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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CIO大調查報告火熱出爐，本調查涵蓋台灣各

產業企業IT最高主管，同時內容涵蓋企業IT預算、CIO職

涯，以及近期熱門議題，由於每家公司只接受一份問卷，

這樣的結果將是最貼近台灣現況的調查。本次調查有效問

卷數量為523份，期盼藉由此份調查結果，協助資訊長掌

握全球趨勢，進而規劃符合企業發展需求的資訊架構或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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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期間收到的523份有效問卷樣本中，以高

科技製造(23.9%)、金融服務業(包含銀行、證券、

金控及保險)佔比為23.5%，第三大則為傳統製造

(20.5%)，其次是批發/零售/百貨/賣場、民生 消費服

務、資訊應用、運輸/流通/倉儲、醫療，以 及政府

部門等產業。 

而受調查者擔任IT部門最高主管比例，達到

59.6%，且有高達55%的CIO參與高階經營管理

會議；而CIO直接向CEO、VP報告比例總和約為

65.5%，這可以顯示調查結果的代表性。

而因應資安威脅日益嚴峻，加上商業環境競

爭相當激烈，我們也發現，「資安」、「人工智

慧」，以及「Big data與分析」，是現今企業最急

著完成的三大類專案，以便能夠實踐數位轉型的願

景。

AI議題夯 

導入比例超過60%

人工智慧從1950年代被提出迄今已經超60年，

歷來有許多科學家都投入該領域研究，但最終並沒

有令人驚豔的成果出現。回顧1990年代初期，人工

智慧多以「專家系統」的方式實現，只是此種做法

的聘僱專家成本高，加上系統無法普遍化，如醫師

系統無法處理法律事務，以至於最終逐漸淡出。

至於人工智慧第二波改革，則始於1990年中

期。在半導體製程技術進步下，帶動個人電腦記憶

空間增加及速度提升，加上演算法的最佳化，讓該

技術得以逐漸被亦用於人類生活之中。其次，伴隨

著網路的蓬勃發展，使得資料搜集、取得變得容

易，加上科學家開始將機器學習運用在 Big data 探

勘上，更帶動人工智慧技術的大幅進步。現今人工

智慧已成為眾多應用服務的核心，包含智慧醫療、

智慧交通等，尤其台灣製造業更關心的工業4.0，亦

是以該技術為核心，進而達到預測維修、提高生產

品質與效率等目的。

從本次CIO大調查結果可發現，相較於前一年，

台灣企業引進人工智慧技術的意願更高，包含已導

入、今年將導入、測試中/評估中等的比例已經超過

60%， 不過仍然有37%受訪單位沒有計劃，也讓編

輯部感到非常疑惑與不安，未來恐怕失去在市場上

的競爭力。

值得注意之處，企業推動AI專案過程中，泰半

都面臨AI人才嚴重不足的挑戰。所以除有業者成立

人工智慧學院之外，各大專院校也相繼開設相關課

程。未來，企業或許可與學校合作，邀請專家到企

業內部授課，藉此縮短員工學習相關技術的時間。

啟動轉型迫在眉睫 

奠定營運基石

在商業環境快速變動的影響下，根據IDC公布的

2019年台灣ICT市場十大趨勢報告，明白指出2019

將是「重塑創新的競賽」的關鍵年，企業唯有加快

數位轉型的步伐，從上到下重塑企業的發展。相

反，企業若無法加速進行數位創新與技術應用，最

終將在2022年將失去三分之二的市場機會。在工業

4.0 議題席捲全球下，從本次CIO大調查結果－－增

加市場競爭力、提高營運(生產營運、服務營運等)效

率，被受訪者認為是數位轉型主要兩大目標，且比

例均接近70%。

另外，亦有接近40%受訪企業認為，數位轉型

是抓住未來發展機會的重要變革，這也正好是多數

推動數位轉型成功企業的關鍵。曾多次到《CIO IT經

理人》會議中分享的漢翔航空為例，即是察覺到全

球航空產業的競爭加劇，客戶對產品品質與交期要

求嚴苛，於是透過推動工業4.0方式，實踐數位轉型

的願景，最終也順利爭取到未來長遠的合作關係。

勒索軟體席捲全球 

迫使企業正視資安

隨著行動裝置成為消費者生活中不和或缺的工

具，民眾透過不安全網路進行連線和互動的情況越

來越普遍。駭客組織為求快速獲取經濟利益，在虛

擬貨幣交易大行其道的狀況下，正大量使用勒索軟

體入侵企業網路，藉由勒索數量不一的虛擬貨幣，

以求取得所需的大量資金。以2017年5月席捲150個

國家、約230,000台電腦的WannaCry為例，即是運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漏洞，對全球執行電腦

