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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全球經濟景氣漸趨明朗，製造業廠商投資意願逐步提升，2013 年下半

年復甦力道開始加溫，預期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可優於去年。但是主要競

爭國家來勢洶洶，除了謹慎因應外，更應探究且關注整體經濟情勢後續發

展。展望未來，仍有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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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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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觀測全球暨台灣機械產業的動向、產品演變、以及未來的趨勢與挑戰。

內容詳實記錄 2012~2016 年機械產業技術與市場的發展，除涵蓋我國與全

球機械產業的趨勢外，有關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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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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的發展，正走向以技術創新、知識創新，以及服務體驗為主

的經濟結構，此種經濟結構的轉變，衝擊著台灣的產業型態。 

機械工業是一個國家基礎性和戰略性的產業，和其他產業的關聯性相

當高；特別是機械工業中製造技術水準的高低會對其他行業的發展產生顯

著影響，機械工業是我國經濟的主力產業，除了可造就龐大的就業機會外，

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亦相當大。 

機械工業所包含之範圍相當廣泛，通常有廣義及狹義之分，廣義的機

械工業包括一般機械、電氣機械、運輸工具、精密器械和金屬製品等五大

類。 

1. 一般機械 

例如工具機、紡織機械、木工機械、塑膠機械等，同時亦包括一般家

用或辦公用之非電氣機械，如縫紉機及打字機等。 

2. 電氣機械 

主要係指用於電力生產及輸配電用之設備，例如發電機、馬達、變壓

器及電路開關等。 

3. 運輸工具 

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船舶、飛機、火車等及其附件。 

4. 精密器械 

包括鐘錶、照相機、光學儀器、醫療設備等。 

5. 金屬製品 

包括金屬手工具、螺絲製品、五金零件及非鐵金屬製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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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之機械工業產品範圍採狹義的機械工業為研究核心，也就是以

一般機械為主體，而定義上係指各產業直接用於生產之機械設備及輔助設

備，範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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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機械工業應用包羅萬象，在廣度與深度無法兼得的情況下，本年

鑑特集中在四項主要機械產業，分別為工具機、高科技生產設備、智慧型

機器人、關鍵零組件，下表為此四項次產業所包含的範圍。 

 

主要機械產業類別與範圍 

產品類別 產品細項 

工具機 

NC 車床、其他車床、鑽床、銑床、鋸床、磨床、綜合切削中心機、

其他 NC 工具機、其他切削工具機、非傳統加工設備、壓床、液壓壓

床、其他金屬成型機 

高科技生產設備 電子暨半導體生產設備及零件平面顯示器生產設備及零件 

智慧型機器人 工業型機器人、服務型機器人 

機械關鍵零組件 滾珠導螺桿、諧波式減速機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黃仲宏 
 

版權所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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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va_family
ITIS  LOGO



 

 

0-5 

２
０
１
４
機
械
產
業
年
鑑
撰
稿
單
位
暨
撰
稿
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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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孟傑 資深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江柏風 資深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江素雲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江直融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機械所 李建毅 研究員 

工研院南分院 洪基彬 主任 

工研院機械所 陳俊皓 工程師 

友嘉實業 陳孟伸 襄理 

工研院 IEK 彭茂榮 經理 

上銀科技 黃逸群 副經理 

工研院 IEK 葉錦清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葉立綸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劉美君 資深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熊治民 經理 

工研院 IEK  謝騄璘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戴熒美 產業分析師 

精機中心 蘇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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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3 2014(e) 2015(f) 2016(f) 

全球 3.2 3.0 3.6 3.9 4.0 

先進經濟體 1.4 1.3 2.2 2.3 2.4 

美國 2.8 1.9 2.8 3.0 3.0 

日本 1.4 1.5 1.4 1.0 0.7 

加拿大 4.6 4.6 4.8 5.1 5.2 

歐元地區 -0.7 -0.5 1.2 1.5 1.5 

德國 0.9 0.5 1.7 1.6 1.4 

法國 0.01 0.3 1.0 1.5 1.7 

義大利 -2.4 -1.9 0.6 1.1 1.3 

英國 0.3 1.8 2.9 2.5 2.4 

其他先進經濟體 1.9 2.3 3.0 3.2 3.3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5.1 4.7 4.9 5.3 5.4 

俄羅斯 3.4 1.3 1.3 2.3 2.5 

亞洲發展中國家 6.7 6.5 6.7 6.8 6.7 

東協五國 6.2 5.2 4.9 5.4 5.6 

中國大陸 7.7 7.7 7.5 7.3 7.0 

韓國 2.0 2.8 3.7 3.8 3.8 

印度 4.7 4.4 5.4 6.4 6.5 

中東和北非 4.1 2.2 3.2 4.5 4.7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3.1 2.7 2.5 3.0 3.3 

資料來源：IMF(2014/04)；工研院 IEK(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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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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3 2014(e) 2015(f) 2016(f) 

歐盟 6,720 6,498 6,516 6,539 6,566 

日本 502 597 599 602 605 

韓國 464 493 495 498 502 

中國大陸 1,819 1,707 1,720 1,736 1,753 

美國 3,076 3,043 3,054 3,071 3,092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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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3 2014(e) 2015(f) 2016(f) 

歐盟 8,702 8,738 9,219 9,654 10,067 

日本 1,245 1,296 1,281 1,328 1,366 

韓國 592 622 666 711 760 

中國大陸 3,759 3,832 4,186 4,566 4,958 

美國 2,152 2,131 2,223 2,330 2,446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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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e) 2015(f)

