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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於 106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期間，實地拜會日本智慧製造重點廠商，了解日本

各企業推動智慧製造的作法，作為我國產業導入智慧製造之參考。訪問期間並由智慧

機械推動辦公室辦理「臺日智慧機械論壇」，除建立臺日智慧製造長期的交流平臺，深

化雙方產業在技術與市場的合作商機外，也促成日本三菱電機與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簽署合作意向書(MOU)，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國內相關業者與三菱電機合作。另參觀日

本國際電子電路產業展(JPCA Show)中 7 家日本印刷電路板(PCB)領域重點參展廠商，

引領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廠商朝向多元及高階應用領域發展。有關本次實地拜會日本

智慧製造重點廠商及臺日雙方觀摩與交流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 精練公司：該公司所開發之視覺溝通技術，除結合數位印花與資通訊技術外，並

運用物聯網及大數據，讓消費者在店鋪透過螢幕操作即能「虛擬試穿」高達 47

萬種款式洋裝，達成智慧製造中客製化及特色化的目標，成為日本政府推動智慧

製造的典範案例。 

(二) 三菱電機：該公司自 2003 年起開始將名古屋工廠設備串聯，將機臺設備所擷取的

數據資料上傳雲端管理，並發展出三菱電機 e-F＠ctory 的架構，透過其運算達成

開發、製造及品質服務優化等功能，年產各式伺服馬達總數高達 160 萬顆，該公

司不僅著重技藝訓練更著重在生產效率數據採集，並將其轉化為個人生產的改善

教育依據。 

(三) 日立先端：該公司發展之智能工廠解決方案，整合工廠的硬體建設、會計、人事

等企業管理與製造、原物料及物流的解決方案，透過 IoT 蒐集現場生產設備的資

訊，並整合影像監控與分析系統，提供中小企業遠端管理生產品質之能力。 

(四) 雅瑪多運輸：該公司透過在最適當的地方設置庫存與維修保養中心，提高服務品

質與服務速度，並降低庫存成本；已協助日本宅急便導入最新物流中心技術，達

到每小時處理 4 萬 8 千件貨品能力。 

本次「臺日智慧製造論壇」總計超過 80 多位日本智慧機械業者及我國設備廠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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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藉由臺日智慧製造代表業者研華科技、迅得機械、日本三菱電機及智慧物流 UPR

等業者，分享印刷電路板產業在智慧製造方面及智慧物流工廠的發展現況與趨勢，另

於智慧製造論壇座談中，由臺日雙方代表業者分享智慧製造之經驗，並進行系統整合

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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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一 考察目的與重點 

近年來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國，為提升製造業技術能量，積極推動工業 4.0

的發展策略，進行製造業轉型，並透過各種智慧製造技術（如巨量資料、智慧

機器人、物聯網、網宇實體等），達成少量多樣的客製化生產，除及時精準生產、

減少多餘成本與浪費外，更能直接滿足顧客之需求。 

由於製造業向來為我國重要經濟發展基礎，故我國也已推動「智慧機械產

業推動方案」，並以「連結在地」、「連結未來」及「連結國際」作為推動 3 大策

略主軸，整合我國豐沛的新創能量，以精密機械之推動成果及資通訊科技能量

為基礎，導入智慧化相關技術，建構智慧機械產業新生態體系。 

為使國內製造業者更瞭解國際發展智慧製造趨勢，本次訪團也帶領國內系

統整合業者、印刷電路板業者及相關智慧機械設備商拜訪製造業先進國家－日

本，以瞭解其技術發展與應用情形，藉此加速推動國內製造業者導入智慧製造，

並攜手國際大廠，拓展東南亞市場之商機。 

另為強化連結國際效益，此次藉日本國際電子電路產業展期間辦理「臺日

智慧製造論壇」，讓臺日廠商於論壇中進行實質意見交流，並由智慧機械推動辦

公室與日本國際大廠簽署合作意向書，以展現臺日雙方未來攜手合作進軍東南

亞市場意願。 

二 預期效益 

本次智慧製造訪日行程，促成日方企業簽署合作意向書的任務，而參訪團

包含產、官、學、研各單位，除了深入了解日本智慧製造產業發展趨勢、創新

研發技術，也對於日本政府在智慧製造及工業 4.0 政策的推動以及投入的心力，

有很深刻的體驗，對於推動我國內物聯網、網宇實體、智慧機器人、巨量資料、

雲端運算等智慧製造關鍵技術，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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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員組成 

