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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央行數位貨幣

將改變各行各業的行銷系統

前言
1995年起「破壞式創新理論（Disruptive Innovation）」普遍流傳（Christensen, Raynor, & 

McDonald, 2020）。科技引導產業改變，徐明珠（2016）指出，數位科技破壞以致紙本（印
刷）出版受到威脅。兩年後，徐明珠（2018）針對「科技破壞」再度指出：科技引爆人類生
活的改變，「印刷與出版產業」也不例外，面對的是科技破壞後的典範轉移。Christensen, 
Raynor, and McDonald（2020）也指出，把改變某個產業競爭模式的任何突破，都歸為破壞
式創新，會發生問題，因為不同類型的創新，需要不同的策略方向。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Berelson, 1952），王文科（1986）則又稱其
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Key Concepts in 
Social Research一書的中文譯本則將 Documentary Methods翻譯為「文件資料分析法」（林育
如 [譯 ]，2012）（Payne & Payne, 2004/2012）；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則將文件分析法
翻譯為 Documentary Research（黃國彥，2000）。內容分析法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種現
象的狀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王智弘，2007）。

內容分析指的是一種對清晰之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地描述的研究技術

（Content Analysis refers to a research technique for the objective, systematic and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clear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Berelson, 1952）。此外，Prasad（2008）評論，
稱「內容分析」與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一樣，都符合科學方法的三個基本原則。它們是：1.客
觀性（Objectivity）、2.系統性（Systematic）、3.推廣性（Generalizability）（Prasad, 2008）。
表示分析是在明確的規則基礎上進行的，使不同的研究人員可以從相同的文件檔案或訊息中

獲得相同的結果。分析時內容的包含或排除是根據某些始終適用的規則來完成，因而消除了

僅涵蓋支持研究人員思想的材料的可能性。研究人員獲得的結果可以應用於其他類似情況。

本研究從圖文傳播藝術（印刷與出版）專業領域有關的新穎科技、行銷系統、數位原

生世代消費付款模式、行動支付、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央
行數位貨幣破壞行銷系統等幾個面向，進行觀察與分析，設法理解央行數位貨幣（CBDC）
是否將會改變「產業」與「市場」之「金流─商品與金錢的交易」，進而破壞國內的 1,598
個行業（財政部，2017）的行銷系統；並探究是否創新的「央行數位貨幣」能歸類為「破壞
式創新」。

關鍵詞 /#話題標籤：#破壞式創新理論 #科技破壞 #央行數位貨幣 #行銷系統 #典範轉移

#行動支付 #印刷產業 #娛樂暨媒體產業 #數位化平台

賀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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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技破壞後典範轉移

1995年《哈佛商業評論》提出「破壞

式 創 新 理 論（Disruptive Innovation）」

（Christensen, Raynor, & McDonald, 2020）。

大環境丕變，科技引導產業改變，徐明珠

（2016）指出，數位科技破壞造成紙本（印

刷）出版受到威脅。兩年後，徐明珠

（2018）再度針對「科技破壞」指出：科技

引爆人類生活的改變，「印刷與出版產業」

也不例外，面對的是科技破壞後的典範轉

移。

最近幾年的新穎科技不斷推陳出新，

Panetta（2018）提出的 2019年科技趨勢

（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有 10 項： 自 主 化 物 件（Autonomous 

things）、 增 強 分 析（Augmented 

Analytics）、人工智慧驅動開發（AI-Driven 

Development）、數位分身（Digital Twin）、

強大的邊緣運算（Empowered Edge）、沉浸

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區塊鏈

（Blockchain）、智慧空間（Smart Spaces）、

數位倫理和隱私（Privacy and Ethics）、量

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科技產業資

訊室 –May，2018/10/22；賀秋白，2020）。

曾彥菁（2019）報導「影響未來十年

的 2020十大科技趨勢，除了AI與區塊鏈，

還有哪些？」指出，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Panetta, 2019）2020年

