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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願景，萬人期許，關心你我的未來

萬人願景，萬人期許
關心你我的未來
整理／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高雅玲（MIC）

願景 (Vision)，就像佇立在孤島上的燈塔，恆定的光芒指引著汪洋中的船
隻平安航行。它，不只是一個概念，也是一幅呈現未來形貌的圖畫，感

召著人們一同努力前進，凝聚共識，整合資源。

 探索意向、型塑願景

2006年「2015年臺灣產業與科技整合研究計畫」，

曾尋求國內近五十位於社會、科技、經濟、生態、

政策等各領域產、政、學、研菁英與專家賢達，進

行深度訪談，宏觀地探索未來十年理想中的臺灣社

經環境發展藍圖和實踐方案。

當時，各界紛紛表示未來的產業發展須兼顧經濟成

長、環境永續與社會公義三者均衡發展的共同性原

則，才能符合全民的期待。換言之，在發展經濟的

同時，需考量國家生存需求與臺灣社會的多元特性，

將環境永續與社會公義列為必要條件，明確設定指

標與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推動經濟的發展：

原則一、強調「成長與公義並重」

有鑑於外在環境面臨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的衝擊，

為臺灣帶來如少子高齡、人口組成及產業結構之變

遷等議題，本土失業與貧富不均等現象紛紛浮現。

臺灣未來所發展的產業願景，亟需因應上述變遷加

以調適，且同時建構在經濟成長與人文社會公義的

均衡上，讓全民共享臺灣經濟發展的成果。

原則二、強調「人文與科技結合」

創意的源頭來自於對於文化與土地深刻的熱愛，唯

有重新思考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價值，以人文挹注科

技，以科技實現人文，才能在全球競爭下，以獨特

的文化內涵凸顯臺灣的核心價值與創意研發能耐。

原則三、強調「環境與產業相容」

環境友善與產業發展之間的取捨為上世紀的激辯焦

點，卻是本世紀先進國家的共識。在臺灣，環保議

題雖已獲得社會相當程度的重視，但目前對環保處

理的方式卻未臻成熟，面對歐美先進國家愈趨嚴格

的環保標準，也敦促我國產業之創新與發明，轉化

為競爭力的基石。

 定位自我、期許未來

願景，是大家對於未來共同的想像，經由前述專家

意見所歸納出的經濟發展原則，以及四大轉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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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匯聚出願景的

雛型，接著再輔以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即可瞭解社

會各界如何思考未來，以及各界對於願景的認知與

期待。

因此，2006年時經由 1,000大製造業高階主管、

500大服務業與金融業專業經理人、1,025位政府決

策官員、民意代表、專業人士（醫師、律師等）、

青年意見領袖、學術與研發單位資深研究人員、弱

勢團體代表與其他非營利組織負責人等非產業界人

士，以及 75位在臺外籍主管的問卷調查分析可以發

現（圖 1），整體而言，三成左右受訪者認為臺灣

產業在全球化的發展中，應扮演產業技術領導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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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於掌握最新最完整的市場重要情資及關係網絡經營 
■  有能力聚集與利用全球各地的生產要素與資源（含有形與無形
的物流、金流、人流、資訊流等），滿足跨國市場的交易需求  

