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
去十幾年來，臺灣精密機械產業在全球市場打出

一片天，許多精密機械廠商都建立能與德、日、

瑞等精密機械大廠比拼的實力，尤其在機器手臂的創新

發展上，更逐漸在國際市場嶄露頭角。其中位於臺中

霧峰的工具機業者「勤堃機械」，早在 2008年就推出

自行研發的第一臺 MIT大型機器手臂，力抗日本發那科

（Fanuc）、安川電機（Yaskawa）、瑞士 ABB、德國庫

卡（Kuka）等國際大廠，成為全球機器手臂的主要供應

商，堪稱名符其實的隱形冠軍。

勤堃機械董事長廖進堃認為，臺灣是勤堃機械的根，

儘管目前勤堃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業務量較大，但是深耕

臺灣、從臺灣走向全球市場，仍是勤堃的關鍵營運策略，

因此目前勤堃正積極找地、找人，擴大在臺灣的經營規

模，未來將以臺灣為基地，開拓中國大陸以外的全球市

場。另一方面，近年來勤堃也加強策略聯盟，創新技術

與產品，除緊密與工研院合作研發新型工業機器人產

品，也積極攜手產業鏈上下游廠商，希望能以自身既有

技術能量，帶領更多機械零組件廠商朝智動化發展，共

同邁向智慧製造之路，加速臺灣走向工業 4.0。

因應時代浪潮 多次轉型

廖進堃於 1979年成立勤堃機械，一開始致力於生產

高精度自緊式鑽夾頭（Keyless Drill Chuck），因為對產

品品質的高度堅持，很快打開市場、創造獲利，並且建

立 EVERMORE品牌，打下穩固的經營根基。不過廖進堃

並不以此自滿，他經常前往海外參訪，了解機械技術不

斷往前推進，勤堃也必需在研發能量不斷精進，因此對

轉型升級+群體戰策略

勤堃機械積極迎向工業4.0
成立將近 40年的勤堃機械，一路走來跟著機械自動化與智慧化浪潮，歷經數度轉型，成為全球知名機

器手臂供應商，目前更積極與工研院及產業界合作，創新更智慧化的機械產品，讓 MIT機器手臂可以從

臺灣走向全球，成為引領臺灣邁向工業 4.0的重要推手。
撰文／劉麗惠　攝影／蔡世豪

勤堃機械總經理廖河誠認為，臺灣廠商必須採取打群架的思維，才能

打造更具優勢的機器人產品，開啟臺灣機器人產業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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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發的投入向來不手軟，對創新的重視，讓勤堃在面

臨自緊式鑽夾頭市場沒落的狀況時，可以快速轉型。

1992年勤堃成立動力刀座（VDI）部門，發展精密度更

高的 VDI、CNC刀桿、精鏜粗鏜刀桿等產品，轉型朝車

銑複合加工機領域邁進。

致力於產品創新的同時，逐漸擴大經營的勤堃機械也

面臨 1990年代臺灣缺工、土地不好取得的經營問題，

因此只得西進中國大陸設廠，透過高品質產品，勤堃持

續擴大經營規模，成為國際眾多知名機械大廠的重要供

應商之一，建立勤堃更大的經營規模與知名度。

2006年前後，因為中國大陸勞動力工資年年大幅上

漲，再對勤堃形成一股不小的經營壓力，廖進堃也再一

次興起轉型升級的念頭。當時經常與父親廖進堃到德、

日參訪的勤堃機械總經理廖河誠回憶，看著德、日製造

大廠藉由大量使用機器手臂，不用為缺工所苦，而且還

因為減少大量人力創造更高的利潤，覺得自動化將是未

來趨勢，而且缺工問題更證明機器手臂市場的需求將會

愈來愈大，這些都促使勤堃機械一頭栽進機器手臂生產

製造領域。

邁向智動化 發展工業用機器人 
早在 2005年左右，勤堃就與一家日本機器人關鍵零

組件廠商合作，開始投入機器手臂產品研發，後來儘管

合作因故終止，但是勤堃並沒有就此打住腳步。「頭洗

下去了，就要堅持下去，」廖河誠說，轉型升級原本就

是一條艱辛的路，更何況勤堃挑選的是具備高技術含量

的機器人產業，一定要堅持才能獲得成果。

廖河誠接著說，過去在工具機零配件，勤堃在行的是

機械結構，但是要做機器人，還必須要有軟體、電控系

統等方面的知識與人才，才能打造具備競爭力的產品。

隨著智慧製造的需求不斷提升，可克服人力成本增加，不需為缺工所苦的機器手臂，將在未來工業 4.0的發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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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目標，2006年勤堃初期投入新臺幣數億元，從各

