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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變新未來

台達 SCARA 工業機器人
— 智能機器人 進化新選擇 — 

台達 SCARA工業機器人具備高整合特性，及以下特色 :

●  優越的速度、線性度、垂直度和重複精度
●  免感知器順應功能，可順應工件與孔位間偏差
●  友善機器人整合介面，縮短開發時程與成本
●  多樣性教導工具

可彈性因應產線變化，快速導入產線自動化，
滿足製程應用需求，提高生產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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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當機器人變成同事

這幾年工業機器人忽然變成市場熱門議題，而且很明顯不是炒過就算的假議題，因為在實際的市

場面，工業機器人近年來的價格急跌，一般來說單一市場會進入跌價狀況有幾個原因，一是市

場飽和，大家只好削價競爭，另一則是市場正在起飛，需求雖未飽和，但技術成熟，投入者變多，後

進者拼價格佔市場，工業機器人就屬此類。

而工業機器人市場之所以火熱，除了缺工與自動化技術成熟兩項原因外，鴻海、Google等大廠相繼大

動作投入，也成為市場助燃器，不過市場成熟也帶來許多「過人」的想法，「無人工廠」就是一例。

之前不斷有產業與媒體喊出「無人工廠」，似乎在不遠的未來，機器人將完全主控生產線，或許此一

願景未來會實現，但至少絕不會在十年內看到，因為機器手臂再複雜，仍有其侷限，超過人臂六軸的

七軸機器手臂早已問世，但即便是號稱可以做到人手所不能的動作，七軸機器手臂的應用不多，主要

原因在於週邊設備的配合，人力工作不只是手臂，還有更精細的眼睛、更高運算速度頭腦與更快的感

測皮膚，這些極為機密的感官使得人力的工作速度遠高於機器手臂。

但人體的缺點也在此，過於精細的感官不但容易受損，長時間運作下效能也會降低，因此工業機器

人的普及，將會與人工互補，人工負責複雜的工序，簡單而重複的工作則交由機器人，因為中短期之

內，人與工業機器人在同一產線共工的的情況將會發生，機器人成為同事的日子已經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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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動化系統已逐漸迎向第二次自動化時代，

這也成為台灣製造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智慧化」的需求也成為現在產線上的重點趨勢。

工業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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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消費性產品，機械業的技術變動速度向來緩慢，不過

進入21世紀後，年產業環境變化快速，連動影響機械產

業，尤其是人力成本日漸高昂，且中國企業快速崛起，以往仰賴低

廉人力的台灣產業競爭力逐漸流失，在加上3C產品生命週期縮短，

消費者自我意識抬頭，傳統的少樣多量製造模式已不敷現在所需，

多樣多量成為市場主流，在此態勢下，廠商對自動化乃至於智慧化

生產系統的需求越來越高，這也是這幾年工業機器人的導入速度加

快的主因之一。

製造業初期導入自動化系統，主要是為大量生產時，取代人力不

及或不願的工作，如3K（髒kitanai、辛苦kitsui、危險kikem）產業

等，多年來自動化技術不斷提升，導入智慧概念後，新世代製造系

統則強調須具有少量多樣或多樣少量之彈性，以及增加視覺與力覺

等感測元件，提供反饋功能，進而協助人類提升工作效率和作業員

的水準，從單純加工進化到管理、維修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

可視為運動控制一環 機器人成取代人力首選

此外，目前把工業機器人整合到生產線上，也是運動控制系統發展

的趨勢之一，以工業機器人的分類來看，目前在系統上應用的主流

則是以四軸或六軸的關節型機器人為主，由於在產線上的占用面積

小，但可運動的範圍大，在靈活度及使用彈性上，成為自動化廠商

的主要選擇；主要以歐美與日本起家的關節型機器人，其發展具有

時空背景，主要應用在像是汽車廠等高髒污、高危險等環境；此

外，由於工業機器人的作動一致性高，只要作動設定正確，即可成

為取代人力的首選。

導入工業機器人的目的，主要還是來自於產線規劃的目的，由於工

業機器人在某些程度上可以降低產線所需要的面積，加上它可以進

行較複雜的作動，也可以減少相關附屬機台需求的建置成本，對設

備商與使用者來說，導入工業機器人可在建置系統上節省部分的成

本，在某些部分上亦可提升產線的效能，但當工業機器人加入運動

控制系統規劃中，將讓運動控制系統產生不同的發展。

簡單來說工業機器人基本上就是「複雜」而「多軸」的運動控制，

相較於一般的三維運動控制來說，工業機器人所需要的運算式，絕

對是複雜而多重，很多時候工業機器人的製造商，必須將這些複雜

的控制邏輯「包」在獨立的控制器中，由於工業機器人主要仍以自

有的模組進行控制為主，與傳統由控制器來送訊息給馬達要求作動

的作法，有相當程度的不同。

簡單來說工業機器人基本上
就是「複雜」而「多軸」的
運動控制，相較於一般的三
維運動控制來說，工業機器
人所需要的運算式，絕對是
複雜而多重。

目前在系統上應用工業機
器人的主流為四軸與六軸
的關節型機器人。(Source: 
Dunba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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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人

