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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5 年全球經濟景氣受到油價低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速度趨緩，以

及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國家經濟表現不佳等因素影響，全球及臺灣機

械產業均受到重大衝擊。展望 2016 年，干擾全球經濟成長的諸多因素依然

存在；除了謹慎因應外，更應探究且關注整體經濟情勢後續發展。本年鑑

的撰寫，即隨時監測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軌跡與變化，使讀者能藉以掌握產

業發展的脈動與趨勢。 

『2016 機械產業年鑑』係由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執行

經濟部「產業技術知識服務(ITIS)計畫」的成果，內容從整體產業發展思維

來觀測全球暨臺灣機械產業的動向、產品演變、以及未來的趨勢與挑戰。

內容詳實記錄及預測 2014~2018 年機械產業技術與市場的發展狀況及趨

勢，除涵蓋我國與全球機械產業的趨勢外，有關臺灣機械設備與機械零組

件廠商在面對全球製造業環境的變遷時，如何提升整體機械產業之核心競

爭力，以及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產品與技術，於內文都有詳實的撰述與分析。 

本年鑑由工研院產經中心同仁負責規劃與編撰，也邀集專家共同執筆

完成，期望能饗予讀者更多元的產業觀點。至今順利付梓，本人在此感謝

經濟部的支持、慰勉各作者辛勤地撰述，雖然本年鑑一向獲得不少讀者認

同與肯定，但難免有疏漏之處，希望各界先進不吝批評與斧正，以做為後

續改進之參考。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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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機械產業是臺灣製造業的重要支柱，除了每年接近新台幣兆元的產值

貢獻外，由機械產業所提供的各種工具機、專用製造設備、自動化周邊模

組與系統，以及螺桿、軸承、齒輪等關鍵零組件，都是讓製造業順利運作

以及建構市場競爭力不可或缺的利器。為了讓國內業者能持續瞭解臺灣及

全球機械產業最新的發展狀況，在經濟部技術處支持下，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TRI/IEK)每年都會投入大量資源與研究人力來編

撰機械產業年鑑，希望藉由這本年鑑，能讓讀者對於過去一年臺灣及全球

機械產業及相關次產業在技術、產品、市場與國際貿易等方面的發展狀況

有更具體的瞭解。在年鑑中，IEK 也會針對未來重要的機械產業技術、產品、

市場發展趨勢提出分析與預測。 

在 2016 年機械產業年鑑內容上，延續去年的編撰方式，第 I 篇先以全

球總體經濟指標讓讀者能對 2014、2015 年的經濟發展實際狀況有所瞭解，

再提供 2016~2018 年的預測值作為讀者評估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參考。在

第 II 篇中，則分別介紹全球與臺灣機械產業總覽。總覽中有機械總體產業

及各次產業在 2014~2018 年的產值與成長率資訊，以及促進、妨礙產業成

長的重要因素分析。在第 III 篇新興產品技術趨勢中，以兩個獨立章節分別

介紹 5 種新興技術、產品的發展現況，以及 5 種興新技術、產品的發展藍

圖。第 IV 篇及第 V 篇是歷年機械產業年鑑的重點，分別就全球及臺灣機械

產業中的重要次產業發展概況做詳細的說明。這些次產業包括工具機產

業、高科技設備產業、智慧型機器人產業、以及自動化元件與機器零組件

產業。在最後的第 VI 篇中，則針對總體機械產業與重要的次產業，從全球

與臺灣兩方面做未來展望，以便讓讀者能對於機械產業未來發展趨勢有更

系統化的瞭解。而在年鑑的附錄中，依舊摘錄各重要次產業在 2015 年發生

的重要事件，以及臺灣主要廠商名錄、機械產業相關公協會資訊以及 2016

年全球重要機械領域會展資訊供讀者參考。 

2016 年機械產業年鑑能順利完成，除了要感謝經濟部技術處的計劃支

持外，IEK 機械組同仁在過去一年辛苦完成的各項研究成果是建構年鑑內容

版權所有© 2016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0-4 

２
０
１
６
機
械
產
業
年
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的重要基礎，同時也要感謝 IEK 其他單位同仁的支援，以及工研院機械所、

