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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7 年全球製造業景氣由谷底開始回升；受惠於中國大陸政策影響在

機械設備業的投資腳步開始加大，歐盟也漸漸迎來春燕，美國製造業回流

影響也漸漸發酵，日本和臺灣則是受惠於產業升級的力道，機械產業有明

顯的增幅，唯有新興市場的需求成長較不樂觀。展望 2018 年，干擾全球經

濟成長的諸多因素雖然趨於穩定但依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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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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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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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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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於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之機械產業市場需求

及臺灣廠商之市場布局亦予說明分析。 

本年鑑由工研院產經中心同仁負責規劃與編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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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蘇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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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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針對未來有發展潛力機械產業技術、

產品、市場發展趨勢提出分析與預測。 

2018 年機械產業年鑑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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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的經濟發展實際狀況有所瞭解，再提

供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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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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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兩個獨立章節分別介

紹三種新興技術、產品及智慧製造的發展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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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年鑑中同時

對於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之機械產業市場需求及臺灣廠商

之市場布局亦予說明分析。而在年鑑的附錄中，依舊摘錄各重要次產業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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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球重要機械領域會展資訊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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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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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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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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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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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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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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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琬雯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莊瀅芯 產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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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孟竺 產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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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16 2017 2018(e) 2019(f) 2020(f) 

全球 3.2 3.8 3.9 3.9 3.8 

先進經濟體 1.7 2.3 2.5 2.2 1.7 

美國 1.5 2.3 2.9 2.7 1.9 

日本 0.9 1.7 1.2 0.9 0.3 

加拿大 1.4 3.0 2.1 2.0 1.8 

歐元地區 1.8 2.3 2.4 2.0 1.7 

德國 1.9 2.5 2.5 2.0 1.5 

法國 1.2 1.8 2.1 2.0 1.8 

義大利 0.9 1.5 1.5 1.1 0.9 

英國 1.9 1.8 1.6 1.5 1.5 

其他先進經濟體 2.3 2.7 2.7 2.6 2.5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4.4 4.8 4.9 5.1 5.1 

俄羅斯 -0.2 1.5 1.7 1.5 1.5 

亞洲發展中國家 6.5 6.5 6.5 6.6 6.5 

東協五國* 5.0 5.3 5.3 5.4 5.4 

中國大陸 6.7 6.9 6.6 6.4 6.3 

韓國 2.8 3.1 3.0 2.9 2.8 

印度 7.1 6.7 7.4 7.8 7.9 

中東和北非 4.9 2.2 3.2 3.6 3.5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0.6 1.3 2.0 2.8 2.8 

註：*東協五國包含馬來西亞、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資料來源：IMF(2018/04)；工研院 IEK(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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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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7 2018(e) 2019(f) 2020(f) 

德國 1,369 1,489 1,727 1,805 1,916 

日本 583 653 731 750 785 

韓國 418 605 480 495 505 

中國大陸 1,383 1,701 1,956 1,986 2,020 

美國 3,025 3,418 3,760 3,850 3,935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二、全球主要競爭國家機械產品出口值統計 

單位：億美元 

 2016 2017 2018(e) 2019(f) 2020(f) 

德國 2,226 2,492 2,866 3,060 3,180 

日本 1,131 1,385 1,496 1,580 1,620 

韓國 532 693 728 680 720 

中國大陸 3,290 3,833 4,293 4,540 4,380 

美國 1,893 2,017 2,098 2,125 2,450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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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機械產業總覽 

2017 年臺灣全年機械產業產值為新臺幣 9,750 億元，較 2016 年成長

7.1%。主因是 2016 年底開始歐洲主要工業經濟體景氣復甦，加上中國大

陸產業升級擴大自動化及新設備需求，使臺灣在高科技設備和金屬加工工

具機這兩大次產業產值成長明顯。2017 年臺灣機械次產業除了產業機械、

其他機械和金屬模具較 2016 年衰退之外，其餘如高科技設備、金屬加工工

具機、機械傳動元件、流體機械的產值分別較 2016 年增加 29.6%、14.3%、

32.5%與 10.0%。 

 

表 2-2-1 臺灣機械產業產值統計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17Q1 17Q2 17Q3 17Q4 2016 2017 

