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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09 2010 2011(e) 2012(f) 2013(f) 

全球 -0.5 5.0 4.4 4.5 4.5 

先進經濟體 -3.4 3.0 2.4 2.6 2.5 

美國 -2.6 2.8 2.8 2.9 2.7 

日本 -6.3 3.9 1.4 2.1 1.7 

歐元地區 -4.1 1.7 1.6 1.8 1.8 

德國 -4.7 3.5 2.5 2.1 1.9 

法國 -2.5 1.5 1.6 1.8 2.0 

義大利 -5.2 1.3 1.1 1.3 1.4 

英國 -4.9 1.3 1.7 2.3 2.5 

加拿大 -2.5 3.1 2.8 2.6 2.5 

其他 -1.2 5.7 3.9 3.8 3.8 

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0.8 8.4 4.9 4.5 4.4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2.7 7.3 6.5 6.5 6.5 

亞洲發展中國家 7.2 9.5 8.4 8.4 8.5 

東協五國 1.7 6.9 5.4 5.7 5.9 

中國大陸 9.2 10.3 9.6 9.5 9.5 

韓國 0.2 6.1 4.5 4.2 4.2 

印度 6.8 10.4 8.2 7.8 8.2 

中東和北非 1.8 3.8 4.1 4.2 4.3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1.7 6.1 4.7 4.2 3.9 

中東歐 -3.6 4.2 3.7 4.0 3.9 

俄羅斯 -7.8 4.0 4.8 4.5 4.3 

註：原為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2010 年下半年後更名為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資料來源：IMF(2011/04)；工研院 IEK(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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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械產業 

一、整體機械 

(一)市場銷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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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2-1-1 2009~2013 年全球機械市場銷售值與成長率 

 

全球一般機械市場雖然在 2008 年與 2009 年經歷市場大蕭條，2009

年市場需求大幅萎縮 36.1%，市場銷售值下降到 1998 年的低水準，只有

7,611 億美元，但在亞洲與中南美洲等新興工業國家景氣率先復甦的帶動

下，全球一般機械市場在 2010 年已快速成長 29.8%，上升到 9,877 億美

元，回復到 2004 年的水準，然而世界先進國家市場如美國、日本與歐洲

地區尚未從金融風暴的衝擊之中復原，市場需求仍無法彌補景氣衝擊前應

有的規模與水準，預估到 2011 年才有明顯的復甦跡象，因此估計 2011 年

全球一般機械市場才能有機會回升到金融風暴以前的規模，2011 年估計全

球機械市場總銷售金額約為 1 兆 1,417 億美元，2012 年主要是歐美國家需

求補漲的階段，全球一般機械市場仍有 8.8%的成長率，達到 1 兆 2,418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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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國家/地區機械進出口 

一、歐盟機械市場進出口 

(一)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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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盟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庫；工研院 IEK(2011/05) 

圖 2-2-1 2000~2010 年歐盟地區機械產品進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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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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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盟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庫；工研院 IEK(2011/05) 

圖 2-2-2 2010 年歐盟地區機械產品主要進口來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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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機械產業發展特性與

歷程 

一、產業特性 

機械工業由於與相關產業之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常被稱為「工業之

母」，許多機械設備與下游應用產業相關技術存在著密不可分之關係，因此

下游應用產業對於生產技術之要求，常常成為帶動上游機械工業業者產品

改良之主要動力，且機械工業產品品質亦對下游應用產業對外競爭力影響

甚鉅。 

台灣機械工業歷經了六十年的歷史，發展迄今無論在國內市場或國際

市場上已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且對產業界之發展、整體製造水準之提升，

重要性亦逐年加重。綜觀機械工業產業特性如下。 

 

二、機械產業特性 

(一)為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之指標 

分析世界機械工業之發展，主要生產國為日本、德國、美國為首要，

而上述國家乃世界上著名之工業大國，因此機械工業發展程度水準如何，

可作為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之指標，目前台灣已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如

何提升國內工業化程度，端視機械工業之發展。 

 

(二)是一個涵蓋二、三級產業之系統性工業 

由上游原材料至各種零組件之加工組裝、機械設備之產製(二級產業)

及自動化系統之規劃應用(二級及三級產業)，涵蓋產業廣大且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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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機械產業結構 

一、企業家數與實收資本額 

我國機械業現有企業家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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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家

數 

年 2008 2009 2010 2011(Jan) 

製 造 業 167,033 166,338 169,114 169,336 

機械設備業 17,254 17,413 18,227 18,269 

比  重 10.33% 10.47% 10.78% 10.79% 

我國機械業實收資本額(百萬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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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年 2008 2009 2010 2011(Jan) 