南分院等單位在技術諮詢上所提供的幫助。 

最後，希望 2016 年機械產業年鑑能為諸位讀者提供有價值的資訊，使

您的事業與工作能更順利。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熊治民 
 

版權所有© 2016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0-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２
０
１
６
機
械
產
業
年
鑑
撰
稿
單
位
暨
撰
稿
人 

2016 機械產業年鑑撰稿單位暨撰稿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服務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 IEK 黃仲宏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葉立綸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葉錦清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熊治民 經理 

工研院 IEK 戴熒美 產業分析師 

第三篇 第二章 第三節 

服務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李坤穎 工程師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鄭志平 研究員 

第三篇 第二章 第四節 

服務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機械所 林財旭 研究員 

工研院機械所 范逸之 資深工程師 

工研院機械所 簡榮茂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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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14 2015 2016(e) 2017(f) 2018(f) 

全球 3.4 3.1 3.2 3.5 3.6 

先進經濟體 1.8 1.9 1.9 2.0 2.0 

美國 2.4 2.4 2.4 2.5 2.4 

日本 0.0 0.5 0.5 -0.1 0.4 

加拿大 2.5 1.2 1.5 1.9 2.1 

歐元地區 0.9 1.6 1.5 1.6 1.6 

德國 1.6 1.5 1.5 1.6 1.4 

法國 0.2 1.1 1.1 1.3 1.5 

義大利 -0.3 0.8 1.0 1.2 1.0 

英國 2.9 2.2 1.9 2.2 2.2 

其他先進經濟體 2.8 2.0 2.1 2.4 2.6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4.6 4.0 4.1 4.6 4.8 

俄羅斯 0.7 -3.7 -1.8 0.8 1.0 

亞洲發展中國家 6.8 6.6 6.4 6.3 6.3 

東協五國 4.6 4.8 4.8 5.1 5.2 

中國大陸 7.3 6.9 6.5 6.2 6.0 

韓國 3.3 2.6 2.7 2.9 3.1 

印度 7.2 7.3 7.5 7.5 7.6 

中東和北非 2.6 2.3 2.9 3.3 3.4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1.3 -0.1 -0.5 1.5 2.1 

資料來源：IMF(2016/04)；工研院 IEK(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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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關聯重要指標 

一、全球主要競爭國家機械產品進口值統計 

單位：億美元 

 2014 2015 2016(e) 2017(f) 2018(f) 

歐盟 6,185 5,989 6,100 6,180 6,230 

日本 687 600 630 650 685 

韓國 488 464 470 480 490 

中國大陸 1,795 1,571 1,605 1,635 1,675 

美國 3,240 3,222 3,280 3,330 3,370 

資料來源：2016~2017，工研院 IEK(2016/05)；2014~2015，台經院進出口統計資料庫 

 

二、全球主要競爭國家機械產品出口值統計 

單位：億美元 

 2014 2015 2016(e) 2017(f) 2018(f) 

歐盟 8,437 7,334 7,700 7,854 8,010 

日本 1,403 1,186 1,221 1,250 1,281 

韓國 631 622 625 628 631 

中國大陸 4,009 3,644 3,750 3,848 3,940 

美國 2,196 2,058 2,100 2,140 2,184 

資料來源：2016~2017，工研院 IEK(2016/05)；2014~2015，台經院進出口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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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械產業總覽 

一、市場成長預測 

單位：百萬美元 

產值 

產業別 
2015 2016(e) 2017(f)

2016(e)/

2015(%)
發展趨勢 

總體機械 1,205,881 1,231,226 1,269,872 2.1 

 2015 年全球總體機械產值為

12,059 億美元，較 2014 年衰

退 4.5%。 

 預估 2016 年產值為 12,312 億

美元，較 2015 年增加 2.1%。 

工具機 80,190 73,352 72,252 -8.5 

 2015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為 802

億美元，較 2014 年衰退 12.4%。 

 預估 2016 年產值為 734 億美

元，較 2015 年衰退 8.5%。 

高科技 

設備 
47,844 47,314 51,878 -1.1 

 2015 年全球高科技設備產值

為 478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

長 0.2%。 

 預估 2016 年產值為 473 億美

元，較 2015 年衰退 1.1%。 

工業 

機器人 
18,500 21,000 22,500 13.5 

 2015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產值

為 185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

長 48.0%。 

 預估 2016 年產值為 210 億美

元，較 2015 年成長 13.5%。 

滾珠螺桿 2,326 2,195 2,162 -7.1 

 2015 年全球滾珠螺桿產值為

23.3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長

17.7%。 

 預估 2016 年產值為 22.0 億美

元，較 2015 年衰退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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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機械產業總覽 

