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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論壇 Innovation To-Be

政策性颱洪險
有助於強化減災與復原成效

在新颱洪保險的推動方針上，由於此險種涉及之專業範疇廣大，在考

量整合各部會、機關資源之需求後，建議應責成一高層級機關專責管

理，才有能力後續推動。同時，為了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對國計民

生的影響，應即時立法，推動颱洪保險為強制險或政策性保險，以確

保所有國民皆能受到保護，同時避免保險公司拒保之情事發生。

在具體作為方面，首先應立即重新進行全國在極端氣候下的災損與風

險評估，劃定適當的風險分區與不可保區，並訂定合理的分區分級費

率。同時參酌英、美經驗，以工程手法降低區域災害風險，擴大保險

業者承保範圍與意願，同時以非工程手法如颱洪保險、教育宣導等方

式強化區域防災成效。另一方面，為了提升民眾之投保意願，設計定

時依風險評等調整保險費率機制、所得稅扣抵，以及低收入戶補助等

皆為有效加強民眾風險認知之方式。此外，颱洪保險也需同時設計依

民眾防災能耐變動的自負額範圍，和不改善自身防災行為之理賠次數

上限等規則，以降低如重複多次領取理賠金等道德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最後，延續之前的分析與討論，颱洪保險的推動將為

國家、企業、個人與產業帶來多樣化的效益，並有效

的促進全民防災：

1.   颱洪保險可發揮風險財務功能，加速災後復原重建。建立完善的

保險制度將可取代現行水災救助金的發放措施。除了降低救助金

發放所造成的公平性的爭議外，亦能藉由保險制度提高企業與民

眾的避險意識，政府亦可免於落入無限循環的災害救助錢坑。

2.  透過定時更新的災損評估與分區分級保險費率精算，有助於動態

的讓國家、企業與民眾關心並掌握各地方的區域風險，並進而執

行因地制宜的防災作為。

3.  災害風險評估與動態保險費率調整機制的推動，有助於以保費節

流的誘因，讓企業、民眾進行防災作為，進而帶動相關防災產業

的發展，除了受災者能於災後獲得資金挹注加速復原外，亦能有

效發揮災前的減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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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執行《2015計畫》以來，本計畫根據六大趨勢與其可能造成的衝

擊，基於經濟成長、環境永續、社會公義的原則下，歸納出國家未來四大

願景角色，並透過目標的設定，提出了技術群組之篩選與聚焦，乃至其他配套的

發展策略方針。

未來競爭態勢取決於面對挑戰的籌碼多寡與因應能力的強弱，臺灣有著特殊的政

治背景、經濟條件與地理戰略位置，唯有持續掌握並追蹤關鍵趨勢，方能在未來

的國際競爭中趨吉避凶，贏得先機！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協助監測與發掘各種足以影響臺灣未來發展之重大趨勢，

設定創新主題（Theme），並提出創新需求路徑圖，以作為政府中長期願景角色

設定及創新技術研發方向的依據；同時，提出創新主題之創新需求路徑圖來架構

科技前瞻預測所需之社經需求，作為前瞻技術供給者端書目計量研究

（Bibliometrics）之對照（Needs→ Seeds）。

無論是以未來來推論未來，或是以循環史觀來推論未來，其實都是執行前瞻研究

時的重要提醒；為了兼論歷史智慧與末來可能性，本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表：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整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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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趨勢與現象之歸納，形成「洞見」
首先，本研究透過全球前瞻研究機構、各國前瞻計畫、

