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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產業之我見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毛病（缺點）很多，「好為人師」就是其中之一。其

實，「好為人師」也就罷了，偏偏壞就壞在喜歡大一堆自以為是的「道理」常

朋友們受不了。這一次，故態復萌，上期熱訊中剛談過了「軟體生涯原是

夢」，意猶未盡，這一期又來談軟體產業，真應了朋友批評我的話：是不可救

藥的「一肚子不合時宜」。 

 
 
  這一次談的重點是：我心目中的軟體產業。這麼談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因

為我始終覺得我們對軟體產業的體認不夠；如果我們能多了解些軟體的性質，

並且弄清楚以往軟體產業未能興起的原因，再對症下藥，我們還是有機會在軟

體的世界中有所作為的，你說對不對？ 

 
言者諄諄 

 
    雖然我的話常常「不合時宜」也常常不知不覺中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卻一

直以為自己蠻有自知之明的。比方說，若是咱家去當官，不要多久必定，會大

唱卡拉 OK「歸去來兮」（現在當官的流行「唱」出自己的心聲，因為沒機會

說，結局是掛冠了事；如果咱家想當民意代表（真羨慕他們威風凜凜呀！），

又怕缺少些昧著良心和違反倫常的勇氣；如果是做生意嘛，倒是一定會近悅遠

來廣受歡迎的，直到老本虧光負債累累為止。所以，話說在前頭，若是當官的

朋友或是作生意的朋友，看到此文，見獵心喜地從事軟體產業，咱家可是不負

成敗的責任喲！（免得讓某些委員會們知曉了逼我辭去寫專欄的兼職呀）。 

 
    好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聽咱家慢慢道來。 

 
沒本生意 

 
    咱家要說的第一個軟體產業的特徵是：軟體產業的量產是沒本生意。要言

之，軟體產品的研發（R/D）過程就是去造就這個產品的「聚寶盆」，一旦研

發成功，要多少就可以「抄」出多少。（請參閱熱訊 1991三月號本專欄:與我

共享）。這是因為：資訊是取用不竭的資源的緣故。 

 
 
  也許有人會說：「抄」也要花些成本的呀！對！可是比起一般產業界量產

的問題來，軟體（資訊）的量產不需要原料！所以，好處可就太大了：其一是

省錢省事，像是省了原料成本、庫存資金積壓、生產及品管的資源投入，不需

擔心原料及生產人工的價格變動，不須廣大的廠房、能源、成品庫房，....以及

省去了在量產上涉及的種種管理問題。這些好處實在是難以在這兒完全開列清

楚。我想，也沒有必要在此詳列，只要請你想想看：若是一個工廠沒有生產

線，將會省多少錢、多少事，就會頓然明白。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爽」的量產

嗎？大概只有非法盜錄者差可比擬吧！（其實，只有資訊的產品有這種性質，



像是書本、錄音帶 

、錄影帶、甚至 CD、影片拷貝等等，其量產的成本往往比製作成本低得很

多）。 

 
    沒有原料的生產，好處還不止上述的這些，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好處是：業

者可以百分之百地掌握住量產，是沒有風險的量產不必擔心找不到原料，不必

擔心原料漲價，沒有退貨的損失（指生產部份而言）....等等。有這些可愛的性

質，叫它作「沒本生意」雖然有些戲謔的味道，但是不算太過份吧？ 

 
勝者為王 

 

    由於軟體的量產是「沒本生意」，就導致軟體產品對市場的獨佔性質。換

言之，軟體產品之優勝者往往可以佔到極大的的市場百分比，而不給劣品生存

的空間。例如，DOS 和 UNIX 蓆捲天下的強勢；又如，倚天中文系統在本省 

PC 市場中可佔到 80％」以上等。類似這些例子而擁有絕對市場佔有率的商品

非常多。這是一般商碞極不易見到的。所以軟體商品的第二個特徵是「勝者為

王」。 

 
 
