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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國漢諾威電腦展 CeBIT 是全球三大電腦展之一，散佈於全球的科技廠商匯

聚在此展現新技術以及未來科技發展趨勢，是資通訊界的一大盛事。希望能藉由這

次參觀 CeBIT 展的經驗，對於促進主計資訊系統品質與應用創新能力有所幫助。 

本（2016）年 CeBIT 展的標題為「數位化經濟：結合-創新-達成（d!conomy: 

join-create-succeed）」，重點展出數位化對各行各業之影響。本屆展覽共 13 個展區，

展覽項目包括：物聯網（IoT）、新創公司展示、商業安全、資料中心、通訊及網路

技術、數位化商業解決方案…等，展示新興資通訊科技及運用於各產業之推動案例

及實務經驗，可作為日後主計資訊系統持續精進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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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總處推動中央政府歲計會計事務自動化作業，由主計資訊處（原電子中心）

開發有關歲計、會計等資訊系統提供中央政府各公務機關使用，而因應時代潮流之

推進，相關資訊系統也持續不斷的改版更新。 

近年來，科技發展已不可同日而語，雲端應用的崛起，政府有許多系統也都致

力發展雲端運算，而主計資訊處亦於近年辦理新版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以

下簡稱新版 GBA 系統）之開發，提供雲端服務，以節省各機關歲計會計資訊系統

個別建置與維運成本。在獲得本總處的支持及各機關主計單位的協助下，新版 GBA

系統相關功能已於 104年起陸續上線，提供預算編製、預算執行、會計事務處理、

決算編製等業務服務。 

未來，為提升政府整體行政效能，政府各資訊系統彼此間之整合、協同運作是

必然的趨勢，整合、雲端化等因素也使得資訊系統愈來愈複雜，資訊系統一方面既

要確保能持續正常的運作，另方面異質系統間還要安全、有效率的收送訊息；而在

日新月異的新科技中，還需思考資訊系統可以提供何種新的服務型態，如此種種的

議題是現今資訊人員所面臨的挑戰。 

故為獲取前瞻性資通訊科技創新主題及了解相關產業脈動，爰參加德國漢諾威

電腦展 CeBIT，期望藉由此行的所見所聞，對於促進主計資訊系統之應用發展能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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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德國漢諾威展 CeBIT 於德國漢諾威舉行，全球大大小小的資通訊廠商匯聚於

此，展示其最新技術、概念、產品等，本屆 CeBIT 展期為 2016年 3 月 14~18日共

五日，展覽會場為於漢諾威展覽會（Deutsche Messe AG, Hannover），行程如下： 

2016德國漢諾威展 CeBIT 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說明 

3 月 12~13 日 由台北啟程，從桃園機場飛往漢諾威 

3 月 14~18 日 全日參觀德國漢諾威電腦展 CeBIT 

3 月 19~20 日 由德國漢諾威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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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內容摘要 

本屆 CeBIT 展由來自 70 多個國家共 3,300多家廠商參與盛會，展覽分為 13 個

展區，這些展區的主題分別是：數位化商業解決方案（Digital Business Solutions）、

企業內容管理與輸入輸出設備解決方案（ECM, Input / Output Solutions）、行銷與業

務解決方案（Marketing & Sales Solutions）、企業資源規劃與人力資源及商業智慧

（ERP, HR, BI & Commerce）、研究與創新（Research & Innovation）、商業安全

（Business Security）、公共事務園區（Public Sector Parc）、新創特區（SCALE11 & 

Developer World）、資料中心（DatacenterDynamics at CeBIT）、物聯網解決方案（IoT 

Solutions）、通訊與網路技術（Communication & Networks）、經銷商專區（Planet 

Reseller）、全球資通訊設備採購專區（Global Sourcing Area）等。 

 

本 屆 CeBIT 展 的 標 題 為 「 數 位 化 經 濟 ： 結 合 - 創 新 - 達 成 （ d!conomy: 

join-create-succeed）」，重點展出數位化對各行各業之影響。由於參展廠商眾多，展

出品項五花八門，以下就重點摘錄此次觀展發現： 

(一) 官方導覽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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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參加展覽會時，可能會跟主辦單位拿了很多說明簡介，以做為觀展時的指

