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COVID-19  肆虐全球，各國採取嚴厲封鎖措施來減緩疫情擴散。企業面臨生產活動
停擺，供應鏈斷鍊等危機。而勞動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受到的衝擊更大。根據國際調研機

構 Gartner 的報告，全球製造業生產力在疫情影響下至少下降 20%。不過，危機就是轉機。
這次疫情使企業重新審視過度仰賴人工的生產模式，加速推動智慧製造轉型，導入數位化

管理，擴大自動化生產。然而，製造業要真正落實「智慧工廠」，似乎仍有漫漫長路要走。

疫情加速企業數位化及自動化轉型

為了降低辦公室群聚感染的風險，企業不得不讓員工在家工作。顧問機構企業科技研究

（ Enterprise Technology Research）針對全球 1,200家企業所進行的調查，目前有 72% 的
員工都遠距上班。研究指出，48.6% 的企業在實行遠距上班後，員工的生產力較疫情前更
高。許多企業認為，在疫情結束後，採取遠距工作的員工人數會較疫情前增加一倍。隨著

遠距工作成為新常態，促使企業加速數位化轉型，包括：建置雲端資料庫以便員工從外部

存取資料、架構物聯網讓設備自動記錄數據，或是利用 Zoom、Teams 等視訊軟體來促
進遠距協作，讓員工在家中進行會議或掌握工廠內的情形。這些新轉變帶動個人電腦的銷

量，也推升了雲端運算的需求。Gartner 預估，2021年全球資料中心基礎設施支出將成長
6%。IDC 也進一步預估，未來 3年內，全球產業數位化速度將加快，超過半數企業都將導
入包括 5G 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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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MIC?
後疫情時代，智慧工廠能順利起飛 ? 

受到疫情衝擊，製造業加速推動智慧化轉型，

但要全面實現智慧製造，似乎仍有一段漫長且崎嶇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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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疫情中，科技業受到較少的影響，最主要是因為生產線自動化程度

高，只需少數人力負責操作或監控設備，因此能在最短時間復工。疫情

加上製造大國的人口紅利不斷消退，讓勞力密集度高的傳統製造業加

速導入自動化設備及機器人，包括自主無人搬運車 、機械手臂、感測
裝置等，減少工廠內的人力配置以維持社交距離。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報告指出，今年全球工業機器
人裝置量較去年成長 10% 達 46.5萬台，在未來兩年內將成長 26%，到 
2022 年將達 58.4 萬台。

智慧轉型，前路仍漫長且崎嶇

受到疫情的衝擊，製造業加快轉型的腳步，然而，業者認為，智慧工廠

離大規模落地，仍有重重關卡尚待克服。業者歸納出在轉型實惠面臨到

的四大挑戰，包括：軟硬體技術尚無法滿足業者所需，設備無法整合，

內部缺乏資訊人才、以及投資回報不確定性太高。

相較於單純的自動化工廠，智慧工廠強調設備具有學習能力，在無人狀

況也能針對各種生產狀作出相對應的調整。要打造這樣的工廠，需要使

用多種軟硬體技術，包括機器視覺、人工智慧、3D 列印、物聯網。然而
目前技術尚無法完全滿足業者所需。舉例來說，一座工廠內有數萬台設

備、但架設於 4G 網路的物聯網只能同時對接 2,000個裝置，使設備間的
資訊無法順利流通。

第二個挑戰是設備整合難度高。許多業者至今仍在使用十幾、二十年的

老機器。這些舊設備無法連網，沒有監測數據的功能，也不可能在一夕

間汰換。而且，目前工業設備尚未有統一的通訊標準，使得生產線各種

設備因標準不一而無法順利溝通，導致轉型失敗。

第三個瓶頸是缺乏資訊人才。製造業者長年來偏重生產，輕忽資訊方面

的投資及人才培育。員工的數據分析能力不佳，無法從設備收集的資料

中萃取出有意義的資訊。這些企業在推動轉型時，需要引進外部資訊業

者來制定策略，但常因雙方認知落差，導致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最後一個挑戰是，發展智慧工廠需要持續投入龐大的資金，且無法在短

時間內看到實質效益，風險太高。《遠見雜誌》曾於 2019年針對台灣
306家上市櫃企業作過研究，製造業平均投入營收的 3.6% 於推動轉型，
低於整體平均值 4.1%。《 DIGITIMES》在 2020 年 3月也針對台灣 527家
製造業者進行調查，過半數公司在過去一年內在數位化項目的投資金額

甚至不到新台幣 1千萬。
目前尚未有一家公司能真正打造出從前端到後端都完全不需人力的智慧

工廠。更多業者在嘗試轉型後仍回到人工生產模式。愛迪達（ Adidas）
在 2020年就黯然關閉兩家設立於美國和德國的自動化工廠。公司原設
想利用自動化生產及 3D 列印來取代人力，並就近服務歐美市場。可惜
受限於軟硬體設備的不足，工廠只能製造布料類型的鞋面與中底，無法

皮製鞋面與橡膠鞋底，因此只能生產少數鞋款，加上設備維護費用高昂，

經濟效益遠不如人工生產。

經過這次疫情，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有巨大改變，數位經濟將快速發展，

製造業推動智慧製造轉型是大勢所趨。但羅馬終究不是一天造成的。企

業需根據自身規模、營運型態、供應鏈流程等因素，設計出適合自己的

策略與藍圖。業者應先全面導入數位化資訊管理，才考量智慧工廠的設

立。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曾在 2018年作過調查，全球超過 52% 的業者
尚未開始或剛開始進行數位轉型，發展空間仍大。業者能否藉此機會加

速轉型，將決定未來會乘著智慧化浪潮前進或是淹沒於時代洪流中。


	 [cover]INH2700
	 [G1]INHAD27-004-B_P1
	 [G2-G3]INHAD27-004_P2-3-C
	[003]INHAD27-004_P1,P4
	[004-007]INH2701-CONTENTS
	[008-015]INH2702
	[016-017]INH2714
	[018-023]INH2703
	[024-027]INHAD27-003
	[028-031]INH2710
	[032-047]INH2704
	[048-053]INH2705
	[054-067]INH2706
	[068-075]INH2708-300
	[076-079]INH2711
	[080-083]INH2712
	[084-093]INH2707
	[094-099]INH2709
	[100-101]INH2716
	[102-109]INH2713
	[110-113]INH2717
	[114]INH2517
	[115]INH2718
	[cover4]INHAD27-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