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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 報名洽詢：02-2585-5526 分機225 孫小姐。imc@ctimes.com.tw

◆ 傳真傳線：02-2585-5519

◆ 注意事項：＊活動當天，若報名者不克參加，可指派其他人選參加，並請事先通知主辦單位。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活動若適逢颱風達放假標準之不可抗拒之因素，將延期舉辦，時間另行知。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工業物聯網技術與

應用趨勢研討會

工業物聯網技術與

應用趨勢研討會
定位說明：
物聯網經過多年發展，已從概念逐漸落實至實體應用，尤其在工業製造領域，在工業4.0與智慧工廠等趨勢的帶動下，工業物聯網成為此一

領域的顯學，高智能化的產線需求不僅是趨勢，更是製造業提升競爭力的必備條件，在此態勢下我們特地舉辦了「工業物聯網技術與應用

趨勢研討會」，邀請產業中的指標性企業，從技術與應用兩端，為您剖析工業物聯網現今的發展面向與未來發展趨勢。

地點

免費參加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2號出口： 2號出口左轉 (步行2分鐘)

預定11月7日開始報名

請隨時注意官網及eDM

10:00 - 10:20 Break times

09:00 - 09:05 Opening

ROHM

Silicon Labs(益登)

10:20 - 11:10 工業自動化相關通訊，

感測器及電源系統發展

11:10 - 12:00

12:00 - 13:00

工業4.0下的物聯網感測層需求與

架構(待確認)

Lunch times

ROHM09:05 - 09:10 Keynote

SSX南星創業加速器／
朱宜振創辦人

09:10 - 10:00 大趨勢：
工業物聯網標準進程與產業發展

西門子

IBM（邀請中）

13:00 - 13:50 待確認

13:50 - 14:40 工業物聯網的物聯網生態系統設計

15:00 - 15:50 全面連網的工業機器人

14:40 - 15:00 Break times

PTC（邀請中）15:50- 16:40 工業4.0下的物聯網感測層需求與架構

16:40- 16:50 散會

KUKA
黃鵬宇 先生                                
Team Manager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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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於未然 
提高運行效率對於維護工廠資產設備至關重要。藉由堅固的  

CompactRIO 硬體和 NI InsightCM™ 軟體所建立的系統平台，NI 提供客戶監測

關鍵設備所需的高性價比系統。 此系統包含進階 I/O、複雜的訊號處理，以

及即時的資料分析和視覺化功能。NI 和您一起走在最前端，將設備、人才

和技術層次向上提升，共同邁向工業物聯網新世代。

機器狀態監控解決方案 ni .com/mcm

才是最佳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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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提供您完善的產品服務，請撥打 (02) 2377-2222 轉 2，由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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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智動化的專題報導是HMI，在訪談中受訪者提到即便HMI已成為多數機台的必要介面，但不可

能完全取代傳統的按鈕，在許多製造設備中，按鈕與鍵盤仍是必要介面，訪談過程還與受訪者小

小的腦力激盪，想想那些地方可以用HMI取代(編者想到的是電梯)。

從事自動化領域的媒體報導，至今已有十幾年，長久以來此一產業給我的印象就是「實事求是」

，在現有的條件中，找尋最適合的解答，而最適合的解答往往不是市場上效能最高、最炫人耳目

的技術，自動化產業將市場上所有的高價低價、高效低效產品，一視同仁的只做為手中的工具選

項，看哪一個是問題的最佳解答就選哪一個，不太會導入效能超過客戶或自己需求的設備。

這種做法常會讓其他領域的廠商產生一種錯覺—「台灣製造商總是立場保守、動作遲緩」，最近

的智慧化趨勢也是，儘管政府和媒體一再呼籲台灣製造業應該及早導入智慧化架構，但第一線的

廠商還是「慢慢來」，原因在於製造業者都會盤算自己資源與投資報酬率，不可能只因為「智慧

浪潮來襲」，就貿然導入一堆貴森森的設備，為了智慧化而智慧化，對身處第一線，每天跟訂單

搏鬥的業者來說，無疑是最不智慧的選擇。

主編

為智慧化而智慧化，夠智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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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綿密工業物聯網

文／攝影：王明德

專訪美商邦納台灣區
業務總監裴文鼎
智慧製造引爆的第四波工業革命，成為製造業近年來最
重要的產業變革，作為全球工業感測大廠，美商邦納也
針對此一巨大趨勢提出相對應的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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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技術是工業物聯網的最基礎架構，透過完

