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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摘要

• 穿戴裝置在近年崛起，背後原因除了裝置本身所具備的感測生理及釋

放雙手特性外，大廠與許多新創事業均相繼投入，及資通訊產業面臨

欠缺成長動能，種種因素的混和，造成現今產業界熱絡的發展。

• 穿戴裝置基本上具備四項核心功能，包含生理、動作與環境的感測、

及附掛功能。透過這四項核心功能，各自可延伸出許多應用，更可透

過這些應用的相互排列組合，創造出更多應用。並可對應到資訊與娛

樂、健康與健身、醫療與照護、安全與保全、專業與特殊等不同的市

場區隔。

• 穿戴裝置的外觀型態，可粗略分為智慧眼鏡、智慧手錶、穿著式、配

戴式與貼附式。智慧眼鏡的近期發展，以近眼穿透顯示為主流，搭配

擴增實境應用。智慧手錶與智慧手環則將有明確區隔，手錶以資訊應

用為主，手環則擅長健康維護，並在預防醫學方面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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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在技術需求方面，穿戴裝置必須具備低存在感特性，此特性可拆解出

體積輕薄、軟性可撓、生物友善、電池續航力長、隨時連線等。將這

些特性套用到裝置內各個元件，即可得出各元件的技術需求，如軟性

顯示器、元件整合等。

• 穿戴裝置依據其本身之特性與市場發展下，衍生出許多關鍵議題及對

產業界的變革影響，包含穿戴的兩極化發展、資料經濟、標準化平

台、產業鏈的因應、新創產業的角色、物聯網、人機介面等。

• 穿戴裝置的市場潛能非常高，但目前仍欠缺許多基礎，因此近五年的

市場出貨量，即使到2018年也將只有1億4,570萬台，相較於智慧手

機與平板等明星產品，仍差距甚遠。但其實真正的市場爆發將位在

2018年後，從2018到2025年的數年間，應用與技術開始契合市場需

求，出貨量將以反拋物線型態高度成長。

• 因此建議產業在面對穿戴裝置趨勢的因應時，可從幾個面相思考，包

含新產品、選市場、攻缺口、建平台、拚整合，及最後的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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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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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裝置可定義為具備運算核心、網路連結與感測器，能因狀況的

不同而回應需求。

• 依外觀型態的不同可分為眼鏡式、手錶式、穿著式、配戴式與貼附

式，然分類方式並非固定不變，依不同研究目的而會有不同的分類

結果。

• Google非唯一智慧眼鏡供應商，而其近眼穿透式顯示模式，已成為

近期智慧眼鏡的典範設計。非穿透式則以虛擬實境為主，遠端投影

式則僅存在研究與概念階段。第一人稱應用、中介實境與擴增實境

是智慧眼鏡的潛力應用，而空中手勢辨識則是熱門互動技術。

• 隸屬配戴式類別的智慧手環主要在健康方面的發展較為熱絡。近年

已經從基本的生理監控提升至生活、甚至心理的監控。

• 在健康領域，細部可分為運動輔助、健康維護與醫學輔助三類，分

別在青少年、上班族與銀髮族，及預防醫學、慢性病患有具體市場

需求。

第一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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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應用
架構

• 2-1：四大核心功能展開

• 2-2：市場區隔與典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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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戴
裝
置
應
用
架
構

• 穿戴裝置本身具備四大核心功能，分別為附掛裝置、環境感測、動

作感測與生理感測。

• 每一個核心功能都可以延伸出多種子項應用，而應用與應用之間又

可以透過排列組合，創造出更多新應用。這些應用可粗略歸納成14
個基本典型的應用。

• 穿戴裝置的市場區隔可分為資訊與娛樂、健身與健康、醫療與照

護、安全與保全、專業與特殊等五大類。

• 14項典型應用可互相排列組合後，再對應到五大市場。

第二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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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關鍵
技術發展趨勢

