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機會到台中工業區，可發現這裡的廠商，有4成以上是由工具機製造母廠與其上游機械零組

件、金屬製品業者所進駐，成功地把台灣傳統產業的「群聚效應」做最佳詮釋。台灣工具機產業

聚落雖已在全球打出名號，但業者規模普遍過小，而政府正積極倡導「工具機旗艦企業」計畫，

在未來3、5年內推動10家年營收逾100億元的精密機械大廠誕生，以取得與強國競賽的門票。
◎ 撰文、攝影／莊致遠

中部精密機械產業群聚

完整中衛體系
獨步全球

機
械工業涵蓋了金屬與非金

屬 切 削 、 成 型 用 精 密 機

械、民生用途產業機械（如塑橡

膠機、木工機、紡織機、製鞋機

等）、軌道車輛、電子機械、整

廠輸出、空油壓與金屬製品業，

層面相當廣泛，對帶動一個國家

的經濟發展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

色。

長期以來機械工業的發達

程度，更被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視

為一國國力的展現，當中尤以通

稱為「工具機」或「工作母機」

的金屬與非金屬切削、成型用精

密機械，其精密度與研發技術等

級最高，被用來加工生產各類產

業機械所需的關鍵零組件，位居

眾機械的最核心位置，如果沒有

它，各種產業機械可能就無法孕

育出來，因而被稱為「機械工業

之母」。

政府積極扶植的

「新兆元產業」

台灣的工具機產業從光復後

接收日本機器翻新、維修起家，

乃至拷貝歐、美、日機種，歷經

一番學習摸索，到最後自行創新

研發，在國際市場打出一片天。

觀察其產業的脈動，猶如台灣一

部近代的經濟發展史。

許多工具機業老闆，在創業

後因整天忙著組裝機器與出貨，

較不注重工廠周遭的整潔度，讓

員工必須經年在油污環境下工

作，因而工具機產業長期以來被

稱為「黑手產業」。更讓人意外

的是，台灣工具機產業發展迄

今，整體產業實力雖已打敗許多

歐美先進工業大國，但個別廠商

不管投資金額、員工人數與營運

規模，都遠遠無法與半導體、面

板、太陽能等高科技產業相比，

因而過去有一段長時間未受到政

府的關愛與照顧，任由業者隨波

逐流。

但業者卻未因此而自暴自

棄，憑著自己掌握的獨門黑手技

術不斷研發新產品，帶著一只

「007」手提箱單槍匹馬到國外

打天下， 歷經不間斷的努力，終

於發揮「螞蟻雄兵」的力量，讓

「MIT」機械產品近10年來在國

際市場迅速竄起，成為「俗擱大

碗又好用」代名詞，為政府創造

驚人外匯，直接拉抬台灣的經濟

成長率，被政府重新定位為應該

要積極扶植的「新兆元產業」，

還給長期以來在背後默默貢獻的

台灣機械英雄們一個公道。

台灣機械業可貴之處，在於

每家廠商的經營模式幾乎如出一

轍，從最初的研發設計、製造、

組裝，乃至產品的行銷與售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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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大都是自己一手包辦，並以

自有品牌行銷，把整條微笑曲線

各階段的價值完全掌握，毛利率

因而普遍可達到20%、30%，甚

至40%、50%，這在台灣大都以

OEM或ODM型態經營的產業身上

並不多見，堪稱是國內最具有打

自我品牌的產業族群，值得政府

重視與獎勵。

廠商群聚

構建出完整中衛體系

如果你有機會到台中工業區

這個全國最大的傳統工業區走一

遭，可發現這裡的廠商，有4成

以上是由工具機製造母廠與其上

游機械零組件、金屬製品業者所

進駐，靠著他們彼此合作無間、

井然有序的運作，日復一日的在

生產從食、衣、住、行、育、樂

等行業，甚至資訊、半導體、電

子、光電等新興科技產業所需的

機械加工設備，行銷到全球各

地，把台灣傳統產業的「群聚效

應」做了最佳的詮釋。

據統計，目前散布在台中縣

市、彰化縣等3個中部縣市的工

具機母廠超過300多家，如包含

衛星工廠，總家數逾1,000家，

當中有8成其員工僱用規模在50

人以下，且有近9成其公司資本

額都在新台幣6,000萬元以下，

本質上都是以中、小企業的型態

在經營。而讓許多國外買主可能

難以置信，靠著這些「螞蟻雄

兵」竟可以抬動大象，台灣工具

機產業在2008年登上全球第4大

出口國與第5大製造國的寶座，

超越美、英、法等歐美先進工業

國家，在國際工具機市場舞台擁

有呼風喚雨的能力。

事實上，以眾多中、小企業

廠商群聚在一起所構建出的完整

中衛體系，正是台灣工具機產業

長期以來獨步全球的最大特色。

在台灣中部地區所形成的工具機

產業聚落中，林立的母廠與協力

廠商分佈其間，各廠家車程往返

■�兩大工具機廠號召其協力廠合組M-Team，由台中精機總經理黃明和（右）與永進機械總經理陳重光（左）共同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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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眾多中、小企業廠商群聚在一起所構建出的完整中衛體系，

