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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疫情未歇 數位當道

本以為稍歇的疫情，卻在新冠病毒變種後又再起。而台灣也因為數起的群聚感染，再次拉起

警報。首當其衝的，就是原訂於3月15～20日舉行的「2021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 

2021）」，被迫延期舉行，並改以數位線上展的方式繼續服務客戶。

事實上，TIMTOS展會在2020年就已經採取了線上數位展會的模式，只是有感台灣疫情控制得

宜，因此才規畫了要在3月份進行實體與數位同步的展覽。但也沒想到，桃園醫院突然爆發英

國變種病毒的感染，導致了實體展會的延期。

所以實際來說，就是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中，而世界各國的經濟，也還處於逐步啟動

的情況，所以製造業的難關也還未完全解除，工具機業者仍須要咬緊牙關等待疫情過去。

但隨著疫情影響的延長，各種「新常態」也正加速的發生中，前面說到的數位展會就是其中

一例。

其實不只是TIMTOS，今年的美國CES 2021、2021嵌入式解決方案大會（ESC21），以及德國

漢諾威工業展，都將改採線上數位展會的方式進行，這也意味著數位型態的溝通和互動，仍

會是今年主要的商業運作模式。而這樣的形態自然也會發生在一般普羅大眾的生活中。

因此，工研院IEK就指出，疫情所推動的數位轉型與新生活型態，將會刺激半導體技術與產品

大幅的成長，除了微縮製程持續向2奈米推進外，更多的客製化以及人工智慧的技術都會成為

顯學；此外、半導體也會進入矽光子技術的時代。而上述這些，都需要仰賴先進的生產設備

與機具來實現，因此也是工具機產業的商機。

今年另一個與半導體息息相關的話題，就是汽車晶片。隨著ADAS和電動車的市場迅速的飆

升，汽車內所用的電子零組件的質量與數量也同步成長，一時出現了難以補足的晶片產能短

缺現象。

而業者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盡可能的加速生產。但怎麼加速？當然要靠機台和設備，這又

是機具業者的商機了。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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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變化是唯一不變的現象。過去數年來，我們的工作、娛樂和交流方式發

生了巨大變化。許多變化源自於人類發展的巨大進步，以及我們使用雲端、物聯

網（IoT）和大數據等數位技術的能力。數位化為我們生活帶來的價值無庸置疑  - 

並非一時炒作的熱潮而已。如果企業未能採用數位實務、工具或技術，就會被拋

在後頭。

擁抱變化：建築服務的演變

（source：Siemes）

對
於建築服務，我也有相同想法。多年來，我

們憑藉傳統方法進行維護檢查、監控系統和

診斷問題。過去這麼做有其道理，特別是每當發現故

障時，都需要檢修技術人員親自到現場介入處理。但

是，今天可以遠端完成監控、診斷、甚至修復問題，

能空前地迅速解決問題、減少到府服務次數（進而減

少排放） 並提高建築物效能的透明度。同時，建築物

系統提供的資料量及分析功能也不斷發展，可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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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有系統參數，並預測即將發生的問題。

以下三項主要建築服務領域近年發生演變，並將隨著

我們學會運用資料的力量而持續轉型：

1.遠端服務

委請服務技術人員維護建築系統有些優點。這些人員

對系統有透徹的瞭解，總是聆聽任何問題，並可多年

合作，成為值得信賴的顧問。

然而，若能與遠端服務的優勢相結合，則更可實現兩

全其美的優勢並增加附加價值，例如：

• 在發生重大事件時，可縮短反應和解決時間

• 預先診斷任何問題，以確保技術人員備妥正確的備

件

• 為系統營運商提供作業支援–有時只需簡單的查詢

• 警報監控可主動處理問題或即將發生的故障

• 準備和支援現場維護活動

今天，全球組織空前重視業務連續性和抗壓韌性。在

疫情持續之下，組織在建築外部的異地營運能力備受

關注。維護服務也是如此–我們如何不必前往現場，

就能確保建築的運作處於最佳狀態？

圖1：建築服務的演變（source：Siemes）

處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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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服務

近年資料分析技術飛快發展，一套全新的服務也隨之

問世。藉由蒐集和分析不同系統的資料，使用者可依

據設備條件來設法減少能耗、系統異常和維護需求。

與傳統維護方法相比，採用以數據分析服務的智慧維

護程序可降低能源成本、提高系統可用性並降低營運

成本。

 3.預測性服務

雖然許多分析服務適用於十分靜態的規則和固定不變

的情境，但由於數據科學和機器學習的發展，我們正

在見證下一代的大幅躍進。整合運用建築及其系統的

大量資料，可以設計出不斷學習和改進、更具智慧的

演算法，以持續分析並預測建築物系統的未來行為，

同時有助於發現人員與系統行為之間的相關性、找到

重複問題的根本原因，或根據未來的預期來展現改善

的可能性。

這可開啟各種全新的可能性，讓人們將服務視為創造

價值的方式：

• 如果我們可以預測下一次何時需要維護特定設備，

為什麼要堅持固定的時間表？

• 如果我們可以隨時預測需要多少能源，那麼就能以

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能源供應。

• 如果我們可以預測實驗室環境中即將發生的故障–

就能避免代價高昂的製程中斷事件

• 如果我們可以預測建築物中需要多少製冷或供暖

量–就能以最節能的方式準確加以提供。

遠端、分析、預測性、託管和雲端服務–這些不僅是

時髦口號或短暫趨勢。在業務連續性和抗壓韌性日益

重要的世界中，這種結合使建築服務的發展超越傳統

維護的範疇。

圖2：頂尖的設施經理懂得善用資料分析（source：Si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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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始於設計

然而，由於資料隱私和安全性的疑慮，數位服務的轉

型向來十分謹慎其中有些擔憂確實有道理，但是大多

數現代化的遠端和分析平台皆採用「安全始於設計」

的開發方法，納入了最新的安全技術和標準。平台供

應商完全瞭解，只要發生一次網路安全事件，就可能

使聲譽蒙受無法挽回的損害，因此他們首重保護客戶

的系統和資料。就像銀行長期為網銀服務建立的口碑

一樣，建築平台供應商也同樣重視客戶建築資料的安

全性和隱私性。

同時，它們為下一代智慧建築及其服務奠定了基礎。

即使是當今最聰明的演算法，其給出的建議仍然是由

主題專家重複檢查並執行，但目標是使建築物變得自

主，進而根據分析和演算法的見解自行採取行動–方

法包括進行必要的調整、訂購備件、現場服務或向業

主和營運商建議改進措施。

儘管有些人對此感到卻步，但現在正是接納全球眾多

產業的變化，並將這些知識應用到建築和建築服務

中。在建築越來越聰明的今天 - 維護方法不也應該跟

上腳步？

（本文作者Alexander Siemes為西門子中東亞太區智慧

基礎建設數位服務主管）

圖3：大多數現代化的遠端和分析平台皆採用「安全始於設計」的開發方法，納入最新的安全技術和標準。（source：Si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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