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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高功能泛用中型控制器 AS 系列
靈活、智慧、友善 – 自動化設備控制器首選 

台灣經銷商 : 羅昇 02-29958400，友士 02-23934825，碁電 02-85223237

●   專為自動化設備設計的高功能模組化泛用型控制器
●   擴充模組最多可達 32 台，I/O 點數 1,024 點，可支援高達 15 站 RIO 擴充
●   採用新一代 32-bit SoC CPU，大幅提升處理速度至 40k steps / ms
●   採用無背板架構，搭配台達專利扣環設計，安裝便利，可「直上、直下」更換模組
●   整合高速 IO、類比 IO、串列通訊、乙太網路及 SD 卡於主機，並支援 MODBUS、CANopen、
    EtherNet/IP 等工業協定
●   強大定位控制功能，可同時支援最多 6 軸脈波控制 (4M/200k Hz) /  8 軸 CANopen 運動網路

CANopen
DS301

最多控制 8 台交流伺服驅動器 ASDA-A2 系列 最多控制 6 台交流伺服驅動器 ASDA-B2 系列

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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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這期智動化SmartAuto的封面故事是3D列印，此議題過去幾年相當熱，不過從去年開始有降溫的趨

勢，然而或許在脫離市場熱切眼光後，3D列印反倒能喘口氣，安安靜靜的發展技術吧！

3D列印這項早在30年前就已發明的技術，在前幾年被吹捧到高點，如今雖然熱潮稍退，不過這項

技術不只必然會繼續存活，普及至一般中小型製造業應該也不是難事，只是普及之後會對社會帶

來什麼改變？2013年科幻作家Cory Doctorow出版的《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

命》一書提供了相當有趣的看法。

這本書內容描述3D列印普及初期，人類的慾望與想像力創造了小規模生產的工業革命，但美好總

是短暫，人心中與善同生的惡隨即趕上並迅速超越，部份企業開始出售粗糙的贗製品，因小規模

生產工業革命導致破產的Wal-Mart停車場被跳蚤市場佔據，材料技術的進步讓3D列印出現許多非

法製品，例如由人工培養的胎兒皮膚列印的人工玫瑰。

書的後半部出現了經濟反烏托邦，企業的快速偽造讓3D列印經濟崩潰，這本書點出了3D列印的法

律問題，在任何人都能用3D列印製造ˋ複製任何物品的年代，法律該如何規範、制止？當製造回

歸到個人手上，且新技術不斷問世，科技與道德之間的界線會否位移？人類數百年來建立的巨量

生產體系會與個體製造將如何取得平衡？

這些問題目前看來或許仍然遙遠，但若3D列印技術持續有所進展，我想人類社會遲早必須面臨類

似的問題。

主編

3D列印的

科技、道德、生產體系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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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達美洲區總經理黃銘孝

文／王明德

(照片提供：台達)

走進台達美洲區總部大樓，寬闊、明亮、舒爽的

環境，不知內情的人大概會以為「這麼大的

地方這麼涼爽，每個月的電費應該很嚇人吧！」不過

這棟大樓其實是加州弗利蒙市(Fremont)相當有名的智

慧建築，台達美洲區總經理黃銘孝指出，這棟建築幾

乎把台達多年來研發的技術都用了上去，落成至今，

吸引了美國眾多節能研究機構來參觀，對業務推廣而

言，這當然也是最好的案例展示。

台達美洲總部顧名思義當然是負責整個美洲的業務與

技術服務支援，黃銘孝表示，美洲的產值名列全球市

場前茅，除了已成熟的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外，中南

美洲這幾年自動化技術應用也快速增加，其未來成長

動能已然具備，後續發展可期。

台達深化美洲
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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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總部成最佳案例

