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是近年來重要的產業應用之一，甚至是影響範圍最

大的一個，幾乎所有其他的應用都與其相關。因為範圍大、應用廣，要從概念

變成現實，需要很長的時間來醞釀與建置。在其中的工業物聯網（IIoT）被譽為

工業4.0的前哨站，是扮演著串聯工廠裡具備感知功能的機具與設備的要角，也

是將生產流程整合起來並達成智慧功能的核心網絡，因此對於工業製造領域來

說，是非常關鍵的一項建置。

現今IIoT已逐步的落實，目前新一代的機具設備幾乎多數都搭載了聯網與感測的

功能，而舊的機具也有折衷的方案可以來建置聯網的能力。而更多針對IIoT應用

的服務與解決方案亦陸續推出，因此，IIoT不管是技術的深度，還是應用的廣

度，預期產生的縱橫效益令人期待，也讓IIoT成為打造智造未來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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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近年來強調OT與IT系統整合的工業4.0，被視為第四波革命，在各種IT技術介入

後，工業物聯網的發展已臻成熟。

技術與產品齊備  
工業物聯網蓄勢待發

（Source：Mojix）

工
業4.0帶來智慧製造浪潮，工業物聯網架構在

製造業快速啟動，而從目前態勢來看，製造

業市場由兩類廠商競逐，一種是傳統的自動化廠商，

例如歐美系西門子、洛克威爾或日系的三菱，另一類

則是以IT技術為主的工業電腦廠商，像是研華、凌華

等，這兩大陣營在工業物聯網領域都已有完整布局。

開放性架構 加速系統整合

傳統製造設備由於發展時間久，品質與穩定度都有一

定水準，加上這些國際大廠企業規模龐大，產品線豐

富，都可針對特定產業提出完整解決方案，因此絕大

多數大型製造商如汽車製造、LCD等，都會採用這類

廠商產品。

至於工業電腦廠商情況則相反，電腦技術跨入工業控

制領域，大約是近20年左右的事，發展時間無法與傳

統自動化技術相比，加上PC長期以來給人的印象多是

容易當機、系統不穩定等印象，因此在初期，抱持疑

慮不願意導入的廠商相當多，後來在相關技術的改善

與工業電腦廠商的長期耕耘下，PC	 Based控制器才逐

漸打開市場，不過即便如此，在大型製造領域，仍是

傳統自動化廠商的天下，工業電腦還是不容易切入，

只能往中小型工控系統發展。

在此狀況下，工業電腦開始開拓其他市場，將PC	

Based控制技術延伸到其他垂直產業，像是交通、醫

療、博弈等，雖然工控目前仍佔所有工業電腦廠商絕

大部分出貨比例，不過各業者在不同垂直產業所投注

的資源，都已快速增加，就此可以看出目前市場概

況，大型製造系統主要以傳統自動化技術為主，中小

型系統與其他垂直產業，則是工業電腦的市占率已與

日俱增。

國際大廠企業可針對特定產業提出完整解決方案，因此絕大多數大型
製造商像是汽車製造，都會採用這類廠商產品。（Source:The	V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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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規模大小或應用領域，各種系統這幾年都開始走

