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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4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雖然與 2013 年持平，但是美國、歐洲等主要

經濟體表現回穩，以及亞洲新興國家仍維持較高的 GDP 成長率，帶動機械

設備與零組件市場需求成長，台灣機械產業總產值也出現較明顯的成長。

預期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可優於去年，但受到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持續下

滑、美國經濟成長仍存在變數、以及歐元區經濟情勢仍未明朗等諸多因素

影響，全球及台灣機械產業在今年與未來的發展變化仍需持續觀察。展望

未來，雖有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但希望藉由 2015 年機械產業年鑑，能讓

讀者洞悉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軌跡與變化，並掌握產業發展的脈動與趨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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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7 年機械產業技術與市場的發展。除涵蓋全球與台

灣機械產業的現況及趨勢外，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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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鑑中也有詳實的分析與建議。 

本年鑑由工研院產經中心同仁負責規劃與編撰，也邀集相關領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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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鑑雖經詳細的撰寫

與校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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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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產業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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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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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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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針對未來重要的機械產業技術、產品、

市場發展趨勢提出分析與預測。 

在 2015 年機械產業年鑑內容上，延續過去幾年的編撰方式，第 I 篇先

以全球總體經濟指標讓讀者能對 2013、2014 年的經濟發展實際狀況有所瞭

解，再提供 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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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分別介紹全球與台灣機械產業總攬。總攬中有機械總

體產業及各次產業在 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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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篇及第 V 篇是歷年機械產業年鑑的重點，

分別就全球及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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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與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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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年鑑的附錄中，依舊摘錄各重要

次產業在 2014 年發生的重要事件，以及台灣主要廠商名錄、機械產業相關

公協會資訊以及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全球重要機械領域會展資訊供

讀者參考。 

在 2015 年機械產業年鑑中，為了讓讀者對於新興技術發展現況與未來

趨勢能有更深入的認識，特別在第 III 篇新興產品技術趨勢中，以兩個獨立

章節分別介紹 5 種新興技術、產品的發展現況，以及 5 種興新技術、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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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藍圖。在第 III 篇第一章中，介紹德國工具機技術與產品、先進核心

加工技術、3D 列印(積層製造)技術、智慧工廠、雲端製造技術等五種新興

技術在各國的發展現況與未來發展動向。在第二章中，則介紹國際標竿產

品技術趨勢藍圖，包括智能化工具機、控制器、光微影技術、3D 機器視覺

技術、工業機器人諧波式減速機。希望透過這些與機械產業相關的重要技

術與產品發展趨勢分析，能讓讀者掌握未來的產業發展動向與市場商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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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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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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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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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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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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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思綺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戴熒美 產業分析師 

第三篇 第二章 第一節 

服務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丁純乾 工程師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李坤穎 副工程師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李建毅 研究員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廖彥欣 副工程師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羅世杰 副工程師 

第三篇 第二章 第二節 

服務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工具機中心 陳進輝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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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13 2014 2015(e) 2016(f) 2017(f) 

全球 3.4 3.4 3.5 3.8 3.8 

先進經濟體 1.4 1.8 2.4 2.4 2.2 

美國 2.2 2.4 3.1 3.1 2.7 

日本 1.6 -0.1 1.0 1.2 0.4 

加拿大 2.0 2.5 2.2 2.0 2.0 

歐元地區 -0.5 0.9 1.5 1.7 1.6 

德國 0.2 1.6 1.6 1.7 1.5 

法國 0.3 0.4 1.2 1.5 1.7 

義大利 -1.7 -0.4 0.5 1.1 1.1 

英國 1.7 2.6 2.7 2.3 2.2 

其他先進經濟體 2.2 2.8 2.8 3.1 3.2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5.0 4.6 4.3 4.7 5.0 