科 技 趨 勢 有 10 項： 超 自 動 化

（Hyperautomation）、 多 重 體 驗

（M u l t i e x p e r i e n c e）、 普 及 化

（Democratization）、人類機能增強（Human 

augmentation）、 透 明 與 可 追 溯

（Transparency and traceability）、強化邊緣運

算（The empowered edge）、分散式雲端

（The distributed cloud）、 自 動 化 物 件

（Autonomous things）、 區 塊 鏈 應 用

（Practical blockchain）、人工智慧防禦（AI 

security）。

洪子惟（2020）則指出 2021年科技趨

勢有 9項（Panetta, 2020）：行為互聯網

（Internet of Behaviors, IoB）、總體經驗策略

（Total Experience Strategy）、隱私增強計算

（Privacy-Enhancing Computation）、分佈式

雲端服務（Distributed Cloud）、移動式營運

（Anywhere Operations）、網路安全網格

（Cyber security Mesh）、智慧組合型商業

（Intelligent Composable Business）、人工智

慧工程（AI Engineering）以及超級自動化

（Hyperautomation）。

龔俊榮（2020/10/26）報導，黃奇帆演

講強調：所謂數位化平台，是指大數據、

人工智慧、行動網路、雲端、區塊鏈等一

系列數位化技術組成的「數位綜合體」。數

位化平台具有全空域資訊、全流程資訊、

全場景資訊、全解析資訊和全價值資訊的

「五全資訊」。黃奇帆也說：任何一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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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一旦能夠利用「五全資訊」，就會立

即形成新的經濟組織方式，從而對傳統產

業 構 成 顛 覆 性 的 衝 擊（ 龔 俊 榮，

2020/10/26）。

上述各項新發展的「科技趨勢」有多

項是將會影響圖文傳播藝術（印刷與出版）

專業領域相關的新穎科技，可能引爆印刷

與出版產業的改變。它們所產生的「創新

科技破壞」將對各行各業都產生衝擊，預

料對「娛樂暨媒體產業群 Entertainment & 

Media（Pricewaterhouse Coopers, 2020；支秉

鈞，2019）」的 14個類別（segments）「圖

書 ／ 書 籍（Books）、B2B 中 介 媒 體

（Business-to-business）、電影（Cinema）、

資料／數據消費（Data consumption）、網際

網路服務（Internet access）、網路廣告

（Internet advertising）、音樂廣播及播客

（Music, radio and podcasts）、新聞／報紙與

消 費 性 雜 誌（Newspapers and consumer 

magazines）、 電 視 機 上 盒 影 音（OTT 

video）、 戶 外 廣 告（Out-of-home 

advertising）、 傳 統 電 視 與 家 庭 影 音

（Traditional TV and home video）、電視廣告

（TV advertising）、電玩遊戲與電競（Video 

games and esports）、以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也都將有所衝擊或者造成破壞。

本研究認為，印刷產業一旦擁有大數

據、人工智慧、行動網路、雲端、區塊鏈

等一系列數位化技術組成的印刷業「數位

綜合體」這個數位化平台，並且運用其擁

有的「全空域資訊、全流程資訊、全場景

資訊、全解析資訊和全價值資訊」五全資

訊，將形成新的印刷產業經濟組織方式、

解構（破壞）印刷業的價值鏈、改變印刷

業的商業模式、重組印刷產業的「行銷系

統」中的大數據「資訊」採礦模式、「金

錢」收與付的方法；進而，對印刷產業構

成顛覆性的衝擊。印刷產業針對「創新破

壞」預為因應，已是刻不容緩；印刷產業

必然將要面對的此類數位科技破壞後的典

範轉移。所有的行業，千百行業包括「娛

樂暨媒體產業群（14個類別）」亦同。

貳、 金流為「行銷系統」要件
之一

產業與市場之間的交易，以「製造商

品與提供服務」換取「金錢」在「行銷系

統（Marketing System）（Kotler, 2003）」為

四大「活動」之二。此處所稱「活動」，即

吳安妮「作業價值管理制度（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的「作業」（吳安妮，

2019）。該「行銷系統」中，有兩方，一方

為產業（Industry: a collection of sellers）賣

方的集合體，一方為市場（Market: a 

collection of buyers）買方的集合體。

賣與買兩造雙方之間，有四種活動

（Activity）（請見圖 1由上而下）：第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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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向市場傳播（Communication）（或翻譯

