  

C4 
C4-1 後勤支援與庫存管理 P2,O,S F 3.00  3.95  0.95  
C4-2 通路掌握能力 P2,O,S D 2.90  4.22  1.32  
C4-3 服務傳遞能力 P2,O,S N 2.98  4.15  1.17  

C5 

C5-1 技術部門的支援 P2,O,S,M F 3.07  3.88  0.80  
C5-2 建立市場回饋機制 P2,O,S,M D 2.88  3.93  1.05  
C5-3 創新的售後服務 P2,O,S,M N 2.78  3.88  1.10  
C5-4 售後服務的價格、速度與品質 P2,O,S,M N 3.02  4.05  1.02  
C5-5 通路商服務能力 P2,O,S,M F 2.80  4.27  1.46  

C6 

C6-1 組織結構 P2,O,S D 2.59  3.59  1.00  
C6-2 企業文化 P2,O,S D 2.71  3.29  0.59  
C6-3 人事組織與教育訓練 P2,O,S D 2.59  3.51  0.93  
C6-4 資訊科技整合能力 P2,O,S D 3.15  4.00  0.85  
C6-5 採購支援能力 P2,O,S F 2.71  3.66  0.95  
C6-6 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P2,O,S F 2.71  3.85  1.15  
C6-7 企業公關能力 P2,O,S F 2.78  3.44  0.66  
C6-8 財務管理能力 P2,O,S D 2.73  3.76  1.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14 評量標準表 

影響種類 影響性質 影響程度 
P1(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 
P2(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 
O(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 
S(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 
M(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 

N(Network)： 
網路式 
D(Divisional)： 
部門式 
F(Functional)： 
功能式 

5：極高 
4：高 
3：普通 
2：低 
1：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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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完成服務價值活動因子評量後，可進一步將服務價值活動細部因子，依影響

種類與影響性質之不同，填入服務價值活動 NDF 矩陣；在得到服務價值活動 NDF

矩陣後，代入各因子未來重要程度與目前掌握程度，即可得到服務價值活動 NDF

差異矩陣。整理如下表 6-15： 

表 6-15 服務價值活動 NDF 差異矩陣表 

 N D F 
P1 △C1-1=0.73, △C1-2=0.61 

△C1-3=0.68, △C1-6=1.07 

△C3-1=1.05, △C3-3=1.27 

△C3-4=1.46 

△C1-4=1.22, △C1-5=0.44 

△C3-2=1.20, △C3-5=0.95 

△C1-7=1.05 

P2 △C3-1=1.05, △C3-3=1.27 

△C3-4=1.46, △C4-3=1.17 

△C5-3=1.10, △C5-4=1.02 

△C2-1=0.95, △C3-2=1.20 

△C3-5=0.95, △C4-2=1.32 

△C5-2=1.05, △C6-1=1.00 

△C6-2=0.59, △C6-3=0.93 

△C6-4=0.85, △C6-8=1.02 

△C1-7=1.05, △C2-2=0.20 

△C2-3=0.73, △C4-1=0.95 

△C5-1=0.80, △C5-5=1.46 

△C6-5=0.95, △C6-6=1.15 

△C6-7=0.66 

O △C1-1=0.73, △C1-2=0.61 

△C1-3=0.68, △C1-6=1.07 

△C3-1=1.05, △C3-3=1.27 

△C3-4=1.46, △C4-3=1.17 

△C5-3=1.10, △C5-4=1.02 

△C1-4=1.22, △C1-5=0.44 

△C2-1=0.95, △C3-2=1.20 

△C3-5=0.95, △C4-2=1.32 

△C5-2=1.05, △C6-1=1.00 

△C6-2=0.59, △C6-3=0.93 

△C6-4=0.85, △C6-8=1.02 

△C1-7=1.05, △C2-2=0.20 

△C2-3=0.73, △C4-1=0.95 

△C5-1=0.80, △C5-5=1.46 

△C6-5=0.95, △C6-6=1.15 

△C6-7=0.66 

S △C1-1=0.73, △C1-2=0.61 

△C1-3=0.68, △C1-6=1.07 

△C3-1=1.05, △C3-3=1.27 

△C3-4=1.46, △C5-3=1.10 

△C5-4=1.02 

△C1-4=1.22, △C1-5=0.44 

△C2-1=0.95, △C3-2=1.20 

△C3-5=0.95, △C5-2=1.05 

△C6-1=1.00, △C6-2=0.59 

△C6-3=0.93, △C6-4=0.85 

△C6-8=1.02 

△C1-7=1.05, △C2-2=0.20 

△C2-3=0.73, △C5-1=0.80 

△C5-5=1.46, △C6-5=0.95 

△C6-6=1.15, △C6-7=0.66 

M C3-1=1.05, C3-3=1.27 

C3-4=1.46, C5-3=1.10 

C5-4=1.02 

△C3-2=1.20, △C3-5=0.95 

△C5-2=1.05 

△C5-1=0.80, △C5-5=1.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4.1 服務價值活動實質優勢矩陣 

在得出服務價值活動 NDF 差異矩陣後，將其中各矩陣單元之△Ci-j，以五種

不同創新類別與三種不同影響程度為基準，合併計算同一服務價值活動構面之

△Ci；將同一種創新類別三種不同影響程度之△Cij(N), △Cij(D), △Cij(F)取平均

值，即得到服務價值活動實質優勢矩陣各矩陣單元之△CI；再以 IIS 服務價值活

動矩陣為基礎，各矩陣單元強調之服務價值活動構面不同，分別有不同△CI，可

得到以下服務價值活動實質優勢矩 (表 6-16）。 

表 6-16 服務價值活動實質優勢矩陣表 

 U S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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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C1=0.88 

△C3=1.17 

△C1=0.88 

△C3=1.17 

△C1=0.88 

△C3=1.17 

△C1=0.88 

△C3=1.17 

P2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O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S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C1=0.88 

