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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產業機器人為應用導向型產業，除了機器人相關技術 (如機械設計、

控制技術、軟體發展等 )的有效突破外，更重要的是製造業使用廠商願意

改用產業機器人替代人力的採購動機。  

根據 IFR 的統計資料顯示： 2010 年全球產業機器人銷售數量為

118,337 台，較 2009 年的 60,018 台成長 97%，此乃因全球性經濟衰退的

谷底回升所致，特別是電機 /電子產業、汽車與其零組件產業的應用，往

後各年則可依序成長至 2011 年的 139,300 台、2012 年的 147,658 台、2013

年的 156,517 台，預估 2014 年全球產業機器人銷售量將達到 165,909 台，

主要成長地區為北美、中國大陸與其他東南亞國家。  

日本為全球最大產業機器人的生產國，供應數量佔全球產業機器人

的六成以上，發展初期是為了解決二次大戰後的勞動力短缺、工資高漲

與缺工問題，當地供應鏈配套完整是發展機器人產業的重要競爭優勢，

隨著該國製造業的發展而創造產業機器人的應用商機，以及產業機器人

廠商的持續創新求變，終至能夠「後來居上」成為全球產業機器人的最

大生產國。  

日本產業機器人能夠從後進國家的技術引進開始，進而逐步改善與

創新，終至成為全球性的領導國家，必須具備廣大的內需市場、完善的

供應鏈體系等二大「產業發展要素」，以及依據價值鏈垂直延伸策略、

價值鏈水平延伸策略所發展的擁有企業內用戶、設立全球服務據點、積

極布局技術專利、具備完整的產品線、聚焦於利基市場、設立全球服務

據點、國外技術引進 /合作等六大「企業發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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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與政府單位積極投入產業機器人相關產品與技術的開

發，在直線型與直角座標型機器人有不錯的發展實績，在高階機器人產

品 (如平行連桿、關節型等 )則仰賴進口，僅有少數廠商或學研單位投入，

由於關鍵零組件 (如伺服馬達、控制器、減速器等 )多半來自進口，故國

產機器人的製造成本仍然偏高，加上沒有應用實績，使用廠商也不願率

先採用，成為台灣地區發展產業機器人的限制條件。故分別針對短期發

展、長期發展提出建議方案：  

 

一、短期發展策略  

 

產業機器人的有效發展，必須立基於自動化系統的整合應用，才能

創造較大的附加價值，未來自動化的最大市場會在中國大陸，基於同文、

同種的競爭優勢，台灣廠商在當地市場的客製化能力，可能會優於國際

領導廠商，或者是成為國際領導廠商進軍中國大陸市場的合作夥伴，發

展重點應放在有效利用國際廠商的領先技術與產品，同時結合客製化的

工程服務能力，快速累積智慧自動化的應用知識與技術能量。  

 

二、長期發展策略  

 

產業機器人的應用與發展，必須有重要關鍵零組件的研發與製造基

礎，如伺服馬達、控制器、與減速器等，才能創造國產機器人的價格競

爭力與差異化能力，必須仰賴相關學研單位與代表廠商的共同努力，以

及 數 量 充 沛 且 歷 練 完 整 的 自 動 化 服 務 人 才 ， 有 效 掌 握 自 動 化 系 統

(System)、自動化軟體 (Software)、自動化技術服務 (Service)的 3S 附加價

值，將會促成國內自動化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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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0 年行政院『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產業科技策略會議，提出