2015 年臺灣全年機械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9,659 億元，較 2014 年衰退

0.5%。主因是全球景氣趨緩，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持續下降，以及日圓貶

值效應持續。2015 年金屬加工工具機、農業機械、流體機械、搬運與自動

化設備的產值分別較 2014 年減少 8.2%、8.0%、5.2%與 4.6%。而機械傳動

元件、高科技生產設備、產業機械產值則較 2014 年分別增加 5.3%、4.2%

及 3.8%(表 2-2-1)。 

 

表 2-2-1 臺灣機械產業產值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15Q1 15Q2 15Q3 15Q4 2014 2015 

金屬加工工具機 32,150 38,057 34,182 34,124 150,886 138,513 

高科技設備 27,891 33,471 32,562 34,792 123,561 128,716 

產業機械 47,786 48,121 46,545 45,528 181,104 187,980 

搬運與自動化機械 10,399 11,465 11,875 12,130 48,092 45,869 

機械傳動元件 14,934 13,646 12,001 10,333 48,362 50,914 

流體機械 18,548 18,873 17,975 18,318 77,753 73,714 

建築工程機械 353 182 277 227 1,097 1,039 

農業機械 1,446 1,804 1,692 1,620 7,136 6,562 

其他機械 65,950 75,365 68,152 65,104 274,443 274,571 

機械設備合計 219,457 240,984 225,261 222,176 912,434 907,878 

金屬模具 13,790 14,250 15,460 14,510 58,310 58,010 

機械合計 233,247 255,234 240,721 2436,686 970,744 965,888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6/04) 

 

2015 年臺灣機械產業產值相較 2014 年成長之原因綜整如下： 

(1) 2015 年全球景氣反轉，尤其中國大陸景氣下滑，使得依賴出口及中國大

陸市場的工具機產業受到重大衝擊。同時美國景氣復甦不如預期，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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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
動向 

第一節 智慧製造技術 

一、德國工業 4.0 

(一)工業 4.0 發展背景 

工業 4.0 (Industry 4.0)是德國目前正積極推動的製造體系進化方案，也

是德國聯邦政府為落實「2020 高科技戰略」所執行的重要 ICT 技術領域計

畫。德國產業界在 2011 年 4 月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中首次提出工業 4.0 概念，

隨後由德國業界及德國國家科學與工程學會(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catech)專家組成工作小組進行研議。工作小組在

2013 年 4 月提出一份名為「工業 4.0 策略執行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DUSTRIE 4.0)報告。德國政府與產業界希

望結合正迅速發展的新興 ICT 技術，創造新的工業 4.0 應用市場並成為此

領域的全球領導國家，以維持德國在全球製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於是在

德國政府支持下，德國主要研究機構、企業與產業公協會開始透過各種合

作與研發計畫，系統性的研究實現工業 4.0 的相關技術與應用方案，同時

持續在 2014、2015 年 4 月的漢諾威工業展中，向德國與全球產業界介紹工

業 4.0 概念並展示最新的解決方案與應用情境，因而逐漸引發全球許多國

家與企業關注。 

德國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工業國家之一，德國產業界具有相當優秀的

製造業技術與創新能力，尤其在精密機械與自動化領域擁有眾多全球領導

企業。而面對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在全球製造業領域中的競爭力逐漸增

加，德國政府與產業界希望結合正迅速發展的 ICT 技術，建立新的工業 4.0

應用技術與市場，以維持德國在全球製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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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標竿產品技術趨勢藍圖 