知名企業前瞻研究計畫以及具有高度影響力，擁有遠見

的專家學者所提出的觀察來歸納趨勢，形成了 19項「洞

見（Insight）」，我們企圖從「時勢造英雄」的角度出發，

審視臺灣 2020年最可能面對的外在環境趨勢。包括：
●  亞洲復興：15~17世紀GDP佔世界超過 50%的中印

兩國及伊斯蘭世界，因金融危機而加速重新崛起，使

目前由美國單一強權主導的世界邁入多極世界。

●  黑色商機：由於飽藏石油及天然資源，非洲已吸引中

國、歐美、日韓等國家及跨國企業大幅投資，放眼未

來，非洲蘊藏著能源及 ICT服務產業的無限商機。
●  資源戰爭：新興國家的興起，帶動全世界對於糧食、

水、能源、稀有資源等需求的增長，可以預見未來世

界對於資源會有更激烈的爭奪戰。

●  超限計算：隨數據處理效率效能的提升，人們對於資

訊處理量與速度的需求加速成長，18世紀以降百年

餘，衡量單位才增加 10的三次方，20世紀後衡量單

位平均每 30年增加 10的 15次方，可預見各領域科

技會比過往加速進步而改變生活與世界。

●  Evolutionary Life Cycles：隨著長壽醫學的進展，人

類壽命不斷延長，生命週期也跟著不斷演化，過去不

曾有過、新的人生階段出現，家庭、社會結構、生活

型態與價值觀也越來越多元。

●  崛起中的女性力量：已開發國家高等教育女性比例已

超越男性、在許多國家掌握家計，開發中國家微型信

貸鼓勵女性創業等現象，預告未來女性角色將改變世

界更多領域的文化及內涵。

●  論壇社群：網路平台讓使用者因某種關係、喜好而發

生連結，形成活躍的知識聚落。

●  專屬行銷：神經科學、心理學與經濟學的結合，讓消

費決策過程不再是無解的黑箱。

●  虛擬化：貨幣乃至於人際關係的虛擬化趨勢，讓生活

變得更豐富而便利。

●  替代能源：為了降低對有限資源的倚賴，替代能源的

研發與應用將更為多元。

●  氣候變遷調適：針對氣候變遷對於溫度、降水造成的

改變而衍生之軟硬體設計。

●  傳產再起：傳統產業因為新的材料、包裝或商業模式

而重顯風華。

循環、重新滋養大地，或在工業循環中反覆利用。

●  群眾智匯：在知識老化速度加快的時代，如何有效跨

地域、知識領域、組織疆界將志趣相投的各方智慧匯

聚起來協同創新，成為企業 /政府 /組織面對全球化

競爭不可忽視的創新對策。

●  Flexicurity：相對於對美國「個人主義」及日本「終

身雇用制」的勞工政策，荷蘭及丹麥兼顧勞動市場的

「彈性」及社會「安全」的勞工政策，使企業可以有

彈性的運用勞力資源，而勞工儘管失業後獲得社會福

利保障，不因失業而失能，以教育訓練確保其競爭能

力，成功為丹麥和荷蘭降低了失業率，並大幅提升就

業率。

●  City 2.0：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城市在全球經濟重整的

過程中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角色，對於政府而言，更是

積極的以各項基礎建設提升城市競爭力，不僅促使城

市經濟獲得再發展的機會，並藉此鞏固城市在全球經

濟扮演重要節點的角色；城市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甚

至開始取代國家，成為個人認同的標誌。

●  Age of Discovery：面對中國的崛起，必須在審慎中

謀求最大的發展可能性；不過挹注資源在拓展兩岸經

貿合作關係的同時，對於其他國際市場，也應有策略

性的佈局。

●  危機商機：從荷蘭「與水共生」的建築設計，到法國

成功行銷原本因為口味淡且不耐放而不受市場歡迎的

「薄酒萊」。都是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克服劣勢，思索

可行的因應之道並主動出擊，將劣勢轉為優勢的最佳

案例，可為臺灣面對未來各式挑戰之借鏡。

3.創新需求之推演與創新主題之形塑
在歸納出「洞見」及「典型」後，將其置入「創新需

求矩陣」之兩軸，視為「創新因子」；並以兩兩因子「撞

擊」為概念，推演出相融合的「創新需求」（Need）。

然而，林林總總的需求內容，包括既有商品的改良、

商業模式的突破以及互動平台的建立，以上所牽動的

是不同趨勢的共同作用，需要有化零為整的思考來因

應；而且未來不只是單點的進化，而應是現有生活方

式的整體提升。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創新主題

（Theme）」的概念，思考不同需求的情境。以下即

為目前所設定的九大創新主題，包括：

●  跨越貧窮線：過去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亞非，正以或正

●  慢活：昔日的生活型態重獲珍視，成為令人嚮往的心