智慧型自動化的首波推動應用對象，將會選擇自動化需求程度較高的製

造業與服務業優先推動，包括：1.需要少量多樣彈性生產的高科技產業，

2.需要改善作業環境和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傳統產業， 3.需要提升服務

效率的健康照護與觀光旅遊業， 4.需要科技加值的文化創意產業， 5.因

ECFA 效應吸引來台投資的外商和回流台商，此種推動政策也顯示出台

灣地區對產業機器人發展的可能機會點與潛在商機。  

但是，先進國家的產業機器人廠商已建立相當高的進入障礙，包括

極為完整的產品線，如圖 1-1 即為 FANUC 公司的產業機器人產品系列，

現有產業機器人產品總數近 70 款，可夾持工件重量從 0.5 公斤到 1,350

公斤皆有，具備上下料、焊接、點膠、搬運、組裝、機械加工、包裝等

多元化應用機型，可以滿足不同產業的製程應用需求，該公司也掌握了

關鍵零組件的核心技術，如伺服馬達、控制器等，為有效滿足應用顧客

的操作便利性需求，該公司累積了數十年的應用實績、軟體資料庫、及

模擬系統等整合應用知識，能夠提供各類顧客採購產業機器人的「Total 

Solution」，成為台灣廠商欲切入產業機器人產業的極大競爭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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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產業機器人市場分析 

 

第一節 全球市場概況 

 

產業機器人為應用導向型產業，除了機器人相關技術 (如機械設計、

控制技術、軟體發展等 )的有效突破外，更重要的是製造業使用廠商願意

改用機器人的採購動機。  

以全球產業機器人的發展歷史來看，1950、1960 年代即有機器人相

關產品研發問世，包括 1954 年完成的首台程式控制機器人，1962 年完

成的首台產業機器人 Unimate 應用於通用汽車生產線，但產業機器人的

應用數量始終無法快速地增加，主要原因為機器人的控制器技術仍在努

力，以及製造業採用人力作業的直接成本，仍然低於機器人的固定資本

投資與維護成本。  

直到 1970 年代開始，1971 年 Intel 推出微處理器促進優質控制器的

發展，產業機器人的控制器技術得到突破性的發展，更重要的是美國汽

車工業的勞動工資高漲，已經達到與機器人應用成本的黃金交叉點，於

是全球產業機器人的應用開始快速成長。  

1980 年代則為全球產業機器人發展的高峰期，每月皆有新機器人產

品或新機器人工廠問世，此與企業國際化的跨國採購要求高有關，多數

跨國企業期望透過標準化製造程序掌握產出品質，採用產業機器人的變

異性將會低於人工作業，因此成為應用成長的重要原因。  

發展迄今，中國大陸工資高漲與缺工問題造成產業機器人的應用需

求，以及先進國家製造業轉型的潛在商機，皆有可能造成下一波產業機

器人的成長機會，詳見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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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廠商標竿分析 

 

第一節 日本產業機器人的發展歷史 

 

日本並非全球最早的產業機器人發展國，第一台產業機器人係於

1967 年由美國引進，隨著該國製造業的發展而創造產業機器人的應用商

機，以及產業機器人廠商的持續創新求變，終至能夠「後來居上」成為

全球產業機器人的最大生產國。以下即針對該國在 1960 年代、1970 年

代、1980 年代的發展歷程加以說明：  

 

一、1960 年代的海外技術導入階段  

 

1968 年起，川崎重工與優尼梅生 (Unimation)簽約技術移轉契約，川

崎重工以支付權利金方式生產美國設計的機器人，此乃日本廠商投入機

器人製造的起始點，川崎重工會投入產業機器人的主要原因為：該集團

的經營觸角遍及造船、飛機、工具機、摩托車、引擎等各式機械零件和

設備產業，本身兼俱了使用者及生產者的雙重角色，日本地區勞動力問

題促使其積極尋找替代人力的解決方案。1969 年時，川崎重工推出第一

台在日本製造的優尼梅生型 (Unimate)機器人；同時，神戶鋼鐵也支付權

利金向美國學習機器人的設計與生產方式。  

在川崎重工和優尼梅生簽約後，其他日本電子和機械業者也開始自

行發展機器人，包括石川島播磨重工、日立及東芝精機等廠商，全部皆

是日本機電廠的多角化發展。 1971 年，距日本發展機器人僅三年的時

間，這些廠商舉行一個非正式的會議，決定在 1972 年成立日本產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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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廠商涉入產業機器人概況 