引。不過現在可是方便多了，拜科技進步之賜，幾乎人手一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所以 CeBIT 官方也推出導覽 APP供大家下載使用。導覽 APP內容包含了許多

展覽資訊，諸如：參展廠商簡介、攤位位置、聯絡人員資訊、展覽活動、…等，使

用者可依自己的操作習慣，不論是從時間軸，或者從地理位置，輕鬆的標記想要參

加的活動。導覽 APP 並結合行程管理，可以提醒使用者活動開始時間，重要的行

程不遺漏；導覽 APP還結合了地理資訊，透過 GPS定位，在偌大的展覽會場中找

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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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自從德國喊出「工業 4.0」之後，世界各國也紛紛起而效尤，例如大陸喊出「中

國製造 2025」，我國也端出了「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期能開發智慧機械、物聯

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等技術來引領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產品與服務附加

價值提升，同時，發展人機協同工作的智慧工作環境，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工作人口

遞減的勞動需求。 

物 聯 網在 這波 工業 革命 中 被寄 予厚 望， 可見 其 重要 程度 。在 新創 特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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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11 & Developer World）有一個關於「農業 4.0」的介紹：我們可以在農田

中裝置一些感測器，用以感測溫度、濕度、土壤狀態、結果（穗）狀況...等，這些

感測器所收集到的數據會傳回雲端主機，雲端主機還會收集氣象預報、庫存（農藥、

肥料）...等資訊，然後依據這些資訊做出綜合判斷，諸如施肥、施藥、澆灌、收成

等活動，都能在雲端主機的判斷下，透過聯網傳達指令以自動完成。而這過程中，

還能依據不同的情境而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在同一塊田區中，偵測到有的區塊比較

乾，有的區塊比較濕，便能針對較濕的區塊減少澆灌量。是故在物聯網的應用下，

產業可以進行比較細膩的操作，更容易實現差異化，達成做出少量多樣的客製化產

品、靈活快速回應市場需求或控制成本等目標，也就能提升競爭力。 

另外在物聯網解決方案（IoT Solutions）展區則展示有關智慧家庭、智慧城市、

個人照護…等方案。智慧家庭主要係透過物聯網的技術，可以對家中電器用品作遠

距離的操控，或是依據現場環境參數，自動作一些調整。例如用手機網路連線方式

啟動或關閉冷氣等家電用品，或是智慧監視系統可透過人體與臉部辨識技術，偵測

家中是否有陌生人，從而主動通知主人。 

至於智慧城市也需依賴物聯網的技術，把水、電、暗管、交通、建築物等管理

與利用變得更有效率，以便利民眾生活、打造永續環境、營造市民幸福感。目前大

家比較熟悉的智慧城市是在交通方面的應用，例如即時路況、大眾運輸動態查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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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創特區（SCALE11 & Developer World） 

為了因應美國矽谷的新創潮流，CeBIT 從去（2015）年開始特別設立的一個展

區 SCALE11，提供給新創企業一個展示平臺，藉以吸引創投、合作夥伴，今（2016）

年更擴大 SCALE11的規模，共有來自 30 多國超過 300家新創公司參與。  

在這個展區裡可以發現許多新創公司都展出虛擬實境（VR）相關產品，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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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體驗，此類產品帶來的環境感受已做到相當逼真，而且也不太會引發暈眩

感。例如現場有一個風力發電機的體驗，使用者戴上 VR 眼鏡後，可以模擬在風力

發電機內部的作業情形，當使用者搭乘升降梯往上爬升時，視角的變化真的讓人覺

得越爬越高，還真的不太敢一直往下看，當爬升到頂端時，身旁的電扇會配合啟動，

讓人感受真的有風吹拂著。虛擬實境的逼真程度讓人聯想在娛樂、購物、操作訓練、

環境觀測…等方面之應用，相當令人期待後續發展。 

 

在 SCALE11現場，只要是虛擬實境的體驗都相當熱門，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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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虛擬實境產品大多是一部大大的「眼鏡」，看起來感覺很笨重還有點可

