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自主核心技術  

台勵福跨刀雷射工具機
以堆高機起家的台勵福，將產品導入美學與包裝，讓工具機不僅有功能性，還具有視覺美感。

而在大陸快速學習，並以低成本競爭下，台勵福與工研院合作，力求以自主技術多元突破，

由運搬機械領域跨足雷射產業結合鈑金工具機、切削工具機，

讓台灣雷射光谷產業群聚旭日東昇，朝光明的未來大步邁進。

位
在台中大雅工業區，簡單的廠房內，來自工研院與台勵福的工程師們，

正為共同努力了二年的光纖雷射電腦沖床複合機，進行最後的校正與

測試，期許務必讓產品如期完成。

成立於1973年的台勵福股份有限公司，也曾歷經創業草創期的艱辛，董事

長林溪文是一個勇於接受挑戰的人，對企業的布局更有長遠眼光，即使初期

從代工切入，最終目標仍是塑造公司品牌的價值，認同產品行銷與包裝的重

要性，因此投資起來一點不手軟。台勵福公司總經理林鼎皓指出，台勵福目

前在海外的直銷據點已突破150個，海內外員工將近2000人，2011年，集團總

業務行銷費用超過新台幣3.12億元。如此的手筆，即使是大型企業都未必有

如此的氣魄。

文賴麗秋．攝影許育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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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勵福公司總經理林鼎皓

以堆高機起家，

與工研院合作後，

切入CO2雷射機市場。

封面故事  Features

自主核心技術因應市場變局

以生產懸臂鑽床起家，再跨入堆高機、變速箱、電腦沖床、工具機、環保壓縮

產品等領域，以「Tailift」品牌行銷全球50多國；台勵福榮登台灣堆高機第一

大廠，在全球運搬設備廠規模名列16，同時是大陸最大的境外堆高機品牌廠

商，位居大陸堆高機銷售第三名。

然而，台勵福並不滿意這張成績單。「40年來追著日本的腳步，未來40年

則被大陸追！」林鼎皓有感而發，表示未來除了繼續強調品牌，更要有自主的

核心技術，才可以拉大與競爭廠的差距、領導市場。雖然現階段確實還有些

技術仍跟隨在日本之後，但現在這個落差，林鼎皓很有自信的說，在光纖雷

射電腦沖床複合機推出後，以往落後二年的技術，可縮短到半年了。

林鼎皓指出，市場環境在變，台勵福也必須因應變局。三、四年前參加上

海工具機展覽會時，做沖孔機廠家有20到30家，做雷射的廠商不到10家。

現在情勢正好相反，做沖孔機廠家只剩將近10家，做雷射的廠商多達20到

30家。

林鼎皓表示，近來年，台勵福在體制上與研發都有很大的改革，希望所有

客戶對台勵福的品牌印象，不再是只生產堆高機，也不是只固守單一領域的

企業；台勵福的經營模式與行銷要多元發展，一方面要創造新東西，一方面

針對舊產品進行思考調整。

自工研院引進雷射技術

台勵福與工研院合作的緣起，要追溯到2008年，由CO2雷射機開始到目前的

光纖雷射複合機。林鼎皓笑稱，人脈真的很重要，因為他同學正好於工研院

服務，在了解台勵福後續發展需求後，告訴他工研院正好有雷射應用相關技

術，便開始了雙方合作。

雖然可借重工研院的技術協助，但在五年前，台勵福內部對雷射技術了解

不多的情況下，總是不確定性比較高。但是面臨競爭激烈的市場，台勵福的

轉變是必要的。

「在工研院協助下，我們先後合作執行了四個政府輔導計畫，從單機技術

深化，到即將結案的光纖雷射電腦沖床複合機。」林鼎皓說，台勵福在2013

年3月初的台北國際工具機展中，展出的四台機具中，就有三台是跟工研院

合作的成果。

當初與工研院合作時，曾有業界前輩對林鼎皓說，工研院的角色是偏前段

研發而非量產，可不要以為委託了就有產品。的確，合作開始，第一個難題

來了，工研院所研發的超快雷射、半導體雷射技術太先進了，與台勵福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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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協助台勵福公司

