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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概念近年來在各領域成為主流議題，從企業經營、能源使用、綠建築到災害防救都

有相關討論，雖然各領域對永續經營的目標不同，不過就目前來看，作法相當一致，

都透過智慧化技術，讓策略的執行更有效率。

智慧化奠基於科技，過去科技帶動ICT產業的發達，讓數位化深入日常生活中，進而打造出現

代生活的面貌，消費端的應用，刺激出ICT技術的成熟，進而將相關技術延伸至家庭、建築、

城市等領域，近年來陸續出現的智慧綠建築就是其一。

智慧綠建築讓營建業、節能與高科技產業整合，除了打造出全新商機外，也讓永續節能概念與

ICT產業結合，進而更擴大到「智慧城市」層面，現在智慧城市概念，以永續發展為前提，既

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發展的需求；此一概念的城市規畫，強調合理的利用自然

資源，並為後代維護與保留較好的資源條件，像是廢棄物處理、污廢水處理、雨水排水系統及

城市交通工具，甚至是都市綠島等，均可看出這一類型規劃的方向。

「永續發展」觀點，已從產業、居住環境，一路延伸到城市與國土保育，智慧化系統的導入，

更帶來龐大助力，除了讓生活更便利之外，「環境永續」的耐念，也因科技力量的注入，獲得

更大的能量。

用科技友善對待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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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晶片龍頭高通（Qualcomm）宣布併購恩智浦

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預計整筆交易

金額高達 470 億美元（約為台幣1.4兆），再度刷新全球

半導體產業購併最高金額。

高通為全球第五大半導體業者，並為IC設計業龍頭，掌

握多項通訊領域專利與標準制定能力，其晶片主要應

用於手機與其他通訊產品。2015年年營業額約253億美

元。與我國半導體供應鏈關係密切，多在台灣進行晶圓

代工製造與後段封裝與測試。恩智浦前身則為飛利浦的

半導體部門，專注於車用半導體及安控等垂直領域。原

於車用IC領域排名第五的恩智浦於2015年併購Freescale

後躍升為該領域第一大業者。2015年營業額約98億美元

（含Freescale）。其主要採IDM的經營模式，近期亦逐

漸釋出晶圓代工訂單。

高通購併恩智浦後可藉此將經營領域延伸至車用電子，

由於該領域供應鏈及客戶群較為封閉，相關產品亦需通

過多項認證，因此併購後將有助於前者跨越車電領域，

更有助於未來發展車聯網應用與自駕車等新興領域。此

外，高通主力產品集中於通訊晶片，雖曾多次以策略性

併購完整布局網路通訊領域，然而在物聯網發展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感測器以及低功耗MCU產品則相對缺乏，因

此併購後也有助於更加完整在物聯網的產品布局。

由此併購案亦可發現，面臨日趨成熟的3C應用市場，亦

需積極朝多元應用領域佈局，並透過併購等方式增加技

術深度與廣度。以我國聯發科為例，過去數年來亦積極

轉型佈局如車用電子等物聯網新興應用領域，除日前公

布規劃與大陸業者四維圖新合作外，亦於近期陸續併購

如奕力、立錡等業者，擴大其晶片產品範疇。

由於未來物聯網等新興應用的發展，需將原本運用在3C

領域的ICT技術擴大延伸至非3C領域，首要面臨的問題

就是技術領域的多元性，目前多數IC業者各有其專長領

域，但新興應用需求的技術涵蓋面廣泛，僅透過IC產品

的組合或大廠間策略聯盟、共同研發等方式，恐不足以

因應未來新興應用產品設計的需求，也因此，近年內IC

供應商間的整併已蔚為風潮。

更重要的競爭關鍵在於新興應用大多需要進行跨域整

合，而專業需求則使傳統3C晶片業者面臨高度進入障

礙。以車用電子為例，汽車的安規認證、車廠的認證要

求等，皆使傳統3C晶片業者面臨挑戰，透過購併的方式

可在最短期間內取得相關技術、客戶關係，縮短進入該

領域後的學習曲線。估計未來仍將持續出現跨領域的水

平整合、上下游的垂直整合之企業併購案。

高通併購一案對我國半導體業者的影響應為優劣互見。

對下游晶圓代工與封測代工業者而言，估計台灣供應鏈

可因此受惠，主因為國際客戶將持續採取擴大晶圓委外

生產的Fabless經營模式，高通掌握決策權後，可望持續

甚至擴大釋出代工訂單。但對於國內的IC供應商而言，

競爭已由傳統通訊領域擴張至其他新興應用領域，而經

併購後將使國際大廠在新興應用領域的競爭力得以進一

步提升，我業者的競爭壓力將因此提高。

對我業者而言，因應新興應用跨領域結合的趨勢與國際

大廠的競爭，未來仍需持續進行多元佈局，選擇策略合

作夥伴，累積在新興跨域應用的技術與經驗，以維持在

半導體產業中的長期競爭力。

從高通併購恩智浦看半導體

發展趨勢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跨域整合 多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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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進」自己成長的故鄉 － 高雄，在金