為溝通）（資訊流）；第二為產業製造商品

／產品／貨物（Goods）或提供服務

（Services）給市場（物流）；第三為「金

流」，產業透過交換商品與服務取回金錢

（Money），即企業永續經營時營運所需資

金、利潤等；以及第四為產業從市場取得

資訊（Information）（日本翻譯為情報）（資

訊流）。整體系統的基本商業行為，也就是

「商流」。商流是指商品藉由交易活動而產

生「所有權」的流通（林淑芬，2020，p.3-

8）。交易確立後所產生的買賣契約、收據

發票、票據等，都可證明商品「所有權」

已移轉，因此中間商的進貨、銷貨、存

貨、行銷、帳務等作業，都是商流的範疇。

2017年 8月我國財政部的稅務行業標

準分類（第八次修訂）（財政部，2017），

其中，「J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

資通訊服務業」將「58中類出版業」分為

9子類，分別為 5811-11實體新聞出版、

5811-12數位新聞出版、5812-11實體雜誌

及期刊出版、5812-12數位雜誌及期刊出

版、5813-11實體書籍出版、5813-12數位

書籍出版、5819-00其他出版、5820-11遊

戲軟體出版、5820-99其他軟體出版。

再者，59中類「影片及電視節目業；

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子類 18種）、60

中類「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子

類6種）、61中類「電信業」（子類7種）、

62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

業」（子類 7種）、63中類「資訊服務業」

（子類 6種），全部 J大類共有 53個子類

圖 1：Kotler之簡單的行銷系統圖
資料來源：Kotler, P.（2003）. Marketing Management.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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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2017）。