製 造 業 7,539,445 7,729,694 7,519,078 7,544,877 

機械設備業 705,302 800,934 726,046 728,564 

比  重 9.35% 10.36% 9.7% 9.7%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2-1 企業家數與實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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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機械產業產值 

一、產值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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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3-1 2001~2011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與成長率 

 

說明： 

 根據 IEK 的資料顯示，台灣機械業的產值從 2001 年的接近 4 千億元持續

增加到 2007 年的 8 千億元。 

 然在 2009 年時，由於全球性的金融風暴，產值驟減至 5 千多億元，成長

率達到負 32.5%。 

 然而在 2010 年時，隨著景氣回溫，台灣機械業的產值甚至超過 2007 年

的 8 千億元，相對於 2009 年成長率達到 53.6%。 

 預估在 2011 年時，台灣機械業的產值會突破 9 千億，相對於 2009 年有

16.8%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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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機械市場進口 

一、進口值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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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4-1 2000~2010 年台灣機械進口總值 

 

說明： 

 根據 IEK 的資料顯示，台灣機械業的進口值從 2001 年的接近 2 千億元持

續增加到 2004 年的 7 千 9 百多億元。 

 然在 2005 年時，進口值減少至 7 千 4 百多億元，成長率達呈現負的情

形。 

 並且在 2008 年時，台灣機械業的進口值甚至超過 2004 年的 7 千 9 百多

億元，達到 8 千 1 百多億元。 

 但在 2009 年時，由於全球性的金融風暴，進口值驟減至 5 千多億元，成

長率達到負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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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機械產業出口 

一、出口值與成長率 

315,532

498,906
480,246

332,807

499,524

417,958

-3.7%

-30.7%

50.1%

16.9%

-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出
口
值
：
百
萬
元
新
台
幣

出
口
值
成
長
率
：
％

出口值 出口值成長率出口值 出口值成長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5-1 2000~2010 年台灣機械出口總值 

 

說明： 

 根據 IEK 的資料顯示，台灣機械業的出口值從 2001 年的接近 3 千億元持

續增加到 2007 年的 4 千 9 百多億元。 

 然在 2008 年時，出口值稍為減少 4 千 8 百多億元，成長率達呈現負的

情形。 

 然在 2009 年時，由於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出口值頓時驟減至 3 千 3 百

多億元，成長率達到負 30.7%。 

 不過在 2010 年時，隨著景氣回溫，台灣機械業的進口值甚至超過 2007

年的 4 千 9 百 8 十多億元，達到 4 千 9 百 9 十多億元，相對於 2009 年

成長率達到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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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機械產業附加價值 

一、前言 

機械產業是基本工業，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本文所稱機械產業乃指

狹義的一般機械產業，所謂一般機械乃是指直接或間接用於產品生產或供

應服務的機具及其輔助設備，其所包含的項目類別有金屬加工機械、產業

機械、通用生產機械、動力機械與機械元件等，如更加細分，則又可區分

為金屬加工機械、產業機械、專用生產機械、電子生產設備、通用機械、

輸送與自動化設備、金屬模具及其他機械與零組件等。 

機械設備產業之生產總值與中間投入均以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資料為依據，微調後計算生產毛額(附加價值)與附加價值率。 

機械設備產業附加價值＝生產總值－中間投入。 

機械設備產業附加價值率＝附加價值÷生產總值。 

企業附加價值率計算依據公開資訊站上市櫃公司歷年財報資料，銷售

總值扣除銷售成本加上折舊與人力薪資而得，由於機械產業上市櫃公司企

業家數佔整體產業企業家數的比例偏低(約仟分之一)，因此無法以企業財

報資料所計算的附加價值推估整體產業，僅列示重要上市公司附加價值供

作參考比較。 

 

二、產業概況 

台灣機械產業從 1980 年代開始正式展開高速成長，從 1981 年到 2010

年三十年之間，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由新台幣 500 億元成長到 8,137 億元，

產值約成長了 16 倍，2007 年曾經達到 8,000 億元左右，原本有機會在 2008

年持續向上攀升，然而在 2008 年底所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不僅牽制了

2008 年的成長，連帶使得 2009 年全年機械產業出現嚴重的成長倒退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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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機械產業投資 

一、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機械產業 

投資件數 機械產業佔總投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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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7-1 1952~2010 年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機械產業投資件數 

 

說明：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其中在 2001~2010年期間的華僑

及外國人來台投資機械產業的件數最多有 267 件。 

 並且在 2001~2010 年期間以 2010 年的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機械產業

的件數最多共有 111 件。 

 相較於 2009 年，2010 年的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機械產業的件數成長

率達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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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台灣機械產業研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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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3-8-1 1997~2010 年台灣機械產業研發經費與占營收比重 

 