■  開創特定領域的產業規格標準，或與製程技術、研發設計相關
的核心知識，並率先投入資源，將核心知識具體實現

■  將既有之技術與材料等，定義出創新應用，並產生後來居上的
技術應用成果   

■  善於應用「非實體要素（如軟體、知識、情資、配方、藝文、
理念、關懷等內涵）」做為獲利的來源

■  有能力促使有形產品設計、無形經營模式、服務內容等之實現，
並產生有別於過往之創新風貌與客戶感受 

■  能回應全球性趨勢議題，率先實踐各種表現在食衣住行育樂等
行為的生活方式 

■  或推廣在地特有之自然條件、人文風俗、歷史傳統與風格意識
等產生的獨特生活方式，吸引不同地區或國家的個人與團體，
重複地蒞臨體驗，甚至進行長短期的生活居留

台泥、聯強國際、統一
食品、正新橡膠、鴻海、
中鼎、創見、遠東、廣
達、儒鴻 ...等

台積電、台達電、上銀
科技、精華光學、友輝、
葡萄王、五鼎、大立
光⋯等

玉山金控、法藍瓷、王
品、聯發科、佳醫、琉
園、雄獅、全家⋯等

巨大機械、統一超商、
誠品集團、特力、悠遊
卡、天仁⋯等

以統籌調度全球 /區域市場之間的資源流動能耐，躋身全球 /區域
價值鏈的重要成員之一

以技術創新優勢，提升獲利能力，獲取外界爭取授權、合作或仿
效，帶動產業附加價值提升

擁有將關鍵「非實體要素」重複應用於相關活動與關聯性產業之
能耐，進而擴大影響力

以能長期改變個人或團體對時間、精力、金錢等資源支配使用方
式之巨大影響力，建構難以被模仿與替代的複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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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臺灣產業發展願景路線之內涵與價值

圖 1.臺灣產業願景路線之未來發展偏好調查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3年 11月

資料來源：2015年臺灣產業與科技整合研究計畫，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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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超過兩成五的受訪者則認為應以全球資源整合

者為優先；然而，在軟性經濟創意者與生活型態先

驅者部分，也各有兩成左右的支持者。

從另一角度來看，36歲以上的受訪者偏好未來應朝

向產業技術領導者發展，但 35歲以下的受訪者則認

為臺灣未來應成為全球資源整合者；另一方面，產

業界人士較著重於產業技術領導者、全球資源整合

者兩種願景路線；而非產業界人士則相對較關心軟

性經濟創意者、生活型態先驅者兩種願景路線。外

籍人士則認為臺灣未來有成為全球資源整合者與生

活型態先驅者的契機與能耐。

上述調查結果反映出不同專業人士或族群對於本身

所處環境或產業發展軌跡、潛能認知上的差異外，

也顯示臺灣社會對未來發展並沒有「定於一尊」的

願景路線，不同社會族群對發展路徑各自存在有不

同偏好的取向。

歷經五年的時間，2011年行政院所核定頒布的「產

業發展綱領」中，亦清楚揭示了臺灣產業未來十年

的發展策略方向，指出「在提升產業附加價值與國

際競爭力下，未來將朝向『全球資源整合者』、『產

業技術領導者』以及『軟性經濟創意者』發展」，

顯現本計劃所擬定的願景路線已成為指引臺灣未來

十年的產業發展的策略與共識。

接著，為瞭解社會各界對於願景路線的認知與期許

是否有所改變，「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於

2013年舉行「萬人願景大調查」活動，並邀請 2025

年未來的社會中堅──現在的青年族群代表，號召

青年族群一同表達各自對於未來願景的想法。同時，

透過本次問卷調查活動亦真實反映出各界的諸多關

懷與期盼，在不受資源條件的侷限下，大家認為「臺

灣最應該優先做的事情是什麼？」。

 萬方期待、萬則建言

「未來 10年內，臺灣的產業發展會是什麼光景？會

不會有全球領先的技術？會不會是運籌全球資源的

力實踐全球資源整合者願景路線。

多數人未來希望能在「生活型態先驅者」

願景路線中一展長才

由圖 3的結果可知，多數填答者希望能透過自身學

歷、能力與專長的投入，參與生活型態先驅者願景

之實現。換句話說，若企業能發展出回應重大趨勢

議題之產品、服務或技術，並結合在地特有之自然

條件、人文風俗、歷史傳統與風格意識等產生的獨

特生活方式，從中發掘出創新的商品與服務模式，

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與行為，則可吸引更多人參與

並投入相關事業。

值得留意的是，在兩萬多份回覆的有效問卷中，約

莫九千餘份問卷表達了人們對於政府應該優先進行

何事之看法，甚或提出六大、十大建言者亦所在多

有。整體來看，以社會與經濟相關的建言居多，科

技次之，環境保護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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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別是「送書到柬埔寨」活動發起人許祐群、比利時國際木琴大賽首獎得主高瀚
諺、香港國際美食大獎銀牌得主張育睿、克羅埃西亞１分鐘國際影展首獎得主林軍凱

