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大廠紛紛搶進OLED市場，歐洲廠商的起步最早，

多數以車用為主；日本則有許多知名企業成立合資公

司，很注重展示應用的推動；韓國廠商的腳步則最積極，

像是 LG就把照明併入顯示器事業部。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所長吳志毅表示，為了

避免陷入大量生產模式及生產代工的框架，工研院特別

強調與應用端整合，輕量化的生產特性和技術創新則是

工研院的領先優勢，希望營造完整的基礎環境，全面帶

動臺灣廠商在設備、材料及應用面的發展。

產業界與設計界的攜手

由設計啟動的第四次照明革命，注重所謂的健康照

明，不但要類自然光，還有無炫光、高演色性、無藍害

等特色，甚至還要省電及高質化，這正是 OLED專擅的

領域。

尤其 OLED讓照明成為超薄的平面光源，一體成型的

設計截然不同於傳統燈具必須由光源、燈具、燈罩等不

同組件構成，所以設計勢必是 OLED的發展趨勢，也是

凸顯其特色和多樣性的要件，例如：與環境的融合。這

對設計師而言是一場革命。

2014 年 成 立 的 OLED 照 明 聯 盟（OLED Lighting 

Commercialization Alliance; OLCA）正是推動 OLED與設計

理念結合的動力，在照明公會與設計師團體的齊心協力

下，整合材料、設備、燈源模組、燈具廠商、照明設計，

以及室內設計業者，從最貼近消費者的應用端來推動。

工研院電光所副所長胡紀平指出，OLED在技術水準

的表現已經很穩定，接下來的最後一哩路就是如何連接

消費者。換言之，OLED照明的設計和使用將是重點。

OLED以設計及應用帶動照明革命

建構完整體系 
展現創新與自主優勢
OLED照明被視為是繼 LED照明後，最具潛力的未來照明光源。尤其 OLED讓照明成為超薄的平面光源，

一體成型的設計截然不同於傳統燈具，因此設計勢必是 OLED的發展趨勢，也是凸顯其特色和多樣性的要

件。工研院和臺灣產業攜手打整體戰，以過去在固態照明累積的基礎，結合技術自主、設備自製、應用

整合等作法，掌握未來決勝點。
撰文／李幸宜　攝影／蔡世豪

OLED讓照明成為超薄的平面光源，所以設計勢必是 OLED的發展趨

勢，也是凸顯其特色和多樣性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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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設計師和產業供應鏈的觀點南轅北轍，產業供

