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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電子裝置

技術專題導言

穿戴式電子裝置趨勢與材料產業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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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Research的調查資料顯示，2011年全球穿戴式電子裝置市場約有20億美元的營 

收，預計到2016年的銷售總額可達60億美元，整體市場發展規模不容小覷。穿戴式電子裝置

在轉眼間即成為2014年發光發熱的新寵兒，主要的原因是建構在智能化手機架構下，穿戴

式電子裝置毋須太尖端的產製技術與成本花費，其所嚮往的是更符合人體工學的使用情境與 

需求。

穿戴式電子裝置顧名思義必須能夠方便簡易的穿與脫，因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錶、

眼鏡、戒指等便成為了第一波主打，市面上出現琳琅滿目的相關產品，同時也帶動了一股旋

風與商機。此外，許多可植入人體的裝置也列入相關廠商的開發清單之中，而可能掀起下一

波的電子革命。例如植入式晶片，甚至智慧型刺青等，都能提供監測及給藥的功能。無論是

自由穿脫或是植入體內，穿戴式電子裝置的目的都是提供一種便利、穩定、可攜式，並且高

度智能化的電子裝置。

隨著穿戴式電子產品成為一種趨勢，系統商在開發上也開始進行下一波運算革命， 

構建參考設計裝置及平台，主要以穿戴式裝置的創新應用與整合，提供客戶可立即用來 

開發各種穿戴式產品。但目前在相關材料與製程設計上卻遭遇瓶頸，首先如何解決小型且彈

性化供電的新方法，以符合穿戴式電子產品技術的需求，是為首要課題。軟性材料設計與 

基板需求除了素來追求之元件或模組的輕、薄、短、小之外，透明元件的設計需要也開始被

考量。

穿戴式電子裝置的涵蓋性包含需要一個具有軟性可伸縮電子，包括金屬導線、主動元

件和彈性高分子基板等三個主要元素，及具有可伸縮性質且兼備堅固耐用機械性質及電子特

性的調控。在電子元件上，需具有可撓曲、可摺疊，並可包覆在任何彎曲表面的特性，不會

因為形變伸張而導致機械疲勞或是明顯的性質改變。軟性可伸縮電子技術已成為穿戴式電子

裝置必須具備的技術與要求，因此，當市場開始流行穿戴式電子裝置時，材料與製程的創新

與考驗也接踵而至，掌握關鍵材料技術將會是這一波電子革命下的豐收者。本專題將提出材

料、製程、系統的新技術，作為產業開發方向，期許能對產業有所助益，並協助業界掌握商

機與材料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