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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際軟體巨擘Oracle傳出將撤掉北京的R&D團隊[i]，而Adobe也在2014年9月裁了北京的開發團隊[ii]。你是否還記得Adobe於 2012年底關閉台灣分公司的新聞[iii]？外商說撤就撤的「霸氣」一來令人望之興歎，二來卻也能讓我們反思我們的環境之於軟體的關係。







打個比方，最近爆紅的遊戲「返校」是軟體；打遍天下無敵手的AI圍棋神手AlphaGo是軟體；去年世界最紅的手遊Pokémon Go也是軟體；手機拍照後用來修圖、上濾鏡的app一樣是軟體。近來流行的任何話題，從3D列印、雲端運算、物聯網、大數據、共享經濟(例如Uber)到VR、AR、人工智慧，全部都需要依靠軟體才能實現。Uber的例子就非常經典：一個一台車都沒有的公司，卻利用軟體+汽車吸引了天文數字的投資。



 

	
	國產遊戲「返校」以戒嚴時代為主題，引發廣泛討論









回來探討我們的「環境」。宏碁前執行長Gianfranco Lanci於2011年接受專訪，表示台灣缺乏軟體實力的一席話言猶在耳[iv]，難道時至2017仍然沒長進？這樣固然斷章取義，但筆者有些見解想與大家分享。以下論點不見得有資料佐證，而只是我在軟體業工作多年的個人觀察。














  
	台灣產業結構： 經濟部公布的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將「金屬機械工業」、「資訊電子工業」、「化學工業」、「民生工業」列為產業重點發展項目，策略適用對象則為「製造業及相關服務業」[v]，由此不難看出我國的產品結構為何。我們擁有極為成功的高科技產業與電子工業，於80年代曾經創造經濟奇蹟，相關的進出口國際貿易至今仍然是國家經濟的命脈。產業結構如此，軟體自然沒有地位──政府不重視，沒人認為能賺得到錢，然後也確實難賺錢。一言以蔽之，軟體業就是在主流產業的狹縫中求生存，或為系統整合，或為客製化開發，本身生存就已不易，更別說能上升到國際的舞台。

	

品牌思維：台灣電子工業多採用ODM模式，但大部分利潤都進了外國品牌商的口袋，你手中拿的iPhone就是個經典案例。誠然，做代工只需要保證品質、交期與出貨量，而不必承擔第一線的責任，比如宣傳成本、經銷商管理、消費者客服等等，但這個好賺錢的榮景已經逐漸消逝。大至川普主張的製造業回美、紅色供應鏈崛起，小至核心幹部遭外商挖角，這些事件一再挑動我們固有的產業優勢。或許不是所有的產品都適合做品牌(如半導體、軸承等)，但我可以舉我們一個客戶為例子：他們一開始是專做電子連接器的廠商，可是老闆卻早早就看到經營品牌的重要性，逐漸建立保養品、系統整合與iPhone周邊配件相關的自有品牌，拒絕獨守一窟。就我來看，這未嘗不是一個理想的產業轉型範例。
		
	補習班





 


理組掛帥：台灣產業「硬」了太久，其影響甚至深入教育，扼殺了尚為根苗的品牌人才。我曾經也是個白天上學、晚上補習班報到的高中生，補習班老師在我高一升高二之屆不斷重複的話，至今讓我難以忘懷：「文組將來一定是窮光蛋，理組才能保障你的未來，進醫科或當工程師收入才高。」第三類組讀了兩年後，我終於領悟到我不是工程師的料，最終指考時放棄了理組科目，選擇跨考──結果兩年沒碰的地理、歷史成績還在頂標之上。確實，台灣的文組生畢業後大多收入不及理組生，但經營品牌需要的人才恰恰是文組生。國學素養、文化認知、寫作能力、創意思維、比對論證、美學知識，這些「軟能力」卻向來受產業漠視，也不願給予優渥的薪水。(註：感謝網友指正，此處的軟能力並非代表軟體，而是相對於專業知識、技能這類「硬」能力的另一面，指人的文化涵養程度。舉例：前面提到的遊戲「返校」若無這種軟能力為底，而只是一群只知道怎麼寫程式的人來做，是不會如此引人入勝的。)






“It is in Apple’s DNA that technology alone is not enough—it’s technology married with liberal arts, married with the humanities, that yields us the results that make our heart sing.” -Steve Jobs[vi]

	

斗膽試翻其中一段，「只靠科技是不夠的──與人文和藝術結合的科技，才能創造令人雀躍的結果。」Steve Jobs是傑出的工程師嗎？他不是，但他曾創造世上數一數二成功的產品。寫故事的人、設計文宣的人、定義品牌的人，屬於文組。但請瞭解：這一席話並不是指謫理組人無人文素養，而是產業中該做這些事的人該是文組出身。這群人為何無法為產業轉型貢獻能量，則是開放性的問題。




