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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模具產業產值

百
萬
台
幣

資料來源：金屬中心MII-ITIS(2023/11)

 2023年臺灣模具產業產值645億元，較2022年705億元衰退8.4%。
 近年市場重心集中在亞太地區國家(中國)，未來成長動能將以東協為首之新興經濟體為
主，以及印度、巴西、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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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模具前三大出口國為中國大陸、德國、南韓

 台灣模具產業，產業鏈完整，年產值約新台幣600~700億元

 廠家約3,400家，從業人口超過4萬人

 以內需市場為主，出口值佔產值約3成，全球排第九

 台灣模具出口的前三大國家為中國大陸、美國、泰國

 台灣模具品質優良，每副模具可創造其售價10~50倍的產值

 模具進口台灣的前三大國家為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沖壓模、塑膠模，以供應3C產業為主、汽機車產業居次

 壓鑄模主要應用於殼體的製造，以汽機車產業為主

模具產業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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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產業鏈

(電子通訊、光電業、汽機車) (汽機車) (汽機車、自行車、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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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1：貿易戰演變為科技戰

• 地緣政治風險日增，供應鏈自中國外移，異地備援蔚為趨勢

• 分散式製造與供應興起，區域產業生態各具特色發展
• 科技日趨分流，掌握關鍵零組件多元來源及技術含量風險

• 美國限制向中國出口可用於人工智慧、殺傷性武器開發、最新軍事系統等
的先進半導體及其製造設備。

• 中國利用其在大量材料和資源方面的主導地位來回擊美方，限制高純度、
高強度、高密度的人造石墨材料及其製品，天然鱗片石墨及其製品(包含球
化石墨、膨脹石墨等)出口，以及鎵和鍺的出口。

• 地緣風險日增，技術日趨分流，分散式製造興起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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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2：機械設備ESG永續議題
• 智慧賦能、再生能源協助機械設備落實碳管理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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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3：加速布局生成式AI
• 企業善用預訓練模型和開源資源孕育生成式AI服務

• Bard AI
• AI-powered Workspace
• Security AI Workbench
• VertexAI
• DeepMind x Google Brain

Microsoft

Google
IBM

• IBM Watson：訓練
、驗證、調整和部
署AI/ML模型

• 生成式AI卓越中心
：生成式AI專業知
識的顧問服務

Amazon

• 成立AWS 生成式AI 中心
• 招募第三方在AWS平台託管模型

x

生成式AI雲端平台服務
提供預訓練的大型模型在生成式

AI 雲端基礎設施上執行

GAI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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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4：機械設備EaaS

研究
開發

整機
組裝 機電整合

新型
銷售/服務
型態

品牌
塑造

零組件
製造

製造即服務

•建立ICT遠端銷售/統籌中心
•即時動態監控
•更具環境可持續性

•控制器加值服務
•伺服調機
•機械性能檢測

•建立品牌管理系統
•解決方案形象塑造

•可靠度
•精度壽命
•性價比

生產研製
暨管理

生產管理 專案管理
庫存管理 配銷管理

提供靈活性，設備需求可以根據
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調整

產品品質
形象塑造

競爭力提升方案

2級產業

2.5級產業

協同設計系統
全球銷售服務系統
產品拓銷系統
產業專業知識庫建置機械設備設計暨智慧化服務平台(ICT加值)

訂閱制
共有平台

潛在的成本節約!
企業可以避免大量的初始資本支出，並在長期內分攤成本

趨勢:尋找一個適合機台設備產業的效率經營模式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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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位量

溫度 資料
獲取
軟體

資料獲取 模型開發 熱變位補償

學習資料

模型
開發
軟體

溫度

熱變位
模型機器學習

熱變位功
能選配

補償

CNC

複合感測器I/0單元

加工中心／主軸車床 終端用戶

模型開發工具

位置
控制

AI前饋控制 工具機／加工機
伺服控制

CNC

速度
控制

+

+

+

+

+

–

FANUC以AI加持CNC的加工性能與高精度
 AI熱變位補償技術：從溫度估算變位進行補償，實現高加工性能

 AI前饋控制技術：抑制機械的振動，實現高精度

資料來源：FANUC(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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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正在推行設備即服務(EaaS)