屬中心舉辦了一場「當創客遇見金屬」的

社群活動，大家針對兩個題目交流的相當熱絡，

一是金屬加工，特別是金屬3D列印能為Maker、

設計師及高雄產業轉型帶來什麼幫助；二是南部

的Maker社群該如何轉動出在地特色。

很多Maker常用3D列印機印出自己作品原型的外

觀或機構件，但通常是使用塑料材質的列印機

種，頂多是到樹脂光固化的設備等級，對金屬材

料的3D列印應用往往並不熟悉。

金屬中心吳慶財博士分享指出，世界強國對3D列

印相當重視，但發展重點不在創意應用，而是希

望促成製造業的轉型。美國歐巴馬總統即提出「

再工業化」政策，推動AMP先進製造技術發展計

畫，並提倡應用3D列印技術於模具、汽車、鑄

造、航太與生醫等金屬製造業，以提升國際競爭

力。

這個政策方向無疑已突顯了金屬3D列印的重要

性，而南部為台灣製造重鎮，確實可以善用這項

技術來轉型升級。吳博士以砂模加工製程為例，

運用金屬3D列印機直接印出砂模，可以取代傳統

的木型設計、加工和砂模造型手工製作的三道程

序，不僅節省時間和成本，更能實現複雜結構的

設計。

對Maker而言，也許在POC的前期並不需用到金屬

3D列印，但在少量製造時就可採用上述的3D列印

砂模來開模，或採用脫蠟鑄造工法，甚至也能直

接印出金屬成品。

一位剛從紐約回高雄的工業設計師，在現場即興

趣濃厚地提出許多金屬加工的問題，也對美國設

計圈與台灣Maker及製造圈的串連深感興趣。她最

近拜訪了南部多家公司、工廠，非常肯定在地技

術實力，但也感歎南部人太「憨厚」，只知道把

本份做好，卻不懂得告訴更多人：「我很棒，有

需要請來找我！」

楊育修則是走過矽谷、在台北經營過Makerspace 

－ 未來產房（Futureward) ，今年起因緣際會來

到高雄駁二特區創辦MZone大港自造特區，希望

將它打造成一個「大小市民的創作與實作工坊」

，並進一步以高雄為基地打造出串連國際的自造

生態系統。

此外，包括創客吧萊和TO.GATHER代表都出席

這次的交流會，他們都是自營、在地化的Maker-

space，不少熱情、有創意的夥伴都在此聚集，持

續展現強大的創意自造能量。

在這個下午的交流會中，讓我再次確認Maker運動

在地化發展的潛力無窮：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

色、價值，也應該有自己的個性與風格，只要充

分發揮，必然能樹立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期待這次的交流，能促成技術（金屬3D列印）、

創意（Maker與設計師）及在地製造業的串連契

機，並在即將登場（12/10-12/11）的大港自造節

有初步的成果展現。

（本文作者為MakerPRO總主筆及共同創辦人）

促成製造業轉型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MAKER運動在地化，機會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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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