  我想導致這種「勝者為王」並且「趕盡殺絕」的情形的原因，也和軟體量

產是「沒本生意」息息相關。這是因為一旦一個好的軟體產品上市，為了促銷

和佔有市場，其定價之策略便很容易給次級品致命的威脅。換言之，是務必除

之而佔有其地盤而後已。從以往的市場上來看，類似此情形而被淘汰的軟體產

品不勝其數。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市面上已經有了某軟體產品，就不太可能用一個

類似它的廉價次級品來打進市場（假設硬體環境完全相同）。這個招數是台灣

產業界常用的。可是在軟體上是行不通的；就算是原來產品貴得不合理，推出

廉價次級品的風險依然很，因為迠種「沒本生意」的產品很容易可以降價，這

就逼得次級品無利可圖。 

 
    另一個相關的現象是：一旦軟體產品佔有相當的市場後，就會造成一個擁

護此產品的社團（Community）。這社團的成員多是產品的使用者，他們用相

同的語言（軟體的使用方法和程序），分享著相同的工作環境和經驗，不是外

人（非用戶）可以介入（或溝通）的。換言之，這是軟體佔有領域的防護罩，

是有極強烈的排他性質。依據經驗法則（沒找到學術研究資料）當軟體產品佔

有約 30％ 市場時，必定會有此防護罩的出現，這個時候，更增加了想來掠痔

地盤者的困難（即使是更好的軟體）。所以，同類的軟體產品，其市場被幾個

強勢且勢均力敵的軟體瓜分亦是常見。 

 
 
  由此可知，追求產品的卓越，認清軟體產品的性質，把握推出的時機，是

從事軟體產業必須注意的關鍵因素，這也和一般產業大不相同。 

 
追求卓越 



 
    怎麼樣才能夠有品質卓越的軟體產品呢？談到此處，這問題似乎就成了關

鍵所在，其實，本期的論點和上期所談的是相呼應的，那就是：軟體產品是

「知識」的產品，沒有卓越的知識，休想做出卓越的軟體產品來。若要更具體

些，我們可用下列各點說明：研發是軟體產品的命根子。研發之中又以人才最

為重要，人才在精不在多。知識之卓越，非一蹴可就；發展好程式亦是如此。

必須要有累積經驗和知識的環境，與時俱進，方可期其成為氣候。 

 
    以上兩點，實在是台灣目前發展軟體的致命傷！首先，目前產業界好好做

研發的極少，只是做量產；在這種情形下，來從事軟體產業時，以前學到的招

數全沒用了（研發不會做、量產不需做）。甚至，把心態都搞壞了，像是偷工

減料、沒有藝術家追求盡善盡美的情懷等等，怎麼能適應追求卓越產品的情境

呢？目前劣品的軟體充斥市面，又昂貴得嚇人，這種情形都可說是上述的不協

調的情境所產生的現象。 

 
    再說，像國外好的產品都會與時推出一系列的版本。這是累積學識和經驗

最具體的表現。這些產品越做越好，市場也越穩固。像是 」Lotus公司，即使

只有一個產品，也夠他發展的，只要越估大越好，別人就越不容易追得上來分

一杯●。反觀國內，有幾家重視這種經營方式？有幾家軟體公司真正能夠好好

管理和重視累積之知識和經驗，而矢志追求卓越的產品？ 

 
逐鹿中原 

 
    其實，我以為以目前國內軟體業之薄弱，倒真是創業的良機。比如說，如

果有一家公司能真正研發出一個卓越的會計軟體，幾乎就可以獨佔所有會計的

市場；若是能發展出合乎公家人事制度所用的軟體，亦能稱霸於政府機構。這

種例子多得不需再舉。 

 
    也許，有人會說，事實上不是這樣，包一個人事系統給軟體公司做就要好

幾百萬，還不一定做得好呢！我不否認這是目前的現況。然而，這其實也就是

軟體業者經營不善的原因。若是每個系統都要從頭開發一遍，而無法享用累積

的經驗和知識的話，這些軟體公司乾脆關門算了。台灣也沒有這麼多冤枉錢這

樣花法。這樣做法實在是不了解資訊的性質，根本沒有資訊專業應具有的水

準。 

 
    如果軟體業者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就應該刻意追求其產品相關的知識和累

積的經驗，從「前事」之中歸納有系統的「新知識」，來設計大家皆可分享的

「成品」，以達到「量產」的目的。這是軟體業前途之所在。現在，有許多軟

體服務業者，是應該也有能力往這條路上走的，可是卻沒有這麼做，所以活得

十分辛苦。換句話說，真正能逐鹿中原的軟體業者，一定要有量產能力。 

 
    生產能夠量產的軟體，當然比做「定做」的軟體要有更高層次的知識和經

驗，然而這就是所謂的卓越和品質所在。我認為，若不能突破這個障礙，軟體

業者實在沒有太大的前途。 

 



    總而言之，了解資訊的本質、重視研發、追求卓越、認清產品（不需多

樣）、充份利用累積的知識和經驗、達到量產規模等等，是軟體產業成功的必

要條件。時機，非常重要，錯過了就說不定永遠沒有機會。目前的軟體業界正

是兵慌馬亂，何不試試看這個「沒本生意」，放手一搏，「逐鹿中原」，好好

地來個「勝者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