關鍵資訊不落地

• DMG MORI全球有154據點、橫跨43國家。
• 客戶正進行數位轉型， DMG MORI本身也要進行數位創新服務。
• 在這個短鏈的時代，要更快速了解客戶的需求。
• DMG MORI = Netflix of Manufacturing，施行工具機訂閱制。

• 對客戶全時供應所需的備品
零件，確保其不間斷生產。

• 投入AI+IIOT技術，提昇製造
服務營收占比，包括預防性
服務、優化機台與製程、刀
具預調、校正服務等。

占45%
製造服務營收

2營收主軸
工具機產品、全生命週期服務

24小時/7天
全時技術服務

• 提供客戶分散式生產製造服務，DMG MORI朝數據蒐集、資料分析、製造服務平台等發展
，堅持數位化、智慧化成為工具機技術的布局關鍵。

• 培養顧問諮詢與Total solution的能耐，包含預測維護、遠距保養、快速機台修理、備品管
理等，是其獲得客戶忠誠度的不二法門。400萬元的設備，以幾萬元/月訂閱制的方式提供。

做法 效益

布局

現況

資料來源：DMG MORI(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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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AI加值機械設備智慧的方案
 在機械設備(工具機、工業機器人)導入GAI的發展上，臺灣缺乏所需資

料量、算力、財力等進行通用型開發，難與國際大廠競爭。我們應該考
慮使用特定領域的資料結合開源碼做加值應用。

• DMG MORI = Netflix of Manufacturing，機械設備EaaS
 DMG MORI 的工具機已用訂閱制。400萬元的設備以幾萬元/月用訂閱制

的方式給客戶。它提供殺手級的應用程式，例如有沒有撞機、切銷油的
溫度監控。機台設備應該要像特斯拉的OTA，持續訓練模型才行。不是
一套AI用到底，這樣無法長久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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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加工製程

設備
客戶為接受者

•產業專用(量產)
•多工+複合

軟體+材料
客戶為資訊提供者

Machine
Cell

製程+服務
設備即服務(EaaS)

•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主動進入客戶及客戶的客戶所在產業，從
效率、親和性協助客戶改變設備使用觀念，
進行產業專用經營。

•為客戶創造價值
先為客戶設想，讓客戶花最少錢、取得
最好品質，然後為自己獲得最大利潤。

產品製程服務
Product Extension Service

產品功能性服務
Product Function Service

整合性解決方案
Integrated Solution

更強設計分析、製程分析、管理技術、系統整合、軟
體自主、跨技術整合、節能減碳、產品企劃..

啟發與建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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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領域知識結合數位技術應用

16

各種感測裝置，結合IIoT、機聯網，以及初級資料分析與資訊可
視化工具掌握設備、機台、產線、工廠真實能源消耗，找出能
源消耗最多的時段、製程、設備

累積的大量設備、製程運作資料，透過大數據及AI，可進一步
學習與優化從產品規格、交期、原物料供應、機台與人員可用
性等生產需求與限制，可規劃出能兼顧交期、成本、產能、能
耗的最佳生產規劃

自動光學檢測(AOI)或機器視覺，實現產線品質全檢，以及進行
品質預測的重要應用方案提高生產品質與良率，以及避免持續
對瑕疵半成品進行加工，可以減少材料與製程能源浪費，進而
減少碳排放

結合實體產品、設備、流程，以及對應的虛擬數位模型，可以
用於產品設計、生產線與流程規劃、生產監控與流程控制最佳
化，以及產品、設備應用監控及控制最佳化

結合感測及IIoT，掌握能源消耗

結合大數據及AI，實現參數控制最佳化

透過品質檢測及預測，避免重工增加碳排放

善用數位雙生減少產品生命周期能耗及預測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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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設備與流程、提升智動化與運作洞察