本研究認為，圖文傳播專業工作者除

了可以在這 53個子類行業別中尋求適當的

工作就業。然而，依照科特勒（Kotler）的

「行銷系統」（圖 1）最上方所描繪的活動

「 產 業 對 市 場 的 傳 播（ 溝 通 ）

（Communication）」。從這個觀點出發，圖

文傳播專業人員，可以就業的行業領域是

廣泛的，不是僅僅限於「J大類：出版、影

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的 53種子

類行業；而可擴大至財政部所分出的 1,598

種（財政部，2017）子類行業就業。

承上，圖文傳播專業工作者可以進入

所有 1,598種行業中的「行銷系統」內有關

「傳播」活動任職。意味著圖文傳播專業

者，可以進入任何一種行業的行銷系統內

工作。甚至是新創的行業，政府的標準行

業分類都還沒有的新行業。

至於「金流」的發動者─付款的人

們，蘇文彬（2020/01/22）指出，資策會

MIC對 18到 65歲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網民

調查，國內行動支付普及率達 6成，2025

年朝 90%邁進。國內常見的行動支付平臺

業者有「街口支付」、「Pi拍錢包」、「Apple 

Pay」（沈中華、王儷容、蘇哲緯，2020）。

葉憶如（2020/12/15）報導：國人支付習慣

逐漸改變，加上電商、超市接連擴大導

入，連銀髮族、菜藍族都開始「嗶」付款；

五大行動支付 Q3突破 3,500億元，翻倍飛

速成長。本研究認為，Kotler「行銷系統」

（圖 1）中，國內「市場」的消費者（買方

的集合），他們付款習慣將會改變，成為拿

著手機以數位方式付款。資策會MIC調查

目前占六成，估計 5年後，達九成消費者

購物採用行動支付，剩下的一成是仍然用

鈔票的消費者，本研究估計 5年後應該都

是 70歲（或者更高齡）以上的銀髮族。

叁、  「數位原生世代」消費「付
款」模式迥然不同以往

蘇偉華（2019，p.14）指出：Prensky

文 章「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rensky, 2001）」所稱「數位原生世代

（Digital Natives）」是指 1980年以後出生

者，從小就生長在各式數位產品環境的世

代。在台灣，這群人約達 710萬人（現約

19至 39歲），占我國總人口數（2,358萬

人）比率為 30.1%（蘇偉華，2019）。

對照上述資策會MIC對 18到 65歲使

用智慧型手機的網民調查，國內行動支付

普及率達 6成（蘇文彬，2020/01/22），依

照人口數分配，假設數位原生世代全部人

口都採用行動支付，本研究推估另外 700

多萬人可能是 40~65歲；也許有少數是落

在 18歲以下更年輕的年齡層內。

資訊與通訊科技日新月異，5G通訊、

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驅動開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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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運算、強大的邊緣運算⋯⋯等，方方面

面都將影響我們產業（industry）（賣方）的

運作。市場（market）消費者（買方）這一

方，周芳苑（2020/07/19）報導指出，千禧

世代（1981到 1996年出生的Millennials），

即為國內最早的數位原生世代（Digital 

Natives），他們與年長世代行為模式不同，

背後的關鍵因素是年輕人成長過程就接觸

科技，他們很早使用手機、大學時便倚賴

電腦。周芳苑也指出，年輕人的花錢重點

包括：便利、線上購物、還債、外食、人

生經驗與旅遊、影音串流服務、社會影

響。年輕人網購是家常便飯。反之，就造

成不便。陳柏安（2018/07/05）描述，中國

有些地方正在被「行動支付」壟斷，這樣

的狀況，對於沒有時間處理第三方支付帳

號的人來說，就是一個不友善的環境。就

跟去國外，麵店的招牌全都是當地語言，

沒有英文一樣不友善。

2020 年 雙 11 購 物 節（ 季 晶 晶，

2020/11/11）成交金額累計達 741億美元

（台幣 2.2兆元）。此項網路電商的商業模

式，其行銷系統（圖 1）中的第 3項重要行

銷活動─「金流：收款的作業」的改變，

可能改為線上刷卡付款、到貨一手收貨一

手無線刷卡付款，或者到貨付款現金收

貨。市場消費習慣以數位化支付為主。

「數位原生世代（Digital Natives）」消

費時，「行銷系統」中的貨品服務之交換金

錢（金流部分），也有了不同的面貌。過去

購物、繳費，使用熟悉的紙鈔與硬幣，之

後，有些消費者則已經不再攜帶可能被偷

或被搶的現鈔，改用支票、匯票、或逐漸

被信用卡取代；近年資訊與通訊科技發達，

人們逐漸以手機透過網路以第三方行動支

付，微信支付（WeChat Pay）、支付寶

（Alipay）（螞蟻金服的前身）、LINE Pay、

ApplePay、街口電子支付等行動支付，逐

漸被普及。

2020年底火紅的「螞蟻集團」（維基百

科，2021/01/06），前身為阿里巴巴集團旗

下「淘寶網」之下的一個部門（第三方支

付平台），於 2004年獨立營運成立「支付

寶」（維基百科，2021/01/27），2014再度分

拆，為「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螞蟻金服）」（維基百科，

2021/01/06），目前已經擁有超過 10億用戶

（over 1bn users），網路的交易額，在去年

已經達到 16兆美金（its payments network 

carried $16trn of transactions last year），連接

了 8,000 萬 個 商 家（connecting 80m 

merchan t s）（The Economis t Today, 

2020/10/08；吳凱琳，2020/10/11；陳是祈，

2020/10/12）。2020年 6月再改名稱為「螞

蟻集團」（蔡敏姿，2020/06/23）。截至本研

究撰寫之際，螞蟻集團 IPO上市仍然被阻

擋，但是相信曾經在台灣大學演講：「如何

實踐企業永續（永續智庫，201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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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馬雲，他所領導的螞蟻集團會設法整