俄羅斯 1.3 0.6 -3.8 -1.1 1.0 

亞洲發展中國家 7.0 6.8 6.6 6.4 6.3 

東協五國 5.2 4.6 5.2 5.3 5.4 

中國大陸 7.8 7.4 6.8 6.3 6.0 

韓國 3.0 3.3 3.3 3.5 3.7 

印度 6.9 7.2 7.5 7.5 7.6 

中東和北非 2.3 2.4 2.7 3.7 4.4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2.9 1.3 0.9 2.0 2.7 

資料來源：IMF(2015/04)；工研院 IEK(2015/05) 

版權所有© 2015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pennyyy400
矩形

pennyyy400
itis試閱



 

 

1-9 

第
Ⅰ
篇 

第
二
章 

產
業
關
聯
重
要
指
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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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 2015(e) 2016(f) 2017(f) 

歐盟 6,584 6,185 5,390 5498 5,580 

日本 597 687 728 760 767 

韓國 493 488 500 505 510 

中國大陸 1,707 1,795 1,866 1,912 1,969 

美國 3,043 3,240 3,353 3,437 3,520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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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 2015(e) 2016(f) 2017(f) 

歐盟 8,523 8437 8,522 8,607 8,693 

日本 1,296 1,403 1,505 1,550 1,588 

韓國 622 631 644 666 687 

中國大陸 3,832 4,009 4,190 4,420 4,685 

美國 2,131 2,196 2,250 2,318 2,388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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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5(e) 2016(f)

2015(e)/

2014(%)
發展趨勢 

總體機械 1,252,206 1,329,317 1,392,149 6.2 

 2014 年全球總體機械產值為

12,522 億美元，較 2013 年增

加 5.6%。 

 預估計 2015 年產值為 13,293

億美元，較 2013 年增加 6.2%。 

工具機 81,313 82,370 83,606 1.3 

 2014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的成

長率為-3.1%，生產值約在 813

億美元左右。 

 預估 2015 年全球工具機的產

值規模為 824 億美元，較 2013

年微幅成長 1.3%。 

高科技 

設備 
47,752 51,867 46,592 8.6 

 2014 年全球高科技設備產值

為 478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

長 12.7%。 

 預估 2015 年產值為 519 億美

元，較 2014 年成長 8.6%。 

工業 

機器人 
12,500 22,300 24,400 78.4 

 2014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產值

為 125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

長 1.7%。 

 預估 2015 年產值為 223 億美

元 ， 較 2014 年 大 幅 成 長

78.4%。 

滾珠螺桿 1,811 1,833 1,858 1.2 

 2014 年全球滾珠螺桿產值為

18.1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1.7%。 

 預估 2015 年產值為 18.3 億美

元，較 2014 年成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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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機械產業總覽 

2014 年台灣全年的機械產業產值達到新台幣 9,707 億元，較 2013 年，

成長 7.7%。其中高科技設備、機械傳動元件、搬運與自動化設備的產值年

成長率分別達到 15.9%、22.3%與 21.7%。此外，金屬加工工具機的產值年

成長率也有 7.0%。 

 

表 2-2-1 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統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產業 2013 2014 2015(e) 

工具機 141,318 150,886 152,848 

高科技設備 108,522 123,561 133,445 

工業機器人 7,830 9,450 16,710 

滾珠螺桿 6,636 6,704 6,791 

其他產業 636,691 680,143 695,293 

總體機械 900,997 970,744 1,005,087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 

 

2014 年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相較 2013 年成長之原因綜整如下： 

(1) 由於先進國家景氣復甦優於預期，以及中國市場對使用於製造智慧型手

機的小型工具機需求殷切，2014 年工具機產值為新台幣 1,509 億元，較

2013 年成長 7.0%。但 2015 年可能面對中國大陸仍有產能過剩與歐元地

區製造業復甦力道遲緩疑慮，預估 2015 年工具機產值為新台幣 1,528

億元，較 2014 年成長 1.3%。 

(2) 因為智慧行動裝置產品持續熱賣，以及雲端運算、巨量資料應用成長，

帶動全球半導體市場需求增加。2014 年高科技生產設備產值為新台幣

1,236 億元，較 2013 年大幅成長 13.9%。展望 2015 年，因應半導體市

場需求成長以及線寬縮減所進行的新製程設備投資，仍將成為促進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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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
動向 

