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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結論

全球缺工、人口高齡化與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驅動自動化產業需求成長以應對供應鏈彈

性化與風險。

台廠目前仍以工業型機器人、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發展為主，工具機整機廠受日本、

中國大陸之高低兩端市場的夾擊之外，台幣較強與全球通膨等因素使競爭力下降。

日圓升值與總經環境不明確，影響日商產業主導力，有望提升台灣工具機競爭力；供

應鏈重組之下台灣應把握機會搶攻高內需經濟體市場(ex.中國、印度)。

終端需求動能聚焦半導體先進封裝、航太供應鏈機會與本土風電內需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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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全球80%的國家將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成長放緩

Why Automation?：全球缺工與人口高齡化使自動化需求更具迫切性

到2040年，預計全球80%的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成長將放緩，其中30%的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成長將全面萎縮。

預計未來20年內近60%已開發經濟體的淨移民速度將放緩，加劇全球勞動力短缺，自動化普及較低的經濟體
只能透過更高的勞動參與率去部分抵消勞動年齡人口整體的下降。

到2030年，全球人才短缺人數預計將達到8,500萬人左右，造成約8.5兆美元的收入與市值損失。

全球工作年齡人口（15至64歲）年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Lightcast；兆豐國際彙整

至2024年全世界有75%的雇主表示缺工

資料來源：ManpowerGroup；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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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32年全球自動化產業市場將維持8.9%的年複合成長率

Why Automation?：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驅動自動化產業成長應對供應鏈彈性與風險

全球貿易（出口加進口）佔全球 GDP 的百分比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基本上已經停滯，受限制的全球
商品進口份額從 0.6% 上升至 9.3%。

預計2024年至2032年全球自動化產業市場將維持8.9%的年複合成長率，全球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24年的
1685.6億美元增至2032年的3331.6億美元。

全球貿易額&其占全球 GDP比重(貿易依存度)

資料來源：Nuveen；兆豐國際彙整 資料來源：Market Data Forecast；兆豐國際彙整

預計2024~2032年全球自動化產業市值維持8.9%的年複合增長率
USD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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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廠目前仍以工業型機器人、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發展為主

台灣具備完整自動化產業供應鏈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上游

電機機械零組件

中游

機械主體&系統

下游

終端應用

線性滑軌：上銀、直得、亞德客滾珠螺桿：上銀、全球傳動

工業&協作型機器人

上銀、台達電、達明、新普、正崴

汽車零組件

控制器：新代、新漢、台達、盟立

驅動器：台達電、大銀微、東元、士電 伺服馬達：大銀微、富田、台達電

減速機：盟英、上銀、台灣精銳、鈞興

氣動夾爪：氣立、亞德客

視覺/感測器：佳能、亞光、所羅門 線纜：信邦

工具機整機

東台、協易機、亞崴、程泰、百德

自動化廠務

盟立、廣運

半導體製造 電子零組件 能源 航太軍工 鋼鐵焊接 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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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型機器人依照傳動軸向與終端應用不同分為多種型態

資料來源：上銀；Omron；兆豐國際彙整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定義，工業機器人依作業性質可分搬運、加工、焊接、組裝等七大應用；從機械
結構或動作方式，則可區分線性機器人、SCARA機器人與多關節型機器人等。

工業型機器人分類與終端應用簡表

單軸機器人 直角坐標機器人 水平/垂直多關節機器人 並聯式(DELTA)機器人

原理/傳動方式 直線導向 X、Y、Z軸直角座標為移動方向基礎
水平：X、Y、Z方向的平移和繞Z軸的旋轉
垂直：三維運動，可做到高階非線性運動

三組動力結構帶動主動臂與被動
臂至末端平台進行位移，可在末
端搭載第四軸作為旋轉軸。

應用功能/領域
半導體、家電、醫療、汽車、
包裝、點膠機、焊接、切割

射出成型機取出用手臂、移動並定位、
堆疊、鎖螺絲、切割、裝夾、裝配

水平：快速分揀、精密裝配、食品行業
垂直：汽車製造商、汽車零組件、電子

食品業、電子檢料、製藥、包裝

工作環境
負載能力
空間利用率

有切入之台廠 上銀、東佑達 上銀、東佑達、哈鏌、天行、拓斯達 上銀、正崴、台達電、達明、新普 上銀、正崴、立達興

1)工業型(傳統+協作)機器人概況：已量產並規格化為目前實際製造業應用之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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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型機器人的生產與客戶皆以亞洲的代工製造業為主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機器手臂成本占比為減速機35%、馬達20%、控制器16%、驅動器11%、機械本體10%、其他9%，其中以
減速機為成本之大宗，將隨軸數增加一併增加減速機的用量與成本占比。

