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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策略規劃

策略規劃的執行流程包括：

「情境推演」、「建構技術群組」、「策略矩陣定位」、

「韌性分析 /組合平衡分析」、「外卡技術導入」等

五大步驟（參見圖 1），未來五期將依此順序說明各

步驟的操作方式。

技術策略規劃必須同時考量「政府 /企業的決策議題」

與「未來情境」，在此基礎之上，透過多次專家會議，

勾勒出多種未來情境，找出未來關鍵性技術項目的候

選名單，並逐步歸納與篩選出對因應未來環境變化具

有發展潛力的技術群組，進而擬訂出能迎合發展願景

的技術政策，藉由定期的追蹤回顧與外卡技術的導

入，持續地監控與調整現有的技術策略，提升技術策

略的執行成效與策略規劃的時效性。

此外，願景是發展策略重要的基礎，倘若沒有願景，

策略的規劃與行動方案的落實，很容易變成一連串漫

無目標的抉擇。因而，在執行技術策略規劃流程之

前，必須先讓各界對「願景」有所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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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挑戰未來

資料來源：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MIC整理，2010年 10月

什麼是「技術策略規劃」？

隨著全球科技的蓬勃發展，科技與人們的經濟活

動及生活，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面對充滿不

確定性的未來，不論是國家或企業都在省思資源

分配的有效性，以期運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

的成就。

「技術策略規劃」是一套能協助企業或政府機構

擘畫產業科技發展策略的規劃手法，其特色在於

能結合前瞻性的思考與願景目標，為企業或政府

建立未來中、長期競爭優勢的技術發展策略。

因此，技術策略規劃中的每個步驟，都是以未來

發展願景與目標為核心，佐以前瞻趨勢探索、外

部環境變遷、未來需求及科技演進與資源配置效

率等評估步驟後，所研擬而成。而政府進行相關

規劃時，所涉獵之產業科技領域，往往高於企業

的視野。因此在技術項目的掃描與研析上，如何

藉由群組化的模式加以統整並管理，也是執行此

類規劃時的重要課題。

就政策角度而言，「位置遊戲」之案例，乃提供區

域內原有產品與服務除了藉由「產品品質提升」與

「活動促銷」等增加附加價值的傳統方法外，藉由

將「區域的在地特色」與「位置遊戲的趣味」結合，

互相拉抬在地特色產品與位置遊戲的附加價值的新

方式。由於此類商業模式的創新，對於「區域特色

的提升」以及「在地產業的加值」具有效益，可為

我國運用政府政策資源推動的產業加值新模式。

基於上述歸納可知，我國「藉由位置遊戲加值產品

與服務」之技術環境已臻成熟，具備了於國內優先

推動之利基；僅需在商業政策的推動規劃上，將「位

置遊戲」之新商業模式思維結合現行特色產業與商

業行銷資源，擴大尋求具競爭力的「位置遊戲」廠

商，並推動與在地特色產品業者之合作。如此一

來，對我國整體產業而言，可以創造我國既有特產

與景點之附加價值；對業者而言，可以掌握消費者

移動習性消費特性；對消費者來說更可掌握與自身

有關、更細膩的消費訊息，達到產業、業者與消費

者三贏的局面。

「位置遊戲」加值我國產品與服務之課題 

位置遊戲之特色在於「玩家可經由現實世界的移動

或消費行為，增進玩家於電子遊戲中之體驗」，玩

家的行為將同時增進其於現實世界中的體驗（如買

到優質產品）以及電子世界中的體驗（如獲得虛擬

獎賞）。透過提供「現實與虛擬」兩世界的雙重附

加價值，引動消費者使用「位置遊戲」的需求。

Colopl特產展」。特產展內容為匯集

「Colopl」遊戲中，分佈於全國合作

業者的特產品展售：

如圖 3，左圖為 2011年 5月 1日至

31日間（物產展之前），曾前往東急

百貨吉祥寺店的「Colopl」遊戲用戶

住家位置。右圖則為物產展期間，前

往東急百貨吉祥寺店的「Colopl」遊

戲用戶住家位置。在展售期間，東急

百貨吉祥寺店的「來客吸引圈」明顯

沿鐵路系統擴大。顯見「Colopl」遊

戲與消費方式在大眾運輸族之接受度

與使用度。

圖 3. 2011 Colopl特產展之集客力

資料來源：商研院整理，2011年

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高雅玲、陳文棠 (MIC)
編校／劉佳麗、勵秀玲（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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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技術策略規劃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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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策略規劃中的每個步驟，都是以

