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隱形冠軍的定義

● 赫曼定義隱形冠軍必須符合的三個條件：

1. 必須在其所屬市場排名世界前三大，或者在所屬洲排名第一。

2. 營收必須低於50億歐元。(從「隱形冠軍1.0」所定義的9億歐元大幅抬高了數字。)

3. 在一般社會大眾間的知名度不高。

赫曼認定的隱形冠軍家數，前三大國家分別是德國1,573家、美國350家、日本283家。台灣是第八名，有105家。中國是第九

名，有97家。根據《2022年中小企業白皮書》，2021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超過159萬家，占全體企業的98%以上。其中，台灣經濟部

認可的隱形冠軍為76家，但若依照赫曼的定義，具有潛力可成為隱形冠軍的企業可不只經濟部所公布的數字。在扣件業就有數家

具備潛力的廠商，包括東徽(不鏽鋼扣件)、晉禾(六角螺栓)、芳生螺絲(內六角孔螺絲)、恒耀國際(車用扣件)、穎明工業(高強度扣

件)、世鎧/世豐(建築用小扣件)、吉瞬(木用螺絲)、寬仕(木用螺絲)、正曜(成形機)等等數十家在全球有代表性的公司，不勝枚舉。

全球化已死？
碳稅時代？

「扣件商業生態系」
                  戰略刻不容緩

從川普過渡到拜登政權，全世界進

入了高強度震盪的巨變時代。我們歷經

了中美貿易摩擦、疫情，現在正因應俄

烏戰爭、以巴戰爭、通膨和中美經濟科

技競爭所帶來的影響。在過去這三年的

時代轉捩點中，出生於德國的「隱形冠

軍之父」赫曼西蒙教授出版了《隱形冠

軍2.0》，這是他更新自第一本著作的最

新力作。在他的2.0版論述中，他點名了

台灣作為隱形冠軍強國的重要性。這本

書甚至用兩個章節專門分析台灣的隱

形冠軍，可見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獲得了他的重視。

他提到，台灣的隱形冠軍和產業結

構高度類似德國。德國的隱形冠軍有

高達1,573家，數量位居全球第一。台

灣有105家，位居第8名，高過位居第9

名的中國(97家)。德國的隱形冠軍遍及

全國，台灣的隱形冠軍則存在於許多產

業，其中單單在扣件業就有不少具備潛

力成為隱形冠軍的企業。本文邀情讀者

透過赫曼的觀點，一起思考「隱形扣件

業冠軍」的當下與未來。

台灣擁有強大經濟動能引擎

根據赫曼的研究，2010到2019年，出口

總金額最大的前三大國家是中國(20.9兆美

元)、美國(15.4兆美元)、德國(13.9兆美元)。

台灣排名第十，出口總金額達3.1兆美元，這

說明台灣的出口動能排入全球的前十強。若

從人均出口值來看更驚人，台灣排名全球第

二，僅次於德國。根據惠達整理的統計數據，

2010到2019年間，台灣扣件業出口總額為

387.27億美元(見圖1)，佔同期間全台灣總出

口額的1.2%，對台灣出口總額付出了相當程

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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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曼分析得出隱形冠軍的企業特質包括：

1. 他們八成都是創新者。產品創新和流程創新各佔事業

內容的一半。鼓勵創新的組織氛圍，使員工比其他公司

更投入創新與申請專利。

2. 每年員工離職率僅2.7％，員工忠誠度與滿意度高。隱

形冠軍會盡最大能力避免裁撤員工，有助於贏得國際重

視。

3. 重視教育訓練。

4. 不是猛爆性或不規則成長，而是持之以恆地成長。

5. 驅動他們成長的因素是全球化、創新、產品範圍擴充、

價值鏈的深化、服務的拓展。

6. 存活率高。

7. 其領導者心懷遠大抱負與狂熱意志。要做就做第一，不

然就不要做。

8. 專精於某特定領域。一心想的都是生產力。穩定增加生

產力以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

9. 心態上是全球化的。例如商用廚房家電市場全球領導

者萊欣諾使用59種語言傳遞公司資訊。

10. 用優異表現「掙得」市場領導地位與市佔率，不靠低價

競爭。

台灣有不少扣件與相關企業擁有隱形冠軍的部分特質。其

中一例是吉瞬每年編列大量預算進行創新研發，推出專利產品

以及更新海外認證，並與金屬中心和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提

升金屬處理技術。此外，台灣扣件業成立初期曾吃過低價競爭

的苦頭，現今大多數的共識是靠優化產線與提升技術來提升利

潤，抑制低價競爭。

隱形冠軍面臨的挑戰

去年12月，張忠謀出席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廠舉辦

的移機典禮致詞時，說出「全球化已死！」。事實上，根據赫曼

的研究，全球化早在金融海嘯之後的2010年起就出現停滯，他

說：「這個發展早在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加重貿易制裁，以及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瓦解等事件發生以前，就已經開始。

