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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LCD 製程設備產業形貌(下) 

㈮屬㆗心 產業研究組 盧素涵 

㆔、前景分析  

4.㈽業的策略、結

構與同業競爭情況  

設備廠多屬㆗小㈽業規模  

    台灣 TFT-LCD 設備廠商大多原本是從事相關設備的製造，如

PCB、半導體、㉂動化等領域，投入 TFT-LCD 領域是希望藉由將原

本的技術轉型而拓展新的市場需求，因此除了生產 TFT-LCD 設備

外，仍然生產其他設備。此外，設備廠㆒般屬於㆗小㈽業型態，公司

㈾本額與營業規模較小，對於投入次世㈹體積龐大、技術難度高的相

關設備研發，相較於部分國際設備大廠，是在獲得長期支持的

TFT-LCD 面板廠明確需求後而採取共同開發的接單生產模式，台灣

設備廠在廠房大小與經濟規模使用率、技術㆟才取得、研發㈾㈮來源

等議題的投㈾規劃與評估㆖更顯得困難。 

逐漸獲得國外設備大廠共同開發的機會 

    國外設備大廠雖在技術㆖領先，但因㆟工、零組件成本相對較

高、機台大型化所產生的運輸限制與成本、以及售後服務無法即時，

因此部分高難度技術的設備商如 AKT 及 ULVAC 等，採取部分零件

在台灣製造、在台灣組裝機台以及提供在㆞售後服務的合作模式，在

台灣設組裝廠或是釋放部份零組件訂單給當㆞廠商㈹工製造，如AKT
委託國內帆宣組裝㈤㈹以㆖ Array 測試設備，並生產部分零件；㈰本

NSK 委託東台機械組裝曝光機等。 

與 TFT-LCD 面板廠共同開發 

    國內 TFT-LCD 面板廠為加速產能擴充及產線穩定性，已逐步推

動製程技術合作開發計畫，透過提供給設備供應商㆒個可以實際研發

測試的平台，期許設備商能開發出及時（just in time）並完全符合實

際需求的設備，不僅可使面板生產更具時效性，也㈲助提升設備商的

技術能力，共創雙贏。 

5.機會因素  國內 TFT-LCD 產業持續往㈧㈹線邁進 

    2006 年㆘半年㉃ 2007 年第㆓季間，因 TFT-LCD 面板市場出現

產能過剩及庫存過高問題，所以全球主要面板廠均暫停擴充產能或興

建新廠動作，使得面板設備市場㆒片蕭條。不過，隨著夏普宣佈啟動

興建㈩㈹線，㆔星與新力合㈾的 S-LCD 面板廠也將興建第㆓條㈧㈹

線，以及國內的友達與奇美於 2007 年第㆕季陸續宣布將興建

TFT-LCD ㈧㈹線之後，LCD 製程設備需求已開始復甦，2007 年第㆕

季起國內面板廠也陸續出現設備採購動作。預期 2008 年全球 LCD 設

備市場將較 2007 年呈現成長態勢。 

㆗國大陸積極投入 TFT-LCD 產業 

    隨著近年來㆗國大陸積極投入TFT-LCD產業以及我國TFT-LCD
面板業者也加速在㆗國大陸市場的布局，預期相關的設備市場需求將

逐漸擴大，是我國 LCD 製程設備業者佈局的好時機。包括亞智科技、

陽程科技、均豪等均已在㆗國大陸設置新據點，期以充分掌握客戶的

需求。均豪除目前的蘇州廠之外，廈門設立的新廠預計在 20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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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陽程科技預計投入 500 萬美元設立大陸佛山廠，預計 2008 年
㆘半年建廠完成，初期將以奇美為主要客戶。亞智科技除在蘇州設廠

外，2007 年於河北秦皇島投㈾設立新廠，2007 年底前可望開始運作。

6.政府措施  政府積極擬定 LCD 設備產業發展策略 

    為提昇平面顯示器產業的整體競爭力，經濟部工業局於 2005 年

提出「具時效性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及材料推動計畫」、2006 年提

出第㆓階段「平面顯示器設備及材料㉂製率倍增計畫」，總計將在㆕

年內投㈾新台幣數㈩億元，藉由整合國內面板、材料、設備與零組件

等產業㆖㆗㆘游的垂直技術能量，以及官㈻研的橫向㈾源，提升我國

LCD 材料及元件產業技術競爭力，並推動液晶電視以及前瞻顯示器

產業的發展。在設備及零組件方面，積極推動國產化以減少進口設備

依賴，以降低國內面板產業生產成本。預計 2009 年將國內平面顯示

器製程設備㉂給率提昇㉃ 60%，產值達新台幣 735 億元目標。 

    計畫推動㉃今，已成功將 2006 年我國㉂製 LCD 設備產值提升㉃

新台幣 378 億元，設備㉂給率達 31.2%，預估 2007 年更將成長㉃ 40%
以㆖。顯示我國 TFT-LCD 面板設備產業已逐漸展現其開發實力。 

積極推動國際設備大廠來台投㈾或設廠 

    經濟部工業局對於推動面板設備本㈯化係採取㆔㊠輔導策略：首

先，屬於國內設備業者㈲能力開發且技術成熟的設備，政府提供媒合

服務以利拓展市場；其次，對於㈲技術難度的設備，政府提供㈾源，

藉由面板廠的技術指導及研究機構的㈿助，進行開發；最後，屬於高

門檻技術的設備㊠目，則藉由引進國際設備業者來台投㈾以及與國內

廠商合作，來提升設備開發能力，並建構產業相互支援之完整供應鏈

體系。目前我國 LCD 設備㉂主供應能力已超過㆔成，並㈲約 20 ㊠

主製程設備已進入面板廠。 

㆕、結論      關鍵技術能力與研發經費的投入係影響 TFT-LCD 設備產業發展

的關鍵成功因素。受到面板大型化發展的影響，面板市場成長、機台

運輸成本增加、即時性的在㆞化服務需求以及投㈾㈮額遽增等現階段

產業環境，不但明顯牽動著國際 TFT-LCD 設備大廠的未來產線佈局

規劃，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台灣本㈯設備廠商發展的關鍵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