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新型冠狀病毒（又稱新冠肺炎）肆虐，令不少在

疫情前已經出現的技術轉型加速發展。隨著辦公、

購物、學習及娛樂改於網上進行，我們認為以下五

大科技趨勢將在後疫情時期重塑全球面貌，而亞洲

科技公司將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    

1學習大遷移

---------------
學校在新冠肺炎期間停課，網上學習成為全球現象。

即使學校復課，公眾對網上學習的接受程度已經增

加，亦視之為老幼皆宜且具成本效益的學習途徑。 

駐上海的瀚亞A股團隊 認為，以中國的人口、互聯網

普及水平及科技發展程度來說，內地的網上學習規

模空前巨大。對中國來說，網上學習並非新事物：網

上成人教育自2013年起發展，現時約佔國內網上教

育市場50%。然而，網上教育近年的實質增長主要來

自幼兒園至12年級（K-12）的課餘補習市場。在2013

年至2018年間，中國的K-12網上課餘補習市場複合

年增長率為85%，達到302億元人民幣。

 

中國網上學習市場的潛力仍然龐大。雖然預計2020

年將有6,500萬名學生報讀，但與台灣／日本／韓國

（+70%）及香港（+85%）比較，中國的課餘補習滲

透率仍然偏低（+28%）。美國研究顧問公司Frost & 

Sullivan預測，中國網上教育市場的規模將在2023年

達到6,960億元人民幣，較2020年（估算）的2,940

億元人民幣增加超過一倍。見圖1。這股增長動力主

要來自網上課餘補習的學生人數增加，因為5G科技

發展有助降低頻寬成本，提升網上教育的競爭力。根

據Frost & Sullivan的預測，中國K-12網上課餘補習學

生人數將在2018年至2023年（估算）期間錄得65%

的複合年增長率，達到3,670億元人民幣，佔內地網

上教育市場一半。

彭博的資料顯示，在2010年至2019年間，全球有接

近100家教育機構作首次公開招股，而中國及香港在

過去三年佔當中大部份。新冠肺炎提升公眾對網上

教育的認識，或可增加其滲透率，特別是在人口眾多

但散居各地的國家，這可能帶來更多亞洲網上教育

業的投資機會。

2 開啟（亞洲）的雲端市場 

---------------
此外，商界在新冠肺炎期間致力建立業務抗逆力、

精簡營運及靈活使用資源，因而加快雲端運算的應

用步伐。雲端運算技術讓全球許多企業在疫情期間

以遙距辦公的方式運作，令分散在不同地區的團隊

成員可以進入及使用相同的工作平台。除了無須購

買或維護電腦基建設施，從而帶來成本效益外，雲

端運算的連接速度較快，亦能有效配置和升級軟件

和應用程式。

2020年的全球雲端服務收益預計達到2,664億美元，

並預期在未來兩年增長15%。見圖2。國際數據資訊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指出，建設支援

雲端運算的基建設施現時佔全球科技開支總額逾三

分之一。

亞洲科技：
未來的5個主要趨勢

科技

[1] [2] [3] [4] [5] [6] 



圖2: 全球公共雲端服務收益（10億美元）

圖 1: 中國網上教育市場的規模－2013年至2023年（估算）總收入（10億元人民幣）

資料來源： 1https://www.canalys.com/newsroom/canalys-china-cloud-infrastructure-Q4-2019。 2根據19年第4季度期間產生收入。

中國雲端基建服務市場以10.8%的市場份額1位居

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市場主要由國內公司主

導，當中以阿里巴巴、騰訊及百度的規模最大。金山

雲在5月成功於美國上市，在疫情之下集資超過5.1

億美元，反映投資者看好中國雲端市場的高增長潛

力。

根據駐上海的瀚亞A股團隊，不少中國雲端公司在

疫情時免費提供視像及語音聊天工具等服務，協助

新舊用戶維持業務運作。此外，它們也為研究機構提

供免費服務，希望可以加快篩選適合研製疫苗的藥

物。鑑於公眾的行為改變，加上企業評估營運持續

計劃，並把更多應用程式轉往雲端，團隊預期中國的

雲端市場將在後疫情時期有所增長。

預計中國將在2023年佔亞太區雲端運算市場的三分

之一份額，而印度及日本將佔另外的三分之一。區內

其他主要市場包括：南韓、澳洲、香港及新加坡。亞

馬遜目前仍然是亞太區最大的雲端服務供應商2，其

次為阿里巴巴，微軟位列第三。

若要領先全球雲端市場，業者必須擁有覆蓋全球的

業務、專業的科技知識、知名品牌、雄厚財力及高瞻

遠矚的視野。目標遠大的中國雲端企業似乎已經符

合大部份條件。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花旗投資研究。2020年2月。

3數據中心蓬勃發展

---------------
雲端服務、5G及物聯網技術普及，帶動數據中心的

需求增加。數據中心是商業營運的核心部份，包括用

作遙距儲存和處理數據與資料的中央倉儲（實體或

虛擬）。它們提供重要的基建設施，支援遙距辦公、

教育及電視串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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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新加坡一直匯聚了大量公共雲端公司，當

