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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視角，
再次定義清晰熱影像

辨識異常
清晰影像、簡易操作

全新FLIR E75, E85, E95系列產品，非破壞性檢
測工作的絕佳利器，協助您避免高額的停線成
本與耽誤生產進度。

更優秀的影像品質與測溫範圍，有利於異常檢
視與發現可能造成機具或設備的潛在問題。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事業群
桃園市桃園區興隆路 18號
TEL: 03-3626301
www.deltaww.com

Smarter Solution, Better Tomorrow
面對市場的瞬息萬變，台達工業自動化建構各式解決方案，從智能化設備、產線到工廠。
與您一同邁入綠色智慧製造時代，創造高效、節能的美好明天。

第 26 屆 TIMTOS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時間：2017年 3月 7日至 12日
台達展位：世貿一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B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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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 22 期 P.13 西門子 Navigator 平台報導，原文為「相較於上述的 Navigator 平台完成近十

年之久…」更正為「Navigator平台是西門子於2015-16年最新推出的雲端樓宇能源管理平台」。

更正啟示



海德漢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自古以來，沒有任何知識的傳送與過程能夠不藉由溝通進行。完善的互聯通訊使
得知識能更迅速地收斂並歸納形成有系統的智慧解決方案。您也可以使用這樣的
互聯通訊系統聯結起工廠與公司的資訊與知識。海德漢TNC控制器的串聯加工
(Connected Machining)系列功能使得您的工廠可串聯所有伴隨而來的製造過程。串
聯加工(Connected Machining)整合您的工廠與生產流程鏈並且使加工更有效率，進
而提升生產力、高品質以及靈活性。

更 多 海 德 漢 訊 息
海 德 漢 線 上 頻 道
HEIDENHAIN.TV

世貿展覽一館 南港四樓瑞士館  

0533B 03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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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中國大陸快速崛起，這幾年網路、媒體上一片焦急，常常會見到「台灣已經落後多少多少？

」「大陸的電子支付有多厲害，台灣差人家太多！」的種種言論，這種說法一多，讓人懷

疑台灣好像沒有明天快到末日，這是真的嗎？

歷史對台灣開了玩笑，一直以來，我們把一個大國的靈魂塞進一個很小的島嶼，台灣的地理特色

比較接近瑞士、比利時，但是我們幾乎花了所有力氣去做日本、中國、美國、德國才需要做，甚

至是還沒做的事，這樣錯亂比例的思維，讓台灣的焦慮遠遠大於成就，也讓台灣一直難以回歸到

務實、稱職的國際分工角色。

最近前亞都麗緻飯店董事長嚴長壽接受訪問時指出，台灣正在從世界地圖上消失，台灣產業不能

靠量競爭，必須用特色取勝，而要用特色取勝必須要重新定位自己，找到自己的特點，這個論點

其實不算新，不過長期以來台灣產業尤其是電子業，被過去的巨大成功限制了自己，世界已經起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卻還是迷信過去的成功模式，結果自然是在屢敗屢試後，接著屢試屢敗。

台灣電子產業過去的成功，不只單靠人的努力，天時地利的成分或許更大，如今對岸大國崛起，

世界已經換了新面貌，台灣電子產業隱然今非昔比，或許此時正是另一個起點，台灣應該稍微靜

止下來，仔細想想自己國家的特色何在？是否要重新追趕大國的腳步？或許台灣可以做出區隔找

出新定位，不做No.1，而是Only 1。

小國身體裡的大國靈魂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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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建構智慧機械技術及應用方案

台灣工具機
重塑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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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去