自動品質監控的等級:
Level 1:自動蒐集生產上的data
Level 2:分析所蒐集之data
Level 3:根據分析結果做判定

 Level 4:根據判定結果做決策
 Level 5:機器本身會調整

智慧
工廠

物聯網
解決方
案

智動化
的設備

供應鏈
互聯網

資源有
效管理

設備預
測維修

工廠高
可視化

20

資料來源:光陽工業(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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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引發系統性變革

發
展
特
徵

生
產
方
式
變
革

組
織
模
式
變
革

市場環境

供需關係

主導邏輯

業務模式

工作方式

生產工具

生產物件

組織範圍

組織關係

利益分配

產業經濟時代：規模經濟 數位經濟時代：範圍經濟

環境相對單一

低成本、高效率、大量生產

類比式傳統業務

生產方主導

體力+腦力

物質材料

企業內和供應鏈範圍

機械化工具、自動化工具

支配與被支配

按勞動比例分配

不確定性增加

消費方主導

提昇多樣化發展效率(創新、高質量)

營運數位化+數位化營運

人機智慧協作

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工具

數據、經驗、資訊、知識

生態系範圍

賦能與協作

按價值分配

生產要素變革

體制機制變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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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東方底特律計畫)及印尼境內主要為日系品牌投資
設廠生產，搭配品牌週邊零組件廠商形成中衛體系。

•印尼具有龐大的機車產業聚落，許多知名機車大廠(台灣如
三陽、光陽)等供應鏈體系均於此。

可靠度

全球主力及潛力市場(新能源
車)

台灣機械設備對汽車零組件加工範疇
主

副

中國大陸

東協(泰、馬及印尼)為
歐美日外資車商落腳處

 新能源汽車列為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5年新能源車銷
量達汽車新車總銷量的20%。

價
格¥
品
質

高階

美國

印度

 拜登政府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到2030年電動車占比達50%。
 許多法案(例如抗通膨法案)已立法生效，修訂和擴大新能
源車稅收抵免。

 隨經濟改革及國內中產階級崛起，2020年汽車銷量突破500
萬台，2030年的銷量預計將倍增。

台灣可達
到範圍

低階

汽車聚落

汽機車產業市場

 歐盟正式協議2035年起禁售燃油車，實現100%淨零碳排放。
歐盟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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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註紅字為該領域領導廠商

1.動力總成
• 馬達總成：台達電/富田
• 驅控器：台達電/康舒/富田
 缺口：多合一動力總成方案及驗證能
量、功率元件、驅控IC、高壓高容值
薄膜電容、高效率低稀土馬達等

5.煞車總成
• 制動系統：慧國/亨通
• 煞車卡鉗：三益制動/亨通
 缺口：電動倍力器(i-Booster)

