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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摘要  3-I 

模具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場  廠商  

 2012 年我國模具產值 537 億元，衰退

5.6%，不過仍較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來的高

些。 

 2012 年我國模具出口市場則相對同期成

長 3.6%，達 197 億元新台幣；進口值達

56 億元新台幣，比去年同期成長 19.1%。

 富偉精機布局兩岸，登陸擴廠跨入模具自

動化倉儲設備及「模具管理系統」的研

發，積極朝向整廠設備邁進。 

 一心沖壓發展液體增壓成形技術，改變了

原來的沖壓成形作業，且複雜形狀的工件

均可成形，最重要可降低業界成形模具的

製作費用。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為因應 3C/光電等產業所需之精微模具開

發，針對高精密模具 /元件之成形品質要

求，並提昇精微元件自主開發能力，成為

次世代我國模具產業發展之關鍵。 

 由於零件形狀朝向複雜化及一體形高精

度化等要求是未來必然之趨勢，電磁成形

模具創新製程技術開發，能有效降低生產

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中日韓 TFA 協定將影響台灣模具出口，

政府應積極重視此問題。 

 歐債危機不斷加深，全球經濟復甦不確定

性明顯增加，模具產業與經濟發展息息相

關，模具業也難以避免受到衝擊。 

 光電 /能源產業持續成長，為未來我國模

具成長性最可期待的產業。 

 台灣產品廠逐漸轉型以研究開發為主，模

具廠需加強創新研發能力，並大幅提昇模

具開發速度來因應。 

競
爭
分
析 

優勢  劣勢  

 我國模具持續朝向高值化發展。 

 終端產業生產能力強帶動模具需求。 

 模具技術及加工水準精良，國內模具品質

與成本考量下極具競爭能力。 

 國內業者彈性高，有利於接單。 

 欠缺精密模具技術人才，輔助性的模具設

計及研發能力不足。 

 模具廠多屬小型企業，資金易受限制。 

 勞動、土地成本高漲，不利整體產業的營

運發展。 

機會  威脅  

 兩岸第二階段 ECFA 簽署，有利大陸市場

佈局。 

 積極參與 TPP，爭取免關稅優惠。 

 光學、能源產業等精微模具需求大。 

 創新服務模式需求強，模具業可導入。

 中日韓 FTA 生效在即，面臨關稅成本壓

力大增。 

 歐債危機未解，全球經濟仍不穩定。 

 大陸、東南亞模具技術與台灣差距縮小。

 各國自由貿易協定積極協商，勢必壓縮我

國模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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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技術面－發展利基產品模具技術，協助廠商開發創新產品；開發精密模具與成形技

術，滿足 3C/光電產業發展需求。 

 人才面－加速設計人才培育與供給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市場面－推動亞洲模具開發與服務中心以支援台商全球佈局。 

 供應鏈面－以協同開發平台，強化體系作戰能力。 

 土地面－以體系及聚落的聯盟策略創新產品附加價值；透過營運模式的改變以帶動

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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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Mold Industry 
 

Present Status 

Market  Manufacturers  
☉In 2012, Taiwan’s die output value was 

NTD 53.7 billion. It declined by 5.6%, 
but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e level before 
the financial tsunami.  

☉ In 2012, Taiwan’s die export market 
grew by 3.6%,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of previous years, to NTD 19.7 
billion. The import value reached NTD
5.6 billion, having grown by 19.1%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 Forwell Precision Machinery has 
strategically planned its pres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expanded its
factories in China, crossed over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e automatic 
warehousing equipment and die 
management system, and is aggressively
developing turnkey equipment.  

⊙ WETORI ACTION Machinery has
developed hydro-forming technology, 
which changed the original press forming 
operation, and can handle work-pieces with 
complicated shapes. Most importantly, it 
can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of forming 
dies. 

 

Prospect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Industrial Prospect  
 The new material press-hydro
composite-forming technology offers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globally owing to the demands for metal 
casing and requirements of new 
environmental directives.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dies required by the
3C/photoelectric industries, improving 
the forming quality of high precision 
dies/components and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bility of micro
components has become the k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xt 
generation die industry.  
 As the demand for complicated
component shapes and one-piece
high-precision forming is an inevitable 
future tre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electromagnetic forming dies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added values.  