人與機器手臂的和諧共工是目前工業機
器人的設計重點。(Source: ICRA 2014)

工業機器人與目前自動化廠商透過整合泛用型控制器軟硬體，進

行機構設計及行為設計的模式有些不同，由於使用者自行設計工

業機器人的軟硬體及行為作動的難度較高，因此與運動控制主要

的做法，仍是透過通訊整合工業機器人與產線的互動，透過模組

式的整合導入傳統運動控制的生產線上，因此的確存在一些挑戰。

工業機器人與傳統運動控制最大的不同，在於整合度問題，以終

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相較於運動控制系統仍需要進行與應用環

境間的整合規畫，整合度較高的工業機器人當然較受使用者的青

睞；但相對來說，以設備商的角度來看，同樣由於它的整合度「

太高」，對於應用的發展彈性當然較為弱勢。

針對工業機器人的應用侷限，業者指出，以目前的技術，機器還

是只適合應用於部份製程，像是精細加工或是陣列加工等需要產

能的部分，仍會是應用運動控制設計，工業機器人的主要應用環

境，應該仍是在取代人力的面向為主，本來不會應用人力進行加

工的部分，應用工業機器人可能也無法產生效率。

整合度挑戰需要克服 如何更接近人是問題

對設備的擴充來說，由於工業機器人的作動設計已經固定，在產

能調整上缺乏彈性，靈活度因此降低，代價也跟著增加，因此導

入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多以常態化及量大的工作需求為主，業者

指出，未來在工業機器人設計上，如何讓它「更接近人」的運作

模式，將會是發展的重要課題，此外，由於在系統同步上需要更

穩定的互動，運動控制與工業機器人、視覺及感測器等其他裝置

的整合，在通訊介面上將會是自動化廠商下一階段面臨的重要課

題。

另外也有業者認為，相較於傳統封閉式的控制邏輯，如果透過

Softmotion的技術來取代原有的封閉式控制器，將有助於與運動

控制系統的完整整合，透過邏輯演算，可以協助工業機器人與運

動控制系統開發完整的同動的邏輯處理，但此一趨勢仍在發展當

中，前提必須是Softmotion更被市場所接受。

德國機械設備製造商聯合會（VDMA）就曾指出，基於現今產品日

益趨向微型化，需在輕薄短小的空間裡擁有強大功能；不論是高

科技或消費性產品，都希望藉自動化技術提供100%零缺陷的產品

品質，提升產品價格；所以更強調應藉由彈性生產系統因應動態

市場需求，改變生產技術，以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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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精密且工序繁複的製程，仍需倚靠人的雙手進行，
因此無人的全面自動化願景然能實現，中國大陸的人力
生產線仍有其存在價值。 (Source: 南方早報)

無法完全取代人力 現階段以人機混線為主

美國也希望在此後金融危機時代，憑藉技術革新「振興製造業」，

減輕人力成本的限制，徹底改變「美國製造」的命運，從而打敗「

中國製造」，成為「再工業化」戰略的主要方向之一，美國總統歐

巴馬在上次選舉時，就將美國前瞻製造業夥伴關係策略（AMP）作

為競選政策議題之一，規劃在4年間投入5~10億美元落實，包括稅負

優惠措施與「就業回國法案」，藉此彌補企業因遷移生產業務返美

而產生的成本，並協助美國製造業掌握國際競爭的優勢條件，確保

美國「在地創新，在地製造」的優質能耐，最終為美國人帶來高薪

資的就業機會。預估兩岸產業供應鏈將因此受到波及，尤其是與美

國技術創新和3C出口市場有最直接關係的科技產業。

中國大陸則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最新通過的「關於促進外貿穩定增長

的若干意見」裡，提出妥善應對貿易摩擦、增加進口先進技術設備

及關鍵零組件等8大項政策措施。

此外，不論是高科技或一般產品，都能藉自動化技術大幅改善產品

品質，提升產品價格；於人與機械互動過程裡，越複雜的生產流程

與需要越簡單的操作，皆須藉助直覺式設計，但這時問題來了，因

為包括iPhone、iPad、NB個個都需要成千上百道工序，至今仍須仰賴

一個個生產線的工人，把數百個零部件組裝起來，要想全部由機械

人代勞，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過去20年，日本企業在人工成本攀高後，也積極轉往自動化生產；