盜版：根據BSA於2016年的研究，仍有高達36%的台灣電腦用戶使用高資安風險的未經授權軟體，而亞太區的未經授權軟體使用率為全球之冠，達61%[vii]。盜版是惡性循環，是軟體開發者們的輪迴之苦。全世界大部分的軟體資源都集中在北美，而無獨有偶，北美的盜版率是世界最低的17%，但其商業總值仍高達近100億美元。這其中邏輯關連可說老嫗能解：消費者付錢，開發者賺錢。開發者賺錢，就能投資於保持自己產品與市場上的優勢，所以北美至今仍是軟體業的全球霸主。當軟體開發者跟最挺開發者的消費者都在同個地方，你可以想像無人能撼動這個優勢。


		
	BSA宣傳海報







亞太不乏能開發出優秀軟體的人才與積極的創業者。他們或許有機會成為最靠近你我身邊的開發者，給予您親切的本土服務，甚至和國際的廠商抗衡，成為令國人感到驕傲的品牌。盜版，可以在這一切發生前摧毀他們。(註：尤以工具、生產力型軟體為甚)






	

印度崛起：回到一開頭的Oracle撤裁中國開發部門，試問：如果事業賺錢且亟需持續研發，為何要撤？ 2014年 Adobe關閉北京開發部門的事件一樣惹人注目，而這兩者的原因很可能是相同的。國際軟體業的趨勢是向印度靠攏，因為那邊充斥著相對其他國家廉價的軟體工程師，又加上語言優勢，給了軟體公司很好的動機。根據業內情報，Adobe目前的核心開發工作就是由美國與印度兩方共同承擔；反觀中國，雖然市場巨大卻盜版氾濫、政治複雜，更排斥任何不願受監管的境外雲端服務，逐漸不是外國軟體商能安居樂業的環境了。我預測印度今後應會持續在全球軟體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你或許不知道印裔美國人在矽谷的影響力，我來提起三個名字吧： Microsoft現任CEO──Nadella、Google現任CEO──Pichai、Adobe現任CEO──Narayen，他們只是冰山的耀眼一角[viii]。	
	印度裔美商CEO，最右是PepsiCo的CEO








結論






以我身為業界人士的角度來看，台灣已經錯過了開發國際品牌軟體的最佳時機，但這不完全是我們的錯。我國的IT環境在90年代起即差之美國千里，再加上語言障礙、本土市場小、正版觀念貧乏、產業結構等緣故，即使有心人也難展鴻鵠之志。近年各式新潮科技風起雲湧，有識之士皆知一個能黏住用戶的大平台才是成功關鍵，例如遊戲軟體影音串流平台Twitch；又或是精研新興技術並跨足嶄新領域，例如結合人工智慧和跨螢行銷的Appier。再考慮到同為使用中文的廣大中國大陸市場，不能說台灣軟體是毫無機會。但這機會該如何把握，上至國家政策、人文素養提升，下至領導者、創業者的視野和決心，皆是重中之重。




 軟體在台灣向來不是受人重視的產業，但面臨現今的轉型困境，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發覺以硬體結合軟體、系統或平台才能產生加值效應，不但給客戶全新的體驗，也能於競爭白熱化中市場中另闢蹊徑。台灣擁有高超的硬體製造能力，各式產品屢現於世界舞台，我相信只要配上好設計、軟體加值和正確的品牌經營，一定是條可行的出路。即使現在的情況多少有些積重難返，我們要抱持希望，堅定的往「軟體(平台)帶領硬體」和「軟體加值」的新方向前進。







 好文共賞：

1. 「台灣真的適合發展軟體業嗎？下一個機會在哪裡？」 -ALPHA Camp

2. 「Founder Space創辦人Steven Hoffman：唯一能阻礙台灣新創前進的，只有台灣自己」 - Meet創業小聚

3. 「引進印度軟體人才的省思--談台灣資訊軟體人才問題」 - 點空間







	
	撰文者：董威言

棣南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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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軟體人看世界 #2】寶島的物聯/互聯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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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如何編輯PDF檔案呢？又該注意甚麼事情？文電通團隊又一力作：


【PDF自救指南#1】招搖出世！




	
	
文電通團隊耗時一個月，以血淚繪出的視覺圖表企劃「關鍵職場文書第四力：PDF！」




	



	我們有圖，更有深度解析文！「PDF的獨特之處在哪兒？給初學者的基本觀念」就是你最好的PDF入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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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Unknown2017年2月10日 中午12:43
講了一大篇，卻只跟核心問題擦肩而過！
作者不知道是詞不達意，還是一知半解， 其實問題就是沒有足夠的人才投入這一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優秀人才的投入！ 

還是那句話，優秀人才都被電子代工業吸光了， 影響所及不是只有軟體業而已。 其中尤以台積電更是超級黑洞。
回覆刪除
回覆




	
阿文哥2017年2月10日 下午1:23
沒錯，這問題從各行各業來看都有不同解讀的！我們一個成立超過20幾年的軟體公司，又焉不知在90年代時軟體人才有多難招，因為他們都會選擇當時非常賺錢的主流產業。但若是以宏觀角度來看，為何沒有足夠人才？又為何沒有優秀人才？其實都與我國產業失衡有相依附的關係。文中第一個觀察點講更白了：硬體狹縫中生存的軟體業既不賺錢，又怎麼能催生人才呢？這是我的小小淺見。
刪除
回覆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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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臺灣，我們是一群業界熱血份子，立志將PDF帶進大家的生活之中。生活中或工作中碰到PDF有關的各種問題，找我們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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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懂關鍵職場文書第四力：PDF

