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網通受衝擊

疫情拉抬非接觸經濟
另一方面，行動通訊持續朝向全球網路全

面覆蓋願景發展，Beyond 5G通訊將從地面

行動網絡向太空衛星進行整合，低軌道衛星

通訊可做到低延遲，與行動通訊網路相互搭

配，應用於車輛、飛機或船舶等移動平台或

偏遠地區，帶來太空端到地面端的商機。

如SpaceX、Amazon等國際企業近來陸續計

畫大量發射衛星於全球建立通訊網路，上游

供應鏈商機備受關注。

現今資訊和營運技術（IT/OT）乃依賴於

一個全球分工、相互連結的供應鏈生態系統

。然產業卻越來越擔心資通訊產品與服務供

應鏈中的威脅與漏洞，歐美各國開始以政策

要求供應鏈須保持韌性，也要求ICT產品必

須確保供應鏈安全，為產業帶來新的挑戰，

全球多國預定2020年進入5G商轉，然而一

開春就迎來新冠肺炎這隻黑天鵝，不僅讓被

視為5G商用最大舞台的東京奧運延期，網

通產業盛事「世界行動通訊大會」也宣布停

辦。儘管疫情拉抬非接觸經濟，帶動部分網

通產品需求，但5G是否受疫情影響，仍是

產業關注的焦點。

疫情造成智慧型手機供給三缺
因應中美貿易戰加上疫情衝擊，建議我國

代工客戶與品牌業者建立多元產地、供貨備

援；導入新科技，加速廠端防疫管理，提升

供應效能；拉高備貨水準，因應短期三缺造

成的供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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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產業受到COVID-19疫情的衝擊，上半年全球供應鏈產生斷鏈現象，下半年市

場需求反彈復甦力道更備受期待。疫情帶動遠距上班、遠距教學、遠距醫療等需求，在資料

傳輸品質與高速頻寬的渴求下，市場出現對於雲端運算、大數據、AI、IoT相關寬頻產品之

需求與規格升級。疫情也促使使用者加速擁抱數位化，促使後疫利基網通產品與應用服務興

起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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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造成手機供給缺料
、缺產能、缺運輸

2020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估計下滑15％

受產地封閉管理、供應面三缺影響出貨與

產品開發；封城與外出管制衝擊消費意願，

收入減少、失業衝擊，智慧手機需求下滑，

延長換機周期，高低階產品同受衝擊，估計

2020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較疫前下修17%，

整體市場年減15%。

但屢傳疫情復發零星事件，對手機下半年

市場復甦預期趨於保守。

5G手機出貨量下修，年增率
仍達8.7倍

受疫情影響，歐美市場需求端消費力道減

弱，中國大陸為拉抬產業復甦，祭出5G手機

補貼，加上iPhone 5G新機仍有機會在11月

前發表，估計2020年5G手機出貨量由2億支

下修為1.81億支。截至6月初，全球已有42

個國家共81個電信業者推出5G商用服務。

臺灣網通產銷定位落在「借
力中國、行銷全球」

臺商主要生產據點在中國大陸；美國、歐

洲據點以服務、銷售與技術支援中心為主，

產銷定位落在「借力中國、在地行銷」與「

借力中國、行銷全球」兩類。三大出口市場

為美國、中國大陸與歐洲，合計占我出貨比

重達76%。

疫情影響臺灣網通產值年
工研院IEK Consulting認為，疫情催生多

元應用商機，如遠距教學、辦公、娛樂、無

人化服務，帶動筆電、寬頻設備、無線路由

器與伺服器需求，同時也促進生醫、物聯網

與AI人工智慧的發展。建議臺灣網通業者可

思考彈性分散生產基地，多元化供應來源，

進行數位轉型，發展非接觸應用與宅經濟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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