第一節 智慧製造技術 

一、技術定義及範疇 

(一)定義 

智慧製造是一種如何完成製造過程的概念。智慧製造能在整體製造過

程中加入更多智慧，使整個製造體系(包括單一企業與整體供應鏈)能在正確

的時間點、選擇更適當與有效率的方法來完成既定工作或是妥善的處理突

發狀況。在智慧製造應用過程中，需要透過各種智慧化系統來完成製造流

程。這類智慧製造系統的特性包括： 

• 主動蒐集與分析來自系統外部與內部的資訊 

• 結合感測、資訊處理、推理與決策、虛擬真實等多重技術 

• 能在組成結構、功能與製造程序上進行最大程度的最佳化及適應調整 

• 在運作過程中持續充實與更新知識庫 

• 具有多元化人機介面 

包含智慧工廠、虛擬工廠及數位製造在內的智慧製造技術發展與應

用，是美國、德國、歐盟等國家當前重要製造技術研究方向。而將實體製

造設備、感測裝置、驅動與控制模組、網路架構、工程知識庫與資訊應用

軟體等結合在一起的網宇實體系統(CPS)(也稱為虛實整合系統/虛實合一系

統/智慧感控系統)，則是建構智慧製造系統、實現智慧製造應用的關鍵元素。 

 

(二)範疇 

包含智慧工廠、虛擬工廠及數位製造在內的智慧製造技術發展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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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工具機產業 

第一節 全球工具機產業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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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dner Research(2016/04)；工研院 IEK 整理(2016/05) 

圖 4-1-1 2014~2018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銷售值與成長率 

 

根據Gardner Research統計 56個主要生產國家和地區之生產數據，2015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達 802 億美元，較前一年衰退 12.4%，為 2012 年開始連

續第四年呈現衰退之現象，而 2014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已接近與發生金融海

嘯前之 2008 年的全球工具機產值。然 2015 年受到歐債問題、油價下跌與

美國 QE 退場影響東南亞市場需求以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的影響，市

場需求呈現衰退現象，而 56 個主要工具機生產國除了德國是呈現成長的現

象，其餘均呈現衰退現象。其中前十大工具機生產國全數呈現衰退，其中

幅度最大的國家為臺灣與瑞士，分別衰退 17.1%，德國、日本與韓國亦分

別衰退，其衰退幅度分別為 10.3%與 9.2%以及 16.2%。 

全球工具機市場在 2016 年全球經濟發展呈現低成長率、低利率與低物

價，但債務水準及失業率卻頻創新高的「新平庸的經濟型態」，美國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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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設備產業 

第一節 全球高科技設備產業 

表 4-2-1 2015 年全球高科技設產業重要廠商發展動向與策略 

廠商名稱 在產業中的地位/重要性 近一年發展動向 發展策略 

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AMAT) 

 全球第一大高科技設

備製造廠商，2015 年

營收值 97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 6.5%。在 97

億美元營收中，半導體

設備占 64%，顯示器設

備占 8%，能源與環境

解決方案占 2%，全球

服務群占 26%。 

 2015 年 4 月 27 日，應

用材料公司 (那斯達克

代號：AMAT)與東京威

力公司(Tokyo Electron；

TSE：8035)宣佈，雙方

已經同意終止企業合併

合約，雙方皆不需支付

終止費用給對方。這項

決定肇因於，美國司法

部告知，雙方所提交至

各政府監督機構的合作

修訂方案並不足以取代

合併案造成競爭的損

失。基於美國司法部的

立場，應用材料公司與

東京威力決定，合併案

的完成無實際前景可

言。 

 應用材料公司於 2015 年

10 月 19 日宣佈，計劃將

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共同合作，在新

加坡設立新的研發實驗

室。這項 1.5 億星幣的聯

合投資計畫將致力於發

展先進半導體技術，以

製造未來新世代的邏輯

與記憶體晶片。 

東京威力 

科創

(TEL) 

 全球第三大高科技設

備製造廠商，2015 年

營收值 55 億美元。 

 產品線包括半導體生

產設備、平面顯示器生

產設備、太陽能設備。 

 研發策略：與其他公司產

品產生差異，使它們更具

競爭力。在發展尖端技術

初期即與其業務和智財

權策略一起考量。 

 營運策略：進行企業收

購，為了拓展新的業務

領域，獲得新技術和業

務平台，加強現有企業

的競爭力。 

科林研發 

(LAM 

Research) 