SmartAuto問：台達美洲總部大樓在加州已是指標性智慧建

築，先請您介紹一下這棟大樓。

黃銘孝答：這棟大樓在2015年才落成開幕，目前在加州

地區是最新也最完善的智慧建築，在設計時就已將美國

「LEED白金級綠建築標準」為目標，落成後也順利取得其

標章。

台達美洲總部大樓已經達到淨零耗能(Net Zero Energy Build-

ing, NET ZEB)目標，也就是說，它生產的能源，已經比每

年使用的總能源還要多，這棟大樓用了許多台達長年來研

究的技術，再與當地的環境特色結合，讓能源耗損大幅下

降，例如我們採用了地源熱泵系統，這套系統利用這裡地

層恆溫的特色，將30英呎的管線深入地底，讓管線中1.2萬

加侖恆溫的水在建築體中不斷循環，保持大樓內部一定的

溫度，如此一來就可以大幅降低空調費用，目前降低幅度

已經達到60％。

除了地源熱泵系統外，我們在屋頂也裝設了容量達616千

瓦的太陽能發電系統，透過能源轉換效率高達98.5％的

台達太陽能電源轉換器(PV　inverter)，預期每年可產生超

過1百萬度以上的電力，另外還有應用於空調系統的變頻

器、InfraSuite資料中心基礎設施、電梯電力回生、電動車

充電解決方案及充電站管理、戶外無線LED照明、能源在線

能源管理監控等，也都是台達美洲總部大樓智慧節能系統

的重要組成。

全面布局美洲市場

SmartAuto問：這棟美洲總部大樓等於是台達技術的最佳

Show room，這對台達美洲的業務應該很有幫助吧？

黃銘孝答：當然，過去台達美洲總部所在的大樓比較舊，

而且沒什麼特色，客戶來的並不多，去年新大樓落成後，

完全讓客戶耳目一新，我們的業務同仁可以用這大樓為客

戶展示台達產品的實際用法和效果，說服力十足，有的客

戶來了4、5次，甚至還介紹自己的客戶來參觀。

台達的美洲總部大樓外部設有電

動車充電站，裡面大量採用了台

達的相關產品。(照片提供／台達)



8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名家思維CEO Talk

除了客戶外，我們這棟大樓在弗利蒙市也相當知名，已經成

了指標性綠建築，目前幾個加州的學術研究機構也都以此作

為研究目標，例如台達美洲總部就參與了勞倫斯伯克萊國家

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LBNL)的一項以此建

築為測試環境的淨零耗能專案，此外我們也與弗利蒙市政府

的關係良好，市政府常借我們的場地舉辦公益募款活動，進

一步打響了我們的知名度。

SmartAuto問：您剛提到這棟大樓對台達在美洲的業務拓展

有相當大的幫助，順此想請教目前台達在美洲的發展狀況。

黃銘孝答：台達投入美洲市場已有一段時間，北、中、南美

等三處都是我們負責區域，整體來看，目前美洲市場仍以美

國最大，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三地次之，不過這幾年巴

西的景氣下滑，市場需求略為減少。

經營美洲市場的主要困難點在於地域面積實在太大，需要大

量的人、物力支援，人力方面，我們積極招募當地工程師，

目前人員已經相當充沛，物力方面，我們在全美洲設有20幾

個倉庫，產品方面可以充分支援。

目前台達美洲的發展側重幾個方向，包括電動車、自動駕

駛、資料庫、智慧建築、工廠自動化、節能等，銷售包括電

機、工控…等台達的所有產品，並將應用觸角廣泛擴及相關

領域，並代表台達像美國能源申請專案，已於2015年結束

的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就是其一，接下來的計畫將與美國車

商克萊斯勒合作電動車充電器，此充電器體積將比現在市場

通用的產品小50％，同時效能更高。

台達主打高CP值

SmartAuto問：美國是全球製造大國，這幾年歐巴馬政府推

動製造回流，您怎麼看美國的工控市場?

黃銘孝答：歐巴馬政府的製造回流政策這幾年的確有發揮作

用，美國的自動化控制系統導入之前在2006年達到當時的

史上新高，後來大陸的世界工廠效應發威，美商紛紛前往設

設廠，3年後的2009年，自動化系統導入量馬上降為史上最

低，在歐巴馬的政策下，2015年又打破2006年的紀錄，這

顯示製造的確已逐漸回流美國。

從我在美國的產業經驗來看，這幾年美國的製造業回流速度

的確相當快，工作機會快速增加，在地生產的產品越來越

多，不過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美國製造自動化已相當全

面，勞力密集的狀況逐漸減少，所需求的勞工都必須有一定

的知識基礎，不再像以往只有勞力付出。

相對於其他西門子、洛克威爾…等自動化大廠，台達進美國

的時間較晚，知名度也不如這些大廠高，不過台達長期投入

自動化領域，產品品質已相當穩定，尤其在電力、電子方

面，品質都不遜於國際級大廠，因此我們在美國以高性價比

為主要訴求，再透過這幾年服務團隊的補強，如今已逐漸打

開市場，未來將持續布局產品與提升服務，同時深化利基應

用。

美洲總部大樓已成為台達的最佳

產品示範展間，每天都有絡繹不

絕的廠商與訪客前來參觀其綠建

築系統。(照片提供／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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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未來能否掌握材料及服務等核心優勢，

