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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預測

資訊電子、金屬機電、

化學工業、民生工業

製造業CQM

半導體與設備、顯示器、電路板、石化、

工具機、汽車與零組件、醫療器材

個別產業C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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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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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2022年製造業產值預估成長率為4.61%
臺灣製造業暨四大行業產值及成長率預測值

製造業 金屬機電 資訊電子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預測年度 % 兆元 % 兆元 % 兆元 % 兆元 % 兆元

2021 21.26% 23.06 22.70% 6.31 18.42% 9.08 32.12% 4.94 10.66% 2.73

2022 4.61% 24.12 5.10% 6.64 6.76% 9.69 1.22% 5.00 2.49% 2.80

註：整體製造業數字為名目產值，包含臺灣地區從事外銷之公民營廠商國內接單海外生產(三角貿易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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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1：疫情催生消費新需求、產業新風貌
• 消費行為模式改變：人們聚集意願降低，互動模式轉向，遠距0接觸體驗
與服務風行，網路訂購、實體店取貨或宅配服務等新型消費型態興起。

• 企業營運模式改變：如何達到關鍵零組件在地生產、全球分散式生產製造
、AI 輔助決策優化生產作業流程、運用數位工具提升經營效率，成為企
業關鍵議題。

疫
常
時
代
下
消
費
與
產
業
新
模
式

以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建構全方位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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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協定後，2018年IPCC報告指出，2030 年碳排放
量須減半、2050 年前須達到淨零碳排，方可將世紀末的全球升溫限制在1.5度
內，截至今年5月已有 131 個國家宣示要達到淨零碳排目標。

• 推動碳交易、碳定價、碳關稅已成為國際趨勢，全球氣候峰會COP26將在11
月召開，預料各國將針對氣候變化有更多的應對方案、承諾和行動。

關鍵議題2：氣候危機加劇、淨零碳排成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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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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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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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設能源效率目標

 運輸部門、建築部門與

工業部門全面電氣化

 歐洲等20多國宣布未

來10至30年全面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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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自主供應 成立供應鏈專案小組，針對半導體和先進封裝、大容
量電池、關鍵礦物質和材料、藥物等關鍵產品供應鏈
進行為期100天的審查，評估脆弱性並加強彈性。

 紓解供應鏈瓶頸並提升關鍵產品的本土製造能力

新興科技 歐盟積極地推動電動車電池製造領域的發展；及建立
歐洲先進半導體供應鏈，以降低對海外依賴度。

 建立EV、電池價值鏈，及IC設計與製造能力

技術戰略 發布2025年關鍵技術戰略目標，包括全球基礎設施市
佔率達30%、6G關鍵技術目標全球市佔率30%、日本
企業在相關領域專利全球市佔率提高至10%以上。

 強化全球基礎設施市占、專利及6G關鍵技術

科技自強
加速推出以5G、工業互聯網、AI、大數據為核心的新
基建，投資10兆人民幣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擺脫
核心技術受制於外國的困境。

 以「新基建」與「第三代半導體」，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主
要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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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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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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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3：科技戰引發在地經濟，生態鏈重組勢在必行
• 受美中科技戰與COVID-19疫情驅動，供應鏈安全已升級成國安問題，推動製

造業回流及關鍵原料自主供應已成國際趨勢，全球產業生態鏈重組勢在必行。

• 各國積極推動在地經濟，培育前瞻科技與關鍵技術人才，提升產業自主性，並
透過與盟友合作，進行補鏈、強鏈，藉以形成安全、信賴、彈性的供應體系。

聯合百家企業，10 年內將投資 510 兆韓元，目標於
2030 年前建置全球最大半導體製造基地。

 公佈「K 半導體策略」，打造半導體產業聚落
關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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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述：高基期下，2022製造業溫和成長
•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 全球經濟復甦力道強勁、國際原物料價格漲勢凌厲、新興科技持續應用帶動製
造業資本支出擴大，有利支撐我經濟成長表現。隨著國內疫情趨緩，管制陸續
放寬，經濟活動回歸常態，民間消費信心回升，輔以政府振興措施，有利內需

市場景氣回溫，我2022年經濟成長仍可期待。

– 全球經濟活動重啟，化學品及材料消費量回升，國際油價勁揚拉高產品售
價，可對我化學工業帶來支持。各國振興措施實施、產業資本支出擴大、
汽車與消費電子商品需求回升，有利金屬機電業表現。外部需求續強，國
內疫情趨緩，內需回溫有助民生工業回暖。