進行攻擊的加密型勒索軟體兼蠕蟲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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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WannaCry之外，隨著駭客組織運用勒索病

毒手法趨向純熟，促使其他類型的數位勒索攻擊也

更加猖獗、從而發展出多樣且龐大的詐騙手法。

如2017年亦陸續出現的Petya、BadRabbit等勒索

病毒，均是運用企業組織架構漏洞入侵，也讓變臉

詐騙成為高效率的賺錢工具。特別是在歐盟「通用

資料保護法規」(GDPR)即在2018年5月上路後，許

多資安機構認為駭客可從各公司公開的財務資訊，

計算出違反GDPR將遭致的罰鍰，最後透過竊取個資

進行勒索，因此勒索事件將會更為盛行。

從調查結果看來，在勒索軟體日益猖獗之際，

企業如何防範該類性惡意軟體已成為CIO最關心的

資安議題之一。因應此趨勢，在本次調查中也可以

發現企業編列更多的資安預算，除提升資安防禦層

級，亦強化企業內部資安意識，期盼能夠杜絕來自

四面八方的駭客攻擊。

區塊鏈技術受關注 

金融產業發展最快

在各種創新金融服務中，數位貨幣技術正在大

幅改變全球商業營運模式，其中又以可以用於跨國

交換的區塊鏈技術最受到各界關注。現今全球將目

光放在區塊鏈技術的重點，在於該技術普及之後將

能夠帶來許多好處，如可提高數位金融的辨識度、

增加數位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比傳統貨幣交易更容

易追蹤金錢流量。其次，區塊鏈因為能夠直接將數

位貨幣匯到對方帳戶中，完全無需經過第三方平

台，此舉將能加快數位資產的流動，同時提供更低

廉的網際網路金融交易成本。

從區塊鏈相關調查結果可以看到，以銀行、證

券、保險、金控等產業導入的速度最快。不過，另

個值得關注應用是在醫療產業的病歷紀錄。如台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2018年宣布正式啟動「健康醫

療區塊鏈平台」，運用區塊鏈技術全面提升轉診服

務，民眾可於24小時內取得完整病歷摘要、檢查影

像等就醫及健檢資訊。未來，若與保險產業結合，

還能加快保險理賠的申請速度，免去繁瑣紙本文件

申請的流程。

 貴公司導入物聯網技術的時間點？
因應物聯網應用趨勢，台灣企業在已導入或今年導入

的比例，較去年稍微高一些。

24%

28.3%

8.2%

12%

26.2%

1.3%

其他

尚無動作

未採購但評估中

測試中

今年導入

已導入

2017

2018

 貴公司裡數位轉型的關鍵負責人是？
目前有超過50%企業，由CEO/總經理直接負責數位轉

型專案。

CTO

CMO

CFO

COO

CDO
(Chief Digital Officer)

VP

IT部門經理

CIO

CEO/
總經理

0% 10% 20% 30% 40% 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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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樣本基本資料
 您擔任最高主管(CIO)的年資？ 您是否為IT部門最高主管？

 您在IT部門的總年資？  您是否為高階經營管理會議成員？

在擔任CIO年資部分，與去年相比沒有大幅度變化。IT部門最高主管比例達59.6%，與去年相去不遠。

在IT部門擁有超過20年以上年資的比例，在今年達到

54.1%。

CIO參與高階經營管理會比例，與去年相同。

10年以上

6~10年

3~6年

1~3年

1年以下

4.6%

14.9%

15.4%

16.9%

48.2% 2017

2018

否是

2017

2018

59.6%40.4%

6.7%
4%

8.3%

26.9%

54.1%

20年以上

11~19年

7~10年

4~6年

3年以下

2017

2018

55%45%

否是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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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直接向CEO、VP報告比例總和約為65.5%。