理，以期符合法制規範，並追求「實踐企

業永續」的營運，迎合市場消費者的數位

付款、交易商品的趨勢。

承上所述，數位原生世代（含渠等子

女）已然為市場消費主力，網路電商的商

業模式，僅一家「螞蟻金服」就有超過 10

億用戶、8,000萬個商家、交易額達到 16

兆美金。顯然，「行動支付」已然改變了

「行銷系統」中的「付款與收款」中的一

環，既改變了商業模式，也改變行銷系

統。本研究可以認定創新的「行動支付」

能被歸為「破壞式創新」。

肆、全球八成央行發展數位貨幣

蔡敏姿（2020/09/10）報導：「行動支

付已經極大衝擊傳統紙幣、硬幣的使用習

慣。普華永道 2019年全球消費者洞察力調

查顯示，中國行動支付的普及率達 86%，

居世界第一。」

依照上述文獻，消費者運用手機付款

購物，普及率近九成（86%），本研究推

論，行銷系統中的「金流」，必定與以往沒

有行動支付時代（鈔票與硬幣交易的時代）

截然不同，手機付款屬於「無接觸服務」，

掃描「二維碼」即可完成排隊、結帳等多

項服務，方便消費者的同時，也節省了人

工成本，提升了營運效率。旁觀者可能奇

怪，沒有看見拿出錢包來付錢，就把貨物

領走了。這情況，真的是沒有看見花花的

鈔票與響叮噹的硬幣。

林永富（2020/10/08）報導：隨著數位

技術「下沉」，越來越多的小店主、小商家

開始加速向線上轉移。利用支付寶線上的

資料流程量來服務線下實體店，幫助他們

實現發放優惠券、外賣等功能，形成店鋪

的線上與線下融合，拓展銷售管道。截至

今（2020）年 8月，在支付寶上專為商家

提供數位工具的「支付寶服務市場」，活躍

用戶比去年同期翻了 10倍。

虛擬通貨非由任何國家貨幣當局所發

行，不具法償效力，因此不是法定貨幣。

比特幣屬高投機之數位「虛擬商品」，因價

格波動大，可能產生投資風險或兌換風險

（許維敏，2018/12/18），金管會提醒我們務

必注意所衍生的相關風險。因此，任天堂

點數、比特幣、萊特幣等這些高度投機性

的數位「虛擬商品」都不在本研究探討的

範圍。本研究專注在「央行」所推展的

「數位貨幣」。

吳泓勳（2020/11/06）報導：「目前全

球 80%央行都在圍繞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s） 進 行 發

展，⋯⋯同時對打擊地下錢莊、影子銀行、

電信欺詐和恐怖犯罪，都有非常好的幫

助。」

一項對全球 63家中央銀行的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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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有中央銀行都已開始進行數位貨幣

