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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GFX是免費的STM32軟體工具，且為易於使用的
圖形 C++ 軟體框架，並可用於 STM32微控制器上開發
嵌入式使用者介面。

• 其能完全整合於STM32生態系統中，可以使用並
實現STM32CubeMX、STM32CubeIDE和
STM32CubeProgrammer軟體。

• TouchGFX 透過拖放式 GUI 開發程式TouchGFX
Designer 為 UI 開發人員提供支援，並能快速且輕鬆開
發出吸引人的 UI。

TouchGFX
將GUI提升到下一個層次

意法半導體
TEL: (02)6603 2588
FAX: (02)6603 2599

代理商
伯東：(02)8772 8910 
文曄：(02)8226 9088 

友尚：(02)2659 8168 
安富利：(02)2655 8688 

艾睿：(02)7722 5168
益登：(02)2657 8811

www.st.com/x-cube-touchgfx

加入ST台灣
FB粉絲團

掃描QR Code下載ST MCU 選型工具ST台灣
微型網站

配置和產生 TouchGFX 專案

最佳化和硬體加速的圖形庫

拖放式 PC GUI建構器和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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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製造的意義與目的

回顧整個2021年，晉升為智慧工廠或者建置了智慧產線的業者，實在族繁不及備載，包含台灣松下、

友達、群創、鴻海、華碩、台達等等，可以說整個台灣第一線製造商都已經踏在智慧製造的路上了。

而有這些大廠用實際行動的帶領，其它的中小型業者也將會陸續跟進，讓智慧廠房變成一種標準化的

設置，同時也會開始真正進入枝開葉散的時代。相信在數年之內，我們將不會在一間工廠內看到太多真

人，產線上實際作業的，都會是機器人。

但這個願景的實現並不是問題的終結，反而只是進入核心問題的開始。那核心問題是什麼？就是必須重

新定義製造的意義與目的。

過去製造的目的就是運用勞力和原物料來生產商品，而且在工業化量產的思維下，追逐的是最高的產量

和最低的成本，因此直接間接的造成了對人類與生態資源的壓榨，也衍生了資本與階級的問題。

那智慧製造的目的呢？本質上，我們仍舊是透過勞力與原物料來生產商品，但不再這麼追求高的產量和

低的成本，而是著重在解決消費者各種不同的產品需求上。也因此無縫連結消費者需求，同時最大程度

的降低對人力與環境的依賴，就成了智慧製造的重要目的。

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工業時代的人力勞動與作業模式已經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必須使用機器人來提高

製造的精度與準度；要連結消費者需求，就要從需求發生的現場來串接，因此導入ICT資訊科技和使用

大數據也是必須的。

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產業裡大概就是在做上述這兩件事，也就是研發出更符合製造現場需求的機器

人，以及讓ICT資訊技術能夠連接產線上的機具與設備。但這兩件事說來簡單，其實是相當的複雜，不

僅是機件技術本身要演進，各項協定與標準化的制定也是費時曠日，因此才走得如此緩慢。

終於，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智慧工廠，接下來還會有更多更多，意味著真正的智慧製造離我

們越來越近。但就如一開頭所講，現在問題才真正開始，消費者究竟要什麼？製造業要如何可以滿足他

們？

而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的擘畫，此時就是數位技術與人工智慧登場的時刻了。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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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報導／季平

智慧製造利用先進製造技術，透過AI、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邊緣運算等技

術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將生產過程代入智慧化製造模式，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

產品，一躍成為工業4.0的要角。

用AI與大數據來客製化產品

提高產業韌性 
智慧製造扮演關鍵角色

鴻海科技為首批的燈塔工廠。（source：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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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疫情持續延燒下，持續推升非接觸與數位轉

型需求，2022年已經看到物聯網結合5G、邊

緣運算、AI等工具打造虛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CPS），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技術則被

運用於智慧製造、智慧城市等垂直領域，隨著環境、

場域與設備之間的交互影響變得越來越複雜，各類數

位技術也加速發展，擴大部署及運用範疇，如物聯網

技術搭配3D感測技術、VR、AR等遠端作業，打造元

宇宙（Metaverse）發展架構，帶動智慧工廠解決方案

更為多元化。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副組長熊治民指出，可應用於智慧

製造的科技相當廣泛，如ICT、資料科學及先進製造

技術，許多技術仍在持續發展與進步中。近年來發展

較為快速的智慧製造相關技術與應用包含感測、智慧

機器人（特別是協作機器人與自主移動機器人AMR）

、積層製造（3D列印）、人工智慧（AI）、5G通

訊、工業物聯網與雲端平台、數位模擬與分析，以及

擴增實境（AR）等。

「預估2022年製造業仍受COVID-19疫情影響，進而

推升自動化、數位化、智慧化、遠距化等方面的應用

需求，前述相關技術也會在智慧製造應用方案中持續

發展。」

2022年除了自動化需求持續增溫外，隨著遠距工作

與服務模式應用需求度提升，雲端、AR/VR/MR、5G

應用等領域也會持續增溫。此外，推動淨零碳排已

成為製造業不可避免的全球趨勢，急需借助智慧感

知、IoT、AI、數位孿生等技術，以及碳排放計算、能

源與資源使用優化、供應鏈運作優化等技術，以提供

更多適合的解決方案，在各方需求帶動下，也會同步

加速智慧製造的覆蓋率。

至於智慧製造應用場景則包含智慧工廠中的人（工作

效能與安全）、機（運作最佳化、設備預測維護）、

料（品質管理）、法（製程優化）、環（安全），以

及供應鏈運作管理（供需預測、決策最佳化）。

智慧製造潛力股：數位孿生

在前述科技發展或應用中，數位孿生的發展及應用相

對亮眼。熊治民認為，數位孿生在產品設計、製造、

使用等全生命週期都具有極大的應用效益與發展潛

力，包含有助縮短產品設計驗證及產線規劃時間，可

提供生產設備、產線、工廠即時運作最佳化，增加設

備、產線的可用性，提供客戶創新服務與支援，同時

引領各種商業模式的創新。

國 際 市 調 機 構 M a r k e t s a n d M a r k e t s 報 告 預 測 ， 

2020-2026年，全球數位孿生市場規模CAGR達 

58%，2020年全球市場規模達31億美元，2026年

將成長至482億美元。然而，數位孿生需要整合感

測、IoT、AI、AR、5G、先進模擬分析等多種科技，

在應用推廣上仍有一定限制。

由於應用價值巨大，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認為數

位孿生是極具發展潛

力的智慧製造技術，

而且能促進其他智慧

製造技術應用

的 進 一 步

圖一：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副組長熊治民。 
(source：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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