整綿密的感測網路，工業物聯網方能擷取足

夠數量且高準確性的資料，進而打造智慧控制與精準

分析的工業物聯網系統，美商邦納投入台灣製造市場

已久，台灣區業務總監裴文鼎指出，無論是機器視覺

或其他感測應用，都早已為台灣製造業者提供相關產

品，未來美商邦納將持續深耕感測技術，成為台灣客

戶的堅實後盾。

打造最佳工業感測器

智動化問：請簡述美商邦納的產品布局與相關策略。

裴文鼎答：目前我們公司共有六大產品線，包括光學

感測、距離量測、機器視覺、工控安全、光源、無線

傳輸等，其中光學感測、距離量測、機器視覺占前三

大出貨量，在智慧化概念帶動下，近年來全球自動化

市場逐漸增溫，在導入機台數量增加的情況下，現在

製造現場的感測設備的干擾源變多，且由於製造系統

強調功能整合，設備空間有限，就設計面來看，小體

積與抗干擾是工業等級感測器的重要趨勢，至於功能

面，設備的自我偵測與預知保養設計需求漸多，美商

邦納在這部分已有相關產品。

智動化問：近年來工控市場受到產業重視，投入發展

的廠商漸多，您認為消費性市場與工控市場的經營有

何不同？

裴文鼎答：相較於消費性市場產品品質重於一切，工

控市場除了產品品質外，技術服務更不可忽略，工控

產品主要為商業經營所用，每一類型產業對產品的

需求不一，因此在產品設計初期，就必須具備相關產

業的專業知識，設備供應商也必須充分滿足系統整合

業者的需求，因此這個產業的技術服務非常重要，設

備供應商必須要即時解決客戶的問題，以美商邦納為

例，我們採取綿細的就地化服務，尤其在台灣，台灣

是全球製造重鎮，我們相當重視台灣市場，因此所配

置的技術服務等級，在美商邦納體系中非常高，也有

充足的人力支援，可以快速回饋客戶需求，而且不只

第一線的業務與工程師，位階較高的高層管理人員，

也會直接到客戶公司拜訪並解決問題，這種做法除了

讓客戶覺得深受重視外，也可讓高層管理人員獲得第

一線的意見，決策制定時可更全面。

智動化問：工業物聯網將成為智慧工廠的主架構，感

測器在其中將扮演重要角色，您前面有提到小體積和

抗干擾將會是未來的設計重點，除這兩項外，還有其

他趨勢嗎？

裴文鼎答：工業等級感測器的精準度提升無疑會是未

來趨勢，第一層的感測網路是物聯網資料的唯一來

源，錯誤的來源必然得到錯誤的結果，因此感測器的

精確與否，將是工業物聯網系統品質的首要決定因

素，感測器的精確度，包括了前面提到的外部抗干擾

和內部本體設計，美商邦納的感測器產品精準度在業

界已有一定口碑，這點就無需贅述，我認為我們的另

一項優點在於使用的便利性。

以機器視覺為例，我們的iVu視覺感測器，結合了直

覺性操作與視覺檢測功能，相當容易上手，使用者可

依需求來決定320x240與752x480兩種可切換的檢測

解析度，藉此可勝任於多種不同的應用工作中，包括

金屬或塑膠零件的外型檢查，貼印標籤的檢知，以及

型號、日期等印刷內容確認，甚至是多種一維與二維

條碼讀取等，iVu的便利性，使之在製藥、食品、包

裝、電子以及其他多種不同產業的應用都相當方便。

工業物聯網成形

智動化問：您剛剛提到美商邦納的iVu視覺感測器，

機器視覺是自動化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美商邦納

在機器視覺的佈局也相當久，請談談機器視覺的設計

趨勢。

裴文鼎答：機器視覺在自動化系統中，主要的作用還

是以產線檢測為主，透過工業攝影機來取代人眼的先

天限制，過去機器視覺要與自動化系統整合有一定難

度，不過隨著技術的演進，已漸趨簡易，我再以iVu

為例，這款產品就大幅簡化了兩者的整合，另外多樣

性的工具選擇，也是機器視覺的重要需求，iVu內建

的多種不同視覺感測工具，解決了製造業者在製程方

面的相當多問題，像是可用來檢測被測物外型是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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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圖形比對」，指定灰階度區域尺寸的「區