2014(e)/

2013(%)
發展趨勢 

總體機械 1,087,200 1,128,900 1,175,200  3.8 

 2013 年全球機械市場總銷售

金額約為 1 兆 872 億美元，較

2012 年增加 3.2%。 

 估計 2014 年將增加 3.8%的需

求，市場銷售值約在 1 兆 1,289

億美元左右。 

工具機 68,652 73,458 76,521  7.0 

 2012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總銷

售金額為 755 億美元，2013 年

衰退 9.0%，只有 687 億美元。 

 預估 2014 年，整體市場銷售金

額將達到 735 億美元，成長率

7.0%。 

高科技 

設備 
44,026 50,831 55,378 15.5 

 2013 年全球高科技設備市場

銷售金額為 440 億美元，與

2012 年相較減少 1.6%。 

 預估 2014 年，整體市場銷售金

額將達到 508 億美元，成長率

15.5%。 

工業 

機器人 
8,490 9,508 10,000 12.0 

 2013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售

金額為 84.9 億美元，較 2012

年成長 1.7%。 

 預估 2014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

銷售金額將成長 12.0%，達到

為 95.1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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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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歐盟機械進口市場約為 4,724 億歐元，相較於 2012 年衰退

3.3%。 

其中進口成長的次產業為農林機械(6.9%)、事務機械(4.3%)、金屬加工

機械(3.6%)、原動機械(3.0%)、起重搬運機械(2.9%)、小型機械與精密組件

(1.0%)。進口減少的次產業為產業機械(-3.2%)、通用機械(-1.65%)、建築機

械(-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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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盟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庫；工研院 IEK(2014/04) 

圖 2-2-1 2003~2013 年歐盟地區機械產品進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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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機械產業總覽 

2013 年台灣全年的機械產業產值相對於 2012 年，呈現微幅衰退的現

象，主要是由於歐美與中國大陸市場復甦的情勢尚未明朗，不過在半導體

產業擴大設備投資之下，高科技生產設備產業在 2013 年相較於 2012 年呈

現 4.4%的成長；2013 年整體的機械設備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8,977 億元，與

2012 年相比則衰退 3.6%。 

 

表 2-3-1 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13Q1 13Q2 13Q3 13Q4 2012 2013 

金屬加工工具機 29,797 36,187 36,428 35,334 151,612 137,746 

高科技生產設備 22,923 28,868 28,165 28,567 103,970 108,523 

產業機械 37,478 42,005 42,469 47,886 171,759 169,838 

搬運與自動化機械 10,559 9,610 10,711 10,625 40,924 41,505 

機械傳動元件 11,140 10,188 11,059 11,301 41,371 43,688 

流體機械 16,844 19,237 19,185 19,564 73,472 74,830 

建築工程機械 213 281 355 328 731 1,177 

農業機械 1,290 1,853 1,666 1,652 6,601 6,461 

其他機械 60,229 64,537 64,178 68,393 286,910 257,337 

機械設備合計 190,473 212,766 214,216 223,650 877,350 841,105 

金屬模具 12,400 13,700 15,200 15,300 53,700 56,600 

機械合計 202,873 226,466 229,416 238,950 931,050 897,705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 

 

2013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相較 2012 年衰退之原因綜整如下： 

(1) 歐美日等國在中國大陸市場採取「高階機種平價化」與「高價機種入門

款」的產品與銷售策略。 

(2) 對於韓美與歐韓 FTA 衝擊，導致台灣相較於韓國出口至歐美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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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興產品技術總覽 

一、機器人整合工具機之介面技術 

自從百萬機器人大軍的名詞出現後，機器人的接受度和使用量日益增

加，兩岸的相關自動化產業很明顯地增加機器人的研發及資源，為因應工

資上漲、產業結構的轉型、缺工的問題，因此加速自動化的布局。瀋陽、

哈爾濱、上海、昆山、唐山、重慶等地方政府紛紛出台相應政策打造機器

人產業，成立機器人高新園區，並制定產值目標。國際自動化暨機器人工

業大展上也可觀察到鴻海、上銀、台達電、華寶、微星、研華、凌華、盟

立等台灣廠商投入這個領域，而關注鴻海機器人發展進度的議題更是持續

發酵至今。 

機器人被視為新的工業革命，它是集機械、電子、控制、電腦、感測器、

人工智慧等多種科學技術於一身的裝備。預估 2016 年時，全球智慧型機器

人的市場規模將增至 202 億美元，其中以亞太市場為最大，主要來自於開發

中國家製造業的需求。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已經形成少數廠家占據三分之二

市場的局面；現今歐日工業機器人在兩岸有六成以上的市占率，2012 年中

國大陸前十大工業機器人的銷售量，歐、日的廠商就占了七家，面對這樣的

市場現況，台灣企業在短期內很難突破，因此聯合有完整產業供應鏈的工具

機業，針對擅長的機種、設備，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系統整合服務技術，將有

可能創造台灣工具機廠、機器人廠雙贏的效果。因此工業機器人的發展朝向

客製化或是結合工具機等機械設備，讓兩造產業產生加值的效果。 

台灣工具機有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上下游產業垂直整合良好，具有國

際競爭力，結合機器人後的工具機，將有助於台灣工具機產業從提供單機

到提供生產系統，進而提升設備的附加價值，建立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的

角色，也就是說生產設備上增設機器人、自動化上下料/工件夾持搬運設

備，讓工業機器人由目前的輔助角色，逐漸成為未來先進製造系統的主要

工作者，而這其中，設備整合機器人的核心技術—控制系統及溝通的介面

非常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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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半導體產業 

一、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 

表 3-1-1 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產品別) 

單位：百萬美元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e) 2015 年(f) 2016 年(f) 