在工作滿意度方面，亦有85%受訪者屬於滿意或普通以

上。

有超過85%受訪者，能夠接受現有的薪資水準。

職涯發展部分，不滿意比例低於6%。

 對您的薪資滿意度？

 對您的職涯發展滿意度？

 您的日常工作向誰報告？

 對您的工作滿意度？

其他
BU主管
CTO

CFO
COO

VP
CEO

46.2%
4%

5.2%

19.3%

2.4%

12.8%

10.1%

2017

2018

3.7%

40.7%

1.2%8.6%

45.8%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017

2018

6.4%

58.4%

0.3%0.8%

34.1%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017

2018

3.1%

55.7%

0.3%
5.2%

35.7%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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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工作上最大的壓力是什麼？
如同以往，台灣CIO有意願自行創業的比例非常低。高達59.6%來自於新知識不斷湧現。

 您是否會選擇創業？

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

健康

業績考核 新技術/
新知識不斷湧現

團隊建立

複雜的組織關係

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54.7%

39.8%

59.6%

2018 201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不
會
創
業

規
劃
中

未
來
5
年
內
會
創
業

未
來
1
年
內
創
業

正
在
創
業
期

2018 2017

 依據美國NHTSA自動駕駛車分級，您目前能夠接受的自動駕駛程度？
多數CIO都非常期待自動駕駛技術問世，不過多數傾向可切換為人工駕駛的Lv3等級。

Lv4全自動駕駛，
不可切換為人工駕駛

Lv3多數時間車輛自動行駛，
但可切換為人工駕駛

Lv2搭載多個電子控制功能並交互運作，
如定速巡航結合車道維持系統

Lv1搭載獨立的電子控制功能車款，
如車身穩定系統

Lv0全人工駕駛，
駕駛人擁有最大主控權

6.1%1.4%

7.5%

33%

52%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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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工作花費您最長時間？
在工作內容部分，尋找創新數位方案的時間減少許多，花費最多時間為制訂策略與系統決策。

法規與實務的落差

與客戶、供應商或外部夥伴協商

人事管理與人才/團隊招募

學習新技能

規劃策略性商業(new)

需要創新數位方案

改善系統績效(new)

領導變革專案(new)

安全管理(new)

培養IT與業務的夥伴關係(new)

讓IT提案與業務目標協調整合(new)

預算控制與資源分配

最佳化企業營運流程

建立新的系統與架構(new)

解決迫切性的IT問題管理突發危機

與高層互動溝通/開會

制訂策略與系統決策

0% 10% 20% 30% 40% 50% 60%

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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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樣本所屬公司現況
 貴公司去年營收金額？  貴公司今/去年IT預算比較？

 貴公司今年IT預算金額？

本次受訪者公司規模，有34.3%營收超過100億元。 因應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有39.4%受訪公司IT預算呈現

上揚趨勢。

在IT預算規模部分，金融產業因應Fintech趨勢，整體預算規模相對較高。

23.5%

3.1%

8.3%

5.5%

20.5%

11.9%

15%

6.4%

2.8%

1.8%

1.2%

不透露

屬於
非營利機構

500億

1000億

100億

50億

10億

1億

5000萬

3000萬

10億以上

6億 ~ 10億以下

3億 ~ 6億以下

1億 ~ 3億以下

5000萬 ~ 1億以下

3000萬~5000萬以下

1000萬~3000萬以下

1000萬以下

非預算制

不透露

14.7%

8%5.5%

18%
22%

4.9%

3.4%

2.1%

9.8%11.6%

總體

14.3%

15.6%

23.7%

18.2%

40%

20%

20%

20%

22.1%

19.3%

17.2%

 電信及網路
服務供應商

高科技/傳產
製造業

金融業（銀行、
證券、保險、金控）

不透露

更少

相同

更多

12%

39.4%

36.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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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目前是否使用數位工具協助行銷(MarTech)？以及是否具備成效？
台灣企業多以代工產業為主，所以應用數位行銷工具的比例並不高。

 您認為貴公司目前最大的IT挑戰是什麼？
在維持企業力的前提下，數位轉型成為資訊部門面臨的最大挑戰。

供
應
鏈
管
理

組
織
變
動
或
併
購
/
分
拆

全
球
化
/
標
準
化

IT
與
OT
匯
流
的
挑
戰

集
團
管
控

改
善
客
戶
體
驗

法
規
遵
循
或
監
管

IT
敏
捷
性

人
才
資
源
管
控

提
升
安
全
性

數
位
轉
型
/
創
新
/

0%

10%

20%

30%

40%

50%

60%

開
放
性
軟
體
或

資
料
的
運
用

生
產
力
最
佳
化
/

提
升
作
業
效
率

決
策
系
統
與

資
料
分
析

業
務
拓
展

2018 2017

其他

沒有

有，成效不佳

有，成效顯著

15.6%

70%

2.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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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樣本公司的IT部門現況
 貴公司IT部門編制人數？  明年貴公司IT人力如何變化？