域計數」工具，可用來偵測特定區域或是特徵是

否存在於被測物上，應用於檢測被測物上瑕疵的

「邊緣檢測」；以及可幫助產品分類的「圖形分

類」工具，經由設定一或多個工具的組合與各種

參數設定，可以讓各種檢測工作獲得更精確的結

果，並且能夠符合各種彈性化的應用需求，此外

iVu的分離式螢幕設計，可將觸控式操作螢幕做外

接方式，提供更彈性困難的安裝位置選擇。

除了視覺檢測外，機器視覺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

條碼判讀，系統必須可在單一檢視畫面中同時讀

取多個不同的條碼內容，支援讀取的條碼類型涵

蓋了各種常見的不同一維或二維格式，此一功能

可以滿足於生產線中即時辨識產品的需求。

智動化問：針對工業4.0與智慧工廠趨勢，美商邦

納做了哪些準備？

裴文鼎答：不管是工業4.0或智慧工廠，這兩個

概念都將感測網路的建立視為重要建置，感測器

未來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彼此之間要能無縫連

結，因此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通訊協定，在感測

器通訊協定中，目前多數業者選擇為IO-Link，此

一通訊協定改變了過去只能判別感測器的開、關

兩種狀況，IO-Link透過4個接腳的連結，可偵測

感測器的內部狀態，同時也可進行遠端監控，我

們目前支援IO-Link的產品越來越多，除了IO-Link

外，我們之前也開始積極推出無線傳輸產品，在

佈線不易的地區，仍可完整傳輸資料，這些產品

策略，都以工業物聯網的基礎佈建為前提設計。

相對大陸廠商已開始大量導入IO-Link，台灣廠商

在成本考量下，投入者仍不多，其實IO/Link的初

期成本雖然較高，不過如果考量到整體系統的配

線、I/O點設置費用，IO-Link仍是較佳的選擇，如

果再加上未來轉型智慧化所帶來的附加價值，這

仍是最具效益的做法，當然這些效益的主要獲得

都是終端使用者，因此台灣自動化機台製造商還

是應該說服客戶，及早開始佈署自動化與智慧化

系統，這對供需兩端而言，無疑是雙贏的結果。





Cover Story

工具機藉應用與
技術創值

市電同價下之市場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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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對比過往的舊常態，也就是「非常態」現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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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皆指出，繼

金融海嘯之後，即使歐、美、日各國相繼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措

施，全球經濟仍陷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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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也可用來對照曾在2011年被譽為「影響世界的60公里黃金

縱谷」，卻在短短5年內豬羊變色，正陷落於低谷的台灣中部

工具機產業聚落。就像是在歐、美、日大船間擺盪的扁舟，在

金融海嘯過後，才開始承受兩船間餘波不斷的震盪衝擊，在新

政府將智慧機械定位為5+2創新產業之際格外諷刺。

首先由美國挑起的「量化寬鬆貨幣（QE）」政策，不僅陸續

促成了歐、日跟進，就連現今油價疲弱不振現象，也可視為油

元大國另類量化寬鬆的手段之一。既因為匯差削弱台灣工具機

產業的傳統高性／價比（C／P值）優勢，就連曾倚靠能源、

汽車模具加工產業成長，還能維持相對穩定獲利的專業大型龍

門機種製造廠，也面臨更多國內外跨界競爭者的挑戰。

克服新平庸經濟挑戰

雖然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TMBA）秘書長黃

建中在今年一場研討會上，一開始就打臉預測今年Q3景氣反

轉的看法，大概談不到「產業未來希望與美好願景」。他坦

言，自2014年起全球各區域工具機消費總額齊降，至今還沒

看到隧道盡頭，也沒人敢預測3個月後發展，他隨後表示，所

幸台灣工具機產業在2009年金融海嘯後學到的教訓，就是有

效調整彈性生產時間，不要囤積太多庫存，在2015年後全球

產銷尚稱平穩。

根據Gartner統計，台灣工具機產值先後在2012年被南韓（第五

名）、美國（第六名）超越後，2013年起已穩穩落居第七大

國；到了2015年比起2014年跌幅更高達17%，與瑞士並列另類

第一，「兆元產業」目標再告落空。主因就是美日尚未簽訂雙

邊自由貿易區協定（FTA），多邊TPP協定又遙遙無期，導致日

本工具機大廠MAZAK、Okuma、Mori Seiki先後赴美設廠。以中

小企業居多的台灣工具機業者既無力跨國經營，加上政府外交

實力不足，只能侷限在台生產，排名自然隨著每況愈下。

文／陳念舜

一篇〈褪色60公里〉文章發表後，曾因看好iPhone商機而短

暫受關注的台灣中部精密機械聚落從「土豪金」染成「霧面

黑」。其實台灣工具機產業近年來早有所悟，須靠應用技術

加值，如今也只是復歸平庸而已。

TMBA秘書長黃建中指出，機械業必須瞭解客戶如何用機器，再進行適當

包裝。 (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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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中分析，目前日本、德國都是台廠要面對從高階市場俯攻低

