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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高雄的氣爆災難，讓所有同胞都感到十分遺憾沉痛，原來城市的街道下有那麼多隱形

殺手，一般民眾卻不知情。當初埋設時固然有安全裝置，但是日後疏於維護或者未隨著

人口增加而以更高的標準檢測，加上不當的施工、應變處理又草率等等因素造成重大傷亡。

現在責任的追究、死傷的賠償都難以讓人心的驚恐平復。亡羊補牢之計，如果能在高雄及所

有人口密集的城市開始規劃更為安全的地下管線系統，舊有管線則全面建立較嚴格的檢測和

監控系統，以確保同樣的事不再發生，是我們大家該思考和徹底執行的。

這個事件和日本福島核災，以及韓國世越號海難有一些共同點，就是經濟快速成長的經

濟體，在發展歷程中，忽略了公共安全該有的投資。當意外發生時又缺少緊急應變的能力，

以致錯誤連連，造成無法收拾的大災難。

類似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社會如何防範和避免？一次在臺灣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中，

筆者和一些管理學界及實務界朋友，共同規劃了一系列的實務研討與座談會，主題為「趨向

智慧和安全的社會」。與會者探討如何用資訊網路科技來改進社會的生活。我們固然希望生

活中有各種便捷和享受，但並未期望這樣的進步是以犧牲安全來換得，我們應該在安全的基

礎上建立智慧型社會。

上個世紀中期，人類社會由於採用了電腦和網路，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使得工廠和辦

公室自動化日益普及。1990年代起網際網路和無線通訊又大放異彩，使得全球連線、知識流

通，人類文明快速進步。但是由管理觀點來看，如果相關人員的素質沒有提升，在一個佈滿

科技設施的社會裡，從事基層操作的人員未能跟上科技進步的腳步，就容易造成意外，最具

體的例子是高鐵或捷運這種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平時高度依賴電腦操作控制，有意外狀況

又要能迅速處理，考驗著經營的公司或組織。

大量投資資訊系統和軟體是否就保證企業競爭力一定超過別的公司呢？從過去的一些實

務經驗看來又不盡然，資訊本身只是把企業經營的許多有形而顯性的知識呈現出來，若要資

訊有用，還需要專業的分析和判斷，也就是加上無形或隱性知識的結合。常用的一條公式：

知識 =資訊 +經驗，即是表示有了資訊，還要加上某些事的經驗，才成為這件事的知識，把

這些知識用在人生各種決策和工作上，稱為智慧。智慧通常就是指資訊加上經驗的判斷，而

對特定工作或問題所採取的決策根據。商業智慧與管理資訊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必須加上個人

判斷，而用於特定事務。現代企業不惜成本建置昂貴的資訊系統，例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全球電子郵件系統、資料倉儲等，一方面把營運收集到的資料大量儲存下來，另一方面建構

內部神經網路，以快速回應市場和顧客的需求。結合科技和人的體系，很重要的是如何避免

人為判斷的疏失或偏頗，一般系統的設計固然盡量考量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但是許多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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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仍無法全由電腦自動完成，於是用一些軟體分析或模擬幫專業工筆者做出快而正確判斷就變得非

常重要。

商業智慧改進管理品質
有一年台積電邀請筆者去他們的品質年會演講，我那天的講題：「以商業智慧強化數位決策能力」，

主要的想法是希望從現代管理熱門的議題「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切入，探討台積電公司十

分關心的決策力和生產力問題。像台積電這樣重視製造流程和管理的公司，十分認真地吸收這方面的新

知，他們已經建置了許多決策支援系統，還很積極引進更好的軟體。

資訊大廠這幾年鼓吹大數據和物聯網，描繪一個智慧城市的遠景。基本上，大數據是將日常運作所

產生的數據都收集儲存，以作為研究改善的線索，過去數據不夠完整，研究常採抽樣統計，現在則可以

用全部數據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機會。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聯結物件而形成的網際網路，

所謂物件，有別於電腦或手機的使用絕大多數都由人在操作，物聯網的物件通常是一個平常沒人注意的

設施，這個設施執行某種工作，例如安裝在街口的監視器可以隨時錄下街上的畫面，並回傳到監控中心。

智慧型的物件，具備感測、分析、判斷和通報的功能，比過去單純偵測要聰明很多。重要的是增加了判

斷或學習的功能，可以彌補工作人員因疏失所造成的錯誤。

智慧城市的遠景
人口集中到城市後，生活得到許多便利，因此吸引更多人口移入，公共建設所要考慮的風險也會增

多。以管線所隱藏的風險而言，除了耗費鉅資全部換新之外，或許可以考慮裝設無線感測網路，將偵測

氣體的小物件隨著管線佈建，每一段距離就安裝一個，感測物件除了在不正常時啟動警報外，也透過無

線傳回信號，以便快速發現不正常漏氣的地點，智慧的感測物件也可以建立判斷和控制的功能，對於明

顯的危險自動啟動防護動作，應可避免大規模的災難。各城市有一個中心可以收集所有管線所傳來的信

號，平常就加以分析研判，對於各種值得研究的異常資訊都加以分析探討，就能從小的線索或趨勢發現

潛在的危險。

希望臺灣經過這次教訓，重視城市中的風險，以更進步的觀念來規劃公共設施，確保民眾的安全。

智慧城市、雲端運算、大數據、人工智慧軟體、無線感測物件等將是下一波幫我們提升安全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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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以上資訊與高科技領域跨國企業管理實務

15 年以上政府重要經濟科技發展委員會委員

現    職： 悅智全球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

學    歷： 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學士

經    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

  惠普科技（HP）臺灣區營運總部董事長暨總經理

  惠普科技（HP）泰國分公司總經理

  惠普科技（HP）執行副總經理

  惠普科技（HP）行銷與服務副總經理

專長領域： 跨國企業經營與管理 / 數位行銷通路策略管理 / 組織佈局與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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