 

台灣廠商與政府單位積極投入產業機器人產品與技術的開發，主要

原因為中國大陸工資高漲與缺工問題，造成 3C 產業的平均獲利被擠壓，

以及 3K 產業的缺工問題日益擴大，即將面臨無人接班的生存問題，形

成製造業轉型與升級的經營挑戰，智慧自動化可以做為此種問題的解決

方案之一。  

台灣產業機器人相關廠商集中於中部或北部，多數係源自於自動化

元件廠、系統廠、機械廠、或代理商，多數國內廠商僅能量產直線型或

垂直座標型機器人，其他高階機器人則仰賴國外進口，詳見圖 4-1 所示。 

 

整機

模組

關鍵
零組件

多關節
機器人

平行結構
機器人

SCARA
機器人

直角座標型
機器人

直線型
機器人

機構
模組

控制器
模組

驅動
模組

感測
模組

末端效應器

PLC

馬達

力學
感測器導螺桿

聯軸器/齒輪

線性滑軌

軸承

工業
電腦

PC-
Based

驅動器

減速機

視覺
感測器

距離
感測器

其他
感測器

和椿、台灣精銳、潤達、上銀、均豪、廣運、福裕、
天行自動化、永聯邦、伺服科技、東台精機、勝宏達
科技、台灣瀧澤、東佑達

上銀、銀泰、
東佑達…

工研院、精密機械研發中心

上銀、銀泰、仟帝、
全球滾珠、精浚 …

北安、特慧立、環航…

盟立、寶元、
台達電…

台達電、
寶元、凌華、
艾訊、研華、
泓格、MOXA、
士電…等

晶傑電機、鼎縊、
利茗機械、速霸科技…

台達電、士林、東元、
富田、大銀微…

東元、台達電、
盟立…等

正頻企業、艾克力、
盟立…

立紳、敦南、
菱光、煜昕、
飛斯妥、企誠、
三聯、台達電、
艾華電子、
松暉電機、
鴻睿、
源台精密、
柏昇企業…

敦南、菱光…

全球滾珠 …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2012/07) 

圖 4-1 台灣產業機器人之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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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產業機器人為應用導向型產業，除了機器人相關技術 (如機械設計、

控制技術、軟體發展等 )的有效突破外，更重要的是製造業使用廠商願意

改用產業機器人替代人力的採購動機，即具有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 /產出

效益。  

根據 IFR 的統計資料顯示： 2010 年全球產業機器人銷售數量為

118,337 台，較 2009 年的 60,018 台成長 97%，此乃因全球性經濟衰退谷

底回升所致，特別是電機 /電子產業、汽車與其零組件產業的應用，往後

各年則依序成長至 2011 年的 139,300 台、2012 年的 147,658 台、2013

年的 156,517 台，預估 2014 年全球產業機器人銷售量將達到 165,909 台，

主要成長地區為北美、中國大陸與其他東南亞國家。  

以 2010 年的銷售金額來看，產業機器人本體的銷售金額僅 57 億美

元，擴及機器人系統則可增加至 175 億美元，也就是說產業機器人的應

用價值並不侷限於機器人單機，擴及夾治具、X-Y Table、臂端工具、輸

送帶、人機介面、或液 /氣壓設備等周邊系統即可增加至原銷售金額的三

倍。  

其中，日本為全球最大產業機器人的生產國，供應數量佔全球市場

的六成以上，發展初期是為了解決二次大戰後的勞動力短缺、工資高漲

與缺工問題，當地供應鏈配套完整也是發展機器人產業的重要競爭優

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並非全球最早的產業機器人發展國，第一台產

業機器人係於 1967 年由美國引進，隨著該國製造業的發展而創造產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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