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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芝加哥工具機展(IMTS)每兩年在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展覽中心舉

辦一次。該展覽會展示全球當下與未來各式先進機械，是世界機床展中技術水準

最高、且最具影響力的專業級展覽會。 

        IMTS 是由美國機械製造商協會(AMT)所主辦。上屆(於 2010 舉行)近 10 萬

平方公尺的展出面積，引著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 1800 多家公司參展，估計

吸引了 82,000名買主觀展。參展商們不僅展出當今世界上最精良的機械製造技術

和設備，展期內大會也舉辦了不同主題的研討會與小組討論。本展為全球規模第

二大之工具機專業展，本次為第 29屆展覽，台灣共計 72家廠商參展。 

     台灣的工具機產業在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99 年臺灣機械產業生產量

位世界第六大而出口量居世界第四大，其中，亞洲地區市場之成長幅度甚至超越

歐美市場；是故，可以預期未來工具機產業在台灣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 

此次出訪為六天之參展行程，主要目的為介紹國立中正大學前瞻製造系統

頂尖研究中心(AMI-HI)與智能化技術在機械加工製造領域之應用，並與資策會合

展宣傳。此次展覽會為代表 AMI-HI首次參與國際工具機展覽，除了瞭解現今世

界上工具機領域之頂尖技術外，並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討論交換學生之

合作事宜，會後並參加了由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與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

業同業公會所舉辦之晚宴、座談會，與會者除參展之國內廠商外，我駐美代表處

相關官員亦共襄盛舉，一同參與盛會。其中，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PMC 詹

炳熾總經理於座談會中所發表之演講，成功地建立了工具機業者、學界與政府部

門間的溝通平台、聯繫了彼此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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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為提升本校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AMI-HI)在國際上之知名度並介紹

相關研究，於規劃參加「2012 年美國芝加哥工具機展」，並與資策會合展服務攤

位來服務參觀業者，讓全球各地與工具機領域有關的廠商，知道台灣 AIM-HI為

智慧型工具機產業之研發機構，增加 AIM-HI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 

 

二、 目的 

        今年(2012年)的芝加哥工具機展將於9月10至15日在美國芝加哥展出6天。

展覽內容包括：金屬切削工具機、控制器及驅動、鍛壓機械、品質保證及檢測技

術、特種加工工具機、放電加工機、工具機附件及工具機零組件、焊接、切割機

械及熱處理設備、量具、量儀、刀具及數控刀具系統、表面處理設備、磨料、模

具、冷卻機、潤滑機及清洗機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年 IMTS 將首度與北

美工業自動化展(IANA 2012)同時同地展出。IANA的生產自動化展項將與 IMTS

的工具機、金屬加工和精密加工的展項互補，使今年的展覽相較於往年更為精

彩。 

    這次出訪與參展行程緊湊，為確保行程順利進行，於展覽開始前一天即到達

美國芝加哥，接下來為五天之參展行程。圖一至圖三為會場場景一角，本次主要

目的是介紹 AIM-HI與智能化技術在製造技術之應用，並與資策會合展宣傳。 

此行主要目的有下列五項: 

 

1. 拜訪資策會 

2. 介紹 AIM-HI與智能化技術在製造技術之應用 

3. 參觀展覽 

4. 參加由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與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

會所舉辦之晚宴 

5. 與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討論有關交換學生的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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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活動經過及心得 

 參訪行程規劃 

日期 行程 

9/9 高雄-日本-美國芝加哥 

9/10 McCormick Place參展 

9/11 McCormick Place參展 

9/12 McCormick Place參展 

9/13 McCormick Place參展, 參加晚宴 

9/14 McCormick Place參展 

9/15 McCormick Place參展,搭機 

9/16 美國芝加哥-日本-高雄 

 

 

 詳細行程報告 

 

9月9日 

搭機(JL 812: 高雄東京 及 JL 7010: 東京 芝加哥)。 

 

9月10日~15日與會心得 

 

1. 關於芝加哥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 

 