說明： 

 根據 IEK 的資料顯示在 1997~2010 年台灣機械產業對研發經費的投入每

年都在增加，至 2008 年投資研發經費的金額高達 9,127(百萬美元)。 

 唯有在 2009 年，由於金融海嘯的影響，台灣機械產業對研發經費的投入

瞬間減少約 30 億美元，不過在 2010 年的時候，台灣機械產業對研發經

費的投入又增加至 8,327(百萬美元)。 

 根據 IEK 的資料顯示在 1997~2010 年台灣機械產業對研發經費的投入佔

營業收入比重都在增加，甚至在 2009 年投資研發經費佔營業收入比重達

1.2%。 

 不過在 2010 年台灣機械產業投資研發經費佔營業收入比重些微下滑至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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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半導體產業 

一、全球半導體產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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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4-1-1 2009~20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201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額為 3,004 億美元，較 2009 年 2,263 億美

元成長 32.7%。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再加上下游 PC 可能出現換機

潮與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的熱銷，預計 201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將成長

4.5%，至 3,137 億美元水準。半導體市場主要產品為積體電路(IC)、分

離 式 元 件 (Discretes) 、 感 應 元 件 (Sensor) 以 及 光 電 元 件

(Optoelectronics)，2010 年市場銷售年成長率依序為 31.9%、39.4%、

41.7%、34.1%。均呈現大幅成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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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構裝產業 

一、全球構裝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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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4-2-1 2009~2013 年全球構裝產業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2010 年全球構裝產業產值為 383 億美元，較 2009 年 297 億美元成長了

29.1%。主要是受到全球景氣回溫，終端消費市場對於電子產品的需求擴

張，全球構裝的訂單回流，也帶動廠商營收大幅成長。預估 2011 年全球

構裝產業產值為 414 億美元，較 2010 年成長 8.0%，回復過往成長水帄。 

 構裝產業相對於半導體前段製程需要較多的勞力，由於中國大陸擁有較

低的成本、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優惠的投資政策，因此國際半導體封裝

廠商紛紛將其封裝產能轉移至中國大陸，帶動了中國大陸半導體封裝產

業規模的迅速擴大。在全球半導體市場需求逐漸轉向亞太區域的趨勢下

(其中又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要焦點市場)，未來全球構裝產業將以中國大

陸為佈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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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刷電路板產業 

一、全球印刷電路板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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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4-3-1 2009~2013 年全球印刷電路板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2008、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2009 年全球印刷電路板市場

衰退 15.6%，產值為 346.5 億美元，是近幾年來的最低點。2010 年全球

景氣開始復甦，但是力道並不強勁，2010 年全球印刷電路板產值反轉成

長 7.3%，達到 371.8 億美元，主要驅動力包括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

以及新興市場消費力的崛起所帶動。 

 展望未來，隨著全球景氣好轉，由中國大陸領軍的新興市場需求增加，

在產業重整、應用端新產品與新市場的輪番支撐下，工研院 IEK 預估 2011

年全球印刷電路板產值將持續成長趨勢，幅度可望達 7.8%，主要是在於

新興應用電子產品推出問世，包括帄板電腦、網路電視、智慧與節能消

費電子產品，使得全球印刷電路板市場規模將達到 400.7 億美元。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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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面顯示器產業 

一、全球 TFT LCD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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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4-4-1 2009~2013 年全球 TFT LCD 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2010 年全球大型 TFT LCD 產值為 806.3 億美元，相較於 2009 年的 608.9

億美元的表現，產值預估提高約 32.4%。全年的面板景氣走勢整體來說

呈現上半年「淡季不淡」，下半年「旺季不旺」，顛覆了過去對傳統淡旺

季的認知與預期。中小型 TFT 面板成長動力將在於中尺寸 TFT LCD 產品

的加速成長，尤其是新興產品帄板電腦於下半年持續成長。另外，佔全

球中小型 TFT 面板應用市場產值近六成之手機市場仍保有固定採購量，

尤其是缺乏 AMOLED 供應之替代方案以高階中小型 TFT LCD 為主。所

以，2010 年全球中小型 TFT LCD 市場規模達 202.8 億美元，較 2009 年

的 173.1億美元成長 17.1%，雖然 Netbook已產生退燒現象，但是 Apple

的 iPad2以及各式電子閱讀器(eReader)帶動了 Tablet等帄板式產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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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能源材料產業 

一、全球太陽光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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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4-5-1 2009~2013 年全球太陽光電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太陽光電產業的市場冷熱程度，受到各國補助政策的影響，終端系統的