的理論和概念研究，有 49%的央行進入試

驗／概念驗證階段，僅 10%進入開發／試

點階段（龔俊榮，2020/10/09b）。

龔俊榮（2020/09/29）報導〈陸數位貨

幣出鞘、行動支付剉咧等〉指出，大陸的

數位貨幣正在加速上路中，已有多地開始

進行測試。不僅國有四大行加入試辦行

列，也有多家企業成為合作的夥伴，很顯

然人行正在加緊測試腳步，為全面推廣鋪

路。

蔡敏姿（2020/09/10、09/22）兩次報

導：人行數位貨幣正在深圳、蘇州、雄安、

成都四地以及未來的冬奧會場景進行內部

測試，內測場景主要集中在小額、零售、

高頻的場景。除京東數科之外，滴滴也已

宣布加入人行數位貨幣專案，要進行智慧

出行領域的探索。

龔俊榮（2020/10/09b）報導，大陸推

動央行數位貨幣相比其他國家的優勢體現

在：第一，大陸電子支付體系較為成熟，

發行數位貨幣的零售場景已經基本存在，

不需要重新搭建場景；第二，大陸消費者

對於使用手機進行支付已經習慣，推廣數

位貨幣使用具備較好的先天條件，消費者

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三，大陸商業銀行

數量龐大的線下網點，可以較好地進行數

位人民幣推廣，向消費者介紹數位人民幣

的好處和優點。

龔俊榮（2020/10/09a）指出，基於區

塊鏈的數位貨幣在跨境結算領域，將現有

結算時間由幾天提升至秒級，大幅提高了

結算效率。降低了跨境轉帳的成本。葉文

義（2020/10/14）則報導，大陸支付市場格

局受到數位人民幣影響似乎是必然的，因

為簡稱為 DC/EP的央行數位貨幣，即是

Digital Currency和 Electronic Payment兩部

分組成，前者意為數位貨幣，後者名為電

子支付；DC/EP有著與支付寶、微信等支

付工具天然重疊的部分，從而與第三方支

付形成了市場競爭關係。

葉文義（2020/10/27）再度報導，微

信、支付寶是金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

數位人民幣是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

數位人民幣發行後，消費者仍然可以用微

信、支付寶進行支付，只不過錢包裡增加

央行數位人民幣。如此，本研究判斷，支

付寶這類的第三方支付，未來應該還是會

存在，並不會因為央行數位貨幣正式推行

與普及而消滅。

承上述文獻，本研究推論，未來，可

能採用「央行數位貨幣（CBDC）」在訂貨

同時付款、或者在收貨時付款！產業息息

相關的「行銷系統」之活動─從「市場」

交換回來金錢─此營運金流活動（或者消

費者的角度是「付款」），將有天翻地覆的

改變。習慣拿著紙鈔的消費者，將會面臨

各個交易點（店面）都接受手機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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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景，長期以來的消費付款習慣將被迫

改變。除此，「央行數位貨幣（CBDC）」

搭配上已經普及率高的手機行動支付，政

府發行的無形的貨幣（摸不到、看不見實

體），買賣雙方的「行銷系統」中的「金

流」定然產生變化！

伍、 各國央行火熱推行 CBDC
將改變「行銷系統」金流

經濟日報（2020/10/22）社論指出「央

行數位貨幣（CBDC）是目前全球各央行的

火熱話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縮寫為 BIS）今

（2020）年的調查，八成受訪國家正在研究

如何運用 CBDC。美、日、歐等七個主要

央行與 BIS共組的 CBDC研究小組，在 10

月上旬公布了第一份報告書，說明 CBDC

的優缺點與發行基本原則。

各國央行火熱推行數位貨幣推動，將

改變「行銷系統」金流活動。面對的央行

數位貨幣推行，世界各地印刷與出版產業

均將面對「央行數位貨幣」破壞「印刷與

出版產業」的行銷系統，並將接受典範轉

移。此一結果符合徐明珠（2018）研究：

「印刷與出版產業」也不例外。

反觀國內，潘姿羽（2020/07/08）報

導，央行去年已分階段進行央行數位貨幣

（CBDC）可行性研究與試驗，今年第 3季

將啟動零售型概念驗證。

有鑒目前全球 80%央行都在圍繞數位

貨幣進行發展（吳泓勳，2020/11/06）。一

旦央行數位貨幣上路，我們印刷產業的行

銷系統中的金流活動，將會有所改變，商

業模式改變、收款方式改變、呆帳可能減

少或者是「零」（因為一手交貨一手智慧手

機刷帳立即付款）（應收帳可能減少，催款

收帳部門可能裁減）、金流典範轉移。甚

至，可能推翻目前交貨後，給產業賣方三

個月的票期的支票，都有可能轉為相當於

現金的數位新台幣。

惟本研究發現，美國世界新聞網報導：

「老人冒雨去交醫保，被告知不收現金」的

一段視頻近日衝上熱搜。引發「要求切實

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議題

（美國世界新聞網，2020/11/24；世界日報，

2020/11/25）。隨後也出現政府出面懲罰排

斥慣用紙鈔年長者，維護長者權益，頒發

行 政 命 令 保 護 長 者。 新 浪 財 金

（2020/11/24）指出，國務院 11月 24日印

發通知，保留傳統金融服務方式，要求任

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現金，必須保留

「老年人熟悉的傳統服務方式」，充分保障

在運用智慧型技術方面遇到困難的老年人

基本需求。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19年 10

月《共創超高齡世代的銀髮經濟》指出，

我國 2015年人口結構統計，15~64歲青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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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占比 73.9%（賴冠仲，2019，p.6）。賴

