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類生活已進入「多屏時代」，我們被

尺寸大小不一的電腦、電視、平板或

手機螢幕所環繞，不僅突顯平面顯示器產

業的強大，也加速各大廠牌之間的競爭態

勢。綜覽現今兩大主流技術，發展30多年的

LCD，已是到達顛峰的成熟產品，而近來耳

熟能詳的OLED，屬於利基市場的高階產品，

因此儘早布局下世代技術已是必要之路，以

滿足未來的龐大需求以及多元應用趨勢。

Micro LED為下世代顯示技術主流

那麼下一個世代的平面顯示技術會是什

麼？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所所長吳志毅表

示：「是Micro LED（微發光二極體）！」回

想當年LCD成功取代傳統CRT電視，是出於外

型的重大顛覆；從LCD、OLED再進展到Micro 

LED，則是著眼於製造技術變革，大幅提升影

像觀賞效能。

吳志毅進一步指出，現今使用的主要光

源是LED，無論亮度、對比度、飽和度、電

耗、反應時間或成本考量，都比使用有機材

料且有壽命限制的OLED要好。如果將LED薄

膜化、微小化與陣列化之後，就能製造出效

能更加優異的新一代顯示器，只是目前有些

撰文／游易文

2017年台灣平面顯示器產業總產值已達1.3兆，位居台灣第二大產業。隨著外在競爭加劇，若

想保持現有優勢，唯有及時布局下世代技術，才能藉由突破與創新，開啟下一波成長動能。

點亮台灣產業新未來

啟 動 下 世 代 顯 影 革 命

Micro LED顯示技術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所所長吳志毅認為，Micro LED（微發光二極體）將是下一個
引領世代潮流的平面顯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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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挑戰仍待克服。

舉例而言，LCD是在大塊玻璃基板上，採用半

導體技術進行曝光、顯影，定義出每個畫素；而

Micro LED顯示器的畫素，則是由一顆顆LED組裝而

成的，假設一台4K的Micro LED電視想要有800萬畫

素，乘以光的三原色後，就得出這台電視需要高達

2,400萬顆LED的數量。如此一來，一次移動1千或

是1萬顆LED，又能確保精準度的「巨量轉移（Mass 

Transfer）」微組裝技術，就成為Micro LED能否突

圍而出的重要關鍵。

吳志毅強調，一般面板生產過程中，畫素中只

要有2顆壞點就算次級品，2,400萬顆LED要少於2顆

壞點，等於不良率必須低於千萬分之一，才是可以

出品販售的電視。因此各家顯示器大廠無不努力突

破瓶頸，只要率先在控制成本、保有兼容性等前提

下實現量產，並且性價比能被消費者接受，就有機

會搶占下個世代的市場份額與商機。

工研院掌握Micro LED關鍵技術

其實早在2009年，工研院就投入研發技術含量

相當高的「巨量轉移」，與蘋果公司於2014年收購

的Micro LED新創公司LuxVue創立時間差不多，不但

跑在全球先端，專利數量也高居全球第三名，可見

工研院的研發能量不容小覷。

為了讓這股長期積蓄的研發能量，帶動台灣

平面顯示器產業成長，工研院近年來除了積極攜手

廠商，在Touch Taiwan智慧顯示與觸控展中，發表

一系列可透明化及可撓式、可摺疊的AMOLED顯示

器產品，例如「動態虛實互動水族窗」以及「動物

標本虛實互動展示窗」，既能清楚觀賞展示動物，

又能在面板上顯示魚種與動物資訊，達到寓教於樂

的雙重享受；「外摺式耐衝擊觸控AMOLED面板模

組」體積輕薄、可摺疊，未來發展更精細的軟性顯

示產品，商機將無可限量。

除了領先業界的革新技術外，工研院在2016年

底成立「巨量微組裝產業推動聯盟」，希望藉由這

項平台串聯國內廠商，包含面板、LED、IC驅動、

封測到系統整合的廠商，目前共有40家會員，並

且已依據產品分項進行開發試產，包含AR／VR眼

鏡、手表、手機、車用螢幕、電視與電子看板等。

其中，電子看板最快將在今年底到明年初能看到成

品，AR／VR眼鏡、車用螢幕在2∼3年就會看見成

果，而手機、電視則預估5年後有終端商品推出，

台廠的市場競爭力蓄勢待發。

隨著LCD技術已臻成熟，勢必將步入價格競爭

的紅海市場，加上台灣的OLED市占率與營收占比皆

不高，要想在全球顯示器市場繼續保有一席之地，

吳志毅認為Micro LED是台灣業者的希望所在，尤其

是Micro LED背後結合LED晶粒製造、IC驅動設計、

封測以及組裝等一條很長的供應鏈，正是台灣產業

既有的優勢利基，倘若能夠掌握發展契機，3到5年

之後，Micro LED產值占台灣平面顯示器產業十分之

一，就可創造高達1,000億的產值，國內業者必須早

做準備。

上： 「動態虛實互動水族窗」結合全球最高穿透率的「高透明AMOLED觸
控顯示器」、「動態物件辨識」與「指向互動技術」，只需朝目標點

一下，該項魚種的資訊顯示在透明的魚缸上。

下： 「外摺式耐衝擊觸控AMOLED面板模組」通過鋼球自由落下之衝擊測
試，面板依舊完好如初，提供「耐刮、耐磨、耐衝擊」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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