金屬加工工具機 29,328 33,997 37,487 37,635 121,128 138,447 

高科技設備 37,208 40,831 42,155 47,855 129,706 168,049 

產業機械 38,403 44,413 46,400 46,085 187,262 175,301 

輸送與搬運機械 12,150 12,299 12,023 12,047 46,152 48,519 

機械傳動元件 13,215 14,927 17,229 17,841 47,699 63,212 

流體機械 17,330 18,908 21,061 19,617 69,896 76,916 

建築工程機械 172 354 264 379 982 1,169 

農業機械 1,586 1,565 1,956 1,714 6,769 6,821 

其他機械 54,709 60,044 64,034 65,564 246,262 244,351 

機械設備合計 204,101 227,338 242,609 248,737 855,856 922,785 

金屬模具 12,100 12,900 14,000 13,200 54,610 52,200 

機械合計 216,201 240,238 256,609 261,937 910,466 974,985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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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5+2 產業創新 

第一節 臺灣智慧機械應用技術、產品、服務

發展現況 

依據經濟部提出的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政策內容，智慧機械應用技

術、產品、服務解決方案包含以下四類(圖 3-1-1)： 

智慧零組件 

在滿足機台設備與產線、製程需求等該零組件/模組所需的功能基礎

上，透過嵌入式或外加式感測器模組應用，結合資通訊、機電系統應用技

術(例如物聯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人工智慧)，使關鍵零組件具有自我

運作狀態感知、有線或無線網路通訊與資料傳輸、運作狀態與效能分析等

資料處理與運算、運作參數最佳化與自動調整等能力。 

單機智慧化 

透過使用智慧化零組件/模組，或是在機台內、外部加裝位置、力、加

速度、振動、噪音、溫度…等各類型感測器，結合資通訊、機電系統應用

技術(例如物聯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人工智慧)，使機台具備重要運作

資料即時(Real Time)擷取、紀錄與傳輸能力；再配合相應的致動器、控制裝

置，使機台具備運作狀態與效能監控及最佳化、健康狀態分析與故障預測、

自我學習…等各種獨特的智慧化功能。 

整線智慧化 

 整合硬體(例如感測器、自動化周邊與工業機器人、網路系統)與軟體(例

如監控與資料擷取系統 SCADA、製造執行系統 MES)，使產線能依據產品

規格、原物料庫存、設備稼動情形，達成自動排程、自動調整產能、彈

性生產。 

 整合硬體(例如感測器、自動化周邊與工業機器人、自動化檢測設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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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興產品技術趨勢 

第一節 2017 EMO 展中工具機展現的智慧製造 

一、歐洲工具機展(EMO)概況 

歐洲工具機展(以下簡稱 EMO)是全球工具機產業兩年一度的盛會，由

歐洲工具機業合作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Cooperation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CECIMO)主辦，於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在全球最大展場：

德國漢諾威市舉行。根據展會會後統計，超過 2,200 家廠商參展，六天累

計參觀人次突破 13 萬人次，其中有一半來自海外，期間創造的訂單價值高

達 80 億歐元。 

縱觀整個展場，參展主力機種還是以車床、銑床、和綜合加工中心為

主，而臺灣在這些品項上皆為第二大參展國，參展廠商數量僅次於地主德

國；在應用領域方面，除了汽車產業之外，醫療、航太和能源也是本次展

覽的重點。在傳統的金屬加工技術，精度和可靠度已經面臨到硬體設備方

面的極限下，工具機產業開始發展以其他的軟體控制來補償或修正，並且

在機台設計方面則是往結構集約或是多功能減少上下料來提升單位體積的

生產效率發展，自動化的進展也更加多元化，而本次展會最引人注意的是

隨處可見的 industry 4.0 標語，和物聯網相關應用。 

 

二、工具機運用物聯網提升工具機在客戶端的價值 

(一) DMG MORI 建立策略聯盟 ADAMOS 

本次展會 DMG MORI 展出該公司針對不同應用領域的機型和新產品，

對於參觀者和買主來說，比較能夠一目了然瞭解各種機型和其相對應的加

工能力，除了一般金屬加工泛用型機台外，主要分為積層製造、汽車、航

太、模具和醫療，另外還有自動化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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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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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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dner Research(2018/06)；工研院 IEK 整理(2018/06) 

圖 4-1-1 2016~2020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產值與成長率 

 

2017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達 875.2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7.3%，為 2012

年開始連續五年衰退後呈現成長的現象。雖然 2017 年全球經濟發展仍籠罩

在低成長率、低利率與低物價，債務水準及失業率卻頻創新高的「新平庸

的經濟型態」，但在中國大陸調整產業結構以及政府投資基礎建設，與大陸

汽車廠商和智慧型手機廠商積極進行投資硬體設備，創造出工具機消費金

額的成長。 

並且美國在製造工廠、金屬加工、汽車與食品加工製造業以及能源開

採對於工具機需求的回升，同時歐元地區在製造業緩步復甦所產生的微弱

需求，再者日本透過政府的技改資金政策帶動汽車製造與核心精密零組件

產業的國內需求，以及受惠中國大陸的智慧型手機廠商的金屬機殼加工與

北美的汽車零組件製造業的外部需求，奠定 2017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需求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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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第一節 全球智慧機器人產業 

