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械工業創新與應用技術專輯 

  

 

 
20 │  │ 370 期 │ 

 

 

又是新的一年開始，機械工業雜誌一月份的

技術主軸是以全方位性的報導來進行，將工研院

機械所一年來在各機械次領域的研發成果用報導

的方式來呈現，希望經由類似新聞報導方式來方

便讀者瞭解各研發領域技術內涵及成效。 

此次主編特別邀請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

陳信宏所長，從經濟學家觀點分析台灣目前在國

際製造定位，並剖析我國製造業優劣勢與未來建

議。對於陳所長高瞻遠矚的觀察與一針見血的評

論，相信會帶給讀者較深入的了解，現階段台灣

製造業所面臨的壓力與問題。陳所長更點出我國

在製造技術上需要更深入、務實地紮根，再搭配

創新的製程與產品，才能甩開目前產業與國家出

口的困境，值得讀者一讀。 

本次報導主軸以智慧電動車、機器人與智慧

智動化系統、工具機及綠能機械四大領域進行重

點式訪問報導。首先由機械所張所鋐所長，針對

機械產業工業基礎技術如何深化，來說明機械產

業未來的重點方向。其次，在綠能機械領域，以

一篇磁力優化馬達技術來呈現歷史悠久的馬達技

術，在創新思維下仍能突破，因而能對節能環保

產生影響。去年(2013 年)機械所以磁力優化馬達

技術獲得全球百大發明的大獎肯定，此技術不但

可以應用於各項商用馬達薄型化設計需求，同時

也可改善現有工業馬達耗能水準，帶動產業往低

耗能發展。另外，大氣電漿鍍膜技術也是綠能機

械過去幾年的創新發明。此項技術從 2012 年拿到

華爾街日報科技創新獎及全球百大發明兩項殊榮

後，也將在產業化開花結果。去年機械所已成立

試量產工廠、新創育成團隊，在取得國際設備訂

單下，將於 2014 年 3 月成立新公司正式營運，預

期將會帶給台灣製造業在鍍膜技術上擺脫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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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問題，為自主研發的設備產業注入新血。 

在機器人與智慧智動化系統領域，2013 年機

械所針對現有 3C 組裝及 3K 工廠進行更多智慧自

動化之機器人單元解決方案與產業實際應用案

例。這些案例已經讓幾家大廠開始針對智慧製造

進行投資，立即解決了產業彈性化高品質製造的

需求。同時，機器人技術也在生醫領域發揮功效，

在經濟部支持下，外骨骼助行機器人首次協助脊

髓損傷患者站起來的故事，商業週刊也精彩呈現

此方面報導，讓團隊同仁獲得很大的鼓勵，這些

都呈現出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對人類未來生活有

很大的幫助與想像空間。 

當然，機械所在兩個台灣產值大的產業，如

工具機與車輛產業也有很重要的建樹。以工具機

為例，工研院機械所打造開放式工具機控制器平

台，將工具機業者從硬體製造轉變為結合軟體

Software、系統 System、服務 Service 的 3S 創新

服務產業，未來產業若朝向佈局高階高值加工機

台，就必須要有自我特色的產品及服務，才可打

破現有控制器封閉結構市場，開拓更多新興應用

領域。 

至於在車輛產業，現階段研究發展是以電動

車及其關鍵零組件為重點，銜接零組件到整車市

場最重要的是要有完整的研發與驗證環境。這幾

年機械所在電動車技術，從動力模組到整車系統

有一套完整的設計模擬分析與驗證平台，可以使

零組件業者及早了解其組件在整車上的性能表現

是否符合使用者需要，對於我國零組件打入全球

電動車市場供應鏈有極大的助益。雖然，電動車

要取代現有市場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投入如智慧

車輛方面技術除佈局未來電動車市場外，還可切

入現有各式車輛市場。機械所在車輛安全方面如

全週警示技術，本年度也有重大突破。包括在大

型商用車以及軍用車種均有實際應用案例。由於

需求更迫切，因此針對這方面進行軟硬體整合，

甚至完成快速組裝校正的突破技術，對於危險的

大型車輛減少意外發生，具有重要的貢獻。 

未來的機械產業勢必是國家重要的基盤，相

關的先進製造技術，包含如加法的積層製造、減

法的智慧加工單元的整合應用，還有製程數位化

的建構以及設計最佳化的結合，都將帶來全新的

產品設計及數位製造觀念。台灣在此彈性化智慧

製造上一定要持續精進，才能夠在未來製造領域

取得一席之地。這也是研發單位及產業界互相合

作的重點，期許機械所持續為產業創新提供最好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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