(2016)年底最新統計，由於受到世界主要經

濟體成長疲弱與市場需求減少影響，2016年全球

工具機市場規模為712.2億美元，比起2015年衰退

10.9%。台灣機械產業也比起2015年衰退6.4%，總

產值約新台幣9,045億元，主力次產業的金屬加工

工具機總產值則為新台幣1,173億元。

在主要市場分布上，現仍居台灣主要出口市場的中

國大陸因為調整經濟結構政策影響，2016年GDP

成長率持續自2015年6.8%下滑至6.7%，導致當地

製造業成長動能疲弱，既減少了中低階機種進口；

還須透過一帶一路政策，推動東南亞等新興工業國

家來化解其過剩工具機產能與庫存。IEK估計，未

來為了改善產業結構，與部份原物料、工業產品供

需嚴重失衡現象，大陸仍將持續進行「供給側改

革」，不僅使其進口製造業所需機械設備的成長動

能受限，恐衝擊自台灣進口的機械設備金額。

而東南亞等新興工業國家也受到低油價與美元升

值，降低對工具機需求的消費金額，個別國家的設

備國產化政策，將對台灣工具機出口造成負面影

響；韓歐、韓美FTA效應陸續發酵，已使得台廠比

起南韓出口至歐、美機種增加2%~5%關稅；加上

美國製造業再造的力道未符預期，近5年來汽車生

產與實際掛牌數量成長率正逐步趨緩，勢必會影響

新工具機採購的市場需求，可能呈現微幅衰減。

除了終端需求減緩，在供給製造端的台灣工具機產

業還先後面臨歐、美、日各國採取「高階機種平價

化」的產品與銷售策略，不斷侵蝕大陸的中低階工

具機市場。在2016年日圓、歐元相繼貶值後，更

加速歐日系機種價格趨近台灣品牌，削弱台廠原有

性/價比搶單優勢及壓縮獲利，出口到大陸市場的

工具機金額將會持續下降。

展望2017年新局　威脅亦伴隨機遇

IEK機械與系統研究組研究經理熊治民表示，展

望2017年全球工具機產業，將持續籠罩於「新平

庸」經濟型態裡。即在終端應用市場需求日趨飽

和的情境下，主要國家製造業投資趨於保守，整體

工具機市場需求將持續下滑7%~8%。台灣工具機

產業產值也比2016年衰退，估計2017年台灣機械

產業全年產值將會較2016年減少2.3%，達新台幣

8,872億元。

未來若美國新任總統上台後，課徵大陸商品懲罰性

關稅，勢將影響其出口及進口設備需求，間接衝擊

台灣工具機出口市場，而成為代罪羔羊。但面對威

脅同時，也伴隨著機會。熊治民認為，若美國因為

缺乏勞工而大量增加自動化產線，也可能創造台廠

另一波商機。另看好在大陸投入發展航太、國防、

能源、軌道車輛等領域，設備製造業亟須開發出具

有高價值與技術的產品，增加對中高階機種、自動

繼2016年台灣工具機產業受到主要經濟體成長疲弱，終端市場需

求減少影響，產值與出口雙雙下滑，2017年更不容樂觀。目前台

灣正積極推動的「智慧機械方案」，即須與過去相對鬆散的業界科

專、M-Team等結盟模式不同，盼能促進業者培育出更多集團化正規

軍打國際盃，始可提升產品多樣化、智慧化製造能力，符合現今工

業4.0大量客製化需求。

March 2017  SmartAu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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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產線系統與彈性製造單元的需求，將有利於台灣

工具機廠商，如東台、台中精機、友嘉集團等，提供

專用Turkey解決方案競爭。

性價比優勢不再　智慧機械擴大應用

熊治民進一步指出，當高性價比不再是市場競爭優

勢，主力產品遲遲無法在性能與品質上持續提升，台

灣機械業必須思考未來成長機會何在？如產業須透過

智慧機械應用，以因應現今全球製造業發展大趨勢，

包括：具備機對機通訊(M2M)、物聯網(IoT)、遠端監

控能力的單機設備及生產線，或預測維護能力的設備

及元件，以建立數位化企業與供應鏈；經由智慧化人

機介面的單機設備與生產線、智慧機器人，重建國家

及區域性製造體系；通過具備資料分析及決策輔助能

力的單機設備與生產線、智慧機器人，提高人員工作

效率與價值。

同時利用積層製造設備及具備即時能源監控能力、生

產模擬與製程參數最佳化的單機設備與生產線等，縮

短產品研發與製造週期，持續在製造體系中節能減

碳；並透過可快速改變生產功能的模組化(隨插即用)

