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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週我們提到
問問題意識

社社會層次的問題意識社會層次的問題意識

• 結構、文化

念社會層次的概念：



社會學會傾向看社會的層次
例如：失業問題。

可以用個人層次的想法，
覺得是個人懶惰、不努力、覺得是個人懶惰、不努力、
沒有上進心等等，所以個人
失業而貧窮是理所當然的。

但更必須由社會層次思考，整個產業環境變遷、輔
導就業政策規劃、在職進修管道、失業救助的福利
等問題。所以個人失業是整個社會必須面對，協助
的問題。



背後就是兩種「問題意識」

「個人層次的問題意識」與「整體層次的問題意識」

••

這兩個層次，往往是分不開的。但注意社會不等於所有
個人加起來。所以，整體層次無法化約為個人問題。

•

例如：文化、社會結構都是超乎個人影響的。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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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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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思考方向

上週，我們討論了孔恩的典範概念

• 不是一個科學家的天才或想法或單獨只有知識上
的競爭，而是「科學社群」、「常態科學」，和

「不可共量的典範的革命」

典範，是對科學進展的整體式思考



記住三個東西

問題意識

整體（社會）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區別

典範、科學社群、常態科學、科學革命



愛迪生與電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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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多種牽扯

傳統看法

• 科學家鑽研技術，歷經失敗終於成功

• 研發成功，就改變世界

• 事實上

• 研發需要跨領域能力

• 科技改變世界需要成為系統



「電燈」與「電燈系統」

電燈、發電機、變電機組都是科技產品。可以精益求精，但
是不見得可以被接受、被使用，甚至大量擴展。

因為接受、使用與擴展，牽涉到技術、經濟、管理、金融等
系統性問題。愛迪生展現系統性跨領域研發。



愛迪生與今日台灣科技研發



台灣高科技奇蹟一：晶圓

• 市佔率驚人：



台灣高科技奇蹟一：晶圓

• 毛利率持續下滑



台灣高科技奇蹟二：筆電

• 筆電製造業，台灣筆電產業出貨量可望
在2010年達92.9整體出貨量也可望達到
1.81億台，成長23.9％



台灣高科技奇蹟二：筆電

• 全球筆電市場，台灣品牌（兩個）市
占率加起來不到25％

•



台灣高科技奇蹟三：TFT LCD

• 大尺寸（1180mm×2200mm）全球超過五
成

• 最終將台韓爭霸



轉向品牌與創新

• 台灣「高科技」代工產業的弱點與隱憂：
＿規模有限的規模經濟（中國）

＿環境與社會成本（污染、水資源）

＿人材限制（大材小用）

• 出路：
＿智慧生活科技：加值應用

＿使用者導向：產品端與使用端的研發考
量

＿開放式創新：多元創新



施振榮：微笑曲線



工程研發與視野

• 研發轉型，需要「視野」（Vision）

• 視野不是抽象的願景、抱負：• 視野不是抽象的願景、抱負：
＿大家都希望做出受歡迎的產品

＿大家都希望將技術做到殺手級應用

＿大家都希望做出重要產品賺大錢

但是如何做到？



請同學報告「美國的電氣化過程」
與「工程社會學」



研發視野（工程社會學）

• 視野是一種思考習慣、研發習慣、研
發體制造成的趨勢

• 既有研發視野限制與體制：• 既有研發視野限制與體制：

＿論文導向的研發（五百大）

＿計畫的確保產出（學生、博士生、老
師）

＿穩定的團隊

＿「能作」的訓練



工科學生

• 既有視野普遍存在成為不自覺、順理
成章的慣性：

＿工科學生只要學好專業

＿我只想當一個小小的工程師＿我只想當一個小小的工程師

＿工程師只管技術問題

＿技術能力＝會解習題、會寫論文、會
做



如何轉向「好」、「適當」科技

• 論文導向→ 使用者導向、使用脈絡導
向

• 計畫確保產出→確保「目標」落實• 計畫確保產出→確保「目標」落實

• 穩定的團隊→跨領域的合作

• 學科導向的能做訓練→問題導向：能跨
領域學習、能發現問題的訓練



發明家與企業家（系統建造者）

所以，發明電燈的愛迪生，

發明只是系統
中的一部份

所以，發明電燈的愛迪生，
需要有系統觀點，以及其他
系統建造者的協助，才能讓
電燈在美國四處都可使用

（電力系統遍佈）

所以，稱他們為

「企業家」：

「問題導向」VS「學科導向」



愛迪生：發明家—企業家

• 電氣化與電力的經濟效益• 電氣化與電力的經濟效益

問題意識

推銷願景推銷願景

實驗室團隊

展示

• 歐母定律與焦爾定律• 歐母定律與焦爾定律

成本運算





英瑟爾：管理者—企業家
問題意識

•系統整並與大規模供電的協調

高效能發電機組

變電所

•整合新舊系統

回轉變流機

•整合交直流系統

變頻器

•整合不同頻率的系統

負載調度員

•多樣性係數、負載率、測度系統



密契爾：金融家—企業家

問題意識

• 擴張與穩定系統

控制權

• 合併小公司，由契約服務控制轉為股份控制

財務多樣性原則



愛迪生之所以成功，因為不自限
於「技術角色」

技術的成功需要多重才能與多樣
化的人材化的人材

• 衝破原子核

本地案例



進行小組討論，
另外，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愛迪生等人成就了系統霸業，但是，除了讚佩
他的成就，你是否能想到愛迪生的科技系統帶

來哪些影響？

• 提示：由技術的，一直到社會、政治的，大眾生活的
等等。

另外，嘗試用系統或典範概念去

解釋台灣原子核實驗的歷史。



SSSSEE   YEE   YEE   YEE   YOOOOUUUU

記得念第三週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