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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機器人技術以前就有，智慧製造技術有甚麼不同? 58

秒是智慧製造目前反映的代表數字，是西門子示範工廠生產 1台控制

器的時間、是BMW塗裝設備換色的時間；以前只是工廠內的設備連結，

而智慧製造則是將生產者與終端客戶、供應商間，全部串連起來雙向

互動，以前只看製程生產鏈，智慧製造看待這樣的串連為價值鏈，而

且沒有時差、沒有誤差；能迅速的回應消費者需求，提供客製化、差

異化產品更輕易、更低廉。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口成長率於 100 年

低於6%(5.79%)後，一路下降， 105年為2.03%，106年更降至1.15%，

另外，依據勞動部勞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勞動力人口中 45 歲以上

中高齡勞動力比例，104 年約占勞動力人口之 37.91％，而 105 年約

占 38.25％，至 106 年約占勞動力人口之 38.64％，少子化及高齡化

所導致之勞動力減少，促使我國產業須加速引進智慧製造技術，提供

不足且亦發珍貴的勞動力安全健康保障，在今日變成日趨重要的課

題。 

    智慧製造顯然能解決勞動力減少的問題，這樣的技術需要從零組

件的智慧化做起，從點的單機智慧化到連成線的整線智慧化，再構成

整廠智慧化，達成了土地坪效、人均產值都提升的效益，從技術發展



的角度可以想像，勞工面對的工作環境變不同，以前是勞工負責一或

多台設備，智慧製造似乎不再需要勞工介入操作，那麼智慧製造的勞

工將會做甚麼工作?無法被取代的人機協同作業及維修作業，可能是

未來出現勞工的主要場景。 

    103 年勞動部成立後，我國機械設備安全源頭管理開始實施，相

較於目前列管的 10 大類產品，國內各產業加工設備種類繁多還未清

查，各類設備的操作危害特性影響還未辨明，各產業將引進的智慧製

造技術、設備都不相同，對進入智慧製造時代的安全衝擊無法想像，

而 3D 列印等新的應用材料與製造技術、產線智能化、勞工作業性質

改變等因素都是勞工安全的新變化與挑戰。 

    做準備就要先了解國內製造業現在的安全概況、調查設備操作情

形、分析智慧製造技術對各產業的影響，是提升安全的重要基礎工作；

並且引進國外成熟適用的安全保障技術，還要考慮智慧製造時代控制

的安全可靠度與聯網的保密性等問題；職安署近年逐漸引用國際安全

標準，我國業者不應視為負面的影響，勞動部透過標檢局支持與協助，

正將這些國際安全標準轉為國家標準，將協助我國業者更了解國際安

全技術，提供更符合客戶安全需求的產品。 

除了設備的軟硬體提升，也須更新人的觀念想法，製造供應端要

有風險評估的觀念，才能提供安全設備，消費使用端有安全意識，才



可在法令支持下，促使雇主與管理者為勞工採購提供符合安全標準的

設備。設備安全源頭管理雖是國內製造業新挑戰，但換個角度思考，

安全其實已經是〝基本要求〞，焦點應是如何以新技術提供安全設備

給消費者，若能盡早掌握環境趨勢，找到因應對策順勢而為，必能在

勞工安全與產業發展間再創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