目前日系工業機器人四大家族 Fanuc、ABB、Yaskawa、KUKA占全球市占率約60%，而工業機器人目前
以車用28%、電子25%、金屬機械加工15%分別為前三大終端產業。

工業型機器人(手臂)成本結構 全球工業型機器人產值按地區的比例

1)工業型(傳統+協作)機器人概況：已量產並規格化為目前實際製造業應用之大宗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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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型機器人占比低，預計隨AI的發展&成本的下降提升占比

1)工業型(傳統+協作)機器人概況：已量產並規格化為目前實際製造業應用之大宗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工業型機器人(傳統工業型、協作型)分類占比 傳統工業型與協作型機器差異簡表

資料來源：工研院機械所；兆豐國際彙整

傳統工業型機器人 協作型機器人

生產模式 規模量產 少量多樣

應用領域 汽車、鋼鐵、航太等重工業
物流、醫療、食品較精細多

樣的產品線

工作環境 高溫、吵雜、產物體積大
產線設計能夠與員工一併執

行任務之環境

負載能力 較高 較低

空間利用率 低 高

協作型機器人（Cobot）具備靈活、安全、易部署等優勢，適用於中小企業及人機協作情境，預期將隨AI與
感測技術發展快速成長。隨著成本下降與製造流程智慧化，協作型機器人可望突破現有10%占比。

台灣相關技術與應用滲透率偏低，僅有1家進入全球競爭版圖的協作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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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業型機器人市場規模至2033年以11.5%的CAGR成長

1)工業型(傳統+協作)機器人概況：已量產並規格化為目前實際應用之大宗

資料來源：market.us；兆豐國際彙整

預計到 2033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將從 2023 年的552 億美元增至約 1,639億美元，在 2024 年至
2033 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11.5%。

製造業勞動力的短缺，這是機器人裝置量成長最主要的原因，而AI和數位化的發展將促使工業型機器人更易
於使用(人機協作)，工業型機器人的裝置量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全球工業型機器人市場規模(USD,十億) 全球工業型機器人裝置量(千台)

資料來源：IFR；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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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回溫難掩競爭劣勢：台灣工業機器人面臨雙重壓力

1)工業型(傳統+協作)機器人概況：已量產並規格化為目前實際應用之大宗

資料來源：PMC；兆豐國際彙整

2024年臺灣工業用機器人出口總額為9,444萬美元，同期衰退3.41%，出口金額前三大國家為中國大陸(占比
22.46%，YoY+21.05%)、以色列(占比13.78%，YoY+41.12%)與日本(占比12.03%，YoY-7.79%)。

台灣工業型機器人競爭力較差，仍以零組件與部分較佳廠商(ex. 全球第二大單軸機器人公司東佑達&全球協
作型機器人市占率第二的達明)較有優勢，且營運好壞受本土電子製造業之景氣影響較大。

2020-2024年臺灣工業用機器人出口概況 全球及中國工業用機器人銷量

資料來源：高工產研；兆豐國際彙整

千,美元 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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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產業：智慧製造與綠色轉型驅動未來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工具機按加工方式不同分為切削(應用於精密加工、車削、銑削等高精度需求產業)與成型(應用於鍛壓、沖剪、
模壓等大批量生產或加工產業)。

工具機整機的物料清單（BOM）各組件占比如下：機械結構(30%~35%)、驅動系統(25~30%)、控制系統
(15~20%)、液/氣壓系統(10~15%)、冷卻與潤滑系統(5~10%)、電氣系統(5~10%)、其他(5%)。

