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擁有明顯優勢，「我們

有很強大的製造能力，且產

業結構有秩序，產業供應鏈

各個環節的價值分配均衡，

供應鏈管理人員素質佳，再

加上彈性應變能力強，因此

面對新的市場機會可快速編

隊合作，迅速朝高值化的應

用發展。」

儘管臺灣產業界具有優

勢，劉軍廷指出，臺灣應

積極強化系統、軟體及服務

的整合，進而發展出新的商

業模式，才能提高 LED產

業的附加價值。對於此點，

他強調，工研院責無旁貸，

「我們將推動臺灣 LED產

業合作，引進多方資源，進

而開創新商業模式。」

在臺灣產業界強化整合系

統、軟體及服務的同時，另

一股新的商業模式正在興起

專訪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所長劉軍廷

固態照明的新秀和老將  
OLED及LED應用求創新
LED照明產業推動至今，技術、製程及成本方面皆已有長足進展，後續的發展重點已轉向系統整合，以

及智慧照明等高值化應用的拓展。在此同時，固態照明領域的另一生力軍－－ OLED，挾著不同於其他光

源的特性，以後起新秀之姿可望在照明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撰文／陳玉鳳　照片提供／工研院

針
對 LED照明產業發展重心的變化，在照明領域

深耕已久的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長劉軍廷連

續幾年以來，每年都會趕赴各大國際照明展，從中體

會產業脈動及近身觀察市場趨勢。然而在今年 1月及 3

月的兩大日本照明展中，劉軍廷深感 LED照明業者的

訴求重點已與過去產生很大的不同。

「記得在 2014年的日本國際照明展上，業者還大肆

宣傳 LED發光效率已突破每瓦 180流明（lm）的功績。

但是，到了今年，大家似乎覺得沒有必要再強調效率這

件事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家更加注重系統整合及產業

秩序。」劉軍廷說。

隨著 LED元件發光效率提升，產業發展已從技術研

發走向系統整合和應用面，廠商開始尋求新的藍海，朝

向客製化的智慧照明設計，這將有助於 LED照明市場

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研究機構 IHS及工研院 IEK預估，2015年 LED照明

市場規模將達 361億美元，預估到 2019年的市場規模

將達 726億美元，市場滲透率達 48.5％。

整合系統、軟體及服務  
開創新商業模式

在這股向上發展的新浪潮中，劉軍廷認為，臺灣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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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就是 OLED照明。

OLED和 LED有什麼不同？兩者有何關聯？這恐怕

是一般民眾的兩大疑問。劉軍廷說明，LED是點光源，

照明光線集中，應用於戶外環境時更為醒目，適合局部

區域照明、廣告標牌、交通警示標誌等應用。而 OLED

照明的特性在於均勻面光源、低色溫、可撓曲、極輕薄、

透明，以及 9成以上都是燈的主體等，易與各種建材

結合，且光線柔和舒適，非常接近大自然的太陽光，因

此適合切入室內設計、人因照明或健康訴求的應用。

「OLED照明的未來不是取代傳統及 LED照明，而

是要開創出新的照明應用市場，」劉軍廷說，LED及

OLED是互補關係，兩者各有優勢。未來，工研院將持

續推進這兩大領域，或是利用彼此助力尋求更進一步發

展。例如，在已建立的「兩岸 LED照明產品共通規格」

基礎上，工研院或將推動 OLED產業循此模式，進一

步擴大市場規模，為臺灣業者創造龐大商機。

卷對卷（R2R）製程 開創無限可能

從技術特性和應用端來看，OLED確實有發展空間，

然而要在傳統及 LED照明市場之外另闢蹊徑，OLED

必須在既有的優點上進一步做到大尺寸、薄型化、可撓

曲及低成本，而工研院成功研發的連續性卷對卷（Roll 

to Roll; R2R）製程及設備能力，正足以突破現有片狀

製程的瓶頸。

工研院的 R2R製程技術，一舉將現有大面積 OLED

的厚度由 0.5公釐（mm）降至 0.1公釐，徹底發揮

工研院成功發展連續性卷對卷製程及設備能力，可大幅提昇照明產業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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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的可撓特性，讓 OLED幾乎能與各類建築、室內

設計需求結合。更重要的是，相對於片狀製程，R2R製

程可大幅降低大尺寸 OLED的製造成本，特別有助於

OLED照明的普及。

針對工研院推動 OLED照明的策略，劉軍廷指出，

「我們不希望將來臺灣廠商只能在紅海中競爭，所以一

開始就決定要建立高技術門檻，以開創我們自己的藍

海。」

OLED 照明檢測平臺現身

強大的研發實力，也必須要有外在資源的配合。於

是，在經濟部技術處的大力支持下，工研院積極創新相

關製程及設備，結合國內外 10幾個單位的資源共同投

入，在短短 2年半的時間內成功建立完整製程及設備

能力，甚至是最後環節的檢測機臺也已與設備廠旺矽科

技合作建置完成。劉軍廷表示，「這是全世界第一，也

是唯一一臺的 OLED照明檢測機臺，」這部檢測機臺

已於今年 3月底的「臺灣國際照明科技展」中現身。

除了製程及設備外，工研院也積極投入產業鏈的

建立及市場的開發，去年 7月成立「OLED照明聯

盟 」（OLED Lighting Commercialization Alliance; 