Sensor 8,009 8,036 8,324 8,682 8,993 

Discrete 19,138 18,201 19,256 19,935 20,608 

Opto 26,175 27,571 29,498 31,064 32,414 

Total IC 238,240 251,776 259,558 267,605 274,518 

Analog 39,303 40,117 41,773 43,693 45,361 

Memory 56,996 67,043 67,669 70,164 72,581 

Micro 60,238 58,688 59,557 59,608 59,892 

Logic 81,703 85,928 90,559 94,140 96,684 

Total Semi 291,562 305,584 316,636 327,286 336,533 

資料來源：WSTS；工研院 IEK(2014/05) 

 

說明： 

 半導體產品主要包含積體電路 (IC)、分離式元件 (Discrete)、感測元件

(Sensor)及光電元件(Optoelectronics)等四大類。 

 20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為 3,056 億美元，較 2012 年的 2,916 億美元成長

4.8%。其中以 IC 產品的市場規模最大，達 2,518 億美元，占全球半導體

市場 82.4%。IC 產品裡面又以 Logic 產品市場規模最大，占 IC 產品比重

34.1%。 

 2013 年以 IC 產品成長率最高，達 5.7%。IC 產品裡面又以記憶體產品成

長率最高，達 17.6%，主要是受到供不應求 DRAM 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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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構裝產業 

一、全球 IC 封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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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工研院 IEK(2014/05) 

圖 3-2-1 2012~2016 年全球 IC 封測產業產值 

 

說明： 

 在智慧型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出貨帶動下，2013 年全球 IC 封測產值為 250

億美元，較 2012 年成長 3.9%。 

 展望 2014 年，在晶圓代工先進製程產能持續開出下，加上全球智慧手機

及平板電腦大廠陸續推出新機種。預估 2014 年全球 IC 封測業產值達 267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6.8%。 

 預期 2015 年全球 IC 封測業產值達 283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長 6.1%。 

 預期 2016 年全球 IC 封測業產值達 295 億美元，較 2015 年成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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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刷電路板產業 

一、台灣 PCB 產業結構 

台灣印刷電路板(PCB)產業布局完整，不論是下游電子應用產品；中游

的印刷電路板；以及上游銅箔基板(CCL)，甚至再上一層玻纖紗(布)及電解

銅箔都有國內廠商提供，但是高階的化學品材料，和 9µm 以下的薄型電解

銅箔以及玻纖紗的細紗則需仰賴自日本進口。印刷電路板包含有：單面板、

雙面板、多層板、HDI、軟板、IC 載板、軟硬板、導熱基板等產品，國內

都有其專業的生產廠商可以供應(圖 3-3-1)。敬鵬、瀚宇博德、健鼎…等供

應單面板、雙面板、多層板；欣興、華通、燿華…等供應 HDI；嘉聯益、

台郡…等供應軟板；景碩、欣興、南亞…等供應 IC 載板；燿華、華通…等

供應軟硬板。 

 

上游
材料

銅箔
基板

下游

長春、松
下電工…

系統
組裝

南亞、聯茂、
台光電、台
燿、合正…

銅箔 玻纖布 BT樹脂

紙質銅
箔基板

軟性銅
箔基板

EMS

電腦及週邊 行動電話 數位電視 數位相機 其他消費性電子

南亞、長
春、金居… 台玻、南亞…

鴻海、廣達、仁寶、偉創、光寶、
佳世達、神達…

玻纖銅
箔基板

硬板 軟板IC載板

台虹、亞洲電材…

欣興電子、
瀚宇博、
健鼎、燿
華、華通…

嘉聯益、台郡…
欣興電子、南
亞電、景碩…印刷電

路板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4) 

圖 3-3-1 台灣印刷電路板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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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面顯示器產業 

一、台灣大型 TFT LCD 產業 

(一)產業概述 

台灣 TFT LCD 產業的供應鏈依據製程做區隔，從上到下游，可分為上

游材料暨關鍵零組件、面板生產(Array+Cell)、模組段組裝，以及終端系統

產品。由於面板前段製程為面板廠技術與資本密集的部分，因此高度集中

於台灣本地，而後段模組組裝的部分，則因人工成本考量，外移至成本較

低的地區如歐洲的東歐、中國大陸等地。 

 

產業集中度：前三家大廠掌握
近70％以上之產值。

海外投資：前段製程多集中於

國內，而後段模組加工則多在

中國大陸進行組裝。

從業人員數：約54,482人

研發佔營業額比重：
約3％

原物料：關鍵零組件能自

主，但上游原材料，如光

學膜片…等則掌握在日系

業者手中。

廠商家數：約4家

客戶：客戶可分為 IT類
以及TV類，IT類主要客

戶為我國系統組裝廠，

而TV類面板除我國代工

廠之外，全球知名品牌

廠亦為客戶群。

平均毛利率：約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 

圖 3-4-1 我國大型 TFT LCD 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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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綠能產業 

一、全球太陽光電產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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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 

105,127 

0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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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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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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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PIA；工研院 IEK 整理(2014/05) 

圖 3-5-1 2012~2016 年全球太陽光電市場規模 

 

說明： 

 2013 年全球市場安裝量達 37.4GW，成長 20.0%，全年市場規模約 953

億美元，下降了 4.3%。係因市場移轉至平均單價較低的亞太國家和新興

國家所致，此趨勢預估 2014 年依然維持，2015 年之後才會再轉為正相

關。 

 2013 年安裝量雖上升，但市場價下降，原因為(1)需求移轉至平均單價較

低之新興國家和亞太地區，且日本以平均單價較低的大系統為主；(2)與

去年同期第一季相較，模組價格減少 20%；(3)成本精簡轉往系統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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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汽車產業 

一、全球市場成長預測 

年 

產業別 
2013 2014(e) 2015(f)

2014/ 

2013(%)
發展趨勢 

汽

車

產

業 

整車產業 

銷量 

(百萬輛) 