– 5G應用發展、高效運算、AIoT、車用電子需求持續暢旺，產品供不應求、價
量齊揚，可望持續推動我資訊電子業成長。

• 我國製造業整體趨勢

– 在四大工業產值均達雙位數成長下，2021年我國製造業創歷史次高年增率，
達21.26％，產值突破23兆元。

– 受供應鏈缺料缺工缺貨、通膨升溫、原物料價格飆漲、中國能耗雙控政策等風
險衝擊，加上高基期因素，2022年我國製造業將溫和成長，年增率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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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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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挑戰：數位轉型、淨零碳排、在地經濟
• 疫情催生消費「新需求」、「產業新風貌」，新常態帶來生活新商機

– 疫情改變民眾消費型態，零接觸服務商機興起，實體通路面臨轉型。

– 遠端工作成企業營運新常態，運用數位工具並善用AI 優化作業流程方可提
升經營效率，企業亟需強化數位競爭力。

• 淨零碳排成國際趨勢，全球碳交易、碳定價、碳關稅變革，帶來產業新挑戰

– 各國積極規劃「淨零碳排」可能路徑及設定政策目標，推動碳交易、碳定價
、碳關稅已成為國際趨勢，而全球氣候峰會COP26將在11月召開，預料各
國將有更多的方案、承諾和行動。

– 我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面對全球淨零碳排變革，我國產業將面臨碳關稅風
險，亟待從供給、製造、需求、環境等四大面向，朝向低碳生產轉型。

• 美中科技分流引發在地經濟，全球產業生態鏈重組，產業面臨國際競爭加劇

– 美中科技戰與COVID-19疫情所引發的供應鏈斷鏈與斷料風險，凸顯供應鏈
安全問題，製造業回流及關鍵材料自主供應已成國際趨勢。

– 各國積極推動在地經濟，提升產業自主性，全球產業生態鏈重組，國際競爭
加劇，有賴大量研發投入及擴充人才儲備，強化產業生態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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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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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建議1：
結盟新創朝向智慧運營，指引產業數位升級

• 與數位科技新創建立夥伴關係，布局科技平臺解決方案，朝向智慧化運營

– 疫情凸顯數位科技應用價值，而我國新創團隊已於相關領域長期耕耘
，所開發出的技術與產品廣泛應用於各領域，並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
地。我業者可積極與我國數位科技新創合作，建立跨域夥伴關係，布
局科技平臺服務解決方案，以改善生產製程並提高產品良率、加快客
戶需求回應速度、精準掌握市場可能變化，朝向智慧化運營目標。

• 提供數位轉型指引，設立分級補助制度，引導產業數位升級

– 疫情催生消費新型態與遠距工作新常態，企業亟需強化數位競爭力。
政府除可擬定財稅優惠、研發抵減等政策，提升企業數位轉型誘因，
尚可針對各產業需求，提供數位轉型指引，並針對重點項目設立分級
補助制度，引導產業數位升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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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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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建議 2：
協力打造綠色產業生態鏈，實現產業低碳轉型

• 導入ESG 意識實現永續經營，攜手上下業者打造綠色產業生態鏈

– 國際實施碳定價及碳關稅趨勢，將對我出囗產業造成衝擊，減排能
力考驗臺灣在國際生態鏈的競爭力。我業者應即早融入ESG 意識實
現永續經營，經由盤點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碳足跡，攜手上下廠商，
協力打造綠色產業生態鏈。

• 擴大投入低碳技術開發，實現產業低碳轉型

– 要實現減碳目標，仰賴節能、儲能、智慧系統整合等技術支持。然
現階段相關技術仍處開發階段，需有大量研發資源投入，仰賴政府
支持。建議我政府可透過計畫推動，支持國內研究法人擴大投入低
碳技術開發，再透過技轉協助我業者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降
低產品碳足跡，實現產業低碳轉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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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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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建議 3：
善用場域鏈國際，優化關鍵技術人才布局

• 善用場域優勢，與國際領導業者共同提出關鍵技術，擴大市場規模

– 適應全球產業生態鏈重組趨勢，建議我政府與業者可協力邀請國際
領導業者來臺投資、設立研發中心，並共同提出關鍵技術，再經於
國內場域進行驗證，建立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與解決方案後，將臺灣
經驗輸出至其他國家，擴大產品與服務的銷售市場規模。

