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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80年代即開始推動產業自動化，奠定良好基礎。 

 生產力4.0強調利用物聯網、智慧機械/機器人、巨量資料與精實管理等技術，推動產業朝設

備智能化、工廠智慧化與系統虛實化發展，加速提升附加價值與生產力。 

一、何謂生產力4.0-定義與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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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消費者購買產品只能從現有固定的規格中選擇，製造商也不能即時蒐集顧客的使用偏

好與使用情形，使得產品改良速度較緩慢。 

 透過網路技術(物聯網感知)，於消費者試用商品時記錄偏好與使用情形，透過雲端將資料傳

遞給製造商，客製化設計最適合消費者之產品。 

(As is) 商品制式化 (To be) 商品客製化 

客製化成本高 

使用上不符合
消費者需求 

製造商改良速
度較慢 

1. 透過物聯網感知技術記錄消費者使用偏好與使用狀況(如生理資訊等功能) 

2. 透過雲端技術將資料傳遞給必要的人(如製造商、親朋好友或醫療團隊) 

3. 如製造商則可依據資料客製化設計最適合消費者之產品 

1 2 3 

一、何謂生產力4.0-商品的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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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消費革命：網路資訊發達，產品壽命縮短，少量多樣及客製化成主流。 

 亞洲缺工問題：中國大陸、日本、台灣面臨少子化、老年化，台商面臨升級壓力。 

 歐美再工業化：美國、德國為保持領先，相繼推出製造業升級計畫。 

美 國 2011 年 推 出

「AMP計畫」，藉此

重新取得領先地位。 

日本2013年提出「日

本產業重振計畫」，

透過設備和研發促投

重振製造業。 

中國大陸2015年宣布

實施「中國製造

2025」，力爭從製造

大國邁入製造強國。 

 

韓國2014年提出「製造業創新3.0策略」，

協助中小企業建立智慧化與最佳化生產程序 

德 國 2012 年 推 動

「工業4.0計畫」，

藉此維持競爭優勢。 

全球主要國家競逐
智慧製造科技發展 

二、為何需要生產力4.0-全球產業趨勢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rchive/b/b4/20070311100827!A_large_blank_world_map_with_oceans_marked_in_blu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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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 

先進製造夥伴計畫 

產品製造產業振興計畫 

製造2025規劃 

製造業創新3.0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策略 

以「網宇實體系統」 (Cyper-Physical System，
CPS)為核心，產業學研共同建立「智慧工廠」，
朝向工業4.0前進 

 
2013 年 投 資 22 億 美 元 發 展 AMP （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計畫，使得
製造業回流，期許重新取得製造業領先地位 

發展機器人技術，提升產業生產效率並降低製造成
本、增加產業附加價值，協助產業轉型，驅動經濟
成長 

透過十二五規劃七大戰略產業，發展智能製造裝備，
躍升全球創新基地 

透過資訊技術、軟體、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整合，
導入智能工廠（Smart Plant）的建置 

資料來源：各國政策，MIC整理 ，2015年5月 

投資兩期九年450億新台幣，選定七大應用領域作
為擴散的起點，協助更多中堅企業晉升4.0企業 

 各國皆因應製造業整體環境的變化，調整製造業發展策略，在成為智慧製造的國家之際，

重新振興製造業。 

二、為何需要生產力4.0-各國政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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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面臨勞動人力、土地供應、人均產值成長趨緩、競爭力衰退課題。 

 國際市場上遭遇歐美大廠積極搶單及紅色供應鏈雙重夾擊的嚴峻挑戰。 

 提升產業自身的生產效能及降低成本，減緩台灣產業面臨FTA之衝擊。 

 

二、為何需要生產力4.0-台灣面臨挑戰與課題 

導入智動化設備 

解決缺工、工資上漲
等人事成本問題 

生產管理聯網化 
企業管理巨資化 

協助勞工提高 
工作品質與效率 

國內產業面臨的課題 

人均產值成長趨緩 勞動人力不足 

整合上下游產業鏈資訊 

營運模式待轉型 

從B to B轉型B to (B+C)系統  

傳統生產製造型態 
追求低廉勞力，大量生產 

產品生命週期短 
面對少量多樣與 
大量客製化需求 

開發中國家搶占量產市場 
工業國搶占客製化市場 

面臨前後夾擊雙重挑戰 

全球生產要素資源有限 
(土地、人力、水電)  

