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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產力4.0方案說明

貳、推動作法-SI登錄機制

參、推動作法-輔導案機制

肆、結語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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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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智慧自動化邁向生產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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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指標釋義

每階段都代表著，運用新技術，帶動發展新生產模式，

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

工
業
4.0

第二次工業革命

經由電力使分工與
大量生產得以實現

第一次工業革命

經由蒸氣動力導入
機械化生產

第三次工業革命

經由導入 IC與 IT，
使生產持續自動化

第四次工業革命

經由導入CPS，完成智
慧化生產

機械化生產 大量化生產 彈性化生產 智慧化生產

生
產
力
4.0

生產力2.0

以CNC提升自動化
精密、效率與品質

生產力1.0

應用PLC發展自動
化提升產量

生產力3.0

導入電子化整合生
產資訊與企業資源

生產力4.0

智動化結合5大技術發
展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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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面：各國透過政府力量競逐智慧技科、建構網

實智能化製造，掌握市場先機

◆ (德)工業4.0、(美)AMP、(日)人機共存未來工廠、

(韓)下世代智慧工廠、(中)2025等

二、技術面：發展關鍵在智慧機械聯網、大數據分析工

具應用，使產品設計、開發、生產製造、銷售等垂

直與水平價值鏈具備自主感知/預測/配置能力，實

踐客製化量產與服務。

◆ 智慧機械、工業大數據、供應鏈生態聯網是關鍵

競爭要項

三、人才面：台灣也面臨就業人口減縮壓力，發展人機

協同工作，才能期待人均產值倍增效益。

台灣面臨開發中國家搶占量產市場，已開發國家搶占客製化市場。

台灣在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生態鏈中不可缺席。

方案緣起

國發會報告，台灣勞動人口（15 至64 歲）將

於2015年達到高峰，之後每年平均以18萬人遞

減，2020年人力缺口將突破百萬人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年至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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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未來9年內將投入360億元，協助國內企業家入導入生產力4.0，藉由產業科技
優勢，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關鍵地位，進而逐步帶動人均產值提升。

 藉由智慧機械/機器人、網宇實體(CPS)、物聯網、巨量資料以及精實管理等技術
之結合，協助生產線達到能資源最佳化、友善人機協同環境、彈性敏捷生產、預
測製造管理、大量客製化等情境，進而提高生產效率與品質，促成整體產業升級
轉型。

行政院於104年9月核定「生產力4.0 發展方案」

生產力4.0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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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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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生產力4.0重點推動產業

製造業
(2013年生產總額18.27兆元，從業人口299萬人)

電子資訊業
(產值31%，人口29%)

金屬運具業
(產值20%，人口22%)

機械設備業
(產值5%，人口8%)

食品業
(產值4%，人口5%)

紡織業
(產值2%，人口3%)

製造業人均生產總額(萬元)：611(103年) →1000(113年)

 選定面臨國際競爭壓力大、產值或就業人口較多之產業優先
推動。
(重點產業產值占整體製造業62%，從業人口數占67%)

 導入生產力4.0讓產線達到彈性敏捷生產與大量客製化，進而
帶動產業結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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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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SoS(System of systems)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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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工業局技術服務登錄單位及相關公協會能量，成立「生產力4.0專家團」。

 國外西門子及、IBM等公司及國內東台、研華等公司已登錄自動化服務分團(上銀
公司送審中)。

(一)供給端：成立「生產力4.0專家團」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1/5)

(10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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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供給端精進作法 – (1)SI目的與登錄資格

系統整合：新增系統整合登錄類別項目，培養各產業大型SI系統整合代表廠商。

資源挹注誘因：優先支持申請示範案例及產創平台等1,000萬以上政府資源。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1/5)

SI廠商培養機制：

邀請加入系統整合分團，結合重點產業及政府資源優先支持，帶動具接單能力生產力4.0系

統整合(SI)廠商，透過應用場域試煉，培養國內大型系統整合(SI)廠商，進而帶動生產力4.0

供應鏈。

SI廠商遴選機制：

◆ 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營業登記之生產力4.0系統整合(SI)技術服務業者，具備智慧機械/

機器人、網實系統、物聯網、巨量資料、精實管理等2項跨領域(含)以上技術服務項目與人

力。

◆公司實收資本額達5億元，且公司財務健全，淨值不為負值者。

◆ 重點產業對應上列技術及其登錄分項中，具備2項跨領域(含)以上整合技術輔導案例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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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供給端精進作法– (2)SI登錄項目

以系統整合業者推動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之聯網服務製造系統(System of Systems，SoS)時，

針對其硬體及軟體必需具備的系統工程、整合及測試等技術服務項目進行展開。

生產力4.0系統整合服務機構建議認列5項服務。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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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供給端精進作法– (3)SI登錄申請作業流程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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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端：「重點產業跨域服務團」+公協會/廠商聯誼會

 與重點產業公協會合作，促請成立生產力4.0委員會，針對關鍵需求，籌組「跨域服
務團」，結合相關法人/公協會能量，建立結合產業領域知識之整體解決方案。

 生產力4.0委員會：已成立22個，規劃中2個。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2/5)

(10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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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面：生產力4.0輔導案精進作法

公會推薦：後續將強化與公協會鏈結，透過生產力4.0推動委員會推薦優質亮點案例。

自主建置：針對具自主研發或建置能量之廠商，規劃以補助方式，由廠商自行申請建置。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3/5)

(A類-示範)
補助款

(政府款最高1,000萬)

(B類)
補助款

(政府款最高400萬)

(C類)
補助款

(政府款最高200萬)

(B+C類)
補助款

(政府款最高600萬)

(產創平台)
補助款

(政府款1,000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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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通平台：深化生產力4.0供需媒合平台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4/5)

 區域別：配合工業區屬性於北中南區 ，辦理生產力4.0供需媒合活動，並分享媒合
成功案例。

經濟部轄工業區62處，廠商1.2萬家、就業人口約61萬人，2013年總產值約8兆元(占製造業58%)，85%以上屬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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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共通平台精進作法

公協會參與：針對5大重點產業需求，與相關公協會合作辦理生產力4.0供需媒合活動。

成功經驗複製：發揮AIM 產業整合平台最大效益，規劃辦理以下展覽活動。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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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範擴散：生產力4.0亮點示範擴散精進作法

公協會推薦：透過公協會發掘產業需求，以研提重點領域亮點案例。

強化擴散：結合公協會平台，辦理示範案例觀摩，以強化產業複製擴散之效。

製造業生產力4.0推動作法(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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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建置示範案例，複製擴散帶動企業升級

線: 推動產業技術聯盟，建構智慧供應鏈體系

面: 透過跨域服務團，結合公協會擴大產業連結及深化

針對公協會關鍵需求，籌組跨域服務團，並促請產業公協會成立4.0推動委

員會，結合相關學研公協會能量，培育4.0產業人才、提升產業生產力4.0水

準，並協助廠商爭取國際商機。

已推動生產力4.0產業示範案例，將透過觀摩推廣，促進複製擴散，逐步帶

動中小企業升級。

複製A-Team成功發展模式，已推動航太工具機與生產力4.0技術聯盟，建

構產業智慧供應鏈體系，期以此一發展模式為模範，擴散至其他產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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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4.0服務窗口

經濟部生產力4.0辦公室服務專線 02-2704-6655

產業別 分機

總窗口 503

電子資訊 520 

金屬/運具 516 / 511

機械設備 515 

食 品 517 

紡 織 512

網站：http://www.moeapro4.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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