芝加哥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是北美最重要的大型會展中心，它每年吸

引四百多萬商家和參觀者前來洽商參觀。McCormick  Place由四個展館構成，分

別是南館、北館、西館和東館（東館也稱為湖畔中心）。這些展館總展覽面積達

220多萬平方英尺，是全美最大的展場中心。各個展館之間由佔地50,000平方英

尺的休閒廣場聯結起來，裡面有許多零售商店和各種休閒設施。北館佔地700,000

多平方英尺，可獨立使用或與其他展廳聯合使用。湖畔中心主要用於舉辦中型貿

易展銷會和過去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不能承辦的展會。南館擁有840,000

平方英尺的展區和170,000平方英尺的會議區。 

今天的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萌芽于20世紀40年代末，芝加哥論壇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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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者Robert  R  McCormick  上校之手。隨著1948年、1949年大型鐵路展覽會

的成功召開，McCormick  上校認為芝加哥需要一個永久性的會展中心並親自主

持修建。1955年，伊利諾伊州創辦了城市展覽和展會管理局來監督它的建設和運

作。會展中心於1960年啟用，並以的名字命名。遺憾的是McCormick上校沒能親

眼看到他的夢想實現。成功使用7年之後，最初的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於

1967年毀於大火。然而，通過州、市政府的努力，一個新的展館，東館，以一個

創記錄的速度重建完畢並於1971年開放。 

 

2. 參加研討會 

 

9 月 13 日早上十點在 McCormick  Place 東館舉行了一場研討會，研討會主

題為”Recent advances in predictive technologies for next-generation machines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s”，演講人為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 

李傑(Jay Lee)教授， 1957年 6月生，1992年畢業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辛西那提大學教授、俄亥俄州榮譽學者、洛克菲爾自動化

(Rockwell Automation)傑出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智慧維護系統產學合作中

心主任、美國國家工程院製造與工程設計董事會董事。1992 年獲美國製造工程

師協會傑出青年製造工程師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傑出成就獎。製造工程師協

會、以及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院士。2005 年被教育部聘為長江計畫講座教授。

自 1992 年起，李傑教授突破傳統故障診斷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創立了機械設

備性能衰退的觀念和基礎理論，建立了系統的性能衰退評估、預測、決策理論和

方法體系，為產品、設備達到“預測性智慧維護”奠定了技術基礎。2000 年，成

立了美國第一個智慧維護系統產學合作中心，以威斯康辛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為基

地，與全球 40多家大公司進行聯盟研究。李傑教授在電子製造（e-Manufacturing）、

電子維護(e-Maintenance)等領域發表論文 200 餘篇，主編著作 3部，參編 9部，

主持完成科研專案 50 餘項，獲美國專利三項。李傑教授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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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可靠性、安全理念，以及創新產品開發的思路與框架在美國和國際學術界

具有重要和廣泛的影響。多年來宣導和推動高校與企業界之間的國際產學合作研

究，為美國高端教育、技術的交流與合作做出了傑出貢獻。 

本研討會即在闡述李傑教授對於智慧維護的看法及其重要性，並介紹了數項

實際應用案例展示其性能與成果，提供與會者對於機械設備性能維護與壽命預測

全新的思維及觀念。 

 

 

3. 芝加哥工具機展參展過程 

 

本次主要目的是介紹AIM-HI與智能化技術在製造技術之應用，並與資策會

合展宣傳，圖四為本中心代表鄭志鈞教授、博士生蔡秉均與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

研究所林志杰經理合影，承蒙資策會多方幫忙，使得AMI-HI宣傳活動能順利完

成。 

此次芝加哥工具機展中展示了各種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這些主要的製造商將

按下列分類展示他們的設備：  

 金屬切削設備：包括從加工中心和裝配線到柔性製造系統和車床；  

 工具和工裝夾具系統：零件夾具、切削刀具及所有類型和相關的附件。  

 金屬成型和製造/鐳射工藝：水切割、等離子切割和鐳射系統，焊接設備，

熱處理等等。  

 其它：包括磨削/鋸削/拋光加工；控制系統和電腦輔助設計；電火花加工；

齒輪製造；北美工業自動化；機床零部件/清洗設備/環境設備和品質保證。 

 

