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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減碳策略多半著重在再生能

源或綠色能源的建設上，然而這

些昂貴的建設皆屬於產能端，實

際減碳量遠不如市民日常生活上

的節約能源行為，如開電動汽車

上班的減碳量遠不如搭捷運上班

或騎乘自行車。

日
前在網路上看到了眼明手快的貿易商，在宣傳日本某大品牌的高價電鍋。

這款電鍋的訴求有三︰其一為「IH（Induction Heating，誘導加熱）」，
其二為「碳纖維內鍋」，其三則是「蒸氣密封」。藉由這三項技術，這款電鍋

實現了低耗能、無蒸氣、且米飯顆顆飽滿美味的新美食體驗。

面對這款要價三萬元臺幣的超級工藝電子鍋，令人不禁思索到底其他的電鍋有

什麼不好？ 

在沒有銷售數據的前提下，我們無法以定價論英雄。但回顧近年來在白色家電

的市場中︰十萬元臺幣的變頻壓縮電冰箱、七萬元臺幣的傾斜滾筒熱泵洗衣

機、三萬元臺幣的蒸氣烤箱微波爐與 IH工藝新電鍋⋯⋯，無一不是那失落了
二十年的日本電子產業所持續創造市場天價的祕密武器。

一如本期專訪中，紡織所汪雅康董事長所指陳，「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

所羅列之，四條讓臺灣登上三萬美元國民所得的願景路線，都是充滿挑戰的。

比方說，全球資源整合者─我們都是中小企業，不可能學韓國⋯⋯；產業技術

領導者─單靠民間的中小企業，是幾乎不可能的⋯⋯；軟性經濟創意者─我們

的市場太小，唯有透過商業模式往國外發揮，才有可能變大⋯⋯；生活形態先

驅者—我們有很多好山好水，但也缺很多基礎建設⋯⋯。

但是藉由臺灣人的熱情與創新，於是乎，中小企業各自走出自己的海外市場，

再逐步整合出跨區域的產業鏈（全球資源整合者）；民間企業持續創新，掌握

利基市場，且透過商業模式，切入更大的海外市場（產業技術領導者）；許多

放棄製造的企業，逐步轉換為該行業的商情與設計、整合中心（軟性經濟創意

者）；其貌不揚的鄉間民宿，藉由接待外人的熱情，而讓各地的觀光客不遠千

里來到臺灣（生活形態先驅者）。

面對環繞四周的險惡競局，三萬元電鍋的啟示在於堅持產業技術領導者路線的

一種典範──只要每種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都能增加 0.5倍，那麼國民所得
三萬美元就不是夢想了。

讓臺灣登上三萬美元

國民所得的願景路線

分別是：全球資源整

合者、產業技術領導

者、軟性經濟創意者、

生活形態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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