序 單位/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1 經濟部 沈榮津 政務次長 

2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鄒宇新 副執行秘書 

3 經濟部工業局 楊志清 主任秘書 

4 經濟部工業局 張尚鈞 技正 

5 YUS 優勢智慧自動化服務團 鄭滄光 團長 

6 士林電機 田佳文 處長 

7 迅得機械 張啟原 博士 

8 新武機械 天滿正一郎 副董事長 

9 新武機械 高世霖 技師長 

10 攝陽企業 鄭弘彥 協理 

11 臺灣電路板協會 賴家強 秘書長 

12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黃漢邦 常務理事 

13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鄭琨琳 顧問 

14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黃偉基 秘書長 

15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胡竹生 副執行長 

16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賴永祥 主任 

17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王維漢 副主任 

18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陳星宇 專案經理 

19 臺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陳龍 組長 

20 臺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盧建豪 專員 

2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楊光華 專案經理 

駐日人員參團名冊 

1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張厚純 組長 

2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何坤松 組長 

3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周立 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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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單位與行程 

時間 6/6（二） 6/7（三） 6/8（四） 6/9（五） 

上午 桃園→名古屋 
拜訪三菱電機 

名古屋製作所 
拜訪日立先端 拜訪雅瑪多運輸 

下午 
拜訪日本精練公司 

（福井工廠） 
參觀 JPCA SHOW 臺日智慧製造論壇 

公務回程 

羽田→臺北 

地點 名古屋 名古屋、東京 東京 東京 

肆、考察實錄 

一、 精練株式會社 

日本精練（Seiren）株式會社為日本百年企業代表之一，從早期加工廠轉

型為製造廠，從設計企劃、原材料、紡織、染色到成衣縫製的生產一條龍生

產，提供汽車座椅布料、安全氣囊、裝飾材料、電磁波吸收材料、環境生活

資材、化妝品等材料供應廠，近年更從製造廠跨入品牌經營成為品牌服飾商。 

該公司已從傳統紡織走向產業用紡織品與時尚產業結合，近期更研發出

視覺溝通技術系統 Viscotecs，結合通路端之虛擬試衣系統，即時提供客製化

成衣設計及製造服務，該項技術為日本政府推動工業 4.0 之紡織業應用成功

的典範，透過智慧系統連結工廠，達成市場導向的快速客製化產製模式，建

構以消費者為核心的客製化服務鏈。 

因此，本次參訪精練福井工廠，除觀摩日本精練公司的智慧工廠解決方

案在福井工廠實際運作情形，作為國內紡織業者在臺推動智慧工廠及客製化

解決方案之參考，也作為未來我國推動紡織產業導入智慧製造及整體紡織產

業轉型參考之用。 

（一）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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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成立時間：1889 年 

2. 總部位置：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1 丁目 1-1（新青山ビル東館 13F／17F） 

3. 福井研究發展中心位置（本次拜訪地點）：福井縣坂井市三國町テク

ノポート 2 丁目 3-1 

4. 資本額：175.2 億日圓（約新臺幣 47 億元） 

5. 營業額：1,072 億日圓（約新臺幣 287.9 億元） 

6. 主要產品包含下列範圍： 

(1) 紡織相關產業：包括設計、印花、染色、成衣、各類紡織產品的

進出口及自主品牌服裝銷售。 

(2) 電子周邊：電子控制設備、電子零件（導電布、墊圈、電磁波吸

收材料）的銷售和倉儲業務。 

(3) 汽車零配件：汽車座椅布料、安全氣囊、儀錶板及車門材料等。 

(4) 房屋建築及居家產品：如房屋建築用防水膜與清潔布等居家產

品。 

(5) 醫療保健產業：利用絲織品製作過程中產生的膠原來製造化妝

品。 

（二） 福井工廠參訪觀察： 

本次參訪精練公司，由該公司勝木知文及山田英幸兩位取締役執

行役員對於該公司致力於紡織品、美容醫療用品、汽車內裝織品乃至

於目前所開發之 Viscotecs 技術進行說明與介紹。該公司所開發之

Viscotecs 視覺溝通技術，除結合數位印花與資通訊技術，並運用物聯

網及大數據，讓消費者在店鋪透過螢幕操作即能「虛擬試穿」高達 47

萬種款式洋裝，達到成智慧製造中客製化及特色化的目標。 

精練公司已應用自行開發的 200 多臺 Viscotecs 數位印花機，實現

數位印花織品產業化，印刷製造過程不使用濕潤水，直接將衣飾圖樣

印製於各式布料上，並於剪裁後直接縫製，無須以傳統耗費大量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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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染整技術製作，可達到污染零排放的環保目標。Viscotecs 數位印