價格也隨之起伏，變化程度相當大，因此業界多半以“安裝量”代替“金

額”，做為市場規模估計單位。本年鑑以全球帄均的系統售價(System 

Average Sales Price-Global)與安裝量來推估整體產值。 

 2009 年開始太陽能系統安裝成本大幅下滑，使得投資人的報酬遠高於原

先政策所規劃；為了調控過熱之市場，歐洲各國紛紛針對補助政策調整

下砍，引發了搶裝潮，導致 2010 年全球太陽光電產業市場規模大幅增加

至 18.23GW，折合產值約為 753 億美元。 

 2010 年 7 月至年底，包括德國、義大利、法國、希臘與捷克陸續公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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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汽車產業 

一、全球汽車市場成長預測 

年 

產業別 
2010(e) 2011(f) 2012(f) 

2011(f)/ 

2010(%) 
發展趨勢 

汽

車

產

業 

整車產業

(百萬輛) 
75.7 82.9 90.9 109.5 

新興市場為帶動全球汽車

需求的主要動力。 

日本地震對於整體市場規

模的影響有限。 

零組件產

業(十億美

元) 

1,020.74 990.12 1,029.72 97 

新興國家為成長的主要動

力，一方面來自於整車產

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則為

保有量的累積。 

資料來源：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Global Industry Analysts；工研院 IEK(2011/05) 

 

說明： 

 全球汽車銷售 2008 及 2009 年連續兩年下滑後，2010 年有大幅度的反

彈。一方面全球經濟局勢已步出谷底，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的強勁需求成

為汽車市場成長的最大動力。2010 年全球乘用車的銷售約成長 11.6%；

商用車方面則由於全球經濟衰退期間針對商用車之市場激勵措施較少，

景氣復甦後對於商用車產生高度需求，2010 年成長率達到 22.9%，遠高

於乘用車成長率。後續的成長仍將來自於新興市場，包括亞洲的中國大

陸、印度、俄羅斯，拉丁美洲的巴西等。 

 原裝(OE)零組件市場變動與整車生產呈現正相關；售服(AM)零件市場規

模則會受到汽車保有量與車齡的影響，對於歐、美、日已飽和市場而言，

汽車保有量維持穩定，售服市場規模以已不會有太大的變動。新興市場

如中國大陸、印度等國家，汽車保有量快速累積中，售服市場規模亦隨

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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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台灣發展五軸加工機的挑戰

與對策 

一、全球五軸加工機市場發展趨勢 

五軸加工的方法和工具機早在 1960 年代，國外航空工業為了加工一

些具有連續帄滑而複雜的自由曲面工件時，就已開始尋求機械製造商規劃

設計並實際運用於特殊加工，但一直沒能在更多的行業中獲得廣泛應用，

一直到近 10 年來才有了較快的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是五軸加工存在著

很多難點。 

 

(一)編程複雜、難度大 

因為五軸加工不同於三軸，它除了三個直線運動外，還有兩個旋轉運

動參與，其所形成的合成運動的空間軌跡非常複雜和抽象，一般難以想像

和理解。如為了加工出所需的空間自由曲面，往往需通過多次坐標變換和

複雜的空間幾何運算，同時還要考慮各軸運動的協調性，避免干涉、衝撞，

以及插補運動要適時適量等，以保證所要求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質量，編程

難度就更大了。 

 

(二)對數控及伺服控制系統要求高 

由於五軸加工需要有五軸同時協調運動，這就要求數控系統首先必頇

具有至少五軸聯動控制的功能；另外由於合成運動中有旋轉運動的加入，

不僅增加了插補運算的工作量，而且由於旋轉運動的微小誤差有可能被放

大，因此嚴重影響加工的精度，因此要求數控系統要有較高的運算速度和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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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物流業導入高科技設備

供應鏈管理的商機與效益 

在全球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裡，技術移轉不論在新產品開發、產品設

備與製程等各方面均佔有相當的地位，目前在半導體產業之中，半導體設

備為各大國際代工廠商中資本支出最大的一個部份，因此，為尋求更加優

化的成本優勢，各半導體代工廠商莫不紛紛尋求相對營運成本較為低廉之

開發中國家作為其主要投資之生產基地。然而，隨著終端產品的設計精緻

化，各大半導體廠商紛紛尋求更加創新之研發技術以滿足此一市場需求趨

勢，也因此造就了半導體代工廠商為創造更佳之市場佔有率，進而於生產

設備的需求上，不斷的提高設備機台之資本投資。 

雖然半導體設備之投資建構對於各大代工廠商而言為極為重要的一部

份。但於面對日新月益的高科技產業需求而言，半導體設備零組件供應的

時效性往往是另一個決定是否能擁有市場優勢的關鍵因素，隨著市場需求

的快速變化，各大國內代工廠商紛紛擴充其產能以因應突如其來的市場需

求，也同時帶動了半導體設備零組件產業鏈之活絡。對於大部份的半導體

設備商而言，所有由客戶端(代工廠)退回之壞品或是好品，皆可透過技術

性的翻修或加工而成為可重新供應生產機台所需要之零組件，但由於目前

大部份之機台設備供應廠商皆為國際大廠，其相對應之翻修與加工技術中

心往往亦設置鄰近於其技術研發中心之歐美地區，因此，國內代工大廠常

會因為可翻修之關鍵零組件缺料而需要花更長的時間等待其相關備品從歐

美地區供應，且進而導致生產線必頇停滯或以更高的採購成本購置全新之

零組件以降低等待所需花費之時間，故如何以更加迅速與具成本優勢的技

術提供零組件的翻修與加工，則更是與提升代工廠產能息息相關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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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發展智慧製造技術的

