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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4月初的日本真是忙的很，學生畢業入學、學校送舊迎新、公司結算合併、

球季正式開打、有工作的擔心沒工作、沒工作的拼命找工作，悲歡離合緊張忙碌之餘

還得跟喜歡、不喜歡的人一起擠在櫻花樹下喝悶酒、強歡笑。臺灣的士商民代碰巧也

都有既定行程，神奇地不約而同在這時候赴日考查，多年不見的世交宿敵紛紛在櫻花

樹下不期而遇。考察報告裡大家都發現日本是一個進步強盛的國家，但似乎不是一個

快樂的國家。可是話說回來，這也只是櫻花樹下的直覺而已，誰能斷定臺灣是不是比

日本快樂，或美國是不是比日本快樂？畢竟，快樂要怎麼衡量呢？經過兩年的經濟低

潮，美國的金融、房地產、汽車、高科技及一些傳統產業也都受到相當的打擊，許多

美國人正在擔憂美國是不是會走上日本已走了20年的「欲振乏力」之途。當然日本人

更應該擔心的是，最近的豐田汽車事件是否只是日本全面性的潛在問題（老化）的冰

山一角。反觀臺灣自去年（2009）下半年起高科技產業似乎有明顯復甦的跡象，這使

得許多人感覺只不過是經歷了又一次的景氣循環罷了，似乎沒有必要擔憂美國人正在

擔憂的步日本後塵一事。那麼，臺灣真的沒事嗎？

我1971年第一次到日本是在打完世界少棒賽返國的途中，印象中我們只在東京羽

田機場附近的旅館停留一晚。由於當時據說政府接到情報，有臺獨激進人士將進行抗

議，因此為了安全因素取消了我們原定在東京拜訪僑胞及市區觀光的活動，隔天一早

全隊又從旅館直奔機場，提前回到臺北。那一次短暫停留，我對日本的模糊印象是在

旅館裡跟著領隊教練們買了很多藥品、化妝品、小電器、照相機、玩具之類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拿一大堆東西到旅館來賣給我們），因為大家都說日本什

麼東西都比臺灣好，什麼都可以買。我當時只是心裡有一點納悶：「可是，日本調布

少棒隊不是我們的手下敗將嗎？」

等到1984年春天我第二次到日本時，才真正感覺到日本是一個強盛進步的國家。

那時候我在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環保署前身）當技士，管理電腦與各項資訊系統。

因為環保局向日本一家公司進口空氣品質監測設備，我跟一位同事被派到日本受訓兩

週，學習設備與資訊系統的整合與操作。那個時期，日本的電子資訊產業如日中天，

政府啟動的空前龐大的第五代電腦計畫如火如荼，社會各項建設已臻完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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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臺大

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

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兼任系主任，

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體記憶體測試，

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科技中心，規劃推動

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2010年將系統晶片科技中心整合至資訊與通訊

研究所，並接任該所所長，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廠競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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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斷的舉債增加政府支出，卻毫無起色。當

我看到我們行政院主計處最近發布的「國情統計

通報」，指出臺灣兒童人數過去5年劇減60萬人，

我突然感到一切的因果恐怕都在於「人」。

日本是一個兩面國家，你知道她有一個內心

的真實面，但是真實的內心躲藏在歌舞伎白色面

妝之後，你不容易看清楚她，你一直只是看到她

禮貌的外表與華麗的裝扮。因為內外相隔，若有

非預期的問題發生時，所有的人都不容易快速反

應以找到癥結點並迅速解決。因為內外相隔，日

本話裡充滿了太多客套冗餘的字詞，每個人一生

中都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完成相同真誠的溝通，

而獲得與維繫真誠伙伴的代價也相對的高；當全

世界腳步越來越快時，生命遂越來越被壓縮（一

如產品的利潤），因此感覺生活越來越辛苦，越

來越沒有生育子女的誘因與勇氣，以致人口逐漸

老化。一個40幾歲的資深工程師薪資大約是一個

20幾歲的新進工程師的3倍，故員工老化使得日

本公司過去20年來實質人力成本不斷升高，不得

不壓縮人力、增加工時，而人的各種壓力到達極

限時，類似豐田汽車事件自然會發生。更可怕的

是，如果沒有相等的年輕人持續投入產業，不但

舊產業註定要萎縮或他遷，新產業更難以發展。

所有高舉創新大纛的公司（國家），如果人口正

在迅速老化，大概都沒戲唱。

臺灣不是一個兩面國家，但是人口問題異常

嚴峻，人均國民所得的成長比起日本更是提早停

頓。不斷推出新計畫、新產業固然可以振奮人

心，但是兒童人口日漸減少終將使任何偉大的計

畫成為幻影。如果生命越來越被壓縮，生活越來

越辛苦，就越來越沒有生育子女的誘因與勇氣，

人口也必然逐漸老化。紮實的教育與快樂的生活

是維持優秀健康人口的根本，所以也是國家社

會的根本，以及所有國民的期盼。「本立而道

生」，「日」車之鑑不遠，一切的因果都在人。

（4/11/2010） 

水準極高，國家經濟力僅次於美國，甚至有威脅

美國之勢，因此連一般美國人都普遍感受到日本

龐大的競爭壓力。我們那時候與日本接觸，顯然

只有學習求教的分。因為感覺國力相差懸殊，而

且事實上我們需要的那些先進設備也真的是他們

做的，故也只能虛心受教。在日本那兩個禮拜，

我最佩服日本人的地方是他們的電腦跟汽車。那

時候臺灣的電腦產業基本上是剛從仿冒的陰影走

出，試圖進入相容性PC的年代。然而日本各大公

司不但自己發展大型電腦主機甚至超級電腦，連

個人電腦也是百家爭鳴，每個公司都開發出自己

的軟硬體系統，不與IBM相容。那些個人電腦製

作精良，功能極佳，實在比IBM的PC好太多了，

只可惜它們只有日文版，只能在日本使用；那些

大公司似乎也沒有想要把這些好電腦賣到國外

去。那時候臺灣不只個人電腦做的是與IBM相容

的產品，電器與汽機車幾乎也都是生產日本公司

舊型、低階的相容產品。當時我在日本看到許多

只有日本才有的高級、高性能汽車與電腦時，心

裡相當的震撼，而那些高級車在日本的售價，有

許多竟然比同廠牌在臺灣生產的舊型低階相容車

還便宜。「日本真是強盛啊！」我心裡不得不佩

服。

等到我1988年初從美國回臺灣教書以後，逐

漸的對日本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只是在那時尚

不知道日本已慢慢要從高峰滑落（恐怕所有的日

本人也都不知道）。當了教授以後因為必須常常

參加國際研討會，比較有機會到日本，慢慢了解

她。二十幾年來，日本汽車從橫掃全球市場到如

今已然越過巔峰期，日本多元化的個人電腦也因

網路的發展與資訊全球化而已經完全向PC妥協。

可是仔細檢視，許多日本公司與產品卻仍維持著

孤島式市場模式的營運，然因其國內市場停頓不

前，各項成本不斷升高，昔日榮景遂逐漸褪色。

不斷的檢討，不斷的更換內閣，不斷的誓言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