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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預測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組織為了達到特定目標，就
目前所能掌握的技術知識資訊，去嘗試
推估未來可能達到的狀況。

對技術創新、技術知識改良及可能的技
術發明所做之描述。(Martino, 1994)
就有效用的機器設備、生產製程或技術
能力，對其未來的績效水平所進行的一
合理預測。(余序江等, 1998)



情境

情境(scenario)：是指某一戲劇情節演
變的，可能腳本大意、大綱，或故事內
容。它說明了某一可能事件的發生，以
及其前因與後果。

不只是預測及預言，而是去探索未來可
能出現之各種情境，其焦點應在充分顯
現不確定性。(Schoemaker ＆ Van
der Heijden, 1992)



情境故事腳本的發展

故事主角

配角

配角

關鍵事件一

關鍵事件二

關鍵事件三

場景一

配角

情節發展

結局

意外事件



情境預測法

情境工具是描述未來可能情況的一個故
事劇本。我們嘗試使用二到四個情境，
來共同涵括未來世界的可能發展動向，
而稱之為不確定包絡曲線。



情境預測法

情境不是

落點預測

環繞中間點或基本案
例的變量

對未來的一般化觀點

多個專家預測的加權
平均值

情境乃是

對於數個似真性未來
備選方案的描繪

對未來若干個顯著性
結構差異的論點

具高度決策取向

結論具高度管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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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情境法的關鍵成功因素

需要一位公正熟練的議題引導人。

參與成員需包括多種不同領域的專家，如科技
工程、醫學心理、法律政治、會計經濟、管理
行銷等，以有效處理複雜議題。

會議參與成員需高度配合議題的進行，盡可能
全程參與，並提供有效資訊。

會議參與人數最好在10-13人之間，以進行良
好的互動討論。





運作焦點團體

團體的環境安排：提供中介者和團體成員之間，
最大的眼神接觸機會，以創作一個不具威脅及非
評估性的環境，使成員可自由開放表示意見。

圓形安排，或最合理接近性的安排。

愛講話的人，穿插不愛講話的人。

最不愛講話的人安排在中介者的對面。

善用桌子：以建立安全感，集中注意力，放置物
品，透過個人空間的營造以提高受訪者自在感。

善用名牌：以提高團體認同感與凝聚力。



情境預測的六大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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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預測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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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定決策焦點(decision focus)

管理難題管理難題：即確定所要進行的決策內容
項目，藉以凝聚情境發展焦點。

首先須認定命題，即認定探討的主題：
網路安全技術，進行情境分析。

了解決策問題之所在與其思考的方向，
以此為核心進行後續步驟。



認定關鍵決策問題

WhatWhat：決策問題涉及此
種科技的發展？何種技術
特性，是在被發展和應用
時必須要加以考慮的？

WhoWho：誰是此一決策
問題的關鍵人物？
那個組織是最佳人
選？政府應扮演何種
角色？

WhenWhen：發展
此項科技的時
間長度為何？

HowHow：發展此
科技的方式？



認定關鍵決策問題 (系列問題)
WhatWhat：何種科技組合，是政府投資上，應列為
優先執行的？就此一核心科技而言，有什麼樣的
科技，是能夠再被發展和應用的？

WhenWhen：何時是我們發展此項科技投資的適當時
機？此一科技的發展時機為何？

WhoWho：誰應該來推動此一科技策略？那一個部門
或組織為最適當的人選？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
色？預算上的容許性為何？

HowHow：為支持本企業此一科技策略，本企業必須
要發展那些重要的科技能力？什麼是本企業應發
展的核心科技？我們應該自製或購入此項科技？



技術知識的基本特性

1.內隱性內隱性：技術無法明文化之程度。

2.高複雜性(complexity)：無法再行分分
解解的單元數。

3.高不確定性：技術非標準化程度。

4.相互依賴性(interdependence)：技
術之間高系統化程度，與互相關聯性。

(Teece, 1992; Scott, 1992*)



技術知識的延伸特性

1.1.路徑相依度路徑相依度(path-dependency)
2.技術累積性技術累積性(cumulative)
3.不可回復性不可回復性(irreversibility)
4.非專屬性非專屬性(inappropriability)
(Teece, 1996)



