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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5+2計畫 機械業：推動高階製造中心 
2020-01-12．文 /宋健生 

   總統大選圓滿落幕，蔡英文總統順利連任，台灣機械公會理事長柯拔希表示，小英政

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並將智慧機械列為重點產業，預期未來在政策面會持續落

實，有助台灣發展成為智慧機械製造中心。  

   台灣機械設備與工具機產業受美中貿易戰影響，去年接單與出口雙降，今年隨貿易摩

擦暫告一段落，加上東南亞第二生產基地效應開始發酵。  

   柯拔希樂觀預期，產業景氣將從第 2 季起逐月回升，全年出口值看增 5%至 10%。  

   柯拔希指出，台灣機械產業由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如今再往智慧製造發展，可

說在工業 4.0 潮流中屬於前段班。尤其在機械公會與工研院、資策會等相關單位推動下，

包括智慧機上盒、公版機械雲等都陸續發表，未來「萬機聯網上雲端」的目標已不遠，這

也是台灣推動工業 4.0 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公版機械雲已在金屬加工等不同領域應用驗證。  

   柯拔希說，機械雲是機械業走向智慧製造的關鍵，可讓台灣機械產業再次偉大，也能

吸引全球廠商向台灣採購，將創造千載難逢的龐大商機。  

柯拔希表示，美中貿易戰讓許多工廠從中國大陸移出，近期機械公會到越南、印度等地考

察，就發現許多廠商相繼轉移生產基地，設廠就有設備需求，不少會員廠商都透露，最近

接單逐漸升溫，預期很快就會見到春燕。  

   不過，柯拔希也說，大陸是台灣機械設備與工具機重要出口市場，建議政府未來應該

協助兩岸交流合作，才能創造更多商機，進一步落實政府推動台灣成為高階製造中心的政

策。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智慧機械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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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死神三度敲門  翻轉教育推手方新舟，讓偏鄉孩子人手一平板  

2020-01-03．文/鍾張涵  

    1972 年，在新竹交通大學教電子學的教授陳龍英有次上課突然發現，講桌上多了台

錄音機。下課就有同學把它收走，下次上課又放上來。  

他問了一下才知道。電子工程系大三的方新舟生了重病無法上課，便請同學幫忙錄音回去

自修。  

    「我很感動，覺得他非常用心向學，」已經退休的陳龍英接受《天下》採訪時回憶，

他一方面又想，這位同學看不見黑板，「我在課堂手指黑板說：這個式子帶到那個式子，

可得出下面這個式子，他一定搞不清楚。」  

    從此，陳龍英都會將完整名稱講出來，好讓不在場的方新舟能聽懂。「一學期下來，

我特別注意方新舟學期考試還拿了九十幾分，好像是班上最高分，」陳龍英笑道。  

    事隔四十多年，68 歲的方新舟仍對這段往事記憶猶新，而且充滿感恩。當時，他一

聽錄音帶，立刻感覺到老師對著遙臥病榻的他，體貼地調整講課方法。  

「他很用心地想，怎麼對一個不在現場的人教課？不在場的人，會怎麼聽這堂課？」方新

舟說。  

除了陳龍英，另一位教授張一蕃還特地跑到方新舟家幫他期末考。  

老師、同學的關懷，讓方新舟因重病而灰暗的心境大為改變。人生觀也在大病不死後豁然

開朗，讓他日後走出與眾不同的康莊大道。  

「20 歲生病那年，是老天給我最好的祝福！」他回憶。  

柯文哲最愛引用的尼采名言「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這句話更應該是為方新舟

量身打造的。  

連續創業家變身翻轉教育推手  

    方新舟，台灣網通產業關鍵角色，也是台灣少見的連續創業家。他在美國創過公司，

也在台灣創立亞洲最大有線 ADSL 晶片供應商誠致科技。並曾任數據機大廠合勤科技總經

理、無線網路通訊晶片大廠雷凌科技執行長。  

但他退休後的人生，其實影響更大，也更為人所知。  

方新舟創辦出誠致教育基金會，以及全台最大免費線上教育平台「均一教育平台」，是台

灣這波翻轉教育運動的主要推手。  

    他的大學同學、前鴻海集團副總裁程天縱評價，「他退休後做的事情，更真正對台灣

非制式教育和協助弱勢，產生巨大影響。」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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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絕對是、絕對是台灣這波新教育浪潮的主將，」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

