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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IBM、Philips等國際巨頭又談論起物聯網(IoT)這個話題，一個是推展機器學習至雲端、物聯網之中[1]，另一個則是城市用的智慧照明方案[2]，論科技進展固然是令人興奮，但也令人省思台灣在物聯網、互聯網+的浪潮中何去何從。






物聯網的概念早在2000年左右時就浮出水面，而互聯網+概念自2015年至今仍在中國大陸方興未艾。比起情況尚未明朗的台灣，對岸的互聯網+創業潮則看得令人目不暇給。在鼎盛時期中，各式各樣的互聯網產品挾天文數字般的投資，宛若雨後春筍一般滋長。中關村「創業一條街」中充斥著隨身一台MacBook、行頭齊全的年輕人，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講解概念產品來吸引滿座的投資者。或許人人都感受到了泡沫，但願賭之人仍前仆後繼地投入互聯網+的練蠱皿之中。








	
	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的紅黃之爭











近幾個月最火熱的莫過於滿街跑的「共享單車」[3]，Mobike、ofo等品牌推出後短短數月內就蔓延到各大城市，其後流動著C輪融資後破億美金的投資額，然而支撐其成功的要素「移動支付」即使廣為中國民眾所用，但在咱台灣卻顯得分外陌生。





身為軟體公司，我們在2010年前就對物聯網、互聯網+有許多的想法，也創造了在兩岸擁有數十項專利的物聯網平台，嘗試上文提及的「以平台帶領硬體」路線。這個抱負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願此故事或可為火炬，望有識之士們能藉之思考如何突破現今困境。








關於本文的撰寫初衷，還有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能獲得的資訊可以用「雨林垂直結構」來比喻，頂端的樹冠層和突出層(大廠們)把陽光都遮住了，讓我們只能透過狹小的縫隙猜測其下(中小企業界)的情況。這篇文章就是想讓大家了解中小企業的情況如何。





物聯網缺乏標準化





即使是今日，無論是從軟體或是硬體的角度來看，物聯網還是在戰國時代。一進場，你就發現有Bluetooth LE、ZigBee、Z-Wave、Thread[4]等數種主流通訊協定，各有各的優缺點和擁護者，其中不乏Cisco、Logitech、Samsung等代表性企業。即使你選邊站，還會發現各廠商在規範定義不清之處自由發揮，例如自行加密通訊，使不同廠牌的硬體彼此不相容(即使用的是同樣的協定)。再者，缺乏標準化的負面影響遠不只使物聯網發展緩慢，同時還可能引發安全性問題和開發上的種種意外情況，讓商業化成為極為困難的任務。[5]









平心而論，因為投資報酬率幾乎無法計算，唯有財力雄厚且願意長期燒錢的企業才能玩得起這個遊戲。舉智慧家庭為例， Apple HomeKit、Google Home、Amazon
Echo三個生態系各舉大旗，一樣給了硬體廠商選邊站的難題。[6]何況語音技術領域本身具有門檻，又需半導體廠推出相容的晶片，不但前期研發成本高，更難以估計出貨量和獲利。因此在消費者市場中，所有小玩家隨時都面對著瞬間失去優勢或血本無歸的壓力。






大量的偽需求





無論是物聯網或是互聯網+，消費者市場都是個謎。人人都說自己有殺手級應用，99%還沒見著終點線就倒下。事實是消費者市場反應冷淡，近年只有Nest
Labs明星產品「智慧自動調溫器」[7]等少數範例──他可以讓使用者遠端調控室內溫度，甚至能藉著分析數據來自動調溫。然而隨著於2015年被Google收購後，Google
Home的推出、人才流失和缺乏下一個明星產品等因素都困擾著這家公司──這再再說明了即使是一流的企業，也難以催生成功的物聯網產品。





	
	Nest Learning Thermostat











Nest起碼做到了初步的「智慧」，也就是收集、分析和學習數據的能力，然而市面上太多號稱智慧的物聯網產品實質上只是做到了由使用者定義的自動化。現階段物聯網所需的基礎建設、標準化、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尚未完全成熟，但有朝一日若軟體、硬體、AI三者能彼此有效搭配，就是物聯網大舉進入消費者市場的時候。(但要準確預測時間點則非常困難)






