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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你準備好
對於專業的認知

• 面對未來你準備好了嗎?
– 先見力先見力
– 構思力

議論力– 議論力
– 矛盾適應力

• 我們所能倚賴的，只有自己
• 不可糊里糊塗的妥協 -松下幸之助• 不可糊里糊塗的妥協 -松下幸之助
• 專業是你唯一的生存之道 -大前研一



在人們重新認識自我市場價值的過程中
你夠專業嗎?

• 在人們重新認識自我市場價值的過程中，
專業是具有正面導向的一個指標。

• 它像加壓器一般，讓人在網更高領域發展
時 激勵自己不斷努力。時，激勵自己不斷努力。



就學階段
• 工程數學

電路學

就業階段
• 工程師

• 電路學
• 訊號處理
• 高階程式語言

– 半導體
– 光電
– 設備

產學合作
• 業界資源提供實習環

境(國防役/短期計畫)
• 學界技術研討提供在

• 離散數學
• 電磁相容
• 電子學

– 韌體
– 電子
– 電源學界技術研討提供在

職者進修機會。• 電力電子
• 再生能源
• 控制系統

– 機構
– 故障分析(FAE)
– 應用

• 電力系統
• 電機機械
• 線性系統

– 製程

• 中階主管
• 高階主管• 高階主管
• 經營階層



電源供應產業結構鏈電源供應產業結構鏈



SPS市場概況SPS市場概況

根據 的相關分析 年電源供應根據Frost & Sullivan的相關分析， 2010年電源供應
器近年來始終維持在9％的成長力道。

但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及歐美市場稅率調整的問題但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及歐美市場稅率調整的問題
，與2009‐2011年的歐債問題，電源供應器業者在2009‐
2010年的營收表現普遍不佳，平均衰退30%左右，僅少2010年的營收表現普遍不佳 平均衰退30%左右 僅少
數廠商仍有逆勢成長的表現；而對於2012年電源供應
器產業的景氣看法，廠商多半認為能夠回復到2008年
之水準。其中工業用電源供應器之廠商，相對變動幅
度較為平穩，約在20%左右。



市場策略分析市場策略分析

(一)利基市場策略：專注於小型利基市場，針對市場上客製化產品具有高度興趣，可以因
應客戶需求來進行產品調整，業者設定的產品毛利率皆在35％-45％之間，最典型為提
供給特定PC組裝市場使用的OBM電源供應器廠商或經營工業用關電源供應器的ODM
業者。基於此種策略的操作，廠商多半具有下述屬性，包含營收金額低於10億元以下業者 於此種策略的操作 廠商多半具有下述屬性 含營收 額低於 億元以下
、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消費性應用以10K或以下為單位，工業用甚至1K以下即可做為
接單的依據，產品線則較為紛亂，多以少量多單的方式經營。

(二)複合市場策略：同時發展ODM代工及OBM市場，針對現有客戶進行市場擴大。此類業(二)複合市場策略：同時發展ODM代工及OBM市場 針對現有客戶進行市場擴大 此類業
者對於ODM及利基市場多有涉略，但整體而言，該類型廠商海外布局都已有雛型，通
常至少都有三家以上的海外工廠或公司、對研發投入較多資源。

(三)大型廠商策略：以資通訊產業周邊代工元件為主，專門承接國際品牌ODM大單，一般(三)大型廠商策略：以資通訊產業周邊代工元件為主 專門承接國際品牌ODM大單 般
少量需求不予承接，營運範疇涵括亞洲、美國與歐洲都設有據點。工業應用占比較低
，然而由於營收規模大、產品線齊全，所創造出之產值亦不容小覷。工業應用層面亦
採相對大量的方式承接，應用產業與技術也較為全面與領先。與中小型的工業電源供
應器廠商的少量多單利基市場有明顯的市場區隔。

一般而言台灣大型領導廠商皆以OEM/ODM為主，毛利率大約在10~15%以薄利多銷
的方式爭取大廠訂單，中小廠經營策略則朝少量多樣的利基市場發展，如PC組裝與工
業應用，產品毛利相對較高。