 The FTA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Korea will influence Taiwan’s 
export of d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serious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s still
deepening, causing the uncertainty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to increase; since
the die industry is closely link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act is 
unavoidable.  
 The photoelectric/energy industries
continue to grow; these are the most 
prospective industries for die growth in 
Taiwan. 
 The product factories in Taiwan are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 becom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iented. The die factories 
must reinforce their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ilitie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die development speed to cope 
with such transition. 

v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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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s die industry continues to
develop towards high value added 
production.  
 The 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erminal industries stimulates the dies 
demand.  
 The excellent die technology and the 
processing level give domestic dies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quality and cost.  
 Domestic dies manufacturers have 
high flexibility, which is favorable to 
receiving orders.  

 There is a lack of precision die 
technology talents; auxiliary dies design 
and R&D abilities are also insufficient.  
 Many die factories belong to small 
enterprises, and the funds are easily
restricted.  
 The rising labor and land costs are
unfavorable factors for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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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結構  

一、產品定義與特性  

模具為產業大量製造產品的必備工具，舉凡金屬、塑膠、橡膠、玻璃或礦物

等材料經過高溫、高壓或高衝擊製程而形成一定形狀之成品，皆須靠模具方能竟

其功，因此模具工業向來有「工業之母」的美稱。一般模具產業的定義，若從英

文的 Molds(或 Mould)及 Dies 兩個字來看，Molds 係指被成形材料經熔融狀態而成

形，例如塑膠模或壓鑄模；Dies 則指將被成形材料直接沖壓、鍛打或擠壓而成形，

例如沖壓模、鍛造模、擠型模等。在日本稱模具為金型(Kanagata 或 Gata)，在歐

洲地區及美國多以 Special Tooling 作為模具統稱，Special Tooling 一般還包括手工

刀具以及模具標準部件。  

若依據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品分類，將金屬模具使用目的分為沖壓模具

(Stamping Die)、塑膠成形模具 (Plastic Forming Mould)、壓鑄模具 (Die Casting 

Mould)、鍛造模具(Forging Die)及其他模具(Other Moulds)等五個項目。再根據經

濟部 2010 年工業統計調查報告顯示，模具相關廠商數高達 3,324 餘家，占製造業

總廠商數的 4.3%，是製造業類別裡廠商家數最多的一個行業；在就業人口方面共

計約 37,522 人，位居製造業排名之第六位，為我國金屬製品業中最大規模的行業，

可見模具產業的重要性。然而模具總產值雖然不高，但是每付模具可創造其售價

10∼50 倍之產品產值，估算台灣地區模具所衍生之產品產值超過 1.8 兆元。  

二、產業特質與關聯性  

台灣金屬模具在 2012 年為全球第八大生產國與第八大出口國，由於品質高，

價格合理，因此台灣模具出口比例逐漸增加，2012 年已達到 198 億，高居近五年

新高，出口比例也提升至 42.3%。1998 年產值曾突破 600 億元新台幣，200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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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兩岸產業競合分析 

第一節  兩岸產業回顧  

一、國內產業回顧  

從 2001 年到 2007 年產值與出口值都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尤其在 2004 年產

值更高達了 556 億新台幣，原因在於出口持續熱絡，內需回溫，國際原料價格穩

定，因此經濟市場一片榮景。從 2008 年開始到 2009 年這段期間適逢歐洲債務危

機，以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導致以外銷歐美為主的模具產業也遭受衝擊，出口

下滑，也由於國際市場景氣普遍抱持悲觀的態度，因而導致消費力道下滑，內需

驟減。2010 年為了解救全球金融危機，各個國家紛紛祭出財務政策，無論是美國

QE2 實施與國內消費卷發放等，均以擴大內需市場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多方面經

