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春燕 工具機業逆風而行 16
傳動元件消庫存擴散布局40

專題報導
傳動元件與系統

vol.1002024 Mar.

技術特輯

工業通訊

www.ctimes.com.tw

定價 180 元

C

M

Y

CM

MY

CY

CMY

K

SA封面_2.pdf   1   2024/3/1   下午 05:17:05



用機器孕育美好的未來用機器孕育美好的未來

台灣瀧澤綠色智慧機械台灣瀧澤綠色智慧機械

K0804
Booth Number

南港展覽1館1F

雙主軸車銑複合機EX-2000雙主軸車銑複合機EX-2000

工具主軸車銑複合機UX-2000工具主軸車銑複合機UX-2000

2
0
2
4/M

ar vol.10
0

www.ctimes.com.tw

vol.1002024 Mar.
3

工
具
機
深
化
數
位
轉
型
．
傳
動
元
件
與
系
統

定價 180 元

工具機TOPIC

專題報導 | 傳動元件與系統

C

M

Y

CM

MY

CY

CMY

K

SA封面_1.pdf   1   2024/2/29   下午 02:40:10



240220_NLSF_SMART_TW.indd   1

C

M

Y

CM

MY

CY

CMY

K

Digikey-SA202403.pdf   1   2024/2/19   下午 05:20:34



R037~167 K037~187 S037~097 F037~157

HELICAL BEVEL GEAR REDUCER

SJ-RG SJ-SG

WORM GEAR SCREW JACK

PEN PEOF

LOW BACKLASH WORM REDUCER

TEL  +886-3-2180188    FAX  +886-3-2180288    E-MAIL  l i .x iang@msa.hinet.net

OEM/ODM     SERVICE

THE ICONIC BRAND 
IN TAIWAN'S

DOMESTIC MARKET

C

M

Y

CM

MY

CY

CMY

K

立翔SA202303.pdf   1   2023/2/16   下午 03:43:48



C

M

Y

CM

MY

CY

CMY

K

士林電機SA202403(自).pdf   1   2024/2/7   上午 11:13:26



CONTENTS

CoverStory
封面故事

創建積極主動的機器安全計畫
Linda Freeman、Nuala Mullan

工具機數位分身 實現 AI 智造願景
盧傑瑞

工具機 2024 年迎風向前
陳念舜

傳動系統引外援無縫接軌
陳念舜

16

56

30

22

48

40Focus
專題報導

傳動元件消庫存擴散布局
陳念舜

等待春燕 工具機業逆風而行 
季平

應用焦點

目錄.indd   2目錄.indd   2 2024/2/29   下午 02:24:302024/2/29   下午 02:24:30



2024/03/27-31
南港一館1樓 K0605

C

M

Y

CM

MY

CY

CMY

K

銀泰SA202403.pdf   1   2024/1/22   上午 11:06:10



CONTENTS

技術特輯－工業通訊

廣告索引73 104

機械視角

製造業導入 AI 驅動進化
陳念舜

永續減碳智造　邁向數位轉型下一步
陳念舜、籃貫銘、王岫晨

86

將傳統工廠自動化系統連結工業 4.0
Barley Li

剛柔並濟！拳拳到位的機器觸覺！
林隆發

具備超載保護 USB  
供電 ISM 無線通訊
ADI

基於 LoRa 的機械沖壓機
故障檢測系統設計
許龍銘

78

84

89

98

4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新聞短波市場脈動62

編輯室報告

此時不轉，更待何時

社長 / 黃俊義	 Wills	Huang

   

編輯部 /
		副總編輯       籃貫銘	 Korbin	Lan

		採訪編輯	 陳念舜					Russell	Chen

		助理編輯	 陳復霞	 Fuhsia	Chen

		美術編輯							陳宇宸					Yu	Chen

		

產業服務部 /
產服經理 曾善美	 Angelia	Tseng

產服主任 翁家騏	 Amy	Weng  

  曾郁期	 Grace	Tseng

產服特助 劉家靖	 Jason	Liu

整合行銷部 /
發行專員 孫桂芬 K.	F.	Sun

	 	

管理資訊部 /

會計主辦 林寶貴	 Linda	Lin	

法務主辦 顏正雄	 C.S.	Yen	

發行人 / 黃俊隆	 Robert	Huang

發行所 /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INFOWIN INFORMATION CO., LTD.