8.轉向總成
• 轉向器總成：長傑
• 方向機馬達：台全
• 電子動力方向盤：協祥
• 方向盤：全興創新
 缺口：高響應主動轉向系統

7.車架總成
• 總成：六機
• 縱樑、橫樑：江申/伍享
• 底盤底板/大樑：江申/伍
享/力勁
 缺口：大型高真空壓鑄

件量產技術

6.驅動/非驅動總成
• 驅動軸：台惟
• 差速器：台亞
 國內具備能量，考量經
濟規模採用進口件

2.電能總成
• 電能總成：鴻華先進/中華汽車
• 電池芯：能元/有量
• 電池管理系統：嘉普/能元/有量/中華
汽車
 缺口：固態電池與低成本快充電芯

10.環境建構
• 測試驗證：車輛中心/機械所
• 充電系統：台達電/飛宏/起而行
• 空間資訊：世曦/詮華/經緯/自強/勤崴

/中興/興創知能
 缺口：如全速域全車種實車封閉式驗

證場域、多合一動力驅控驗證
、智慧座艙驗證、V2G、無線
充電、空間資訊等

9.車身總成
• 車身：協欣/中鋼/中鋁
 缺口：高強度鋁合金成形

技術、異材接合技
術等

4.減速器總成
• 總成：和大/國淵/本土
• 殼體：創遠/榮豐
• 齒輪箱：和大/國淵/台亞
• 減速器換檔機構組件：倉佑/益暐
 缺口：多檔位減速器總成

11.ICT系統整合與創新應用
•系統整合共通平台：鴻華/中華汽車
•創新應用共通平台：中華電/廣達/神達
 缺口：整車內次系統間協作

軟硬體(如ADS自動駕駛)
，整車對外應用協作的軟硬體

3.車輛電子
• 智慧座艙：群創/友達
 缺口：艙內系統整合、後座乘客監控及驗
證技術

• 控制器與AUTOSAR韌體：技嘉/廣達/和碩/
英業達/鴻海/致茂
 缺口：車用共同韌體及EEA架構
• 車用電路板與被動元件：敬鵬/燿華/健鼎
•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中華汽車/輝創
 缺口：L3智慧駕駛輔助系統及域控制器及
驗證場域

• 感測模組：為昇科/同致/明泰/亞旭
 缺口：光達及4D成像雷達模組
• 車電資安：鴻華先進/輝創/光寶/勤崴
 缺口：車規軟體品質驗證系統
• 智慧頭燈：帝寶/聯嘉
 缺口：感測與車燈系統整合技術

電動車系統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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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設備
 電動車除了動力、電池系統外，底盤、車架、車

殼等相關零組件與燃油車輛相似。

 主要製造設備包括切割、沖壓、彎板(管)、焊接

、噴塗等機台。

 特殊設備
 部分電動車為了增加行駛里程，透過使用鋁合金

、碳纖維複合材料做車體組件，有效減少車重。

 因此需要鋁合金壓鑄、碳纖維複合材料零件製造

與加工設備。

 國內的壓鑄模具廠:中大型一體成型真空壓鑄模具

電動車車體與相關零組件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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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座、外殼及其他零件製造設備
 電動車電池系統包含許多零組件

 底座、外殼、隔板
 冷卻、散熱裝置
 其他扣件、接頭等小型鈑金件

 組件製造涉及多類機械設備
 沖壓設備
 彎板設備
 銑削設備
 切割設備
 焊接設備
 鑽孔、攻牙設備

 電池盒製程的模具技術
 超高強度鋼材、高強度鋁材
 大面積薄板成型
 高精度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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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械產業市場規模

2)設備與技術發展趨勢

3)模具產業的數位轉型

4)企業淨零碳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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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年電動車銷售量估會飆升6倍，電動車佔新車銷售量將會來到62~86%。

 車身、電池組佔整車重量40%~60%。

 車身構件輕量化、底盤結構輕量化、電池盒輕量化、底盤一體成型鋁合金壓鑄成型
，帶動成型模具製程技術發展。

 新能源車的增加，降低了傳統沖壓零組件的需求(模具訂單減少?)。

 全EV車的鋁用量較傳統車高出27%。高鋁材料-冷沖壓難以成型。

 熱沖壓模具成型高強度鋼材構件，溫/熱沖壓模具成型鋁合金鈑件，應用於電動車身
構件、電池盒應有商機。

 投入開發更好的熱成型科技與還原科技(低密度鎂及其合金能減重，但成本高)。

 電動車使用高強度鋼材及高強度鋁材，除了要符合嚴苛的碰撞安全法規外，車廠關
注車身及電池盒(鋼材/鋁材)生產環節的碳排量、製造生產LCA。

模具產業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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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關注生產環節中的碳排量
現代汽車Genesis車型碳中和因應計畫

資料來源：DIGITIMES

現代汽車估計到2045年完成碳中和之前的總排碳量是1.2億噸，其中3%來自自己的
車廠，17%是供應鏈吸收，而80%則是車輛銷售、使用的過程中產出的排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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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LCA是一種透過量化能源
、材料和廢物排放量的
評估方法，主要關注於
在產品、工藝或服務的
整個生命週期內對環境
的影響

建立LCA量化模具所產生的碳足跡

生命週期評估國際標準(ISO 14040/14044)、碳足跡國際標準(ISO 1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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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實現淨零碳排方法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除了採用低碳、無碳能源，從源頭降低碳排放外，製造場域還可以從耗能設備、製程