花機已能控制高達 1,670 萬色高度鮮明數位印花織物，印刷出立體、

豐富且飽和的色彩。 

因此，透過自行開發之印刷設備與印製技術，甚至應在室內裝潢

窗簾、床單寢具布料及建材磁磚與塑料上，不僅印製速度快，其於塑

料上所印製出來的木質紋路或金屬色澤，僅以肉眼無法辨識出其紋路

與色澤實際為印刷之效果，並且可應用在多元領域。 

 

圖 1：參訪精練公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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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致贈精練公司（勝木知文）紀念品 

 

圖 3：致贈精練公司（山田英幸）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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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展示印製於棉質、絲織品、尼龍等各種不同紡織品之效果 

 

圖 4：說明客製化產品印製於布料上減少庫存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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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菱電機株式會社（名古屋製作所） 

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動智慧製造，而三菱電機產業領域涵蓋航太、家電、

半導體、光電與工業機器等範圍，其企業演進相當於日本近代製造業發展史，

該公司並為世界知名電機廠商，所生產之電力設備、通信設備、工業自動化、

電子元器件及家電等產品，均在全球市場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其在製造過

程中，開發出具有特色的 e-F@ctory 解決方案，協助該公司及製造業者提升生

產率及設備利用率。 

本次安排參訪三菱電機株式會社名古屋製作所，該公司由臺灣三菱電機

稻葉元和董事長及名古屋製作所小山健一所長接待，會中三菱公司由溝上悟

史部次長簡報說明三菱電機 e-F@ctory 架構，會中我方並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說明臺灣智慧機械的推動，以及國內 YUS 團隊介紹 YUS 優勢自動化團隊的

能量，雙方也針對智慧製造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本次參訪除協助國內相關資訊服務業及機械設備業者瞭解三菱電機之

e-F@ctory 智慧工廠運作狀況，作為未來在國內產業導入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的

參考，並進一步促成臺日雙方業者合作，作為未來臺日智慧製造南向推動之

契機。 

（一） 公司簡介： 

1. 成立時間：1921 年 1 月。 

2. 資本額：1,758 億元日幣 

3. 總部位置：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の内二丁目 7 番 3 號 

4. 年營收：新臺幣 11,230 億元 

5. 員工人數：約 11 萬人 

6. 業務範圍： 

具備 FA-IT 的結合，透過 IoT、大數據技術，實現智慧工廠各項技術

及產品，包括可程式控制器（PLC）、變頻器、伺服控制器、伺服馬

達、放電加工機、鐳射加工機、馬達接觸器、安全開關控制器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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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7. 海外布局： 

(1) 研發中心─兵庫縣尼崎市設有先端技術總合研究所。 

(2) 製造據點─在日本各地有 29 座製造工廠。 

8. 在臺經營情形： 

臺灣子公司 1978 年成立於臺北，共有 162 人。資本額約新臺幣 12.7

億元。產品包含：空調、家電、半導體、機電設備、自動化設備、

CNC 控制器等。 

（二） 名古屋製作所簡介： 

1. 名古屋製作所於 1924 年設立，目前生產的產品範圍包含汎用伺服馬

達、高壓壓力開關組裝、及金屬製品設計、加工和製造操作等。三

菱電機透過汎用伺服馬達作為主導產品，同時也帶動整體事業發

展，開發以家用電器為主的多種相關產品（如冰箱及分裝封條機等）。 

2. 隨著三菱電機的發展，名古屋製作所相關產品線陸續移至其他製作

所持續生產，故名古屋製作所又被譽為「母親工廠」，對於三菱電機

在經營成長中具有巨大的貢獻。 

3. 1964 年順應日本經濟成長的大量生產需求，三菱電機開始拓展新事

業，並逐步開發高科技的 FA（Factory Automation）產品並將名古屋

設為打造 FA 產品的頂級生產工廠。 

4. 因應消費型態進化、製造業全球化及地球共存等議題，三菱電機於

2003 年提出智慧製造綜合解決方案，將名古屋製所的放電加工機及

伺服馬達生產線機臺設備中所擷取的數據資料上傳雲端管理，並發

展出三菱 e-F@ctory 的架構，透過其「邊際運算」（edge computing）

功能，達成開發、製造及品質服務一流化的歷程，並於 2013 年正式

於名古屋製作所建立以 e-F@ctory 概念為主的示範工廠，以作為帶動

全球製造業進化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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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參訪三菱電機名古屋製作所合影 

    

 

