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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王紹新：以犀利視野 布局創新趨勢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企管系與EMBA商管碩專班

 

時間：3月27日上午10-12時

 

地點：台北校園D208

 

標題：後疫情時代該有的新思維—如何布局企業策略以降低風險

 

主講人：信邦電子董事長 王紹新

 

當年唸淡江數學系只能選擇當老師或寫程式，原本想出國，因為媽媽說為了買機票差

點要賣了房子，只好打消念頭，選擇留在臺灣唸書、當家教。後來到臺中當教師，學

生很會耍太保，那時沒有體罰問題，我讓學生乖乖聽話，告誡他們。

 

當了兩年半的老師後創立公司，從1989年當初的6人共同出資，每人100萬創立信邦電

子，市值從600萬到現在的700億，我認為經營公司當然要有想法，講一大堆理論不如

企業間交換資訊更為實際，現在因新冠肺炎影響不能出國，之前我可是到處跑業務。

 

因為現在世界局勢改變太多，中美貿易戰與產品性質改變。每3.7年會有新的貿易戰

發生，為求發展必須思考經營突破挑戰，我不會讓單一產品過度集中，重要的應該是

分散市場策略，一條電腦產品的cable連接纜線價值多少？我能創造他的價值，在不

同應用領域，可以賣到一萬美金，與大家想像的非常不同。

 

信邦電子製造的cable連接纜線十分精密，接單能創造高單價高數量的業績，如果大

家都是標準化產品，只能與他人廝殺慘烈競爭。當全世界都在找替代市場，競爭策略

並非降低價格，而是要追求上升的附加價值。

 

信邦2003年業績90％靠電腦電子設備，之後他選擇轉換業務，除了到美國重新找客戶

外，也在臺灣尋找各種產業的客戶。公司必須有強大的研發部門，為客戶量身訂做適

合的產品，例如：ebike將機械與電子產品兩個不相關的搭載一起，而且提倡愛護地

球，做到減碳，不管是能源還是材質上的運用，每個人都應該從小培養這種概念。

 

目前信邦的客戶有全世界七大風電廠，經濟部一年多前要做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召集



供應電子設備廠商討論，知道信邦在海外的專業後，特別請我喝茶，表示在海外信邦

已打出知名度。我也在中國設廠，排開眾人建議，設廠在北京、安徽桐城、江蘇江陰

，現在北京是中國TABcom的三大通路，之後一些電子大廠也到此設廠，信邦剛好可以

提供他們電子零件。

 

大陸廠生產目前供應世界10大汽車廠中的4家、醫療設備15家有7家、工業控制設備也

有9家大廠是信邦客戶，我們在最近很夯的半導體電子零件設備也打出名聲。

 

創立的第一年辦尾牙員工只有20人，還有幾位朋友來捧場的，現在各地工廠員工數千

人，不辦尾牙改發紅包了。20年來臺商布局東南亞等地，設廠的新理念是就地服務

，除國際化還要注重在地化。除了大陸，新的獨特眼光讓我做出與眾不同的設廠決定

，現在東歐匈牙利、美國都有信邦電子。

 

企業一定要做到分散風險，雞蛋不能擺在同一個籃子裡，在信邦，業務量最高的第一

名重要客戶只佔8.5％，早在數十年前以成立研發團隊，光是一項產品特性研發估計

需要20年，因應客戶各種古怪需求都能製造出來。分散風險、分布客戶所在，當客戶

有需求信邦電子大門是打開的，同類廠商為何能持續和信邦合作，例如有老客戶要求

降價，因價格問題改用別家，但三個月後仍因品質不穩定，回頭再找信邦合作，可以

知道信邦的服務與品質，在老客戶心裡有很大的作用。

 

曾有一次到外地與大客戶喝咖啡，客戶要求降價，我問要品質還是降價格？後來是靠

自家的特色與優勢贏過其他人，不可取代的特性將立足站穩業界。現今信邦也很重視

人才培育，為了讓企業變成百年幸福企業能給予年輕人更多機會，必須以人才培育傳

承下去。

 

時間對每個人是公平的，人生最可悲的事：身邊只剩帳本上的數字，但沒有照顧到家

庭或是對社會有何貢獻，所以應及早安排人生剩餘的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例如

幫助社會公益。

 

信邦最重要的公司企業文化—誠信，答應客戶只要是合理的情況則做到底，以前說關

係很好的客戶或員工離開，在我眼裡是新的鏈結機會，之前有三分之一的業務，是以

這樣的方式到了別家公司，甚至還會回頭產生新鏈結，所以公司裡常出現：你怎麼還

不離職？的笑話。

 

創新就是不斷的往前，現在有無人機、自動駕駛，可能是產業未來發展的重點，要考

慮公司的研發單位與業務單位有沒有與時俱進，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超前部署」？信



邦也強調分享創造雙贏，早已讓員工認股，公益才是能讓內心不會有所負擔，像是捐

贈偏鄉小學、設立圖書館等，在企業社會責任上可說是不遺餘力，以人為本、繼續往

前。（文／蔡銪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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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校友，主講「企業策略如何布局以降低風險」。（攝影／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