冠仲也指出，約莫在 2026年，超過 65歲

的人口將占總人口數的 20%以上，我們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承上，本研究推論未

來，我們將來實施央行數位貨幣，也可能

會有年長者因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毛慶禎，2012）拿著鈔票硬幣消費、遇到

商家刁難的可能。

目前，「行動支付」已然改變了「行銷

系統」的「付款與收款」中的金流一環，

既改變了商業模式，也改變行銷系統。綜

上所述，國內的行動支付平臺業者「街口

支付」、「Pi拍錢包」、「Apple Pay」，是金

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央行數位貨幣是

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本研究推論

「央行數位貨幣」實施上路之後，可能會改

變既有的「行動支付」內容。既然是政府

推行的央行數位新台幣，可預見的，必然

也將改變「行銷系統」中的「付款與收款」

中的「金流」一環，也將會改變了「商業

模式」，也再度改變各行各業的「行銷系

統」。央行數位貨幣（CBDC）破壞式創

新，隱然成形。

經濟日報社論（2020/10/22）評論：我

國央行推動 CBDC的進度，介於日本與中

國之間。央行在今年 9月已經完成第一階

段「批發型 CBDC（銀行間大量資金交易）」

的可行性技術研究，並啟動了第二階段

圖 2：我國人口結構圖
資料來源：賴冠仲（2019年 10月：p.6）。共創超高齡世代的銀髮經濟。https://www2.deloitte.com/

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financial-services/tw-seniors-market-of-super-aged-society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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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 CBDC」的試驗計畫。上述經濟日

