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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雷射技術應用  

和和機械 創造管件加工新價值
以客戶需求為出發，

和和機械持續鑽研改進

管件加工技術與設備，

協助客戶提升生產營運效益；

同時更主動投入雷射技術領域，

並在資源連結與聯盟合作之下，

朝向高價值的

雷射應用設備邁進。

有
別於一般切削加工或塑膠射出成型等用途較廣泛、使用量較大的工

具機及產業機械，以生產切管機等管件加工設備為營運核心，雖然市

場規模相對較小，卻是三十餘年來，和和機械站穩市場的重要利基。憑著對

金屬管件加工技術的持續投入，不僅使得和和機械以「SOCO」品牌跨足中國

大陸、東南亞及歐美等地市場，亦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五大廠，並陸續獲

得國家磐石獎、國家產業創新獎、台灣精品獎、台灣優良品牌等肯定。

身為機械設備廠商，和和機械對於研發的堅持，更成為至今能不斷創造佳

績的動力來源；除設有創新研發中心外，光是在台灣約200名員工中，就有近

20%是研發人員。和和機械協理林祖年強調，和和機械的技術與產品研發，

主要就是跟隨著客戶的需求；例如在切管之後需要修邊，因此開發了倒角

機，或是因應管件的彎曲、擴大、縮小，於是又有了彎管機和擴管機等產品，

包括汽車、家具、運動器材、醫療輔具等產業都大量使用。這些研發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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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讓和和機械不只在管件加工技術上得以領先，更能掌握客戶的需求與

變化。

了解客戶的需求，和和更重視以技術來專注於利基市場的開發。林祖年指

出，同樣是專注在管件加工的市場，近年來和和發現產業界對管件挖孔、接

合等的精度與自動化需求愈來愈強烈，使用傳統銑床或沖床設備已經逐漸

無法滿足要求，必須以更創新的技術來解決，也讓和和開始關注雷射技術開

發領域。

以客戶需求為依歸

事實上早在一、二十年前，歐洲地區就開始以雷射技術來取代傳統沖床方式，

並因此提高附加價值。最顯而易見的理由，就是傳統沖床受到模具品質的影

響相當大，包括模具的維修保養、磨損狀況、更換頻率等，都左右著最終的

加工結果；甚至在加工過程中，人工操作者的經驗與技術，像是上料固定做

得好不好，或是能否減少振動影響等，都容易造成結果的差異，因此也較難

以達到更精細與一致性的要求。

此外，若以沖床加工時有各種不同大小與形狀的鑽孔需求為例，通常就要

有相對應種類數量的模具和機台來作業，而且每個機台都還要搭配人工來

操作，也要有足夠的廠房空間來容納所有人力與設備。林祖年表示，這些都

是使用管件加工設備的客戶所必須面對的負擔，但如果能改用雷射切割技

術與設備來取代傳統沖床，許多生產及管理上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像是改

採電腦控制雷射切割就不需要使用模具，而且只需一個機台就能完成所有

切割、鑽孔等作業，加上自動化控制更可保持每一次切割的精準度，同時還

能降低人工及廠房的成本。

這些雷射技術帶來的優點，當

然也引起和和機械的興趣，不但

能夠提升設備、整合沖床加工，

同時也能提供客戶更高的產品價

值，並在2007年設立

光電研發單位，投入

雷射切割設備的相關

技術研發。但林祖年

也坦誠，從原本的管

件加工技術，跨越到

以雷射技術

來取代傳統沖床方式，

可提高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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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相差甚大的雷射技術，的確是個不小的門檻；尤其在多方觀察之下，發