但後來發現，在生產少量多樣的繁複產品時良率偏低，也證實完全

自動化生產仍不可行，以鴻海為例，在CPU插槽、機殼拋光等單一關

鍵零部件，確實可以仰賴機器手臂，精準度確實很高；但以鴻海現

今主要的各個代工產品而言，都牽涉到複雜的組裝流程時，恐怕還

是需要大陸民工的粗壯手臂。

就市場觀察可以發現，業者普遍認為目前台灣的產業用機器人市場

需求，仍以IC產業為主，包括在平面顯示器、半導體產業的生產製

程中，以無塵室設備應用為主，集中於玻璃基板∕晶圓之製程間取

放與搬運；太陽能產業使用機器手臂，以取放電池、單∕多晶矽晶

圓；在電子零件組裝業應用也備受重視，尤其在工資預期上漲壓力

下，該領域的系統組裝機器人應用潛力大。

國內外研究機構看好電子電機產業用機器人的應用機會，係來自於

以下產品需求特性與製造能力提升的挑戰：產品多種少量所導致彈

性生產需求、產品生命週期持續縮短、技術人力缺乏及工資上漲速

度快、上市時間壓縮、更專業、精密與複雜的製造流程、品質更穩

健可靠度更高之製程要求、綠能與環境規範的要求。

過去20年，
日本企業在人工成本
攀高後，也積極轉往
自動化生產；但後來
發現，在生產少量多
樣的繁複產品時良率
偏低，也證實完全自
動化生產仍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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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感光薄膜的發色濃度
可簡單測量出紫外線的分
佈情況

應 用  實  例

種 類 尺 寸 厚 度 型 式
光量測量範圍
(mj/cm2)

UV 感光薄膜 L 4 ~ 6000 0.1mm 單片式

雙片式

雙片式

0.1mm x 2

0.1mm x 2

30 ~ 7000

700 ~ 100000

270mm x 5m

(捲狀)
UV 感光薄膜 M

UV 感光薄膜 H

裁切所需的UV感光
薄膜的長度，放置
在想測量的部位。

啟動裝置，照射紫外
線。※請照射UV感光
薄膜的非光澤面。

依照光量大小，UV
感光薄膜將有對應
的顏色。

取出UV感光薄膜，
從顯色的分佈狀況
，便可目測紫外線
光量分佈。

使用UV光量分析儀
(FUD-7010E)可更
廣泛取得UV光量分
佈數據數位化。

1 2 3 4 5

‧液晶觸控面板貼合

‧光阻曝光

‧HDD機能性樹脂黏著

‧UV印刷油墨硬化

‧UV黏著硬化

‧樹脂塗佈硬化

‧食品包裝材料UV殺菌 ‧UV黏著劑硬化(Spot)

‧光阻曝光(直寫)

昱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09號9F-3
Tel: +886-2-8792-7968‧Fax: +886-2-8792-8658
E-mail: sales@isininc.com‧http://www.isin.com.tw



Prescale
薄膜種類

 310×3
 270×5
 270×6
 270×12
 270×12
 270×12
 270×12

產品尺寸
寬度(mm) ×長度(m)

微壓（4LW）
極超低壓（LLLW）
超低壓（LLW）
低壓（LW）
中壓（MS）
高壓（HS）
超高壓（HHS）

可測壓力範圍【MPa】= 10.2kgf/cm2

0.05  0.2                 0.5 0.6                    2.5                     10                    50                  130                 300

使用實例
• 測量底座、液晶的壓力：各種液晶顯示器、精密模組
• 測量壓縮壓力：膠合板、多層板的平面壓力、觸控面板、
                    LCD(膠膜及保護玻璃)黏貼壓力
• 測量接觸壓力：剎車、離合器摩擦片、網板印刷、電路板、
                    太陽能電池用導電薄膜的壓合
• 半導體：CMP拋光頭接觸面、膠膜壓合與黏晶機吸嘴調整
• 食品、醫藥、鋰電池：熱封裝之設定調整確認
• ND-LCD Filter(減光片)：用於LCD液晶面檢查