靈烏托邦。

●  高齡之雁：亞洲人口結構，呈現由日本領頭的雁行發

展趨勢。

●  新臺灣之子：2020年母親非臺灣出生之「新臺灣之

子」總數約達 44萬。
●  人才荒：已開發國家缺乏基礎勞動力，開發中國家則

面臨專業經理人不足的問題。

●  多元居民：不同血統、文化、語言、國籍背景所組成

的多元社會，進一步衍生人權、勞工、社會融入、婦

女、國家安全⋯等複雜議題。

●  瞬間市場：瞬息萬變的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需求，使得

針對利基市場提供客製化產品的微型企業發展也更形

蓬勃。

2.發展經驗與遠見之匯聚，形成「典型」
匯集全球技術、教育、社會等各領域具影響力的專家

學者們的遠見；同時，鎖定特定國家駐臺商務代表，

根據其母國的發展經驗與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的觀察，

為目前正積極思索未來發展定位的臺灣，分享國家與

產業發展面臨挑戰時應採取的態度（Mindset）與策

略，另外從「英雄造時勢」的角度出發，以建構出臺

灣在面對外在環境變遷時可借鏡之共 9項「典型」。

包括：

●  非常創新：中、印的崛起讓世人看到創新的多變，有

因應窮人需求發展的「印度低成本創新」；也有折衷

產業發展突破的「中國山寨經濟」，使過去兩個世紀

以來，西方國家以技術創新 (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 )

支配經濟發展的全球產業權力平衡開始改變。

●  先見林再見樹：全球文憑爆炸時代，面對以創新經濟

為主的未來，「創新能力」與「學術能力」同等重要；

因此，工業革命後以培養「學術能力」為主的公立教

育制度，應同時重視「創新能力」的培養；在社會中

鼓勵共同創新還不夠，更應從教育出發全人培養更異

質性的學生，讓興趣、所學與工作皆能完美搭配。

●  Learn from the Nature：從大自然界生態中攝取靈感

應用於工程、醫學、運輸等各領域，以創造出較傳統

極限科技，效能更佳、對環境衝擊更小、更永續、與

人 /自然更親近之科技解決方案。
●  搖籃到搖籃：透過完善的設計，讓材料可以回歸自然

需要因地制宜的各式獨特創新策略崛起 /覺醒，將工

業革命後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單邊世界政經商業版

圖扭轉為多邊版圖，產業、科技、人才的競合、獨特

商機的湧現、國際政治的角力乃至資源的供需平衡等

議題影響未來世界。

●  Zetta世界：資料處理速度達到每秒 Zetta(10的 21次

方 )的世界，晶片串連了所有人們週遭的事物，資訊

數據無時無刻透過網路上傳及下載，結合各式科技與

應用的智慧網絡改變你我的生活。

●  永續城市：通訊、能源、交通等基礎建設的完善設計

與有效運作，讓民眾享有便利、安全、健康的都市生活。

●  小鎮再興：小鎮與當地產業因為新技術的導入或新商

業模式的建立，使其自然與人文特色得以保存，產業

也得以重生。

●  社群的整合與支援：由於網路的普及與無遠弗屆，使

得瞄準特定市場但資源有限的微型企業得以活絡發展。

●  更具彈性的生活型態：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品質同樣

受到重視，不因工作型態或所在地域而有所妥協。

●  青年活力成就國家競爭力：提供青年展現活力與創意

的舞台，尤其是「新臺灣之子」，此舉將有助於東亞

的佈局。

●  銀色智慧與活力：銀髮族儘管年屆退休仍能貢獻所

長，享受健康、便利、充實的生活。

●  必須面對的真相：從產業乃至於生活型態能因為技術

的支援與完善的調適策略，以從容因應氣候變遷造成

的環境變化與風險管理。

而每一創新主題之內涵則包含以下構面：

●  創新需求之歸納：由創新需求矩陣所得到的相關需求

內容

●  主題定義：該主題的主要內涵

●  情境描繪：該主題可能的實現情境

●  重要需求內涵：透過需求矩陣的分析與情境的設定，

該創新主題必須滿足的需求議題。

●   社會預測：將在2015年到2025年間發生的社會現象，

資料來源包括世界銀行、WHO、Mckinsey、各國與

各城市政府的政策性宣示等。

●  技術預測：將在以 2015年到 2025年間發展成熟、

可廣泛實現於社會應用的技術項目，資料來源包括聯

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美國太空總署、OECD、

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等。(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