85.4 88.9 92.9 4.0 

中國大陸購車需求浮現，美國市

場換購需求穩定，東盟國家成長

減速但仍發揮支撐作用，整體市

場穩定緩慢成長。 

零組件產業 

(十億美元) 
1,119.4 1,214.5 1,337.2 8.5 

全球汽車朝新興國家需求成

長，新興市場如中國大陸、印

度、俄羅斯、巴西與東盟等國

家，汽車銷售量與保有量快速增

加，帶動汽車零組件需求擴大。 

資料來源：automotive news；OICA；FOURIN；工研院 IEK(2014/05) 

 

說明： 

 2014 年全球汽車產業動能預計將由新興市場成長趨勢及美國車市回溫

帶動，東盟國家則發揮穩定支撐作用。亞洲方面，中國大陸隨中西部城

市及 4、5 線城市釋放需求，預估將蟬聯銷量第一國家。日本購買力逐漸

恢復，但消費稅提高預期將影響車市熱度。韓國方面，美國進口車關稅

及消費稅降低為車市帶來利多。印尼隨最低工資提升及多款 LCGC 車型

量產，有利車市成長動力。印度部分，因盧比貶值及油價上漲不利銷量

增長，但仍具備市場影響力。歐美部分，德國藉由公司用車需求支撐，

2014 年第一季銷量呈現小幅成長，市場可適度樂觀；美國市場在房地產

回溫帶動下，消費者展現購買意願，車商對 2014 年市場表示樂觀。預計

2014 年世界整體銷量將呈現緩慢成長趨勢，市場較 2013 年成長 4.0%。 

 2013 年全球汽車產業與市場逐漸復甦，其他地區或國家如北美、日本、

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都呈現成長狀態，預期 2014 年全球汽車朝新興國家需

求成長，新興市場如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巴西與東盟等國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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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3C 產業 

一、全球及我國市場成長預測 

(一)全球 

單位：百萬台/片 

出貨量 

產業別 
2013 2014(e) 2015(f)

2014(e)

/2013 
發展趨勢 

桌上型電腦 

(Desktop 

PC；DT) 

135.8 127.8 123.9 -5.9% 

 2013 年新系統換機潮未有

效發酵，全年出貨量僅 135.8

百萬台，衰退 7.3%。 

 2014 年雖持續受平板電腦

排擠出貨，但有 All-In-One 

PC 支撐，衰退幅度有減緩 

趨勢，全球出貨量 127.8 百

萬台，衰退 5.9%。 

筆記型電腦 

(Notebook 

PC；NB) 

160.3 148.9 139.1 -7.1% 

 2013 年觸控 NB 滲透率未達

市場預期，全年出貨量為

160.3 百萬台，衰退 16.5%。 

 2014年因Microsoft停止支援

Windows XP，預期帶動企業

換機，使筆記型電腦衰退幅

度減緩，全年出貨 148.9 百

萬台，衰退 7.1%。 

主機板 

(Mother 

Board；MB) 

143.2 145.9 134.6 1.9% 

 2013 年在市場去庫存的趨

勢下，廠商保守出貨，全年

出貨 143.2 百萬片，衰退

2.8%。 

 2014 年預期商用市場換機

需求發酵，全年出貨量 145.9

百萬片，成長 1.9%。 

資料來源：Gartner；MIC；工研院 IEK(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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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機械零組件 

數控系統是現代製造設備實現自動化、智能化、彈性化、網路化與整

合化的關鍵核心技術，也是數控工具機的關鍵核心零組件，中國大陸數控

系統市場如同台灣一樣，長期被日本 FANUC 公司與德國 SIEMENS 公司所

壟斷，而中國大陸政府一直將數控系統視為國家戰略地位和國家科技水準

的重要指標，在 2006 年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並將高階數控系統列為

重大開發關鍵技術。本文主要介紹中國大陸主要數控系統，如北京航天數

控、廣州數控、北京凱恩帝數控、大連光洋數控、上海開通數控、武漢華

中數控、北京凱奇數控、大連大森數控、南京華興數控與瀋陽高精數控等

共 10 家數控廠商之主要數控產品，以提供國內開發數控系統之參考資訊。 

 

一、中國大陸數控系統現況 

中國大陸在十五期間，數控工具機行業有著顯著快速發展，但還是屬

於低階的經濟型數控工具機為主，其數控系統在中高端市場受進口數控系

統所壟斷。在十一五國產數控系統發展規劃之目標是開發大型、高速高精

數控裝備與數控系統，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政府支持大連光洋、北京航

太數控、瀋陽高精數控、華中數控與廣州數控共五家企業的發展。以政府

力量集合研發單位與民間企業進行高階數控系統關鍵共通性技術、高階數

控裝置和驅動系統的研發，朝向中國設計製造自主化。期望縮小與國外高

階數控系統產品和技術至 5 年內，改變高階數控系統依賴進口，提升其國

產高階數控系統的市場占有率達 10%。十二五規劃目標為建立完整數控系

統自主創新體系，提供全國產自主設計、開發與完整配套生產能力，使其

國產高階數控系統整體技術達到國際水準，將國產高階數控系統的市場占

有率提升至 50%。 

中國大陸數控系統發展已有 20 年，主要為中低階數控產品，其數控系

統可區分為 3 個類型：(1)經濟型數控系統，數控系統核心採用單晶片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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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積層製造技術分析與未來
發展動向 

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名稱從快速原型(Rapid Prototyping, 

RP)轉變成快速製造(Rapid Manufacturing, RM)或 3D 列印(3D Printing, 3DP)，

2009 年底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ASTM)