感壓薄膜剪裁為所
需要的形狀大小並
將A-Film及C-Film
的塗佈面相結合

將感壓薄膜置入
待測壓區

觀察壓力分佈情
形，壓力看得到

使用壓力分析儀(FPD-8010E)可更廣範的取得
壓力分佈的數據。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09號9樓之3
電話：(02) 8792-7968   傳真：(02) 8792-8658   
上海(昱昶)
電話：86-21-3779-3667  傳真：86-21-3779-3357

昱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感壓薄膜應用實例

http://www.isin.com.tw

取出感熱薄膜，從發色分佈可以
目測判定熱分佈的狀況。

裁剪薄膜所需長度，
夾入欲測量位置。

夾壓／軋滾軸、印刷／印表
機滾軸、影印機熱壓滾軸

■ 使用方法

■ 特 性

■ 應用例

設備如常運轉，使其薄膜(非光澤面)
接觸熱源。

薄膜的發色會因熱源的溫度和接觸時間而改變，也會隨接觸熱源的材質、特性、接觸壓和風動而有所不同。

(※建議溫度範圍：15∼30℃﹔35∼80﹪RH。)

根據熱量的分佈，感
熱薄膜會對應發色。

使用溫度範圍                   140∼200℃ 

       尺寸               270mm×200mm   270mm×5M

       型式               單片(5張⁄盒)          捲狀(5M⁄盒)

       厚度                                     0.09mm

■ 規格

層壓 加壓 滾軸 烤爐

乾燥爐、材料燒成爐、真空
壓膜、零件表面熱分佈

PCB 基板、太陽電池、
各種保護膜的層壓

ACF 壓著、封裝、太陽
電池、鋰電池

3秒接觸

5秒接觸

7秒接觸

1 2

3 4

► ►

►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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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工業機器人

作者    陳念舜

台灣掌握機器人
零組件系統核心

形塑完整生態系

受到近半年來台灣出口連跌不止，

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被視為

衝擊資通訊產業的主因之一。

然而，台灣製造業若能趁此轉身起行，

亦不失為產業轉型的契機，

少數具有關鍵零組件與系統整合能力

機器人產業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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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部統計處陸續公佈今(2015)年上半年來台灣出口數據下滑，「紅色供應鏈」幾已被視為

這波衝擊資通訊產業的主因之一，惟該現象亦基於傳統歐美日大國為鼓動全球化所推行之「

雁行理論」。即過去亞洲地區在全球產品生命週期中的角色分工，係以日本為亞洲資通訊產品帶頭創

新的大哥，再由亞洲四小龍居中接棒改良產品製程，後段東南亞各國則將成熟產品標準化的「雁群」

規劃垂直分工體系，生產技術隨雁群逐漸後傳，也代表國家在價值鏈中角色的位置。

但自從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2011~2015)開始推動「穩增長，調結構」等政策以來，受惠地域廣大，

加上境內不同區域間的經濟環境歧異極大，造成當地市場本身就是一個「雁群」，可從上到下涵括品

牌產品、代工製造、關鍵零組件等群聚，進而嘗試自成系統；小米手機帶動的成功商業模式，更顯示

新世代科技競爭已從硬體，跨越至雲端、物聯網等內容領域。待進入下一階段「中國製造2025」時，

台灣製造業若還不及時轉身起行，首當其衝的將是更上游的關鍵零組件聚落，恐遭各個擊破。

台灣

日本
台灣最大進口國與技術合作夥伴，台灣目前

高度倚賴從日本進口機器人與減速機、伺服

馬達等關鍵零組件。

東協國家
新興市場的崛起，尤其是東協五國，未來

對於工業機器人的需求會逐年增加，其中

以印尼、泰國為主。

中國
台灣最大的出口國與生產基地，近年占台灣

出口貿易比重四成。龐大的內需市場也是各

國兵家必爭之地。

美國
美國未來為全球重要的機器人市場，尤其若

3C產品的製造在美國的比重升高時，台灣對

其的貿易量也會逐漸上升。

歐盟
從歐盟進口機器人產品仍大於出口，未來

與歐盟的經貿關係仍是以國際合作為主。

最大進口國

最大出口國

全球主要市場

主要貿易市場

未來極具潛力

韓國
在許多產品上台灣最大的貿易競爭對手低荷重

的工業機器人的產品、市場皆與台灣相似。

最大競爭者

台灣機器人產業與週邊經貿夥伴的關係

(Source: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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