受訪企業資訊部門規模低於20人最多。 在兼顧IT預算支出下，多數企業在資訊人力部分泰半維

持現狀。

501人以上

301-500人

101-300人

51-100人

21-50人

20人以下

4.9% 2.4%

41.7%

22.6%

12.5%

15.9%

3.1%

31.2%

65.7%

縮編 無改變 擴編

 目前貴公司IT組織是否規劃為雙模式 
IT (Bimodel IT)？又是否具備成效？

 在過去一年，IT部門採取過何種重要
措施以改善IT與業務的關係？(單選)

相較於全球趨勢，台灣企業對雙模IT接受度仍然有待

探討。
為確保專案成效，38.5%受訪者已開始與業務單位共同

排定IT專案順序。

其他

鼓勵自助型的IT服務

領導數位業務單位提案

採用更多敏捷開發技術

IT主管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與業務單位合作

與業務單位共同排定IT專案順序

6.1% 2.1%

38.5%

30.9%

13.5%

8.9%

8.9%

78%

1.8% 11.3%

是，成效不佳

是，成效顯著 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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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將擴編的IT職務專長為何？
因應數位轉型需求，軟體設計開發師依然是企業最需要的專業人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社群經營

IT主管

使用者經驗

雲端運算

IT專案管理

行動服務

系統網管

資料科學家(Big Data)

分析師/架構師

資安

AI/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

軟體設計開發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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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目前亟需完成的IT應用專案為何？
資安、人工智慧、資料蒐集分析，是現今企業最急著完成的三大類專案。

IT投資與建置狀況

其他

ERP系統更新

VR/AR/MR

MarTech

無伺服器運算

區塊鏈

IoT

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

開發和部署雲端原生應用

FinTech

基礎架構

資料蒐集分析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安全與風險管理2.1%

1.5%
1.5%

0.9%
0.6%

2.4%

19.3%

18.7%

18%

11%

6.4%

6.4%

5.8%

5.2%

 貴公司在2019亟需採購的項目為何？（複選）
在數位資料大量增加下，添購網通設備已成為加快資料傳輸速度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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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應用 Open Source 在何領域？
全球企業引進 Open Source 速度加快，但是多數台灣企業對該類軟體仍然保持相當大的疑慮。

 2019亟需採購的IT產品類別？  尋找Office軟體替代方案的程度，以迫
切性和重要性來考量？因應市場變化，企業有意願添購新應用軟體與服務的

比例超過70%。 在維持商業流程穩定運作的前提下，雖然多數企業認

為尋找替代方案重要，但不應該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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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
 您認為導入AI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若將採用AI技術，會選擇何種取得方

式？隨著智慧服務紛紛出爐，多數企業都認同AI是強化競爭

力的重要技術。 在Google、微軟等業者紛紛推出AI模組下，47.7% 受訪

企業選擇直接引進成熟的技術。

 貴公司會如何運用AI技術？
將現有商業流程最佳化，是多企業引進AI的首要目標。

87.5%

12.5%

否是

2017

2018

3.7%
14.7%

33.9%
47.7%

其他

部份委外

購買服務

自行組建

會計/財務

尋求合作對像

人力資源

物流配送

研發(新產品、良率等)

