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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STEPS 方法工具  

打造智慧製造共創數位轉型服務  

 

動機與挑戰 

 企業面對數位轉型浪潮，缺乏清楚的數位轉型工具協助 

後疫情時代，全球邊境封鎖，對經濟發展產生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重新洗牌，構成

產業分工新秩序，迫使企業針對數位轉型產生急切需求。臺灣不乏大企業已著手落實

數位轉型初步規劃，並評估相關效益。然而，當前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仍以半導體或 

ICT 等高科技製造業居多，對於其他製造產業著墨有限。  

製造業規劃數位轉型的主要方向多偏重提升品質與生產力，以及降低成本等作法之數

位化或優化，較少注重產品及服務加值。即便企業有心導入數位轉型，惟數位轉型需

從組織整體層面考量，從技術、制度及組織基因等多面向著手，若無法融合數位科技

與創新管理思維，提供跨領域培育資源，吸取多方經驗及文化思維，抑或是專業人才

或工具的引導，將難以找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因此，製造業面對數位轉型常見的經營痛點與挑戰，應聚焦盤點企業內數位轉型上所

需專業人力與數位技術，並掌握企業目前所處需轉型階段，歸納出最適合且有效的策

略，再導入適合之 AI、雲端、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數位科技應用，才是製造業急需

解決的難題。 

 

策略與方向 

 運用 STEPS 方法發展智慧製造藍圖，導入數位轉型思維 

資策會為協助製造業者導入數位轉型思維，透過共識營啟蒙，邀請中南部製造業者共

同參與，運用 STEPS 方法，如圖 1，進行跨組織跨單位共創，透過數位轉型評估，參

與人員集思廣益，共創數位轉型解決方案，規劃中長期數位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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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STEPS 方法共創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資策會，2021 年 

共創營分兩階段進行協作，如圖 2。第一階段為數位轉型議題分享，協助企業建構數

位轉型基礎思維，了解導入所需相關資源，包含數位工具及整合性資訊系統。第二階

段為凝聚共創，帶領企業內部成員透過系統化方式進行需求發想，打造製造業領域應

用服務情境。再根據公司所產出的藍圖與成果，媒合供給端相關業者，並鏈結多元領

域商業合作 /策略夥伴，促成合作並爭取資源挹注，進而實踐數位轉型，提升企業價

值，協助產業永續經營。 

 

▲ 圖 2 業者運用 STEPS 方法共創發想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資策會，2021 年 



 

3 

數位轉型學堂 

A C E  S c h o o l 

從參與製造業者所產出的藍圖為例，以原設備聯網及系統整合應用為基礎，結合機台

監測及應用數據分析，開發產業優化可能性；另，自生產管理端智慧化發想，導入可

視化和品管分析系統應用，讓企業於組織營運面向資訊整合作提升，使業者除可進一

步掌握產線、訂單與原物料管理等整合規劃面向，並成功引導後續 PoC（Prove of 

Concept，概念驗證）或 PoB（Proof of Business，商業驗證）規劃。 

 

成效與價值創造 

 打破既有核心思維，STEPS 框架擬定數位轉型創新策略 

資策會 ACE 團隊帶領參與業者分組實證設計共創，在於協助業者跨域發想，突破傳

統人工操作、獨立進行等既有思維，從生產狀態到環境數據，著手規劃及導入機械自

動化、數據搜整與雲端資料分析等解決方案，進行可視化或智慧化等垂直整合協作。

經由 STEPS 方法及工具導入，確認需求及轉型評估，包含如何制訂數位轉型策略、

如何運用數位科技、如何評估數位轉型效益等，透過問題共識，訂定數位轉型目標，

並運用數位化/智慧化應用解決問題。最後，獲取企業數位化轉型先導問題與發展方

向，完成策略制定，進而順利導入該領域藍圖規劃目標。  

共創實作後，資策會亦針對廠商所共創發想之可能解決方案，如大數據判讀透明應

用、製程參數之訊透明化、設備監控及預警、資訊即時推播服務、生產成本最佳化

等，提供協尋合作夥伴，導入相關數位科技技術及創新應用，對於驅動製造業數位轉

型價值有實際助益。 

 

成功關鍵 

 以 STEPS 方法協助製造業者共創數位轉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