全球化是沿著崎嶇道路前進的。」

隱形冠軍的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全球化被判死刑。隱形冠

軍需要自由的全球貿易，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因此赫曼呼籲

世界需要加強全球化。然而顯然，在當前的國際政經局勢下，

全球貿易已變成張忠謀所說的「在不傷害本國國家安全、不傷

害本國現在或未來科技經濟領先條件下，允許本國企業在國

外牟利，也允許外國產業及服務進入本國。」張忠謀說「但這

樣算全球化嗎？全球化已死、自由貿易快死光！」

對此，赫曼在《隱形冠軍2.0》中提醒：「環境、氣候、能源消

耗、消費者態度、貿易摩擦，還有政治緊張等因素，也可能會為

隱形冠軍的成長帶來新的障礙。」他估計每年會有1%的隱形冠

軍失去資格，但他看到了未來能為隱形冠軍解套的大趨勢──

數位化、ESG永續性、減碳、商業生態系。沒錯，扣件業的讀者

們讀到這裡一定會想到10月起試行的歐盟碳邊境稅。

扣件業的戰略性思考

永續與減碳將會是定義企業是否能打入未來國際市

場的入場門票。大型企業早就在做了，更何況是規模較小

的中小型企業與隱形冠軍。歐盟開了第一槍徵收碳稅，未

來是否會有其他國家為了補足自己的缺口，跟著推出碳關

稅？不論結果如何，碳關稅的時代只是時間的問題。

減碳是ESG永續評量指標中的其中一部分，而永續性

是赫曼認為隱形冠軍大有機會的領域之一。他點出永續

性大多取決於價值鏈的上游領域、原物料的取得、製程、

物流，而回收、再製與循環經濟等價值鏈更下游的領域也

影響重大。這兩個領域中的每個環節都是他認為隱形冠

軍能夠發揮專業優勢的領域。從扣件業的觀點來看，這代

表什麼意思？

螺絲的製程可粗略分成盤元處理、螺絲頭部成形、二

次加工、搓牙、熱處理、表面處理、光學分檢、包裝倉儲、

物流出貨，這些還可細分成許多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

機會可導入數位化科技進行優化與減碳，例如上冠品發明

「全自動排渣分離回收機」，可將產線的油渣、水渣分離，

實現環保，下一步著眼於線材製程的革命性優化，將研發

把伸線、酸洗、粗抽精抽、磷酸皮膜等多道程序整合在一

站內一次完成的產線。這就是工序的優化。甚至若能做到

為您自己和海外客戶減少物流過程中產生的碳排和運輸

成本，那麼這些都是未來的新機會。

當然，我們也聽到了一些心聲表明永續性升級與減碳

需消耗大量資金與資源。這代表我們需要比以往更有效

率與系統化的大戰略思維來因應挑戰。這也是為何赫曼

提及的「商業生態系」概念能成為隱形冠軍甚至是其他扣

件企業的出路。就好比台積電有自己的龐大供應鏈，築起

了一道高牆，牆內的供應商都跟隨著台積電不斷提升科技

與企業價值，而牆外的競爭者難以打入或破壞此供應鏈，

這就是一套高韌性的商業生態系。

我們把眼光再放大一點。如果台灣的扣件隱形冠軍不

只是單一的扣件企業，而是「整個台灣扣件產業」呢？如

果還不是隱形冠軍的你，也能搭上隱形冠軍產業的列車一

起貢獻力量呢？依照赫曼的定義，隱形冠軍的營收必須低

於50億歐元。台灣扣件產業在2020年產值是1,309億新台

幣，出口值是1,218億新台幣，這兩個數值換算成歐元，都

符合隱形冠軍的營收定義。此外，台灣扣件業的供應鏈完

整度是全球第一，這符合隱形冠軍的第一個定義。台灣雖

小，近幾年因為國際政經因素，才剛在世界舞台上獲得大

量媒體目光。這時候正適合我們以「隱形冠軍的台灣扣件

業」為大戰略目標，向全球推廣自己。

這套戰略必須盡可能動員所有相關人士，包括政府

與公協會，把台灣扣件供應鏈打造成「台灣扣件商業生態

系」。台灣既有的扣件供應鏈和這裡說的商業生態系是兩

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垂直的產業鏈，是自家扣件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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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後者還包括水平產業鏈，是能帶給扣件業轉型力量的外部關鍵產業，包括AI科技、節能科技、智能方案提供商，還有

其他你我尚未認識但可能擁有革命性技術來協助優化扣件產線的提供商。

此時，公協會就扮演關鍵的協調者角色。最近台灣兩大公協會不斷邀請專家開課來指導扣件業者導入減碳，這是建立

商業生態系的重要一步。我們期許公協會繼續發揮橋接的角色，去建立來自外部關鍵產業的人脈，並將外部高潛力技術引

進扣件產業，加速製程優化。此外，政府有提供補助協助轉型，但這些措施恐不夠快。我們需要協會與政府互相溝通，在扣件

供應鏈的自助機制之外，與外界進行技術與資金合作，以「扣件商業生態系」的角度來佈局才是長遠的最佳戰略。

最後，本文特別引述本雜誌社長廖英武先生有感而發的一段話，與各位業界先進分享：

近年來一時的景氣變壞，我們非常感謝政府以及各大公協會單位的支持與關心，讓我們得以將營運的困境適時向政府反

映，但最終仍要靠自己來救自己。回想數年前我隨團前往日本南部鄉下的高爾夫球場打球，這間球場周圍工廠林立，曾經享有

風光輝煌，但隨著日本經濟失落的三十年，如今周圍的工廠紛紛轉往海外投資，年輕人才外移，球場步入沒落凋零。我發現球

場員工最年輕的是50多歲，有少數80多歲的員工仍在服務。打球的人則以中高年齡者居多，中、青年齡者大多外出工作，偶爾

逢年過節才會從全國或全球各地返鄉球敘，所以球場的生意不是很好，設備還有些老舊。

平心而論，扣除高科技產業之外，台灣扣件可說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隱形冠軍產業，但隨著南部各大科技園區陸續完工

量產，我們螺絲傳統產業將面臨高科技產業進逼與人才流向高科技產業的問題、高價的綠能電以及人力成本。看看這家日本

球場，想想自己，十年後「無人化」、「高齡化」的營運環境下，台灣螺絲產業是否能再創輝煌，避免走向凋零？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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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無不克的市場
匯達全球採購網
最佳銷售助攻王

匯達買與賣平台
讓你的訂單不再
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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