第一節 德國工具機產品技術 

一、歐美製造業之發展趨勢 

在經歷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各國領導人包含美國，發現製

造業外移導致產業結構抗危能力不足與嚴重的就業問題，需要重新回歸

二、三級產業的平衡發展，因此歐美政府開始正視製造業的議題，並且進

一步探討製造業的新意涵，即是透過提升高階製造技術，對製造產業鏈進

行再構，創造高附加價值之生產活動，進而帶動經濟發展與就業。在此前

提之下，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與美國總統創新與技術顧問委員會於

2011 年聯合向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以「確保美國在先進製造業的領先地

位」為題的專案報告，其主要建議內容為振興美國先進製造業與確保其製

造領導地位的戰略佈署和政策，同時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推出了「先進製造

夥伴，AMP」，其主要內容共有四項，如下所示： 

1. 建設國家安全關鍵產業的國內製造能力，其主要產品技術的發展方向包

含小型大功率電池、先進合成材料、金屬加工、生物製造與替代能源等。 

2. 縮短先進材料從開發到推廣應用的時間，促使美國公司能以現在的 2 倍

速度，發現、開發、製造與推廣應用先進材料，以催生產值高達數十億

美元的產業群。 

3. 投資新一代機器人，使得美國之工人、外科醫生、醫護人員、士兵與太

空人能具備執行艱巨任務的能力。 

4. 開發創新型的節能製造工藝，開發節能製造工藝和材料，使得美國公司

能以更少的能量製造更多的產品，以降低製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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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標竿產品技術趨勢藍圖 

第一節 智能化工具機 

一、產品定義及範疇 

智能化工具機為智慧製造之組成單元之一，於 21 世紀初期就有了“智

能工具機”的概念，但目前針對智能工具機尚無一明確的定義與範疇。而

根據美國 Cincinnati-based 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 Center 提出的

SMPI(Smart Machine Platform Initiative)提出的智能工具機主要基本特徵包括

以下幾點： 

1. 加工決策系統； 

2. 自主監控和優化控制； 

3. 具備線上量測功能； 

4. 設備學習與自適應能力； 

5. 機械之間能夠無障礙的進行交流。 

 

從國際工具機展中已經不難看出未來工具機發展主流除了多軸化加工

設備的開發、加工精度及速度的呈現外，再者就是聚焦於智能化工具機。

而各家工具機廠一直強調自家開發機台的獨特智能化技術，其實目的在說

明控制器功能的優越性能。近年來，國際工具機展所出現的機種主要以智

能化功能搭配多軸化、複合化、精微化、高速化為主，而多軸複合智能加

工機也大大提昇了工具機之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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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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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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dner Research(2015/04)；工研院 IEK(2015/05) 

圖 4-1-1 2013~2017 年全球工具機市場銷售值與成長率 

 

根據 Gardner Publications 統計 27 個主要生產國家和地區之生產數據，

2014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達 813 億美元，較前一年衰退 3.1%，為 2012 年開

始連續第三年呈現衰退之現象，而 2014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已接近與發生金

融海嘯前之 2008 年的全球工具機產值。2014 年受到歐債問題、油價下跌

與美國 QE 退場影響東南亞市場需求以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的影響，

市場需求呈現衰退現象，而 27 個主要工具機生產國除了日本、韓國、台灣、

土耳其、印度、俄羅斯、墨西哥與阿根廷等八國是呈現成長的現象，其餘

均呈現衰退現象。其中前十大工具機生產國成長幅度最大的國家為日本增

長 13.2%，韓國提升了 9.3%以及台灣增長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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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科技設備產業 

第一節 全球高科技設備產業 

表 4-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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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營收值 91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20.8%。在

91 億美元營收中，半

導體設備占 66%，顯示

器設備占 7%，太陽能

設備占 3%，全球服務

群占 24%。 

 應 用 材 料 公 司 

(NASDAQ：AMAT)與東

京威力公司(TSE：8035)