它們計劃推出新服務或雲區域，通常以新坡作為首

選目標。隨著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WS）、Google

雲端平台（GCP）、Facebook和阿里雲相繼出現，並

擴大設於新加坡的數據中心基建，該國已成為全球

發展最成熟的數據中心市場之一。儘管如此，在這

場數據中心爭奪戰，新加坡可能面對土地不足及地

區規劃限制的挑戰。最大的雲端公司已經開始部署

或公佈計劃，有意在其他東南亞國家設立新的雲區

域，而印尼是首選國家之一。AWS將在2021年底或

2022年初在印尼設立雲區域，GCP則可能在2021年

於雅加達推出雲端服務。阿里雲亦在今年初成立第

二家印尼數據中心，距離當地首家阿里雲數據中心

投入運作的時間只有十個月。

瀚亞投資印尼投資總監 Ari Pitoyo 表示，由於電

子商貿零售商、網約車營運商及網上旅行社等平台

供應商急增，印尼過去五年的數據使用量可能增長

十倍。此外，不同垂直行業（流動支付、數碼銀行及

軟件即服務）的數碼化趨勢加劇，應能帶動數碼使

用量上升。與此同時，Ari指出印尼的傳統行業亦逐

漸採用數碼分析，令數據量增加。波士頓諮詢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預測，在2019年至2023

年間，公共雲端業將推動印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60

億美元，以及創造34.5萬個職位。

除印尼外，預料馬來西亞亦會發展數碼中心業務。自

2017年起，阿里雲已於吉隆坡營運馬來西亞的業務，

微軟則預計在2021年於當地設立Azure雲區域。這個

規模多達數十億美元的東南亞數據中心市場將有顯

著的增長，預計其總值將在未來四年增加超過一倍，

有望在2021年超越歐洲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中心市

場。見圖3。東南亞數據中心市場至今發展迅速，有

賴健全的資訊科技基建、穩定的電力供應及龐大的

光纖網絡等關鍵因素。至於新加坡，高技術勞動力及

低稅制亦是有利因素。

為取得最佳的聯網能力和減低網絡延遲率，數據中

心相繼遷往鄰近其客戶和企業的地區。另外，越來越

多數據保障條例規定某類數據必須儲存於當地，令

數據中心需要在本地選址。以馬來西亞為例，政府

機構和企業均須把全部數據儲存於國內。此外，印

尼監管當局也基於私隱理由，要求公司把印尼人的

財務資料儲存於本土。

資料來源：32019-2023年東南亞數據中心市場。 Technavio。 2019年11月. 42018數字。 IFR，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估算。