面臨環保與永續壓力 

面臨國際市場挑戰 
市場快速變化 製造版圖重新洗牌  資源與環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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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力4.0發展方案 
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
(105-113年) 

註：生產力4.0發展方案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行政院生產力4_0發展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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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德國工業4.0網實系統與美國資通訊加值服務兩者優勢及精實管理。 

  選定中堅企業及其供應鏈，建置示範案例帶動中小企業升級，針對重點產業創造客戶價值。 

三、生產力4.0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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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力4.0推動策略與作法 鏈結 
先進工業國家 

健全 
產業發展環境 

催生 
產業跨域服務團 

促成 
產業典範移轉 

引進國際生產力4.0專家技術 

累積國內廠商實績與能量 

培育跨領域人才/提供優惠融資 

塑造有利產業發展環境 
創新製造服務 

應用加值重點領域產業 

示範觀摩促成複製擴散 

形成產業應用聚落/拓展國外商機 

結合生產力4.0與產業領域知識 

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發展 
產業創新營運模式 

物聯網 智慧機械 
機器人 

 

巨量 
資料 

生產力4.0 

專家團 
(產學研) 

生產力4.0 

跨域服務團 
(業者) 

供應鏈廠商 

系統整合商 

製造業應用組 

系統服務商 

生產力4.0 

供應鏈體系 
針對重點產業 
        籌組 

技術服務登錄單位 

自動化  

資訊服務/資料經濟 

管理顧問 

人才培訓 

教育部/科技部/勞動部 

技術開發 

前瞻 (科技部)  

關鍵(技術處) 

精實 
管理 

重 點 產 業 之 相 關 公 協 會 

成立 
加強跨界合作 
         建構 

基礎環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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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基礎能力/多面向整合/國內外擴散，逐步累積競爭能耐 

築底 拔尖 

證照考試 加薪升等 

四、生產力4.0推動策略與作法 

管理聯網 

企業 

關鍵
技術 

人才 

系統整合 智慧工廠 

供應鏈整合 
創新營運 

產學合作 

在職進修 

能力鑑定 升級轉型 

感測 

制定標準 搶占市場 

發揮成效 擴大戰果 

介面 

設備智動化 

domain知識 

供應鏈體系 

參考 
A-Team模式 

自我檢視，提升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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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國際合作拓展國際市場 

•引進德國西門子雙軌教育制 

•與學研機構深化國際鏈結 

•促請成立生產力4.0委員會(9公協會已成立) 

•辦理推廣說明活動蒐集4.0關鍵需求 

•鏈結跨域服務團進行媒合促案 

•新增系統整合SI登錄類別項目 

•經登錄及查核成為SI廠商服務團 

•優先輔導成為4.0的主力推動者 

•建置創新生產或營運亮點示範案例 

•觀摩推廣技術交流 

•促進複製擴散 

•產學研4.0聯盟(SIG規劃) 

•應用加值重點產業智慧供應鏈 

•共同合作搶占全球市場商機 

強化國際交流，拓展國際合作 

針對關鍵需求，鏈結跨域服務

團 

推動產業聯盟，強化價值鏈 

培養 S I 廠商，成為主力推動

者 

亮點示範，帶動全面升級 

(四) 

系統整合 

生產力4.0 

重點工作 

(五) 

結合公會 

(一) 

亮點示範 

(二) 

共通平台 

生產力4.0 
重點工作 

(六) 
跨域人才 

(五) 
結合公會 

(一) 
亮點示範 

•延攬國際顧問專家人才 
•產學連結跨域培育 
•在職人才培訓 

•新增系統整合SI登錄類別項目 
•經登錄及查核成為SI廠商服務團 
•優先輔導成為4.0的主力推動者 

 培養種子師資，加速人才培育 

 培養 S I 廠商，成為主力推動者 

•建置創新生產或營運亮點示範案例 
•觀摩推廣技術交流 
•促進複製擴散 

 亮點示範，帶動全面升級 

•引進德國西門子雙軌教育制 
•與學研機構深化國際鏈結 
•加強國際合作拓展國際市場 

 辦理國際論壇，拓展國際合作 

•促請成立生產力4.0委員會 
•辦理推廣說明活動蒐集4.0關鍵需求 
•鏈結跨域服務團進行媒合促案 

 針對關鍵需求，鏈結跨域服務團 

•產學研4.0聯盟(SIG規劃) 
•應用加值重點產業智慧供應鏈 
•共同合作搶占全球市場商機 

 推動產業聯盟，強化價值鏈 

(二) 
共通平台 

(三) 