向整合化，尤其是訴求IT與OT整合的工業物聯網，就

技術面來看，工業電腦採用IT技術，屬開放性架構，

亦即標準與規格制定後即公開，讓有意投入者有一定

的規格範本可依循，因此與IT系統的相容性十足，在

工業物聯網中，要將彼此之間整合並非難事。

至於傳統自動化廠商，雖然多已大量導入IT技術，但

多數大廠的通訊標準規格仍各走各的，像是歐系的

西門子、日系的三菱等都是如此，若要導入工業物

聯網，必須在系統中加以轉換橋接，才能讓不同廠商

的產品得以整合，不過這些大廠都提供了完整解決方

案，只要採用同一廠商產品，在整合方面都不是問

題。	

IT相容特性　加速工業電腦整合

IT技術跨入製造業領域，讓整個市場與技術都有了與

以往不同的面貌，IT的標準一致開放性架構，大幅降

低跨入門檻，就發展態勢來看，工業電腦在工業物聯

網已是不可或缺的要角。

IT技術的高度相容性，加速了與OT系統的整合速度，

而未來工業物聯網系統的整合發展會有幾個趨勢，在

硬體面，邊緣運算、遠端監控	 I/O	技術、工業通訊這

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而硬體產品都必須

藉由軟體串連，至於外在規範，節能則是重點考量，

整體歸納來看，邊緣運算、遠端監控、工業通訊、設

備預診、軟體能力、節能設計這6種趨勢，將會是工

業電腦在工業物聯網的趨勢。

透過系統內不同設備的相互串連，讓資訊順暢流動，

藉此提昇設備價值，最終目標都是為了讓工業物聯網

系統更具智慧，讓製造現場中的所有事件、細節都可

被偵測、量衡，進而提供一個更佳化生產環境，以平

項，設計出穩定且合乎客戶需求的產品，是各工業電

腦廠商的吃飯工具，對一般業者來說雖不容易，對他

們來說則是家常便飯。因此在市場中，要讓自己的產

品更有價值，必須透過軟體的加持，讓硬體系統得以

打通任督二脈，順暢交流資訊。

為了提升硬體價值，現在的台灣工業電腦廠商也開始

在軟體布局加碼，都設置了軟體部門，由於在工業物

聯網架構中，SCADA是必要軟體，因此無論是自行研

發、代理或異業合作，各廠商都會強化與SCADA的鏈

接。

與硬體規格相同，工業電腦廠商的工業物聯網軟體也

都採開放式架構，讓使用者不必重新學習，加上都採

Web架構，只要有瀏覽器，即可進行遠端操控，操作

在工業物聯網概念下，設備運轉時資料也同時被記錄，透過預警避免
臨時停機的情事發生。（Source:Advance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板電腦為例，當年平板電腦問世時，主要是作為消費

性市場的個人化應用，後來應用觸角快速延伸，在製

造、零售、物流、車載等各種垂直領域嶄露頭角，作

為主系統的終端延伸。

在製造業中，要讓平板電腦能與工業物聯網主系統互

連無礙，就必須以強化運算能力，設計無線網路功能

與I/O埠串連製造系統的周邊設備，最後再用軟體將之

互連，使資訊流通無礙，為了配合使用地區的節能法

規，這套系統還必須設計成低功耗、無鉛，這種案例

就包括了工業電腦未來的整合趨勢。

軟體加持 系統加值

在工業物聯網系統中，硬體向來是工業電腦廠商的強

人員不必親臨現場即可作業，此外透過瀏覽器的權限

管理，系統中部分功能的變動也不必更改硬體，例如

食品廠的飲料配方的改變，只要在網路上進行程式更

改即可。

軟體加值加上原有的硬體優勢，讓工業電腦廠商的工

業物聯網架構可以一體化，同時在系統各階層的相關

配套方案，彼此架構相同，可快速整合出客戶所需規

格，縮短系統導入時間。

工控大廠積極布局工業物聯網

全球製造業大廠方面，各大廠都早有工業連網產品，

在工業4.0概念興起後，也都開始進一步強化這方面的

布局，其中旗下產品的軟硬體系統整合與雲端建置都

是重點。以西門子為例，西門子在1996年就針對共同

性的整合硬體平台提出解決方案，目的是在於縮短操

作介面上所耗費的時間。當年主要是曾針對硬體方面

的強化，卻沒有軟體層面，2010年西門子將軟硬體進

行整合化，重新推出TIA概念，後來也成為該公司各

類型產品的設計主軸。

從工業物聯網的生命週期來看，大約可分5個時期：1.

系統規劃與系統設計；2.試安裝；3.實際運轉；4.維修

保養；5.系統更新。在系統整合概念中，這5個階段的

所有規劃，在第一階段就都必須整合設計進去，例如

最後的系統更新，並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全面汰換，而

是在穩定考量下，按照計畫一部分一部分的更新，同

時系統的延續與相容性也同時考慮，由於製造系統的

產品生命週期都相當長，在10年後舊有系統能否與當

時的新設備相容，這些在設計初期都必須納入計畫。

維修方面在整合概念下所設計的系統，將使工業物聯

網的設定功能可以穩定運作，像是生產記錄、設備預

診等，過去的作法多半是廠務人員自行規劃時間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