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 112年度  電機資訊學院 

活動名稱 電資院大師系列講座 

主題：數位轉型的落地與實踐 

講師：大同世界科技公司董事長兼策略長 沈柏延博士 

活動日期 112年 04月 21日星期五 

活動時間 13:30-15:00 

活動地點 電資院 B1萬榮講堂 

活動內容 今天請到了大同世界科技公司董事長沈柏延（Brian)來到學校做演講，除了董事長這個職

位外，他也擔任國發基金會投資審議員、大同公司執行副總經理等等。本週講的主題是數

位轉型相關的落地與實踐，且探討數位轉型跟資訊化有何不同。網路伺服器和網路世界和

現實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網路我們可以串起另一個虛擬的數位世界，購物、聊天都是跨

越空間和時間的轉換。微軟從 source code做起，將所有產品加入一個 cloud當中，整合很

多產品應用，利潤和變化成很大的正向成長，是一個很好的數位轉型的例子，成長了 20

倍。但若大家都看到同樣的商機，卻又不一樣的作法，創新模仿但使用和達成的方式不一

樣，不同的細節創新模仿會有點不一樣，但最後會趨於相同。外部因素也會驅動數位轉型，

消費者行為數位化、疫情的影響、數位科技的普及等等都會有影響，講者也提了一些現在

的公司老闆可以如何思考數位轉型所遇到的問題。 

接著介紹創新技術對消費者的影響，有反擊的武器，延伸到，什麼叫做新的價值，什麼叫

做新的商業模式，假如你有 100家店，沒辦法每家店都做資料數位整理，該思考如何做虛

實整合通路來上市，如果讓客人在網路上很方便的跟你買，而且你也能去家裡附近的店家

挑選，這樣就是一個好的虛實整合。講者也提到了一些轉型成功和失敗的公司是如何管理

和創造趨勢的。而下一步就是思考管理和領導分別是什麼，管理的極致是什麼，組織員工

的自主管理事情、領導人心。 

下一步介紹如何透過數位轉型提高競爭力、產生新價值。策略有不同的樣態，分成技術掌

握高低，商業模式變化高低，可以分成顛覆型（完全創新）、商業模式主導、技術主導、

類比主導策略等等類別。例如疫情期間大家都不敢看醫生，如果這時候診所要做數位轉型，

就需要走去社區，或是到府服務，重症一點的話可以送藥到你在的地方，這樣就算是商業

模式轉型主導，如果有加入 IT 的輔助，也算是數位轉型的一種模式。一個公司的資源決

定了有多少數位轉型的能力，包括組織能力（改變企業效能的管理人力，不會因為人事變

動而改變）、核心能力（資源和能力的應用）、動態能力（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有太

大的損失，能即時應變）。最後講者講解到數位轉型需要多久，以及期望達到的相關目標，

我們不該結束，never stop，設定目標，階段性達成。 

活動成效 本演講讓我們了解到，為何轉型創新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因為如果不轉型公司就會和其

他同業落伍，公司收入就不夠支付員工，員工離開公司倒閉。講者也介紹數位經濟、數位

轉型的概念為何，趨勢、變革關係測試思維等等。新技術所帶來的商機是很重要的，所以



 

選對方向是我們該思考的，過去十年數位平台成為巨獸，想讓公司轉型的話，新的服務和

產品很重要，若傳統企業沒有跟上數位轉型會跟不上時代。思考公司需不需要數位轉型不

能只考慮 ROI可收益預期，應該要想的更遠，如何創造競爭和優勢，不能根本上的就輸。

講者也介紹了熊彼得式創新模仿這個概念，也就是既有業者本身會開始創新，以積極行動

對抗新進業者所帶來的威脅，如果大家都在做一樣的轉型和方法，那數位轉型不一定會有

很大的競爭性效果，我們可以思考資訊創新需求改變（察覺），買了幾個系統就直接用？

如何形成共識、運用資源及問題已達成目標？（策略）；如何數位轉型產生新價值，新的

商業模式？（轉變）。 

我們可以思考如何符合少量多樣的標準管理，提供供應鏈管理、整合生態夥伴合作模式、

以智慧服務實現轉型營運。接著講者也讓我反覆思考數位和轉型哪個在前面，應該是轉型，

因為我們要先思考如何轉型，目的是什麼，才能找到良好的轉型科技工具且正確的利用它，

就像買同樣的武器但不同的軍隊就是會有不同的戰績。買了資訊系統就可以數位轉型了

嗎？自我進化能力才是建構核心競爭優勢的關鍵。 

講者也提到以後我們進到公司上班如果能更了解公司每個階層和部門的連結性，和老闆開

會和討論的時候更能抓到目前遇到問題的解決核心，或許處理上會更有效率。而以企業大

小的不同，數位轉型的方式和探討的問題也不一樣，資訊系統的引用的佔比也不一樣，所

以我們要思考目前遇到的是資訊不足、資源不足，以至於察覺和基本技術上的不了解，跨

合作的經驗較少，而這就是數位轉型領導人該做的、該思考的事。讀完書，到社會上創新

改變的時候 適應力強，能察言觀色、不抱怨、洞悉事實等等都是個人和公司需要的能力，

這是講者給我們的建議。 

 

此圖介紹了技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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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提到每個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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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的時間，沈柏延董事長詳細回答提問 



 

 

(左起：張玉山院長、沈柏延董事長、黃啟瑞主任秘書) 

 
(左起：大世科黃慧萍副處長、張玉山院長、沈柏延董事長、黃啟瑞主任秘書、大世科田巧如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