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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 IT 教父施振荣：台湾竞争力削弱，十年前种下恶果 
 

2016 年 12 月 9 日 | 澎湃新聞 
 

他是《时代》周刊评选的“亚洲英雄”，开发台湾第一台桌上电脑，让便宜的电脑走进全球亿万家庭；他是台湾“IT

教父”，集团“家族”和几大弟子撑起台湾科技产业半壁江山。 

 

他更是“品牌台湾”领军人，独创“微笑曲线理论”，率先开启台湾品牌国际化之路；退休后二次创业帮助台湾本土

企业“走出去”，持续关注台湾未来竞争力议题。 

 

他是施振荣，宏碁（Acer）集团创始人。三年前，69 岁的他临危受命，复出“三造”宏碁，将这个老牌硬件公司拉

入“云时代”。如今，年届 40 的宏碁初见曙光，他又忙着为台湾经济转型探路，投书新当局，呼吁组建企业联盟，

打造“亚洲硅岛”。 

 

“台湾企业要创造独特的价值，否则被大陆企业取代是理所当然的。”参加桂林 2016 年度“十如论坛”期间，施振

荣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 

 

他坦言，造成台湾竞争力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当局没有提供长期的政策环境，支持台商进行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这是十年以前就种下的恶果。” 

 

重返“王道” 

 

“Me too is not my style.”这是施振荣的座右铭。于是大家看到了一个另类的华人企业：有别于“集权”和“家天下”

传统，施振荣很早就立下了分散式授权管理和“传贤不传子”。这样的理念也指导了宏碁的两次“再造”。 

 

2004 年，施振荣光荣退休，交棒给两名干将，跟随他多年的王振堂任董事长，曾负责国际业务的兰奇任总经理。这

个“中西结合”的管理层一度将宏碁推上事业顶峰，成为全球第二大 PC 厂商。 

 

然而，随着 iPad 上市，PC 市场逐渐告别黄金时代。2011 年，宏碁市场份额被联想超越，此后 3 年接连亏损，2013

年第三季度净亏损高达 131.2 亿新台币。 

 

值此危难之际，2011 年 11 月 21 日，退休近 10 年的施振荣终于抵不住董事会力邀，紧急复出。 

 

回顾宏碁的这段挫折，施振荣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职业经理人的“短板”在于易受会计原则影响选择短期利益，而

忽视间接、无形、未来的隐性价值投资，赚的是让企业未来没有竞争力的钱，“事实上，企业无形的精神传承是企业

永续经营很重要的根基。” 

 

此前，施振荣曾多次公开提及兰奇与宏碁企业文化的分歧。在 PC 市场下滑时，兰奇仍然沿用过去的模式，不断削减

成本、塞货给经销商，打破了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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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利益平衡、永续经营”，这是近年来施振荣总结推广的企业经营“王道思维”的核心。他向澎湃新闻记

者透露，三年前宣布复出当天，他按计划要到北京录制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临行前几小时，他特别在家录了中

英文各一段视频，告诉同仁，“未来变革的方向就是‘王道’。” 

 

做了 7 个月“救火队长”，宏碁次年二季度业绩首次转亏为盈，施振荣主动要求卸任董事长担当起“自建云首席建构

师”的新角色。“硬件+软件+服务”的“自建云”（BYOC），正是他给宏碁指明的新路。 

 

有别于其他云端服务企业的“公共云”，宏碁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的路”，为消费者开发“私人云”，

以保证信息的隐私和安全。在施振荣看来，这也是从策略上考虑的“唯一的生路”。他认为，宏碁无论在定制服务的

硬件制造，还是国际化品牌、人才、服务上，都仍有自己的优势。 

 

“去台湾化”危机 

 

其实，早在 2000 年，施振荣就提出过“微巨服务”（微服务、巨架构）的蓝图，将之视为信息服务下一世代的模式，

也就是今天最热门的“云端”的雏形。 

 

“我是看得太早了，但太早没有关系，你要慢慢磨砺出能力，等时机来的时候才能掌握住。”施振荣笑言，在他的计

划里宏碁每隔十年都应该有一次“再造”，目前的“三造”看似晚了，但“只要下定决心，就为时不晚”。 

 

