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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焦點評論 

本業專精—數位轉型的成功捷徑 

 
前言 

放大自己的缺點，忽略自己的優點，這是數位轉型一個迷思，也最容易導致失敗。現

下看到為數不少的企業，都是如此進行著數位轉型的計畫，總覺得數位轉型需徹底破

壞既有價值主張才行。然而，企業如果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就有機會透過新興

數位科技來滿足其他市場，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 

王義智 

 

CEO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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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重新找回原本優點，讓積木事業浴

火重生 
放大自己的缺點，忽略自己的優點，這是數位轉型一個迷思，也最容易導致失敗。現

下看到為數不少的企業，都是如此進行著數位轉型的計畫，總覺得數位轉型需徹底破

壞既有價值主張才行。 

以 2003 年的樂高為例，就忽略自身積木娛樂之本質，過度創新與轉型，不斷開發新

產品，包含當時最流行的程式機器人以及數位遊戲，且推出遙控車與洋娃娃。樂高投

注巨大資源在自己所不擅長的產品上，而傳統實體積木帶給玩家那種組合娛樂之本質

卻蕩然無存，最終與消費者漸行漸遠，導致鉅額虧損讓這家玩具界的巨人重重摔了一

跤。 

從樂高的案例中，較穩健的數位轉型做法是，基於自身優勢，思考如何善用數位工具，

再放大與再鞏固自身的優勢。 

同樣再以樂高為例，2004 年以後運用數位遊戲、社群平台、擴增實境等新興數位科

技，充分結合實體積木，讓玩家有視覺、聽覺的多媒體感受。甚至透過手機與實體積

木互動，改善與補足傳統玩具的痛點，創造截然不同的玩樂體驗，在不改變產品本質

下加值新興數位科技，讓積木浴火重生。 

即便樂高發展有別於過往的產品領域，仍堅持與本業「積木」做出鏈結，玩家可隨心

所欲地發揮組合創意，消費者還是可清楚認知樂高是一間積木製造商。不管是電影內

容與科技應用，都是為了要讓樂高經典形象與元素，如四四方方的積木與圓圓滾滾的

人偶，被消費者持續看見與喜愛。 

樂高曾被哈佛商業評論列為經典數位轉型失敗案例，同時也被列為經典數位轉型成功

案例。究其失敗與成功之關鍵在於，如何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透過數位工具去延伸

既有優勢，而不是透過數位工具去投入本身劣勢的領域，放大自己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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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裝：發揮既有核心技術，就能多角

化其他事業 
日本電裝是豐田汽車重要的零件供應商，提供包括汽車空調控制系統、電子自動化和

電子控制產品、燃油管理系統、散熱器等。為避免產品過度集中單一客戶與單一產業，

日本電裝積極伸出觸角進行業務多角化，利用現有技術與產品應用到汽車以外的產

業。 

日本電裝以汽車硬體、車用電子與各式零組件起家，隨電動車、自駕車逐漸成為汽車

產業的發展趨勢，相關產品與過往單純製造車用等系統不盡相同，必須有更多與科

技、半導體技術的連結，日本電裝便開始與世界汽車大廠合作，和國際半導體大廠接

軌，將自身與其他科技領域的技術結合，共同切入車聯網市場，打造出效能更佳、功

能更多的產品。 

另一方面，日本電裝公司也勇於將自身技術向外延伸，例如善用對於車用空調的專

業，跨至農業領域，將其應用在溫室的溫濕度調配系統；或是將對於硬體的專精拓展

到其他製造業與醫療產業等。在這樣的策略下，即可達到產品定位多元化、吸引到新

客群的效果。 

農業跟日本電裝擅長的優勢有何關係？原來是因為日本電裝具備調控車內空調與環

境的 Know-how，又溫室栽培的速度取決於能否有效調控、提供最適宜的溫室環境，

兩者在應用上有所雷同。 

在這樣的連結下，日本電裝找上日本淺井農園成立合資公司 AgriD，合作研發溫室調

控系統，打造新一代農業溫室；且用以使作物不致乾枯的噴霧，也活用日本電裝的技

術，該技術讓車內日曬較炎熱的座位多吹冷氣，另一側則調弱風力，在溫室的噴霧器

上也應用了該調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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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製作所：延伸既有核心優勢，就能創

新商業模式 
小松製作所是日本重化工業產品製造公司，是全球營建機械和採礦設備製造商的龍頭

之一，主要為工程與採礦機械、工業機械的製造，包括挖掘機、推土機、裝載機等工

程機械，各種大型壓力機、切割機等產業機械。 

有鑑於日本建築工地職業災害事故頻傳，且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日趨嚴重，勞動力面臨

青黃不接的狀況，營建業尤其屬於高度仰賴人工的產業，被迫面對巨大挑戰。 

小松製作所提出智慧土木業物聯網平台概念，利用無人機、無人駕駛推土機等，自動

執行建築工地大部分的前期作業，使工地現場工況均使用 ICT 完成資訊採取、產出

數據、控制機械，並以高安全性、高效率的方式進行施工。同時，小松製作所導入影

像處理、虛擬化與 AI 技術，將營建工地整體環境製作成 3D 視覺化影像，即時顯示

作業人員、機具與物件的作業情況。 

也因小松製作所的設備被廣泛使用，可收集大量產業數據，透過對於數據搜集洞察，

開啟一連串數位服務，為客戶提供優化建議。例如只要知道燃料使用量，便能藉由對

燃料使用量多的客戶與使用量少的客戶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釐清雙方操作方式的不

同，並給予燃料使用過多的客戶節省能源的建議。 

小松製作所在經歷數位轉型後，不同過往以「機具銷售額」為核心，而是重視導入設

備的軟體與智慧化應用，推陳出一系列提升客戶效率的「服務」。其所推出的智慧營

造服務，可提供建商客戶多種解決方案，賺取軟體平台與服務費等。 

如此，不但提升自身設備的應用水準，更可藉機轉型，將定位導向高階、高利潤設備

的領域發展，其商業模式將不再僅是侷限在機械設備銷售台數的多寡，而是更多元化

的軟硬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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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說：「你回首看得越遠，你向前也會

看得越遠。」 
在樂高案例中，重拾積木本業為核心，品牌形象並未因為產品多元化而失焦，反而善

用新興數位科技將消費者目光導流回積木，帶動本業持續成長。 

在日本電裝案例中，以原始專精技術為出發點，思考更多應用方向，透過與其他產業

的企業合作，迸發出不一樣的火花並進入新市場。 

在小松製作所的案例中，以自身被廣泛使用設備為基礎，向上發展智慧營造服務，帶

動商業模式的創新。 

在上述三個案例中，我們也發現，這些企業如果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就有機會

透過新興數位科技來滿足其他市場，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在前往未來數位轉型的道

路上，記得回首看一下自身的優勢與能耐，就有機會看得更遠且走得更遠，數位轉型

才容易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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