圖 7：沈政務次長致贈禮品給臺灣三菱 

電機稻葉元和董事長 

圖 6：名古屋製作所小山健一所長回 

贈禮品給沈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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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三菱電機解說金屬線切格設備性能 

 

圖 9：展示金屬線切格設備切割金屬材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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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生產線裝設自動柵欄感應異物以防止碰撞 

 

圖 11：可視化生產線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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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觀 JPCA SHOW 

（一） JPCA Show 2017 介紹 

1. 全名：日本國際電子電路產業展 

2. 展覽主題：提供電子電路、封裝、設備及 IT 相關領域之技術、解決

方案。 

3. 主辦單位： 

(1) 日本電子電路工業協會（JPCA, Japan Electronics Packaging and 

Circuits Association） 

(2) 電子工學裝配學會（JIEP, Japa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Packaging） 

(3) 日本機器人工業協會（JARA, Japanese Robot Association） 

4. 展場地點：東京國際展示場（Tokyo Big Sight） 

5. 展場規模： 

JPCA Show 2017 在 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於東京 Big Sight 展館盛

大舉辦，共計逾 450 家參展廠商，展覽首日就吸引 14,752 人入場參

觀，累計 3 天總參觀人數逾 43,000 人，較去（2016）年成長 6.8%。 

6. JPCA Show 展示類別及重點： 

今年 JPCA Show 也結合以下 5 項電子聯展，本次訪團行程主要

以參觀 JPCA Show 2017 為主。 

(1) JPCA Show（47TH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ircuits Exhibition）：展出

內容包含印刷電路板技術、模組、軟板印刷電路及產品及電子產

品製造服務（EMS）等。主要包括 3 個展場，即印刷電路板展（PWB 

Tech 2017）、模組展（Module Japan 2017）及電子專業代工製造服

務展（EMS Japan 2017）。 

(2) Large Electronics Show：展出內容包含聚乙烯（PE）製程、元件、

微機電系統（MEMS）/感測器、LED/OLED 及有機半導體等。 

(3) Microelectronics Show（31th Advanced Electronics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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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展出內容包含先進電子封裝技術。 

(4) WIRE Japan Show：展出內容包含電線、電纜和連接器展覽。 

(5) JISSO PROTEC（第 19 屆 JISSO 工藝技術展覽會） 

（二） JPCA SHOW 參訪廠商 

本次參觀日本 JPCA SHOW 的 7 家廠商，是由 TPCA（臺灣電路板

協會）盤點臺灣 PCB 產業設備缺口後，所挑選出之參展廠商，參訪介

紹如下： 

1. ORC：該公司的 LDI（雷射直寫曝光）設備，用在高階印刷電路板產

品製程，全球約有 10~20%市占率。 

2. OHT：該公司採為非接觸式、高速 OPEN/SHORT 的電性檢測技術，

且為全世界最先進之設備，市占率約 70%。 

3. ＯFUNA（大船企業日本株式會社）：該公司開發之 PCB 鑽孔機，其

超高速主軸轉速可達 30 萬 rpm，可進行最小直徑 0.075mm 之微孔加

工，領先業界。此外該公司並於臺中大甲設置工廠研發高速馬達及

馬達高速主軸等技術。 

4. SCREEN 株式會社：該公司為世界第 3 大 LDI（雷射直寫曝光）設備

製造商，市占率 30%以上，所生產之檢測設備在高階印刷電路板產

品之檢測誤判率、穩定度、解析度、篩檢速度等亦具領先地位。 

5. FUJI MACHINE：該公司為全世界第 3 大表面黏著技術（SMT）設備

製造商，市占率約 30%，可與 AOI 自動化設備連線，提供 Total Solution

整體解決方案。 

6. IBIDEN：該公司之專業高階載板、HDI 板廠，全球排名第 2，可應用

於承載 CPU、邏輯 IC、手機 AP 等，再放置於 PCB 板上。 

7. NIPPON MEKTRON：全球最大專業 FPCB 軟板廠，產值佔全球 32%，

應用於行動通訊裝置、消費性電子產品等；特別於車輛產業之應用

潛力極高，包括感測器、電池動力系統、燈具、資訊娛樂系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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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開關等。 

 

圖 12：參訪 ORC 公司攤位 

 
圖 13：參訪 OHT 公司設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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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IBIDEN 公司介紹高階封裝基板技術 

 

圖 15：參觀 NIPPON MEKTRON 車用印刷電路板（軟板）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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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參觀 NIPPON MEKTRON 車用印刷電路板（軟板）應用 

 
 圖 17：展示印刷電路板應用於高爾夫球桿感測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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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展示印刷電路板應用於慢跑鞋感測施力 