正式將技術命名與分類，透過 F42 委員會訂定與建立相關標準。積層製造

特色具備客製化、節能、迅速、彈性及高價效比等優點。近年來隨著材料

多元發展，以及產品強度與精度的提升，用途由原本展示用的原型品，進

階為功能零件，促使應用領域與產值急速擴增。 

積層製造在全球競爭中具特殊戰略地位，先進國家無不極力投入發

展，用以改善現行製造環境與強化國際競爭優勢，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力推，

是產生風潮的關鍵。依據 Wohlers Report 2013 研究報告，積層製造 2012 年

全球產值(產品+服務)達 22.04 億美元，較 2011 年之 17.14 億美元，年複合

成長率約 28.6%，在全球不景氣市場中逆勢成長，預估 2019 年全球產值達

到 65 億美元，約為 2012 年的 3 倍產值，迅速邁向高成長，產業前景可期，

台灣產業不能忽視。 

 

一、AM 定義與歷史演進 

近代工業變革從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紡織業的機械化，以蒸氣動力技術

讓人們從手工製造轉向機器製造，帶動第一波工業革命；二十世紀初期，

福特汽車創辦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運用可移動的流水生產線，開始大

量製造，帶動第二波工業革命；2011 年以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美

國《華爾街日報》與 CNN 等國際媒體相繼報導，點出全球正邁入第三波

工業革命，如圖 4-2-1 所示，將以數位化製造及新型材料應用，改變整體

製造產業鏈，而積層製造即為改變的關鍵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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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 

人工智慧和語音辨識等先進科技的進展，將會助長讓外型像人、擁有

一流智慧能力的機器人幫助人類在不久的將來創造出更有效率的工作及生

活。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包括高齡少子、世代價值觀差異)，工廠愈來愈難

招募到勞工從事單純重複工序的製造工作。因此如何把機器人/智慧化(人工

智慧、語音、手勢判別)導入生產工作中，以完成一些原本需要靠人力才能

達成的工作，是近來中外企業熱門的議題；機器人應用在汽車生產製造上

已行之多年，在電子業(零件組裝，零件上下料)也有愈來愈普及的趨勢。除

了製造之外，人類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將由機器人一手包辦，舉例來

說，我們不是已經有清潔打掃機器人嗎？未來一定會有更多類似這樣可以

執行服務工作的機器人問世。清潔打掃機器人是服務型機器人這個領域較

早開始也是較為普及的應用，未來它一定會結合居家照護、安全監測，甚

至有陪伴娛樂的功用，功能只會變得更複雜。 

新世代機器人最大的特點是多了智慧、可以被快速的教導和學習，它

仿佛有了常識，可以執行人類想要的動作。美國資訊巨擘 Google 公司，透

過技術資源打造無人自動車、特殊神經網路系統，同時配合本身的搜尋技

術與語音辨識技術，進而打造更迅速理解使用者需求的應用，未來將實現

在其大力催生的仿生機器人中；它能夠模仿人工動作，進行自動校準與檢

測產品品質等類神經網路軟體技術，可預期的是將用在替代枯燥的電子零

件組裝工序。未來，生產線上的普通工人使用機器人來負責某個製造環節，

只要展示給機器人看如何操作，展示給機器人看該何時拿起、何處放下、

何時在哪個動作前抓取物件，機器人就能將每個步驟組合起來，快速地學

會自己執行整個任務。 

現今某些美國及日本的研究單位實驗室已經能運用語音來對機器人下

指令，進而使它聽從動作指作，雖然尚未成熟普及，但我們必須正視優異

的語音識別軟體對我們未來日成生活所造成的影響；語音識別的改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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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滾珠導螺桿於高速、高負荷
應用下之發展趨勢 

一、滾珠導螺桿市場概述及國內外發展狀況 

滾珠導螺桿(Ball screw)是由螺桿、螺帽、鋼珠以及迴流機構所組成，它

係以滾動摩擦將迴轉運動轉為直線運動，由於具有較高的機械效率、低污

染、無阻滯滑移現象、極小游隙、壽命長、高精度(研磨級)，使得滾珠導螺

桿成為現代 CNC 化精密機械，在定位精度與傳動上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性

零組件。  

生物界最小的構成單位為細胞，細胞以 µm 為單位。精密研磨級的滾

珠導螺桿精度也以 µm 為單位，可見這種產品的精密度，世界上原只有德、

英、日、美等工業先進大國能夠量產；台灣自民國 71 年何豐精密公司在台

中潭子建廠，專業化生產研磨級滾珠導螺桿，始開啟了台灣機械零組件中

精度要求最高零件的自產時代。不過，最初幾年在遭受日本滾珠導螺桿的

傾銷打擊，何豐公司經營得極為艱辛，歷經數度改組，於民國 77 年改組為

元銀精密工業公司後經營情況始獲得穩定。  

元銀精密工業公司及上銀科技公司在民國 84 年合併，成為上銀科技公

司。在不斷的擴建及全球行銷努力下，不僅使得台灣生產滾珠導螺桿在國內

市場占有極高之比率，且在全球生產廠家中，上銀科技公司亦已躍居前茅。  

目前台灣尚另有數家投資設立之滾珠導螺桿製造廠，部份可供應精密

級，而部份僅可供應自動化設備與傳統機械所需之一般級。台灣之滾珠導

螺桿工業在這十餘年從無到有，並進一步成為世界上之主要供貨基地，可

稱是台灣機械零組件工業最顯著的成就之一。估算 2012 年生產值約為新台

幣 70 億元，2012 年出口額 1 億 1,104 萬美元，2012 年進口值僅 1,550 萬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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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動化 