△C2=0.71 

△C3=1.17 

△C4=1.15 

△C5=1.08 

△C6=0.90 

M 
△C3=1.17 

△C5=1.08 

△C3=1.17 

△C5=1.08 

△C3=1.17 

△C5=1.08 

△C3=1.17 

△C5=1.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4.2 外部資源創新評量 

本節則就外部資源構面及細部關鍵成功因素，進行外部資源創新評量，以作

為策略定位分析之用。此一價值評量得點即回收問卷之得點，表 6-17 即整理 41

份有效回收問卷之得點平均值，區分目前掌握程度、未來需求程度與兩者平均數

之差值。 

表 6-17 外部資源之創新評量表 

因子代號 關鍵成功要素 影響種類 
影響
性質 

目前掌
握程度 

未來掌
握程度 Δ 

E1 

E1-1 組織利於外部資源接收 P1,P2,S,M D 2.95  3.80  0.85  
E1-2 人力資源素質 P1,P2,S,M F 3.27  3.73  0.46  
E1-3 國家政策資源應用能力 P1,P2,S,M N 2.41  4.02  1.61  
E1-4 基礎建設充足程度 P1,P2,S,M N 2.68  4.17  1.49  
E1-5 資本市場與金融環境支持度 P1,P2,S,M N 2.59  3.88  1.29  
E1-6 企業外在形象 P1,P2,S,M D 3.02  3.73  0.71  

E2 E2-1 研發知識擴散能力 P1,P2,O,S D 3.00  3.73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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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創新知識涵量 P1,P2,O,S N 2.85  3.63  0.78  
E2-3 基礎科學研發能量 P1,P2,O,S N 2.54  3.63  1.10  

E3 

E3-1 技術移轉、擴散、接收能力 P1,P2,O D 3.32  3.63  0.32  
E3-2 技術商品化能力 P1,P2,O D 3.68  3.83  0.15  
E3-3 外部單位技術優勢 P1,P2,O N 2.85  3.71  0.85  
E3-4 外部技術完整多元性 P1,P2,O N 2.90  3.83  0.93  
E3-5 引進技術與資源搭配程度 P1,P2,O F 2.95  3.95  1.00  

E4 

E4-1 價值鏈整合能力 P1,P2,O D 3.59  3.80  0.22  
E4-2 與供應商關係 P1,P2,O N 3.80  3.63  -0.17  
E4-3 整合外部技術資源能力 P1,P2,O N 3.83  3.51  -0.32  
E4-4 成本控管能力 P1,P2,O F 3.66  3.85  0.20  

E5 

E5-1 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 P1,P2,O,S,M F 3.76  4.02  0.27  
E5-2 整合內外部服務活動能力 P1,P2,O,S,M D 3.20  4.10  0.90  
E5-3 建立與顧客接觸介面 P1,P2,O,S,M N 2.71  4.07  1.37  
E5-4 委外服務掌握程度 P1,P2,O,S,M F 2.61  4.05  1.44  
E5-5 企業服務品質與形象 P1,P2,O,S,M D 2.68  3.90  1.22  
E5-6 服務價值鏈整合 P1,P2,O,S,M N 2.73  3.83  1.10  

E6 

E6-1 目標市場競爭結構 P1,P2,O,S,M N 2.73  3.95  1.22  
E6-2 消費者特性 P1,P2,O,S,M N 2.93  4.07  1.15  
E6-3 產業供應鏈整合能力 P1,P2,O,S,M N 3.29  4.20  0.90  
E6-4 通路管理能力 P1,P2,O,S,M F 3.22  3.76  0.54  
E6-5 市場資訊掌握能力 P1,P2,O,S,M F 3.07  4.12  1.05  
E6-6 支配市場與產品能力 P1,P2,O,S,M N 2.59  4.00  1.41  
E6-7 顧客關係管理 P1,P2,O,S,M N 2.95  3.98  1.02  

E7 
E7-1 相關支援技術掌握 P1,P2,O,S,M F 2.56  3.756  1.20  
E7-2 多元與潛在顧客群 P1,P2,O,S,M N 2.71  4.000  1.29  
E7-3 相關支援產業 P1,P2,O,S,M N 2.61  3.829  1.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完成外部資源因子評量後，可進一步將外部資源細部因子，依影響種類與影

響性質之不同，填入外部資源 NDF 矩陣；在得到外部資源 NDF 矩陣後，代入各

因子未來重要程度與目前掌握程度，即可得到外部資源 NDF 差異矩陣。整理如

下表 6-18： 

表 6-18 外部資源 NDF 差異矩陣表 

 N D F 

P1 

△E1-3=1.61, △E1-4=1.49 

△E1-5=1.29, △E2-2=0.78 

△E2-3=1.10, △E3-3=0.85 

△E3-4=0.93, △E4-4=0.20 

△E4-5=0.27, △E5-3=1.44 

△E6-1=1.22, △E6-2=1.15 

△E6-3=0.90, △E6-6=1.41 

△E6-7=1.02, △E7-2=1.29 

△E7-3=1.22 

△E1-1=0.85, △E1-6=0.71 

△E2-1=0.73, △E3-1=0.32 

△E3-2=0.15, △E4-1=0.22 

△E5-2=1.37, △E5-5=1.10 

△E1-2=0.46, △E3-5=1.00 

△E4-2=-0.17, △E4-3=-0.32 

△E5-1=0.90, △E5-4=1.22 

△E6-4=0.54, △E6-5=1.05 

△E7-1=1.20 

P2 

△E1-3=1.61, △E1-4=1.49 

△E1-5=1.29, △E2-2=0.78 

△E2-3=1.10, △E3-3=0.85 

△E3-4=0.93, △E4-4=0.20 

△E4-5=0.27, △E5-3=1.44 

△E6-1=1.22, △E6-2=1.15 

△E1-1=0.85, △E1-6=0.71 

△E2-1=0.73, △E3-1=0.32 

△E3-2=0.15, △E4-1=0.22 

△E5-2=1.37, △E5-5=1.10 

△E1-2=0.46, △E3-5=1.00 

△E4-2=-0.17, △E4-3=-0.32 

△E5-1=0.90, △E5-4=1.22 

△E6-4=0.54, △E6-5=1.05 

△E7-1=1.20 



 