深化專用領域基礎，將是企業存活關鍵。

文／陳念舜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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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國大陸火熱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一詞，

最早可溯及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穆罕默德‧埃

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用來敘述全球經濟危機後的通貨

緊縮原來是短期現象，卻成為長期化的穩定狀態。直到2014年

被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引用而廣為人知，對比過去的舊常態，

也就是「非常態」現象。

同年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指出，

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即使歐、美、日各國相繼採

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措施，但全球經濟依然陷入了「長期成

長低於平均」的困境，持續低信心、低成長、低通膨構成的「

新平庸(new mediocre)」時代已然來臨。

即便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挽救2008年金融海嘯後低迷的國內經

濟景氣和就業機會，於2009年11月率先宣示「再工業化」，企

圖重振美國的製造業，以促進經濟發展並降低失業人口；進而

在2011年提出「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在10年內投資10

億美元，透過公、私部門合資成立15個製造業創新機構(MII)，

率先投入3D printing列印技術，最早起源於80年代成熟的快速

成型技術(Rapid Prototyping，RP)。當時主要著眼於其適合國內

已無大型生產基地的美國製造業，可進行客製化、少量多樣生

產。

加上設備、材料、服務、軟體、專利等，皆為發展3D列印產

業關鍵因素，國際大廠通常是以併購取得專利，透過設備綁

材料，發展獨特製程。集中在美國3D Systems、EOS兩大3D

列印公司手中握有的專利陸續到期，將使得3D列印開始普及

化。2012年Stratasys更宣佈與以色列Objet合併，3D systems

則是收購了Z Corporation和Vidar Systems兩間公司後上市，

各自掌握被併購者原有一段歷史沿革與專利技術。才剛上市

半年，Stratasys股價瞬間雙倍上漲，3Dsystems則是一度暴漲

3倍。且在群募資金推波助瀾下，包括MakerBot、Bits From 

Bytes、PP3DP、RepRap、PrintBot皆推出低價3D列印設備。

但直到去(2015)年起3D列印消費零售市場成長趨緩，幾可顯

示其正經歷從「期望膨漲」到今天「幻滅低谷」的典型景氣循

環，就算3D列印成的華麗泡沫也會破滅，即將回歸新常態發

展。不僅MakerBot去年就關閉零售賣場、資遣了20%員工；合

計占3D列印產業逾1/3市場的兩大公司3D Systems、Stratasys即

便頻頻降價，同樣無法順利打入家用市場，近年來業績大不如

前。

市場呈倒三角發展　看好企業專用領域

最大關鍵便在於市場上3D列印機琳瑯滿目，但民眾因為迄今不

知道該拿3D列印機做什麼用？或如何印出有用的東西？很多人

買了放在家裡蒙塵。只能說3D列印公司因為受制於投資人，必

須選擇先搶進競爭激烈的消費零售市場恰是「生不逢時」。

反觀在企業專用領域，則可在創新研發及轉型階段，適時扮

演點火角色，驅動創新成長。尤其當市場變得越來越成熟，

專業用戶就越來越多；技術發展更為多元，浮現越來越多新

的應用材料，適用3D列印的產業越來越多，現在不單只做原

型(Prototyping)產品設計，也可拿來進行模具生產(Production 

Tooling)、最終產品組件(End use part)等數位化製造。尤其小品

項、多批量的應用需求越來越多，還有一些在生產、製造過程

(Source：all3d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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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專用/輔助型工具、零組件等，都可以運用