• 擴充人才儲備或引入國際專家布局新興關鍵技術，打入國際產業生態鏈

– 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在地經濟，培育前瞻科技與關鍵技術人才。針對
我國具國際間競爭優勢之產業，需擴充STEM領域人才儲備，以維
持產業生態鏈競爭力。針對國際新興產業，應及早布局，方能有機
會打入打入國際產業生態鏈，爭取龐大商機。建議我政府可協助我
業者深化國際機構合作，或引入國際專家協助，布局新興關鍵技術
，強化產業生態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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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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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臺灣半導體設備產業景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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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半導體設備封測起家，邁向先進製造

12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05)

廠商分佈科學園區及鄰近地區為主

北部地區：68%

中部地區：15%

南部地區：17%

研發占營業額比重

約7~10%。

我國整機廠商(約佔產值25%

，以後段封裝設備為主)、國

際大廠模組代工(約佔25%)、

零件廠商(約佔15%)、自動化

與廠務設備(約佔35%)。

依經濟部產業經濟

統計劃分為生產設

備及零件類、檢測

設備及零件類。

臺灣半導體設備

2020年產值907.4億

新臺幣

YoY 11.6%

我國設備國產化比例約一成。

 機械加工或工具機業者部份跨足半導體零組件加工領域。

 科技部「A世代前瞻半導體專案計畫」，支持學研團隊開發下世代半導體先進

檢測技術。

 經濟部「科技專案」，則扶持法人、學研、企業、新創前瞻技術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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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半導體設備產業產值年成長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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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正面因素

負面因素

 下游高科技產品需求大，晶圓製程產能吃緊，設備成長前景看好
 疫後加速企業高度採用AI、AIoT等智慧工具，增加半導體產能需求
 半導體製造在地化，全球供應鏈重組，擴展設備需求全球化

 原物料與晶片短缺，延長設備生產時程，增添設備銷售風險
 半導體人才投入晶圓製造或國際設備大廠，本土設備商人才不足
 先進國家提倡供應鏈在地化，我國設備面臨激烈競爭

半導體設備產業

2022(f)

5.0%

1,226.5億元

28.7%

1,167.7億元

2021(e)

與產值高度相關指標
 下游高科技產品需求
 疫後企業數位轉型
 先進國家提倡半導體製造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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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ounterpoint Research (2021/05); KPMG (2021/03)

 政治力量影響設備採購

無論是基於國防安全或是產業競合

，53%的產業領導者認為，未來三

年，半導體產業中可能遇到最大的

問題是屬地主義/民族主義。

趨勢一：地緣政治對半導體設備影響加劇

2021/2022預計增建晶圓廠數目

美國+6
中國大陸+8

臺灣+8

南韓+2

日本+2

歐洲+3

先進國家祭出晶

片自主政策，鼓

勵在地晶片生產

，並給予當地設

備採購優惠。

推動晶片製造自主

台積電、三星、

英特爾等領導廠

商，已研擬在美

國、歐洲、日本

建設新廠。

晶圓廠商全球設廠

受到貿易箝制，對

關鍵的前段製程步

驟，研發曝光設備

光源、傳載，量檢

測技術。

中、韓加速前段製

造設備技術自主 強化在地緊密的

業務往來，培育

當地團隊與供應

鏈。為了爭取政

策擬訂話語權，

與產學研結盟。

佈局全球、在地聯盟

我國設備商需廣佈全球據點或尋找當地代

理商，並建立當地技術夥伴與料件供應

鏈。

我國設備商應爭取與在臺的前段設備商合

作，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或會議。

現
象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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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10)

 智慧設備是智慧製造的基礎建設

打通工廠設備端(OT)到資訊系統端(IT)

的數據交換路徑，取得更完整、更即時

的數據，於企業雲端或系統平台進行大

數據統計與分析。

趨勢二：半導體工廠邁向智慧化、無人化

晶圓廠打造自家

專屬整線整廠到

跨域跨區的智慧

網絡。

智慧製造成為各家

Know-how疫情下人員調度+

產能吃緊，晶圓

廠結合視聽裝置

與遠距操控維持

生產不間斷。

半導體工廠無人化

領導廠商為自家

設備提出AI大數

據分析平台，達

到製程前/回饋及

良率產能優化。

加速軟體開發

材料與微結構更複

雜，製程步驟更多

，更難控制，節點

推進放緩。

先進製程研發困雜

、成本更高

我國設備商需與客戶、材料廠商、智慧製

造解決方案業者或學研單位共同合作。

我國設備商應更深入分析客戶導入智慧製

造的需求及痛點，提出專屬配套方案。

現
象

展
望

物

聯

網

運

算

平

台

大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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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1/10)