工具機按切削與成型的市場占比 全球工具機終端應用占比

資料來源：FORTUNE；兆豐國際彙整

2)工具機整機廠概況：基期已低，惟產業競爭力受匯率與同質性競爭者大幅增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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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仍以亞太區為成長主體，印度將會是增速最快的市場

工具機市場中以亞太區為主要市場，2024年達678.9億美元，約占全球市場的56%，其中以中國政府大力支
持製造業投資，中國可望成為亞太地區最具前景的市場之一。

預計印度工具機市場在預測期內將以 8.9% 的複合年增長率快速擴張。人口成長和城市化可能會推動印度的
基礎設施發展項目。預計該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將推動建築市場的成長。

亞太區工具機市場規模,2023~2032(USD Billion) 工具機按國家別產值占比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2)工具機整機廠概況：基期已低，惟產業競爭力受匯率與同質性競爭者大幅增加影響

資料來源： FORTUNE ；兆豐國際彙整



12

工具機產業回到循環的上升週期，關注中國製造業復甦情況

2)工具機整機廠概況：基期已低，惟產業競爭力受匯率與同質性競爭者大幅增加影響

資料來源：JMTBA；兆豐國際彙整

預估全球工具機市場規模從2025 年至 2030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7.0%。

中國製造業 PMI 為在淡季中連續 2 個月超過榮枯線50，反映中國製造業復甦跡象轉佳。

從日本工具機總訂單與中國訂單來觀察，從24H2 開始回到年增區間，預估本輪工具機循環成長受半導體、
航太、能源產業之強勁需求，與缺工促使製造業投資自動化產線與設備之意願將逐年上升。

日本工具機-來自中國訂單(日圓,百萬元) 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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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具機仍受競爭對手增加與台幣較強等因素腹背受敵

資料來源：TAMI；兆豐國際彙整

2024 年台灣全年工具機出口同比減少14.8%，而 2023 年工具機出口也同比減少14%，合計兩年共計下滑
26.7%，出口值由2022年的30.23 億美元減少至2024年的22.18億美元。

2024年前五大出口國中出口值年增率依序為中國-12.2%、美國-9.7%、土耳其-33.6%、印度20.8%、越南
25.5%，美中製造業仍未見明顯復甦，而土耳其面臨高度通膨之壓力，印度、越南受惠低基期與南向趨勢。

2024年台灣工具機前五大出口國與出口值 2020-2024年臺灣工具機出口概況
億,新台幣

2)工具機整機廠概況：基期已低，惟產業競爭力受匯率與同質性競爭者大幅增加影響

資料來源：PMC；兆豐國際彙整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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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具機零組件仍依賴中美製造業景氣與投資意願

資料來源：PMC；兆豐國際彙整

2024年工具機關鍵零組件出口累計出口金額約15.11億美元，較2023年同期增加1.2%。

2024年出口金額以中國 (56.5%,YoY+7.4%)、美國 (7.4%,YoY+3.8%)、日本 (6.4%,YoY-14.5%)、印度
(5.1% ,YoY+10.8%)為主要出口國家。

2020-2024年臺灣機械零組件出口概況 2024年台灣工具機關鍵零組件出口比例統計

3)關鍵零組件概況：零組件2024年率先進入復甦循環區間，成長聚焦高值化零組件

資料來源：TMBA；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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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全球勞動力短缺人數預計將達到8,500萬人

產業動能-1：全球缺工與薪資上揚使自動化需求更具迫切性

2030年，全球人才短缺人數預計將達到8,500萬人左右，造成約8.5兆美元的收入與市值損失。

2050年，全球高齡人口將倍增到15億人，勞動力將嚴重不足。

日本的勞動力短缺率已高達85%，為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值。這比全球平均高出 10%；可以看出高齡化與依
賴製造業的經濟體，缺工現象更為劇烈。

至2024年全世界有75%的雇主表示缺工 2024年各國雇主表示缺工比例

資料來源：ManpowerGroup；兆豐國際彙整 資料來源：Korn Ferry；兆豐國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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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升息趨勢確立，台灣工具機供應鏈有望改善競爭力