“全球品牌，结合地缘”是过去宏碁引以为傲的模式，诸多海外分公司高度分权自治。施振荣复出后，有观察认为宏

碁转回了台湾总部集权管理。对此，施振荣并未完全否认。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经过 40 年分分合合，宏碁摸索出的经验是进一步分工，找到什么项目需要“中央集权”、什

么项目需要“地方分权”。比如，品牌形象、人事、价值观信念等适合集中控制的项目，要统一管理；而合作伙伴等

利益平衡系统构建，则必须要实现当地化。 

 

“其实之前已经有台湾员工警觉到，公司有‘去台湾化’的危机了。”施振荣说，兰奇认为台湾方面工作不力，没有

支持他，慢慢的公司所有重要决策都转移到了欧洲。 

 

对此，施振荣有特别强烈的痛感。“宏碁唯一不同于其他国际化电脑公司和全球品牌的，是它台湾出身的背景。你放

弃这个本质，想要把它移到欧洲，你就没有善用它的传承。把整个台湾共创价值的力量和很强的使命感剥削掉了，你

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受人尊敬和向往的专业的国际化企业呢？” 

 

“宏碁如果把台湾的根一拔起，它一定会死。即使变成世界第一，也不会持续多久。”施振荣动情地说，宏碁在台湾

有 30 多万股东，与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也有着深深归属，它的所有营养都来自台湾，“你能找到哪个地方重新扎一个

根呢？企业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一点一滴呵护起来的。” 

 

究根结底，是施振荣心底始终怀抱的那个华人全球品牌的“龙梦”，“台湾那么小，如何崛起，谁不怕死出来带他们？

我们一群人，几个创业者，我刚好是年纪最大，被敬老尊贤的结果，只好抛头露面，不断地想一些前瞻性的东西。” 

 

“亚洲硅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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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振荣说的“前瞻性的东西”就是退休后创办的智荣基金会（Stans Foundation），致力于推动打造“品牌台湾”，

培育台湾企业人才。他特别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Stan 是他的英文名，后面的“s”代表复数，就是希望大家能和他

一样拥有共同的使命感，作为华人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台湾经济下行、士气低落，施振荣常常自称“Stan 哥”，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为他们加油鼓

气，“台湾不缺人才，只缺舞台。” 

 

施振荣认为，大陆制造取代台湾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过去台湾在半导体、面板等制造业上取代日本一样，因此台湾必

须创造其独特的价值。 

 

他指出，过去台商习惯于降低成本、扩大产量规模，而台湾当局也没有提供长期的政策环境，帮助其进行高附加值的

产业升级，这是导致今天台湾竞争力削弱的主要原因，“这个果至少是十年以前就种下的。” 

 

今年以来，施振荣或投书或当面建言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应将台湾定位为未来亚洲“创新硅岛”（SiInnovation 

Island，对标美国硅谷），借重“北北桃竹”的高科技产业聚落，成为全球创新源头，在“硅文明”（Sivilization）

时代创造出新的价值。 

 

施振荣还建议，产业政策方面，优先选择已有资源优势、市场规模大、附加值高的领域，组成虚拟的企业联盟，长期

投入累积台湾竞争力。近期他发起的“智网联盟”就是借助资通讯产业优势，整合应用于农业及医疗服务。 

 

施振荣认为，台湾应该不断以用户为中心研发新的服务模式，与全球各地合作，塑造国际化的服务品牌。“全球未来

市场在华人，面对这个全球最大市场，有多少公司真正了解华人未来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4 年前，智荣基金会成立“龙吟华人市场研发论坛中心”项目，专门研究两岸各大城市人群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趋势，

大陆方面除北京、上海、广州外，即将在重庆也设点研究。 

 

面对新的两岸政治环境，施振荣坦言，要鼓励民间交流，不能停滞，“台湾和大陆企业要共创价值，有很多互利互补

的合作机会，为全球做贡献，这是我们希望追求的。” 

 

原文: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7072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