 全球第四大高科技設

備製造廠商，2015 年

營收值 51 億美元。 

 產品為薄膜沉積 (Thin 

Film Deposition)、電漿蝕

刻(Plasma Etch)、光阻去

除(Photoresist Strip)、和

晶 圓 清 洗 (Wafer 

Cleaning)設備。 

 2015 年 10 月 21 日表

示，以每股 67.02 美元，

或 106 億美元併購晶圓

檢測設備廠美商科磊

(KLA-Tencor Corp.)，併購

後科磊兩名董事將進入

新公司，預計 2016 年中

完成交易。合併後可能

會一舉超越 ASML，變成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

供應商。 

 在產業發展的反曲點取

得競爭優勢，例如在新

興半導體製程技術“多重

圖案”(multi patterning)的

蝕刻製程設備，市占率

取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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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第一節 全球工業機器人產業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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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6/04) 

圖 4-3-1 2014~2018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分析 

 

智慧機器人產業常被分成兩個大類，工業用機器人與服務型機器人。

工業用機器人是工業用自動化設備的衍生產業；最早被大量應用在汽車產

業的製造流程中，是為了提升生產效率與穩定生產品質而進行的資本投

資。根據工業用機器人的國際標準規範下的定義(ISO Standard 8373：1994,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Vocabulary)，工業用機器人指三軸或三軸以上

具有自動控制，具有可再程式化，具備可用程式操作其多功能用途的裝置

(as an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reprogrammable, multipurpose manipulator 

programmable in three or more axes)。其中自動控制指的是經過軟體程式安

排之後，設備可以自己執行所程式所安排的工作；可再程式化指的是所有

輸入的程式，可以不斷的被修改；具備可用程式操作其多功能用途則是指

相同的裝置，可以因為軟體程式的修改而執行不同的功能。三軸或三軸以

上的裝置表示其至少有三個可單獨作動的致動模組(通常指三個馬達)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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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元件與滾珠螺桿 

第一節 全球自動化元件、設備與系統產業 

廣義的自動化(Automation)為：不用人力(包括腦力與體力)，而是用動

物以外的能源，如機械、水力、電力、汽力及其他能源，代替人力操縱、

控制及監視設備或程式，以節省人力及時間，並且減少人為錯誤，提高產

品品質等。 

狹義的自動化則為應用機械、電子與電腦化的系統，來操作及控制生

產的科技，包括：1.處理零組件的自動化工具機；2.工業機器人；3.自動化

的物料搬運及儲存系統；4.自動化的品管檢測系統；5.回饋控制與電腦製程

控制；6.用於規劃、收集數據及決策，以支援製造活動的電腦系統。 

一般而言，凡是能實施自動化的地方，均屬於自動化的應用範圍，依

據不同的應用領域可概分為：農(漁牧)自動化、製造業自動化、營建業自動

化與商業自動化等。 

 

一、五年市場統計 

自 2012 年起，德國提出跨部會、跨產業合作的「工業 4.0」計畫，旨

在結合感測器、致動器、及通訊網路基礎設備等，建構在物聯網架構下的

網宇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簡稱 CPS)，具有計算、通訊與控制等

多元化功能，可以垂直整合工廠不同層級的管理流程，如經營層、管理層、

及作業層等，並水平整合供應鏈系統的價值創造，含上游的原物料與零組

件供應商，及下游的批發商、零售商、與顧客等，從而實現產品及生產系

統的生命週期管理，遂帶動各國政府或相關單位針對此議題提出相關政策。 

此趨勢到 2015 年仍興未艾，如日本於 2015 年 3 月提出“工業 4.1J”

計畫，係由 Virtual Engineering Community (VEC)與 NTT Communications 啟動

的實驗驗證計畫，旨在將分散世界各地的工廠或大樓連接起來，並整合進

行資產管理、耗材訂購管理、遠端服務、及高端控制技術等，具體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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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具機產業 

第一節 產業概述 

一、範圍及定義 

工具機主要包括金屬切削工具機與金屬成型工具機兩大範圍，金屬切

削工具機包括車床、鑽床、銑床、磨床、鋸床、鉋床、沖(壓)床、剪床、

NC 工具機、其他切削工具機與非傳統加工工具機。金屬成型工具機包括

壓床、液壓壓床及其他金屬成型機。 

 