• 3-1：通用技術需求

• 3-2：重點技術趨勢

• 3-3：使用者體驗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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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裝置基於穿戴於人類身體上的特性，可推導出稱之為低存在感

的特殊屬性。低存在感包含體積輕薄、生物友善、長時配戴與近似

柔軟皮膚等四大特性。

• 透過拆解這四大特性，可以得出低功耗、隨時連線、軟性可撓、整

合元件與生物友善這四項技術需求。再與穿戴裝置的主要硬體元件

進行矩陣配對，即可得出在各元件的技術需求。

• 半導體整合仍是重點，MCU的重要性則大增。軟性電子長期看好，

在顯示器、電池與感測器部分都需要。低功耗也是基礎需求，在感

測器的部分甚至需要達到零功耗。

• 感測是穿戴的重點。感測技術的發展可粗分為兩類，直接感測與間

接感測。直接感測成本較高，精準度高，不適合大量普及化的消費

市場。因此間接感測模式將是未來穿戴裝置的發展重點。

第三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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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裝置的興起，除了本身有許多議題可深入討論外，亦因穿戴產

業的發展與崛起，連帶將帶動其他產業的產生變革。

• 新創產業可說是穿戴裝置的背後功臣，而其具備的創意應用也是穿

戴市場最需要的元素，因此新創產業將會是穿戴裝置市場上的重要

要角色。

• 穿戴裝置所感測之資料，透過分析與服務的搭配，可以產生許多商

業機會。因此資料分析的能力與整合，會是穿戴裝置的發展基礎，

同時也是資料經濟的成長動力。

• 穿戴裝置的標準平台是必經過程，平台的塑造有助於長期成長，也

有助於資料銀行的建立與應用。

• 穿戴裝置也是物聯網的一環，同時也讓穿戴裝置本身的硬體規格走

向精簡化與外部整合。

• 穿戴裝置幾乎可以感測身體所有變化與動作，因此可以身體語言透

過物聯網控制其他裝置，形成創新人機介面。

第四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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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總體
市場趨勢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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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裝置的市場發展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摸索期、停滯期與

穩定成長期。摸索期內產業與產品百花齊放，但無法捉住市場真正

需求，因此在停滯期時，產業開始整合與修正方向，而在穩定成長

期後才能真正進入快速成長階段。

• 運動手環仍是目前穿戴裝置市場的最主要出貨產品，遠高於智慧手

錶與智慧眼鏡。但未來眼鏡、手錶、穿著與貼附裝置之成長率將高

於手環。

• 未來隨著智慧眼鏡與手錶的平台價值被慢慢挖掘出現，創新應用與

商業模式逐漸成熟，硬體價格迅速下滑後，將會是成長較高的產品

型態。

• 資訊與娛樂主要來自智慧手錶及智慧眼鏡，健康與健身幾乎全來自

運動手環，未來比重將逐年降低。醫療與照護則是成長率最高的領

域，安全與保全其實早存在市場上，未來發展空間主要是工廠、消

防等。專業與特殊為另一個高度成長的區塊，應用有具體的價值與

效益，市場將在後期急遽成長。

第五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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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0年發展
藍圖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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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裝置的發展速度與方向，都將受到基礎環境的變化趨勢而定，

例如物聯網、3D列印、軟性電子及醫療技術。

• 物聯網的影響穿戴裝置能否發揮操作介面、感知運算、裝置精簡化

等多種應用情境。3D列印則影響穿戴裝置外觀與預防醫學之進展。

軟性電子技術主導低存在感、生物友善等外型特性。醫療技術的發

展，則與穿戴裝置在生理感測、運動健身、醫療照護等應用息息相

關。

• 本研究依據基礎環境、應用、技術與重點階段的預估發展時程，將

之繪製在一張10年期的藍圖上，藉此清楚呈現穿戴裝置的發展，在

2018年前，都將只是其潛力與發展的少部分。要完整的窺出穿戴裝

置的影響與龐大市場，需將軸線拉長至10年。

第六章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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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7-1 結論

• 7-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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