系統架構 

一、製造業面臨的全球大趨勢 

變革要素 2－

人口老化與勞動不足

製造體系的脈動 －

「知識經濟」成為先進

國家的經濟主力

變革要素 2－

人口老化與勞動不足

製造體系的脈動 －

「知識經濟」成為先進

國家的經濟主力

變革要素 1－

環境惡化與能源短缺

製造體系的脈動 －

「低碳經濟」成為經濟

的新熱點

變革要素 1－

環境惡化與能源短缺

製造體系的脈動 －

「低碳經濟」成為經濟

的新熱點 變革要素 3－

失業率與經濟衰退

製造體系的脈動－

「實體經濟」成為歐美

國家的振興經濟處方

變革要素 3－

失業率與經濟衰退

製造體系的脈動－

「實體經濟」成為歐美

國家的振興經濟處方

變革要素 2－

人口老化與勞動不足

製造體系的脈動－

「知識經濟」成為先進

國家的經濟主力

變革要素 1－

環境惡化與能源短缺

製造體系的脈動－

「低碳經濟」成為經濟

的新熱點

變革要素 5－

無所不在與反向創新

製造體系的脈動－

「跨國經濟」成為必要

的全球戰略模式

變革要素 4－

全球化與區域經濟發展

製造體系的脈動－

「在地經濟」成為全球

新亮點

變革要素 3－

失業率與經濟衰退

製造體系的脈動－

「實體經濟」成為歐美

國家的振興經濟處方

變革要素 3－

失業率與經濟衰退

製造體系的脈動－

「實體經濟」成為歐美

國家的振興經濟處方全球製造體系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5-2-8 全球製造業的變革趨勢 

 

(一)環境惡化與能源短缺，促使「低碳經濟」成為新經濟熱點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明了像蒸汽機、內燃機等各種機器，以機械

的「勞動」取代了人類與動物的體力勞動，同時能源的來源也漸漸從陽光

經過光合作用產生的木材轉化為地底下億萬年所累積的化石燃料。工業革

命大幅地提高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並改善了人類物質生活的條件，促使人

口急遽增加，單是二十世紀的一百年內，人口已經由 15 億增加到 60 億。

隨著人口暴增、人均消耗的增加，地球上的天然資源逐漸匱令，地球藉著

陽光消化人類產生的污染的能力也逐漸弱化。從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浪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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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對兩岸 ECFA 與中國大

陸高端裝備自主化政策的

因應對策 

一、中國大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 年)規

劃綱要，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的建議》編制，主要闡明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引導市場主

體行為，是未來五年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是全中國大陸各

族人民共同的行動綱領，是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

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而轉型升級 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堅持走中國大陸

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發揮中

國大陸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

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 

十二五針對轉型升級 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規劃綱要共分為五項，分別

如下所示： 

 

(一)改造提升製造業 

優化結構、改善品種質量、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淘汰落後產能，發展

先進裝備製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製造

業由大變強。 

1. 推進重點產業結構調整 

裝備製造行業要提高基礎工藝、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研發和系統集

成水帄，加強重大技術成套裝備研發和產業化，推動裝備產品智慧化。船

舶行業要適應國際造船新標準，建立現代造船模式，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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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工具機產業如何因應

亞洲國家崛起的競爭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整個亞洲經貿情勢產生了重大變化，在各

國反思經濟發展策略之際，國家競爭力觀念日益受到重視，而 2008 年的

全球金融海嘯，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為影響最為嚴重的時期，2009 年

上半年各國經濟與產業發展逐漸開始復甦，但復甦腳步非常緩慢，各國實

施眾多的政策方案、優惠措施，希望能將經濟的影響降到最小，此一衝擊

下更加突顯了卓越的國家競爭力頇有強健的產業競爭力為根基，方能因應

各種外在環境的劇烈波動。如同管理大師 Michael E. Porter 之主張：「產

業之國際競爭力來自一國產業內廠商的總體表現」，因此，企業若能不斷地

強化其競爭規模，最終將形成產業的競爭能力。而國家競爭力乃是由產業

競爭力所維繫，因此，提升產業競爭力即在於為國家競爭力建立穩固的基

盤，而隨著國家競爭力日益受到各國政府之重視，其深層的產業競爭力之

議題亦日益成為各國產官學研所思索之議題。 

為進行亞洲主要國家之競爭力的分析，本研究分別由國家層級之議題

及產業層級之議題加以進行。一方面由個別國家總體經濟局勢，如經濟表

現、產業發展趨勢、主要產業之競爭力的表現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則是

由台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度)之重點產業之競爭力加以分析。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各項指標呈現出我國主要產業與日本、韓國、中國