 ESG 已成市場准入的必要條件

美國白宮百日半導體供應鏈報告，不僅追求「

更強韌的供應鏈」，亦追求「永續的供應鏈」

，綠色供應鏈成為顯學，設備業者不進則退。

趨勢三：半導體業的ESG由選修變必修

舊設備的零件回收

再利用，減少廢料

，並協助客戶達成

綠化績效。

設備商拓展翻新、

重製業務

晶圓廠的節能需

結合廠務水、電

、氣智慧化控制

系統共同完成。

設備商與供應鏈共

同研發節能項目

晶圓廠將碳減跡的

壓力釋放到設備商

與供應鏈，並作為

採購指標。

投資人將ESG列入投

資衡量指標
各先進國家2050

年或2060年達成

淨零碳排。半導

體廠也明訂節能

減碳目標。

全球國家、晶圓廠

推動淨零碳排

我國設備商需更深入了解國家與晶圓廠的

政策與方向，及早盤點碳足跡並從再生能

源、零組件製造或包裝物流進行改善。

與客戶或領導設備商共同開發節能技術，

或協助設備翻新，將更清楚綠色製造的產

業動態，也增進國產設備的製造能力。

現
象

展
望

Reduce

Reuse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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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綜合評述： 2022年半導體設備產業產值成長5.0%，持續受惠於全球晶圓產能吃緊

 臺灣半導體製造技術領先全球，並有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全球知名企業
，扮演我國製造業的核心角色，同時為國產設備提供完善場域，著實為我國半
導體設備發展之一大利基。

 我國半導體設備起步晚，並且從封測起家，於關鍵製造設備自主程度低，長期
仰賴進口，且七成以上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國際領導廠商。檢視我國半導體
設備產值雖然成長，但於全球市占率卻略為下滑，顯現我國設備發展方向，未
來需要更契合國際市場的需求。

 未來挑戰：「全球半導體製造分散化、在地化」將是我國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挑戰

 「全球半導體製造分散化」: 先進國家開始大規模鼓勵晶圓製造，對臺灣半導
體設備業，亦有當地布局、物流、人力成本之影響。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 先進國家鼓勵晶圓製造技術自主，同時期望提
升當地供應鏈，因此祭出優待、補助採購當地設備政策，臺灣半導體設備業於
全球各地，將面臨地緣政治影響採購的風險。

2022年半導體設備產業趨勢及挑戰
我國半導體設備產值受惠於全球晶圓產能需求，2021年成長28.7％

IE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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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策略建議：

「積極參與全球技術共同合作」：前段半導體設備的投資環境不利我國中小
型企業，需仰賴政府提出實質的國產設備研發與採購鼓勵措施，協助我國前
段技術與晶圓廠媒合並落地。面對主要客戶海外擴廠，需開發非中的新興市
場，積極爭取與全球各地的客戶、同業、材料商、資通訊商、學研單位、領
導廠商共同技術開發，降低地緣政治的衝擊。

「善用場域，提出客製化智慧解決方案」：我國設備商應善用場域優勢，搭
配我國資通訊軟體技術能量，更深入分析客戶導入智慧製造的需求及痛點，
提出專屬配套方案。

「提升綠化政策敏銳度、超前部署」：加強對半導體產業綠化方向與策略的
敏銳度，及早盤點碳足跡，並從再生能源、零組件製造或包裝物流進行改善
。同時，與客戶或領導設備商共同開發節能技術，或協助設備翻新，實際參
與全球半導體綠色製造的產業動態。

IEKView

2022年半導體設備產業策略建議
「積極全球技術合作、善用場域客製智慧方案、超前部署綠色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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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名詞解釋
• 製造業名目產值：

–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帳

– 依廠商(合併營收報表)所屬行業別做加總，包含廠商國內接單海外生產行

為(毛利部份)

• 國內生產毛額計算公式：

– 產值 -中間投入 or 產值 * 附加價值率

• 製造業產值(製造業生產總額):

– 其估計係以經濟部查編之主要工業生產量值統計、主計總處之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等資料為依據

• 製造業GDP(製造業國內生產毛額) = 製造業產值 -中間投入

– 參考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及財稅資料中心提供之營利事業成本費用

分析等統計資料，估算各類製造業生產成本之結構，並估計生產過程消耗

之中間產品價值，最後從生產總額減中間產品價值，得製造業生產毛額。

• 2020年製造業GDP佔總體GDP比例=31.72%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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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經濟成長率與製造業產值及GDP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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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產值(生產總值)年增率

製造業GDP(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註：1. 數字為名目值成長率；2. 2020製造業產值成長率為研究團隊推估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 (20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