認定關鍵決策問題---執行篇

1.先由第一位技術專家提出該項科技，在科技發
展時的重要技術特性1-2項。第二位技術專家亦
接續提出之。第三位技術專家類推之。

2.稍為作歸類與整理，將同類的放在一處。

3.請每一位提出者簡短說明何以該項技術特性被
提出的理由。

4.主持人試圖尋求共識決，以得出重要技術特性
一至二項。最好能區分第一與第二順位。

5.萬不得已，主持人發下選票，以不計名方式進
行表決。選出1-2個技術特性，進入第二階段。



(2).認定關鍵決策因素

管理問題管理問題：即認定所有會影響上述決策
做成的各項關鍵因素。

關鍵性決策因素係指：要使該項科技能
夠發展出一個好結果時，必須要有的外
在決定因素。

蘿列出所有與決策問題有關之因素。再去
蕪存菁，以獲得關鍵決策因素(key decision 
factor, KDF)。



認定關鍵決策因素(KDF)
列出所有會影響該科技決策成功，或是失敗的
關鍵性決定因素。也就是會直接影響決策者，
做出此一決策的外在環境因素。

在科技預測上，關鍵性決策因素指：要使該項
科技能夠發展出一個好的結果時，必須要有的
外在決定因素。

就某項科技而言，若想要好好發展該項科技
時，必須要有的外在決定因素為何。



經濟架構基本模式

關鍵決策因素認定

供給面：績效標
準、替代性科技等

需求面：市場成長、
經濟情勢、競爭者等

管制
面：政
府政策與
管制運作
方式等

KDF



國家競爭力
鑽石矩陣

關鍵決策因素的認定

自然資
源稟賦

市場
需求

產業支
援體系

企業策略
政府
管制

突發
機會

KDF



關鍵決策因素的認定

組織結構體模式

環境面環境面

組織使命、策略選擇等

工作面工作面：
技術屬
性、技術
資源、技
術能力、
技術策
略、技術
學習

結構面結構面：組織設

計、分權與授權等

資訊面資訊面：
決策機制、
資訊介面等

人員面人員面：
高階支持、
激勵與誘因
制度等

(Leavitt ,
Gailbraith)

KDF



核心技術特性與KDF之關聯(一)
內隱性 技術工作技術工作 資源：人力、財力、物

力。

能力：核心、輔助、必
要。

複雜性

不確定性

相互倚賴
性

技術學習技術學習
與分享與分享

技術吸收能力、技術轉化
能力、擴散能力

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介面介面

高涵蓋面、即時反應

組織結構組織結構 專業化(垂直分工)、部門整
合(水平聯繫)、分權化



核心技術特性與KDF之關聯(二)
累積性 激勵系統激勵系統 高階支持、培植訓練、

獎懲制度。

不可回覆性

非專屬性

不明確

激勵系統激勵系統 同上。

科技法科技法 專利保護。

環境環境 複雜性(多元內涵)、變異
性(多變化)、迅速反應。



國家競爭力的鑚石矩陣模式
技術特性 與KDF之

關聯
內涵

內隱性 資源秉賦 技術資源與能力

複雜性 市場需求 市場大小、市場成員、成
長潛力、競爭者

不確定性 組織策略 企業策略或政府政策、決
策機制、管制體系

相互倚賴
性

產業支援
體系

產業供應鏈、上下游企業
體的動向

累積性 組織策略 企業策略或政府政策、決
策機制、管制體系



認定關鍵決策因素---執行篇

1.先輪流每一個人提出一項KDF，約可產生
10-15個KDF。第二輪則徵求自願提出者。

2.稍為作歸類與整理，將同類的放在一處。

3.每一類分別找二到三個KDF，請提出者簡短
說明何以提出的理由。

4.在表決前，主持人先說明各分個分類的重要
性順序。發下選票，以不計名方式進行表決。

5.選出較無爭議的前三或四或五名，餘下再經
短暫討論後，即進行第二輪表決。

6.最後選出5-7個KDF，進入第三階段。



例：網路安全科技的關鍵決策因素

需多少預算，預算來源如何 (16)
中心是否有專業技術人員 (12)
做好組織架構調整 (10)
做好SWOT研究分析 (9)
發展技術生命週期長的單元技術 (7)
評估還本時間 (7)



(3).分析驅動力量

調查問題調查問題：認定重要的外在驅動力量
(driving force)。

涵括技術、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
層面，以決定關鍵決策因素的未來狀
態。

一如關鍵決策因素，由專家取得共識來
產生。



分析外在驅動力量
1.界定驅動力量：在外在環境下，認定出
會影響前述關鍵決策因素，未來狀態的各
種外在背後力量。驅動力量驅動力量是情境構圖的
基本元素，它決定了故事的結局發展。

2.評估外在驅動力量。分成：衝擊程度衝擊程度與不確不確
定程度定程度，以形成衝擊與不確定矩陣。衝擊水衝擊水
平平：該驅力對決策問題的重要性程度，該驅力會影
響該事件的成就與否。不確定性不確定性：該驅力受外界環
境影響後，未來變化方向與程度上的不明確程度。



(3).分析驅動力量

調查問題調查問題：認定重要的外在驅動力量
(driving force)。

涵括技術、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
層面，以決定關鍵決策因素的未來狀
態。

一同關鍵決策因素，由專家取得共識來
產生。



五類外在驅動力量

經濟力量經濟力量：
國際經濟與
市場供需

社會力量社會力量：
消費者價值
與生活型態

環保力量：
國際形象與
環保運動

科技力量科技力量：
科技發展與
擴散狀況

政治力量政治力量：
政府政策與
管制體系



實例：驅動力量—科技—網路安全科技

（1） 科技發展成熟程度
（2） 重點發展項目
（7） 能否說明市場效益
（8） 科資中心現有機構之科技基礎建設
（16）有公信力的認證制度
（17）專業知識的保留與傳達
（54）技術進步的速度
（55）市場上其他相關技術的的發展狀況
（57）研究團隊之研究實力
（58）政府預算支援程度
（59）行政資源、採購法



