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4.0時代來臨，工具機變聰明，成為全方位智能化發展的好幫手。「2018台灣

國際工具機展」中，工研院展出全球首創、一鍵可同時控制工具機與機械手臂的

「ROBOT inside五軸同動控制器」等多項智能化產線關鍵技術，為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智慧製造帶來新曙光。

再創台灣半導台灣半導體高峰
智能化產線系統關鍵技術

5G技術才逐漸普及，6G發展願景和應用情境就已紛紛出爐，低軌衛星、雲端運算、人工智

慧、物聯網等技術的結合，讓全球網通產業邁入下

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經理徐富桂指

出，生成式AI與電信業的雲遷移，加上企業數位轉

型，連帶造就2023年全球通訊市場成長5.08％，產

值達2.32兆美元；預估2024年全球通訊產業年成長

率更進一步推升達7.2％，產值為2.49兆美元。

而臺灣通訊產業在國際企業數位轉型動能仍

在，加上AI應用帶動雲端和資料中心成長，使2023

年我國通訊產業產值估計達新臺幣1兆3,009億元，

年成長為2.4%。2024年將延續雲端與通訊需求，但

在戰爭、通膨與國際總體經濟的變數下，預估2024

年臺灣通訊產業產值為新臺幣1兆3,254億元，年成

長1.9%。

提早布局6G市場　衛星永續議題浮現

近年各國紛紛發表6G發展願景，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分析師陳俊儒指出，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

部門（ITU-R）於今年6月完成IMT-2030（全球6G願

景）框架建議，描述6種使用情景，其中3種是5G性

能的進一步提升，另外3種則是新的應用情景，包

含無所不在的連接、人工智慧和通訊的整合，以及

感測和通訊的整合。

陳俊儒提出七大6G關鍵議題與趨勢，首先是

地緣政治，美中科技戰牽動6G國際競合；第二是淨

零永續，6G對節能減碳的要求將更加嚴格；第三

是數位韌性，朝向網路安全強化發展；第四是多

元宇宙，建構虛實融合的新世界；第五是頻譜擴

展，涵蓋低中高頻譜，並延伸至太赫茲；第六是

覆蓋完善，可重構智慧表面，突破地形與建築障

礙；第七是智慧原生，下世代通訊將與人工智慧

深度融合，帶動Chiplet AI晶片整合發展。

在6G以外，衛星通訊也備受關注。根據美國

衛星產業協會統計，2022年全球衛星產業產值約

2,814億美元，帶動衛星發射成長23%、衛星製造

成長15%；若以占比來看，地面設備和衛星服務分

占52%和40%，高居前兩名，但成長相對趨緩。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分析師高吟瑜提出2024年

衛星產業的四大趨勢，第一是整合多軌衛星提供

撰文／陳怡如

通訊產業正處於變革的前沿，持續引領數位化時代的步伐。6G、衛星通訊、物聯網、人

工智慧等技術的結合，以及雲端資料中心的不斷演進，將在未來帶來更多驚喜和挑戰。

無論是通信業者、企業還是消費者，都將在這場變革中共同探索2024產業最新趨勢。

6G、衛星、AI引領未來通訊變革
網通產業邁入飛速發展時代

2022年全球衛星產業產值約2,81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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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時代來臨，工具機變聰明，成為全方位智能化發展的好幫手。「2018台灣

國際工具機展」中，工研院展出全球首創、一鍵可同時控制工具機與機械手臂的

「ROBOT inside五軸同動控制器」等多項智能化產線關鍵技術，為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智慧製造帶來新曙光。

再創台灣半導台灣半導體高峰
智能化產線系統關鍵技術 新通訊服務，各廠商將資源整併以提高競爭力，如

中低軌衛星支援低延遲通訊、高軌衛星提高覆蓋率

等；第二是終端直連衛星，走向新型態衛星商用，

設備商與電信業者已各自與衛星營運商合作發展

D2D服務。

第三為求提升通訊性能，巨型星系的衛星重量

與體積逐漸增加；第四是因應太空永續環境議題，

在軌服務相關應用商機浮現，六大相關技術包含衛

星設計、太空機器人、3D列印、感測器、AI及太空

物流，使衛星壽命延長，安全退役。

AI掀起資料中心和新興物聯網商機

2023年隨著5G大規模商用、GAI掀起巨大熱

潮，讓資料中心處於受矚目的發展階段。儘管受到

國際不確定因素影響，2023年全球伺服器出貨量

較2022年減少7%，但全球伺服器產值因AI伺服器

需求而有支撐，根據IDC數據指出，2023年全球伺

服器市場規模約1,285億美元，較2022年小幅成長

4.3%。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分析師葉逸萱認為，「由邊

緣到太空，不同位置適用情境皆不相同。」如邊緣

資料中心常見的適用情境是10至40毫秒的低延遲應

用，像是影音串流、IoT應用、雲端遊戲、連網車

等；若是企業專網應用則在1至5毫秒間，相關技術

發展有優化網路的低延遲技術、資訊安全，以及提

高運算效能的AI晶片、及時分析等。

葉逸萱指出，雲端服務市場一直由國際大廠主

導，臺灣業者以提供硬體為主，建議未來可將既有

設備結合新一代AI運算效能的模式切入，強調可支

援高速運算、低功耗、智慧監控能耗等，依客戶需

求進行客製化的軟硬體設計，這也是我國業者布局

的重點。

進入AI物聯網時代，商機也火熱發展。根

據Gartner估計，2022年IoT終端電子產品產值為

4,618億美元，到2032年復合年增長率（CAGR）為

7.5%。其中又以車聯網、智慧建築、智慧製造、智

慧交通與智慧健康為前五大應用。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研究經理陳佳滎指出五大趨

勢焦點：第一，ChatGPT再次帶起AI熱潮，有望衍

生更多IoT創新應用；第二，數位分身模型可改善

元宇宙虛擬實境體驗，兩者正融合打造城市創新應

用；第三，因應淨零碳排，「綠色物聯網」逐漸成

形，各廠紛紛改進產品耗能，並用物聯網應對氣候

危機。

第四，衛星物聯

網興起，未來在氣候

變遷、食安危機議題

下，將強化農牧業管

理，提高產量避免災

損；第五，物聯網廣

泛應用的同時，也帶

來許多資安與隱私威

脅，資安法規相繼出

爐，相關技術需求大

增，「臺灣業者應把

握產業數位轉型和綠

色轉型兩大方向，在

物聯網下一波競爭中

勝出！」

臺灣產業可布局範疇

Micro Edge
（Tower╱Outer╱Core）Device Edge Distributed Edge 

Data Center 
Hyperscale Data 

Center

國際大廠布局範圍（硬體採用國內業者）

國內業者可布局範圍

如：即時庫存管理

如：連網交通基礎設施

如：聯網車、
         無人智慧載具

如：AR╱VR，自然語言處理

如：高質內容分配（影音）、高效能運算

如：智慧交通號誌

如：AR╱VR 如：Web╱APP優化

Data Imtensive

Human Latency 
Sensitive

M2M Latency 
Sensitive

Life Critical
未來具潛力

已發展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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