大陸相對競爭力之差別性，並改善過去產業以產量排名或銷售量排名一決

勝負的方式，結合既有產業的研究背景知識，並參考國外設定指標方式，

進行修訂指標已完成產業指標系統，綜整產官學研專家意見，修訂與建立

競爭力衡量指標、對於重要產業競爭力進行監測與跨國比較。因此，本研

究之效益即在於為我國之主要產業建立產業競爭力的評比架構。以下，分

別就本研究之研究源起及研究流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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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具機產業 

一、全球工具機產業現況 

(一)全球工具機市場 

表 6-1-1 2006~2010 年全球主要國家工具機市場 

單位：百萬美元 

2010年 

排名 
國家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市 場 成長率 市 場 成長率 市 場 成長率 市 場 成長率 市 場 成長率 

1 
中 國 

大 陸 
13,113 21.60% 16,171 23.30% 19,441 20.20% 19,400 -0.20% 27,280 37.85% 

2 德 國 5,140 -6.40% 7,455 45.00% 9,756 30.90% 5,451 -44.10% 5,034 
-13.18

% 

3 日 本 7,859 1.30% 7,637 -2.80% 7,793 2.00% 3,319 -57.40% 4,445 37.22% 

4 南 韓 4,020 -9.10% 4,322 7.50% 3,796 -12.20% 2,586 -31.90% 4,264 59.16% 

5 義大利 3,786 14.70% 5,151 36.00% 5,291 2.70% 2,741 -48.20% 2,769 -1.09% 

6 美 國 6,361 7.20% 5,864 -7.80% 6,920 18.00% 3,370 -51.30% 2,752 
-15.20

% 

7 印 度 1,191 28.00% 1,809 51.90% 1,955 8.10% 1,157 -40.80% 1,740 44.40% 

8 台 灣 2,887 28.40% 3,563 23.40% 2,638 -26.00% 847 -67.90% 1506 73.50% 

9 巴 西 1,423 13.50% 1,823 28.10% 2,547 39.80% 2,547* 0.00% 1488.3 0.00% 

10 俄羅斯 604 55.30% 602 -0.40% 1,265 
110.20

% 
692 -45.30% 1,243 4.54% 

11 墨西哥 1,246 7.70% 1,670 34.00% 1,546 -7.40% 1,006 -35.00% 1,013 0.00% 

12 土耳其 1,067 13.10% 1,088 1.90% 798 -26.60% 450 -43.60% 834 43.79% 

13 瑞 士 1,082 27.00% 1,245 15.10% 1,567 25.90% 866 -44.70% 824 -9.35% 

14 加拿大 1,064 -26.30% 1,016 -4.50% 1,156 13.80% 720 -37.70% 783 6.10% 

15 法 國 1,441 -3.80% 1,574 9.20% 1,872 18.90% 1,133 -39.40% 681 
-19.98

% 

16 西班牙 1,105 3.20% 1,279 15.80% 1,160 -9.30% 560 -51.80% 494 
-11.47

% 

17 奧地利 637 
118.90

% 
692 8.70% 904 30.60% 622 -31.20% 488 

-23.03

% 

18 英 國 817 24.50% 892 9.20% 783 -12.20% 398 -49.20% 402 5.51% 

19 荷 蘭 415 1.70% 503 21.30% 525 4.40% 348 -33.80% 31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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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生產設備 

一、半導體設備產業 

(一)全球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 

201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為 2,892 億美元，較 2009 年金融海嘯前

的 2,263 億美元成長了 27.8%，且受惠於全球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預期

性的成長，半導體市場規模預估在 2011~2012 年間，每年都將近有 20%

的成長幅度，在 2013 年則因為預估記憶體 DRAM 的產能過多而導致市場

規模成長趨緩，較前一年僅成長 9.2%(圖 6-2-1)，但綜括來說，全球半導

體產業市場仍是屬於穩定成長的態勢。而在 201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主要

廠商營收排名及市佔率的分佈情形，與 2008 年相比幾乎維持不變，2010

年全球前五大半導體業者營收佔全球市場的 36.2%，其中以三星電子增加

1.2%是前五大半導體製造商成長幅度最高者，主要原因是三星近幾年積極

跨足 CPU 等高階元件的製造，再加上自家的智慧手機與帄板電腦的熱銷，

使得其營收大幅成長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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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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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46 46,500