 37 

△E6-3=0.90, △E6-6=1.41 

△E6-7=1.02, △E7-2=1.29 

△E7-3=1.22 

O 

△E2-2=0.78, △E2-3=1.10 

△E3-3=0.85, △E3-4=0.93 

△E4-4=0.20, △E4-5=0.27 

△E5-3=1.44, △E6-1=1.22 

△E6-2=1.15, △E6-3=0.90 

△E6-6=1.41, △E6-7=1.02 

△E7-2=1.29, △E7-3=1.22 

△E2-1=0.73, △E3-1=0.32 

△E3-2=0.15, △E4-1=0.22 

△E5-2=1.37, △E5-5=1.10 

△E3-5=1.00, △E4-2=-0.17 

△E4-3=-0.32, △E5-1=0.90 

△E5-4=1.22, △E6-4=0.54 

△E6-5=1.05, △E7-1=1.20 

S 

△E1-3=1.61, △E1-4=1.49 

△E1-5=1.29, △E2-2=0.78 

△E2-3=1,10, △E5-3=1,44 

△E6-1=1.22, △E6-2=1.15 

△E6-3=0.90, △E6-6=1.41 

△E6-7=1.02, △E7-2=1.29 

△E7-3=1.22 

△E1-1=0.85, △E1-6=0.71 

△E2-1=0.73, △E5-2=1.37 

△E5-5=1.10 

△E1-2=0.46, △E5-1=0.90 

△E5-4=1.22, △E6-4=0.54 

△E6-5=1.05, △E7-1=1.20 

M 

△E1-3=1.61, △E1-4=1,49 

△E1-5=1.29, △E5-3=1,44 

△E6-1=1.22, △E6-2=1.15 

△E6-3=0.90, △E6-6=1.41 

△E6-7=1.02, △E7-2=1.29 

△E7-3=1.22 

△E1-1=0.85, △E1-6=0.71 

△E5-2=1.37, △E5-5=1.10 

△E1-2=0.46, △E5-1=0.90 

△E5-4=1.22, △E6-4=0.54 

△E6-5=1.05, △E7-1=1.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4.3外部資源實質優勢矩陣 

在得出外部資源 NDF 差異矩陣後，將其中各矩陣單元之△Ei-j，以五種不同

創新類別與三種不同影響程度為基準，合併計算同一外部資源構面之△Ei；將同

一種創新類別三種不同影響程度之△Eij(N), △Eij(D), △Eij(F)取平均值，即得到

外部資源實質優勢矩陣各矩陣單元之△EI；再以 IIS 外部資源矩陣為基礎，各矩

陣單元強調之外部資源構面不同，分別有不同△EI，可得到以下外部資源實質優

勢矩陣（表 6-19）。 

表 6-19 外部資源實質優勢矩陣表 

 U S R G 

P1 

△E2=0.84 

△E3=0.71 

△E4=0.07 

△E5=1.24 

△E7=1.23 

△E2=0.84 

△E3=0.71 

△E4=0.07 

△E5=1.24 

△E7=1.23 

△E1=0.90 

△E2=0.84 

△E3=0.71 

△E4=0.07 

△E5=1.24 

△E7=1.23 

△E1=0.90 

△E4=0.07 

△E5=1.24 

△E6=0.97 

P2 

△E2=0.84 

△E3=0.71 

△E4=0.07 

△E7=1.23 

△E3=0.71 

△E5=1.24 

△E1=0.90 

△E4=0.07 

△E6=0.97 

△E1=0.90 

△E4=0.07 

△E6=0.97 

O 

△E2=0.84 

△E3=0.71 

△E4=0.07 

△E5=1.24 

△E6=0.97 

△E5=1.24 

△E6=0.97 

△E7=1.23 

△E5=1.24 

△E6=0.97 

△E5=1.24 

△E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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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1.23 

S 

△E2=0.84 

△E5=1.24 

△E7=1.23 

△E5=1.24 

△E7=1.23 

△E1=0.90 

△E5=1.24 

△E6=0.97 

△E7=1.23 

△E1=0.90 

△E5=1.24 

△E6=0.97 

△E7=0.95 

M 

△E5=1.24 

△E6=0.97 

△E7=1.23 

△E5=1.24 

△E6=0.97 

△E7=1.23 

△E1=0.90 

△E5=1.24 

△E6=0.97 

△E7=1.23 

△E1=0.90 

△E5=1.24 

△E6=0.97 

△E7=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5 策略分析 

6.5.1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整合服務價值活動實質優勢矩陣與外部資源實質優勢矩陣，即可得到創新密

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將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中各單元之△CI 與△EI 加總

後取平均，即可計算服務價值活動的總得點：C；與外部資源的總得點：E。經

過以上計算後，得到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整理如表 6-18﹑表 6-19﹑表 

6-20 所示。 

此一創新密集實質優勢矩陣共有 20格產業定位(不同創新類型下所提供的不

同服務模式)，每一格子定位中，均有不同的數值，代表每一定位中的資源差異

得點，亦即 C 或 E 的目前與未來資源差異量(未來需求與目前掌握之差異量)；換

言之，當矩陣格子中的數值愈大，代表目前與未來資源差距(Gap)愈大，策略目

標愈難達成；反之，當數值愈小，即代表資源差距小，為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

務廠商考量資源差距後，比較容易達成﹑適合發展的創新/服務類型策略目標。 

因此，在僅考量內部服務價值活動(C)掌握程度時，如表 6-20 所示，可發現

表中反白之矩陣定位，即根據產品創新(P1)所提供的四種服務類型(U、S、R、

G)，為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資源差異量較小之策略定位；就資源掌握程度而言，屬

較容易達成的策略目標，可建議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朝向發展。此一選

取基準係取所有格子之服務價值活動資源差異量的平均值(1.022)減一標準差

(0.055)者，亦即資源差異量在 0.967 以下之策略定位者，如表 6-17 所示，不過

單就內部服務價值的資源差異量來看，其實所有的資源差距得點都很平均，並沒

有特別顯著的表現，並沒有得點在 0.967 以下的項目，所以在此取相對低點 0.98，

如果之後的外部資源分析有更明顯的差距，則內部資源差距或許可以忽略。 

表 6-20 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分析內部服務價值活動) 

 專屬服務(U) 選擇服務(S) 特定服務(R) 一般服務(G) 

產品創新(P1) C=1.03 C=1.03 C=1.03 C=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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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82 E=0.82     E=0.83       E=0.80 

製程創新(P2) 
C=1.00 

E=0.71 

C=1.00 

E=0.98 

C=1.00 

E=0.65 

C=1.00 

      E=0.65 

組織創新(O) C=0.98 

E=0.84 

C=0.98 

E=1.15 

C=0.98 

E=1.11 

C=0.98 

      E=1.11 

結構創新(S) 
C=0.98 

E=1.10 

C=0.98 

E=1.24 

C=0.98 

E=1.09 

C=0.98 

      E=1.09 

市場創新(M) 
C=1.12 

  E=1.15 

C=1.12 

E=1.15 

C=1.12 

E=1.09 

C=1.12 

      E=1.09 

註：策略得點的數值選取基準,取相對小值 0.98   

  1.077 .967,0 

0.055

1.022







CC

C

C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同理，在僅考量外部資源(E)掌握程度時，如表 6-19 所示，可發現表中反白