綠色能源產業綠色能源產業



生醫產品生醫產品



台灣產業現況台灣產業現況
就「台灣海關進出口統計」觀之，2009年進口產品以醫院用醫材為

最大宗(商品編號：9018、9019、9022 )，包含診斷用器具、醫學影像
設備、放射治療醫材、治療用器具；而出口產品以居家照護用產品為大設備 放射治療醫材 治療用器具；而出口產品以居家照護用產品為大
宗(商品編號：9019、9025)，包含體溫計、呼吸器材、物理治療器等產
品。反映出技術層次較高的產品尚仰賴進口，但已有不少廠商投入研發
，包括致力於醫學影像的普一公司、聲博科技、新醫科技。

除前述廠商外，台灣廠商跨入醫療電子產業數量相當多，如發展居除前述廠商外，台灣廠商跨入醫療電子產業數量相當多，如發展居
家消費性產品的五鼎生物技術、邁迪公司、泰博科技、百略醫學科技、
合世生醫科技、優盛醫學科技，以及豪展醫療科技，另外還有研發生理
監測設備的喬聯科技、達楷生醫科技以及源星科技。除了醫療器材本業
廠商外 亦有許多異業廠商採取以關鍵零組件的方式跨足醫療器材產業廠商外，亦有許多異業廠商採取以關鍵零組件的方式跨足醫療器材產業
，例如研華積極開發醫療用主機板、奇菱科技為GE醫療集團所開發的醫
療用面板，以及台達電、普特電子提供醫療及電源供應器。

然而，臺灣雖有電子、電機、材料、機械等優勢產業基礎，以及同
業 異業廠商相繼投入 在醫療電子產業發展上仍面臨不少困難業、異業廠商相繼投入，在醫療電子產業發展上仍面臨不少困難。

(一)生產居家照護用品的技術門檻低，容易面臨其他廠商的競爭。廠商需思
考如何利用產品與市場選擇，穩占利基市場？除內需市場、全球市場外
，相關技術與產品該如何輸出，才能有獲利轉機？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相關技術與產品該如何輸出 才能有獲利轉機？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二)如何在醫電供應鏈上，殺出一條血路？近年中國推動醫療改革，短期而
言，基礎醫療建設所需的影像診斷產品市場將快速成長，受到此波中國
醫改需求影響，亞太地區的需求與採購量大幅提升。以往，影像診斷類
產品的主要採購地區是歐美市場 台灣如何在亞太地區供應鏈上扮演重產品的主要採購地區是歐美市場，台灣如何在亞太地區供應鏈上扮演重
要角色，亦成為關鍵。



產品發展策略產品發展策略

近年 印度與越南等國 亦積極推動醫療改革 預期近年，印度與越南等國，亦積極推動醫療改革，預期
將帶動未來醫材市場持續成長。國際醫療器材大廠已嗅到
此波新興市場的商機，展開佈局，醫療電子儼然成為下波
產業明星產業明星。

因此，臺灣在既有相關產業的技術優勢下，同時又擁
有居家照護產品製造能力，除須突破上述困境外，未來產
品發展策略更應從技術門檻較低的產品，延伸至技術層次
較高的產品，學習開發整機產品，將相關技術與產品輸出
至其他新興市場或歐美國家，才得以找到利基點，掌握發至其他新興市場或歐美國家 才得以找到利基點 掌握發
展新契機。



軍規產品軍規產品

• 製程等級： 厚膜製程
• 產品機構：高密度等級(>70W/in3)• 產品機構：高密度等級(>70W/in3)
• 元件溫度特性等級
• 設備• 設備

– 製程：陶瓷基板/網版印刷/無塵室
測試：高低溫環境( 55 150℃)/產品測漏/震動實– 測試：高低溫環境(-55~150℃)/產品測漏/震動實
驗/封蓋基台



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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