階市場的兩大強國。前者在2008年之前，內外需比例約7：3；渡

過金融海嘯後，因為美元QE政策促升日圓，日廠紛紛赴海外生產

帶動外銷，內外需比重又降回5：5。到了2015年受惠於日圓貶

值，搶接完一波訂單後，外銷持續走弱，台灣則持續扮演忠實顧

客角色；內需則靠著日本政府對更新日製設備的獎勵金補助。

隨著近幾年來日本對內五軸加工中心機、車銑複合加工機等高階

機種需求均成長，促進成本降低、品質更穩定，待拉近與台製品

差價後，就在世界各地消費市場大舉搶單，排擠台廠生存空間。

黃建中認為台廠也該省思，何以不敢像日本那樣挑戰勇於德國，

擴散自家應用市場？反而在內需市場上，一見到歐、日系進口設

備就腳軟，外銷也只能在全球前10大工具機消費市場後段班的土

耳其、印度賣得好，卻攻不進真正大市場。如今已有許多國際大

廠開始研究如何下放規格，轉攻低階平價市場時更不該缺席，才

不會逐步流失市占率。

至於德國工具機產業到今年Q1為止的訂單仍穩定成長，在歐洲地

區一支獨秀，也是今年全球工具機前十大消費市場唯一接單、生

產正成長國家，主要外需市場來自大陸，值得亦屬大陸市占率前

五大國之一的台灣警惕。

到了2015年起，就連第四大出口國地位也被大陸正式超越，難怪

被媒體比擬掉入「中等生陷阱」。也就是中等生若一味消耗高性

價比優勢，而沒有趁勢往高端投資。當後段生往上超越、優等生

向下攻擊時，中等生自然向下沉淪。

高性價比豬羊變色

倘若深究中部黃金縱谷何以成了「憂鬱縱谷」？不如反求諸己。

也就是過去被過度神化的台灣工具機產業聚落靠著中心廠帶領協

力廠分工合作的模式，以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品質不錯的高（

性／價比）值打響國際名聲。不僅早已被戳破「與其說是高性／

價比，還不如說是高價／性比。」

舉高明精機為例，近2年業績甚至剩下20%，主因就是當市場萎

縮，每家都覺得做大龍門好賺，讓許多原本作小型機的也要跨足

作大型機，對手增加，就會加劇價格競爭；加上中部聚落導致取

得關鍵零組件的門檻低，國際市場雖然對MIT品質有一定評價，

但一問到零組件都是相同的供應商就看不出差異化，這才是重

點！

所幸已有業者看出，雖然中部上下游供應鏈完整，但技術、零組

件共享，就會有產品同質性過高問題，一旦遇到景氣循環低谷，

就會淪為價格競爭，聚落優勢瞬間變為劣勢。就連曾為M-Team

聯盟主導者台中精機董事長黃明和，也意識到靠聚落優勢降低成

本，長期將無法跟上整線規劃、產品差異化的國際趨勢，於是改

為提高產品自製率，減少依賴聚落協力廠及零組件廠。

藉助歐、日降階壓力驅動升級

此外，當工具機大廠開始抱怨2011年起生效的ECFA早收清單，

讓關鍵零組件廠商成全了大陸對手，大陸廠商能用更便宜價格買

進台灣的優質關鍵零組件，扶植自家產業，同時也開始高薪挖角

台灣工程師，加重產業人力短缺問題，從客戶變對手。到了去年

台灣工具機出口大陸金額大貶24%，第四出口大國地位也正式被

大陸超越。

業者不妨思考，此除了因ECFA後續貨品貿易協議戛然中止，論斷

其成敗並不公平。且以大陸消費市場與產業資金規模之龐大，早

日本看好從中機能／中價格市場向下延伸，料將侵蝕台灣、大陸、南韓等

原有低機能／低價格市場定位。(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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