之矩陣定位，即根據製程創新(P2)所提供的專屬、特定與一般服務類型(U、R、

G)、以及根據產品創新(P1)所提供的特定服務類型(R)，為外部資源差異量較小之

策略定位；就資源掌握程度而言，屬較容易達成的策略目標，可建議智慧型電網

管理系統服務廠商朝向發展。此一選取基準係取所有格子之外部資源差異量的平

均值(0.970)減一標準差(0.186)者，亦即資源差異量在 0.784 以下之策略定位者，

如表 6-21 所示。 

表 6-21 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分析外部資源) 

 專屬服務(U) 選擇服務(S) 特定服務(R) 一般服務(G) 

產品創新(P1) 
C=1.03 

   E=0.82 

C=1.03 

E=0.82 

C=1.03 

    E=0.83 

C=1.03 

      E=0.80 

製程創新(P2) 
C=1.00 

E=0.71 

C=1.00 

E=0.98 

C=1.00 

E=0.65 

C=1.00 

      E=0.65 

組織創新(O) 
C=0.98 

E=0.84 

C=0.98 

E=1.15 

C=0.98 

E=1.11 

C=0.98 

      E=1.11 

結構創新(S) 
C=0.98 

E=1.10 

C=0.98 

E=1.24 

C=0.98 

E=1.09 

C=0.98 

E=1.09 

市場創新(M) 
C=1.12 

  E=1.15 

C=1.12 

E=1.15 

C=1.12 

E=1.09 

C=1.12 

      E=1.09 

註：策略得點的數值選取基準   

  1.156 .784,0

186.0

970.0







CC

C

C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相對差距大 

相對差距小 

相對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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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以上表 6-18 與表 6-19 為表 6-20 後進行綜合分析，可以發現對

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而言，內部服務價值活動(C)與外部資源(E)並沒有

重疊。對內部資源而言，所有的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資源差異量並沒有特別高或是

低，表現的相當平均，並沒有提出特別明顯的策略方向，在此取相對低點 0.98

作為選取基準，所以就內部資源的問卷分析結果，組織創新(O)與結構創新(S)（即

紅色圓框標示之位置），為內部總體資源差異量較小之策略定位﹔對外部資源而

言，製程創新（P2）所提供的專屬服務(U)、特定服務(R)與一般服務(G)（即藍

色圓框標示之位置），為其外部總體資源差異量較小之策略定位。 

表 6-22 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內部活動與外部資源策略) 

 專屬服務(U) 選擇服務(S) 特定服務(R) 一般服務(G) 

產品創新(P1) 
C1=1.03 

   E1=0.82 

C2=1.03 

E2=0.82 

C3=1.03 

    E3=0.83 

C4=1.03 

      E4=0.80 

製程創新(P2) 
C5=1.00 

E5=0.71 

C6=1.00 

E6=0.98 

C7=1.00 

E7=0.65 

C8=1.00 

     E8=0.65 

組織創新(O) C9=0.98 

E9=0.84 

C10=0.98 

E10=1.15 

C11=0.98 

E11=1.11 

C12=0.98 

      E12=1.11 

結構創新(S) 
C13=0.98 

E13=1.10 

C14=0.98 

E14=1.24 

C15=0.98 

E15=1.09 

C16=0.98 

      E16=1.09 

市場創新(M) 
C17=1.12 

  E17=1.15 

C18=1.12 

E18=1.15 

C19=1.12 

E19=1.09 

C20=1.12 

      E20=1.09 

μC=1.022、σC=0.055、μC-σC=0.967，策略選擇得點數值選取標準為 μC≦0.98，C 表示。 

μE=0.970、σE=0.186、μE-σE=0.784，策略選擇得點數值選取標準為 μE≦0.784，E 表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方面如果要從資源整體的角度提出策略建議，可以結合內部資源與外部資

源的熜和，或是因為內部資源差異不大，就只能單從外部資源的角度提出，根據

製程創新(P2)所提供的專屬服務類型(U)﹑特定服務類型(R)﹑一般服務類型(G) (即

表 6-22 中加框位置)，為其總體資源差異量相對來講較小之策略定位；就資源

掌握程度而言，屬較容易達成的策略目標，應為廠商未來適合之策略發展方向，

若廠商朝向此營運模式發展，依據本模式之問卷與資源計算分析，應很快便能補

足所需的內外部資源缺口。 

本研究以 5×4 的「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創新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作為

策略分析的基本工具，在經過一系列的要素評量、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得點

計算後，最後可得到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之策略定位得點，如表 6-23 所

示。 

服務價值活動策略 

外部資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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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總體分析) 

利用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表，計算策略定位參考比較值 μs=1.996，透

過 μs - σs =1.792 找尋出小於該值的未來策略定位點，其最小值出現三點分別為

製程創新(P2)/專屬服務(U)、特定服務(R)、一般服務(G)。若就整體資源考慮，掌

握資源程度相對較高，若廠商朝向此營運模式發展，可以較容易達成策略。 

6.5.2策略意圖分析 

經由前述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表分析，可得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

廠商資源掌握度較易達成的策略定位目標，此分析結果可與前述專家給定的產業

發展策略方向再進行比較，首先列出表 6-24 策略意圖分析比較表，以配合後續

分析。 

表 6-24 策略意圖分析比較表 

策略得點數值 意義 建議 作法 

未來策略
定位得點 

數值大
於    

策略定位錯誤 尋找新定位 

以數值較小的策
略定位得點為未
來的策略定位 

野心過大 

需要投入更多資源
在重要之 C 與 E 的
關鍵成功因素上 

目前與未來重要
程度顯著差異之 C

與E的關鍵成功因
素(未來定位) 

數值小
於    

策略目標正確 

將資源投入重要之
C 與 E 的關鍵成功
因素即可 

目前與未來掌握
程度顯著差異之 C

與E的關鍵成功因
素(未來定位) 

目前策略
定位得點 

數值大
於    

目前定位下，有
改變策略定位
之迫切性 

尋找新定位 

以數值較小的策
略定位得點為目
前的策略定位 

數值小
於    

目前定位下，無
改變策略定位
之迫切性 

視企業需求或競爭
情勢維持舊定位或
選擇新定位；將資
源投入重要C與 E

目前與未來掌握
程度顯著差異之 C

與E的關鍵成功因
素(目前定位) 

 專屬服務(U) 選擇服務(S) 特定服務(R) 一般服務(G) 

產品創新(P1) S1=1.85 S2=1.85 S3=1.86 S4=1.83 

製程創新(P2) S5=1.71 S6=1.98 S7=1.65 S8=1.65 

組織創新(O) S9=1.82 S10=2.13 S11=2.09 S12=2.09 

結構創新(S) S13=2.08 S14=2.22 S15=2.07 S16=2.07 

市場創新(M) S17=2.27 S18=2.27 S19=2.21 S20=2.21 

μS=1.996、σS=0.203、μS-σS=1.792，策略選擇得點數值選取標準為 μS≦1.792。 
總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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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鍵成功因素 