報社論可知，我國央行業已積極推動「央

行數位貨幣」。不出數年，可能正式採用。

中央廣播電台（2020/12/28）根據央行

調查資料顯示，中性認為 4至 6年後，有

機會上路實施，但也有看法認為得 7至 10

年。

本研究據此推斷，央行數位貨幣專案

的執行經過規劃、申請預算、專案通過、

推動專案、測試系統、正式實施等等約十

年後上路。如果 2021央行正式立案，新台

幣的央行數位貨幣要 2030~2035才有可能

上路。如果，過幾年才會正式立案推動，

那麼屆時再以當年為基礎推估十年後可能

上路，2040年或者是 2045年？拭目以待

了！

陸、 結論：未來世代將減少印
製、鑄製與發行鈔券及硬幣

總而言之，一旦正式採用央行數位貨

幣，應當如電動汽車的推動一般，於全面

普及之前，將會有油電混合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簡稱 HEV）（財團法人車輛

研究測試中心，2015），即，大部分使用央

行數位貨幣，少部分不習慣電子支付年長

者仍能允許使用紙鈔與硬幣。直到用量比

例少至個位數時，再逐漸減少印鈔與鑄幣

的動作，推估將在三十年後（2050年）全

面採用央行數位貨幣。

數位新台幣發行後，消費者仍然可以

用行動支付，只不過錢包裡增加央行數位

新台幣。國內的行動支付平臺業者「街口

支付」、「Pi拍錢包」、「Apple Pay」，是金

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央行數位貨幣是

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行動支付平台

業者未來應該還是會存在，並不會因為央

行數位貨幣正式推行與普及而消滅。除

此，「央行數位貨幣（CBDC）」搭配上已

經普及率高的手機行動支付，政府發行的

無形的貨幣（摸不到、看不見實體），用不

到點鈔機器、驗鈔機器與清點銅板的機

器。買賣雙方的「行銷系統」中的「金流」

定然產生變化！

市場的消費主力，因為行動支付，採

買時的付款方式改變，促使行業的商業模

式與「行銷系統」改變。本研究可以認定

創新的「行動支付」能被歸為「破壞式創

新」。未來，央行數位貨幣正式上路，同樣

可以被歸類為「破壞式創新」。

印刷產業一旦擁有「數位綜合體」這

個數位化平台，並且運用其擁有五全資

訊，將形成新的印刷產業經濟組織方式、

解構（破壞）印刷業的價值鏈、改變印刷

業的商業模式、重組印刷產業的「行銷系

統」中的「資訊流」採礦模式、「金流」收

支付方法。同樣，行動支付、未來可能上

路的央行數位貨幣，對印刷業也是破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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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面對這些衝擊，印刷產業應該預為

因應。

本研究推論，一旦「央行數位貨幣」

上路，由於它是政府法定的央行數位新台

幣，必然也將改變「行銷系統」中的「付

款與收款」中的「金流」一環；也改變了

「商業模式」。因此之故，「央行數位貨幣」

破壞式創新─成形。

承上本研究獲得 6點結論：首先，市

場的消費主力，因為行動支付，採買時的

付款方式改變，各行業的商業模式與「行

銷系統」也改變。第二，創新的央行數位

貨幣將破壞各行各業的行銷系統。創新的

「央行數位貨幣」能夠被歸為「破壞式創

新」。第三，央行數位貨幣此新科技所產生

的破壞，預料對「印刷產業─鈔券印製」

的「中央印製廠與中央造幣廠」將產生難

以想像的衝擊。第四，央行數位貨幣推行

之後，紙鈔印製還有十年或卅年光景。第

五，如果 2021央行正式成立專案開始推

動，新台幣的央行數位貨幣要 2030~2035

才有可能上路，估計那時數位原生世代

（Digital Natives）邁入五十歲以上，政府也

許還是會保留傳統金融服務方式給超高齡

年長者，以行政命令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

不得拒收現金，必須保留「老年人熟悉的

傳統服務方式」。短期內，配合六十歲以上

消費者現金使用的習慣，鈔券與鑄幣的生

產活動還會持續，但是三十年後，所有國

民都習慣使用數位貨幣時，鑄幣與鈔券印

製的生產將可能終止。

最後，第六額外發現，圖文傳播專業

工作者可以進入所有 1,598種行業中的「行

銷系統」內有關「傳播」活動任職。

「夕陽產業（Sunset industry）肇因於

「技術成熟、創新枯竭、市場飽和、競爭激

烈、利潤低」（MBA智庫百科，2015；

Toffler, 1980；維基百科，2019）；Cox（2008）

進一步指出「市場靜止不再成長或市場下

降，並因此獲利能力下降的行業，也是夕

陽產業」。三十年以後，市場上不再需要紙

本鈔票時，鑄幣與鈔券印製的產業，是否

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此處衍生出一個新的議題：中央銀行

的造幣廠、印製廠勢必要轉型。未來是印

股票、地籍證書？印製新冠病毒疫苗外包

裝防偽？倘若股票、地籍證書等有價證券

因為區塊鏈式的網路記帳成熟，也數位化

了呢？為了因應此新產生的議題─中央銀

行應該預先面對（不迴避）、研擬對策、未

雨綢繆：有價證券的印製，股票印製、郵

票印製、畢業證書印製、土地權狀印製等

等是否還被市場需要？鑄幣、鑄製獎章等

市場的需求？重要產品外包裝防偽？等等。

建議目前在這些機構任職的印刷業互

相熟識的專家們，組織起來，研究討論，

開始規劃未來的防偽印刷的經營願景、使

命、階段目標、策略、計畫等，以便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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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之從業者們去面對未來；「沒有夕陽產

業，只有夕陽企業」利害關係者宜設法讓

企業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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