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全球製造業面臨供應鏈成本上升、市場

競爭激烈等挑戰，各國製造業者皆積極透過

5G、AIoT等科技導入，期待藉此鞏固自身的國際競

爭力。為協助臺灣製造產業能夠在既有的基礎上，

持續提升產業量產效率，經濟部技術處多年來藉由

「法人科技專案」，攜手國內20多個研究機構，共

同發展具前瞻性、關鍵性的智慧化機器人技術。

在2022臺灣機器人與自動化展（TAIROS）

中，就可看到工研院、金屬中心、精密機械中心及

資策會等法人研究機構，結合時下最夯的智慧製

造、元宇宙等主題，研發的「多機器人協同控制技

術」、「元宇宙智慧工廠」等10項先進製程及整合

服務，展現臺灣在智慧製造與機器人方面的蓬勃研

發能量。

科研成果亮眼　助臺灣產業升級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邱求慧表示，2025年全球

機器人市場規模將成長2.5倍，達到267億美元。在

疫情影響下，自動化且高度彈性的製造情境快速成

長，歐美日等先進工業國家已啟動新一代工業革

命，結合物聯網、機器人來發展智慧製造，因此機

器人的需求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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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趨勢朝向少量多樣發展，加上疫情影響使得製造業面臨轉型壓力，對於AI智慧機

器人、遠端作業的智慧製造需求更加迫切，在甫落幕的「2022臺灣機器人與智慧自

動化展」（TAIROS）中，展示多項智慧製造、人機共工等先進研發，可協助產業邁

向智慧製造，搶攻疫後製造業新商機。

建立元宇宙智慧製造生態系
2022臺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數位雙生元宇宙智慧工廠」建立在數位雙生系統上，整合國際AI大廠NVIDIA的高運算單元，結合人機混線互動模擬技
術，以實際數據模擬出一座虛擬工廠，透過VR虛擬實境裝置連接廠務模擬器，具沉浸感及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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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求慧補充，目前技術處針對臺灣機器人產

業的布局策略，是朝向多機化、智慧化與系統化發

展。首先是發揮臺灣先進IT技術與高階科技人才的

優勢，將科專資源投入開發國產多機高階智慧控制

器，能跨平台整合國內外大廠的機器手臂，朝向多

機化協同工作。此外，整合多元感測與視覺辨識，

開發機器人AI套件，賦予機器人更豐富的工藝技

能，利用更聰明的智慧化機器人幫助產業提升量產

效率。未來將朝向智慧機器人系統整合服務的系統

化發展，由機器人整合周邊的加工設備，進行複雜

的加工。

單一系統整合多手臂　提升逾50%產能

現今加工製造的流程愈來愈複雜，促使智慧工

廠從單機邁向多機自動化發展的階段；然而，要將

不同廠牌的設備整合起來，進行多機協作，往往面

臨著人員維護、成本增加，甚至人員安全等挑戰。

由工研院自主開發的「多機器人協同控制技

術」可跨平台整合國內外大廠的機械手臂共同工

作，讓機器人之間互相溝通協調，藉由同步控制多

達14軸以上的機械手臂，完成複雜的生產任務，絕

對精度更超越一般機器人，大幅提升至±0.25mm以

內。還可外接AI視覺感測器，即時辨識周圍人員的

行為意圖，當有人員靠近設備時，機器人會自動進

行降速，保護人員的安全。

這項技術也同時具備「機器人軌跡避障技

術，」及可視覺化的程式編輯系統，除了可以快速

運算出障礙規避的軌跡，避免機器人在進行路徑運

動過程中發生碰撞外，也降低技術人員操作難度，

讓整個生產流程更加方便、有效率。

目前「多機器人協同控制技術」，除了已與國

內的醫材廠商「聯合骨科」合作，進行人工關節醫

材研磨外，後續也預計衍生新創公司，挑戰億元募

資。未來這項控制技術也會與新漢公司合作，共同

開發出智慧機器人控制器，並逐步導入到車用、航

太、橡塑膠等不同產業。

元宇宙智慧工廠　場域模擬布建效率大升級

疫情爆發以來，遠端工作成為新常態，一般

文書工作只要有網路、通訊軟硬體即可順暢遠距作

業，但同樣面臨國境封鎖的製造業，又要如何解決

遠距作業的問題？這就不得不尋求全新的技術解決

方案。

工研院開發的「數位雙生元宇宙智慧工廠」，

整合國際AI大廠NVIDIA的高運算單元，結合人機混

線互動模擬技術，以實際數據模擬建構出一座虛擬

智慧工廠。技術人員透過VR虛擬實境裝置連接工廠

模擬器，操作過程具真實感受，可以即時掌握產線

上的運作狀態，並針對瑕疵問題進行預防性的維修

工作，藉此降低成本、提升生產效率。未來專家可

遠端透過VR裝置連上元宇宙智慧工廠，協助高複雜

度產線的故障排除、硬體布建，也可以透過這套系

統協助設備操作的教育訓練。

目前這項技術已導入東元國際合作電動車馬達

產線的規畫與布建，進行電動車馬達點膠作業，原

本產線作業員，經培訓後升級為管理工程師，預計

產能可提升50%以上，生產週期則有望縮短20%。

「多機器人協同控制技術」能跨平台整合國內外大廠的機器手臂

共同工作，讓機器人之間互相溝通協調，絕對精度超前一般機器

人10倍，更整合AI視覺辨識周圍人員的行為意圖，即時避障防護、
兼顧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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