方找到電機、控制系統相關人才，成立一個 120人的團

隊，全力投入機器手臂研發。

廖河誠回憶，勤堃自己從海外找元件回來組裝、自行

設計機器人本體，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困難，包括設計圖

改了又改，數百萬成本的模具耗損、員工出走面臨人才

流失等，都讓勤堃在機器手臂的開發過程，充滿挫折。

面對各種困難，廖進堃與廖河誠一一尋找解決方法，

勤堃也很快地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研發團隊，並於 2008

年正式成立自動化及機器手臂部門。廖河誠強調，團隊

裡的每一個人，都要具備堅強的戰鬥力，每個人都必須

秉持信念全心投入，在最快時間解決問題，加速研發。

因為團隊的全心投入，勤堃很快地在 2008年推出第一

支機器手臂產品，之後陸續推出一系列工業機器人產

品，載重從六公斤到 180公斤的產品可供客戶選擇，另

外也可依照客戶需求，客製化提供客戶自動化末端所需

的機器手指及零件夾具。

一條龍生產 + 客製化服務

在市場拓展上，勤堃機械一開始採取在臺北、上海等

地參加展覽的方式，但是效果並不好，一直到後來中國

大陸政府十二五計畫開始全面推動智慧製造發展，補助

政策使得市場需求大增，勤堃逐漸打開大陸市場。廖河

誠說，一開始客戶先採購一∼二臺機器手臂測試導入，

之後發現勤堃不管產品或服務品質都非常好，導入成效

大，因此許多客戶擴大採購，其中不乏一次大量採購

30∼ 50臺的客戶，勤堃機器手臂業務因此快速成長。

深入探究勤堃能以後來之姿與德日瑞大廠競逐，主要

有幾大關鍵因素。首先，勤堃機械採取設計、製造、研

發一條龍生產，而且產品在加工完成之後，每一個車間

均有品管檢驗室 QC lab，嚴格的生產模式與品管制度，

使勤堃產品可以維持絕佳的品質。

其次，不同於國際大廠採取代理商制度，勤堃機械採

取直接銷售，公司針對每個客戶都是由內部訓練有素的

技術人員，依照客戶需求提供服務，可以精確掌握產品

精度與交期進度，充分達成客戶的期望；再者，由於勤

堃的產品都是自己研發，因此可以提供客製化服務。

結合工研院 創新更智慧化的產品

在打開中國大陸市場的同時，向來懷抱深耕臺灣理念

的廖進堃，也同步擴大在臺灣的布局，希望加速在臺灣

推動智慧製造，與臺灣產業一起向前躍升。「不過臺灣

智慧製造市場推廣起來相當辛苦，」廖河誠略為感嘆的

說，智慧製造是帶動國家工業發展的關鍵手段，臺灣一

定要加快腳步推動新一波工業革命，產業競爭力才能持

續向上提升。

秉持推動臺灣產業智慧自動化發展的理念，廖河誠積

極與國內產業或研究單位進行共同研發與策略研發，其

中與工研院之間的合作甚為緊密。

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副組長游鴻修回憶，2014年

時在一場展會中看到勤堃的機器手臂，驚豔於臺灣竟然有

廠商可以做出如此精密且高品質的工業型機器人產品，因

此力邀廖河誠前往工研院參訪。廖河誠也說，自己到工研

院參訪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工研院在機器人領域的技

術含量很高，尤其智慧控制技術更是勤堃所欠缺的部份，

雙方都認為，如果彼此可以深入合作，對於勤堃提升機器

手臂的精密度與智慧化程度，勢必可以帶來很大的幫助。

技術互補之外，由於工研院與勤堃都具備推動臺灣工

業智慧化的理念，因此雙方更是一拍即合地開始進行共

同研發，其中的「水五金六軸研磨拋光機器手臂開發」

計畫，目前已經有具體成果。游鴻修表示，透過合作，

雙方共花費一年多時間開發出一套以機器人為核心的自

動化技術──「水五金拋光製程設備」，此設備主要透

過軟體加值概念，使機器人拋光自動化具備離線規畫軟

體與 CAD系統整合、拋光路徑快速規劃、快速換線能力

等特色，藉此降低使用的複雜度與成本，達到增加產品

競爭力的效益。

勤堃機械經理王子亮補充說，勤堃的中高負載級別工

業機器人，能協助客戶實現全自動化生產，提升生產效

率，加上工研院的控制器，進一步使勤堃的產品在通訊

運用上更靈活，並且可以搭配不同產品設備間通訊，變

得更具智慧控制能力。 

繼「水五金六軸研磨拋光機器手臂開發」之後，現

階段工研院與勤堃也持續進行更多合作計畫，希望更深

入地整合勤堃的機構整合能力與工研院的軟體自動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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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打造出更高品質、高階的智慧機器手臂產品。

群體戰策略 強化工業機器人競爭力

除了與工研院的合作，勤堃也正緊密與產業界串聯，

尋求群體戰策略，建立我國精密機械與機器自動化產業

更高的競爭力。廖河誠舉例，勤堃的機器手臂以 3K產

業為主，如工具機產線的上下料、水五金拋光產線等，

但是整個工業機器人市場應用非常廣泛，如汽車、焊接、

噴漆等，未來希望能夠串連國內關鍵零組件廠商，開發

不同應用領域的工業機器人，成為共同推動臺灣智慧工

業的合作夥伴。

另外，勤堃為帶領更多中小型精密加工廠邁向升級轉

型，也正與驅動器、編碼器製造商進行共同技術研發。

廖河誠說，一直以來，勤堃為了打造與國際大廠相同品

勤堃未來希望能夠串聯國內關鍵零組件廠商，開發不同應用領域的工業機器人，成為共同推動臺灣智慧工業的合作夥伴。

質的機器手臂產品，必須向海外廠商採購關鍵零組件，

這使得勤堃的產品價格降不下來，未來如果能夠協助國

內供應鏈廠商發展高品質的機器手臂關鍵零組件，便可

降低採購價格，提升勤堃產品價格競爭力；更重要的是，

一旦臺灣建立完整的工業機器人零組件供應鏈，也可帶

動臺灣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廖河誠以長期觀察兩岸與全球智慧自動化發展的經

驗，語重心長地說，目前全球工業用機器人市場有六成

以上由發那科、安川電機、ABB、庫卡四大家族所占有，

在中國大陸更有多達 600多家機器人製造商，積極搶進

市場，面對前有四大家族，後有中國大陸追兵的激烈競

爭，臺灣廠商必須採取打群架的思維，避免重覆投資，

跳脫拚量、拚價格的惡性競爭，才能打造更具優勢的機

器人產品，開啟臺灣機器人產業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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