圖 2.臺灣產業應努力的願景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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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心？能否擁有能引領世界潮流的文創軟實

力？或是成為發展亞洲時尚風貌的驅動引擎？⋯」

透過逾2萬份（學生10,254份，社會人士10,338份，

共 20,592份）有效問卷的結果，得到以下發現。

仍為願景路線的價值主流

整體來看，各願景路線分別約有兩成多的人認為應

該要優先投入，亦即沒有單一的願景路線成為主流

價值，臺灣社會的多元性歷經六年的沉澱，多元化

發展仍然是唯一的共識。

但若更進一步細究其中，則會發現社會人士對於全

球資源整合者與軟性經濟創意者願景路線的偏好稍

高，青年學子則重軟性經濟創意之願景路線的推動。

此結果除顯示世代之間的偏好略有差異外，也代表

社會人士對於臺灣島國體質的發展，在全球化、國

際化方面的體認更為深刻，因此認為未來應積極努

「沒有單一取向」的多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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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超過兩成五的受訪者則認為應以全球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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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產業技術領導者發展，但 35歲以下的受訪者則認

為臺灣未來應成為全球資源整合者；另一方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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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

在社會類的建言當中，人們所關心的議題包括社會

公平與正義、生活環境的基礎建設、就業環境與結

構、在地文化與創意的發揮、教育與人才培育問題、

媒體傳播等六大類。其中，許多人關心產業人才的

課題，希望能「提高臺灣人才的能見度，不再認同

『品質好、卻便宜勞動力』」，同時「調整勞工薪

資至合理水平，改善工時及工作環境，鼓勵創新發

展」、「重整教學資源，重視技職教育，落實實務

及理論兼具的教學」、「重視品格道德教育」等。

同時，在此次調查中約有近百則的建言論及「傳播

媒體」，包括：「整頓媒體，不要讓媒體無限上綱」、

「提升媒體資訊提供的品質，因為攸關生活觀念、

社會風氣與道德觀」、「加強國際觀新聞、創新設計、

環境保育、公益、時尚等與貼近日常生活且實用的

新聞，並減少關注藝人身材、緋聞、某知名人物今

天吃了什麼、網路鄉民的玩笑話語等無意義類報

導」。由這些建言中可知，人們對於大眾媒體所應

肩負起的社會責任，其實有更多的期待，若能多增

加國際新聞，培養人民國際觀，報導社會良善、正

面的新聞，樹立清新中立的媒體環境，增加知識性、

人文、教育等節目內容，或可為臺灣社會凝聚出正

向積極的社會氛圍。

二、科技：

在科技發展方面，則是提出政策引導、獎勵研發、

培育研發技術人力等方面之建言。許多人認為政府

應該「規劃產業發展，創新前瞻技術研發」、「紮

根本土技術，放眼國際舞臺」、「多培育青年技術

人才」、「整合各大廠商及學術研究之研發及行銷

資源，搭配專業的專利能力，結合研發、行銷、專

利三大部分，讓臺灣的技術研發不再只是做白工」、

「大力扶植科技產業，以對抗外國產業的競爭，協

助產業轉型，以技術為導向，支援更多的資源，發

展更先進的科技跟技術，以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為目

標」、「多補助企業、鼓勵研發，避免大企業一直

出走」等。

三、經濟：

在經濟類的建言當中，多論及產業轉型與升級、優

化投資環境、對國際開放與接軌，以及金融稅制改

革等議題。許多人認為應積極輔導與協助產業轉型，

照顧傳統產業，扶持新興產業發展，如生技、觀光、

農業、軟體產業、高科技產業、醫療服務等。

許多填答者表示，經濟與產業發展應以中長期規劃

之觀點，並期待政府傾聽民意，有整體性的產經政

策，因此不乏「要有世界觀，要長期、全面思考和

計畫，不可短視近利」、「要有永續經營的前瞻性

作法與百年之策」、「持開放態度，勿過度干涉與

保護，汰弱留強」、「推動資源整合，先扶持重點

產業」、「改善公共建設及政策，讓產業有更好的

生存環境」、「綠化臺灣產業以及增加工業附加價

值，與德國看齊」等之類的建言。

四、環境：

在環境類的建言中，多數民眾關心新能源、核能、

生態環境，希望政府能積極推動與發展再生能源，

投入太陽能、風力等新興能源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並且推動全面性的城市綠化、節能減碳生活，進行