整合內部資源

市場行銷

網路安全防護

客服

生產製造

業務開發

決策支援

流程最佳化

0% 10% 20% 30% 40% 50%



人工智慧導入 近四成企業無動作

自從人工智慧從1950年代被艾倫•麥席森•圖靈

（Alan Mathison Turing)提出迄今已經超60年，歷年

來有許多科學家都投入該領域研究，但最終並沒有令

人驚豔的成果出現。回顧1990年代前，當電腦計算與

儲存能力還有限的時候，人工智慧多以「專家系統」

的方式實現，只是此種做法的聘僱專家成本高，加上

系統無法普遍化，如醫師系統無法處理法律事務，以

至於最終在1980年代末期逐漸淡出。

人工智慧第二波改革始於1990年中期，在半導體

製程技術進步下，帶動個人電腦記憶空間增加及速度

提升，加上演算法的最佳化，讓該技術得以逐漸被亦

用於人類生活之中。其次，伴隨著網路的蓬勃發展，

使得資料搜集、取得變得容易，加上科學家開始將機

器學習運用在 Big data 探勘上，更帶動人工智慧技術

的大幅進步，如 Google AlphaGo 打敗人類棋王為例，

即是達到第二波人工智慧的最高峰。現今人工智慧已

成為眾多應用服務的核心，包含智慧醫療、智慧交通

等等，尤其台灣製造業更關心的工業4.0，亦是以該技

術為核心，進而達到預測維修、提高生產品質與效率

等目的。

從本此CIO大調查結果可發現，相較於前一年，

台灣企業引進人工智慧技術的意願更高，包含已導

入、今年將導入、測試中/評估中等的比例已經超過

60%，不過仍然有37%受訪單位沒有計劃，也讓人感

到非常疑惑與不安，未來恐怕失去在市場上的競爭

力。

值得注意之處，企業推動AI專案過程中，泰半都

面臨AI人才嚴重不足的挑戰。所以除有業者成立人工

智慧學院之外，各大專院校也相繼開設相關課程。編

輯部建議，企業或許可與學校合作，邀請專家到企業

內部授課，藉此縮短員工學習相關技術的時間。

0.8%

37%

10.8%

31.5%

19.9%

其他

尚無動作

測試中/評估中

今年將導入

已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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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導入AI技術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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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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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人才

導入AI技術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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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與 資料應用 
 您認為導入 Big Data 是否能為企業帶
來競爭優勢？

 貴公司導入 Big data 或資料分析技術
的時間點？

 在應用 Big Data 上規劃那些方向？

Big Data技術已相當成熟，也被企業認可是強化競爭力

的重要技能。

台灣企業導入、即將導入BigData技術比例已超過70%，

約略高於2017年的調查結果。

Big data 技術的應用，主要作為營運高層的決策支援，其次則為市場行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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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 Big data 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貴公司如何部署 Big data 團隊？

 在IT支出中，資料分析之軟體/服務之
花費佔比？

 儲存空間需求年成長比例？

人才不足、資料收集機制等，是企業推動 Big data 專案

的最大挑戰。

Big data 專案成敗與否對企業影響極大，33.3%企業選

擇交給IT部門負責。

受惠於 Big data 技術成熟，76.1%推動專案費用低於總

預算的10%。

即便推動 Big data 專案，57.8%企業的儲存設備成長需

求低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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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調查
 相較於去年，今年支出公有雲金額高
低趨向？

 採用雲端服務的主因？(單選)

 企業內關鍵應用是否已上公有雲？

在積極回應市場需求下，超過62.7%企業仍然積極運用

公有雲服務。

提升靈活度、彈性擴充，是企業引進公有雲的主要原

因。

考量資安事件不斷爆發，72.8%受訪者表示不會把關鍵

服務放在公有雲平台上。

其他

快速部署

雲端就是未來

營業費用與資本支出的考量

降低成本

彈性擴充

提升靈活度

28.4%

24.5%9.2%

8.6%

8.3%

7.6%

13.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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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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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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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採用或將採用的雲端架構為何？
考量彈性與安全，企業打造混合雲平台比例大幅增加。

 私有雲 混合雲 公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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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調查
 負責公司資訊安全的最高主管為？

 企業最擔心的資安威脅？

 請問貴公司在遵循GDPR的完成度？
（填入0~10，10表示全部完成）台灣企業有設立CSO比例極低，高達62.4%企業依然由

CIO負責資安專案。

大行其道的勒索軟體，依然是企業最擔心的資安威脅，不過比例較去年下降。

GDPR上路超過半年，近半數企業完成五到八成，但仍

有一成完全無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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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導入或將導入哪些資安解決方案？
防火牆、病毒/垃圾郵件等資安設備，依然是台灣資訊長採購設備的重點，僅有少數企業開始引進資安鑑識、白駭客

服務等新概念，。

0% 10% 20% 30% 40% 60%50%

 防火牆

工控系統防護(ICS/SCADA)

IoT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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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總體管理

白駭客服務

資安鑑識

身份辨識

行動裝置管理

伺服器存取控制

APT防護方案

防止資料外洩(DLP)