濟政策的與資金的灌入後，2010 年到 2011 年台灣模具產業總算恢復昔日水準。

2012 年之後，由於歐債危機尚未解除，日本 331 地震重創日本經濟，美國經濟也

因為復甦腳步減緩，因此在模具產業的表現也不盡理想。以下針對 2012 年整體模

具產業做一詳述分析。  

【圖 3-2-1】所示，2012 年整年度來說，我國模具業產值為 537 億元新台幣，

相較同期下滑了 5.6%，出口市場則相對同期成長 4.2%，達 198 億元新台幣；另一

方面，若由內需市場來說，國內 2012 年模具表面需求達 395 億元新台幣，比起去

年成長了 10.9%，進口值達 56 億元新台幣，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19.1%，表示我

國依賴進口的程度有大幅提升的現象。依整體表現來說，我國模具產值衰退，進

口與出口皆有成長的趨勢，甚至在出口值方面，更是創下過去 5 年的新高，由此

可知台灣模具的品質已經逐漸被世界認可。另一方面，我國模具出口最大宗為中

國大陸，配合著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的需求以及 ECFA 效應，讓我國模具出口有

亮眼的表現。但是相對來說，內需市場卻逐年下滑，並無起色，因此模具產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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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趨勢前瞻 

第一節  產品開發與動向解析  

一、產品生命週期  

我國模具產品最主要應用產業為電子資訊產業及運輸工具產業，兩者合計約

佔我國模具總產值的 8 成左右，因此其發展性與模具產業之成長有極為密切的關

係。其中電子資訊產業又可說是我國這幾年來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不過隨著產

業時間的發展，過去成長性較高的 LCD 導光板、IC 封裝模具、微連接器等產品，

已逐漸步入成熟階段。另外，在運輸工具產業上，諸如車體鈑金件、塑膠件(保險

桿、儀表板、機車外罩)、車燈元件等市場，受中國大陸近年汽車產業的蓬勃發展

影響，部分業者已將重心移往大陸，國內業務僅剩接單、設計或從事高精密加工

製程，產業已逐漸步入成熟階段。但另一方面，熱沖壓技術正蓬勃發展，此技術

能使得汽車結構件同時擁有高強度與輕量化，在國外已行之有年，甚至中國大陸

目前也有將近 30 條熱沖壓產線，所使用的模具需求量也大增，但由於技術能力不

足，目前均為國外引進；我國近年也逐步開發熱沖壓技術，其模具開發技術目前

國內已有廠商有此能力，未來的熱沖壓模具市場也將逐步展現需求。  

值得注意的事，光電產業對於模具的需求及依賴度日益增加，如綠色能源新

興產業的興起，用於太陽能集光鏡片的成形模具、薄膜捲式製程用的滾輪模具等；

在醫療照護新興產業方面，因應生活品質的提升，多焦點多曲率的光學鏡片的研

發、簡易便宜自我檢測用消耗性試片及安全針筒等的皆為未來模具業的發展重

心，屬於導入時期之產業。  

模具產品生命週期可分為導入、成長、成熟與衰退四期。由於各國模具技術

層次及市場規模不同，同一種模具在不同國家，可能位於生命週期的不同位置，

例如技術層次較高的模具如光電、能源用模具，在日本為成長期的模具，但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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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剖析 

一、推動汽車大型鈑金件成形模具開發服務中心  

1.全球汽車大型鈑金件 

全球汽車鈑金件市場仍以美國為最大(依進口額)，2012 年美國汽車鈑金件產

值為 5,200 億新台幣(約 170 億美金)，相較去年同期成長 15.8%，進口值約 1,701

億台幣 (約 57 億美金 )，由以上數據可知美國汽車產業已逐漸恢復水準，下【圖

3-4-1】為 2012 年美國汽車鈑金件進口國分析，主要進口國為墨西哥 30.5%、加拿

大 29%、中國大陸 8.5%等，台灣佔比 4.8%，約 82 億新台幣，排名在韓國、日本

之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的汽車產業近年也非常活絡，根據研究報告，

預計 2013 年汽車乘用車產量將達到 1,900 萬台，是最大的產出國也是最大需求

國，其汽車大型鈑金件與鈑金模具需求也會大幅提升。  

Mexico 30.5%
521

Canada 29.0%
495

China 8.5%
145

Germany 7.1%
121

Japan7.0%
120

Kores  6.7%
114

Taiwan  4.8%
82

Others 6%
103

單位:億台幣

 