自動化的趨勢是朝向智慧製造，但此趨勢並非單純的走向少人化之

路，訴求的重點應在於產業的高值化，降低人工成本未必可以帶來產業高

附加價值。在產業高值化的過程中，人的地位、角色、甚至份量其實是愈

顯重要，智慧製造有效降低單純重複工作的勞動人力，但取而代之的是更

多高階技術生人力的需求。本章將說明兩個新興的自動化技術，分別應用

在印刷電路板及金屬手工具產業。一是利用轉印、壓印的觀念，以壓印技

術為主的加法製程於印刷電路板中僅需綠漆油墨處進行印刷，省去曝光和

顯影的製程，再運用熱烘烤的方式進行硬化聚合的動作，經此來呈現防焊

漆的特性，達到自動化提升的目的。  

另一則為應用工業機器人實現扳手工具的拋光來說明自動化製程的新

興技術。機器人為自動化核心的生產製造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隨著技術

的進步，工業機器人從過去只能做簡單、重複性高的工作，轉變成高精密

度且具備智慧化系統的機器。 

 

一、日新月異的印刷技術 

防焊綠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區分電路板的組裝區與非組裝區，如圖

4-5-1 示意的防焊綠漆段製程，站與站之間的運送需要大量的人力作業，主

要是因為綠漆未乾，板子不能疊在一起，且板件進料的方式多樣，例如預

烤後需將板件直插在治具裡然後送至曝光機，而顯影後的板件可能又要以

斜插放的方式送至後烤，加上板件尺寸多樣且硬度不足，因此需要大量人

工輔助，廠商亟力思考自動化提升的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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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產業 

第一節 全球工具機產業 

2013 年全球工具機重大事件為美國取代中國大陸成為日本最大出口

國，放眼全球，中國大陸和台灣工具機產值呈現下降幅度頗劇，美國在製

造業全面擴張之下，工具機仍然呈現下降趨勢，只有日本和德國則在第三

季出現復甦跡象。整體上 2013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形勢仍不夠明朗化，尤其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總需求量下滑、產業加快轉型調整是目前中國大陸產

業發展的現況與趨勢。 

 

一、各主要國家工具機發展狀況 

(一) 德國工具機開始復甦，全年來自國外的成型工具機的大訂

單拉動工具機行業發展 

根據 Gardner Research, 2013 年德國為全球第一大工具機生產國，金額

達 146.8 億美元，德國工具機廠專長為完整的產品系列、德國廠商生產全

系列的精密製造設備以及客戶導向的產品設計，廠商多為中小型企業。 

德國工具機的應用八成以上集中在五大產業，為運輸工具業(如汽車、

航太等)，其次依序為電機電子業、家電業、機械加工業以及精密機械業，

在國內需求方面，2013 年德國工具機自給率約近 60%，尚有部分中低價位

機種自製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多半需仰賴國外進口，德國生產多屬於高單

價機種，進口依存度維持在 40.6%左右。 

受限於技術密集性的考量，德國工具機多半直接向使用廠商推銷並配

合雙方互動的諮詢服務，展現產品的特色與優點，教育訓練的重要性亦不

容忽視，舉凡性能、操作方式，逐漸擴大至應用軟體、周邊配備，甚至有

廠商設訓練工廠，提供潛在客戶實機操作的環境。目前，銷售通路視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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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生產設備產業 

第一節 全球高科技生產設備產業 

表 5-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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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營收值 75 億美元，市

占率約 20%。 

 產品線包括半導體生

產設備、平面顯示器生

產設備、太陽能電池生

產設備、自動化軟體

等。 

 應用材料公司(AMAT)與

日本東京威力科創(TEL)

公司在 2013 年 10 月宣

布進行合併。兩家公司

合併後的市值將達到

290 億美元(約 2.8 兆日

圓)。合併後的新公司將

另立新名，並在荷蘭註

冊。新公司將在加州

Santa Clara 及東京設置

雙總部，並同時在美國

那斯達克與東京證券交

易所雙掛牌上市。雙方

合併後，AMAT 的股東

將擁有新公司 68%股

份， TEL 股東則擁有

32%股份。AMAT 與 TEL

兩者在半導體設備產品

線上的重疊性低，兩者

合併後能透過產品互補

來擴大新公司在全球市

場的競爭力與銷售額。

合併後的新公司將在

Clean Track、Deposition、

RTP、Ion Implanter 設備

市占率上具有絕對領先

地位。  

 透過與 TEL 合併，藉

由產品線互補與擴大

新公司市占率來增加

競爭力。 

 針對太陽能電池與

TFT 製造推出新製程

技術與設備。 

東京威力 

科創(TEL) 

 全球第三大高科技設

備製造廠商，2013 年

營收值 57 億美元，市

占約 15.8%。 

 產品線包括半導體生

產設備、平面顯示器生

產設備、太陽能電池生

產設備等。 

 透過與 AMAT 合併，

藉由產品線互補與擴

大新公司市占率來增

加競爭力。 

 加快 OLED 面板生產

設備研發速度，預期

可在 2015 年進行量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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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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ISO 8373 的定義：工業機器人為自動控制、可再程式化的多功能