二、企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 

臺灣工具機的產業結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同。全世界的工具機產業

結構大多是大型企業(亦存在一些小型製造廠商)，生產大部分的產品，然而

臺灣工具機廠商多為中小企業，從臺灣工具機廠商的規模也可進一步看出

臺灣領導廠商在國際市場的地位。東台是臺灣最大的工具機廠商，其 2014

年的國內的金屬加工業廠商排名為第一名，其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63.4 億

元，但是 2014 年在全世界前 100 大工具機廠商中，只排了第 53 名，也只

有韓國代表工具機廠商 Doosan Infracore(年營業額 12 億 2,400 萬美元)的

18.28%，2014 年全球前 30 大工具機集團企業中，日本占 37%，德國則占

了 27%，而後進國家的南韓，其領導廠商 Doosan Infracore(斗山工程機械公

司)以及 Hyundai WIA 亦分別排名全球第 13 名與第 21 名。 

預估臺灣 2015 年的工具機廠家數可達 1,840 家，幾乎都是中小企業，

有限的規模造成工具機企業在資金、人才與研發投入均相對不足，在國際

市場的競爭上，往往缺乏大集團或國家的力量支撐，因而與日本、韓國等

主要對手在國際市場競爭時相對處於弱勢。然卻也因為臺灣工具機產業以

中小企業為主，彈性生產，快速交貨，在整機–模組–零配件協力網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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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設備產業 

第一節 半導體生產設備產業 

一、產業概述 

IC 半導體技術自 1974 年引進臺灣，到 1980 年聯電建立第一座 4 吋晶

圓廠以來，歷經世界先進、台積電的設立，以及引領全球的專業晶圓代工

模式確立，到後來半導體 IC 產業甚至是臺灣第一個產值破兆元的產業，

2014 年更已經超過兩兆了，為臺灣的經濟成長貢獻良多。所生產的 IC 晶

片，更是應用在現代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因為半導體 IC 的生產製造需要

龐大的資金與技術，是以產業的競爭也相當激烈。特別是近年來，半導體

IC 產業的競爭已從 IC 製造與封裝測試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到了涵蓋設備與

材料的水平整合。特別是在設備產業，臺灣以往專注在製造生產的結果，

使得關鍵製程技術往往仍掌握在國際大廠的手中，臺灣僅能賺取微薄的代

工利潤。因此，在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同時，也往製程設備產業做水平整合，

除了能有效控制製造成本之外，更能進一步掌握下世代關鍵製造技術，顯

見製程設備在新一波半導體產業競賽中的重要性。 

臺灣整體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是從半導體 IC 的生產製造，逐漸往上游

材料與設備整合發展，目前臺灣的製程設備國產化程度已有一定的成效，

從早期集中在一些複雜度較低的製程設備，到現在一些前段的關鍵製程設

備，都能夠供應國內產業需求。 

以目前臺灣的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而言，廠商家數約在 70 家左右，分

佈在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行業從業人數約莫 6,000 人左右。研發金額

占營業額比重約 7.4%。產業集中度來說，前三大設備製造商(含大廠代工)

約掌握大約 47%的產值，主力產品以前段設備為主，如薄膜氣相沈積設備、

乾蝕刻設備以及化學機械研磨設備。扣除大廠代工後，則多集中在濕製程

清洗設備、測量測試設備為主。客戶類型主要是內銷給臺灣的半導體製造

廠商以及封裝測試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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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第一節 產業概述 

2015 年臺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的產值約為 550 億元，廠商 120 家，從業

人口約 1 萬 1 千人。臺灣智慧型機器人廠商(含工業、服務、零組件、系統

整合)目前整體的平均毛利率約在 30%上下，八成以上的相關廠商有海外布

局，出口動能強，但也面臨全球化的競爭。2016 年整體產業的產值預估可

望比 550 億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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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PMC；工研院 IEK(2016/04) 

圖 5-3-1 臺灣智慧機器人產值統計 

 