地址 /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87-2 號 A 棟 204 室

電話：（02）2585-5526

傳真：（02）2585-5519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北巿字第 672 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97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內總經銷  聯華書報社 

   （02）2556-9711

零售商 全台誠品書店及各大連鎖書店均售   

郵政戶名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帳號 16854654

國內零售 180 元

CTIMES 英文網 /
  專案經理 

  兼 主 編  

 

籃貫銘					Korbin	Lan

智動化雜誌 SmartAuto

目錄.indd   4目錄.indd   4 2024/2/29   下午 02:24:312024/2/29   下午 02:24:31



C

M

Y

CM

MY

CY

CMY

K

士林電機SA202403.pdf   1   2024/2/5   下午 05:51:55



6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編輯室報告

此時不轉，更待何時

近期問了幾個產業人士，關於景氣以及營運的狀況，大家回答都很就接近，就是「不

太好」，或者「還沒回來」。言下之意，就是當前的狀態，仍不比往年，尚處在低谷

徘徊的階段。

而這個回答其實也跟市調單位的結果相當一致，大多數的市場報告也認為，至少要到

今年的下半年之後，景氣才會較明顯的回升，並重新回到成長的態勢。以工研院為

例，他們就預估，2024年全球製造業有機會進入新一波的消費循環復甦，而機械設備

業的產值也有可能再度恢復成長。

但說到底，這些都只是預測，沒人真的有能洞悉未來的水晶球，市場上的勝負輸贏，

最終還是回到個人與自家企業身上。換句話說，就是景氣歸景氣，努力才最實際。當

目前的產品和經營模式受到挑戰，且明顯的不符合市場的需求．此時就意味著得端出

新的方案來應對，而這就是轉型的真正意義。

對工具機產業來說（事實上所有的產業皆是），轉型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推出符合目

前客戶需求的產品，所以搞清楚客戶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然而，客戶的需求

是複雜的組合，裏頭包含了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元素，有時候是性能，有時候的價格，

有時候則是對於環境與社會的永續思考，而這些光靠單一家企業其實很難全部滿足，

因此，了解自身企業優劣勢與擅長之處，並從中做出取捨，便是另一個重要之處。

最佳的方式，則是善用自己的長處，並結合第三方的優勢，藉此串聯成一個更全面與

完整的產品與服務生態系。目前我們已經可以看許多的企業朝這個方向前進，無論是

異業的垂直發展，還是同業的橫向擴增，這似乎是很符合台灣業者的一種方式。

再從技術面來看，在講求速度、靈活性、永續環保的時代中，數位與智慧絕對是避不

開的兩項，而數位當然是核心建設，智慧則是應用方針。好消息是，台灣本是ICT與半

導體大國，完全擔得起這個重任，就看各個業者間有沒有串起這個完整的生態系。

此時正是個關口，我們站在一個世代交替的轉折點，AI迎面而來，供應鏈也正逐步重

塑，未來的市場肯定會是大不相同，所以此時不轉，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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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視角
Mechanical
   Perspective

文╱陳念舜

迎合當前AI話題熱潮，台灣製造業除了仰賴半導體、3C電子代工產業，已帶來龐

大硬體商機。惟從機械業視角看來，也不能忽略可由垂直應用領域向上發展，積

極探索如何利用傳產工具機及零組件、智慧機械等產業70~80年來累積的專業知

識、數據資料等優勢，將加速上下游整合開發專屬客製化的AI小語言模型。

延伸銷售前後服務價值

製造業導入AI 
驅動生產再進化

繼
2011年工業4.0席捲全球後近10年，直到疫情期間企業開始積極數位轉型，協助全球製造業不斷演進升

級；並加入了自2016年AlphaGo帶動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人工智慧（AI）科技，陸續發

MP1.indd   8MP1.indd   8 2024/2/29   上午 10:18:162024/2/29   上午 1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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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生成式（Generative AI）與鑑別式人工智慧（Dis-