  資料來源：徐作聖等人，2007  

產業發展策略方向係指此產業中的廠商目前擬定的營運模式發展目標，係廠

商依據自身策略意圖與產業環境所得；至於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係根據

廠商自身資源掌握程度，所分析較易達成之目標，如表 6-25﹑表 6-26﹑表 6-27

之箭頭比較。 

首先進行網絡式基礎服務(NIS)的策略意圖分析如表 6-25 所示，專家所訂的

NIS 服務商之策略目標為「結構創新/特定型服務、一般服務」，在內部服務價

值活動在服務價值活動的得點不相上下，意味著問卷顯示 NIS 服務商目前並沒有

明顯的內部定位，是一個可接受的策略方向，不需要特別補強；如果考慮外部資

源，策略方向重新定位為流程創新(P2)，策略得點會由 E11﹑E12=1.11降為 E7﹑

E8=0.65，目標會更容易達成，其內含的意義為由結構創新(或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創新轉為服務流程創新，以設計、服務功能創造與整合、配銷流程，完全

以製程本身為核心等的創新活動，這裡不討論這種轉向是對還是錯，只討論策略

目標達成的難易程度。 

表 6-25 網絡式基礎服務(NIS)廠商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企業策略定位 

網絡式基礎

服務(NI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進行客製化標的服務(CTS)的策略意圖分析如表 6-26 所示，專家所訂的

CTS 服務商之策略目標第一階段為「市場創新/一般服務」，第二階段為「市場

創新/專屬服務」，尤其是第一階段必需補強的包含內部活動(C)與外部資源(E)，

其資源掌握差異量高於平均值，達成難度較高，屬可修正之策略定位；未來廠商

目前策略定位 

專家/建議策略定位標 

建議策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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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投入較多資源於服務價值活動與外部資源之補強建構上，或重新尋找新的

策略定位，例如第一階段轉為流程創新(P2)提供專屬服務(U)，以流程創新的優勢

循序漸進，亦即，先不急於擴展一般型標準化服務的多樣化應用(Diversity)，而

先深耕加強服務客製化程度(Customization)，可能較容易完成最後的策略目標 

(Specialization)與營運模式之轉型。同樣的，這裡不討論這種轉向是對還是錯，

只討論策略目標達成的難易程度。 

表 6-26 客製化標的服務(CTS)廠商之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策略定位圖 

客製化標的

服務(CT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進行焦點式平台服務(CPS)的策略意圖分析如表 6-27 所示，專家所訂的

CPS 服務商之策略目標第一階段為「流程創新/專屬服務」，第二階段為「結構

創新/專屬服務」，第一階段只需稍微補強外部資源(E)即可達成，其資源掌握差

異量低於平均值，達成難度低，屬可接受之策略定位，廠商只要專注於加強客製

化程度即可達成；第二階段目標也是同樣加強外部資源。僅就資源差距的觀點來

看，專家擬定的客製化標的服務(CPS)策略目標定位符合資源補強的可接受程度，

不論在內部服務價值活動，或外部資源的策略目標是正確且可達成的。 

表 6-27 焦點式平台服務(CPS)廠商之創新密集服務矩陣與策略定位圖 

焦點式平台

服務(CPS) 

Unique Service 

專屬服務(U) 

Selective Service 

選擇服務(S) 

Restricted Service 

特定服務(R) 

Generic Service 

一般服務(G) 

Product 

Innovation 

產品創新(P1)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2、E3、

E4、E5、

E7 

C1、C3 E1、E2、

E3、E4、

E5、E7 

C1、C3 E1、E4、

E5、E6 

目前策略定位 

專家 1st策略定位 2nd 策略定位 

 

目前策略定位 1st 策略定位 

建議策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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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nnovation 

流程創新(P2) 

C2、C3、

C4、C5、

C6 

E2、E3、

E4、E7 

C2、C3、

C4、C5、

C6 

E3、E5 C2、C3、

C4、C5、

C6 

E1、E4、

E6 

C2、C3、

C4、C5、

C6 

E1、E4、

E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組織創新(O) 

C1、C2、

C3、C4、

C5、C6 

E2、E3、

E4、E5、

E6、E7 

C1、C2、

C3、C4、

C5、C6 

E5、E6、

E7 

C1、C2、

C3、C4、

C5、C6 

E5、E6 C1、C2、

C3、C4、

C5、C6 

E5、E6 

Structural 

Innovation 

結構創新(S) 

C1、C2、

C3、C4、

C5、C6 

E2、E5、

E7 

C1、C2、

C3、C4、

C5、C6 

E5、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C1、C2、

C3、C4、

C5、C6 

E1、E5、

E6、E7 

Market 

Innovation 

市場創新(M) 

C3、C5 E5、E6、

E7 

C3、C5 E5、E6、

E7 

C3、C5 E1、E5、

E6、E7 

C3、C5 E1、E5、

E6、E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整理建議策略定位，將表 6-8 專家建議之策略方向，稍微修改如表 

6-28。 

表 6-28 iEMS: 核心競爭力與外部需求資源(IIS 矩陣建議) 

 CTS, 客製化標的服務 CPS, 焦點式平台服務 NIS, 網路式基礎服務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Core 
Competence 

Externality 

Present 
Time 

服務設計(C1) 

行銷(C3) 

互補資源提供
者(E1) 

製造(E4) 

服務(E5) 

市場(E6)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互補資源提供
者(E1) 

製造(E4) 

市場(E6)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E5) 

市場(E6) 

First 
Move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研究發展(E2) 

技術(E3) 

製造(E4) 

其他使用者(E7)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研究發展(E2) 

技術(E3) 

製造(E4) 

其他使用者
(E7)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互補資源提供者
(E1) 

服務(E5) 

製造(E4) 

市場(E6) 

其他使用者(E7) 

Second 
Move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服務(E5) 

市場(E6) 

其他使用者(E7)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研究發展(E2) 

服務(E5) 

其他使用者
(E7) 

   

 

關鍵因
素 

行銷(C3) 服務(E5) 

市場(E6)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設計(C1) 

測試認證(C2) 

行銷(C3) 

配銷(C4) 

售後服務(C5) 

支援活動(C6) 

服務(E5) 

市場(E6) 