整合困難








整合遠不只是軟體和硬體的配合，對於我國中小企業來說，合作模式上一樣有其挑戰。回顧合作或商談過的硬體廠商，各自的本業五花八門：IC設計、電子零件設計/製造、電信器材批發、電子製造、傳統產業等等，其中幾家還是上市公司。














雖說大家有興趣做出產品，但導入物聯網或互聯網+的影響往往超乎想像，從而讓合作的腳步變得遲緩，最終難逃不了了之的命運。以下我來列舉幾點個人的觀察：




	隔行如隔山：我國電子工業和製造業為龍頭產業，具備充足的資源和資金，其中不乏願意一試的公司。然而他們對於軟體的瞭解十分有限，因此會希望軟體廠商把所有的事情「包到好」，最好不要花太多成本就能整出個產品試試水溫。然而對於軟體廠商而言，研發所需的時間、人力都是成本，因此一旦對方開頭不願付NRE(一次性工程費用)，案子告吹的機率非常高。
	多角關係：理想情況是參與方越少越好，但實情上是軟硬整合的影響層面十分廣泛。以物聯網產品舉例，比如說你擁有軟體技術，首先你需要整合成通訊模組，然後再加上提供Bluetooth或ZigBee等模組的廠商──加上主導的廠商，少說就有四方參與其中，光是溝通協調就是個難題。況且硬體廠對於成本極度敏感，對於這類冒險性質的專案，量無法保證就不願多談，令合作難度大幅提升。


	
	時下如AWS、Google Cloud Platform、Microsoft Azure都能提供物美價廉的雲端服務，但其中的know-how對於某些人可能很簡單，對某些人卻是無暇或無法理解。


	雲端費用：即使過了前期難關，開發出了能展示的原型產品，但提出雲端服務費用時又會讓對方眉頭一皺。眾所皆知，雲端服務需要伺服器方能運營，所以是持續性的支出。即使我們有誠意免費搭建並維護服務一小段時間，最終還是要有人出錢。接下來是要訂立合約或合開一家公司呢？在看似嚇人的長期支出(其實不是什麼大錢)加上產品獲利能力不明的情況下，不免令主導廠商萌生退意。
	供應鏈思維：我國硬體廠商不少都是以代工事業為主，因此他們看待這類互聯網/物聯網產品的角度是「我的客戶們會不會想要」。的確，客戶都是國際品牌，也或許對這類新潮產品有興趣，但一來他們的IT可能已經外包給了位於的印度科技顧問公司(全球趨勢)；二來軟硬體協同開發是需要長期投入的工作，一旦他們對產品提出更多需求，就需要資金才能持續下去。此時若主導的硬體廠商不願意加大投入，一樣會以失敗告終。



回顧那些年，雖說我們投入著實不少，但起碼是當副業來經營，進可攻，退可守。如果是在台灣以物聯網、互聯網+應用為主來經營事業，真無法想像壓力會有多大。




失衡的產業





產業過「硬」數十載讓台灣缺乏軟實力， 從software的軟體到人文的軟實力皆同，如今更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以軟體能力來說，不懂軟體卻手握資源的公司仍是我國的經濟命脈。我們不缺硬體的技術優勢，但在雲端、互聯網乃至物聯網的時代之中，軟體則是阻止產業轉型的最大障礙。










	
	許多市面上常見的消費性產品都和我國發達的電子製造業脫不了關係







也許各大企業已有所布局，但我深信顛覆性創新會源自為數眾多、相對不引人注目的中小企業和新創團隊，而非體制健全卻靈活不足的大型公司。[8]舉個例子，你還記得Google崛起之前大家在用什麼搜尋引擎嗎？1998年時，美國人都知道Yahoo、Lycos和AltaVista[9]等網站，卻不知Menlo
Park某個車庫中正孕育著翻天覆地的Google。當時，大家還以為這幾家會繼續統治未來的市場。