59,500 65,000

8.9%

3.2%
-2.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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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lectronic Journal(2010)；工研院 IEK(2011/05) 

圖 6-2-1 2006~20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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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業機器人 

2008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因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因市場需求端急速緊

縮，製造商對於擴廠與機器設備的投資遞延或取消，使得工業用機器人市

場呈現低迷。2010 年景氣回溫，製造商產能逐漸增加，對於機器人相關設

備的需求逐漸浮現，同時，大陸地區工資逐漸上漲，使得製造廠商在面臨

製造成本競爭壓力下，透過自動化產線導入，以機器人與現有設備整合應

用為方向，提升現有加工、組裝等生產效率以降低工資上漲所帶來衝擊，

為現有 OEM 大廠主要努力方向。 

歐美已積極針對現有製造業將面臨的挑戰研擬對策，美國研究報告

(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um)指出，在人口結構上工作者對退

休人員的比率持續下降，將帶來製造人力的不足，如何有效整合機器人技

術，以輔助顯有人力為主的製造程序，或是導入智慧型機器人以恢復美國

製造業過去的領先優勢。此顯示未來的趨勢在於整合政府資源，持續投入

高階自動化技術的研發，建構次世代自動化生產環境的，將帶來更廣泛機

器人在工業應用的新機會。 

 

一、工業機器人市場 

國際機器人聯盟統計部(IFR Statistical Department)公佈的“World 

Robotics 2010”，2010 年全球工業用機器人銷售，相對於 2009 年的衰

退，2010 年已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成長幅度達 27%(參見圖 6-3-1)，主

要的市場成長效益來自中國大陸、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同時由於汽車產業

與電子通訊產業逐漸增加新技術的開發，機器人應用前景看好。 

2010 年後的機器人需求持續看漲，預估 2011 至 2013 每年將以 10%

速度成長，帄均銷售數量將達 100,000 部。國內外市場研究機構、相關製

造與自動化系統業者均看好工業機器人應用機會，主要針對以下產品需求

特性及製造能力提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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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橡塑膠機械 

一、台灣橡塑膠機械產業發展現況 

(一)台灣為全球第五大橡塑膠機械銷售國 

台灣橡塑膠機械發展已有 40 年歷史，目前約有 250 家塑橡膠機械製

造商，產品品質優良，價格具競爭力，研發水準更在中、韓之上，直逼歐、

美及日本，深受台灣外買主重視。由早期完全依賴進口，爾後業者以累積

的維修經驗自行生產，經不斷努力，目前該項產業已具國際競爭力，並為

台灣具代表性的機械產業。台灣與德國、日本、義大利、美國、法國同列

為世界上橡塑膠機械著名產製國家，其中德國為世界上塑膠機械第一大生

產國，日本其次，美國第三，義大利排名第四，台灣橡塑膠機械在世界上

之地位則與法國相當，排名在第五名間。 

台灣是全球第五大橡塑膠機械生產國及第四大出口國，台灣塑橡膠機

械去年總產值曾經於 2006 年達到 605 億元新台幣，雖然經歷全球金融風

暴的衝擊，一度使台灣橡塑膠機械產值下降到 349 億元新台幣的低點，但

2010 年仍迅速恢復產業的活力，2010 年台灣橡塑膠機械產值回升到 460

億元新台幣的水準，2011 年也有機會再度上升到 512 億元新台幣的生產

值，在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也將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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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機械關鍵零組件 

一、控制器 

(一)產品定義與分類 

一個微電腦的控制系統所包含的控制技術，約可分為運動控制技術

(Motion Control)、順序控制技術(Sequential Control)及程序控制技術

(Process Control)等三類。 

控制器順序控制主要是包含邏輯、順序、計時、計數、演算、比較及

轉換的功能，僅在控制元件之邏輯狀態改變時，才對受控元件之邏輯狀態

造成影響，並透過數位輸出、入介面達成真正的動作，此控制方式，就是

一般所熟知的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控制方式。 

程序控制技術在產品製造過程中，加工的程序是必頇嚴格要求的，例

如溫度、壓力或流量的變化，都會影響產品的品質，尤其在射出機更是如

此。 

運動控制技術所要求的就是位置、速度的精確，如 CNC 銑床之類的

工具機，對於馬達的位置、速度都有嚴格的要求，尤其在加工的過程中，

此控制技術特別注重運動路徑規劃 (Path planning)與伺服迴路控制

(Servo loop Control)二點。 

控制器雖是產生自動控制功能的關鍵，但通常必頇和感測器(sensor)