於 2014 年 7 月 8 日揭曉

合併後的新公司命名及

識別標誌為 EterisTM，名

稱取自「為社會恆久創

新(eternal innovation for 

society)」的概念，新公

司名稱及標誌將於合併

完成後會正式使用。 

 2014 年 7 月 8 日，市場

情報公司 Dealreporter

引述知情人事訊息報導

指出，兩大半導體設備

廠的合併案遭大陸工業

和資訊化部強力反對，

其合併申請檔案在截止

日前已自商務部官方網

站(Mofcom.gov)撤除，不

過東京威力科創目前還

不打算打退堂鼓。 

 美商應用材料 (Appl ied 

Materials)與日本東京威

力科創(Tokyo Electron)

合組市值 300 億美元半

導體設備巨擘的計畫已

經破局，原因是美國司

法部認為有違反競爭的

疑慮。2015 年 4 月 27 

應用材料宣布推出

Endura Volta 化學氣相

沉積 (CVD)鈷金屬系

統，藉由鈷金屬來包

覆銅導線，提供半導

體廠快速搶進 20 奈

米以下先進製程。同

時，應用材料也推出

Endura Ventura 物理氣

相沉積(PVD)系統，協

助客戶利用直通矽晶

穿孔(TSV)技術快速完

成 3D 晶片產能佈建。 

東京威力 

科創(TEL) 

 全球第三大高科技設

備製造廠商，2014 年

營收值 55 億美元。 

 產品線包括半導體生

產設備、平面顯示器生

產設備。 

 DRAM/NAND：活化生

產設備的投資持續。

晶圓代工：投資開始

IX 世代先進邏輯製程

設備。邏輯晶片：由

於 PC/伺服器市場好

轉，持續穩定投資相

關設備。 

 降低大尺寸面板製程

設備的投入，增加用

於行動裝置的中小尺

寸面板設備的投入。 

 退出太陽能電池生產

設備，維持售後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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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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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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 

圖 4-3-1 2013~2017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分析 

 

智慧型機器人是機械、自動化、電機、光學、電子、資訊軟體、通訊、

安全系統、創意內容等相關產業技術的結合，為一個高度整合、高關聯性

且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運用之範圍非常廣泛，應用層面除了工業上的

製造用外，更有服務用的機器人，它的發展對於自動化設備的經濟效益提

升具有重要地位。 

機器人產業常被分成兩個大類，工業用機器人與服務型機器人。工業

用機器人是工業用自動化設備的衍生產業；最早被大量應用在汽車產業的

製造流程中，是為了提升生產效率與穩定生產品質而進行的資本投資。根

據工業用機器人的國際標準規範下的定義 (ISO Standard 8373:1994,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Vocabulary)，工業用機器人指三軸或三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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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元件與機器零組件 

第一節 全球自動化元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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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MarketandMarkets 的分類，工業控制與工廠自動化元件則可區分

為：1.工業網路，含有線網路的有/無控制開關、變流器等，以及無線網路

的感測器、微處理器、晶片組(如 Wi-Fi/WLAN、ZigBee 等)；2.RFID 系統的

晶片型、非晶片型；3.工業機器人的關節型、直角坐標型、SCARA、連桿

型等；4.控制元件的馬達與控制器、繼電器與開關、感測器等四大類。 

2014 年全球工業控制與工廠自動化元件的市場規模為 530.4 億美元，

與 2013 年的 496.5 億美元相較成長 6.8%，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印度、中國

大陸、日本等國家，以及汽車、電子、食品與飲料等應用產業，預估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將可續勢成長至 566.9 億美元、606.7 億美元、650.3

億美元，每年成長幅度皆在 7%左右，詳見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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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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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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工具機廠商多為中小企業，從台灣工具機廠商的規模也可進一步看出