自動操作裝置，必須是三軸或三軸以上，固定在某個特定位置或自行移動；

美國機器人協會(Robot Institute of America)則定義為可再程式化、多功能的

自動操縱裝置(manipulator)，經由設計各種程式化動作，來從事搬運材料、

零件、工具或特定儀器，以執行各種工作，上述二定義的的關鍵字皆為可

再程式化(reprogrammable)與多功能(multifunctional)。 

不同於前者，ISIC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1998)依據

工業機器人的應用產業，將其細分為農林業，漁牧業，礦業，製造業，電

力、瓦斯、水力供給業，建築業，教育與研發業，其他非製造業，與其他

應用領域等九大應用產業。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則依據機器

人的作業性質，將工業機器人區分為搬運 (Handling Operations / Machine 

Tending)、加工(Processing)、焊接(Welding / Soldering)、放置(Dispensing)、組裝

(Assembly / Disassembly)、潔淨室(Cleanroom)與其他應用等七大類。 

根據 IF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全

球工業機器人裝置量為 159,346 台，較 2011 年衰退 4%，主要原因為電機/

電子產業的需求減少，但汽車、化工、橡塑膠、食品等產業的需求則有增

加，主要需求國為日本、中國大陸、美國、南韓、德國等，推估 2013 年全

球裝置量將可達到 162,000 台。 

展望未來，全球化競爭將帶動現代化工廠需求，能源效率與新材料創

新需求，產品生命週期縮短與產品變異性增加，可能衍生的彈性自動化需

求，工業機器人技術的持續改善，產出品質提升而必須採用更複雜的機器

人系統，以及作業員與機器人的偕同作業，工業機器人可以協助危險、乏

味、骯髒等 3K 作業，上述原因將會帶動應用市場需求，預估 2014~2016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將可續增至 163,800 台、177,900 台、以及 19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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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機械關鍵零組件產業 

第一節 全球機械關鍵零組件產業 

滾珠導螺桿的主要國外大廠包括日本的 THK、NSK、 IKO、NB、

TSUBAKI、UNION、不二越，德國的 STAR、INA、NEFF，美國的 THOMSON

以及瑞士的 SCHNEEBERGER 等，2013 年滾珠導螺桿的全球市占率，日本

THK 排名全球第一位，占有率約達 50~60%，日本 NSK 排名全球第二位，

我國上銀公司排名全球第三位，市場占有率約占 5~10%，根據廠商表示，

未來一年上銀公司滾珠導螺桿的全球市占率有機會超越 NSK，達全球滾珠

導螺桿市占率的亞軍地位。 

在推估全球滾珠導螺桿的產值方面，根據訪問廠商的結果，目前主要

的生產地區為日本、歐盟與台灣，美國與中國大陸甚少生產，乃以日本、

歐盟與台灣三大地區占全球產值 80%作為推估之依據，遂得 2013 年全球

滾珠導螺桿總值約 15.7 億美元，較 2012 年的 17.5 億美元衰退了 10.3%，

如圖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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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4/05) 

圖 5-4-1 全球滾珠導螺桿產值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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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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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具機產業歷史脈絡 

2013 年，台灣工具機產業是全球第七大生產國和第四大出口國。產業

的發展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復原期。1940 年日本人在軍工廠裡雇用台灣

的機械師，修理日本進口的運輸設備和鋼鐵製品等。日軍撤退台灣之後，

這些技師開始設立小規模金屬製造工廠，形成了台灣光復後支撐產業重建

的重要基礎。談及台灣工具機產業的歷程，可分成五個階段： 

1. 創立期(1940 年代晚期~1960 年代)：此時期主要的特徵為政府實施第一

期經建計劃推動民生工業，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帶動國內紡織機械、農

用機械、木工機械、縫紉機、腳踏車及電子等產業對工具機的日漸需求；

另外，1959 年發生越戰，東南亞國家都亟需進口大量工具機發展各項工

業，在這樣的國內外市場需求成長背景之下，台灣加工廠開始以豐富的

機械製造經驗，模仿日本機型，製造簡單功能的工具機並在市場上銷售，

此時期因價格低廉、交期快、品質尚能符合當時東南亞國家的需求，其

中越南即是首要市場。 

2. NC 工具機發展期(1970 年代)：1795 年越戰結束後，美國汽車產業和航

空產業欲更換機器設備，導致美國對工具機需求的遽增(Amsde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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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生產設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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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引進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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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甚至是台灣第一個產值破兆元的產業，為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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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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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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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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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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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台灣的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而言，廠商家數約在 70 家左右，分

布在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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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半導體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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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機器人 

單軸機器人 直角座標機器人 SCARA機器人

平行結構機器人 多關節機器人 雙臂機器人
 

資料來源：各機器人公司網站；工研院 IEK(2014/05) 

圖 6-3-1 工業機器人的主要類型 

 

工業機器人主要應用於危險、骯髒、辛苦與單調的工作環境，廣義的

工業機器人包括單軸機器人、直角座標機器人、SCARA 機器人、平行結構

機器人與多關節機器人等，詳見圖 6-3-1，其關鍵模組可概分為：1、機構

模組；2、控制器模組；3、驅動模組；4、感測模組。簡言之，工業機器人

關鍵零部件包括了機器人本體、減速機、伺服系統和控制系統四個部分，

估計分別占生產成本的 22%、24%、36%和 18%左右。 

六軸多關節工業機器人因必須應用到 HD(Harmonic Drive)減速機，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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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機械關鍵零組件產業 