進行雷射光路領域的人才培訓，

讓新進同仁可以儘速進入狀況。

用於傳統切割機雷射落差太大。

工研院南分院業務經理邱慶龍也表示，台勵福會找上工研院，看上的是工

研院在雷射光路設計與加工技術。工研院原本專注在雷射細微加工應用，藉

由雙方的合作跨入大功率雷射加工應用；執行計畫時，工研院主要協助雷射

光路設計、光學品質量測，以及製程研究。邱慶龍進一步指出，進行設備研

發所需時間不長，重點在於製程的研發，才是最耗時的地方。

解決的不只是技術問題

光要「合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鼎皓指出，公司內部機械與電控技術

的整合，就是個大問題，發展雷射切割機還須要有光學的人才，內部要整合

光學，再與工研院技術合作，各方人馬各有專精與意見，跨技術領域和單位

的整合還真是個學問。

「感謝工研院提供了會議分享與研發週報的方法，解決了這個溝通上的大

難題，特別是南分院積層製造與雷射應用中心飛秒雷射技術團隊。」林鼎皓

說這個方法令他印象深刻，因為對科技業來說，透過會議分享是很平常的，

然而對傳統產業來說，同仁們並沒有這樣的習慣；但藉由會議分享，同仁要

發表意見就要先做足功課，才有東西可以分享，如此不但增進交流，其他不

同領域同仁可因此學習到更多。為了加強合作，還訂下了雙週會運作機制，

輪流在雙方公司進行會議，展現彼此合作的用心。

除了技術面向的合作，林鼎皓也感謝工研院在人員的培訓上給予相當大

的支援。他指出，目前學校雖培養了許多光電領域的學生，但在雷射光路領

域的人才，卻是相當不足；透過替代役申請，台勵福雖招進了人才，但學校所

學與實際應用卻有落差，幸好工研院協助進行人員培訓，讓新進同仁可以儘

速進入狀況。

與工研院合作五年，第一台合作的CO2雷射切割機已進入量產階段，第二

代產品也正積極進行中。「CO2雷射切割機已經接獲訂單，今年確定可以開

始為台勵福帶來實質的營收。」林鼎皓開心地說。

至於最新研發的光纖雷射電腦沖床複合機，沖床功能驗收已經過關，他們

也在北京展示過機台，許多國外客戶都表達興趣，這意味著由南台灣雷射產

業構成「雷射光谷」的產業群聚，即將迎接產業黎明的曙光。

創新生機 目標亞洲第一 

拉大與競爭廠差異，轉型技術領導品牌，擁有自主技術非常重要。台勵福設

定了未來發展核心技術將是以全電、雷射為主。所謂全電即是自動化、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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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勵福下一階段將針對整廠整線

自動化結合機械手臂及上位控制軟體

與工研院合作開發。

技術應用等：包括新能源發展、控制器掌握，及推動內部節能認證。

林鼎皓還記得七年前，前往義大利拜訪代理商，雙方曾討論過發展鈑金加

工自動化有無價值，當時代理商的答案「沒有必要」，讓林鼎皓記憶猶新。

然而，現在歐洲面臨經濟危機，各國政府不僅檢討製造業外移問題，產業

界也更需要藉由自動化來提升效率與品質，若降低對人力的依賴，就意味著

降低企業經營成本。

「有傳統產業骨幹的台勵福，跨入工具機及雷射領域後，因發展門檻相對

提高，有必要借重政府的資源，與虎尾科大、工研院跨單位的合作即是很好

的模式。」林鼎皓指出，台勵福的自動化雷射技術產品，如CNC切削雷射複

合機、光纖雷射沖孔複合機都將陸續問世。下一階段也將針對整廠整線自動

化結合機械手臂及上位控制軟體與工研院合作開發，為未來高人工成本自動

化占有一席之地。

而未來在ECFA架構下，若通過對機械業的限制，台勵福已規劃由青島廠

專攻北方市場，華中華南市場則由台灣廠來供應，以台灣研發中心為主，發

展高單價、高價值產品，為此，除了得更努力於光電、機械人才的培養與整

合，台勵福也計劃在2014年設立示範工廠，未來所開發生產的各式工具機，

均將在示範工廠進行穩定度測試，同時也是面向客戶展示技術實力的最佳

場地。

「台勵福最終的目標，希望提供客戶的不是單一產品，而是提供整廠整線

的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提升產品與企業的價值，轉型技術領導品

牌。」林鼎皓說。

成立40年的台勵福，與工研院相同歲數，雙方推動自我品牌的努力也將近

40年，在迎接不惑之年的同時，雙方經由合作，讓研發實力與產業需求相得

益彰，也期待接下來進駐雷射光谷育成中心能促成更多合作案開花結果，讓

台灣雷射光谷產業群聚旭日東昇，朝光明的未來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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