而在此次工具機展各形各色之產品中，亮點技術有三，其一為FANUC所展出之

機械手臂可透過影像處理進行瑕疵品檢測以及達到高速高精度產線自動化，如圖

五及六所示；日本工具機代表性廠商如 MAZAK，OKUMA 多採用自行開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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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為主，而一般世界上某些特別是適合自動化生產線之控制器則大都使用

FUNAC控器，其為世界第一大工具機控制器製造商。其二為MAZAK以及

OKUMA所提出之智能化工具機，如圖七及八所示，MAZAK是全球第一大工具

機生產商，現場展示重點主要吸引的客戶是航太、汽車、能源電力等三大產業，

並以多任務車銑複合機以及智慧型工具機為展覽重點，其智慧型工具機可自動監

測主軸精度、主動振動控制、智能化防撞系統以及溫度監控。OKUMA 在2007 年

經整合其多家子公司後已發展為日本最具代表性之工具機生產商，其主要客戶為

航太、建設機械、石油能源設備以及醫療器材等。而OKUMA THINC (The 

intelligent Numerical Control)則展出一智能化電腦數控工具機，其認為現今的電

腦效能足可負擔與控制器間之溝通，故可提供一開放式的控制器平台，讓使用者

可自行於其上開發各自所需求之應用程式並與控制器進行良好溝通，此不同於傳

統之封閉式控制器，使用彈性及功能多樣性將大幅增加。其三為additive 

manufacturing加工法，這是將欲成型之複雜結構物拆解為數層疊加之結構，在加

工過程上一層一層的製作，並利用粉末冶金的方法，每完成一層便進行金屬燒結，

而後在繼續進行下一層之製作並疊加於前一層之上，此種加工法有些類似排版印

刷之概念，其優點為可進行及複雜之結構之快速成型，如圖九所示。 

 

9月13日與會心得 

 

    結束白天於McCormick  Place的參展行程後，晚間至美國芝加哥Phoenix 

Restaurant參加由我國駐芝加哥代表處、台灣區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與台灣區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所舉辦之晚宴，除參展之國內廠商外與代表處相關官員

外，與會貴賓李傑教授、許浚辰教授與當地芝加哥市與俄亥俄州之經濟事務官員

等共襄盛舉；其中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PMC詹炳熾總經理發表演講。李傑

教授發表的演講內容主要為智慧維護系統對於現代工業界的貢獻與發展；智慧維

護系統（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 IMS）主要是根據預測和採用性能衰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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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合infotronics 技術（融合互聯網、非接觸式通訊技術、嵌入式智慧電子技