產業動能-2：日圓升值與總經環境不明確，影響日商產業主導力

日圓兌美元匯率經過日本央行加息與美國關稅政策引發全球市場動盪，投資者尋求避險資產，進一步推動日
圓升值，將有利於改善台灣工具機競爭力。

2025/2月份日本工具機內銷(內需)訂單額來觀察，較去年同月增加4%至337億日圓，連續第4個月呈現增長；
外銷(外需)訂單額較去年同月增加3%至844億日圓，連續第5個月呈現增長。

日圓與新台幣兌美元走勢 近5年日本工具機訂單-內外銷總額

資料來源：CMoney；兆豐國際彙整 資料來源：JMTBA；兆豐國際彙整

日圓 新台幣
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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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先進封裝驅動自動化系統建置需求動能

先進封裝技術驅動自動化產線革新，成為高效能運算與AI晶片需求的核心支柱。

AI浪潮起，算力增長對製程需求遠超摩爾定律演進速度，促使半導體先進製程微縮、先進封裝需求爆增。亞
太地區在先進封裝市場佔據主導地位，到 2023 年貢獻了超過 65% 的市場份額。

2024 年至 2034 年全球先進封裝市場規模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8.5%

資料來源：Precedence；兆豐國際彙整

產業動能-3：半導體先進封裝建置自動化系統之需求強勁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AI發展與先進封裝對自動化產線與系統建置的影響

領域 需求驅動原因 影響與需求

高效能運算
(HPC)

➢ 大規模數據處理需求
➢ 雲端與邊緣運算發展

➢ 先進封裝對自動化產線與系
統建置的影響

AI晶片
➢ 生成式AI應用
➢ AI伺服器對算力要求

➢ 促進2.5D/3D技術發展
➢ 驅動異質整合與矽光子應用

先進製程
➢ 3奈米以下製程量產
➢ 高頻寬記憶體需求

➢ 提升晶片效能與功耗比
➢ 增加對於先進封裝依賴

先進封裝
➢ 異質整合&3D堆疊
➢ 面板級封裝(FOPLP)

➢ 驅動自動化產線建置需求
➢ 提升效率以滿足高密度封裝

自動化系統
➢ 晶片製造與封裝複雜度與

高效率要求提升
➢ 需要智能化與自動化系統
➢ 推動自動化設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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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供應鏈長短料問題仍存在，長期自動化與設備需求激增

全球民航旅運量已恢復至疫情前水準(IATA)，低油耗與碳排成為各家航空公司的首要目標使汰舊換新之需求
強勁。

航太供應鏈面臨勞工、零組件（發動機遞延 4~6 週交貨）短缺，因此即使航空旅遊需求強勁，短期交機量
提升幅度仍有限，預期 2025 年後才可恢復過往水準(Bloomberg)。

波音商用飛機在手訂單仍須8~10年才能消化

資料來源：Bloomberg；兆豐國際彙整

產業動能-4：全球航太製造供應鏈仍未回到疫情前水準，大量訂單待消化

資料來源：IATA；兆豐國際彙整

季節性調整後的民航業RPK,全球民航旅運量已超越疫情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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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再生能源建置速度加速，風電3-2期商機龐大

政策原先目標2030年發電結構為燃氣50%、再生能源30%、燃煤20%，惟太陽能、離岸風電建置進度皆落後，
能源署已下修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預估至25%。

而台灣天然氣仰賴進口，興建天然氣接收站因環境生態議題遭反對，再生能源的建置為改善電源規劃與電力
吃緊的解方。

台灣離岸風電2021~2029併網預估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兆豐國際彙整

產業動能-5：台灣電力供給吃緊，風電建置與併網長期路徑不變

資料來源：經濟部：兆豐國際彙整

離岸風電開發國產化項目

項目 風機零組件 海事工程服務

關鍵
零件
服務

1. 機艙組裝、機艙罩
2. 塔架
3. 輪轂鑄件及機艙底座鑄件
4. 葉片、扣件、葉片樹酯

1. 環境調查船工程
2. 地工鑽探船工程
3. 水下基礎安裝船工程
4. 風機安裝船工程
5. 海纜鋪設船工程
6. 運維作業船工程

相關
廠商

君帆、榮田、永冠-KY 君帆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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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內需的製造業經濟體具有誘因加速投資自動化

