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
動
化
年
鑑

售價300元







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2016

YEAR EDITION

智慧化時代來了嗎？

2015年剩下最後1個月，這一年來，「智慧化」願景似乎仍然遙遠，

尤其年初以來景氣即已不佳，部份台灣廠商在年初就開始放起無薪

假，第四季剛開始沒多久，主計處就宣佈今年極可能會負成長，利空消

息一波接一波傳來，令人不禁懷疑，前兩年掀起的智慧化浪潮是否只是

如夢一場？

就趨勢面來看，智慧化是個一旦開始就不會回頭的「不歸路」，在資訊

如此發達的現今，同一市場的廠商同質性越來越高，這家有的產品服

務，另一家也會有，就算沒有，要學也很快，差異變小，利潤就會變得

越來越微薄，而為求擴大差異創造利潤，智慧化成為企業競爭時不得不

的選擇。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產業內的廠商全部都智慧化，那是不是大家又變得

一樣？問題的答案是「不是」也是「是」。

首先每家企業對智慧化的定義都不一樣，要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雖然

企業獲取利潤的要件不外乎「降低成本」、「提昇效能」兩種，但要改

善或提昇這兩要件，有種種方式，所構思的智慧化架構也不一樣。

主編

另外或許在產業的眾多企業裡，大家的問

題相同，所建構的智慧化系統也類似，當

多數企業導入智慧化架構時，未導入者的

競爭力必然降低，成為產業中被淘汰的高

機率族群，在此態勢下，智慧化系統已非

企業經營的競爭條件，而是基本條件。

因此智慧化的導入或許會因景氣變動而有

不同進展速度，但是此一趨勢一旦啟動就

不會停止，智慧化時代不但已經來了，而

且未來只會越走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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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

機器人

工具機

易格斯－全世界最厲害的工程塑膠專家

未來工廠的智慧製造架構

台灣掌握機器人零組件系統核心

美中仍是工具機最大市場領航工業4.0 西門子打造製造新願景

以自動化為基石－光寶科技建構百年企業

從工業4.0看見未來工廠

工業機器人Give you a hand

台灣打造生產力4.0生態系統

ST打造智慧生活堅實基礎

從軟體面建構智慧工廠

台灣工業機器人後勢看漲

「生產力4.0」加速台灣產業轉型

四大動能驅動是德科技未來

孫基康強化台灣施耐德優勢

NI：讓平台更貼近工程師

擎宏電子讓夾縫變成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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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光寶科技工業自動化產品發展籌備處事業部總經理姚賜榮

以自動化為基石－
光寶科技
建構百年企業

光寶科技是全球重量級電子零組件廠商，

在永續經營思維下，

於2014年投入自動化領域，

將以自動化技術為基石，

邁向百年企業之路。

(攝影／劉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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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技(LITEON)成立已有40年，也是台灣第一家掛