、生產系統與生產型態等方面，持續降低能源使用量，進而協助達到淨零碳排目標

工廠中有許多耗能設備，包
括生產設備、鍋爐、驅動器
、伺服馬達、壓縮機、幫浦
、空調等設備 一般來說都會
產生20%以上的能源無法被
有效利用，這部分需要仰賴
更多的機電整合來提升使用
效率

採用不同的製程方案，降低
總體生產過程耗費能源 例如
金屬表面硬化製程從傳統熱
處理改採雷射表面硬化技術
或是原先需要製作複雜形狀
金屬的車、銑、鑽等機械加
工方式改為積層製造技術

結合資通訊及智慧科技，例
如感測、通訊網路、分析與
模擬，即時掌握工廠能源使
用量，在大量數據分析基礎
上進行最佳化，甚至導入AI
提升警示及預測的精準度，
提早發現設備能耗異常並進
行維修或汰換

提高設備能源使用效率 改變製程技術 導入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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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低碳排解決方案

構改馬達、潤滑及冷卻系統，加強散熱/減少摩擦1

結構件/扣件從鑄鐵、金屬改為可回收材料2

建立虛實整合能力，透過數位分身技術減少耗材浪費3

建立廠區能耗管理，結合智慧電錶建立最佳損耗規劃排程4

強化研發技術，藉由製程優化減少加工道次與時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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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業者協助下游客戶降低碳排

 用電量可視化
 碳排可視化
 用電/碳排預測

統計報表

方法 1

能源管理

 節能馬達/驅動
零件/模組輕量化

 切削液回收
 降低待/暖機能耗

設備節能

方法 2

 主軸故障預測
 滾珠螺桿故障
預測

 馬達故障預測
 刀具故障預測

預測保養

方法 3

 工序優化
 配方優化
 自動補償
 即時品質監測

製程優化

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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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製造排碳低，而且還能助客戶減碳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06)

智慧製造減碳

動力零組件設計優化 可動件輕量化設計 智慧科技方案整合

朝向節能設計，例如採用
更高效率、更節能的冷卻
系統、潤滑系統或排屑系
統等，或是主軸驅動器導
入第三代半導體碳化矽
(SiC)、採用直驅或伺服馬
達，提升功率轉換效率

如同電動車或飛機機身輕
量化道理，重量越輕則能
耗越低，機械設備結構愈
重，運作時耗電量愈大，
設備結構走向輕量化，但
又能維持機台穩定性、安
全性、高精度、高速的切
削品質

透過數位模擬，提升良率
、避免重複投入材料、資
源、人力及電力成本；加
工當下亦可透過數位技術
即時補償，提高加工效率
；結合生產排程及能源管
理系統，藉以監控及預測
最佳生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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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淨零排放風潮，會使包含機械業在內的諸多製造業營運成本增加
，並衍生更多不確定性。

• 持續推動各種低碳製造應用，並產生實際效益，將可形成另一種競爭
優勢，協助提高企業競爭力。

• 透過內部研發，或是與外部研發單位、供應商、資通訊及智慧科技廠
商、廠務及系統整合廠商進行異業合作，研發具有實務應用效益的各
種綠色機械產品及低碳製造應用方案，將可衍生出新的利基產品。

化危機為轉機，建立企業長期競爭優勢

• 因應國際碳費趨勢，鞏固競爭力
• 配合供應鏈減碳，滿足客戶需求
• 透過綠色商品，爭取消費者認同

• 透明：掌握全面、即時碳排放
• 優化：節約產品能源材料消耗
• 預測：分析全生命週期碳排放

以智慧製造實現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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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報所提供之資訊，
在尖端科技發展與產業
變動中，無法保證資訊
的時效性及完整性，使
用者應自行承擔因使用
本簡報資料可能產生之
任何損害。著作權歸工
研院所有，非經書面允
許，不得以任何形式進
行局部或全部之重製、
公開傳輸、改作、散布
或其他利用本簡報資料
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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