6.6 產業管理意涵分析 

由表 6-22「創新密集服務實質優勢矩陣 (總體分析)」可以看出，依據問卷

2nd 策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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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對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廠商而言，內部服務價值活動(C)與外部資源

(E)並沒有交集。所有的內部服務價值活動資源差異量並沒有特別高或是低，表

現的相對平均，外部資源則比較明顯，但也是分散，並沒有提出特別明顯的策略

方向，基本上本研究選擇的初期發展階段的方向是向左移動，也就是往客製化程

度加深的方向優先，這也是認為資源較接近的方向。 

如果比較服務價值(C)與外部資源(E)的綜合結果與專家訪談結果，三種服務

型態的策略方向基本上都不是完全吻合，只有 CPS稍微一致，對此管理意涵的解

釋是：智慧型電網管理平台產業尚未成型，也沒有一致的定義，所以專家的意見

分散，尚未有明確的策略方向。 

我們提供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商內部策略定位為「組織創新、結構創新

／專屬服務、選擇服務、特定服務、一般服務」、外部策略定位為「製程創新／

專屬服務、選擇服務、一般服務」，策略得點數值為 C＝0.98（接近 CAVG=0.97）

以及 E5=0.71、E7=0.65、E8=0.65（小於 EAVG=1.22），雖然我們以 NIS、CTS、

CPS 三種服務類型來分別討論策略定位，整體而言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務商，

不論在內部服務價值活動，或外部資源的策略目標無論是先由標準化服務開始，

經由強化多樣化服務 (Diversity)或是經由強化顧客化程度 (Customization，

Specialization)，仍需加強之處仍然甚多，最後再加上表 6-9、表 6-10 「關鍵成

功因素卡方檢定表」中顯著的關鍵成功因素，需要著手將資源投入之重要資源關

鍵整理成表 6-29，並附上專家意見及其產業管理意涵。 

表 6-29 產業管理意涵 

關建構面 顯著差異關鍵成功因素 產業管理意涵 

服務設計（C1） 

Design 

C1-1 掌握規格與創新技術 

C1-2 研發資訊掌握能力 

C1-5 服務內容設計環境與文化 

C1-6 解讀市場與客製化能力 

C1-7 財務支援與規劃 

提供完整智慧型電網管理

系統服務，並因應不同的

顧客需求提供不同的設計 

測試認證(C2) 

Validation of Testing 

C2-1 模組化能力 

C2-3 與技術部門的互動 

提供各種不同用途之測試

應用 

行銷(C3) 

Maketing 

C3-1 品牌與行銷能力 

C3-2 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 

C3-3 顧客知識累積與運用能力 

C3-4 顧客需求回應能力 

C3-5 整體方案之價格與品質 

分析目前現有能源管理市

場，因應不同的顧客需求提

供不同的專屬服務。 

配銷（C4） 

Delivery 

C4-1 後勤支援與庫存管理 

C4-2 通路掌握能力 

C4-3 服務傳遞能力 

仰賴政策推動，以提供顧客

購買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服

務之誘因，並依照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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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的設計。 

售後服務(C5) 

After Service 

C5-2 建立市場回饋機制 

C5-3 創新的售後服務 

C5-4 售後服務的價格、速度與品質 

C5-5 通路商服務能力 

隨時監測能源用電情況。 

支援活動（C6） 

Supporting Activities 

C6-2 企業文化 

C6-3 人事組織與教育訓練 

C6-4 資訊科技整合能力 

C6-7 企業公關能力 

培養跨領域之人才，建立資

訊整合交流平台。 

研發/科學(E2) 

R&D/Science 

E2-1 研發知識擴散能力 

E2-2 創新知識涵量 

E2-3 基礎科學研發能量 

開發新的智慧型電網管理系

統應用技術。 

技術（E3） 

Technology 
E3-3 外部單位技術優勢 

結合台灣 ICT 產業，發展智

慧型電網管理系統。 

製造（E4） 

Production 

E4-1 價值鏈整合能力 

E4-4 成本控管能力 

屬整合性產業，產業上中下

游之連結平台體系重要。 

服務（E5） 

Servicing 

E5-1 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 

E5-2 整合內外部服務活動能力 

E5-3 建立與顧客觸介面 

E5-4 委外服務掌握程度 

E5-5 企業服務品質與形象 

E5-6 服務價值鏈整合 

掌握世界各地智慧型電網管

理系統評估工具，主動提供

客戶完整的智慧型電網管理

系統服務方案。 

市場(E6) 

Market 

E6-1 目標市場競爭結構 

E6-2 消費者特性 

E6-3 產業供應鏈整合能力 

E6-4 通路管理能力 

E6-5 市場資訊掌握能力 

E6-7 顧客關係管理 

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需要政

府法規政策與驗證平台的支

持，公共採購更可促進內需

市場的成長。 

其他使用者（E7） 

Other Users 

E7-1 相關支援技術掌握 

E7-2 多元與潛在顧客群 

E7-3 相關支援產業 

提供客戶智慧型電網管理系

統服務後，後績的能源管理

系統等維護及支援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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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與建議  

7.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具創新密集服務業性質的 iEMS 廠商進行實證研究分析。經過與專家的訪談與問卷調查

評量後，綜合理論分析模式與實證結果，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矩陣定位與目標 

a. 從專家問卷得到：iEMS 廠商目前開始的營運型態主要以強調「產品創新的一般型服務﹑選

擇型服務」為主，因為尚為萌芽階段，環境面的配套欠缺，未來變化不明朗，還有很多需要

等待時機成熟，所以未來策略是以分階段的擬定，朝向加深客製化程度與服務類型多樣化發

展，並依照應用服務類型再分成三種討論： 

 焦點式平台服務(CPS)服務商之策略目標，開始階段為「流程創新/一般服務」, 第一

階段為「流程創新/專屬服務」，未來(5～7年)第二階段的策略走向為「結構創新/專

屬服務」。 

 網絡式基礎服務(NIS)開始階段為「組織創新/特定型服務、一般服務」，研究建議第二

階段的策略走向為「流程創新/特定型服務、一般服務」。 

 客製化標的服務(CTS)專家所訂的開始階段為「產品創新/一般服務」，專家建議第一階

段為「市場創新/一般服務」，研究建議第一階段為「流程創新/專屬服務」，未來(5～7

年) 第二階段的策略走向為「市場創新/專屬服務」。 

 

圖十二、IEMS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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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 IIS 模型得到：如果以資源投入難易的角度來看，iEMS 廠商目前的營運型態需重新定位，

若第一階段先向加深客製化程度，會是比較容易立足的策略。 

 