 

圖 19：參訪團與臺灣印刷電路板協會合照 

23



四、 日立先端科技株式會社 

本次參訪主要希望了解日立先端運用 IoT 技術及物聯網應用平臺在智慧

工廠運用的情形。日立先端藉由營業、自社產品的維修營運一體化，擴展客

戶的事業，以該社產品及商社機能 2 種業務來創造附加價值。 

透過本次拜訪期望了解日立先端智慧工廠之實績，挖掘其尚未開發之產

業領域。在智慧工廠部分，日立先端積極發展智能工廠解決方案 SFaaS（Smart 

Factory as a Service），透過日立先端提供場地、人事、會計與設備協同運作功

能，以及遠端管理系統，以維持日本高品質的生產，讓中小企業的供應商，

可以利用最小的資源，和日立先端一起進軍海外市場。目前日立先端已將大

陸家電製造廠移到泰國，未來也將持續發展東南亞等第三地市場。 

本次拜訪日立先端也希望能將我國印刷電路板廠商帶進日立先端供應鏈

體系，利用該公司將大陸家電製造廠移到泰國，重新找供應鏈的機會，藉此

媒合我國印刷電路板業者進入日立先端供應鏈，以擴大我國印刷電路板產品

應用領域的機會。未來也期望能擴大日立先端與臺灣製造業者合作，共同發

展東南亞等第三地市場，以創造臺日共同合作商機。 

（一） 公司簡介 

1. 公司名稱：日立 High-Technologies 株式會社（日立先端） 

2. 成立時間：1947 年 

3. 總部位置：東京都港区西新橋 1 丁目 24 番 14 号 

4. 資本額：79.3 億日圓（約新臺幣 21.2 億元） 

5. 主要產品：自社產品及商社機能 2 種業務來創造附加價值。業務範

圍分五大類：電子元件系統、Fine Tech 系統、科學及醫療系統、產

業及 IT 系統、高科技產業零件。 

6. 員工人數：3,711 人（含關係企業在內共 9,902 人） 

（二） 會議交流內容 

本次拜訪日立先端由該公司橋本純一執行役常務接待，並介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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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先端，該公司自 1947 年 4 月 12 日創立，係由日製產業與日立先端

兩家合併而來，目前社長為宮﨑正啓先生。該公司事業部可分成科學、

醫用系統之研究開發、電子部品系統之推進與研發、先端產業部品開

發與先端事業本部等 4 個部分，產品包含從日製產業合併來的業務，

包含半導體，電子設備、科學醫學系統、產業系統以及原屬商事部門。

科學、醫用系統之研究開發、電子部品系統之推進與研發、先端產業

部品開發屬於製造業務，而先端事業本部則屬於商社。 

日立先端整體營業額約 6,445 億日幣，其中先端產業部材事業，約

占公司 38％的營業額。該公司在臺灣主要有兩個事業，其中一個是半

導體設備，主要包含在新竹的半導體蝕刻與檢測設備等，目前日立先

端在臺灣共約 200 人，而其中 80 人左右為半導體設備的人員，並與臺

積電合作密切。 

隨著業務與海外市場的發展，日立先端也積極回應客戶需求，透

過智慧供應價值管理概念，發展出智能工廠解決方案 SFaaS（Smart 

Factory as a Service），提供客戶從設計企劃、採購原物料、生產製造、

販賣以及金物流服務等一貫化的整合服務。透過 IoT 及雲端技術提供

客戶能夠共享的解決方案，使中小企業透過遠端管理系統，解決採購、

品質與生產的問題，更進一步使其能夠進軍海外。 

SFaaS 透過 IoT 蒐集現場生產設備的資訊，並整合影像監控與分析

系統，提供中小企業遠端管理生產品質之能力；此智能工廠方案從 2016

年開始實證。目前也已用於泰國 AMATA 工業區的工廠，透過運用 IoT

技術，讓未來前往東南亞發展的廠商能夠提高更多的競爭力。 

會中我方臺灣電路板協會的吳永輝理事長及洪雅芸副總幹事，介

紹臺灣 PCB 產業能量及未來發展智慧製造的趨勢。希望未來能夠結合

日立集團重新佈局亞洲的機會，讓臺灣企業成為日立供應鏈體系重要

的合作伙伴，攜手拓展東南亞新興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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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與會人員合照 

 

圖 21：沈政務次長致贈禮品給日立先端橋本純一執行役常務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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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日智慧製造論壇 