圖 3-4-1  2012 年美國汽車鈑金件進口國分析  
資料來源：ITC/金屬中心 MII-ITIS 整理  

2.我國汽車大型鈑金件產業現況 

台灣的鈑金模具廠主要仍以中小企業為主，依照實際訪廠與相關研究資料分

析，2012 年產業人數約 1,667 人，產值約為 50∼60 億台幣，人均產值達到 300 萬

台幣，所生產的汽車板金零件產值則高達近 600 億新台幣，主要提供給國內車廠

OEM 或國際車廠 AM 為主，在外銷的部分，約 200 億新台幣，其中有 90%為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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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回顧 2011∼2012 年，全球金融海嘯仍尚未恢復之前水準，連帶遭受日本海嘯

襲擊、美國生產成本墊高，導致模具產業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韓國甚至

是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產業供應鍊有重大變動，企業投資策略也朝向分散風險

與降低成本來規劃，再加上各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啟動，對於未來的模具產業將

有重大極深遠的影響，不僅進出口有影響，包括各國的投資布局也隨著 FTA 逐水

草而居，因此 2013 年∼2014 年將會是模具產業備受考驗的一年，因此政府協助

模具產業拓展國際市場將成為此階段最重要的議題。同時也發現模具市場已逐漸

轉往新興國家移動，像是印度、墨西哥、菲律賓、泰國與俄羅斯等國家，因此我

國模具外銷各國比例應該也必須做調整，積極切入新興市場，掌握訂單，分散歐

美國國家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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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二、模具廠商網址  

國內模具廠商  

1.公準公司，http://www.gongin.com.tw/index.aspx 

2.單井公司，http://www.singlewell.com.tw/ 

3.台翰公司，http://www.thpt.com.tw/ 

4.建暐公司，http://www.chienwei.com.tw 

日本模具廠商  

1.SYVEC(株)，www.syvec.co.jp/ 

2.荻原(株)，http://www.ogihara.co.jp/ 

3.富士テクニカ(株)，http://www.fujitechnica.co.jp/japanese/ja_top.html 

4.積水工機製作所(株)，http://www.sekisuikouki.co.jp/ 

5.三晶技研(株)，http://www.sanshogiken.co.jp/ 

6.鈴木製作所(株)，http://szk-ss.co.jp/index.html 

7.樹研工業(株)，http://www.jukentech.com/ 

8.池上金型工業(株)，http://www.ikegami-mold.co.jp/ 

中國大陸模具廠商  

1.河源龍記金屬製品，http://www.lkm.com.hk/index.htm 

2.一汽模具製造，http://www.yqmjgs.com/ 

3.銅陵三佳科技，www.chinatrinity.com/ 

4.廣東巨輪，www.greatoo.com/ 

5.四川成飛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c-ci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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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3-137 

三、其他相關網址  

 1.日本金型工業會西部支部，http://www2.odn.ne.jp/diemold/  

 2.日本金型工業會中部支部，http://www.cosmonet.co.jp/~eagle/index.html 

 3.日本金型工業會東部支部，http://www.east.jdmia.or.jp/ 

 4.韓國模具工業協會，http://www.koreamold.com/english/index.htm  

 5.中國模具信息網，http://www.moldinfo.net/  

 6.中國模具工業協會，http://www.cdmia.com.cn/ 

 7.中國模具網，http://www.mould.net.cn/ 

 8.National Tooling & Machining Association，http://www.ntma.org/home.asp 

 9.ITIS 產業技術資訊服務網，http://www.itis.org.tw/ 

10.情報贏家，時報資訊資料庫，http://www.infotimes.com.tw/ 

11.經濟部商業司，http://www.doc.gov.tw/ 

12.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http://www.apipa.org.tw/ 

13.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訊網，http://datas.ncl.edu.tw/ 

14.蕃薯藤理財網站，http://fn.yam.com/ 

15.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http://www.tra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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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電子檔及各章節下載點數，請參考智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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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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