汙染整治與環境生態重建等推廣，而在核能方面，

則是呈現兩極化的意見。

因此，填答者提出「倡導綠能跟慢活」、「國土水

土保持，多造林，少伐樹，增加無紙化普及率至

75%」、「臺灣禁止嚼檳螂可以嗎？」、「在做好

環境保護的前題下，鼓勵產業創新開發新節能減碳

技術」、「建立完整國土規劃，使臺灣好山好水得

以保存，吸引國外人士」等呼籲。

五、政治：

最後，對於政治方面的建言則有關政府效能、司法

正義、政府組織與制度、朝野運作等。不乏表達「終

止政黨惡鬥，傾聽人民聲音，做出回應」、「希望

政府在訂定決策前讓資訊透明化，多讓民眾了解政

策的方向與細節，並多做評估，施政後的檢討報告

也請提出方案稍做改正」、「減少貪汙敗壞，增加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並提高形象」、「公務人員淘

汰制、整肅失職甚至不法官員」、「除了藍綠，這

世界還有黑跟白存在，別忘了 !」、「停止內部爭鬥，

以前瞻觀點規劃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等。

綜上所述，儘管國際環境局勢前景不明，國內政黨

紛爭不斷，公安與食安問題頻傳，多數人對未來仍

然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並且開始沉澱與省思，熱

切地期盼未來能有所改變，並由衷地提出建言，實

為臺灣社會難能可貴之處。然而，要再現社會活力、

振興產業，欠缺共識猶不可行，當各界殷殷期盼政

府要有大格局、大開放、大整合的革新思維的同時，

社會的自覺與自省亦為實踐願景的前提之一，欲創

造更美好的將來，仍須各界共同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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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推動全面性的城市綠化、節能減碳生活，進行

汙染整治與環境生態重建等推廣，而在核能方面，

則是呈現兩極化的意見。

因此，填答者提出「倡導綠能跟慢活」、「國土水

土保持，多造林，少伐樹，增加無紙化普及率至

75%」、「臺灣禁止嚼檳螂可以嗎？」、「在做好

環境保護的前題下，鼓勵產業創新開發新節能減碳

技術」、「建立完整國土規劃，使臺灣好山好水得

以保存，吸引國外人士」等呼籲。

五、政治：

最後，對於政治方面的建言則有關政府效能、司法

正義、政府組織與制度、朝野運作等。不乏表達「終

止政黨惡鬥，傾聽人民聲音，做出回應」、「希望

政府在訂定決策前讓資訊透明化，多讓民眾了解政

策的方向與細節，並多做評估，施政後的檢討報告

也請提出方案稍做改正」、「減少貪汙敗壞，增加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並提高形象」、「公務人員淘

汰制、整肅失職甚至不法官員」、「除了藍綠，這

世界還有黑跟白存在，別忘了 !」、「停止內部爭鬥，

以前瞻觀點規劃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等。

綜上所述，儘管國際環境局勢前景不明，國內政黨

紛爭不斷，公安與食安問題頻傳，多數人對未來仍

然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並且開始沉澱與省思，熱

切地期盼未來能有所改變，並由衷地提出建言，實

為臺灣社會難能可貴之處。然而，要再現社會活力、

振興產業，欠缺共識猶不可行，當各界殷殷期盼政

府要有大格局、大開放、大整合的革新思維的同時，

社會的自覺與自省亦為實踐願景的前提之一，欲創

造更美好的將來，仍須各界共同齊心努力。

大活動 BIG EVENT

B
IG

 EVENT
萬人願景，萬人期許，關心你我的未來

現今社會人士對於全球資源整合者與軟性經濟創意者願景路線

的偏好稍高，青年學子則重軟性經濟創意之願景路線的推動。

儘管國際環境局勢前景不明，國內政黨紛爭不斷，公安與食安

問題頻傳，多數人對未來仍然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並且開始

沉澱與省思，熱切地期盼未來能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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