壽強調。  

嚴長壽描述，方新舟創立均一平台、打破學習空間和時間框架，在教學理念上鼓勵教師創

新、翻轉課堂，並積極要嚴長壽一同推動「翻轉教育工作坊」。  

方新舟不但出錢，「他退休前事業成功高峰所累積的資金，後來都投入基金會，想幫助社

會。」  

更出力，「他像星探一樣，是他一個個走訪偏鄉、拜訪各中小學教師、發掘並招募優秀的

老師，來參與工作坊。」  

「他一直認為台灣整個教育體系應翻轉，坦白講，我都沒有那麼大的宏願，是被他感動、

才一起積極推動，」嚴長壽感嘆，「他是出錢出力的人，但他得過癌症，他給自己的指標

是：生命必須付出更多。」  

方新舟的一生，求學、事業、退休人生，在外界看來無比順遂。  

鮮少人知道，他其實半生多與病痛為伍，20 歲肝炎、40 歲嚴重腰傷、61 歲罹患癌症。  

20 歲：肝炎帶給他的「祝福」  

方新舟從交大電子工程系畢業，他這班的出眾人物不少，前鴻海集團副總裁程天縱、合勤

董事長朱順一、副董事長陳玉龍、零壹董事長林嘉勳、雷凌董事長高榮智、滾石集團創辦

人段鍾潭都是同窗。  

程天縱說，方新舟脾氣好，做事嚴謹，課業或課外都認真投入，「班上有任何活動，他都

主動參與，也屬於比較認真上課念書的學生。」  

但那個年代台灣爆發許多肝炎疫情，方新舟就是其一。他的醫生是台灣肝炎權威、台大教

授宋瑞樓，但「即使是那時候的肝病權威，都說沒辦法把我治好。」  

方新舟病到無法上學，「我念書時曾看過一本德國小說，講一個賽車手的心情，他的生命

就是介於兩次賽車中間，因為每次賽車能不能存活下來，都是問號。」  

方新舟說，自己就像那位賽車手，「當年覺得我的生命也是在兩次抽血檢查中度過。」  

方新舟說，生病那年，是老天給予的最好祝福！在那之前，他的個性會在「優柔寡斷」與

「剛強」間游移。「但生病把我優柔寡斷那一面變不見，改變我人生的路。我原先也沒打

算出國，生病後就決定出國看看。」  

40 歲：腰傷讓他「躺著幹」  

交大畢業後，他赴美就讀猶他大學電機工程碩士，之後陸續在美國多家知名科技公司上班，

並在美國創立網通公司 Stagecoach Communications（驛馬車通訊），一待就是 20 年。 

「我在矽谷 20 年，很多價值觀都在美國成形，」方新舟舉例，像是在美國看到許多白手

起家的企業家積極參與公益，促成他很早就思考做公益。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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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方新舟 40 歲，卻受了嚴重腰傷，  那時剛創驛馬車，其他伙伴都在會議桌，他