笑，但還記得嗎？當年第一代行動電話（大哥大）也是很大一支好像磚塊、黑金剛，

到第二代行動電話推出時，行動電話的體積已大幅縮小。資通訊產品都會經歷此一

歷程，目前虛擬實境產品已經量產，以科技發展的腳步來看，輕薄短小的虛擬實境

產品應該很快就會出現。 

 

主辦單位在 SCALE11也規劃了演講專區，邀請創業有成的前輩們分享心路歷

程、創業經驗，現場佈置成揚帆啟航的小船，並設置了一些標語鼓勵這些新創企業

家。同時，現場也有一些媒合活動，協助新創企業家們尋求合作夥伴、吸引創投業

者投資。 



 

  - 10 - 

 

(四) 其他新興應用 

除了虛擬實境外，另一件讓人印象深刻的技術，是關於 3D 感測系統。3D 感

測系統這名詞乍聽之下或許尚覺得很陌生，但講到體感遊戲機大家就比較熟悉了，

體感遊戲機就是 3D 感測系統的應用之一。在研究與創新（Research & Innovation）

展區，有家廠商展示了低成本且超輕量的 3D 感測器系統，偵測範圍號稱可達 45

公尺，實際體驗時，手上無須持有任何設備，感測器就能偵測到手部動作，而且可

以相當細膩的捕捉到手部的移動軌跡。除了前面提到的體感遊戲，3D 感測系統尚

可應用於車輛防撞系統、監控設備、手勢（非接觸式）操控、掃地機器人...等。 

還記得電影「看見台灣」嗎？那是導演齊柏林搭乘直升機拍攝，用鳥瞰視角呈

現台灣的一部作品。而現在，利用無人機，我們也可以「看見台灣」。本屆 CeBIT

在全球資通訊設備採購專區（Global Sourcing Area）展區舉辦無人機高峰會，展出

各式各樣的無人機，現場還有飛行秀及無人機飛行競賽等，讓人一睹無人機的操控

性能。舉凡娛樂產業、農林漁牧業、運輸業、災害救援...等都是無人機的應用領域。 

本屆 CeBIT 舉辦期間，恰好也發生了一件轟動（資訊）武林的新聞：Google

的人工智慧（AI）程式 AlphaGo 對弈韓國圍棋國手李世石，這場「人機大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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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AlphaGo 以 4：1 勝出，掀起一波人工智慧高潮。在本次展場中也發現到有關人

工智慧的展示：軟體代理 Bot，這個名詞是從機器人一詞 Robot轉化而來。會場中，

有廠商把軟體代理 Bot 做在機器人上，這機器人會跟人互動，回應你說的話；這

Bot 也具有語言辨識系統，跟它說英文，它也回應英文、跟它說中文，它就回應中

文；它還具有人臉辨識系統，它看著你時，會先猜測應該使用何種語言，例如當它

看到我時，給我的問候句是「你好」。目前 Bot 的應用多是聊天機器人，目前已用

來做為客服，簡單的 Bot 可以提供使用者資訊，稍微厲害點的可以幫使用者訂票、

購物，而未來發展會期望它能提供使用者特定領域建議（如旅行行程安排）、或解

決使用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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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 

近幾年，科技名詞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的冒出來，從早先的「Web2.0」、接著是

「雲端運算」、然後有「大數據」、到近期的「物聯網」，有時雖讓人感到眼花撩亂，

但亦有其發展的脈絡存在。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演進，電腦與網路越來越普及，一方面人人都能透過電腦，