3D列印。

值得一提的是，3D列印雖然源起於航太、汽車製

造業廣泛應用的RP技術，在台灣卻率先由電子代

工業實現，也可見該產業發展受投資市場影響之

深。包括威盛電子、玉山創投和 Baustein Central

於2013年起，共同舉辦 APC Boot Camp 硬體連網

裝置工作營，召集具備創意、工程背景的人才，

利用威盛電子提供的3D印表機、APC迷你主機板玩

出各種連網硬體裝置的開發與設計，完成更多軟

硬整合的可能。

至今舉凡上游的設計與圖檔軟體、中游的設備製造、下游的加

工服務，都有業者開始投入，包括3D列印設備代理商實威、製

造商新金寶、揚明光、上奇、震旦行等，研能科技擁有全球首

創的垂直整合自有噴墨頭與全彩列印技術，都參與初具雛形的

「3D列印產業鏈」。新金寶旗下三緯國際(XYZprinting)深耕多

年的3D列印機更在今(2016)年元月率先傳出獲利，依CONTEXT

統計，2015年三緯Q4以出貨21,800台、31%市占率奪冠；同時

以全年50,100台居3D列印出貨龍頭，市占率21%擊敗Stratasys/

MakerBot與3D Systems/Cubify。

但台灣廠商多以代理、組裝為主，尚未切入最關鍵、門檻最高

的材料與零組件部分，其實在文創、生醫、電子、模具等產業

具備相當廣大的出海口，是一個很好的練兵應用方向。

打造可行商業模式　突破3D列印瓶頸

目前3D列印應用在商用市場上發展雖已漸趨成熟，眾多廠商紛

紛導入各種不同技術的3D列印機，用來設計溝通、生產少量客

製化零件或列印模具等。但對使用者而言，3D列印發展最大瓶

頸不在於技術、機器，而在於如何協助將想要列印的物體轉換

成數位3D模型。

文創、生醫、電子、模具等產業具備相當廣

大的出海口，是一個很好的練兵應用方向。

(Source：www.itri.org.tw)

著眼於3D printing適合國內已無大型生產基地的

美國製造業，可進行客製化、少量多樣生產。

(Source：blogs-images.forbes.com)



July 2016  SmartAuto   13

最後哪一家廠商能最大程度地掌握3D列印相關研發、應用以及服

務模式，也就掌握了未來世界產業的關鍵版圖，而在推行3D列印

產業仍面臨亟待突破的瓶頸，包括：

1.3D建模困難，影響消費市場普及速度。雖然3D列印應用在商用

市場上發展已經漸趨成熟，眾多廠商因應自己的需求紛紛導入各

種不同技術的3D列印機，用來設計溝通、生產少量客製化零件或

列印模具等。但由於3D繪圖工具功能複雜，學習門檻高，使用者

必須花費數月到數年的學習，方能隨心所欲製作出數位3D模型。

現在已有不少設備製造商、建模軟體開發商、列印服務商及

社群紛紛建立3D模型資料庫，讓消費者下載列印喜歡的3D模

型，或修改自己的設計以列印獨創的物品，例如MakerBot的

Thingiverse、Google的3D Warehouse等。有些廠商則提供3D建模

軟硬體輔助工具，期望藉此協助使用者跨越技術門檻，以開拓

更廣大的家用市場，讓未來3D列印機可以如同2D噴墨/雷射印表

機，進駐每個家庭。

2.可列印材料有限，3D列印材質仍無法完全滿足不同環境下的需

求，因此近年來廠商仍持續開發各種特性新材料。例如提供更堅

硬耐磨的材料，以便列印工具、零件等；為了能直接列印電路，

廠商也研發了各種導電列印材料；還紛紛推出了，擁有類似橡膠

特性的彈性塑膠、類似玻璃的高透明塑膠，還有模仿海綿、凝

膠、毛氈或具螢光等材料。

3.產品精細度不足，讓成品過於粗糙，用戶難以接受是最終產

品。目前解決的方向主要是整合其他生產工具，進行切削或研磨

拋光等減法加工，可比早期先列印再拋光更為精細；中空管內部

等原本無法拋光處理的部份，也能利用邊列印邊拋光的生產方式

解決。

4.生產效率差，難以大量生產。3D列印不僅成本變高，生產速度

也難以趕上需求。而廠商解決此問題的方向之一，是尋找唯有3D

列印才能解決的利基應用市場。例如列印義肢、少量多樣的產品

零件、獨一無二的工藝產品，或者列印生物組織等傳統生產方式

無法製作的物件，聚焦客製化應用。

3D列印發展最大瓶頸不在於技術、機器，而在於

如何協助將想要列印的物體轉換成數位3D模型。

(Source：nocam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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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Cover Story

善用3D列印
打造成功模式

保護智財權

工業4.0時代，無論是企業內部設計、製程工程師須更密切溝通，以達成CPS整

合；利用3D列印打造成功的商業模式，都讓智慧財產權保護刻不容緩！

(Source：static.electronics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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