但若是我國企業都不瞭解互聯網+和物聯網的精髓所在，仍堅持專精於研究技術和硬體，符合大家期望的轉型和創新就很難發生。 簡言之：孩子的教育不能等，產業的教育也不能等。






結論





台灣中小企業界內促成物聯網/互聯網+創新絕非易事。總結來說，一來在台灣擁有相關軟體技術的廠商稀少；二來最有資源的主導硬體廠商(需求方)因為不瞭解軟體，容易低估開發成本；三來，主導廠商態度搖擺之下，負責整合的軟體廠商和關鍵元件廠商壓力就會十分龐大。正所謂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無人做。






如果我們更深入問題核心，大廠心態無非是「等市場上有好例子，我再來依樣畫葫蘆」，而非深研品牌和研究互聯網+中最為關鍵的商業模式(就如共享單車)。所以由硬體廠商來帶領產業轉型，現階段可謂舉步維艱。





	
	對於以使用者出發的互聯網/物聯網產品來說，商業模式是關鍵的一塊拼圖。







台灣多方條件不如廣闊的中國大陸市場，無法複製其激進的互聯網+路線，相形之下不免有人妄自菲薄。但我當初看到台灣所具備的好條件，如今依然存在：完整的供應鏈和傑出的技術能力。台灣一個蕞爾小島上擁有的硬體資源，舉凡晶片和代工經驗，遠比世界任何地方來得豐富──卻印證了物極必反的常理，使得軟體和互聯網思維成了抬不起的轎，令人唏噓不已。






再來談物聯網，雖然消費者市場渾沌不明，我卻認為在產業應用上卻大有可為，例如工業物聯網(IIoT)可利用各式感應器、偵測器來收集生產中的各式數據，促成工業自動化、產品加值、降低風險等等[10]。我國硬體資源充足且製造業發達，正是適合孵育工業物聯網應用的好地方，未來若是有成功案例更可進一步出口技術，未嘗不是條理想的出路。

















最後的最後，我呼籲台灣產業需要一場徹底的思維革命。我們需要說服手握人才、資源和資金的廣大硬體廠商們開始注意軟體、互聯網+和物聯網，開始勇敢的挑戰自我並以創投支持互聯網創業團隊。我們的政府需要強力輔導產業轉型，放寬制度上和法規上的諸多限制[11]，並實施針對性的產官學結合，培養出新時代需要的技術、軟體以及國際行銷專才。如同我上一篇評論所說的：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勇敢的向「以軟帶硬」邁進，方能為福爾摩沙開創嶄新的局面。






後記





互聯網+創業雖然在中國如火如荼，其後堆積的泡沫和失敗案例卻是同樣的普遍。就如眾人稱羨的美國新創圈，一樣有手握大筆融資卻大走迷蹤步的MagicLeap[12]，與預購金額達3千4百萬美金，最近卻宣布倒閉的攝影無人機Lily[13]。





	
	即使MagicLeap現在擁有的技術無法達到影片中的水準，但他們深知宣傳是必備的「鋪路」手段







姑且不論技術層面的創新，我想來討論他們在產品尚未成熟時驚人的「包裝」能力，竟能使未成熟產品吸引如此多的投資和注意力。同理可證，假如台灣主流產業要轉型或走向品牌之路，UI/UX設計、國際行銷、語文能力、跨文化素養等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硬體非常講究規格，但從使用者出發的雲端服務和軟體講究的則是遠不只技術，更有「人文」和「溝通」。



想了解大廠們的人文和溝通能力，不妨從官方網站的小地方看起。某些大廠網站最下面的copyright還停留在2010年呢。








	
	撰文者：董威言
棣南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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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PDF，自己改！但你知道怎麼改也很重要嗎？且看我們的【PDF自救指南#1】編輯PDF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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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的科技之島台灣，為何軟體總是欲振乏力？請收看我們總經理的「台灣軟體人看世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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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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文電通的事務所 All Right Reserved. 

	Designed by Arlina Design  | Distributed By Gooyaabi Templates






















趕快，沒剩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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