數據中心耗用大量能源，產生甚高的碳足跡和龐大

的電力開支。為保持競爭優勢，亞洲的數據中心應

該轉用環保和可再生能源，因為數據中心所選用的

能源將成為外界的關注焦點。數據中心營運商將來

或須考慮使用低傳熱建材、熱泵及其他蒸發式冷卻

系統3。

4辦公室機械人

---------------
全球供應鏈將在後疫情時期出現轉移，預計自動化

和機械人技術將從中受惠。隨著企業改為使用雙重

供應鏈模式（由兩家供應商提供某項產品或零件等）

，資本存量（包括機械人）的增幅應會與產量一致。

亞洲現時佔全球工業機械人安裝基數的86%4，而企

業回流或「西移」趨勢意味著美國及歐洲將會開始購

買更多機械人以擴大其生產基地。鑑於這些國家的

工資和製造業成本較高，企業很可能會透過自動化

來降低成本。

機械學習工具可以提升機械人的智能程度，便利編

寫程式和安裝。另一方面，研發人員亦致力把人機協

作帶到更高層次，令機械人可以根據聲音和手勢作

圖3：東南亞數據中心

資料來源：https://cloudscene.com/datacentres-in-asia-pacific



出回應，以及了解人類動作的意圖。同時，多家機構5

正研究標準化的泛型介面，以便工業機械人可以連

接工業物聯網，讓不同製造商的工業機械人能夠互

相溝通。這項研發結果亦有利發展專為中小企而設

的機械人租用方案6。

根據美銀全球研究部，供應鏈出現「西移」情況時，

正值這些國家的勞工人口減少。因此，除了依賴自動

化技術外，這些國家的選擇不多。由於數家日本上市

公司在不同的機械人市場佔有龐大的份額，有助這

些日資機械人製造商把握這股全球趨勢。見圖4。 

雖然這個市場現時由日本的機械人製造商主導，但

瀚亞投資的上海投資團隊指出，中國在研發和配置

方面取得成果，迅速進佔機械人價值鏈的上游位置。

中國的系統整合商正在把晶片設計、軟件和人工智

能落實到實際應用，讓用戶（通常是工業製造商）可

以透過機械人自動化方案，全面提升效益和一致性，

優化成本結構。

5推動5G競賽的因素

---------------
與過往世代比較，第五代流動網絡（5G）預計將為全

球經濟帶來更大的影響。憑著高速、低延遲和卓越

的聯網能力，5G技術將會革新我們的辦公、生活和

娛樂方式。根據估算，5G技術將在2035年為全球產

量帶來超過13萬億美元的貢獻，佔全球實質產量5%

，創造2,230萬個職位。7

難怪美國及中國爭相在5G技術發展方面擔當領導角

色。瀚亞投資的上海投資團隊認為，中國的5G基建

開支將為國內設備製造商及其中國供應商帶來可觀

的增長潛力。具體來說，投資團隊預期中國對印刷電

路板及射頻技術的需求強勁。

與此同時，美國近期禁止中國企業華為及其聯屬公

司購買以美國設備生產或設計的半導體晶片，反映

半導體晶片在這場競賽的重要性。事實上，除了5G

外，半導體業亦有助推動本文提出的其他主要科技

趨勢，並且從中獲益。

例如，遙距辦公及電子商貿／在家消費將提升對處

理和頻寬的要求，惠及具電腦運算能力的半導體供

應商。

在家中工作形成趨勢，印證企業需要建立抗逆力，加

速轉型至雲端平台。另外，改善診斷質素、快速篩選

及監察人口等需求，將增加健康護理業和智能城市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資。網上遊戲漸趨普及，則需要

更先進的遊戲零部件。再者，中美貿易關係持績緊

張，促使兩國加強自給自足和複製供應面。這些都會

增加市場對專用半導體晶片的需求。

圖4：在個別產品種類佔龐大市場份額的製造商

資料來源：美銀全球研究部

資料來源：5VDMA和Open Platform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OPC）。6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2020年熱門趨勢機器人技術獎。7Omdia。跨
行業的全球銷售活動。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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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晶片的功能取決於電晶體的體積，那是進行

計算的電腦電路。根據穆爾定律（Moore’s Law），隨

著技術發展，微晶片的體積將會減少，而內含的電晶

體數目每兩年會增加一倍。先進的晶片使用體積最

小的電晶體，但由於生產過程複雜和成本昂貴，只有

少數公司已經或接近掌握這種技術。現時，全球只有

兩家公司能夠製造最尖端的五納米晶片，包括：台灣

積體電路製造（台積電）及三星電子，美國晶片公司

英特爾的目標是在20238年掌握生產五納米晶片的

技術。台灣和南韓現時佔全球先進（16納米或以下）

晶片產能的大部份比重。見圖5。

  

瀚亞投資韓國的股票研究部主管Greg Kang 表示， 

三星電子及台積電等主要晶片製造商已經利用先進

的極紫外光刻技術，因此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體

積更小，速度更快的晶片。Greg指出，三星電子及台

積電有意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以極紫外光刻設

備大規模生產晶片，讓消費者可早日體驗5G技術的

全面潛力。

瀚亞投資台灣的本土投資部主管Kevin Liu, 認為，

全球供應鏈可能轉移，應能惠及台灣的半導體供應

鏈。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半導體代工廠現已擁有製

造三納米晶片的能力，進一步把技術差距擴大。此

外，台灣主要的智能手機、電源管理和無線網絡集成

電路設計公司，亦把握內地政府推行本地化政策帶

來的機會。展望未來，如果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重要

技術，結果導致中美技術脫鈎，Kevin認為台灣晶片

供應商將可穩佔優勢。台積電早前承諾斥資120億美

元，在美國興建一家五納米晶片製造廠。

不容忽視的亞洲優勢 

---------------
即使各國放寬封鎖措施，人們的行為可能已徹底改

變。轉移至雲端、數碼化和自動化方案不但有助提高

生產力，亦帶來新產品和服務。未來十年，投資者必

須投資於這些技術趨勢。儘管科技業面對多變的競

爭和監管環境，令投資者需要審慎挑選，但鑑於亞

洲在多個應用領域具備優勢和增長潛力，投資者不

容忽視這個市場。  

這是「亞洲專家系列」六篇專題的第二篇；本系列探

討亞洲在後疫情時期的發展前景。

資料來源：8https://optocrypto.com/intel-plans-to-switch-over-to-7nm-in-2021-and-5nm-in-2023/.

圖5：晶圓廠總部針對最先進（<16 nm）芯片的全球芯片廠產能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全球製造能力預測」， SEMI，2019年5月版。經質素調整－高級晶片生產佔較高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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