術），使産品製造或機械設備達到近乎零故障的性能或生産效率的一種新型維護

系統。其使用上為一種類似於「指紋」的概念，每一台機器或是產品，都有其各

自的「指紋」，此處所提的指紋並非真實的人類指紋，而是泛指任何能代表此機

台或產品的特徵，而此概念即類似於人類的指紋。當一台正常的機器設備在正常

的工作環境以及正常的操作設定下，可以合理地預期其將有正常的運作特徵，例

如振動、溫度、聲音…等，利用一些適合的感測器例如加速規、熱電偶、麥克風…

等可將這些機台運轉的特徵個別擷取得到，而我們將可視這些特徵為機台尚「健

康」的證明；相反地，若機器設備有任何的故障，例如潤滑油不夠，操作參數設

定錯誤或是有任何零件結構損壞，此時其運轉的特徵將不同於正常運轉時之特徵，

舉例來說，當一台車床用超過其額定轉速的速度在運轉時，其可能發出相當大的

異常噪音以及溫度過高，且其振動量也必定會相當大，此時操作員將能從這些現

象判斷出機台運作必定有異常，此判斷依據即是因其非常清楚此機器設備在正常

運作時該有的特徵，兩相比較之下即發現機台有異常存在。 

將有故障疑慮的機器設備當作病人，而各種感測器則作為聽診器或X光拍片

機，對機器進行診斷，可藉此分析出機器患了何種「病症」，此病症可能會是前

面所提的操作參數設定錯誤、工作環境不佳或是任何異常情形。 

李傑教授所提出之智慧維護屬於預測性的維護，其可在工作機械即將出現異

常時發出警訊，提醒操作員將進行維護與更新，此可有效大幅提升產能，而基於

網路的資料串連與下達指令，整個智慧維護系統將能更有效率地運行，並同時達

到遠端監控的效果，智慧維護技術被美國《財富》雜誌列爲當今製造業最熱門的

三項技術之一。 

在宴會其間，參與貴賓見面合照，彼此交換意見，緊密地連繫了工具機業者、

學界與政府部門間之感情。宴會後並與李傑教授討論了關於未來交換學生之合作

事宜，在教育及培訓上可藉由修習進階國際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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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16日 

搭機(JL 7009: 芝加哥 東京 及 JL 811: 東京 高雄)。 

 

四、 建議 

國立中正大學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主要進行的研發計畫為：即時多工

智慧控制、智能化無線感測、與智能化產業應用與管理。這些是高階製造系統的

關鍵技術，同時也是未來工具機發展的趨勢潮流。 

此次展覽會為代表 AMI-HI首次參與國際工具機展覽，其中並與資策會合併

展出，主要宣傳與討論領域為工具機智能化技術，往後數天即是參觀 IMTS 與宣

傳 AIM-HI於智慧型工具機領域之發展成果；會場中處處可見世界知名工具機大

廠之最新研發成果，可供學習之處不少，例如MAZAK 的智慧型控制器系統可於

加工過程中即時回饋各監控資訊於使用者，方便使用者更進一步的調整加工參數

設定；而 OKUMA的 THINC 系統則展示了一控制器的全新概念，其提供一控制

器平台予使用者，使用者可自行開發相關應用軟件加載於其上使其搭配原始控制

器運作，此有別於傳統控制器只能由使用者單方面配合控制器製造商所設計之功

能，OKUMA展示了全新概念的控制器，預計將會對全世界工具機產業造成一股

風潮。 

兩年一度的「美國芝加哥工具機展」是拓展美國及歐洲、日本、中國市場的

最佳管道，也是產業尋求新知、找尋解決方案的最佳途徑。今年受到本校的參展

補助，感受到本校對工具機產業的支持與重視，對此非常感謝，也希望未來若有

國際工具機展舉辦的話，屆時本校從事智能化技術相關研究之師生應盡量參與，

這對於學術國際化與交流非常有幫助。 

利用此次參展機會也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李傑教授討論交換學生之合作事

宜，若有機會透過相關計畫成為一至二學期的國際交換生必定對於開拓視野有非

常大的幫助，相對的國際合作夥伴的學生亦將有機會來台參加國立中正大學的前

瞻製造系統計劃，此也必定激盪出更多的新思維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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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圖一:會場一角 

 

 

圖二: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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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FANUC 參展會場照片 

 

 

圖四: 本中心代表與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產品經理林志杰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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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FANUC 之重負荷機械手臂 

 

 

圖六: FANUC 之高速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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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MAZAK所展出之智能化工具機 

 

 

圖八: OKUMA TH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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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圖十: additiv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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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李傑教授於晚宴會場演講 

 

 
圖十二: 現場之越野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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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自動發牌機械人 

 

圖十四: 台灣廠商 SAFEWAY所展出之虎鉗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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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於資策會攤位播放 AIM-HI宣傳影片 

 

 

 

圖十六 台灣陸聯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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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日本工具機大廠 MAZAK 

 

 

 

圖十八: 台灣發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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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刀具檢測儀 

 

 

圖二十: OKUMA –THINC 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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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德國 DMG之車銑複合工具機 

 

 

 

圖二十一: 各式工具機週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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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中國大連工具機集團 

 

 

 

圖二十三: SOUTHBEND之傳統手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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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件 

 於現場所發放之 AIM-HI介紹簡章 

 

 



 
23 

 

 展覽現場各攤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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