  你只知道Word、Excel、PPT這些常用的格式嗎？看完這幾張圖，瞭解PDF的過人之處，以及如何加強自己的職場文書能力。  






	







【PDF自救指南#1】如何編輯PDF文件？

      只要提到PDF這個格式，最容易碰到的問題莫過於「怎麼編輯PDF」了！我們深知大家心中這長久以來的痛，所以特別將整個流程繪成了完整的自救指南，希望能幫得上你喔！  






	







【PDF自救指南#2】審閱無紙化完全攻略

      隨著環保意識日益高漲，每天消耗大量紙張的你，是否覺得有點心虛？好消息！只要用電子格式的PDF，不但能簡化工作流程，更能促成「辦公無紙化」~推薦給您【審閱無紙化完全攻略】，大家一起愛地球！    






	







PDF的獨特之處在哪兒？給初學者的基本觀念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 ) 擁有多樣化的 特質 ，但一般人卻會以為那些只是這個格式的功能。你知道嗎？實情比你想像中細緻的多。當這些特質齊聚一堂，我們可以說，他們共同型塑了一種兼具靈活性與功能性的格式，永久地改變了「電子文件」的定義。    






	







【台灣軟體人看世界 #1】少了軟體的科技之島

     近日，國際軟體巨擘 Oracle 傳出將撤掉北京的 R&D 團隊 [i] ，而 Adobe 也 在 2014 年 9 月裁了北京的開發團隊 [ii] 。你是否還記得 Adobe 於  2012 年底關閉台灣分公司的新聞 [iii] ？外商說撤就撤的「霸氣」一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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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如何用別的PDF瀏覽器取代Microsoft Edge？

   每當我們啟用新的 Windows 電腦，都會發現預設的 PDF 瀏覽器是 IE 的後繼者── Edge ，同時也是主流瀏覽器中聲勢最弱的一個。當 Google 的 Chrome 和 Mozilla 的 Firefox 激烈搶食市佔率的同時， Edge 看起來就像個沒有富爸爸...






	







我是新手，要怎麼隱藏PDF上面的敏感資訊？

   任何在工作中有接觸公司文件的人都知道，有些資訊就是不該給外面的人看到。話雖如此，我們偶爾可能還是會有需要列印出來，或是傳送檔案給協力廠商、合作夥伴，這時候就必須將最敏感的名字、日期、金額、地點等等抹除掉，來保障資訊安全。    






	







【公告】棣南正式更名英文品牌為Right PDF

想必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嶄新的 官方網站 ，以及軟體中眾多重新設計後的圖示吧？這篇文章將會幫助大家瞭解這一次品牌更名政策的影響範圍與來龍去脈。






	







[懶人包]搜尋PDF檔案及內文

           你知道除了搜尋內文之外，還可以用關鍵字找資料夾中一海票的PDF文件嗎？    






	







真的可以破解有密碼保護的PDF嗎？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個真實世界的案例：你以前為一個 PDF 檔案設定了密碼，但是當時卻沒有記錄下來，或是久而久之自動被丟進了記憶之中的資源回收桶，如今你開啟了他，卻只能和「請輸入密碼」的對話方塊大眼瞪小眼？這個時候，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解決就是在網路上尋找免費移除密碼的工具，然後  …






	







【文電通小講堂】PDF是什麼？他能為我辦到什麼事？

      你知道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光是在美國就有 34% 的上班族在家工作 嗎？如果您是遠端辦公的一員，大概知道 PDF 是我們想要快速、精確地分享資訊的時候，最理想的文件格式選擇。但即使知道 PDF 是個幾乎無所不能的工具，我們大概還是會不禁納悶：「 PDF 是啥米碗糕？」、...






	







買了軟體，就可以永遠用下去嗎？Adobe不這麼想

    國人對軟體的傳統想法還可能停留在「永久授權」，也就是買了之後可以永遠地用下去，然而面臨「訂閱軟體」近年爆發性成長的浪潮，這種思維模式益發地受到了挑戰。    






	







讓PDF文件「可被搜尋」是什麼意思？

    PDF 在我們生活中已是個常態性的存在，但 PDF 文件其實也分為兩種： 不可搜尋的圖片 PDF ，和 可搜尋的文件 PDF 。    






	







大家都會合併文件，然後呢？其實你還需要統整功能

假如你工作中常接觸到電子檔案，合併所有文件為PDF是有如常識一般的功能。為什麼要合併為一個PDF文件呢？對於需要工作中常碰到各式文件格式的人來說，手上就可能有Word、Excel、PPT、PDF、照片、文字檔等，不合併起來再寄出簡直是人神共憤！






	







小心！線上轉換文件有風險

    近年，因網路速度與基礎設施逐漸完善，發展PDF網路應用這一塊的開發者如同過江之鯽。但遺憾的是── 並非每個開發者都會保護您的隱私 ，上傳的文件最終到了何處也成了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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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沒剩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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