現國內在高功率雷射加工方面的資源相當缺乏，因此一直未能實際投入；直

到後來才決定自行「硬幹」，想辦法取得資源並培養技術人才。

然而，初期投入讓和和機械花了不少功夫；雷射設備需要雷射、電機、機

械、電控等四項技術的整合，對和和機械來說，等於要進行四種新技術或新

產品的開發，在缺少技術與經驗之下，只能靠著從基礎一步步地摸索，雖花

費了不少心力和時間，卻沒有得到顯著的進展。好比只為了理解雷射源的特

性，就得像做實驗般將光路平台架設起來，設計各種實驗來測試雷射源的各

種控制參數。

林祖年表示，這些看似簡單的原理或資訊，在尚未確定應用發展和需求

時，很難向元件供應商提出要求或規格。只能藉由不斷地嘗試獲得更多了

解，亦無法快速朝向產品發展。於是和和機械也開始積極向外尋求更多資源

的協助，因此和和與工研院合作，授權引進皮秒雷射技術。

不過就如同林祖年所說，雖然知道皮秒雷射技術不錯，但在公司內並沒有

足夠的人才及能力來接手後續的開發運用，亦突顯出技術人才層面的重要

性。這項合作計畫進行了一年，也使得和和機械與工研院有更多的互動，逐

漸建立技術研發支援的管道。

整合技術研發力量

除了雷射技術方面需要學習，和和機械在進入雷射設備領域時，不論是在機

構設計、精準度要求或控制方法上，都和過去有很大不同，也必須要了解客

戶端的真正需求與期待。林祖年表示，以原本較為熟悉的切管機為例，從構

想設計到開發試驗、推出原型機，大約只需要8個月；在2011年，和和機械首

和和機械設有

創新研發中心外，台灣

約200名員工中，

就有近20%是研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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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管件切割研發聯盟

完成台灣五軸管件雷射切割

設備開發後，

將改變高階雷射設備

皆由國外進口的現況。

封面故事  Features

次推出的第一台全自動光纖雷射切管機，其原型機就足足花了四年的時間來

研發，但對客戶而言，改用這類設備粗估只要一、二年就可以回本。

雷射技術對於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視，並大力推動「雷

射光谷」計畫，期許以產業群聚與研發聯盟等合作方式，打造台灣雷射產業

的技術和服務能量。在今年8月正式成立的「雷射管件切割研發聯盟」，就是

由工研院協助整合，以和和機械為主導廠商，與榮剛材料、新代公司共同組

成，並結合中華大學、台灣大學與工研院等學研單位的技術支援，計畫在半

年內完成台灣首部五軸管件雷射切割設備的開發，目標是改變高階雷射設

備皆由國外進口的現況。

「雷射管件切割研發聯盟」是雷射光谷計畫中第一個成立的研發聯盟，除

了以和和機械發展的雷射加工設備為核心外，榮剛材料與新代公司則分別

負責雷射加工頭與雷射控制器的研發；透過研發聯盟的整合，不僅可以支援

主導廠商開發整機雷射加工產品，還能建立並提升雷射設備關鍵模組的技

術。估計由「雷射管件切割研發聯盟」開發的機台，在量產價格上更具競爭

力，可以降低國內廠商採購成本約30%，如果以取代進口70台來估算，其產

值可高達17.5億元。

在廠商結盟合作之下，初期會從醫療器材管件切割應用，將來可應用於運

動器材、家具、汽車，乃至於建築的特殊設計與結構。林祖年認為不只有機會

開發出技術愈先進、價格愈高的雷射加工設備，滿足特別的市場需求；同時

在關鍵技術的提升上，更能帶動產業應用及發展的效益，是聯盟合作最具意

義之處。像是技術合作廠商就可以針對不同市場與客戶，研發各項相關的關

鍵元件或組件，衍生更多雷射設備應用及服務，並且變得愈專業、生產量愈

多，相對也能讓產業鏈中的各業者受惠。

在技術設備提升的同時，對於使用廠商來說也是個提升轉型的好機會。

林祖年還認為，即使研發投資對中小企業是不小的壓力，但以和和機械從客

戶角度的創新，並獲得客戶的認同，更希望能夠持續應用雷射技術，在管件

加工的領域中為客戶創造更高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