為因應全球智慧製造發展趨勢，我國正積極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方

案」，透過「連結在地」、「連結未來」與「連結國際」為 3 大推動策略，其中

連結國際部分以強化對美、日、歐智慧製造之產業交流合作為首要重點，有

鑑於日本在智慧製造系統已有長期發展經驗，其系統整合技術已十分成熟，

為結合臺灣優質精密機械以及 ICT 產業，共同經營全球應用端產業市場，本

次論壇配合日本國際電子電路產業展期間，於日本東京國際展示館（Tokyo Big 

Sight）辦理臺日智慧製造論壇。本次論壇也邀集臺灣及日本智慧製造相關公

協會與廠商共同參與，包括臺灣電路板協會吳永輝理事長、臺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黃漢邦常務理事、日本機器人工業協會富士原寬專務理事、日

本三菱電機山西健一郎會長等產業代表。 

本次論壇除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與日本三菱電機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外，也安排研華科技、迅得機械等國內產業廠商進行臺灣智慧製造

產業發展的專題演講，日本方面則由三菱電機及 UPR 公司分享日本智慧製造

產業發展概況。此外，並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胡竹生副執行長主持臺日智

慧製造推動經驗專題座談，邀請本次論壇臺日講者與我國 YUS 優勢智慧自動

化服務團，共同進行臺日智慧製造推動的經驗交流與討論。 

本次活動除透過臺日智慧製造技術及產業經驗的深度交流，為我國電路

板、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等產業，建立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以提升國際競爭

力，也希望透過本次論壇加速國內智慧機械業者與國際連結，開啟未來更多

合作的契機，並建立臺日智慧製造長期交流合作的平臺。 

（一） 論壇簡介 

1. 主辦單位：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2. 協辦單位：臺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TJPO）、臺灣電路板協會

（TPCA）、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 

3. 舉辦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四）1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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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壇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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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沈政務次長榮津與會致詞 

圖 23：臺灣電路板協會吳永輝理事長與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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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黃漢邦常務理事與會致詞 

 

 
圖 25：日本機器人工業協會富士原寬專務理事與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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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日本三菱電機山西健一郎取締役會長與會致詞 

 

 
圖 27：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與三菱電機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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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沈政務次長榮津與三菱電機山西健一郎取締役會長見證合作備忘錄簽署 

 

 
圖 29：論壇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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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 

本次拜訪雅瑪多運輸在羽田的物流展示中心(CHRONOGATE，又稱時空玄

關)其所追求的「Value-Networking」未來物流技術，係利用空間與時間換取物

流績效的典範；已協助日本宅急便導入最新物流中心技術，該物流中心每小

時最高處理能力為 4 萬 8 千件貨品。 

CHRONOGATE 共集結了集團旗下 13 家子公司，運作範圍包含供應鏈物

流、運輸配送網絡、國際保稅貨運代理報關、國際運輸等。CHRONOGATE 在

規劃設計之初，即根據客戶需求與未來發展，率先提出日本最新世代的物流

據點概念，讓據點的附加功能成為物流的創新價值。該公司在最適當的地方

設置庫存與維修保養中心，以提高服務品質與服務速度，藉此降低庫存成本。 

該公司梅津克彥上席執行役員本部長也於接待本團時表示，自 1919 年創

立至 2019 年時將滿一百週年，所以該公司也正在思考在第 2 個一百週年時，

公司新的未來方向，所以目前也與日本國土交通部與經產省合作，正著手將

人工智慧(AI)導入在無人運輸駕駛領域。該公司目前也正與德國與法國廠商洽

談在資訊科技與電動貨車等進行合作，藉此擴大科技技術運用在運輸領域的

成效。 

此外，該公司在物流基礎上發展出多種營運項目，例如提供「洗淨」、「印

刷」、「修理」及「保養」等多樣化附加服務，而在羽田物流展示中心更已導

入 3D 列印設備，使用者可透過網路將類似汽車零件的圖檔傳送至該中心，經

由 3D 列印設備將零件製作出來，減少運送所需耗費的時間。 

（一） 公司簡介： 

1. 公司名稱：雅瑪多運輸株式會社(YAMATO TRANSPORT CO.,LTD.) 

