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利器，顯現臺中精機追求工業 4.0與邁向智慧製造的

決心。

結合研發、製造與顧客創值
打造全面性的智慧系統

自 2013年德國提出「工業 4.0」的戰略，強調運用數

工
具機大廠臺中精機 2016年 6月於臺中精密園區

二期正式動土開工，集團董事長黃明和宣布投

入新臺幣 35億元興建大型智慧化工廠，打造四條最先

進的「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這項大手筆的投

資，不僅創下近年來機械業者在臺灣投資金額紀錄，

更將成為臺中精機爭取未來市場優勢、帶動產業升級

系統化架構加工模式

以智慧製造實現智慧機械
成立已逾一甲子的臺中精機，一直走在時代最前端追求技術演進，從發展電腦數值控制（CNC）、彈性製

造系統（FMS）、電腦整合製造（CIM）等創新技術，到現今，面對全球快步走向智慧製造的大趨勢，率

機械業之先，打造「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成為臺灣智慧製造的最佳示範者。
撰文／魏茂國　攝影／林穎成

臺中精機董事長黃明和打造四條最先進的「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並廣納跨領域資源，帶領工具機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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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訊來建構虛實整合的製造系統、達到智慧生產的概

念，帶動了全球製造業的革新，也成為臺中精機目前最

重要的發展方向。

身處產業的第一線，臺中精機早在幾年就深刻感受

到少量多樣、客製化的生產趨勢，並成立專案小組，在

既有公司總部著手打造第一條「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

線」，從單機智慧化走向智慧製造。除了提供客戶智能

化的工具機產品，以達提升產能、安全性、以及對環境

友善等要求，更擴大至操作層、通訊層、控制層、管理

層的系統智能化，讓整個生產系統能夠因應各種生產訂

單、生產需求而彈性運作。

「臺中精機在五年前就成立了跨部門的專案小組，結

合研發、製造與顧客創值應用中心等部門，並運用資訊

科技來整合相關技術、提升製造加工的附加價值。」臺

中精機工具機研發部協理盧春生表示。

盧春生進一步指出，所謂的 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

線，能在一條產線為多樣化的產品進行彈性加工，結合

感測與視覺系統、智慧型機器人、自動化倉儲、綜合加

工機等，並透過智慧化的管理系統來安排加工方式。

厚實的技術基礎　成為智慧製造的關鍵

事實上，這些年製造業在自動化浪潮的推動下，不

論是大量生產，或是在設備產品中導入電腦運算或連

網功能，都已經做得相當成熟；但是，要真正進入智

慧製造時代，光是「自動化」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

讓加工機台可依據環境狀況或生產需求自行決策、自

行彈性調整。

針對不同客戶所需的產品，各個工件的加工順序、製

程參數、方式都有相異的排列組合。因而，臺中精機的

智慧化生產系統，從客戶提出的需求開始，經由系統的

計算設定，可安排最合適的加工流程，並透過自動化的

控制來執行加工，讓同一條產線可以加工多達 40種工

件，以彈性製造來滿足少量多樣與客製化的生產需求，

並可有效減少庫存。

「這樣的智慧化系統，需要許多軟、硬體智慧化技術

的整合。」盧春生特別指出，如果沒有深厚的基礎技術

支援，在發展智慧製造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瓶頸。舉例

來說，談到智慧製造，一般人很容易聯想到連網系統、

加值軟體等發展，但在加工過程中，機台設備的穩定性

和可靠性，更決定了加工的精度與品質，這向來是臺灣

工具機業者面對日系廠商的主要挑戰。

因此，臺中精機在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的研發上，除

了發展自動補償、自動修正等功能，也持續與工研院就

機台可靠度、穩定度進行合作。「如果機台本身夠穩定，

精度不偏移，自然就少了補償的需要。」

回顧與工研院二十多年的合作歷史，盧春生認為，工

研院一直與廠商維繫著重要的夥伴關係，臺中精機與工

研院至少已有 60、70項的合作研究計畫，包括可靠度

工具機系統技術、高穩定工具機結構技術，以及開放式

智慧製程加值技術等；在近期，雙方也將針對工具機的

熱穩定技術，啟動新的研究專案，目的是為了要能減低

加工時所產生的「熱」，對於生產精度和機台穩定度的

影響，希望藉此增加產品的競爭力，透過產研合作促使

加工製造技術提升。

廣納跨領域專業　
帶動工具機產業整合升級

臺中精機所打造的「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仍在

持續進化中，在此系統中，整合了智慧化的加工排程，

以及新的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等，不僅將成為臺

中精機邁向智慧製造的關鍵利器，更可望帶動上游供

應鏈與相關產業的智慧化發展。

盧春生強調，要邁向智慧機械、智慧製造的願景，除

了以往所具備的機械、電機等能力外，更需要資訊工程

及工業工程的專業人才挹注，讓整個智慧化系統能夠確

實連結每個與生產製造相關的部門與角色。

舉例來說，在「V4.0智慧化自動加工產線」中，管理

層可即時顯示監加工設備或產線運行的狀況，或是分

析管理稼動率、建立故障異常履歷、預防維護保養等，

這不只能讓生產人員掌握整個產線的運作，生產效率

也能跟著提高。

盧春生有感而發地說，臺灣工具機業者的規模和資

源有限，更應該結合業界及研發夥伴，以達到智慧化

的生產模式，提升臺灣製造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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