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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工具機產業是構築產業基礎的產業，主導整個製

造產業的命脈。2006年台灣工具機產值約1,203億元

(36.92億美元)，相較2005年成長了10%。眾所週知，台

灣的機械產業群聚現象有顯著的地域性區別，約75％群

聚在中台灣，約有650家，而機械零組件約有70％群聚

在中台灣，約1500家。

作者最近在經濟部工業局、中衛發展中心委託

下，完成了「台灣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群聚研究」專案

計畫。我們發現，從1998的波峰到現今2006年前後的波

峰，機械產業群聚產生了量變與質變，充分顯示了「模

組共生」本質，其特質可以歸納整理如下7項。

整機廠與零組件廠並駕齊驅

據最新2006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資料，整機廠與零

組件廠，兩者2005年的產值雙雙突破一千億元大關。

1998年前後的高峰過後，機械產業大約停滯約兩年左右

的時間。從2000年以來，整體機械產業又開始蓬勃發

展，整機廠和零組件廠都有大幅度的成長，在多重因素

相互帶動，兩者在近五年成長下，兩者間已經非常接

近，呈現並駕齊驅的格局。

「模組」外包蔚為趨勢

協力廠中以模組廠變化最為顯著，「模組」外包

已經蔚為趨勢，模組廠成長暨整機廠外包策略的演進如

下表1。據觀察，成長卓越的模組供應商幾乎皆已進入

階段五程度。

表1 - 外包策略演進分析

外包

涵義 向外購買零組件

案例 刀庫

階段 設計 製造零件 組裝

零 整機廠 整機廠：全部 整機廠

一 整機廠 供應商：部分 整機廠

二 整機廠 供應商：全部 整機廠

三 整機廠 供應商：全部 供應商

四 整機廠 供應商：全部 供應商

五 供應商 供應商：全部 供應商

資料來源：作者，「台灣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群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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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模組廠形成寡占

零組件廠的成長，逐漸由單一的零組件承製，轉

為功能模組的設計與製造。高度分工的發展將工具機部

件詳細的劃分。分頭進行的結果，形成了工具機模組劃

分明確、各模組出現寡佔的局面。概括分類與代表性廠

商表2所示。

表2 - 工具機重要模組暨代表性廠商

項別 模組名稱 代表廠商1 市佔率 代表廠商2 市佔率

(1) 刀庫 臻賞 50% 德大 40%

(2) 凸輪 德士凸輪 80%   

(3) 刀塔 六鑫 - 亙陽 30%

(4) 分度盤 亙陽 50% 潭興  

(5) 控制器 FANUC -   

(6) 冷卻系統 哈伯 85%   

(7) 油壓夾頭 億川 70%   

(8) 配電盤 靄崴 15%   

(9) 滾珠螺桿 上銀科技 - THK -

(10) 鐵屑輸送機 逢吉 80%   

(11) 伸縮護蓋 台灣引興 80%   

資料來源：作者，「台灣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群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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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模組廠打進先進國市場

專業模組廠除外銷大陸卓然有成外，部分模組廠

在外銷先進國市場亦大有斬獲，其中以上銀和亙陽兩

家企業最具代表性。生產滾珠螺桿的上銀，2002年外

銷海外市場的比例，高達6成。2005年成長趨勢更加

顯著，合併成長幅度高達180％。製造分度盤的亙陽，

外銷日本達產量的70%，佔全年營收的20％。納入大

陸、日本等海外市場，已經成為專業模組企業追求成

長的新動向。

台灣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群聚的新動向

文●劉仁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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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模組廠與整機廠關係呈現多元

模組化的結果，使整機廠間呈現獨立、敦促與牽制等多樣面貌。其中，專業模組廠以「模組技術」與整機廠

「產品技術」形成抗衡的主從關係質變，尤其顯著。機構類模組廠堪稱代表。與此相對的，在產品結構模組化與

介面開放之下，客製化產品反而成為構築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逢吉、台灣引興等鈑金類模組廠，透過與整機廠

長期互動，除了能更了解顧客需求，也藉由互動過程更加了解產品的特性，有助於提升本身設計開發的能力。在

持續精進下，儼然已成為模組廠與整機廠「磨合共創」的代表，在模組廠研究中獨樹一幟。

製程服務廠呈現多元發展

調查製程服務廠演進，主要朝多製程服務、分散業務、主動規劃製程為主。製程服務一般分為兩類加工技

術，一類基於技術構面上的共用，相較於模組廠，較容易運用到其他產業。如熱處理與鑄造。這類型有助於產業

滲透，開始逐步走向多角化經營，不再侷限只提供工具機服務。另一種類技術構面專屬性較高，不易跳脫工具機

產業自行發展。如精密研磨和車銑切削。然而，以管理學角度來說，不易跨產業未必悲觀，如技術能持續保持領

先，由於專屬性高，整機廠也難以尋求替代。

代工組裝呈現配套、模組趨勢

代工組裝廠由處理整機廠繁雜耗時的服務起家，進而向上整合原料採購與設計。目前漸呈現。設計、組裝、

購料整合成單一模組的趨勢。而原料購買亦朝向代工組裝廠統合購買的方式。其演進過程如表3所示。
表3 - 製程服務演進分析

製程服務

涵義 向外購買加工服務

案例 研磨加工

階段 流程規劃 製程數 製程執行者

一 整機廠 多製程 整機廠

二 整機廠 單製程 供應商

三 整機廠 多製程 供應商

四 供應商 多製程 供應商

資料來源：作者，「台灣中部地區機械產業群聚研究」/2007

結論與涵義

從協力關係角度來看，模組廠與整機廠彼此的發展與供應關係，呈現全新面貌，中心與衛星角色漸趨模糊，

中衛體系思維已無法充分解釋現今產業群聚與協力關係上的特質。

我們的研究，觀察到不同性質的模組，協力關係截然不同，從成長角度來看，模組獨立性高的企業發展

上良好，傾向磨合也以敦促關係達到良好綜效。在這個層次上，由台中精機與永進機械聯手成立的台灣工具機

M-Team，饒富意義。惟從長期發展角度，不同性質模組與整機廠的協力關係是不是那麼的單向？可能需要以更宏

觀的角度來思考。我們雖然積極提倡，獨立型模組廠商應視國內整機廠為忠實挑剔客戶，彼此敦促靠攏，發展磨

合共創關係，顯然沒有得到全面的積極回應。因此，沿著本文所揭露的新近動向特質，進一步對模組廠與整機廠

的協力關係加以類型化，釐清其互動價值的基礎與本質，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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