台灣領導廠商在國際市場的地位。東台是台灣最大的工具機廠商，但是

2014 年在全世界前 100 大工具機廠商中，只排了第 53 名，其年營業額 2

億 2,380 萬美元，也只有韓國代表工具機廠商 Doosan Infracore(年營業額 12

億 2,400 萬美元)的 18.3%，2014 年全球前 30 大工具機集團企業中，日本

占 37%，德國則占了 27%，而後進國家的韓國，其領導廠商 Doosan 

Infracore(斗山工程機械公司)以及 Hyundai WIA 亦分別排名全球第 13 名與第

21 名。 

台灣在 2014 年工具機廠家數達 1,840 家，幾乎都是中小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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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卻也因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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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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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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更已經超過兩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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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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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在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行業從業人數約莫 6,000 人左右。研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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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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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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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第一節 產業概述 

2014 年台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的產值為 572 億元，廠商 120 家，從業人

口約 1 萬 1 千人。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廠商(含工業、服務、零組件、系統整

合)目前整體的平均毛利率約為 21.2%，海外有布局的廠商 80%以上，出口

動能強，但也面臨全球化的競爭。2016 年整體業業產值預估可望超過 600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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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工研院 IEK 整理(2014/12) 

圖 5-3-1 台灣智慧機器人產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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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元件與機器零組件 

第一節 自動化元件產業概述 

台灣自動化元件相關廠商數量約 500 多家，從業員工有 44,000 多人，

除了控制元件部分產業集中度較高，即前三大廠商所佔比重超過五成外，

其餘工業機器人、自動化設備與系統等部分產業集中度較不顯著。 

在原物料供應方面，台灣控制元件廠商多半會與主要供應商訂定年度

採購合約，以確保供應數量與價格，或依據國際行情起伏而機動性採購，

可以有效降低購買成本且避免缺貨風險；在工業機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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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特殊狀況應可穩定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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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動化控制元件的主要顧客為機械或自動化廠商，

多半已建立長期且穩固的供貨關係，台灣廠商在性價比方面也有國際競爭

力，工業機器人、自動化設備與系統則多數供貨給國內外自動化廠商或製

造廠，由於供貨配合度高且具客製化能力，所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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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降低供貨成本且提升供應時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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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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機械產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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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械產業展望 

第一節 2015 年市場展望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依舊緩慢，總體經濟成長率仍只有 3.5%，較 2014

年增加 0.5 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經濟雖然持續復甦，但力道如預期。歐洲、

日本經濟發展則更加遲緩，以預估 2015 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1.2%與

1.4%。在過去作為全球、尤其是亞州地區經濟成長最主要驅動力的中國大

陸，2015 年經濟成長率持續下滑到 7.5%。這些主要機械設備消費國家與

地區的經濟成長遲緩或摔退，都會對全球機械產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的。

而印度、東南亞、東歐等國家與地區因為逐漸成為新興的亞州與歐洲地區

的製造業生產基，未來將將逐漸成為支撐全球機械產業成長的重要支柱。 

在 2014 年，對全球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因素則是油價快速下跌。國

際原油價格在 2014 年 6 月為 108 美元，到 12 月時已降到約 69 美元，下跌

幅度 42%。原油價格下跌，對原油進口國的經濟發展有利，對全球汽車銷

售也造成激勵。但是油價大幅下降，也對全球石化、能源產業及部分產油

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油價在 2015 年的變化趨勢，將進一步

影響全球機械設備產品的銷售。 

近年來，受到德國推動工業 4.0 政策影響，預期智慧自動化與智慧工

廠應用趨勢將帶動智慧設備需求成長。為配合市場需求，各種製造業所需

設備除了需搭配自動上下料外，整合感測器、物聯網、雲端及巨量資料分

析技術與服務，形成具備環境與操作狀態感測、智慧監控、預測保養、製

程參數最佳化等深度融合 ICT 技術的智慧機械產品，將逐漸成為在激烈的

全球市場中勝出的重要關鍵。 

以下分別就工具機等主要次產業未來在全球範圍的發展趨勢與展望進

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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