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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
John Liu

彼利數位資訊技術長

工程師起家，擅長 Web 商用系統全端開發與資料分析處理，
喜歡深究問題本質，並衡量能創造的商業價值。

喜歡敏捷，相信敏捷理念，喜歡用默默融入的方式將敏捷
導入公司與客戶的工作情境，讓團隊跑了敏捷卻不自知。

工作為輔導傳統產業做業務數位轉型，同時也和多個教學
單位合作，主攻技術培訓領域



   

大綱

第一階段–天真

關於數位轉型與個案背景

第二階段–毀滅

第三階段–整頓與重生



   

數位轉型內涵



   

數位化指標
Level 0 初始化

Level 1 數位化

Level 2 整合化

Level 3 自動化

Level 4 智慧化



   

Level 0 初始化

Level 1 數位化

Level 2 整合化

Level 3 自動化

Level 4 智慧化

數位化指標



   

個案背景
• 勞力密集傳統產業
• 產業指標，營收雙位數億等級
• 初始化階段，三次導入經驗皆失敗( 回到手工 )
• 成長快速、商業環境變動激烈
• 先以內勤相關部門為標的目標
• 市場無相關產品



   

為什麼要轉型 ?



   

技術選型

圖像來源: segmentfault

業務需求

維運成本資料量級

架構選型



   

外包?

來源:管理拾穗

http://blog.udn.com/ansercomtw


   

第一階段 –天真

關於數位轉型與個案背景

第二階段–毀滅

第三階段–整頓與重生



   

需求訪談

我和他們，都覺得我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過度自信



   

需求訪談

破碎的知識與系統認知流程

原型當作產品



   

開發流

1. 團隊組建

2. 工作平台與技術平台建置

3. 需求開發，等待 release 測試



   

上線大魔王A 
資料

來源: Html Hints



   

8 月末安排key 入資料，格式是以『資料庫架構』為角度出發設計
9 月時我們也將迎來第一波檢核:

解法: 
1. 再度對齊並指正，提供文件說明
2. 部分請工讀生處理
3. 技術解

約有 7 個部門、5 種規格、35 張表要搞定，錯誤百
出!!



   

上線大魔王B 
團隊協作



   

團隊成員問題

工程師短期快速離職、營運窗口更替

9 月第一次驗收測試，開天窗

未積極橫向溝通與縱向溝通



   

上線大魔王 C 
系統缺陷

來源: forbes



   

1. 逐漸累積的技術債

2. 缺乏防呆功能

3. 缺乏完整性測試，改動頻繁



   

第一階段 –天真

關於數位轉型與個案背景

第二階段–毀滅

第三階段–整頓與重生



   

上線，是狀態，不是動作



   

使用者輸入
錯資料

修正資料，
告知流程

更新功能，
避免錯誤



   

看到的問題

隱藏的問題

來源: 爵士範



   

原來，我們是數位導入顧問
而不是開發商



   

維持半年的上線

1 - 3 月，繼續游擊與重工開發，並深陷資料囹圄。工程師直接對客戶
導致產值下滑，治標不治本，且認知都在『客戶沒講清楚』
但我們建立了每週例會，解決認知掉隊問題

4、5 月，窗口思考廣度不夠，開始培訓客戶的 PM ，並審思不該只是
『寫程式』與『交付』

6 月，窗口與技術團隊都發生管理問題，但也開始規劃『大破大立』



   

整頓前的策略省思與規劃

1. 有了依賴，就有數位化

2. 測試程式權重提升，穩定性帶來使用信心

3. 縮小範疇，各個擊破

4. 進入戰場，掌握產業邏輯核心



   

第一階段 –天真

關於數位轉型與個案背景

第二階段–毀滅

第三階段–整頓與重生



   

進入戰場



   

E 化小組

7月，尋找小組成員:
原 PM ( 通盤掌握者與儲備領導 )
財務老鳥 ( 核心知識者 )
營運菜鳥 ( 基礎執行者 ) 

8月，培訓與分工，引入系統概念，導入敏捷與數位
活動提升效率



   

重新導入的挑戰

1. 決定『不做什麼』

2. 商業模式調動，消息時間落後

3. 『真實』導入時程的安排與替換方式



   

正確的『導入』

1. E 化小組自主化，且具備整合決策力

2. 落實培訓與知識傳遞

3. 工作敏捷化，降低溝通成本與工作成本

4. 團隊成員穩定性



   

數位轉型的三要四不

不要以技術思維主導，商業業務才是最終決策依歸
不要倉促上線，浪費的精力資源超乎想像
不要全面替換，風險與難度陡增
不要忽視基層聲音，降低上線阻力

要獨立的轉型團隊，且具備產業實務專家
要資訊系統，自有開發彈性更高，且對應商業環境改變衝擊
要謹慎處理既有資料導入，跟開發功能難度比起來有過之而不及



   

成果

30% 人力成本

40 % 業務處理量

50% 以上低效工作耗時



   

這是第一個事業群? 那第二個呢?



   

所花時間下降 30%，耗費人力下降 50%，相等成果

150% 的業務量，同等複雜度，業務人員流失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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