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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化/輕薄化趨勢下的熱管理挑戰

2011年，散熱模組產業在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興起而分食 NB市場，以及歐債危機

帶來景氣衰退的雙重影響下，再度陷入成長趨緩的困境中，然而，根據美國 BCC Research

針對全球熱管理市場的調查分析顯示， 2011年全球熱管理市場仍高達 80億美元，預估 2016

年將達到 109億美元，未來 5年的平均複合成長率約在 6.4%左右。此其中的成長動力部分

來自綠能產業的熱管理需求，如 LED、太陽能及電動車等，再加上正蓬勃發展的網通產業

散熱需求，因此整體熱管理產業仍是被看好的，只是業者如何在新一波產業變動下快速轉

型及調整營運策略，將成為致勝及存活的關鍵。

台灣廠商居於全球主要的散熱模組供應鏈中，面對變化快速的資通訊產業，基本上，

已有一套彈性的因應之道。固然，熱管理產業已是一個成熟的產業，但在平板電腦、超薄

型筆電、雲端運算、 LED照明及功率元件等熱門的散熱需求下，仍有一些高性能散熱材料

及元件技術在持續發展中，包括超薄型熱管、均熱板、離子風扇及超高導熱材料等。特別

是在發展次世代超薄型熱管及均熱板時，量測標準的制定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國內廠商

在熱管及均熱板兩項產品的產量均高居全球第一位，但有關其性能量測標準制定一事，雖

然國內產學研界已有高度共識，唯仍離目標有最後一哩路。因此，台灣熱管理協會已將制

定熱管及均熱板之量測標準一事視為今年的重要工作目標，並計畫於今年之內完成產業標

準之制定及公開，藉此奠定國內在熱管理市場的領導地位。

本期熱管理技術專題特別針對熱管及均熱板的量測方法及原則做一介紹，並將以此做

為未來標準制定的藍本。另外，也針對國內在脈衝式熱管、離子風扇及高導熱複合材料的

最新發展及應用做一說明。透過這些文章的介紹，可讓讀者進一步了解熱管理材料及技術

在瞬息萬變的產業發展趨勢下的多元化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