OLCA），希望從應用端促進 OLED照明產業鏈發展，

進一步透過產業上下游的合作力量，確立 OLED照明

在室內設計與燈具照明設計的新商機。

OLED 照明聯盟 展出創意燈具

OLED照明聯盟會長由劉軍廷擔任，加入的眾多業者

包括照明公會與設計師團體成員等，其中有材料、設

備、燈源模組、燈具廠商、照明設計，以及室內設計業

者；此外，錸寶、默克、康寧、東台精機等上游材料及

OLED照明易與各種建材整合，且光線柔和舒適，具備開創出新照明市場的潛力。

6

Column 專欄



設備大廠也都已加入，目前聯盟設有燈具、照明設計、

材料、設備、光引擎等 5個委員會。

工研院傾聽照明公會的需求，並在公會的建議下制訂

OLED照明產品標準。「在歷時 1年半的聯盟籌備期

間，我們不斷和照明公會溝通，因為我們深知要從應用

端切入，才能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並創造出新市

場，」劉軍廷強調。

工研院和照明公會等聯盟成員的合作，具體成果之

一就是在今年「臺灣國際照明科技展」中亮相的 37盞

OLED燈具，這是臺灣首見大規模 OLED的商品化展

示。在工研院與照明公會合力打造的「OLED照明主題

館」中，這些創意 OLED燈具出現在飯店大廳、百貨、

咖啡廳等各種情境中，充分展現 OLED照明可以釘、

夾、貼、嵌在各種建材與曲面上，且光線柔和舒適的獨

特性。

結合上下游力量 打造最佳性價比

這些OLED燈具是由工研院提供光引擎模組給亞壯照

明、達豐燈飾、雷耀企業、康爾富照明、正豐光電及捷

威企業等 6家燈具業者進行設計而成。同時，工研院也

設計 2盞巨型主燈，加入展覽的陣容。由於 OLED照

明光引擎需要依據照明規格設計，工研院已建立 OLED

照明小量試產驗證平臺，以滿足燈具業者需求。

OLED照明小量試產驗證平臺預計每月產能可達 200

片，生產的 OLED照明光引擎，可提供聯盟會員從事

設計規劃，協助廠商進入 OLED照明市場，未來將進

一步結合設備、材料廠商建置 R2R量產平臺，希望能

開發出最佳性價比的 OLED照明產品。

不獨尊技術研發 創意應用成重點

為了進一步推動 OLED的創新應用，劉軍廷透露未

來有可能比照「鐙烜獎」創意 LED照明燈具設計競賽，

舉辦獎勵 OLED燈具創意開發的比賽。

「鐙烜獎」是在工業局「推動新穎時尚 LED燈具計

畫」下，由執行的工研院規劃，以產業界共用 LED模

組／元件為元素，結合 LED商業照明聯盟、臺灣光電

半導體產業協會、臺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等共

同舉辦，廣邀全國大專院校設計相關科系參與競賽，藉

此激發年輕優秀創意設計。今年舉辦第 1屆，主題為

吊燈、軌道燈、嵌燈等３類多元化商業照明燈具，日前

已選出 10件「鐙烜獎」得獎作品。

此一競賽的舉辦，正與現今 LED照明產業發展重心

已從「拼規格」漸轉向「創新應用」的趨勢相符。事實

上，無論是 LED或是 OLED應用的發展，都需要有更

多創意資源及美學概念的注入，而這也是臺灣科技產業

長久以來缺乏的部分。

隨著臺灣產業需求的發散及轉變，工研院也從更多面

向切入協助產業建立創意能量，例如，此次由工研院主

辦的「2015臺灣固態照明國際研討會」便邀請國際知

名的東京晴空塔燈光設計師戶恆浩人，分享如何以節能

美觀的 LED切入城市照明的新應用。

工研院挾著前瞻的創新技術，力推智慧照明，與學

校、產業界已有合作成果，希望未來能夠進一步發展

出新的商業模式，以提高 LED產業的附加價值。除了

持續研發 LED技術之外，OLED也備受重視，工研院

希望推動 LED和 OLED互補並存，追求更好的照明生

活。

臺灣應積極強化系統、軟體及服務的整合，進而發

展出新的商業模式，才能提高LED產業的附加價值。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所長

劉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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