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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光電產品製程設備及

耗材技術之自主化

光電產業是繼資訊產業及半導體產業之後，另一個閃閃發光的明星。透過電漿設備技

術的發展與擴散，可應用於平面顯示器(FPD)、太陽光電(PV)、發光二極體(LED)等產業上。

各國對光電市場未來成長潛力寄予厚望，在積極投入發展的形勢下，光電產業將繼續呈現

蓬勃而穩定的成長趨勢。未來光電產業之競爭也必然是全球化、區域化與動態化。

全球經濟在逐漸脫離金融風暴之後，預期 2010年台灣光電產業將恢復高成長的態勢，

產值規模將突破 2.2兆新台幣，目前平面顯示器仍是台灣光電產業最大的領域，占整體的

73%，今年第一季產值已達 3,220億新台幣。 LED與太陽能相關的市場前景更是令人期待，

根據 TRI調查顯示，目前多數業者皆表示 2010年太陽能市場的需求將加速回溫，而台灣業

者具有豐富的半導體產業經驗及品質第一的優勢，以太陽能產業為例， 2009年總產值已達

新台幣 438億元。另在 LED照明部分， 2009年上游晶棒與晶粒產值約 191億元；近年配合

節能議題，諸多廠商投入 LED照明引擎及背光源應用開發，帶動高功率 LED驅動 IC與 LED

散熱技術研發，不但建立自主技術，產業擴散效益亦顯著提升。

韓國、日本早已投入光電產業上游材料及耗材零組件研發，積極進行相關產業標準的

制訂，並積極布局中國大陸市場。目前我國光電產業產值日增，擴廠計畫持續進行，不論

是新廠或已有的舊廠對設備及耗材零組件需求量大增，同時業界亦積極尋求降低生產成本

方案。因此政府為持續保有產業競爭力，並提升台灣 FPD製程設備相關技術與研發能力，

近年來推動了不少大型輔導案，今年更將太陽電池製造設備、半導體關鍵設備及 LED製程

設備等產業加入，藉由政府的輔導，使廠商能在新興產業的設備研發技術深耕，提升台灣

整體光電產業之競爭力。

工研院近年來與金屬中心、精機中心、中科院共同執行經濟部工業局「平面顯示器設

備自製率躍升計畫」。材化所執行之計畫特別整合了金屬材料、功能設計及複材、化學工

程、高分子等四個研究組的研發能力來輔導國內廠商，分別投入部分 FPD製程、檢測設備、

周邊自動化系統、廢氣處理、太陽電池、 UV光源開發等設備之關鍵零組件及耗材的開發。

本技術專題特別挑選太陽電池串接 PV Ribbon製造之關鍵設備、 UV固化光源開發、 LED

產品應用及相關檢測等主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期望能對相關業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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