設備、具混線生產力的單機設備與生產線、智慧機器

人，提升客製化與個性化商品製造能力，建立具獲利

能力的高度彈性化生產力。

為改善台灣機械產業競爭力，行政院已在2016年通過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期望在現有的精密機械

產業基礎上，結合包含機器人、物聯網、巨量資料、

網宇實體系統、3D列印與感測器在內的多種智慧科技

元素，打造智慧機械與智慧生產線建構能量，可稱為

「台灣智慧機械元年」。將使台灣機械產業能從智慧

化單機、自動化與智慧化生產線，以及整體製造能量

解決方案輸出來獲得更高的價值；選擇航太及半導體

產業，作為發展智慧化工具機與高科技生產設備的主

要應用領域。

融入機械+ICT能力　重塑產業品牌價值

熊治民強調，當全球積極推動工業4.0、智慧製造、產

業數位化移轉的大趨勢下，如何藉由政府推動智慧機

械產業發展的新策略，將台灣的機械與資通訊(ICT)產

業相融合，重塑機械產業競爭力，將是台灣產業未來

需要緊密掌握的關鍵發展契機。

因未來大陸仍將持續進行「供給側改革」，使其進口製造業所需機械設備的成長動能受限，恐衝擊自台灣進口的機械設備金額。

(source: DANO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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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慧機械正是實現工業4.0/智慧製造應用關鍵，其