牌上市的電子公司，40年來光寶以光電元件與電子

關鍵零組件製造為核心產品，近年來觸角逐步延伸到其他

領域，不過基本上仍以電子產業為主，這幾年光寶科技積

極思考轉型，開始跨入自動化領域，目前已開始推出PLC控

制產品，該公司工業自動化產品發展籌備處事業部總經理

姚賜榮指出，自動化建置是國家發展的基本產業，希望透

過自動化技術的投入，可以為國家與光寶本身，建立堅實

的產業發展基礎。

從四十年到百年企業

智動化：自動化與光寶過去的產品領域關係不大，為何會

選擇投入發展？

姚賜榮：光寶科技從1975年成立至今已經40年，在台灣電

子業算是數一數二的資深企業，可是相對於國外動輒百年

的企業，40年並不算長，這幾年董事長一直在思考光寶的

永續經營問題，如何從40年到百年仍然屹立不搖，我過去

在麥肯錫顧問公司服務，經過研究後發現，國外的百年以

上的企業，最多是銀行，第二是製藥，第三則是自動化，

銀行與製藥對光寶來說產業差距過大，自動

化部份，由於電子產業導入自動化設備相當普

及，光寶自己的幾個廠也都早已全面自動化，

並有自己的製程設備團隊，對自動化並不陌

生，因此決定投入發展。

智動化：光寶從零開始，將從那一部份切入自

動化發展？

姚賜榮：光寶的自動化產品走中高階，市場布

局方面，初步將以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為主，目

前大陸的匯川技術公司，在高階變頻器產品佔

有大部份市場，光寶產品將會與之有競爭關

係，不過我們在此領域是初生之犢，與其說

是競爭對手，不如說匯川技術是光寶的學習對

象，希望藉由技術與市場的逐步布局，未來能

與其比肩。

技術部份，我們堅持自主研發，目前已有研發團隊，也持

續積極從業界召募人才，未來預計將有200位研發人員與

50位銷售人員，現在我們從2014年開始投入，先從變頻

器、PLC、HMI等產品開始，經過13個月的研發，目前已開

始有小批量的產品推出，包括高、中、低端的變頻器，未

來會PLC、HMI也會逐步問世。

之所以會堅持走中高階產品路線，是經過市場研究決定，

現在自動化領域中，入門款與低階產品市場雖大，不過已

淪為紅海市場，要在此市場獲得穩定利潤，不是須以量取

勝，就是要深耕已久、已建立口碑的優質廠商，因此初涉

產業的光寶，從高附加價值的中高階領域作為切入點，將

較為適合。

不一樣的思維模式

智動化：現在的自動化市場除了硬體設備外，對軟體也相

當重視，光寶在這兩方面的產品策略為何？

姚賜榮：近年來市場吹起「智慧工廠」、「工業4.0」等智

慧化概念，這類型概念強調透過軟硬整合與物聯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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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起智慧製造，軟硬整合部份，在軟硬兩端都需要有功能強大的平台，光

寶在硬體部份，會先投入張力、塑膠射出成型等專用機，這類型產業機械設

計需要有一定的專業經驗，不過其利潤也因此更佳，至於軟體部份，自動化

系統未來的市場差異，必然會透過軟體衍生，我們在軟體部份也正積極聘僱

相關人才。

智動化：光寶向來以大批量生產為主，投入自動化領域後，覺得兩者最大的

差別何在？

姚賜榮：光寶以ODM接單生產為主，訂單數量向來都以kk起跳，少樣多量的

生產模式，讓整體製造過程可以在接單時甚至接單前就可以妥善規劃，自動

化與電子產業零組件相反，量都不大，但是產品樣式多，少量多樣的特色，

讓整體營運模式有極大不同，生產方面，產線必須更具彈性，由於樣式多而

產量少，因此換線生產成為稀鬆平常之事，在客戶服務方面，自動化產業所

面對的客戶數量非常多，而且都有一定的客製化需求，在此態勢下，服務變

得非常重要，不過也因為有一定的客製化需求，配合久了之後，供應商與客

戶端的關係會更為穩定、緊密、長久，這與一致化、規格化的大批量生產模

式相當不同。

智慧化帶來新商機

智動化：您前面提到的「智慧工廠」與「

工業4.0」風潮，對初涉此產業的光寶有哪

些影響？

姚賜榮：製造業從自動化延伸到智慧化，

對光寶來說是個相當好的機會，對許多廠

商來說，工業4.0還是個正在啟動的模糊概

念，因此現在等於重新劃下一條起跑線，

所有系統設備供應商都位在同一位置上，

當然光寶在自動化領域仍是新兵，面對多

數在此深耕已久的廠商，仍有不足之處，

不過在供需雙方對智慧化仍未有一致性的

清楚定義下，此一趨勢消弭了廠商之間一

定程度的先天差異。

光寶目前將設定特定產業，在垂直市場先

建立起示範性的成功案例，透過口碑式的

市場行銷模式，將產品橫向輻射應用至其

他領域，在行銷通路部份，則會與經銷商

合作，初期會以中國為目標市場，之後逐

步延伸到東南亞，美國市場則會是中期目

標，雖然相對於其他區域，美國市場的自

動化設備需求較為封閉，不過在智慧化趨

勢下，只要深耕市場，並建立起成功的應

用案例，仍會有一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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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臺灣西門子數位工廠與製程工業暨驅動科技事業部總經理鄭智峰

領航工業4.0 
西門子打造製造新願景

西門子是全球工業4.0的領導廠商，在軟硬

體兩端都有功能強大的完整產品線，而除了

本身產品外，西門子也協助各國政府制定相

關製造業政策，落實智慧工廠的概念。

(攝影／林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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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德系自動化大廠，西門子這幾年致力推動德國政