國際政經格局：貿易保護 + 去全球化如何重構供應鏈

日本的內需韌性、自動化成熟度，及高齡化轉型的應對能力，這些都讓它在全球供應鏈去全球化的局勢下，
反而可能變得更有韌性。

目前日系企業主導工業型機器人之技術與市占，預計日本本土投資自動化之需求將隨半導體產業與貿易保護
之下加速發展。

資料來源：IFR；兆豐國際彙整 註：內需消費力以私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人均可支配所得、零售與服務業占比與依賴出口的程度評估。

排名 國家 內需消費力簡析

1 德國
人口多、生活水準高、內需穩定，私人消費約佔GDP 50%以上，但仍
強依賴出口（特別是工業品）。

2 日本 雖高齡化，但人口基數大，內需市場成熟；不過消費動能成長趨緩。

3 中國
消費潛力巨大、零售市場成長快，但仍在從「投資+出口驅動」轉向
「消費驅動」的過程中。

4 南韓
高度出口導向經濟體，內需消費佔GDP約50%，但集中度高（大企業、
首爾區域主導），一般家庭負債偏高壓抑消費。

5 新加坡 人口少（約570萬）、內需小、極端開放型經濟體，出口依存度非常高。

內需消費力簡易排名 自動化程度高的經濟體

排名 國家 工業機器人數量(每萬名工人)

1 南韓 1000台

2 新加坡 700~800台(集中電子業)

3 德國 400~500台

4 日本 400台

5 中國 300台(中國增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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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鏈「多極化 + 本地化」，日本將成「自主科技核心區」

國際政經格局：貿易保護 + 去全球化如何重構供應鏈

美中脫鉤 + 關稅壁壘不會讓全球製造消失，但會讓供應鏈變成多核心、區域式運作，日本這種結構性強 +

高技術 + 內需夠的國家，很可能從「全球工廠配角」變成「區域技術樞紐」。

未來拼的不是誰最便宜，而是誰能「自成生態系」+「快速適應變局」，日本從製造代工轉向高利潤供應鏈
關鍵節點（半導體設備、材料），並擁有高內需支撐本地生產鏈完整度與彈性外銷。

全球供應鏈碎片化下的潛在受惠國家分析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彙整

國家 關鍵優勢 潛在受惠產業 為何能受惠

日本 高自動化、技術上游強、內需穩定 半導體設備、機械零件、材料、汽車 去全球化時代，日本可依靠內需與技術自足性，轉向高利潤區塊發展

美國 內需最大、科技創新強、能源自主 軍工、AI、能源、農業、半導體 生產鏈回流政策（如IRA、CHIPS Act）+ 高科技主導力，強化本地供應鏈

印度 人口紅利、市場巨大、IT強項 消費品、製藥、IT外包、綠能 能承接西方對中國的分散風險，內需市場驅動製造鏈在地化

越南 勞動力成本低、政治穩定 消費電子、服飾、基礎製造 中國+1策略主受益國，可成為美中緊張下的替代生產基地

墨西哥 接近美國市場、貿易協定多 汽車、電子、農業加工 地理優勢+USMCA推動供應鏈「友岸外包」（nearshoring）

德國 工業實力強、製造鏈完整 機械、化工、自動車 若歐洲形成區域自足鏈，德國將是技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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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結論

全球缺工、人口高齡化與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驅動自動化產業需求成長以應對供應鏈彈

性化與風險。

台廠目前仍以工業型機器人、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發展為主，工具機整機廠受日本、

中國大陸之高低兩端市場的夾擊之外，台幣較強與全球通膨等因素使競爭力下降。

日圓升值與總經環境不明確，影響日商產業主導力，有望提升台灣工具機競爭力；供

應鏈重組之下台灣應把握機會搶攻高內需經濟體市場(ex.中國、印度)。

終端需求動能聚焦半導體先進封裝、航太供應鏈機會與本土風電內需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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