臺灣的市場規模不夠大是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弱點，故應促使廠商以外

銷為發展方向，這可以借重臺灣電腦產業發展品牌的經驗進行之，或利用

臺灣已有的品牌進行機器人產品的推動。臺灣 ICT 產業、精密加工業與模

具製造業已有一定的基礎且具備發展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的部份條件，應善

加利用已有的產業優勢來發展智慧型機器人產業供應鏈。而專利可能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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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元件與機器零組件 

第一節 自動化元件產業概述 

臺灣自動化元件相關廠商數量逾 450 家，從業員工則有 42,000 多人，

除了控制元件部分產業集中度較高，即前三大廠商所占比重超過五成外，

其餘自動化設備與系統等產業集中度則較不顯著。 

在原物料供應方面，臺灣控制元件廠商多半會與主要供應商訂定年度

合約，以確保穩定的供應數量與價格，或依據國際行情起伏而機動採購，

可以有效降低購買成本且避免缺貨風險；在自動化設備與系統部分，由於

關鍵零組件多來自國際大廠，屬於相對成熟且標準化產品，若無特異常況

則可穩定供貨；整體而言，相關廠商的平均毛利率約 25%~35%，個別廠

商的獲利狀況則視產出品質與差異化程度而定。 

在客戶方面，臺灣自動化控制元件的主要顧客為機械或自動化廠商，

多已建立長期且穩固的供貨關係，臺灣廠商在性價比也有國際競爭力，自

動化設備與系統則多供貨給國內外自動化廠或製造廠，由於供貨配合度高

且具客製化能力，銷售與服務的價格水準亦相對合理，故成為各國廠商採

購相關產品的重要方案。 

海外投資及設廠地點則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目前，有九成以上的自

動化廠商已赴當地設立銷售據點，特別是台商較集中的昆山、蘇州、上海、

東莞等地區，藉此有效掌握當地商機，當業務量達到相當規模時，亦可能

設立生產基地，藉此降低供貨成本且提升供應時效性，也有廠商積極開發

歐美日等國家市場，此部份多為品質較高的高階產品，詳見圖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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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械產業展望 

第一節 2016 年市場展望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受阻，總體經濟成長率只有 2.9~3.1%。美國、

日本、歐洲等先進國家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 1.8~2.0%；原為全球經濟成長

主要驅動力的新興國家整體經濟成長率也只有 3.8~4.0%。從個別國家來

看，2015 年美國經濟成長率為 2.4%，與 2014 年相同。歐元區經濟成長率

為 1.6%，較 2014 年增加 0.7 個百分點；機械產業大國德國 2015 年經濟成

長率為 1.4%，較 2014 年減少 0.2 個百分點。日本則受惠於政府新政策，

2015 年經濟成長率為 0.5%，擺脫 2014 年經濟零成長困境。在新興國家方

面，2015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6.9%，較 2014 年減少 0.4 個百分點。

中國大陸、美國、德國、日本這四個全球主要機械設備使用與出口國家經

濟衰退或發展遲緩，也與 2015 年全球機械產業產值衰退相呼應。 

展望 2016 年，全球整體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2.6~3.1%。其中美國為

2.3~2.6%，歐元區為 1.5~1.6%，均與 2015 年相當。中國大陸政府預期 2016

年經濟成長率可達到 6.5~6.7%。日本經濟原已逐漸出現起色，但是日圓升

值及 2016 年 4 月熊本大地震對電子、汽車、半導體設備產業造成重大衝擊，

將為日本經濟成長帶來負面影響。而另一方面，當中國大陸全球工廠的光

環逐漸退色後，印度、印尼、越南與東歐等國家將逐漸成為新興的亞州與

歐洲地區製造業生產基地，並逐漸成為全球機械產業重要消費市場。 

推動發展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已逐漸成為全球主要製造國家競爭力

提升策略。結合機器人與自動化週邊，整合感測器、物聯網、雲端及巨量

資料分析技術與服務，形成自動化、智慧化與人機協同工作的機械設備與

製造系統將是全球機械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展望未來，全球機器人市場

將在效率生產製造與智慧生活的需求帶動下，市場規模逐年成長，而成長

幅度將與全球經濟息息相關。自 2015 年起，全球機器人市場發展動能已仰

賴中國、亞太等新興市場及美國再工業化及日本高齡者應用需求的成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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