正是台灣工具機產業長期以來獨步全球的最大特色。

均可在1小時內完成，靠著徹底

的專業分工，從鑄造、零組件製

造、加工到運送，均有配合的協

力廠商支援，使得中心母廠不用

耗費巨資購置生產設備，即可自

行完成工具機的組裝，來達到大

幅降低固定成本的目的，並且有

更大的生產彈性來因應隨時來自

國際市場可能發生的變動，充份

滿足客戶的需求。這樣獨特中衛

體系所發揮的生產效率與彈性，

的確非歐、美、日等國單一工具

機大廠所能企及。

成立M-Team梯隊

走向優質化

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台灣

工具機產業聚落，雖締造出舉世

聞名的經營彈性與效率，成為其

他開發中國家發展本國機械工業

取經的對象，但業者如果以此自

滿，未在高級人力資源的養成及

產銷研發技術等層面突破，為企

業挹注新的經營知識與活力，塑

造產品差異化、增進產品附加價

值，極有可能會遭遇到美國知名

學者哈佛大學教授薩爾所提的群

聚效應衰敗危機，被南韓、中國

大陸等強力競爭對手趕上，拱手

讓出好不容易打下的大好江山。

有鑑於此，兩家風險意識較

高的龍頭廠商──台中精機與永

進機械，在中衛發展中心的鼓吹

下，捐棄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

共同號召上銀、哈伯、台灣引興

等20家深具改革意識的協力廠商

成立工具機產業雙核心協同合作

計畫M-Team梯隊，立志以豐田汽

車生產系統TPS為師，由中衛中

心邀請日籍產業顧問前來授課，

透過彼此相互學習與競賽，全力

追求品質的升級、成本的下降與

交期的縮減，期望為台灣工具機

產業走向優質化樹立新典範。

永進機械總經理陳重光認

為，台灣工具機產業過去雖在中

部地區打造出全球最獨特的中心

廠與衛星廠產業鏈聚落，但也因

廠商過度聚集，造成產品的同質

性過高，價格廝殺激烈，工具機

各廠商間未來應更緊密結合，在

後端加強協同設計，為老產品創

造新的附加價值。

加入M-Team梯隊接受輔導的

哈伯董事長許文憲表示，早期他

剛投入機械冷卻設備這一行時，

印象中每次把貨品送到客戶工

廠時，總會看到零組件被凌亂放

置、堆積如山的現象，影響到產

品組裝效率；而工具機廠商遇到

客戶投訴產品問題時，一定先把

零組件廠的人叫來數落一番，把

責任先推給對方再說，雙方你來

我往，針鋒相對，有時甚至吵得
■�台灣工具機拚出全球競爭力，產品價值遠高於日、德、義等工業先進國。

群聚篇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22 TRADE MAGAZINE



不可開交，傷了彼此的和氣。

但自從與M-Team成員合力

運作後，該種現象幾乎見不到，

零組件廠逐步提升自我的品管能

力，多數已能符合整機廠的免檢

要求，雙方互相信任，整機廠也

因貨物可以隨叫隨到，不要再準

備一堆庫存品，生產排程更順

暢，工廠管理更加井然有序。

按照過去的經驗值，工具機

母廠向哈伯下單採購冷卻機，標

準品約需3至5天才能送達，但透

過M-Team的輔導運作，現在幾

乎都可在24小時內完成；即使特

殊品也有縮短一半交期的優異表

現，這是哈伯與台中精機、永進

兩大工具機廠合力推動TPS的最

高成就展現！

在這一波全球經濟風暴中化險為

夷，備感欣慰。

經濟部工業局科長黃英堅強

調，台灣工具機產業聚落雖已在

全球打出響噹噹的名號，但業界

規模普遍過小，不利長遠與歐、

美、日工具機大廠競爭，因而

政府正積極倡導「工具機旗艦企

業」計畫，欲在未來3、5年內

推動10家年營收逾100億元的精

密機械大廠誕生；而兩大工具機

領導廠商願意以合作代替競爭，

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與協力

廠商共同來提升經營內涵與技術

層次，將讓台灣工具機產業未來

有機會攻佔高品級市場，取得與

德、日、義等工具機強國競賽的

門票。■

■�工具機業者必須致力產品的差異化與品級的提升，才能吸引國內外買主的青睞，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

「工具機旗艦企業」計畫

推動大廠誕生

經常前往兩大工具機協力廠

商現場進行貼身觀察的中衛發展

中心總經理蘇錦夥發現，2008年

全球金融海嘯引爆後，台灣工具

機大廠初期業績普遍重挫了7、

8成，僅剩的2成訂單也以急單

為主，嚴重考驗廠商們的緊急應

變與材料、零組件調度能力，所

幸M-Team成員在該中心積極輔

導下，透過集體學習與共同訂定

目標來改善生產與管理，已逐漸

熟悉了少量多樣、短交期的生產

模式，在低庫存與彈性生產的模

式運作下，平均生產前置時間縮

短了33%，庫存量降低了35%，

品質穩定度則提高了40%，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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