系統架構共有機台本體、感測器或感知模組、資料儲

存、運算與控制模組、通訊模組，可分別應用於製造

和個人/家庭/商業領域。能在面對未知與多變化環境

下，使用感測器來感知周圍環境，並透過各類控制模

型，自動調整機械本身的反應活動，來完成特別的任

務。

其基於產品生命週期的製造業智慧科技應用需求，包

括在設計開發階段，提高產品開發速度及品質，以即

時依據客戶使用狀況回饋，改善產品設計；提高生產

製造時的效能、彈性、品質，保障生產安全，降低整

體生產成本、資源和能源損耗；再經市場行銷和物流

配送過程，即時蒐集市場需求與客戶意見，增加供應

鏈即時反應速度和管理透明度；最後在售後服務與教

育訓練，提供客戶整體製造服務方案，協助客戶提升

人員素質及機台可用性。

所提供的智慧機械應用方案，則須分別因應設計開發

階段，提供零組件/整機數位設計，到製程模擬與最佳

化、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以及生產製造時的智慧

工廠，具備設備與製程即時監控、製造品質即時分析

與參數最佳化、重要設備預測性維護、工件/工具/人員

管理積層製造、能源監控及使用最佳化等功能；到了

市場行銷和物流配送階段，還能藉數位化產品體驗，

蒐集客戶產品使用資料分析；在售後服務及教育訓練

導入數位化，進行遠距維修，讓機台使用監控、警

示、故障排除、預測性維護等雲端加值服務。

熊治民舉FANUC與Ci s c o 　S y s t em s、Roc kwe l l 

Automation、Preferred　Networks公司合作開發

「FIELD(FANUC Intelligent Edge Link and Drive)」智

慧化連結與驅動系統為例，係基於「CPwE(Converged 

Plantwide　Ethernet)」，將工廠內眾多感測器、機

器人、工具機、工廠自動化(FA)設備資料連結到

「UCS(Unified Computing System)」，以實現協同控制

最佳化及預防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進而導

入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人工智慧技術，利用從不

同機械設備或工廠生產線蒐集到的即時資料，進行自

主學習與控制進化。此有別於傳統工具機係將資料上

傳雲端，再運算分析，而先在設備端進行某種程度運

算，相對節省資料傳遞時間，提高分散式處理效率。

另擴增實境(AR)裝置近年來也逐漸在製造領域擴散應

用，包括協助工程人員快速進行機台安裝位置規劃與

尺寸確認，進行一般性維護或零組件更換、設備修

復；取代或輔助原有技術指導文件，協助人員學習與

操作各項設備及作業程序；以及輔助行銷、進行設備

性能展示，目前台灣已有工研院與友嘉集團發表相關

應用成果。

打造全新商業模式　提高國際競爭力

熊治民認為，未來台灣智慧機械技術與產業發展方

向，大致可分為：

1.透過建構智慧機械技術研發與應用方案，在利基型

智慧機械應用市場，建立能協助客戶創造價值，具有

差異化競爭優勢的產品與服務；

美國新任總統上台後課徵大陸商品懲罰性關稅，勢將影響其

出口及進口設備需求，間接衝擊台灣工具機出口市場，而成

為代罪羔羊。(source:slate.com)

1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欣軍配電保護管
連接器系列產品

總公司：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北三路1號 台中公司：台中市大里區爽文路836號
TEL：886-49-2254521     FAX：886-49-2254520
http://www.sinz.com.tw

TEL：886-4-24067777    FAX：886-4-24073758
E-mail:sinz@sinz.com.tw

    

    
    

        
德國 HARTING 連接器 (使用例) 鏈條護管 (使用例)

    

    
   

   

PT705 UL配電軟管
美國UL認證登錄：E241290。

            

軍規接頭 (使用例) 重承載金屬鏈條護管 (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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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T 圓形座(Cir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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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由實施與擴散智慧機械方案應用，協助台灣機

械與製造產業，能在成本、品質、交期、售後服務

等領域，建立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客製化能量。

但他也點出，最終會影響台灣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的

關鍵議題，還有關鍵技術的研發與取得。由於台灣

在機械、電子、資訊領域的技術研發、基礎支援能

力與應用發展並不一致，如物聯網、雲端運算產業

化發展程度相當高，但巨量資料商

業化面臨專業人力不足的問題；且

在數位製造、人工智慧、擴增實境

等領域的發展，相對落後國際。如

何善用自行研發、國際合作、購併

擁有技術與產品的國外廠商等不同

取得技術方式，使台灣能在較短時

間與較少資源投入下，獲得足夠的

智慧機械關鍵技術。

為加速創新商業模式發展，智慧機

械不僅會改變現有產品設計與製造

方式，也會對傳統機械業以銷售產

品為主的商業模式產生重大影響，

包括從服務領域獲得更多營利、增

加客戶使用機台能創造的價值；並

透過在鄰近客戶地區使用積層製造

技術，而簡化備品供應鏈、提高因

應設備維修需求的反應能力。因

此，政府須即時檢討相關法規與建

構足以支援的基礎設施和實驗應用

場域；企業也要構思新的營運方案

及獲利模式，避免可能的風險。

熊治民指出，由於智慧機械涉及許

多傳統機械廠商未曾專注的技術

領域，如何讓機械廠與其他智慧感

測器、物聯網和雲端平台、巨量資

料、人工智慧等業者合作，將是台

灣發展智慧機械產業關鍵。他說：「異業合作不僅

是單純的合作計畫或結盟，還包括如何讓原來有各

別產業文化與工作方式的群體能有共同語言和協同

平台，分攤工作、權益與風險，在此之前，應先讓

各別產業領域的業者能有相互接觸與交流的管道。」

FANUC與Cisco Systems、Rockwell Automation、Preferred Networks公司合作開發

「FIELD」智慧化連結與驅動系統，以實現協同控制最佳化及預防性維護；進而導

入深度學習人工智慧技術。(source:i.ytimg.com)

(source: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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