鏈結國際 

(三) 
鏈結國際 

(四) 
系統整合 

四、生產力4.0推動策略與作法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L_Zn-Cxr8gCFQEvlAodPcMHBQ&url=http://searchnow.go2tutor.com/index.php?srchtxt=%B7|%C4%B3&psig=AFQjCNFHIImRfHA5YmrOEP3YrgS0PQVnww&ust=1444273904546747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L_Zn-Cxr8gCFQEvlAodPcMHBQ&url=http://searchnow.go2tutor.com/index.php?srchtxt=%B7|%C4%B3&psig=AFQjCNFHIImRfHA5YmrOEP3YrgS0PQVnww&ust=144427390454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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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創平台) 

補助案  運用輔導案資源加速產業導入生產力4.0 

正 
式 
提 
案 

生產力4.0 
廠商聯誼會 

人
才 

技
術 

商
機 

提升能量 

生產力4.0 
推動委員會 

生產力4.0 

廠商資料庫 

需 
求 
彙 
整 

生產力4.0 
供需媒合平台 

收
件
與
評
估 

提供國內外SI廠 
服務能量盤點 

(生產力4.0進展介紹) 

生產力4.0 
專家團 

查 
詢 
洽 
案 

資料登錄 

送件申請 

金屬
運具 

紡織 
電子
資訊 

機械
設備 

食品 

重點 
產業 
廠商 

送件申請 

提出需求 

提供服務 

公
協
會

各
產
業 

四、生產力4.0推動策略與作法 

生產力4.0 
廠商聯誼會 

人
才 

技
術 

商
機 

提升能量 

(A類-示範案) 

輔導案 
(政府款最高1,000萬) 

(C類-User) 

輔導案 
(政府款最高200萬) 

(B類-Maker/SI) 

輔導案 
(政府款最高400萬) 

(政府款1,000萬以上) 

生產力4.0 
推動委員會 

生產力4.0 

廠商資料庫 

需 
求 
彙 
整 

公
協
會

各
產
業 

生產力4.0 
供需媒合平台 收

件
與
評
估 

提供國內外SI廠 
服務能量盤點 

(生產力4.0進展介紹) 

正 
式 
提 
案 生產力4.0 

專家團 

查 
詢 
洽 
案 

資料登錄 

送件申請 

金屬
運具 

紡織 
電子
資訊 

機械
設備 

食品 

重點 
產業 
廠商 

送件申請 

提出需求 

提供服務 

(B+C類-Maker/User) 

輔導案 

(政府款最高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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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重點產業跨域服務團」，結合相關法人、公協會能量，北中南建立服務據
點，建立整體解決方案。 

 結合公會-「重點產業跨域服務團」+公協會/廠商聯誼會 

四、生產力4.0推動策略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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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全球市場客戶關係，對應少
量多樣、大量客製化的生產模式 

在廠房面積、員工人數不變下，

在1989年~2014年的25年間產能

提高8倍，體現土地坪效、人均產

值提升的工業4.0目標。 

五、國內外應用案例─ 西門子Amberg智慧工廠 

西門子 

工業4.0概念 

新一代工廠 

物聯網 巨量資料 

機器人 

以自動化核心 
之機器人建構 

人機共工生產線 

以Big Data分析系統 

有效控制生產品質 

成本管理及客戶預測 

－架構機器與機器、
機器與系統之全
方位整合自動化 

－有效管理供應鏈體
系彈性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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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生產示意圖 

人機協同作業 

產品大量客製化生產 

物聯網 

導入物聯網促進產線聯網 

達成快速換線生產能力 

機器人 

巨資分析生產流程問題 

提早預防管理 

巨量資料 

生產方式革新 大量客製化生產 智慧工廠 

－即時生產系統(Just In Time) 
－大量客製化生產    
－混線生產 

－島根廠年產2,000萬台 
    (日本製造高階筆電) 
－ 8成為企業法人客戶 

•模擬生產線工作者動作，以軟體進行動

線、人員配置，模擬最佳作業環境。 

• 在大陸生產，一條生產線需120人，負

責單一功能操作→移回日本只要16人(一

人多工，且可混線作業)。 

•透過人機協調生產，達成大

量客製化的生產。 

•一條生產線上可以生產不同

種類、客製化的產品。 
 

產業 
課題 

•製造彈性：年產2,000萬台筆電，每一台均需客製化。 

•生產效能：產線移回日本，需提高人員生產力及土地坪效。 

五、國內外應用案例─ 富士通島根智慧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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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領導單位 