2. 成立時間：2005 年 3 月 31 日 

3. 總部位置：東京都中央區銀座 2-16-10 

4. 資本額：500 億日圓 

5. CHRONOGATE 成立時間：由雅瑪多控股集團設立，於 2013 年 9 月

20 日完工，並於同年 10 月上旬啟用運作。 

6. CHRONOGATE 展示規模：鋼骨造、物流棟(六層樓)、辦公棟(八層

樓)。土地面積 89,222 平方米，建築面積 197,575 平方米。 

7. 雅瑪多運輸在臺發展情形：目前與國內統一企業（統一速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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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與 7-11 結合，提供相關宅急便服務。 

（二） 參訪內容： 

本次參訪雅瑪多運輸羽田物流中心，是利用空間與時間換取物流

績效的最佳典範，占地面積約有 60,000 坪左右，是日本最大的 B2C 與

C2C 運轉樞紐，總投資金額約 1,400 億日幣(含土地及建築物、設施等)。

除其位置鄰近羽田國際機場外，另鄰近 JR 日本鐵路貨櫃貨運中心及京

與橫濱兩港，運輸車輛 15 分鐘內即可上高速公路，進行海陸空鐵串聯

聯運，以提升總體運送時間及效率。 

羽田物流中心結合「收發同時分類」、「24 小時運轉的高附加價值

機能」與「快捷的配送」，最高處理能力可達每小時 4.8 萬件包裹。同

時結合厚木 GATEWAY、關西、中部的 GATEWAY、沖繩國際物流埠，

成為日本國內與亞洲之間網路的綜合物流轉運站。 

本次參訪配合羽田物流中心由該公司人員介紹其發展歷史與簡

介，該公司並運用巧思，將該公司各年代所發生之重大事件之說明及

圖案做成立方體積木，放置於入口區，供參訪人員可自行了解。 

 

圖 30：雅瑪多運輸歷年重大事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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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公司立方體積木簡介 

 （第一次黑貓圖示出現於該公司） 

 

本次參觀該物流中心空中迴廊區所展示的自動化貨物分揀理貨流

程，貨物包含 1 樓層的轉運貨物及 3 至 7 樓層所處理分類過的貨品，

其中使用螺旋式輸送帶予以連結，經過分揀理貨的貨品則被分流到一

樓的發送路線裝車口，並由人工搬運到籠車內進行裝運。以下就其物

流中心參觀內容說明： 

1. 高速分揀線(cross-belt sorter) 

羽田物流中心設置兩套交叉式皮帶高速分揀線(cross-belt 

sorter)，可分別獨立運作，可避免分揀設備發生故障及定及維修之檢

驗。每條輸送帶全長約 1,000 公尺，共設有 1,336 個皮帶式托盤，運

行速度每秒可達到 2.7 公尺，托盤最高可承重達 25 公斤，該項設備

總共花費約 50 億日幣。由各樓層透過螺旋式輸送帶運送到 2 樓的貨

物，將會匯集到主輸送帶上，並通過紅外線掃讀設備讀取包裝盒上

的條碼，並確認其運輸目的區域後，分流至不同路線的裝車口，該

項分撿方式的正確率約為 98.4%；少數無法判讀或異常貨品，則以人

工方式進行排除，最高處理能力可達每小時 4.8 萬件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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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介紹交叉式皮帶高速分揀線運作方式 

 
圖 33：貨品包裝盒上條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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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分揀線托盤實體 

2. 中央控制室 

羽田物流中心的中央控制室不對外開放參觀與拍攝，本次該公

司配合本團參訪，開放其中央控制室讓本團一探究竟。羽田物流中

心透過中央控制室掌控所有作業程序，並作為中心資訊匯集與管理

的地方，中央控制室又被稱為物流中心的神經中樞。管理人員透過

螢幕上所顯示的現場即時影像、資料與訊號了解現場狀況，一旦發

現異常，立即聯繫現場人員進行問題檢視與障礙排除。中央控制室

採用液晶調光玻璃，可在白霧狀與透明狀間瞬間切換，並備有嚴格

的門禁管理機制，進出除使用通行卡外，尚須搭配手掌靜脈辨識方

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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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羽田物流中心中央控制室全貌 

 
圖 36：中央控制室螢幕監視畫面 

3. 雅瑪多運輸附加服務 

雅瑪多運輸在羽田物流中心內部設有高速全彩印刷機，每小時

最多可印製 6,600 頁文件，提供使用者有關印刷與宣傳品文件等印製

服務。使用者可透過線上預約方式，委由羽田物流中心進行型錄印

刷、裝訂及運送等服務，當使用者與客戶洽談生意時，無須再帶大

量的宣傳品文件，只要事前將型錄上傳並提供送達的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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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瑪多運輸即會將委託印製之商品型錄或促銷廣告等資料，準時送

