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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 Bradstreet 發佈報告指出，全球至少有5百萬

家企業供應鏈受到影響，其中9百多家甚至名列

Fortune 1,000。

◼ 國際勞工組織（ILO）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經濟衝擊，導致亞太地區2020年失去8,100萬份工作

◼ UNIQLO 總裁柳井正形容，這場疫情是：

「二戰以後，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危機。」

◼ 新冠疫情讓企業開始學習到，經營除了彈性(Flexible)，

更需要韌性((Resilience) 。



4

食衣住行育樂都受到影響

食 衣 住 行 育樂

資料來源：MIC

餐飲外送

食材/生鮮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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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關鍵議題

資料來源：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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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新世界 –消費與科技

消費與科技

▪ 疫情的關係，影響民眾對於實體消費的誘因；線上消費的模式，將部份取代實體

模式成為民眾主要採取的模式，部分尚未導入虛擬電商工具者，也將藉由此波疫

情加速導入數位銷售工具；

▪ 遠距控制與維運技術，需要更為穩定、安全、不間斷的網路通訊服務，此舉，也

將會催生如5G、區塊鏈、資訊安全、邊緣運算技術的進展，資訊科技（IT）與操

作科技（OT）也將會加快融合速度

▪ 由於疫情對於人員的隔離、限制，製造商與服務商為維持生產力，將持續導入無

人化、自動化科技，諸如智慧工廠、無人載具、無人化商店的議題將會被加速實

現，然而資訊安全的課題也將隨之浮現

資料來源：MIC，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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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的新世界 - 生活型態

生活型態

▪ 疫情之後，人際之間的關係，將會因為「安全」被重新定義，因而也會重新定義適

當的人際與社交關係，諸如握手、親吻等身體接觸的社交模式，將會被進一步由其

他無接觸的模式所取代，此外，也將反映在用餐禮儀、搭乘大眾運輸禮儀之上，成

為一種新的文化與禮儀規範

▪ 疫情之後，諸如洗手、戴口罩等醫療照護觀念將被進一步歸納成為習慣，這樣的習

慣，也將反映在生活情境之中，諸如家庭、店家皆會備有酒精或者洗手台，定期消

毒也將成為店鋪管理的關鍵環節

▪ 人際的距離，也將改變既有的宗教與文化模式，沉思、冥想等宗教儀式將會重新受

到重視

資料來源：MIC，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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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生活情境與可能需求（一）

安全實體空間，低接觸環境

Today Tomorrow

多數活動以面對面的交流進行互動，
非常仰賴人在實體及空間移動

未來將透過數位工具進行交流互動，
或透過機器人進行無人服務，型塑
新的消費體驗

機器人送餐 無人載具配送

商場人流引導智慧門禁

餐廳服務 人員配送

商場購物傳統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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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生活情境與可能需求（二）

人與人虛擬連結，零接觸服務

Today Tomorrow

在就醫、教育、工作方面的互動交
流仍習慣面對面；防疫意識增強帶
動線上生活和工作增加

在零接觸趨勢下，診療、工作、教
育和娛樂移轉至線上，並運用創新
科技提升零接觸體驗

遠距醫療 VR購物

線上教學

診間問診 一般網購

教室上課 VR遠距會議實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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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omorrow

藥物快速開發考量；醫事人員習慣
親自問診；醫檢需專業操作判讀

關鍵醫藥品導入智慧開發競速上市；數
位科技輔助看診、病理結果判讀；AI、
自動化減輕醫療人員重擔、降低誤差

AI輔助影像判讀經驗醫師影像判讀 自動化檢疫設備專業檢驗師操作

數位遠距醫療醫護親自問診 智慧藥物/疫苗開發平台傳統技術開發耗時

未來生活情境與可能需求（三）

韌性醫療體系，數位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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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omorrow

多數消費者以個人喜好進行消費行
為，產品設計多元化；健康服務場
域多以親臨現場為主

動物性肉類消費

機構照護

消費者增強替代蛋白質供應系統、衛生
保健、呼吸系統疾病與生物防護等健康
意識；使用穿戴裝置、感測與測量設備、
行動App，在社區和居家來管理健康資
訊

安全防護

自主健康管理

未來生活情境與可能需求（四）

民生及健康需求應對無虞

大眾健身
居家健身

可持續、替代蛋白飲食安全舒適、多功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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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需求缺口尋商機

• 醫藥實驗敏捷化

• 遠程醫療與照護

• 智慧穿戴與元件

• …

• 生活與環境監測

• 生物可分解材料

• 快速檢測與檢驗

• …

▪ 社交距離維持
▪ 非接觸式互動
▪ 人員流動管理
▪ …

• 遠端臨場控制

• 虛實物件串聯

• 沉浸互動體驗

• …

安全低風險
智慧空間

超連結
虛實無縫場景

綠色健康
生活促進

智慧
健康醫學

資訊基礎建設

需求議題

更智慧 更彈性 更健康 更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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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帶來挑戰，但也帶來轉機

面對疫常時代，超前部署乃當急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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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糧、細思量、韌性一定要強

❖備好糧

現金流

現金流

現金流

❖細思量

思外情：大環境變化 /消費者生活形態
消費行為 /解痛點

量己力：資源盤點 (資產與能力)

❖韌性一定要強

傷害盡量最低

復原盡量最快

掌握疫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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