分析外在驅動力量---執行篇一

1.以團隊接力腦力激盪的方式，來獲得各個別的
影響驅力。即分別就每一項KDF，先輪流每一個
人提出一項驅動力量，約可產生10-15個KDF。

2.第二項KDF則反方向再輪流提出一次，亦可產
生10-15個KDF。第三項KDF則依此類推，前三
項KDF共約可產生30-45個KDF。

3.然後，徵求自願者再增補若干驅動力量。

4.接著就第4-7個KDF一起共同考量，每一個人
提出一項驅動力量，並視情況考慮再執行第二輪
的提案，共約可產生10-25個KDF。



分析外在驅動力量---執行篇二

5.然後，再一次就全部KDF徵求自願者來增補驅
動力量。

6.這時，應該大約有45-75個驅動力量。此時稍
作歸類與整理，將同類的放在一處。

7.每一大分類分別找一到二個驅動力量，請提出
者簡短說明何以提出的理由。

8.直接以具名投票方式，就不確定程度與衝擊程
度進行表決。或是以電子問卷進行投票，最後選
出三分之一(15-25)個KDF，進入第四階段。



衝擊水平與不確定程度
不確定
程度

低 中 高

衝擊

水平

高 已預定
之因素

高度不
確定性

關鍵不
確定性

中 中度不
確定性

高度不
確定性

低



評估外在驅動力量 (續)

高衝擊水平低不確定性群：是能有效影響
決策，惟驅力未來變動的大小方向較為
確定。是為已預定的要素，例如 : 緩慢
變動的現象、位於輸送帶路中的事件、
不可避免的事件磨擦、受限制的局面。

高衝擊水平高不確定性群：是情境分析的重點所
在，稱為關鍵不確定性。是被認為重要，但卻無
法有效掌握的一群；使我們擔心受怕，且具有希
望的所在。



例：衝擊水平(Y)與不確定程度(X)

1, 9, 19, 23 社會社會 2, 2, 
經濟經濟 26, 27,26, 27,
科技科技 5454

政治政治 10, 12, 18, 10, 12, 18, 
31. 40, 45, 46, 31. 40, 45, 46, 
科技科技 55, 5855, 58

17, 24, 25, 43, 
50, 51

5, 33, 36, 37,
44, 47, 48, 52,
53, 57, 59, 60

社會社會 6, 6, 
經濟經濟 22, 28, 4922, 28, 49

3, 4, 8, 11, 21, 
29, 30, 35, 38, 
39, 42

7, 13, 16, 20
32, 34, 41, 56

14, 15



關鍵不確定性 18個

經濟
(22) 創新的誘因程度

(26) 中心提供足夠技術
資源

(27) 提供資源的成本
(28) 專業人員生涯管理
(49) SWOT分析結果可行性

科技
(54) 技術進步的速度
(55) 市場上其他相關技
術的的發展狀況
(58) 政府預算支援程度

政治
(10) 政府支持重視程度
(12) 單位主管施政順序
與計畫
(18) 高階經理的專業領域

(31) 組織架構調整的難
易度與限制
(40) 上級對網路安全重視度

(45) 是否有政治力介入
(46) 研究者客觀程度
社會
(2) 市場人力供需
(6) 國內外駭客人數



下一步---(4).情境邏輯分析





技術預測方法：主觀方法

1.專家判斷法專家判斷法：

腦力激盪法、德爾飛法、名義團體技
術。

2.整體分析預測法整體分析預測法：

(1).結構輪廓形式：相關事件樹、層級
性影響追蹤系統 、層級分析程序、技術
道路圖。

(2).整體內容形式：情境分析法情境分析法。



技術預測方法：客觀方法

3.趨勢外插法趨勢外插法：

(1).簡單外插：直線形式、指數形式、遞減式
指數、 logistic曲線形式與其變形

(2).時間序列估計：天真模型、移動平均法、
指數平滑法、單變數ARIMA法、X11法。

4.類比方法類比方法：

(1).S型曲線：Pearl模式、Gompertz模式、
長波模式。(2).歷史類比。



技術預測方法：客觀方法

5.因果模型法因果模型法：

(1).計量經濟模型：單一方程、聯立方
程式。

(2).多變量時間序列模型：多變量
ARIMA、結構技量時間序列。

(3).其他模型：相互衝擊分析、投入產
出模型、系統動態模型。



模式方法評估的三個構面

深度深度：指對事件相關知識的了解程度，即在因
果關係下，對各個別因素的深入了解之程度。

廣度廣度：指對背景環境描述的廣泛程度，是否包
括各個層面的背景環境因素。

精度精度：預測模型的精確程度，指在模式中各項
因素，能透過數量化操作性定義，表示的程
度，與結果能以一明確數值，表示預測結果的
程度。A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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