達指定地點，除讓使用者可省去自行連絡印刷與運送的聯繫作業時

間外，也讓使用者攜帶簡便行李即可輕鬆前往客戶端，讓該公司的

運送服務更佳貼心。 

 
圖 37：羽田物流中心內之型錄印製場所 

 
圖 38：印製之型錄範本 

除了前述服務外，羽田物流中心目前也新增設 3D 列印設備，希

望未來透過 3D 列印設備印製出客戶所需要的物品，再搭配雅瑪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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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的快速運輸方式將產品送達。例如某型號的汽車零件可能北部缺

貨，僅南部有庫存，汽車零件商僅需將零件圖檔上傳，透過物流中

心的 3D 列印設備，將零件製作出來並運送至客戶手上。 

 
圖 39：羽田物流中心內 3D 列印設備 

 
圖 40：3D 列印設備印製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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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介紹目前 3D 列印設備所製作出的產品 

本次參訪過程中雅瑪多運輸公司向本團說明，為了打造一個對該

地區便利且和善的環境並貢獻地區居民，羽田物流中心當初的設施配

置規劃上，在不受到物流路線的影響的前提下，也規劃了向近鄰開放

的「和之里」設施。其中包括可從事各類體育活動的「雅瑪多 Forum」、

托兒所、咖啡廳&麵包店(提供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工作)、宅急便中

心、環形天臺、以及羽田時空玄關（CHRONOGATE）之綜合接待處，

也都開放附近民眾前往參觀學習，以建立與附近居民友好互利的良好

基礎。 

此外，該公司在環保措施方面，做出了迄今為止物流倉庫所沒有

的規劃，如利用了中庭、防震層的自然換氣系統來降低空調負荷，在

物流轉運中心嵌入的 ECOVOID（高剛性中空球體），使用低層換氣，

並從屋頂將陽光引入倉庫內來減少照明能耗；讓陽光、風、雨能夠自

然進出，充分實施大樓建築節能減碳管理，整體上與同類未採取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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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設施相比，實現了 46％(約 14000 噸)的二氧化碳減排。此外，雨水

回收灌溉、太陽能發電、大規模綠化也都是該物流中心的特色。 

而在員工辦公環境來看，從員工上下班的出入口開始，設計有如

地鐵的出入口一樣，刷卡進入後，透明玻璃及大型的油壓電梯，開放

的休息洽談室，在整體空間中錯落有致，毫無壓迫感，辦公家具也都

使用具現代感高品質的，讓人覺得環境充滿尊重與品質，也讓員工享

有舒適的工作環境，堪稱幸福企業代表。 

 
圖 42：雅瑪多運輸設置供鄰近使用之托兒所(Poppins Hanada)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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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精練公司所開發之 Viscotecs 視覺溝通技術，讓消費者在店鋪透過螢幕操作即能

「虛擬試穿」高達 47 萬種款式洋裝，達到智慧製造中客製化及特色化的目標，

我國紡織業在噴墨印刷術亦有所著墨，也曾經試圖引進虛擬試穿技術卻未能發

揚光大，原因就是對於 Database 仍相對缺乏，在面對客製化、特色化的智慧製

造潮流，紡織產業應加速 Database 的補強；另精練公司以其印刷加上固化的技

術減少傳統染整製程用水需求，對於紡織產業結合時尚以符合變量變樣的需

求，亦有可借鏡之處。 

二、 三菱電機 e-F@cotry「馬達生產工廠」的生產換線僅需 1 分鐘，使得該工廠可年

產 160 萬顆各式伺服馬達，達成智慧製造生產，可作為我國製造業參考之標竿。

此外，該公司不僅著重技藝訓練，更著重於生產效率數據採集，並將其轉化為

員工個人生產的改善教育依據，以提升員工工作之效率，此點更可作為我國產

業人員訓練之參考。 

三、 在 JPCA SHOW 中國內印刷電路板業者已於汽車電子用印刷電路板、智慧高爾

夫球桿感測元件及醫療產業等進行多元研發與應用，此點值得肯定，惟仍應跟

上國際趨勢，提早朝未來高階產業方向先行布局，例如挑戰航空產業等高階應

用門檻，以掌握領先應用技術。 

四、 未來能夠結合日立集團重新佈局亞洲之機會，協助臺灣企業與日立集團共同邁

進東南亞市場，讓臺灣企業成為日立供應鏈體系重要的合作伙伴，以攜手拓展

東南亞新興市場的機會。 

五、 雅瑪多運輸與日本國土交通部與經產省合作，著手將人工智慧(AI)導入在無人運

輸駕駛領域，目前我國也將著重在人工智慧技術及人才之培育，未來也可參考

日方應用在各產業領域。此外，該公司透過回饋社區與鄰近居民建立起友好互

利的作法，更是值得國內各大企業效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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