未來發展願景與目標為核心，佐以前

瞻趨勢探索、外部環境變遷、未來需

求及科技演進與資源配置效率等評估

步驟後，所研擬而成。

完整的技術策略規劃會議可依執行流程至少

舉行四場會議－「情境推演」、「技術群組

建構」、「策略矩陣定位」及「情境韌性分

析 /組合平衡分析」等四種不同主題的會議，
並得視會議所欲探討的內容，進行同一主題

的多場次討論，以利討論議題的聚焦。

然而，即便有了「願景」，在瞄準願景與落實願景

的過程中，也未必能準確地實現願景，外部的環境

變化快速難測，在漫長的執行過程中，政府與企業

皆須依循願景所提的內容設定目標，定期檢討成果，

修正策略與執行計畫，朝向最終的願景目標持續邁

進。所以，願景的設定與技術規劃策略之間，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

為什麼要進行「技術策略規劃」？

由於科技創新與應用的面向日趨複雜，不論是政府

或企業組織皆必須面對充滿著高度不確定性的未

來，決策者必須權衡發展目標的合理性，審慎評估

外在環境的變遷，並確實掌握科技發展的演進脈動，

以求在有限資源之中成功達成各項目標。因此肩負

著決策責任的組織，需要一套兼具整合性、邏輯性

的決策過程，才能做出周延的評估與判斷，提升技

術研發的成功率，並且從中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

以國家層級而言，政府部門為了使國家資源配置達

到最佳化，必須特別考量台灣的優勢與限制條件，

並聚焦發展關鍵技術，才能有效創造經濟成長的實

質動力，厚植國家競爭力。因此，當局者必須兼顧

政策目標、願景角色定位與全球趨勢等因素，以思

索國家的發展策略。

「技術策略規劃」不僅每個步驟彼此之間環環相扣，

解析的構面層次分明，是相當具有邏輯性的分析手

法，即便缺乏管理分析背景，也可以透過執行步驟，

參與策略的擬定，發展出深具特色的技術策略規劃。

執行「技術策略規劃」可望帶來下列三種效益：

如何籌備技術策略規劃會議？

技術策略規劃的操作手法，是由一連串的專家腦力

激盪與意見交流的成果，透過研究員在事前進行會

議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並在會議中提出，由會議主

持人促進各專家代表進行意見交流，而後進行投票

表決、問卷評價、會議討論等方式來尋求集體的共

識。

所以完整的技術策略規劃會議，可依執行流程至少

舉行四場會議－即「情境推演」、「技術群組建構」、

「策略矩陣定位」，及「情境韌性分析 /組合平衡

分析」等四種不同主題的會議，並得視會議所欲探

討的內容，進行同一主題的多場次討論，以利討論

議題的聚焦。

以下將逐一介紹會議舉行時的注意事項，以及會議

參與人員、事物與場地的安排等，以籌劃出討論熱

絡且流暢的專家會議：

(一 )參與人員：

1. 主持人

引領會議的進行，掌控會議執行流程與時間分配，

給每個人公平的發言機會，無偏見或偏袒，且不受

政府 /企業高層的影響。

2. 決策者

可即時確立政府 /企業願景及決策焦點之方向，避

免發生討論失焦與誤解的情形，讓技術策略規劃可

以更有效地獲得落實。

3. 研究員

負責準備會議資料，包括執行方法介紹、趨勢資料

蒐集、技術項目的背景資料整理，讓與會的顧問及

專家們，皆能獲得充足的資訊。

4.會議助理

除了準備開會所需的各項行政與庶務支援外，還要

在會議進行中，忠實記錄與會各專家成員的發言重

點，提升會議進行效率。

(一 )透過對於未來情境的分析與模擬，提高
策略規劃的適用性

創新致勝的關鍵之一，在於能洞燭先機。「技術策

略規劃」即針對未來可能的情境進行模擬推演，期

能在不同情境的狀態下，執行各項技術的比較與評

估，再從中找出較能調適外部環境變遷的技術，來

進行資源的投入規劃與建議。

(二 )創造各方交流意見的機會與平台，尋求
並凝聚參與者之共識

技術策略攸關整體產業發展或企業經營的成敗，在

探討資源分配時，格外需要跨領域、跨部門的高度

共識。「技術策略規劃」便是一套建立共識的過程，

在進行技術策略規劃期間，應廣邀各方賢達與專業

人士，取得各方意見的平衡點，以利後續細部策略

之研擬。

(三 )釐清模糊的技術選項，提供資源分配的
具體方針

「技術策略規劃」是在組織使命、願景之上，依照

原先設定的發展願景目標為最原始的出發點，所以

每一個步驟的執行，都需緊扣願景與目標。此外，

藉由各式技術群組的設計與解說，專家們進行技術

群組的商議與評價，釐清模糊的技術選項，作成明

確的取捨決定。

5. 顧問團隊

以政府進行國家級的技術策略規劃而言，必須考量

環境、社會、政策等議題，應廣邀各領域專家進行

商討，避免觀點過於狹隘。

(二 )事物：
會議的準備工作及物品，可以分為開會前、中、後

三個階段。

會議召開前的準備工作往往最繁雜、最辛苦，但也

是會議是否能順利進行的關鍵。除了必須提早準備

會議所可能使用的資料、聯繫與會人員、場地佈置

等之外，還要先與主持人溝通討論會議流程、檢查

所有的軟硬體設備，事前演練所有可能發生的突發

狀況。

當會議開始時，則著重於如何塑造出愉悅的討論環

境，會議助理必須親切地接待與會專家，主持人必

須掌握問題討論的流暢度，讓所有的專家都能有參

與感、受到尊重，且平等的參與討論。

會議結束之後，必須持續地與專家保持聯繫，掌握

後續技術策略規劃的落實，並定期追蹤各類技術的

發展動態。

(三 )場地：
場地的選擇，必須以政府與企業組織的時間及經費

考量下，以其所能取得的場地為主，主要能讓專家

們不受外界的干擾，專心投入討論，因此封閉式的

會議空間較適合會議的進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