(二)共通平台-推動產業聯盟，強化價值鏈 

複製
擴散 

中小企業 

產業4.0化 

•工具機設備業 
  →車床/銑床/ 

磨床… 

•航空加工業 
  →鑄造/鍛造/ 

表面處理… 

•關鍵零組件業 
  →主軸/馬達/ 

傳動系統… 

結合產學研能量，成立5個SIG生產力4.0 I-Team服務團，應用加值工具機

M-Team+航太 A-Team 4.0。 

4.0產業化 

五、生產力4.0應用案例 - A+I+M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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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課題 

•製造：製程未達最佳化。 

•維修：無法精準預測保養維修時機。 

•市場：經驗預估市場調整產能。 

•減廢：排廢再生機制待強化。 

 以國內晶圓廠/封測廠為例 (預測製造/減廢再生) 
流程型製造→著重預測製造不斷線生產 

五、國內外應用案例─ 3C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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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品級優化，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價值 
• 機動客製化生產，提升稼動率與生產效率 
• 創造產值帶動出口 

生產作業管理現況 紡織智慧工廠/虛實整合生產系統 As-Is To-Be 

效 
益 

OKR 

 高階紡織品成本高 
 客製化應變能力不足 
 生產鏈分工細且系統複雜 

技術
研發
需求 

生產力2.0~3.0 

織造 人纖及 
加工絲 

成衣 染整 
品牌 
通路 

•透過導入生產力4.0數位化及智慧化生產系統，加速少量多樣差異化生產，2024年提升附加價值達25~30%以
上，並促進機動客製化，提升製程生產效率15%以上，產線稼動率達90%以上，提高紡織整體產值1,000億元。 

1、單一規格批次生產 

2、人工驗布,品質異

常無法線上修正 
3、人工配色、對色 

1號機 

2號機 

3號機 

 4號機 

原料 

分配輸送
站 4 

3 

2 

1 

1、單次少量多

樣化生產 
2 、 線 上 監 測 ，

電腦化生產履歷 

3、智慧模擬分析預
測配方與染程系統 

知
識
推
理
管
理 

配方 

履歷 

案例 

知識 

修正參數 

資料探勘 

回饋校正 

複合染整參數 
分析與校正模組 

分散運算 

感測與網路 物聯網應用 智慧機械與機器人應用 巨量資料分析 精實管理 

• 感測器 

• 精度模組線上監控 

• 智慧對色製程聯網 

• 物聯網設備 

• 資訊即時回饋 

• 前後製程/跨工廠回饋 

• 智慧化機械設備/載台整合 

• 配方/染程模擬分析 

• 人因尺碼/ 版型模組/資訊回饋 

• 針織整合系統 

• 優化染程最適

化 

成衣人因尺碼、

款式模組快速

商品化 

4、製衣技術數

位化資訊系統 

銷 售 資 訊

回 饋 數 據

研析系統 
4、電腦打版,未模組化，無法快速應用 

       未建立機能性紡織品製衣技術資料 

 紡織產業現況與困難  導入生產力4.0應用情境 

五、國內外應用案例─ 紡織產業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Oycq9flsccCFckYlAodIvAPEQ&url=http://www.cyuanan.com.cn/rc.asp&ei=g7TSVazPG8mx0ASi4L-IAQ&psig=AFQjCNFTvnLPhJwMWelMNROYYS8hYZjlLA&ust=1439958454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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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化國際鏈結，輔導旗艦業者 
•促成德國西門子、SAP等標竿企業與我國旗艦廠商合作，共同輔導我國

旗艦廠商導入生產力4.0。 

 

(二) 厚植技術能力，提升中小企業 
•引薦工業4.0技術與應用經驗專家，協助我國推動生產力4.0應用，尤其

針對中小企業，提供導入技術方案或平台介面以提高生產力。 

 

(三) 廣納合作夥伴，拓展全球市場  
•台灣廠商掌握全球ICT產品的生產製造地位，有條件成為全球廠商在推

動工業4.0應用時的合作夥伴。 

六、生產力4.0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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