府的「工業4.0」，除了本身軟硬體產品全力配合

外，也協助各國政府落實相關政策，以台灣為例，台灣經

濟部近期的「生產力4.0」政策中，工業4.0是極重要的一

環，西門子藉由本身在業界的多年經驗，讓經濟部的政策

制定更具前瞻性與可行性，這次的名家思維，智動化雜誌

採訪了臺灣西門子數位工廠與製程工業暨驅動科技事業部

總經理鄭智峰，從「智慧化」概念的定義到工業4.0對台灣

產業製造業的影響，鄭智峰指出智慧化已成為製造業的既

定趨勢，台灣製造業者可密切觀察產業趨勢，釐清本身需

求，方能打造出合適系統。

人機協同 成就智慧化願景

智動化：近年來「智慧化」成為全球產業的重要概念，製

造業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智慧化」一詞相當模糊，您認

為在製造業的智慧化應如何定義？

鄭智峰：這幾年製造業掀起一波智慧化浪潮，包括物聯

網、CPS(虛實整合系統)都是製造智慧化的重要概念，不過

何謂智慧化？對不同的製造業者來說，定義各有不同，就

我個人的想法，我認為製造系統的

智慧化，就是系統中的功能模組、

設備可以相互對談、溝通，自動調

整、決定製程。

要讓設備彼此可以溝通，必須要有

適合的軟硬體系統，硬體為功能強

大的骨幹架構，軟體則是MES(製造

執行系統)，硬體設備彼此溝通做

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整體製

程，這時廠管人員必須透過負責監

管每一生產環節的MES系統，掌握

製程改變狀況，所謂的智慧化並非

完全排除人力，未來的工業4.0概念

工廠，人力仍將扮演重要角色，而

這個角色有別於過去以勞力為主，

會是更有價值的定位。

製造智慧化的另一部份是廠務系統，廠務系統的智慧化主

要著重於能源管理，這部份市場已多有成功案例，智慧廠

務系統是透過物聯網的概念，在能源使用處如天然氣、

水、空氣品質等設置感測器，擷取各監測點數據，再將數

據彙集至後端管理系統，進行儲存、分析，以制定能源策

略，基本上智慧廠務系統已相當成熟，目前的問題所在不

是技術，而是政府法令，政府只要制定出明確的規範，技

術部份現在市場都可做得到。

智動化：工業4.0在2012年才開始推動，對多數製造業者來

說，屬於全新概念，若企業主有意導入，應從哪些點評估

投資報酬率？

鄭智峰：工業4.0系統所涉及的技術相當多，而系統中許多

環節都需要新技術，因此到目前為止，大家都仍在學習，

少有成功案例可作為參考，而且工業4.0更動的製程幅度相

當大、投資金額相當高，企業執行者如何說服投資者導入

工業4.0？可從三個方向去思考，一是策略面，公司未來的

定位何在？要維持目前的生產模式？還是導入新型態的智

慧生產？導入新型態生產系統的成本與效益差距何在？二

是技術面，新型態的製造系統相容性是否足夠？這包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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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舊系統的相容、新系統未來擴編的相

容，這都要考慮到。三是財務面，新系統導

入的成本企業能否支應？當成效不如預期

時，企業能否吸收這些成本？

對製造業來說，其經營的關鍵指標包括產品

的上市時間、品質、產能，工業4.0系統的

導入，必須從這三個面向思考，工業4.0並非

萬靈丹，一導入就會自動解決所有問題，執

行者必須先釐清本身要解決上市時間、產品

品質、產能中的哪一個問題，有了目標後，

再諮詢系統整合商，方能架構出解決問題的

智慧生產系統，工業4.0現在不是技術上的問

題，而是技術選擇的問題，現在市場上的製

造技術相當多，有了要解決的目標，系統廠

商就可選擇適合技術，快速組建出架構，解

決目標問題，而投資報酬率也就可容易估算

出來。

軟硬兼施 落實工業4.0

智動化：製造技術過去多以硬體為主，工業

4.0概念則強調軟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未來

軟體功能會是工業4.0的架構核心嗎？

鄭智峰：軟體會是未來製造系統中相當重要

部份，以西門子為例，我們軟體的布局相當

久也相當深，目前投資已超過40億歐元。

西門子從前端設計、模擬到後端的執行，都

有對應的軟體產品，而且這些軟體都有一致

性，工程師在前端的設計，與模擬端軟體平

台相容，大幅降低了工程師的Coding工作。

西門子在製造領域的軟體產品功能與種類，

在業界居領先地位，且有多數產品為領域獨

有，例如生產線模擬平台，一般的生產模擬

軟體，都只針對單一產品的設計樣式，西門

子的生產線模擬平台，則是可在軟體平台中

直接模擬產線狀態，例如使用哪些型號的控

制器、驅動器，哪些設備組合運作，產能會是多少？產品品質會是如何？

產品在多少時間內可以上市？這些成效都可透過軟體平台看出結果，此一

軟體大幅縮短了過去產線的組建與調整時間，對製造業的效能提昇助益非

常明顯。

智動化：這兩年市場景氣不佳，會不會延滯工業4.0的進展？

鄭智峰：這兩年全球製造業景氣的確不佳，不過我並不悲觀，對台灣製造

業尤其有信心，就我的經驗來看，台灣製造業者都相當有韌性，而且景氣

循環來來回回，台灣業者多已有歷練，在不同景氣區間該做哪些事，企業

主都有相關策略。

景氣不佳時，通常會是製造業者調整企業體質、更動製程的最佳時刻，由

於此時的產線較為空閒，導入新設備會是最佳時刻，反而是景氣好的時

候，產線通常滿載，必須全力應付訂單，不可能在此時變動產線製程，因

此我認為過去對工業4.0持觀望態度的製造商，這段景氣不佳的時候，將

有部份嘗試導入，為未來景氣反轉時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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