criminative  AI），促進自動化、高速化與準確性效

益。

依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產業分析師熊治民表示，其中鑑

別式AI係經過標記資料學習訓練，針對輸入資料進行

辨識、分類，目前更已結合自動光學檢測（AOI），

被大量導入應用到諸多場域，包括人臉及車牌、人體

病徵辨識，產品瑕疵辨識與分類，讓製造業者能提高

零組件與產品自動化檢測速度與準確性；甚至是設備

健康診斷、確保人員及工作場域環境安全辨識與警示

等，降低人力需求與誤判率，並提升人員安全與作業

效能，顯現AI應用方案價值。

生成式AI則可透過輸入大量的非標註、非結構化

資料，提供大語言模型（Generative  Pre-t rained 

Transformer；GPT）與自監督式學習（Self-Supervised 

Learning）的過程訓練，再建構出基礎模型（Founda-

tion  model），自主生成創新的資料內容，包括立即

式問答與自動回應文字、語音、圖像、影像、程式

碼、3D模型數據等相關資料內容，正持續探索與驗證

在製造領域的應用模式與價值。

工研院資通所副所長暨AI辦公室副主任黃維中進一步

表示，目前生成式AI生態系在台灣企業可發展的定

位，由下而上依序可概分為：晶片、伺服器、軟體

平台與垂直應用。建議可從具備台灣特色與優勢的垂

直領域深入規劃，加速釋放GAI潛力，提升產業競爭

力；進而透過AI產業化、產業AI化，來提升各行各業

競爭力，帶動資訊服務與新創商機。

至於在台灣最常見的就是內容創作，像是製作2D文稿

及圖片、3D影音等；還有用於商業服務，如行銷、客

服，已有不少企業藉此積極將生成式AI導入內部研發

與製造，建立規格與流程，用於模擬、編程、設計、

維修工作，進而產生各式專業文件內容；或是擴展至

整個營運供應鏈提升效能，提供所需諮詢、訓練等擴

充資料。

工研院剖析生成式AI於垂直應用　
須加強資料品質與精確性

尤其是在製造領域的許多工作，都涉及到軟體開發與

程式撰寫。包括各類製造與生產管理資訊系統，以及

數位控制（CNC）工具機的加工程式碼（NC  code）

、運用於大部份自動化裝置、工業機器人的可程式控

制器（PLC）程式等。熊治民指出，倘若製造領域的

研發與工程人員，可以透過生成式AI，自動生成相關

程式碼，將進而縮短軟體與控制系統研發或更新時

程。

例如沿襲至今的工業4.0主要推手Siemens公司，已在

2023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中，展示工程團隊如何透

過自然語言輸入，由生成式AI加速自動產生PLC程式

碼，進而協助軟體開發人員和自動化工程師，有效減

少軟體開發時間和降低人為撰寫程式出錯機會。

然而，目前要將生成式AI投入研發製造的難度仍相當

高，必須仰賴高品質的精準資料才有可用性。尤其對

於IC製造與工業CAM編程等低資源的程式語言，極少

能在網路上找到合適範本，且品質難以管控；加上工

工業4.0主要推手Siemens公司展示工程團隊如何透過自然語言
輸入，由生成式AI加速自動產生PLC程式碼，進而協助軟體開
發人員和自動化工程師。（source：media.lic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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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視角Mechanical Perspective

業編程人員也難以養成，包括製程工法、刀具與治具

選用皆須仰賴現場經驗，一旦刀具路徑和加工參數選

用不合理時，就容易導致加工品質與效率不佳。

熊治民認為，此時即可針對台灣不同產業需求，分別

經由該領域專家蒐集優質編程資料，經過少量人工標

記資料後，針對通才性的生成式AI基礎模型進行更專

門的學習訓練，調適（Fine  tune）建構成符合製造業

應用需求的客製化小語言模型。

進而導入製造場域的潛在應用，包括：協助挖掘新市

場機會與產品需求；加速創新產品設計及獲得優化；

自動生成軟體系統、工具機、自動化裝置、機器人所

需控制程式；增加企業建構知識管理系統能力與降低

成本，並透過資料快速擷取、彙整，提供作業人員即

時輔助；透過智慧化人機介面，強化機器人、設備控

制與人機協作能力。

台灣工具機產業引進AI　 
投入銷售前後訓練與維運

在台灣則包括東台、永進、友嘉等工具機大廠表示，

現今AI驅動數位轉型，已可先導入於售後維運及教育

訓練。東台精機董事長嚴瑞雄表示，因應工業4.0階

段強調智慧化趨勢，現今AI與智慧製造息息相關，製

造業面對系統、技術應用、工程規劃與生產管理等智

慧製造挑戰。東台已整合製造、價值鏈和產品生命週

期，發展聯網化、可視化、透明化、預測化以及自優

化5大項目。

因應現今AI與智慧製造息息相關，東台已整合製造、價值鏈和產品生命週期，發展聯網化、
可視化、透明化、預測化與自優化5大項目。（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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