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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連接器

技術專題導言

2012年全球連接器產值已達478億美元（約1.43兆新台幣），根據工研院IEK預估，2013年連接

器產業的產值會比2012年成長4.4%。而國內連接器產業的產值為1,478億新台幣，IEK預估今年的

產值僅比去年增加1.3%。由於，消費者對智慧行動裝置與平板電腦等新產品的青睞，已讓全球個

人電腦產值成長趨緩。這些行動裝置產品由於考量輕薄化的需求，故造成產品所配備之連接器數

量的精簡。加上Ultrabook等NB新產品的成長不如以往，因此也讓占國內連接器產值大宗的NB用連

接器市場成長受到阻礙。廠商在無法擴增市場規模的狀況下，國內連接器的產值增加自然會低於

全球產值擴增的平均值，這也反應出國內產品過度集中於3C產業，明顯地受到單一終端產品消長

的影響。

連接器的產品眾多，應用領域廣泛，以汽車用連接器與3C產品連接器為最大宗，各占市場的

22%左右，其次為電信與通訊(18%)、工業用連接器(13%)。國內廠商的產品種類較少，大部分都

集中在以3C為主的這個全球連接器四分之一市場的產品上。而國際大廠的產品領域較廣泛，分散

於許多應用類別，所以比較不會受到單一終端產品波動所影響。全球連接器產值也集中於國際大

廠，前十大連接器廠商的市占率就接近五成，而國內業者合計的全球市占率僅及一成左右。

國際大廠持續開發新的應用產品，如歐美大廠對於通訊、醫療、綠能、工業應用等方面均加

強開發新的產品技術，而日本廠商則在精密自動化領域加強技術發展。國內廠商的規模都不大，

無法如這些國際大廠在各領域都投入大量的研發資源。但也有廠商開始思考轉型或擴展到其他產

品類別的應用，以脫離毛利逐漸減少的3C產品領域。例如汽車電子、醫療領域產品、太陽能產品

的應用、雲端網路通訊產品、工業用設備的連接器等。這些轉變都需要建立新的技術，開發新的

客戶，並需投入相當資源。這些成功的例子也為目前在3C產品做低價競爭的紅海市場產業指引出

突破瓶頸的方向。即使，最近許多3C高頻產品持續推陳出新，朝向更高傳輸速度發展，也造就更

多的市場成長動能，如Thunderbolt 2.0、10Gbps 的USB 3.0等產品。或者，在原來連接器產品內增

加特殊電路性能，達成融合多項電子元件於連接器產品內，以增加其附加價值等。這些新的產品

也讓技術和專利門檻愈來愈高，讓國內許多尚未掌握這類關鍵技術的連接器廠商憂喜參半。喜的

是，雖然在原來產品上仍有新成長出現，但因為缺乏自主技術，以致於將受其他廠商的技術專利

所限制。

過去，國內廠商的利潤來自於產品的大量生產製造，建構出產品的彈性生產技術，可做為應

變市場快速變化的後盾，並透過降低生產成本，形成國內廠商與其他廠商的競爭力。但國內連接

器產業已發展到1,000億元以上規模，廠商需加強建立在生產與管理以外的產品設計技術，並發展

出自己專門的自主技術，才能於國際產業競爭下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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