 
表 7-30 三種不同服務型態的專家意見與 IIS 矩陣建議比較表 

 CTS, 客製化標的服務 CPS, 焦點式平台服務 NIS, 網路式基礎服務 

 專家意見 IIS 矩陣建議 專家意見 IIS 矩陣建議 專家意見 IIS 矩陣建議 

Present 
Time 

產品創新(P1) 

一般服務(G) 

 流程創新(P2) 

一般服務(G) 

 組織創新(O) 

一般服務(G) 

特定服務(R) 

 

First 
Move 

市場創新(M) 

一般服務(G) 

流程創新(P2) 

專屬服務(U) 

流程創新(P2) 

專屬服務(U) 

 結構創新(S) 

一般服務(G) 

特定服務(R) 

流程創新(P2) 

一般服務(G) 

特定服務(R) 

Second 
Move 

市場創新(M) 

專屬服務(U) 

 結構創新(S) 

專屬服務(U) 

   

說明 

專家建議的第一階段(M/G)難
度很高，整體服務及商業模式
對於規模相對偏小的台灣業者
規模而言，較難達成 

若策略方向改為 P2/U，由小而
深開始，對於彈性大但規模相
對小的台灣業者較易達成 

專家建議與 IIS 矩陣建議一致 若考量服務價值活動(C)，專家建
議方向是合適的，但是若考慮外
部資源(E)的難易度，則朝向
P2/G, P2/R 目標較易達成 

 

二﹑需要發展的細項因子 

a. 由 IIS 模型得知，未來(5～7 年) 製程創新的專屬型服務的經營型態下：服務價值活動以「測

試認證」、「行銷」、「配銷」、「售後服務」、及「支援活動」為重要核心構面，所需努

力提昇的細項因子有：「與技術部門的互動」、「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通路掌握

能力」、「服務傳遞能力」、「通路商銷售態度」、「創新的售後服務」、「通路商服務能

力」、「客服中心的營運成本控制」、「資訊科技整合能力」、「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財務管理能力」；外部資源則是以「研究發展」、「技術」及「其他使用者」為重要關鍵

構面，所要持續掌握的細項因子：「研發知識擴散能力」、「創新知識涵量」、「技術移轉、

擴散、接收能力」、「技術商品化能力」、「外部單位技術優勢」、「外部技術完整多元性」、

「引進技術與資源搭配程度」、「庫存管理能力」、「與供應商關係」、「整合外部製造資

源能力」、「相關支援技術掌握」、「多元與潛在顧客群」、「相關支援產業」 

b. 由專業化策略矩陣得知，未來(5～7 年) 結構創新的專屬服務的經營策略下：服務價值活動

以「服務設計」、「測試認證」、「行銷」、「配銷」、「售後服務」、及「支援活動」為

重要核心構面，所需努力提昇的細項因子有：「掌握規格與創新技術」、「研發資訊掌握能

力」、「智慧財產權的掌握」、「服務設計整合能力」、「設計環境與文化」、「解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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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製化能力」、「財務支援與規劃」、「彈性服務效率的掌握」、「與技術部門的互動」、

「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通路掌握能力」、「服務傳遞能力」、「通路商銷售態度」、

「創新的售後服務」、「通路商服務能力」、「客服中心的營運成本控制」、「資訊科技整

合能力」、「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財務管理能力」；外部資源則是以「研究發展」、

「服務」及「其他使用者」為重要關鍵構面，所要持續掌握的細項因子：「研發知識擴散能

力」、「創新知識涵量」、「基礎科學研發能量」、「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整合內外

部服務活動能力」、「建立與顧客接觸介面」、「委外服務掌握程度」、「企業服務品質與

形象」、「相關支援技術掌握」、「多元與潛在顧客群」、「相關支援產業」。 

c. 由專業化策略矩陣得知，未來(5～7 年) 組織創新的選擇服務的經營策略下：服務價值活動

以「服務設計」、「測試認證」、「行銷」、「配銷」、「售後服務」、及「支援活動」為

重要核心構面，所需努力提昇的細項因子有：「研發資訊掌握能力」、「智慧財產權的掌握」、

「服務設計整合能力」、「設計環境與文化」、「解讀市場與客製化能力」、「財務支援與

規劃」、「與技術部門的互動」、「掌握目標與潛在市場能力」、「通路掌握能力」、「服

務傳遞能力」、「通路商銷售態度」、「創新的售後服務」、「通路商服務能力」、「客服

中心的營運成本控制」、「資訊科技整合能力」、「法律與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財務管

理能力」；外部資源則是以「服務」、「市場」及「其他使用者」為重要關鍵構面，所要持

續掌握的細項因子：「客製化服務活動設計」、「整合內外部服務活動能力」、「建立與顧

客接觸介面」、「委外服務掌握程度」、「企業服務品質與形象」、「目標市場競爭結構」、

「消費者特性」、「產業供應鏈整合能力」、「通路管理能力」、「市場資訊掌握能力」、

「支配市場與產品能力」、「顧客關係管理」、「相關支援技術掌握」、「多元與潛在顧客

群」、「相關支援產業」。 

7.2 策略建議 

雖然發展智慧電網可以帶來巨大的市場，尤其是大陸市場，但是業者仍然必須有策略與服務的思維，

才能參與市場取得利潤。 

未來 5-7 年能源市場會更加明確，各國所需的商品需要不同程度的客製化服務，台灣廠商具備彈性

設計與快速製造能力，應選資源掌握度較易達成的策略定位目標。運用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廠商給定

的產業發展策略方向進行比較。 

本研究將提供 iEMS 廠商於智慧型電網系統平台的策略建議 

1. iEMS 產業處在萌芽期的不明朗階段，無論是產業型態﹑市場﹑商業模式以及未來的變化，都還

存在者很大變數，也因此受測者對未來的看法分散，未來不明朗，環境面的配套仍然欠缺，需要

觀察及等待時機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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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廠商素以靈活﹑彈性﹑效率見長，宜發揮此局部優勢，優先深耕客製化程度的區域應用，是