入侵檢測/弱點評估

防止DDoS攻擊

勒贖防護軟體

異地備援/災難復原

  病毒/垃圾郵件

2018 2017



62

物聯網調查
 您覺得IoT與您所屬企業的關連性  您認為IoT感應器蒐集的資料應如何儲

存？電信、醫療等產業，對物聯網技術與應用非常重視。

多數受訪者認為感測元件收集資料後，應該要自動完

成後續儲存的工作。

營建工程

傳統製造

健康醫療

運輸/流通

民生消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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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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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銀行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教育機構

政府機關

高相關低相關不相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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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將IoT應用在哪些情境？
在應用情境部分，台灣企業主要運用感測器收集即時

資訊，其次則為預防性維護與遠端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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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調查
 何者為貴公司最正在使用或最需要的數位技術？

在全球資安事件大幅增加下，資安科技成為企業最在乎的技術專案，其次則為實踐數位轉型願景的人工智慧與

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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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技術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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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環境快速變動的影響下，根據IDC公布的

2019年台灣ICT市場十大趨勢報告，明白指出2019

將是「重塑創新的競賽」的關鍵年，企業唯有加快

數位轉型的步伐，從上到下重塑企業的發展。相

反，企業若無法加速進行數位創新與技術應用，最

終將在2022年將失去三分之二的市場機會，並且陷

入被市場淘汰的命運。

或許正因為如此，台灣企業也意識到若不積極

推動轉型，恐怕失去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在工

業4.0議題席捲全球下，在本屆CIO大調查報告中，

增加市場競爭力、提高營運(生產營運、服務營運等)

效率，被受訪者認為是數位轉型主要兩大目標，且

比例均接近70%。

另外，亦有接近40%受訪企業認為，數位轉型

是抓住未來發展機會的重要變革，這也正好是多數

推動數位轉型成功企業的關鍵。以多次到CIO IT經

理人活動分享的漢翔航空為例，即是察覺到全球航

空產業的競爭加劇，客戶對產品品質與交期要求嚴

苛，於是透過推動工業4.0方式，實踐數位轉型的願

景，最終也順利爭取到未來長遠的合作關係。

提升產業影響力

拓展企業的業務邊界

提高環境適應能力

增加客戶忠誠度

提高企業收入

抓住未來的發展機會

提高客戶滿意度

降低營運成本

增加市場競爭力

提高營運（生產營運、服務營運等）效率

0% 10% 20% 30% 40% 70%60%50%

企業數位轉型的主要目標

企業寄望數位轉型翻轉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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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CEO對數位轉型的態度？

 貴公司負責數位轉型的部門為何？

雖然台灣企業認同數位轉型，但仍有37.6%CEO雖具有數位轉型的意識， 可惜沒有將其上升到企業戰略。

目前推動數位轉型的企業中，由於高達31.8％沒有成立相關團隊或部門，所以主要由資訊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未作答

CEO沒有數位轉型的意識

CEO具有數位轉型的意識，
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企業戰略

CEO參與數位戰略的制定，
但是沒有親自推動戰略實施

CEO親自推動數位戰略在整個企業中實施

26.9%

3.7%

37.6%

8.9%

22.9%

其他

成立相對獨立的數位化子公司

主要主管組成數位轉型委員會

在集團層面成立數位轉型部門

在IT部門下成立數位轉型團隊

由資訊化（或IT）部門直接推動

在業務部門下成立數位轉型團隊

沒有成立相關團隊或部門

31.8%

9.2%

30.9%

8%

7.6%

6.4%
5.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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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資訊系統的建設現況？