一個人躺地上開會，「名副其實躺著幹，就這麼躺一年，哈哈哈！」  

90 年代，台灣電子業開始蓬勃發展，科技菁英掀回台創業潮，方新舟大學同班同學朱順

一從美國回台創立台灣第一家數據機公司合勤科技，找方新舟幫忙。於是，方新舟將驛馬

車跟合勤合併後，回台接任合勤總經理。  

但 2001 年，方新舟離開合勤，為了不與老東家競爭，便創辦 IC 設計公司誠致科技。九

年後，誠致又與另一位大學同學高榮智創辦的無線網路晶片大廠雷凌合併，他出任雷凌執

行長。  

翌年，雷凌又被聯發科以逾 182 億元購併，是當時國內 IC 設計業史上最大併購案。  

「其實我創立誠致時，就希望 60 歲退休，結果老天爺幫忙！我 2001 年創立誠致，2009

年公司上市、隔年就跟雷凌合併，又隔一年聯發科就把雷凌收購掉，所以我 59 歲順利退

下來了！」  

方新舟自嘲，「我其實是個理工男，一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夢想，但很意外跨入很多領域，

包括教育。」  

61 歲：當癌症來敲門  

從高科技行業離開後，他先創立誠致教育基金會，關懷新住民、進行外婆橋計劃（全額贊

助台灣老師、新移民媽媽與新移民之子），但過程中，他深感城鄉差距、貧富懸殊，發現

只有「教育」能解決最根本的社會結構問題。  

在一次參訪花東偏鄉學校的活動，嚴長壽向方新舟分享了美國非營利線上教育平台、可汗

學院（Khan Academy）的成功故事、感嘆台灣沒有相似網站。  

方新舟聽了深有所感，在矽谷有深厚人脈的他，就積極向可汗學院接洽授權，2012 年 10

月，推出台灣版可汗學院「均一教育平台」。  

均一之名，就是借用嚴長壽常說的教育「均等、一流」概念。  

平台涵蓋國小至高中數學、自然、語文到電腦科學等科目。有逾 160 萬名老師與學生註

冊、逾一萬四千個線上免費學習影片、五萬四千個學習影片搭配練習題，每位師生都能免

費使用。  

2013、2014 年，方新舟和嚴長壽著手推動「翻轉教育」工作坊。  

方新舟扮演「教改創投」的角色，殷勤走訪偏鄉接觸第一線、發掘有理念的老師、校長，

並投入資源協助，一磚一瓦地打造「翻轉教育生態系」。例如，張輝誠和鄭漢文。  

張輝誠，知名學思達教學法創辦人。他和方新舟第一次見面，方只是坐在教室後方靜靜觀

課，但「他是學思達最重要的貴人。」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8972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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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誠舉例，當年他想降低學思達的學習門檻，讓老師分享講義交流教學方針，「我跟方

大哥說，我需要一個網路分享平台。沒想到方大哥馬上用最快時間幫我做網站，幫助學思

達非常大。」  

如今，該網站有超過四千份講義，點閱逾兩百萬，甚至紅到美國、星馬、中國等國家。  

張輝誠說，方新舟謙和、低調，是台灣翻轉教育濫觴。「但翻轉教育四場北中南東大活動，

他都坐在最後，完全沒上台講話，把舞台全給老師！」  

在偏鄉，台東桃源國小校長鄭漢文深有同感。  

鼓勵老師成為「教育創業家」  

台東桃源國小是台灣第一家導入均一平台教學、並委託誠致教育基金會辦學的偏鄉小學，

位於延平鄉，六個年級僅 79 位學生，多屬布農族。  

來到這裡，只見三至六年級孩子人手一平板，用均一網站上課。  

老師們直接在大螢幕上觀看每位同學的進度、正解答的題型，如果不斷出錯，同學姓名旁

就會顯示紅色「掙扎」狀態，老師可立刻前往同學身邊個別指導，程度好的同學則已開始

自行挑戰較難題型。  

有四十年教育經驗的鄭漢文，其實是在東台灣頗有名氣的改革派校長，但他也承認，「方

新舟的教學理念，開拓了我們的視野。」  

主要是四年多前，方新舟帶翻轉教育工作坊去美國亞特蘭大參加 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高峰會，認識美國最前沿的教學方法，還參觀華德福教育系統等，讓大