及驅動器(actuator)組合成控制系統才能發揮功能；而且要對生產過程發

生作用，此控制系統還必頇搭配在某機械設備上。這種介面的特性，使得

自動控制系統三要素(Controller、Sensor、Actuator)的需求主要是來自

自動化設備的引申需求，因此其產業發展的方向就跟其他自動化元件工業

一樣深受自動化設備工業或自動化系統服務業等下游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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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預測 

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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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5) 

圖 7-1-1 2001~2011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 

 

表 7-1-1 2007~2011 年台灣機械產業各行業產值 

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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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慧化機械與製造系統是

台灣機械產業升級的主要

動能 

一、推動智慧製造技術對台灣產業的實質意義 

(一)智慧製造強調資訊技術在製造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製造程式正從能量驅動逐漸轉變到資訊驅動，智慧製造的概念正是在

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而驅動製造程式的資訊，不僅僅包含製造過程本身

的資訊，如：產品設計資訊、加工資訊、設備資訊、生產資訊和製造管理

資訊等，也包括來自更加複雜多變的市場需求資訊，如：小批量、客製化

訂單資訊。這些資訊會從交貨時間、產品特性、品質等級、採購預算、服

務水準和環境保護等多方面提出更加多樣化、複雜化的需求。這就要求製

造系統在實現基本的自動化功能基礎上，還要融入更加智慧化的資訊處理

的能力。 

 

(二)智慧製造強調在現有系統基礎上，以人機一體的系統升級

自動化系統 

智慧製造技術(IMT)是使傳統的自動化技術基礎得以升級或有待升級

應用。如：資訊互聯技術、並行工程技術、人工智慧技術、智慧型機器技

術、新材料技術等等，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在廣度、深度和精度方面更

大的拓展製造系統對資訊的利用，而且提升了人機智能介面的友善性，促

進了人類智慧和機器智慧的相融。研究專家們正致力於實現一個將市場適

應性、經濟性、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適應性、人類智慧相融性、開放性、相

容性等諸多能力融為一體的生產系統。一個集自動化、彈性化、整合化和

智慧化的先進製造系統，正越來越清晰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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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發展控制器自主化的

產業契機 

一、台灣控制器自主化的契機 

 

(一)以 PC-Based 控制器突破市場藩籬 

PC-Based 控制器的潮流愈來愈形蓬勃發展，從最近幾年來的國際性

機械展可獲得證實。在 1996 年美國芝加哥「IMTS」以及日本東京「JIMTOF」

兩大工具機展中，已可用百家爭鳴來形容。很多人認為具開發性架構

PC-Based 控制器，未來有可能取代傳統封閉式，專屬性架構的控制器，

正如 PC 的浪潮以以其排山倒海之勢已逼得傳統電腦巨人日漸式微的先

例。 

PC-Based 控制器已越來越多被應用於各項大型或小型製程控制方

面。而且隨著個人電腦功能大幅提升，應用於工業控制方面所需之穩定性

及精密性也已達到可以信賴的水準。 

日本之機械工業長期以來與美國、德國競爭非常激烈，自廿餘年前，

由於日本在數值控制器方面有了長足之進步，使得其工具機產業得以快速

超越美國與德國，而躍居成為全球工具機最大供應來源。而美國在受到此

種重大之衝擊後，則開始輔導其產業傾全力發展 PC-Based 控制器，目前

在此方面已領先日本。 

美國在工業用控制器方面主要是 GE 公司，但由於產品在市場接受度

不足，而美國政府為協助 GE 之發展，強力介入促成 GE-FANUC 之合作，

在美國市場生產控制器供應美國國內之所需。同時美國亦開始輔導其自有

之 PC 級控制器，代表性廠商為 FADAL 與 HAAS 兩家工具機工廠，自製

自用並不斷擴大其生產規模，對 PC-Based 控制器而言，此二家廠商在全

球均排名領先，且亦不斷進行研發由早期使用在銑床、加工中心，逐漸推 



《2011 機械產業年鑑》 

紙本定價:6000 點 

全本電子檔下載：12000 點;亦可依各章節下載 

 

 

 

 

 

 

 

 

 

02-27326517 

02-27329133 

itismembers@micmail.iii.org.tw 

10669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19 樓 

帳號：01677112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銀行：華南銀行─和平分行 

 (銀行代碼：008)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98365050990013 (共 14 碼)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請至智網網站搜尋，即可扣點下載享有電子檔。 

ITIS 智網：http://www.itis.org.tw/ 

 

電話 l 

傳真 l 

客服信箱 l 

地址 l 

劃撥資訊 l 

戶名：財團 

匯款資訊 l 

匯款資訊  

 

 

服務時間 l 

 

版權所有© 2011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http://www.iti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