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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是許多國家經濟的基礎，雖然先進國家

在 GDP 的分布上，服務業的比重遠高於工業，

但是工業帶來的就業人口數、火車頭似的上下游

產業帶動效果、對國家技術的發展 … 等，都對

一個國家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例如像德國力推

industry 4.0，亟欲在全球的工業舞台上，扮演領頭

羊的角色。

全球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大選，該國就業率也

一直都是影響能否繼續執政的因素之一，就算是

像美國這樣執世界牛耳的先進強國，其總統力推

的製造業回流、讓美國再次強大 … 等，也是著眼

於工業對就業率、經濟的重要性。

另，在比較分析國與國間的創新能力中，製

造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以美國為例，製造

業每 1 元的產出，可以帶動 1.4 美元的經濟效益，

這個數字跟其他產業來比，製造業是擁有最大的

帶動效應（相較於服務業每 1 元帶動 0.5~0.9 美元

的額外經濟效益）。

而以臺灣來說，最近這幾年工業占名目

GDP( 生產面 ) 的比率都在 35% 左右，製造業占名

目 GDP( 生產面 ) 比率也都約在 30%。而其中機械

是製造業之母，是深耕工業的基礎。台灣機械產

業從 1980 年代開始正式展開高速成長，從 1981

年到迄今約 40 年之間，台灣機械產業產值由新台

幣 500 億元成長了 20 倍，其帶來的上、下游產業

衍生效益，包括產值、就業人數、創匯 … 等，影

響都非常廣泛。

機械產業的發展可視為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指

標之一，台灣機械產業已發展成為融合多元的專

業科技，屬技術及資本密集、加工層次與附加價

值高、應用範圍廣泛的重要經濟產業。不過由於

國內機械業的規模多屬中小企業，在大廠衍生小

廠，小廠又衍生小小廠的狀況下，95% 的業者所

僱用的員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下。平均員工人數統

計則大多在 20 人以下，且就營業收入分析，約九

成業者年營業額不超過 5,000 萬元台幣，因此造成

業界產品同質性偏高、技術不易累積、人才比較

難招募 … 等的經營問題。

在財力、人力、物力及技術突破受限下，整

體機械業的生產型態略有差異，有專業聚焦於某

特定領域之機械業者，也有兼營多項領域的廠商，

或有機械設備與下游應用產業一起從事者，而分

析這些業者中，大多數以組裝為主，整體業界之

生產型態不一而足，從研發設計、零組件加工製

造，至整機組裝、測試、銷售，卻也形成一套完

整的價值鏈體系。

這樣的價值鏈體系，或說產業群聚，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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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械工業的特性之一，例如中部地區在鑄鐵、

機械粗精加工及零組件上，形成一強大的支援供

應體系，造就了工具機以台中為發展中心；而彰

化、台南紡織業的蓬勃發展亦造就了這兩個地方

紡織機械之茁壯，此外尚有台南的塑膠機械、豐

原的木工機械、岡山的螺絲螺帽加工機械業、高

雄與桃園的化工機械、花蓮的寶石加工機械設備

業等，使台灣機械工業在地理分布上有著不同的

差異產品發展及特色。

過去 20 年來，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與國

家間在資金、技術、人才，與生產活動的交流互

動頻繁，多國籍企業在不同國家間的運作也一直

都是促使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之一。不過最近這

幾年，力行本國利益至上的保護主義抬頭，開始

造成國與國之間彼此競爭更激烈，甚至強調區域

經濟圈後的排他性，這樣的改變，對於以外銷為

導向的經濟體，考驗與影響非常的大，我們必須

重視。

這些非經濟因素的改變，不但造成企業經營

上極大的挑戰，對於包括筆者在內，從事於產業

分析研究的人員，更是充滿了趨勢、前景更加不

確定的擔憂，影響產業的變數已非僅經濟因素而

已，這些黑天鵝的出現，個別企業體其實很難以

因應。

忝為本期機械工業雜誌 108 年 1 月號主編，

本期擬以產業技術與資訊為主題，提供眾讀者們

有別於另 11 期聚焦在研發與技術的課題。本次邀

集了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原 IEK）

的產業分析人員，針對機械產業及機械應用的最

大市場 - 汽機車等，提供台灣機械設備製造業發

展現況與展望、結合工業物聯網之雲端運算發展、

中國工具機市場、工業機器人、雷射加工智能化、

滾珠螺桿產業、汽車零組件、中國大陸整車及電

動車市場、蜂巢式車聯網、機車等產業研析文章，

敬請先進大德們予以賜正，也祝福我們讀者新春

發大財，財源滾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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