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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 論 與 建 議 

第一節  台灣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與數位落差的影響 

從 19世紀以來，對人類社會文明影響最大的，可以說是資本主

義的經濟型態了，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說，西方現代化的社會都是以

資本主義為基礎發展而成的。 

過去許多社會學者指出：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存在不公平

性，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產生了資方與勞方的兩極對立，使得

社會產生不安定性；從過去歐美、日本、到近代韓國及東南亞各國的

發展，確實可以印證這些學者的批評與疑慮！儘管因為中產階級的興

起，緩和了些勞資兩極的衝突，但是勞資雙方的對立，基本上是存在

的。 

回顧台灣地區這 35 年來的經濟發展，雖然基本上仍舊屬於資本

主義的經濟型態，但是這 35 年來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幾乎未曾發生

過大規模的勞資衝突，社會上發生過的幾次大規模群眾衝突，都屬於

政治運動；此外，這 35 年來面對幾次全球性經濟風暴或危機，以外

銷為導向的台灣經濟，也都能安然渡過，究其原因，一則是為數龐大

的中小企業，分解了大規模的勞資衝突，二則是中小企業的彈性與快

速的適應力，使其能夠面對多次經濟風暴的衝擊，即使有少數中小企

業無法渡過，對國家整體經濟力的影響也不嚴重，因此如螞蟻雄兵般

的中小企業，實在是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驅動力，更是社會快速變遷

中的穩定力，是以中小企業為台灣發展的重要基石，早已受到全球經

濟專家的肯定！ 

由於電腦與網路應用的快速發展，現代社會正由工業化社會轉變

為資訊化社會，資訊技術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正日漸擴大，誰有能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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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更多更及時的資訊，誰就能成為社會中的「菁英階級」。在網際網

路發展之初，許多社會學者多對網際網路抱著樂觀的期待，認為網際

網路可能減緩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中，階級之間的對立，但在幾年的網

路應用發展之後，學者們發現社會階級的對立並沒有消減，反而是以

資訊菁英 VS 數位弱勢的形態存在，且兩者之間的差異更為巨大，而

這種數位落差現象正具體呈現在台灣地區的中小企業中！ 

台灣地區在 2004 年有 1,146,352家中小企業，佔所有民營企業總

數的 97.8%，這種景況的確是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所少見，但是更特

別的是，在台灣已是全球資訊電子設備最主要供應國的今日，卻還有

30萬家中小企業沒有電腦設備，另外 34萬家有電腦的中小企業還未

曾寬頻上網，而已上網應用電子商務的中小企業，也還不到 3萬家！

這些曾經被全世界肯定，擔當台灣經濟奇蹟式發展驅動力的產業基

石，如今正陷入嚴重的數位落差泥淖中！請問在進入資訊化社會，面

對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這些中小企業要如何生存、發展呢？ 

第二節  對各方的建議與期待 

一、對政府的期待： 

台灣地區的中小企業多達 1,146,352 家，佔所有民營企業總數的

97.8%，這種景況為全世界經濟體中所少有，如今要積極消減其已存

在的數位落差，在經濟先進國家中，也無法找到參考經驗！是以投入

國家資源，負責落實縮減中小企業數位落差的政府相關單位，勢必要

殫精竭慮，以求切中要害，方能協助廣大的中小企業，建立起數位應

用能力；本項研究所作之分析發現，要突破台灣中小企業建立數位化

基礎應用能力的普遍性障礙，需要的不僅只是「產品」，更重要的關

鍵是需要「在地化一路陪伴小企業成長的服務」！而這個在地化隨時



 74

服務的需求，對絕大部份擁有產品的大型數位化資訊服務業者而言，

後勤補給線太長，成本太大，一般中小企業無法承擔！另一方面，各

縣市都有許多以銷售電腦設備及耗材為主要業務的小型資訊服務業

者，他們可以在地就近為中山企業提供「在地化一路陪伴小企業成長

的服務」，然而這些小型資訊服務業者卻缺乏數位化應用系統的產

品！是以本研究具體建議，負責落實縮減中小企業數位落差的政府相

關單位，協助組成數位化服務聯盟(或稱 e化服務聯盟)，將上述兩者

的價值串聯起來，再輔以必須的費用補助及獎勵，以填補成本上的差

距，如此才是切中要害，真正解決了問題！ 

 

二、對中小企業的建議： 

從資本主義的生存競爭法則來看，應用數位工具，提昇企業競爭

力，其實本來是企業本身需要投入努力的！政府基於社會穩定發展及

國家整體經濟競爭力，以納稅義務人的錢，投入補助，鼓勵中小企業

建立數位化能力，也只可以作到導引輕鬆入門的階段，此階段一但效

益顯現，之後就是企業本身要繼續努力的了；如果過渡補貼，不僅無

法真正提昇中小企業競爭力，對已經努力投入數位化，嘗試自行建立

數位應用能力，努力提昇競爭力的企業，也是極不公平的。 

 

三、對後續研究者的期盼： 

本研究在第三章中曾經指出，國際間對數位落差的研究論文，發

表數量並不很多，與企業數位落差有關的論文更是付之闕如，這個狀

況一度使我們非常沮喪，中小企業數位落差的概念合邏輯嗎？從資本

主義的企業競爭法則來看，有所謂的企業數位落差存在嗎？我們的政

府花那麼多的錢來縮減所謂的企業數位落差，會不會只是另一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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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貼？對台灣中小企業提出縮減數位落差的建議，實際上是不是反

而擴大了財團或資本家等「資訊擁有者」，與弱勢的偏鄉、社區及族

群間的數位落差？台灣眾多中小企業的經濟型態，是世界經濟發展史

上的特殊狀況嗎？其他經濟後進國是否可以模訪台灣經驗？我們所

作有關縮減中小企業數位落差的建議，對經濟開發中國家是否有參考

價值？這些疑問恐怕一時間很難解答，我們期待後續有興趣者，能朝

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