 您認為進行數位轉型必須多久達到目標？  在您的組織的數位轉型計劃中，IT最
重要的角色為何？

雖然台灣企業對創新科技的敏感度較低，不過整體架構相當扎實，有57.8%受訪者表示公司內部有很多資訊系統，且

能夠實現資料互通。

多數推動數位轉型企業都體認到轉型是一條漫長的道

路，預計要3年才能看到成果。 在數位轉型專案中，有高達43.7%受訪者扮演負責整合

數位創新與業務系統的重要工作。

未作答

所有的系統都透過平台界接

有很多資訊系統，且能夠實現資料互通

有很多資訊系統，且能夠實現系統互通，
但是沒有實現資料互通

有很多資訊系統，但是沒有實現系統互通

有很多資訊系統，但是使用問題多，
無法正常使用

僅有少數業務使用的資訊系統

沒有使用資訊系統

1.8%
6.7%

13.5%

57.8%

9.8%
3.7%

3.1%

3.7%

其他

降低數位科技的安全風險

確認哪些業務可以轉型

確認轉型所需的新興科技

確認供應商能否滿足需求

整合數位創新與業務系統

管理數位專案的執行

43.7%

2.1%

17.1%

4.9%

5.2%
6.8%

20.2%

54.1%

11.7%

27.5%

6.7%

其他

三年內

二年內

一年內

2017

2018



67

社群軟體及虛擬實境技術的應用
 是否導入社群工具？內部或對外使用？

 不同產業在導入VR/AR/MR技術的差異

 導入或將導入VR/AR/MR哪種技術？
台灣企業完全不運用社群工具的比例為34.9%。

製造業、高科技產業對AR/VR/MR興趣最高，其次則為民生消費服務、金融產業。

AR/VR/MR議題延燒，應用面也非常廣，可惜台灣企業

有興趣的比例也同樣不高。

5.5%

16.2%

13.5%

10.7%

34.9%

14.1%
5.1%

其他

沒有

評估中

有，內外部皆有

有，應用在消費者

有，應用在外部合作夥伴

有，應用在內部工作流程

MR混合實境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
0%

10%

20%

營建工程

傳統製造

傳統製造傳統製造

傳統製造

健康醫療

運輸/流通

民生消費服務

民生消費服務民生消費服務
民生消費服務

批發/零售/百貨/賣場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媒體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電信及網路服務供應商

資訊應用

高科技製造

高科技製造 高科技製造

高科技製造

金控

保險

證券

銀行

銀行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教育機構

政府機關

11.3%

23.7%

11.8%

11.8% 33.3%

23.4%

8.3%
11.3%

15%

17%

混合實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VR AR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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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導入VR/AR/MR技術的時間點？  若計畫導入AR，將應用在何領域？
有高達26.2%企業，預定會在2019年完成AR/VR/MR專

案。

客戶服務、教育訓練，是台灣企業推動AR/VR/MR專案

的主要應用場景。

尋
求
合
作
對
象

購
物
結
帳
點
餐

物
流
配
送

研
發
單
位

新
產
品
功
能

市
場
行
銷

生
產
製
造

作
業
現
場
輔
助

教
育
訓
練

客
戶
服
務

0%

10%

20%

30%

區塊鏈應用調查
 哪種區塊鏈模式為您所認可？  是否將區塊鏈技術導入工作流程中？

在考量資料安全下，企業鏈/私鏈為台灣企業主要導入

的區塊鏈模式。

台灣企業導入區塊鏈比例大約僅有7%左右。

混合鏈企業鏈／私鏈公鏈
0%

10%

20%

30%

40%

50%

26.2%

8%

65.8%

已導入 2019年導入 其他

4.6%

56.6%

30.3%

6.1% 2.4%

否

評估中

是，導入中

是，已導入 其他



在各種創新金融服務中，數位貨幣技術正在大

幅改變全球商業營運模式，其中又以可跨國使用的

區塊鏈技術，最受到各界關注的目標。現今全球將

目光放在區塊鏈技術的關鍵，在於該技術普及之後

將能夠帶來許多好處，如可提高數位金融的辨識

度、增加數位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比傳統貨幣交易

更容易追蹤金錢流量。其次，區塊鏈因為能夠直接

將數位貨幣匯到對方帳戶中，完全無需經過第三仲

介平台，此舉將能加快數位資產的流動，同時提供

更低廉的互聯網金融交易成本。前述種種特性，也

吸引更多產業投入區塊鏈領域的重要關鍵。

因此，在2018 CIO大調查中，自然以銀行、證

券、保險、金控等產業導入的速度最快。不過另個

值得關注應用是在醫療產業的病歷紀錄。如台北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在2018年宣布正式啟動「健康醫

療區塊鏈平台」，運用區塊鏈技術全面提升轉診服

務，民眾可於24小時內取得完整病歷摘要、檢查影

像等就醫及健檢資訊，更能智慧授權給其他醫院及

診所醫師瀏覽，轉診無須返院申請病歷。未來，若

與保險產業結合，還能加快保險理賠的申請速度，

免去繁瑣紙本文件申請的流程。

34.8%

8.7%

8.7%

21.7%

13%

4.3%
4.3%

4.3%

傳統製造

批發/零售/百貨/賣場

電信及網路服務供應商

高科技製造

金控

保險

證券

銀行

已導入或導入中的產業分配狀況

區塊鏈技術在不同產業受到重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