一、工業機器人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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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4) 

圖 4-3-1 2016~2020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分析 

 

(一) 2017 年工業機器人產業-強強聯手、百家爭鳴 

2017 年全球多關節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突破 30 萬台。在新技術新產

品層出不窮的態勢下，2017 年全球的發展可以用「強強聯手、百家爭鳴」

來形容。 

從應用領域的分佈來觀察，搬運、焊接與上下料是工業機器人主要被

應用的工序，占多關節工業機器人總裝置量的 67%；汽車與汽車零組件、

電子電機產業、機械金屬加工產業是前三大應用領域。 

從工業機器人的銷量觀察，工業機器人被應用在汽車整車、汽車零組

件的數量為整體的三分之一；電子電機和化工、橡膠和塑膠等領域，以及

機械金屬製品的生產應用領域，約各占比三分之一。紡織、鞋業、傢俱製

造、食品加工製造業等輕工業的機器人裝置量迅速增加，也讓全球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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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業自動化方案 

第一節 全球工業自動化方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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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製造業的轉型，人口勞動力的改變，各個國家分別提出相關政策

提升自動化工業水準，德國在《德國 2020 高技術戰略》所提出十大項目之

一為工業 4.0，而在工業 4.0 裡提出了九大關鍵技術，包含了模擬

(Simulation)、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網路

安全 (Cyber Security)、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積層製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大數據(Big Data)、自主性機器

人(Autonomous Robot)；美國的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提出在美國發明與

製造及在地工業化，成立 15 個相關研究院，讓美國的相關研發成果可以在

美國進行製造，推動製造業回流，三大主軸為：促進創新、確保人才供給、

改善商業環境。中國也在 2015 年發布戰略性政策《中國製造 2025》將重

整中國製造業，將在十年內往製造大國、製造強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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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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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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協力網絡專業分工之下，展現靈活、快速之

供應鏈體系，創造交易成本低及交貨期短的產業特色。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最新為 104 年資料)，臺灣工具機產業 

2015 年廠商家數為 1,801 家。全年營業收入為新臺幣 1,683.6 億元，營業

支出為新臺幣 1,580.9 億元，利潤率為 5.5%。工具機產業對於就業的貢獻

上，從業員工數為 40,405 人。工具機產業進行研究發展家數為 151 家，投

入研究發展金額為新臺幣 25.5 億元，購買技術金額為新臺幣 1.0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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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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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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臺灣的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廠商家數約在 140 家左右，分佈

在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行業從業人數約莫 7,700 人左右。研發金額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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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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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封裝設備也是臺灣廠商較集中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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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第一節 產業概述 

臺灣智慧型機器人產值 2017 年達新臺幣 652 億元，2013 至 2017 年複

合成長率達 4.3%。汽車與汽車零組件、電子電機產業、機械金屬加工產業

是機器人前三大應用領域。紡織、鞋業、傢俱製造、食品加工等製造業導

入機器人裝置量逐年增加，讓機器人產值穩定增長。工業物聯網(IIoT)的應

用發展趨勢，為工業機器人製造商會將業務觸角延伸至提供智能化服務，

透過系統整合為客戶提供更完整的自動化整合解決方案。服務型機器人的

應用逐漸進入商業化階段，具深度學習功能的人工智慧系統仍在被建構

中，產值有待爆發。 

大台中地區為臺灣工業機器人產業重要聚落，主要涵括中部科學園

區、水湳經貿園區、及精密機械科技園區；在全部佔地約 800 公頃的園區

中，除了有單軸機器人、多關節機器人、直角座標機器人產品外，亦有工

具機廠、光學、精密傳動元件廠林立，是臺灣 AI 與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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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元件與零組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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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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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以確保穩定的供應數量與價格，或依據國際行情

起伏、業務需求、銷售策略而機動採購，可以有效降低購買成本且避免缺

貨風險，目前原物料供應情況保持穩定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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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殊特

異常狀況則可穩定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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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物聯網風潮的帶動下，控制元件成

為其中一基本架構，而臺灣廠商在性價比也有國際競爭力，並透過與國際

大廠合作增加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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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應少量多樣趨勢而具備客製化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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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服務據點，藉此降低供貨成本且提升供應時效性，就

近服務滿足當地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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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