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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二次加工產業與自動化發展困境 

 

金屬中心 MII 資深產業分析師  盧素涵  

 

 

摘要：  

金屬產業上游為基本金屬業（泛稱金屬材料產業），藉一次加工可生產

一般之金屬材料，中游為金屬製品業，利用二次加工製程（鑄造、鍛造、沖

壓、接合、熱處理 /表面處理、粉末冶金等）生產零組件，可提供運輸工具

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光學製品業、石化業、造船

業、建築業等下游應用產業組裝使用。近來面臨環保意識高漲、生產成本（土

地、人工）上漲以及勞動人力不足等生產環境改變，推動我國產業朝智慧自

動化發展已成為當前政府主要政策方向，因此本文將探討我國傳統金屬二次

加工產業的產業形貌以及發展自動化所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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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定義與範疇  

金屬產業之直接關連產業包含基本金屬業及金屬製品業兩大類，間接關

連產業則包含運輸工具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光學

製品業等。  

基本金屬業泛稱金屬材料產業，是指從事金屬及合金之冶鍊，生產錠胚

或其它冶鑄產品，或再經軋延、伸線、擠形等一次加工方式製造成板片箔、

條棒、管、線、型材等素材之產業。金屬製品業則是利用鑄造、鍛造、沖壓、

接合、熱處理 /表面處理、粉末冶金等二次加工製程，製造各種金屬製品之

行業，本文聚焦於上述金屬二次加工產業。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本文之研究定義與範疇

整理如【表 1】所示。  

表 1 研究定義與產業範疇  

範疇  定義與內容  

鑄造  

鋼鐵鑄造業：凡從事以生鐵、廢鐵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

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鋼鐵元件之行業均屬之，如鐵製半成品、

鑄管、鑄鋼件、鑄鐵件等鑄造。  

鋁鑄造業：凡從事以初生鋁或再生鋁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

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鋁元件之行業均屬之。  

銅鑄造業：凡從事以銅或銅合金熔融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

中製成銅元件之行業均屬之。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凡從事以融熔之金屬液（鋼鐵、鋁、銅

除外）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金屬元件之行業均屬之。  

鍛造  
凡以鍛造加工方式製造金屬鍛品之行業均屬之，如鋼鐵鍛品、

鋁鍛品、銅鍛品、鎂合金鍛品等鍛造，擁有加熱爐、鍛機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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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大類。從生產的角度來看，利用鍛壓技術可得到輕量、高剛性、品質均

一的製品，沖壓製品更是適合大量生產、成本低，且材料利用率高、剪切性

及回收性均良好。  

二、產業結構與特性  

金屬產業上游為基本金屬業，藉一次加工可生產一般之金屬材料，中游

為金屬製品業，利用二次加工生產零組件，可提供運輸工具製造業、機械設

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光學製品業、石化業、造船業、建築業等下

游應用產業組裝使用。  

其中直接關連產業包含基本金屬業及金屬製品業，2011 年產值合計約新

台幣 2.55 兆元，員工數約 31.3 萬人，佔製造業比重約 14％，廠商數約 17,490

家，佔製造業比重約 22.3％，產業結構分析整理如【表 2】所示。  

表 2  2011 年我國金屬直接關聯產業結構分析  

產業別  
產值  

（佔製造業比重）  

員工數  

（佔製造業比重）  

廠商數  

（佔製造業比重） 

基本金屬業  1.8 兆（ 14.8%） 6.8 萬人（ 3.0%）  1,490 家（ 1.9%）  

金屬製品業  7,525 億（ 6.2%）  24.5 萬人（ 11.1%） 16,000 家（ 20.4%） 

合計  2.55 兆（ 21%）  31.3 萬人（ 14.1%） 1,7490 家（ 22.3%） 

   資料來源：主計處(2012)/金屬中心 MII-ITIS 整理  

金屬產業是國內製造業龍頭產業之一，其產業關聯性大，可帶動關聯產

業持續精進發展與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產業特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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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處(2012)/金屬中心 MII-ITIS 整理  

三、產業形貌：金屬二次加工產業  

(一 )鑄造業  

鑄造工業可謂機械工業之母，若依鑄件材質來分類，可分為鑄鐵 (灰口、

球墨、縮墨、可鍛鑄鐵 )工業、鑄鋼工業及非鐵金屬 (鋁、銅、鋅、鎂合金等 )

鑄造業，台灣鑄鐵廠生產方式以濕砂模為主，其次為呋喃模，鑄鋼廠則以精

密鑄造為主。國內鑄造廠商由早期之 1500 家減至 2011 年約 848 家，其中以

鑄鐵廠商為最多，約 478 家，佔 56%，其次為非鐵金屬鑄造廠約 330 家（鑄

鋁為主），佔 39%，鑄鋼廠約 40 家，佔 5%。  

我國鑄造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以 11～ 40 人之經營規模為最多，佔

44.6%，70 人以下之企業即佔整體產業 88.7%，而整體產業之集中度以台中、

彰化、南投地區為主佔 38.7%，參見圖 1。鑄造業從業人數大約 15,000 人，

總產值達新台幣 840 億元 /年，影響產業產值估計達兆元以上。表 4 為我國

鋼鐵鑄件主要廠商，目前鑄鐵件之廠商，其中除少數專業鑄造廠商如勤美、

源潤豐、東元電機、六和機械、全昌、嘉義鋼鐵、美達工業等廠家外，多屬

家庭式生產工廠，生產規模小，且缺乏成熟之技術及自動化設備，難以與一

般專業鑄造廠商競爭。由於鑄件製品應用範圍廣泛，因此下游景氣動向直接

影響鑄件市場成長，且其下游產業眾多，任何單一產業的景氣榮枯不會對鑄

造業衝擊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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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產業上、中、下游協力供應廠家繁多，造船供應鏈的建置與效能關

係造船產業競爭力，舉凡上游造船鋼板、船用主裝備 (主機、輔機等 )與油漆

的供應，中游造船廠及下游船東的最終使用者。造船產製過程如下：簽約→

設計→ 放樣→ 割切→ 彎製→ 初步銲接組合→ 大組合→ 下水→ 塗裝及艤裝→

交船→ 售後服務。  

四、發展自動化所面臨問題  

(一 ) 產業環境變化  

 近年來因面臨日益嚴格的國內外環保要求、土地成本高漲、勞動人力

不足與成本增加等生產環境改變，導致有能力的金屬二次加工業者，

幾乎都外移中國大陸或擴充第二生產基地至他國，如：越南。  

 面臨 ECFA 簽訂對產業的衝擊危機，國內如鑄造產業等的金屬二次加

工產業唯有更加速朝向高值化產品生產技術研發，以因應中國大陸產

品的進口威脅，以及發展低耗能、低污染、自動化之綠色製程技術，

如此才能提振傳統金屬二次加工產業，也能符合行政院之綠色能源新

興產業推動政策。  

(二 ) 以中小企業為主  

國內金屬二次加工企業規模小，業者多屬中小企業，一方面產品創新設

計少，鮮少自有品牌且通路開拓不易，幾為代工生產為主；另一方面，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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