一條值得建議的策略。 

就企業規模及技術能量而言，事實上在技術上並不足以抗衡大型跨國集團，但是若放眼大陸市場

獨特的政經環境與當地類似國營的電業型態，單有技術能量是不足夠的，台灣或許可以避開全國

性與跨省的大型電網應用，改朝向區域性的，社區性的客製化服務型態應用，會是可以建議的方

向。 

3. 台灣目前暫時性的製造優勢並不足以跨入未來的能源產業，應以更全面性﹑系統性的思維來規劃

未來，跳脫以 ICT 通訊產業的製造思維來定位未來策略。 

如果業者仍然以 ICT 通訊產業的思維來定位未來朝向整合性﹑系統性﹑智慧化的電網管理系統，

在技術面﹑基礎研究﹑產業標準，乃至於市場面都差距甚大，企業能量不足以與跨國企業(GE﹑

Google﹑Microsoft﹑IBM 等等)相提並論，此狀況之下，大者恆大，未來若專注於資訊基礎

(Infrastructure)恐淪於價值鍊最底層的代工製造業角色，而且此優勢面臨中國的崛起，未來也會

逐漸喪失，建議善用台灣的優勢價值，改朝向應用面的服務發展，以小搏大，借力使力，發揮局

部區域戰術優勢，避開戰略弱點，以策略結盟整合各項資源，以多樣性與客製化的服務深耕區域

性與局部性的客戶需求，才是服務業的本色，。 

4. 未來(5～7 年)市場變化大，能源產業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與引導，眼前企業仍主要著眼於個別能

源及通訊設備的製造業角度看整體能源產業，未來就會面臨製造業思維模式發展與服務業思維模

式發展的十字路口，建議企業能以創新密集服務業思維發展價值較高的系統平台服務業。 

5. 台灣欲發展智慧型電網平台服務產業，政府可以依照表 6-7 外部資源掌握程度顯著差異因子整

理表內容，必須投入資源於其中。而多元化創新機制則可激發廠商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協助突破

現階段瓶頸，提升 iEMS 產業在各種應用服務競爭力。 

7.3 後續研究建議 

最後，對後續有興趣探討智慧型電網平台產業服務之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點的研究方向及建議： 

1. 需要更多的研究討論台灣綠能產業的未來，特別是以服務業的角度看產業未來，而不是只從製造

業的角度。能源產業的走向經常決定於政府的政策與引導，政府道德性的節能減碳宣揚綠色理念，

分散的且廣泛得投入個別的再生能源技術，對地球有幫助，但是對產業並無實質助益，研究者應

以系統性，更為前瞻的眼光，來思考台灣未來 5～7 年之後，需要怎樣的產業，是以何種型態﹑

何種角色﹑那一個市場﹑何種策略卡位並立足於未來 (製造業或服務業等等)，以系統面的整體

角度思考，應作好那些準備，去引導產業的走向，綠能產業應該發展出那些在地特色，紮實得發

展台灣有能力做，應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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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問卷對象偏向產業界，同時又以技術研發者佔了多數，難免會以製造業的角度看能源產業，

最後對未來的描述出現分散的現象，不過這也是台灣產業普遍的現象，建議研究者應多把焦點放

在服務業的研究，若市場關注大陸市場，並且研究如何切入並分享大陸市場，以往專注於技術與

製造的優勢，在未來或許是不足的。 

3. 智慧型電網平台來自不同產業的廠商，策略意圖具有不同的服務方式與定位，後續研究可以針對

產業區隔運用創新密集服務平台進行深入的分析，藉此找尋出最適合台灣業者所切入的產業方

向。 

4. 本研究整理出知識密集服務業中專注於科技創新的創新密集服務業，亦可稱為高科技服務業；在

後續研究中，建議可持續修正因子涵蓋範圍與意涵，使本研究分析模式更加完整。 

5. 建議後續研究可將本研究與產業創新系統以及國家科技政策進行全面分析，得到一更精闢入裡、

更具體、更完整性的結論，來為 iEMS 產業做出更臻完備的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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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結果自評 

   本研究之成果大致與計劃內容相符，唯國內廠商於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iEMS）產業的經營模式上，

大多以代工的方式，生產、製造家庭能源管理系統所需之硬體設備為主，系統廠商的數量稀少，因此在

專家意見以及問卷的結果上，可能無法達到全面性。 

   另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iEMS）產業之技術能力與產業價值鏈之產業組合，但

由於產業處於萌芽期，了解此領域的人員並不多，故過程與方法上採用文獻整理、專家意見與專家問卷，

雖經過有母數與無母數統計之檢定，但專家意見與問卷上可能發生之偏差仍必然無法避免。 

    能源產業是二十一世紀備受矚目的重點產業，而本研究探討的產業，則是將電器設備、再生能源設

備以及電動車充儲能設備整合起來，並且進行有效監控與管理的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台灣智慧型能源

管理系統產業尚處於起步階段，由於台灣的電力與能源的主幹由政府主導，政府將領導產業的發展方向；

因此，政府如何提出一套符合實際需要的政府政策，並擬定完整的推動再生能源策略，以強化我國產業

的競爭力，將是台灣發展智慧型能源管理系統產業的關鍵議題。 

    今年根據本國科會研究計畫，共有相關碩士論文六篇如所示，並在陸續轉為期刊投稿過程，以期能

對於學術貢獻綿薄之力。 

1. 吳英浩（2010），再生能源政策之比較分析研究 

2. 彭福昌（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產業分析 

3. 林永明（2011），智慧型電網系統之雲端應用 

4. 陳漢榮（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策略定位 

5. 黃琮瑜（2011），電錶資訊管理系統之發展策略 

6. 彭慧寧（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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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已指導碩士論文六篇： 

1. 吳英浩（2010），再生能源政策之比較分析研究 

2. 彭福昌（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產業分析 

3. 林永明（2011），智慧型電網系統之雲端應用 

4. 陳漢榮（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策略定位 

5. 黃琮瑜（2011），電錶資訊管理系統之發展策略 

6. 彭慧寧（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政策分析 

 

亦有學術發表： 

徐作聖、左峻德、陳建宇（2011），「遠距雲端、智慧型新能源微電網系統開發

戰略」，2011 兩岸智慧電網技術產業論壇研討會，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
灣台北。 

並有持續撰寫相關論文及專書的計畫，期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及學術界，更能了

解此綠色能源的應用及發展．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已指導碩士論文六篇： 

1. 吳英浩（2010），再生能源政策之比較分析研究 

2. 彭福昌（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產業分析 

3. 林永明（2011），智慧型電網系統之雲端應用 

4. 陳漢榮（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策略定位 

5. 黃琮瑜（2011），電錶資訊管理系統之發展策略 

6. 彭慧寧（2011），智慧型電網管理系統之政策分析 

 

亦有學術發表： 

徐作聖、左峻德、陳建宇（2011），「遠距雲端、智慧型新能源微電網系統開發戰略」，2011

兩岸智慧電網技術產業論壇研討會，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灣台北。 

並持續撰寫相關論文期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