2017年智慧型手機
產量年成長率恐僅4.5%
中國品牌出貨動能恐弱化，成長取決外銷市場的拓展。

根據調查，2016年智慧型手機生產數

量年成長縮減至2.5%，總生產數量預估

達13.3億支，雖有中國品牌智慧型手機

出貨維持相對強勁動能，但國際品牌市

占的衰減仍抑制整體成長表現。2017

年智慧型手機生產數量將逼近14億支，

年成長約4.5%，在市場缺乏新應用的刺

激下，過往動輒二位數以上的成長已不

復見。

2016年受惠於兩大品牌OPPO及vivo強

勁的出貨成長帶動下，中國品牌智慧型

手機總生產數量達6億支。然而，由於

上述兩大品牌2016年的生產數量年成

長已呈相對高檔，在該公司策略仍以內

銷為主、海外能見度仍低的情況下，預

估要維持高度成長難度更高。

TrendForce預估，2017年中國品牌智慧

型手機總生產數量約6.34億支，相較今

年恐怕僅能持平。各品牌出貨表現主要

取決於外銷市場的拓展，若受限海外市

場佈建、缺少IP或未獲得海外電信商支

援，中國品牌手機將只能侷限在內陸市

場銷售，不僅成長性有限，激烈的價格

競爭可能進一步壓縮獲利空間。

今年第四季三星Note 7電池爆炸事件重

創消費者信心，雖然目前三星已加強促

銷Galaxy S7系列機種，維持整體生產數

量水位，但展望2017年，三星在大尺

寸手機市場如何穩定消費者信心，及在

硬體規格持續創新，將是最大的挑戰。

事實上，2016年蘋果iPhone仍難逃銷

售低迷的市況，年衰退預估達11.5%

，然而，從供應鏈的訊息來看，2017

年新一代iPhone將受惠硬體規格顯

著升級，包含採用AMOLED螢幕、玻

璃機殼、DRAM容量增加、窄邊框處

理、HOME鍵移除等進一步改款，使消

費者對下一代iPhone抱持高度的關注，

進而拉抬蘋果手機市占再度擴大，預估

2017年iPhone生產數量年成長約8.9%。

據了解，今年蘋果手機出貨量並不樂

觀，主因之一為iPhone 7系列螢幕與上

一代相較無明顯升級，許多消費者轉而

期盼明年的新一代iPhone，據聞在大尺

寸機種會採用AMOLED的螢幕，也改為

玻璃機殼，帶來外觀上的革新。（王岫

晨）

育成二十年淬鍊有成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培植新創	

為使臺灣中小企業邁向茁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1997年即鼓勵全國公民營機構

設立育成中心，20年來形成強大的育成能量。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不斷透過串聯國

內外創新創業資源與商機網路，藉以帶動國內新創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

今(2016)年更結合「2016 Meet Taipei創新創業嘉年華」盛會，籌畫「育成20」

之榮耀表揚典禮，透過「主題展館」及「表揚大會」，展現我國育成政策20年來

的培育成果，希望鼓勵更多有志於創新創業的青年才俊，進而加速掌握全球化發

展之新契機。 (編輯部)

圖片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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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IC設計銷售額年減3.2%

下拓墣產業研究所最新研究顯示，2016年全球IC設計銷售額預估將達

774.9億美元，年衰退3.2%。展望2017年，受惠於車用等成長動能強勁

的市場，全球IC設計銷售額預估將上看805.9億美元，年成長率達3.4%。

2016年全球IC設計產業銷售額呈現年衰退態勢，主因在於智慧型手機等

各類終端產業皆處於高度成熟期，且全球半導體也進入產業成熟期，各

類技術上難有突破，因此不易拉抬上游的IC設計產業銷售額成長。(編輯

部)

根據研究顯示，九月中下旬兩岸太陽能

訂單回流，不少廠商稼動率從低於五成

紛紛又提升至七～八成水準，中國市場

價格從多晶矽至電池片開始觸底反彈，

預估隨著中國補貼大幅下調的政策底定

有望再度迎來一波太陽能搶裝潮。

由於太陽能需求在中國十一長假前回

溫，廠商受限於人力的調配，難以立即

將稼動率全開，使得短期供給無法立即

上升以呼應需求，因而中國市場從多晶

矽至電池片價格出現短暫觸底反彈的情

形，台灣廠商也正醞釀漲價動能。

據了解，中國十一長假後，太陽能產業

延續這波漲價趨勢與否，須視中國國家

發改委出台的《關於調整新能源標竿上

網的通知》能否再度帶動搶裝力道，而

中國十一長假後首場大型太陽能展會—

PV Taiwan將成為觀察需求回溫力度的

主要風向球。

此次在一線大廠產能都未全數開滿之

時，即出現中上游價格反彈，不免讓人

擔心需求是否為曇花一現。EnergyTrend

預估，受到大陸即將下調補貼的刺激，

太陽能需求有望反攻，今年底至明年上

半將再度迎接需求暢旺的景象。

然而，今年所擴張的大量產能已足夠應

付年底開始的搶裝潮，整體太陽能產業

明年仍呈供需失衡狀況，因而即便出現

大量訂單，也難出現價格急漲的情形。

接下來的訂單量雖足夠讓廠商溫飽，但

在價格仍低的狀況下，廠商在第四季仍

有虧損壓力。由於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

需求主要以中國、印度兩大低價市場驅

動，歐美廠商難以受惠，因此才出現歐

美廠商持續裁員，中、印卻仍有部分廠

商有擴產計畫的景象。

目前中國廠商仍極力希望政府逐步下調

補貼，才不會造成上半年大幅搶裝、下

半年毫無需求的情形。但林嫣容進一步

表示，由於本次的官方意見稿已公佈明

年6月30日成為搶裝的終結點，即便最終

的補貼下調小於該意見稿揭示的幅度，

市場上半年熱下半年冷的趨勢已定，廠

商在旺季再臨的同時，也必須持續降

本，迎戰下半年低價寒冬。（王明德）

中國市場太陽能價格觸底反彈
PV Taiwan成需求風向球
十一長假前需求現蹤，中國市場開始漲價。

圖片來源：1994.quat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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