半生都在台東的鄭漢文眼界大開。  

鄭漢文表示，偏鄉有許多弱勢家庭小孩、對學習沒熱忱、老師也很挫折。但方新舟會鼓勵

老師用均一、個別了解每位學生的困難，做差異化教學，成為「教育創業者」，翻轉教育

現場。  

這一年下來，孩子竟然對學習愈來愈熱情、有信心，「讓這些弱勢孩子，有了人生新路徑

的機會，」鄭漢文說。  

人生最重要：你要留下什麼？  

但鮮少人知，翻轉教育工作坊最忙碌的那幾年，61 歲的方新舟卻得了肺癌，「看到報告

時，覺得一拳被打在地上！」他嘆了口氣。  

因為肝病痊癒後，他非常重視身體健康和保養，父親 96 歲享耆壽，母親現年 94 歲，他

沒有癌症家族病史，覺得應該「可以工作到 85 歲。」  

罹癌一事，讓他開始進行傳承和接班。例如讓均一平台於 2018 年獨立成為「均一平台教

育基金會」，由呂冠緯擔任董事長。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49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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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冠緯透露，2018 年以前，方新舟每年貢獻千萬經費，但未來希望財務更健全，已規劃

企業募款 45%、大眾定期定額捐款 45%、董事會 10%的資金結構，期待均一品牌永續下

去。  

方新舟經常自問，「what is your legacy ? 你要留下什麼東西呢？」  

這有兩個面向：留給自己與家庭、留給社會。「我覺得最壞就是留一堆財產，」他說。  

那最好是什麼呢？「留下一個好名聲、好典範，可以讓自己兒子覺得：這是我老爸做的！」 

說到此，方新舟難得面露飛揚之色，想著自己的孩子、偏鄉的孩子、雲端線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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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整體職場趨勢公開！轉職最夯３大關鍵字：大數

據、AI、綠能 

2020-01-15．文 /陳建銘  

    2020 年剛開始，轉職時機到了嗎？104 人力銀行公布資料庫數據顯示，今年騎驢找

馬的工作者為近 5 年最高。  

農曆年前 1 個月，還在職卻主動應徵新工作的有 14.6 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8 萬人，

年增 13.6％。  

根據分析，轉職 3 大熱門產業為：電子資訊／軟體／半導體相關業、一般製造業以及批

發／零售／傳直銷業，分別有 3.1 萬人、2.5 萬人、1.7 萬人，合計有 7.3 萬名工作者，

佔整體想轉職人數的一半。  

104 人資長鍾文雄指出，近來企業徵才動能加強，不僅職缺增加、福利待遇也顯著提

升。可能原因與中美貿易戰的轉單效應和台商回流投資有關，整體經濟情勢也比預期更

好。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的 2020 年經濟預測，也提到因為台商回流成效超乎預期，

2019 年經濟成長率從 2.46%上修至 2.64％，成長率是 2014 年來最高，預期 2020 年經

濟成長率進一步提升至 2.72％。  

大數據與 AI 人才因「5G 商用化」在即，電信產業大打牌照爭奪戰，搶才也不手軟。  

鍾文雄進一步說明，因為 5G 即將進入市場，包括台積電、美光、日月光等相關企業頻

繁開缺，而且前景看好；相比 LED 等傳統製造業去年起醞釀出走潮，展望相對前景更加

的其他科技產業，更強化了勞工轉職意願。  

綠能則以荷蘭為代表，歐商早已嗅到商機，全面投資號稱「綠金」的綠能產業，4 年

來，荷商每年投資台灣占比約 2 成～3 成，還曾經高達 6 成。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統計，外商對台投資累計總金額中，以荷蘭公司奪冠，約 353 億美元。  

至於風電產業，全球第 5 大風機大廠德商艾納康、德商西門子旗下的西門子歌美颯也紛

紛招募台灣本地人才。另外還有大選過後，執政黨將繼續推行 5+2 產業發展，也包含綠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