目前工業機器人領域中所使用的減速機主要分為諧波減速機和擺線針

輪減速機兩大類，諧波減速機目前由 Harmonic Drive System 公司所主導，

主要用於六軸多關節機器人中的第 4，5，6 軸，或是中低荷重的機器人，

未來的發展趨勢為嚙合原理的研究、新齒形的研究、柔輪疲勞強度研究。

嚙合原理研究是針對柔輪運轉時齒形彈性變形對嚙合時所產生的影響，新

齒形的研究是針對共軛理論進行研究，目前日本所使用的齒形為切線式雙

圓弧齒形；柔輪疲勞強度為提高其承載應力，以因應於高荷重的工業用機

械手臂。 

擺線針輪減速機(RV 減速機)的市場目前由 Nabtesco 公司所主導，應用

在高荷重及精度要求高的機器人，由於 RV 減速機的製造精度要求高導致

成本高，限制了它的應用與推廣。在 RV 減速機設計中，針齒的數量越多

減速比越大，但針齒越多會產生振動問題，因此目前 Nabtesco 都將針齒數

量由 80 齒減少為 40 齒以避免振動，並且提高第一級減速機構的減速比可

防止共振現象發生，Nabtesco 特別在工業機器人領域上開發了體積較小，

重量較輕的 RV-N 減速機，但在工具機的使用仍以傳統的 RV-E 型較受市場

認同。Harmonic Drive System 公司和 Nabtesco 公司互相持股(Harmonic Drive 

system 公司持股 Nabtesco 公司 2.5%，Nabtesco 公司持股 Harmonic Drive 

system 公司 19.3%)，且未來這兩家的產品發展定位是否會愈來愈模糊？亦

即 Nabtesco 公司發展新世代的諧波式減速機？這是值得注意的趨勢。 

由於垂直型六軸機械手臂的結構型態，齒輪背隙的誤差會累積，所以

行星式減速機組合而成的六軸機器人要達成 0.1mm以下的定位精度有極高

的難度，行星式減速機的製造是台灣公司的強項，且不論是製造或是從事

貿易代理均有多家公司。新一代的多軸工業機器人，位置精度要求逐漸朝

0.1mm 以下邁進(瑞士 Staubli 公司的機械手臂定位精度已普遍在 0.03mm)。

因此 Harmonic drive 型態的減速機在六軸機械手臂中屬於關鍵零組件，台灣

目前正在誕生此類型減速機的製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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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械產業展望 

一、2014 年市場展望 

在經歷 2012 年的波折動盪之後，原本預期全球經濟在 2013 年首季將

逐漸恢復穩定，不過，美國財政懸崖問題自第 1 季起就為全球景氣投下震

撼彈，加上日本安倍首相上台後推出的「安倍經濟學」造成全球貨幣市場

波動，而中國大陸在政府相關補貼政策結束的影響下，2013 年上半年全球

經濟並未如預期的出現明顯復甦。進入第 3 季之後，在美國經濟持續緩慢

復甦，同時歐元區的經濟數據出現好轉跡象，但就在此時，美國聯準會(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暗示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可能退場的

消息，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出現波動，資金回流美國的結果，亞洲新興市場

國家貨幣出現明顯貶值走勢，除了增加其國內物價上漲壓力之外，也連帶

影響其第 3 季經濟成長表現，讓全球經濟成長增添新的變數。 

而近年困擾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問題，在歐盟及美國開始採取樽

節，或不再擴大開支等措施後，2013 年財政問題並未再形惡化，根據台灣

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主要經濟體債務占 GDP 比率由 2012 年的 107.9%

微降至 2013 年的 107.7%，是 2007 年以來首度債務比率出現下降，而新興

經濟體則自 2010 年起，由於財政刺激政策逐步退場，使得債務比率持續下

滑，2013 年為 34.7%，較 2012 年 35.5%減少 0.8 個百分點，政府財政情況

逐步改善。 

面對景氣下滑以及財政政策受到債務上限的限制，主要國家央行仍維

持貨幣寬鬆政策以刺激經濟，2013 年物價維持平穩，也讓主要國家利率政

策並無太大改變，不過在 2013 年 5 月美國量化寬鬆退場傳聞發酵後，全球

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由於資金自東協及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大舉撤出，加

上這些國家通貨膨脹率仍高，部分央行乃採取調高利率方式來挽留資金，

在美國聯準會並未如外界預期減少量化寬鬆規模，以及傾向維持現有作法

的新任主席上任後，金融市場波動情況已有所緩和，也讓主要及新興經濟

體之間的利差不再擴大。展望 2014 年的國際經濟情勢，就近期主要國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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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機械產業展望 

一、2014 年市場預測 

隨著全球景氣復甦格局持續，加上新台幣趨貶，削弱日圓貶值之衝擊

下，企業進行資本支出意願增加。工具機廠商來自中國大陸及歐洲兩大市

場的接單普遍回升，台灣工具機廠商 2014 年營運將可增溫。受惠於全球航

太產業的升溫將會有一波，在這個趨勢下將有相當的利基。此外，全球車

市的興衰、中國大陸低價競爭和進口替代政策，都將直接對台灣工具機整

體產值造成影響。 

在高科技生產設備方面，因為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的持續持長，

會帶動半導體市場需求。預估 2014 年國內半導體生產設備產值則可望較

2013 年增加 8%。平面顯示器部分，受到大尺寸電視滲透率愈來愈高，以

及商務 NB、液晶螢幕換機潮等正面因素影響，預期 2014 年台灣高科技生

產設備產值將達到新台幣 1,172 億元，較 2013 年增加 8%。 

2014 年會有多家台廠推出自有品牌的工業機器人，在現有的歐日品牌

的市占下，如何突圍是台廠重要的布局，除了著眼於中國大陸市場外，和

日本廠商做出差異化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此外，一旦歐日工業機器

人在台灣落實租用的手段後，對國內有心於機器人發展的廠商將是相當嚴

酷的考驗，必須因應這一天的到來。除了租貸之外，未來歐日大廠將工業

機器人零組件拆開單獨販售也是可以預期的，例如安川(Yaskawa)的機器人

控制系統可獨自分開販售，亦即台廠可單獨購買安川的控制器用在自家的

機器人產品上。另外在自動化的浪潮下，台灣電子廠商非常需要整線自動

化的規劃＆生產線的示範案例，可供觀摩參考，在產品少樣多量的今日，

要建置一條可長可久且高效率的示範生產線，實屬不易；未來電子廠累積

了一定的能量和經驗後，自身開發出相對應的自動化設備(產線)來銷售，也

會是趨勢。 

2014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將較 2013 年成長 2.4%，預估全年產值可達

9,19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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