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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線轉型   

電電公會聯手資策會以示範隊邁向智慧製造  

 

動機與挑戰 

 頻率元件面對競爭對手皆已布局高階產品，台廠亦應數位轉型 

頻率元件在電子產品關鍵零組件扮演如同心臟的重要角色，隨著 5G 應用、物聯網產

業的發展，頻率元件應用於消費電子、汽車、通訊、工業與國防產品上的需求也將大

幅提升。除了高階的網通和車電應用的產品外，頻率元件的單價並不高，生產模式以

少量多樣為主。 

根據資策會調查，2019 年全球頻率元件產業產值約落在 31-33 億美元間。其中，台灣

市占率約為 25%-30%（僅次於日本的 50%，優於中國大陸的 12.5%），為全球第二大

生產國，年產值約在 250 億新台幣。觀察全球前十大頻率元件廠，台灣有 4 家，惟大

部分業者處於工業 2.0 階段。原因在於，雖然產業在單站自動化導入比例甚高，但設

備間的資料聯網、收集與整合程度仍低。 

由於高階頻率元件在通訊、車電與國防上為關鍵零組件。再者，競爭對手已大量投入

智慧產線與智慧製造應用，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如中國大陸運用政策補助，加速業

者智慧產線的建置；日本業者則是透過生產製程改良，研發高階新產品。台灣包含晶

技、加高、希華、鴻星、台嘉碩、泰藝與安碁等，於中低階產品市場同時面臨中國強

大的競爭，因此，如何提升製造工藝，切入高階產品市場，及提高生產管理效能，降

低少量多樣生產模式成本，將是台灣業者邁向工業 4.0 及發展先進製程之關鍵競爭

力。 

 

策略與方向 

 循 PCB 產業推動智慧製造模式，成立「頻率元件智慧製造示範團隊」 

為因應頻率元件產業智慧製造的需求，電電公會（TEEMA）與資策會協作，循 PCB

產業推動智慧製造模式，成立「頻率元件智慧製造示範團隊」，如圖 1 所示，以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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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業領頭羊，帶動其他業者跟進。該示範團隊由晶技、泰藝、加高、新漢等業者組

成，並鏈結台灣智慧製造相關軟硬體廠商的技術。 

 

▲ 圖 1 頻率元件智慧製造示範團隊啟動大會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8 年 

首先，對於頻率元件產業智慧製造發展目標，資策會與電電公會共同與台灣石英晶體

產業協會達成共識，以「打造 Made in Taiwan 高品質頻率元件，切入國際高端應用市

場」的願景，和「達到整體市占率 3 成，切入高階產品市場」、「建立台灣高質、高

效率的品牌形象，提升整體產業智慧製造競爭力」為目標。因此，將透過達成「產品

高質」與「智造高效」的方向，導入產業設備共通協定，並發展製造效率提升與產品

價值提升應用。 

基於上述願景與目標，資策會、電電公會與台灣石英晶體產業協會在 2018 年共同提出

智慧製造發展里程圖，如圖 2 所示，並以紅框的部分作為先期應用導入。 

 

 

 

 

 

 

 

▲ 圖 2  頻率元件產業智慧製造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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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圖前半部份，主要以設備聯網化和通訊介面整合應用為基礎，結合機台監測，應

用數據發展機台監控為主。目前，此一部分已基於 OPC-UA 通訊協定導入設備機聯

網，並與日本相關設備業者合作，期望未來新設備可內建聯網功能。另一方面，也規

劃在智慧生產管理段，導入可視化和生產追蹤系統、品質分析系統的應用，以協助企

業在營運段的資訊整合，提升生產效率與技術，使新產品可進入高階車用、通訊與物

聯網市場。 

藍圖的後半階段，重點在規劃進階的人機協同，和產線、供應鏈的最佳化應用，使企

業可以整合產線、訂單與原物料的管理，對成本控管可在更進一步的掌握。後半部份

應用的導入，可視前半段應用的發展狀況，評估導入的起始時間。 

 

成效與價值創造 

 發展頻率元件產業智慧製造藍圖，帶動業者從智慧設備到智慧生產，

再到智慧營運 

在產業導入的具體行動上，自 2018 年起，資策會與電電公會已陸續協助晶技、加高、

泰藝、安碁等業者，基於 OPC-UA 設備機聯網標準，導入包含在製品追蹤、機台稼動

率追蹤、生產履歷追蹤以及製程整合分析等應用。舉例來說，在所協助的案例中，針

對後段封焊製程參數驗證問題，透過 OPC-UA 機聯網收集各製程設備資料，並整合相

關資訊系統，使生產資料提升追溯性，進而可發展設備資料分析模式，讓封焊製程參

數驗證時間，大幅縮短了 60%，如圖 3 所示。 

 
▲圖 3 頻率元件智慧製造導入案例 

資料來源：資策會，2019 年 

 問題 : 封焊製程需要靠首件作業偵測產品封裝不良，但生產材料組合種類眾多，機台資料收集
整合不易，也缺乏設備資料分析模式，使得驗證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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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方式 : 導入OPC-UA設備聯網，收集試量產製程參數及測試資料，並跨系統整合MES及
生產環境資訊，使生產追溯及資料可視化，再運用製程參數最佳化模組決定量產參數，提升製
程良率。

 效益 : 大幅縮短生產確認時間60%。

調整參數進行驗證，縮短更換生產確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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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在 5G 時代中，高階網通設備、物聯網和車用電子的中高階頻率元件產品

需求勢將增加。我國頻率元件製造業者針對此一趨勢，已加強在製程控制與製程管理

上相關智慧製造應用的投資。雖然頻率元件產業產值相較於半導體、面板和 PCB 產業

的產值規模較小，但仍為關鍵零組件之一。 

因此，如何維持我國頻率元件產業規模、市占率與提升製造技術，將可作為我國推動

高階製造產業生態系的一環。 

 

 

成功關鍵 

 資策會整合研發能量，結合公協會找出製造業共通問題，研發智慧製

造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