應鏈注重的是價格、成本和效率，設計師看重的是如何

呈現光源、呈現價值，透過OLED照明聯盟每季的活動，

一方面讓產業學習設計師的觀點，另一方面協助設計師

展現 OLED照明的特性，甚至共同開發新產品，像是在

去年的照明展裡，就展出了多達 34件 OLED燈具，今

年的展場更從燈具進化為場域情境的應用展示。

全新生產線 領先邁向量產

OLED的量產技術是另一項挑戰，也是工研院投注許

多心力的方向。在三年前開始的第一階段計畫裡，以研

發線的布建為重，涵蓋材料、元件和結構的驗證；接下

來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小量試產線，藉由小量試產的驗證

找出未來量產可能的問題。

去年開始的第三階段正式進入試量產，這也是領先

全球的創舉。事實上，推動 OLED照明的關鍵，不僅在

於市場面的應用，技術面也必須達到可商用化的價格。

目前，由於顯示器廠商是投入 OLED的主力，所以全球

OLED照明多為顯示器生產線的價格，難以達到最佳化

成本。

相對地，工研院自主研發的輕量化生產系統技術，製

造價格相較顯示器生產線具有顯著的優勢。輕量化的生

產系統技術採用連續式生產，優勢是可自由調整尺寸長

度，最能符合照明產品多為客製化的特色，不同於以顯

示器生產線產出的 OLED產品，會受限於不同生產線世

代的規格。

輕量化生產系統技術的另一個優勢是低碳及節能生

產，無論是廠房的建立、設備所需面積，以及材料利用

率，都優於片型生產線。從製造工序來看，就能說明輕

量化生產系統技術所需要的廠房面積與設施，遠遠小於

片型生產線。

第三階段計畫必須花費二至三年的時間布建，現已

執行一年，整個生產流程有 10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有

不同的專門技術，像是塗布、壓合、測試、真空設備與

材料，所以是很大的挑戰。目前，整條生產線有五成已

在實驗室驗證完成，另外五成還必須持續努力的包含組

裝、切割與封裝等，目標是今年底將整備度推進到七至

八成，明年開始進行小量生產。

胡紀平指出，在試量產的過程裡，工研院持續與設計

師、設備廠商、公會等產業界成員合作，進行許多技術

面的合作與推廣。工研院的目標不只是建立兩條產線，

而是要帶動整體基礎架構的發展，未來技術移轉的合作

對象才能遍及各個領域。

研發與應用並進 探路高單價市場

隨著 OLED良率的提升，接下來更要著重的將是製造

工藝，將先進製程的概念導入設備產線的整合，讓臺灣

廠商不只做生產線，還有設備自主的能力，有助於未來

的技術掌控、提升成本優勢，及研發設計的能力。

因此，工研院從一開始研發OLED照明生產系統技術，

就希望儘可能地帶入國內的設備商，以改變目前臺灣半

導體產業的設備絕大部分購自國外的現況。吳志毅表

示，設備是工業之母，掌握設備就等於掌握了未來的決

勝點，除了協助臺灣廠商推出成品，希望設備也能掌握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所長吳志毅表示，工研院希望營造完

整的基礎環境，全面帶動臺灣廠商在設備、材料及應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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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廠商的手上。

除了打造生產線，應用面也要同步並進，舉例來說，

化妝品業者就是第一波的合作對象，因為 OLED是柔和

的自然光，能讓顧客看起來更漂亮。事實上，傳統燈具

受限於電源輸入、反光、距離等問題，多達一半的光源

都被浪費了，但 OLED照明的柔和光線可以更靠近人，

也不需要二次設計的燈罩，即使流明／瓦數稍低於傳統

燈具，但因為不會浪費光源，所以已可符合室內照明的

燈具需求，而且更能對燈具做統合設計。

此外，汽車產業對於 OLED的採用也很積極，最能

展現技術指標和流行造型的車尾燈成為 OLED登場的舞

台，像是 BMW在歐洲限量推出的車款，就是以 OLED

車尾燈來表現具有立體感的設計理念，OLED讓設計變

得更多樣化，甚至可根據車身線條做特殊設計，這是傳

統照明花費更大工夫仍難以達成的效果。

看準家用潛力 掌握普及時機

根據美國的研究指出，混用 OLED和 LED照明會比只

使用 LED照明節省 10%的能源消耗率，OLED和 LED的

設計理念不同，但應用面可以互補，所以全球都在大力

擴建 OLED生產線，預估 2019年至 2020年左右，將是

家用市場普及化的時間點。

OLED照明技術的挑戰之一，在於各種應用需求所衍

生的新規格，像是美妝注重自然柔和的照明，車用則看

重亮度，家用需要的是多樣化造型，甚至是與各種建材

融合的照明設計。

吳志毅指出，OLED的特色在於它本身就是燈具，而

不只是光源，所以如果用燈具的價格來看，OLED很有

機會攻進市場。雖然 OLED照明推展之初，鎖定在美妝

與汽車這類高單價市場，但愈來愈普及後，生產成本下

降，就會進入大量使用的家用照明，這也是 OLED一定

要攻進的主力市場。

目前推動 OLED照明主要的障礙之一，在於材料成本

居高不下，原因不在原物料的昂貴或稀有，因為 OLED

的材料是化學合成的有機材料，因為需求少而導致合成

的成本過高，只要有大量製造的需求，成本自然就會快

速下降。

臺灣發展 OLED有兩大優勢，第一是在 LED的基礎架

構很強，從生產、組裝、測試、整合，一應俱全；第二

是有許多歐美日的高階燈具在臺灣生產，這就是推動產

業發展最不可或缺的出海口。胡紀平表示，出海口加上

過去在固態照明累積的基礎，以及從工研院一開始就投

入應用及設備的策略，改變許多產業設備掌握在國外廠

商手上的困局，將可讓臺灣在 OLED的發展取得先機。

工研院研發輕量化的生產系統技術採用連續式生產，可自由調整尺寸長度，最能符合照明產品多為客製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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