在網路上分享、討論與接收各種資訊；另方面，也因為軟硬體技術的更新，讓資訊

的分享、討論與接收越來越便利，資訊傳播的效率大大提升，這也就是 Web2.0。

而乘著這波浪潮而起的新媒體們，漸漸的發揮其影響力，進而超越了傳統媒體，打

破其權威性。 

當資訊的傳播愈仰賴網路時，人們便思考著運用資訊時如何不被綁在電腦前，

而是可以隨時帶在身上。這念頭動到了方便攜帶的手機上，智慧型手機於是孕育而

生，這項劃時代產物的興起，對 Web2.0更是起了加速作用。智慧型手機的出現，

漸漸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低頭族變成現代人的寫照：買東西前，先滑個手機

查一下商品資訊，可以了解規格、比價、有無促銷活動…等；吃飯前，也要先滑個

手機查一下商家評價，也可以把自身的感受回饋回網路，供其他人參考。當資訊的

取得是如此之便利，聰明的人們便想把更多的服務放進手機裡，例如：訂位、購物

（票）、轉帳、追劇、查詢交通即時動態…等，林林總總的服務從哪邊來？那就是

來自雲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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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慧型手機的興起，也帶動起無線通訊、網路的發展與應用。不只是手機，

許多產品及設備也導入了連接網路的功能，這波應用也就是今日所談的物聯網；而

這眾多終端設備所產生的資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數據。 

目前，物聯網相關應用已進入到我們的生活層面，例如公車動態查詢：每輛公

車都有 GPS定位，透過網路將定位資訊傳輸給雲端主機，經由雲端主機運算分析

後，人們可以即時的從公車站、網站或手機等獲知公車到站時間，這還只是單一面

向的應用服務，當更多的設備加入聯網，所能提供的服務將更完整。以公車動態查

詢的案例加以延伸，如果當道路監測設備、停車格、大眾運輸系統、車輛導航系統、

甚至是汽機車本身等設備或設施也都具備聯網能力，傳回雲端的最新即時資料將可

反應真實的交通動態，協助用路人規劃最佳途徑，也能提供交通行控建議給交管單

位參考，更有效率的解決交通壅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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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觀展的過程中，深感物聯網的潛力，也感到其發展已漸入成熟期，科幻

片的情結彷彿已近在眼前。政府機關也應順應此一潮流，善用新科技，以提供更優

質便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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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本次參加 2016年德國漢諾威電腦展 CeBIT，對於新興科技之發展應用有更深

入的了解，對未來規劃執行資訊業務獲得不少啟發，綜合本次觀展心得，以下提出

一些建議以供討論。 

(一) 持續開放資料及存取應用程式介面（API） 

開放資料可獲得許多好處，分列如下： 

1. 由於開放資料具有容易取得、散佈、使用等特性，透過開放資料，政府施

政成果能更廣為讓大眾認識，而這也意味著大眾要檢驗政府施政將更為簡

便，因此能促進政府施政更加公正、透明。 

2. 面對現今物聯網與大數據的時代，系統整合是一大課題。我國自推動電子

化政府以來已 20 多個年頭，過程中建立了許許多多的資訊系統，或因業務

執掌不同、或因應技術更新改版，各資訊系統間存在著高異質性，系統整

合實乃一大挑戰。而開放資料可以促進各系統在應用層面的整合，若再配

合開放存取應用程式介面（API），將可達成系統自動介接（Machine To 

Machine, M2M）。對政府而言，一方面可以加速機關（構）之間資料或訊

息交換之效率，縮短行政流程，另方面也擴大政府與外界之交流，刺激思

考、增進政府應變能力。 

(二) 安全議題應受到重視 

面對物聯網時代的來臨，由於聯網的設備大幅增加，安全防護的困難度也隨之

提升。新科技的出現為生活帶來許多改變，會產生新的商業模式，卻也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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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型態的安全危害，因此在追求新科技的同時，相關因應的安全機制也要與時

俱進。一方面需留意資安訊息，了解新型態的資安威脅，以檢討組織內的安全防護

機制是否完備；另一方面，要提升組織人員風險意識，推動資安業務時才能事半功

倍；同時，需檢視安全防護機制之有效性，適時導入自動化機制，以提升安全防護

效率、避免流於形式。 

(三) 培育人才提升人員素質 

資通訊科技是一個快速變遷的產業，學如逆水行舟，資訊人員的素養也是同樣

的道理：不進則退。組織應鼓勵資訊人員學習新知、與外界交流吸取實務經驗，使

其在面對新技術時能有認知、評估等能力，也能避免資訊人員閉門造車，對組織持

續推動資訊化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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