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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oT
應用趨勢研討會

打造機聯網

完整架構你的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09:00~16:40

2019 10 . 18 (五)
1年 企業版

1伺服器

10台授權

抽獎禮

卡巴斯基企業版
防毒軟體 一套

AirPods無線耳機一組
(二代)

圓山飯店吃到飽禮券兩名

問卷禮
舒適牌刮鬍刀1支

完整填寫問券且聽完全程課程
即可於活動最後兌換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s:www.ctimes.com.tw
報名洽詢：02-2585-5526分機225孫小姐 
傳真：02-2585-5519
e-mail：imc@ctimes.com.tw

免費報名

注意事項：
活動當天，若報名者不克參加。可指派其他人選參加，並請事先通知主辦單位。
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得保留研討會課程主題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本公司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決定權，相關變更內容將不定期公告於網頁。
本公司有絕對的權力審核學員入場與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無收到上課通知，前來聽課學員，需繳交1000元入場。
全程參加活動並完整填寫個人資料和問卷者，可獲得舒適牌刮鬍刀一支（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早鳥禮

前100名報到者可抽
7-11商品卡(共40名)

最高金額500元
(聽完全程課程)

藍芽智慧血壓計一組 體重體脂肪機一組

主辦單位

白金贊助

鑽石贊助

一般贊助

協辦單位

議題 講師

09:00∼09:10 
 
09:10∼10:00 利用ROHM感測器實現
  IIOT架構下的數據採集與應用

10:00∼10:20

10:20∼11:10 工業設備與雲端通訊的
  挑戰與應用

11:10∼12:00 連結IT與OT前端設備的整合

12:00∼13:00

13:00∼13:50 人機協作新進擊 
  打造安全的機聯網

13:50∼14:40 以工業物聯網
  打造未來智慧工廠

14:40∼15:00

15:00∼15:50 用工業物聯網
  創造老工廠的新智慧

15:50∼16:40 如何透過工業物聯網
  讓中小型企業數位轉型

16:40∼17:00

Opening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午餐時間

茶歇時間/攤位交流

幸運抽獎

安富利 亞州區IoT
市場發展副總監 張家源

四零四科技 工業物聯網
解決方案處
市場開發經理 林昌翰

泓格 計劃處處長 何坤鑫

台灣歐姆龍-顧客服務部-
應用技術工程師 陳明宏

西門子數位工業  產品經理
台灣工業物聯網協會 秘書長
朱軒逸

工研院機械所
工業物聯網技術組
吳志平 組長

網聯科技 總經理
林鼎皓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事業群
桃園市桃園區興隆路 18 號
TEL: 03-3626301
www.deltaww.com

台灣經銷商 : 
中和碁電 02-85223237 | 羅昇 02-2995840 | 友士 02-23934825

創 變 新 未 來

台達機器視覺系統 DMV3000G 系列
高速 精準 智慧化 人性化
具備高速精準、多工運算處理能力的視覺檢測系統，協助各種產業製程提升整體效率，為產品品質 
把關。有效整合應用於一般產業機械、電子業、汽車工業、橡塑膠、醫藥、食品、印刷、包裝產業、
金屬加工、機械手臂整合應用、TFT、半導體、太陽能等。

•  提升效率、節省開發成本：支援雙 GigE 介面攝影機同步多工檢測
•  縮短開發時間：智慧化操作流程與介面、內建多樣影像檢測工具，
                             不需費時自行開發撰寫程式
•  輕巧設計：控制器與攝影機外觀輕巧，易於安裝、節省安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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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19年9月號第51期，第八頁《中國製造業步入轉型期 

台灣工具機產業需掌握商機》之文章，為作者王明德引用「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葉立綸分析師」下列之文章所著：

1.《從中國大陸汽車製造企業觀察中國工具機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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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洞悉中國製造轉型對台灣工具機產品之機會與挑戰》 

2016/05/27–ITIS智網

特此補予說明。

並為未能於刊出前先行通知工研院進行授權事宜，以及刊載

該內容的出處，謹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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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AI視覺 更快更好

機器自動辨識這件事，在這幾年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它不只是性能變得更好，而且應

用領域也變得更廣泛，而主要的因素就是人工智慧（AI）技術的加入。

過往的機器視覺有很大的程度跟自動光學檢查（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AOI）

是畫上等號的，主要就是用來檢測產線產品的品質，或者進行貨品的識別。

不過隨著自動化科技的不斷發展，以及光學感測技術與晶片運算力的進步，機器視覺

開始有了更多樣化的工業應用場景。包含智慧零售、智慧倉儲、以及機器手臂的整合

應用，都開始成為機器視覺的重點舞台。

而這裡的關鍵詞就是「智慧」兩字。所謂的智慧，當然就是要具備更高程度的自動化

功能，並且要有學習的能力，能自動的調教和優化自身辨識的性能，簡而言之，就是

要有人工智慧的功能。

但人工智慧是個概念性詞彙，套用在影像辨識領域上，所指的主要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和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技術的導入。運用這兩個技術，

就能讓機具的自動識別性能得以大幅提高，進而可以判別更多樣化的影像與圖形。

不過，光有自動學習的能力其實還不夠，得要再加上「感知」技術的突破，才是促使

工業自動辨識再提升一個層次的環節，而發展的重點，就是實現「3D」的辨識。

3D辨識當然是相對於2D而言，在辨識上則是要實現「距離」與「Z軸」的資訊，讓自

動化的機具可以進一步感知物件的型態，以進行更細微、更複雜的取放工作；對自動

輸送車（AGV）來說，就是能探知運送路徑的環境資訊，以判斷是否有異物侵入，並

給予適時的規避和防護行動。

當然，穩定度與速度一直工業應用最關心的兩個指標，而恰恰好這就導入AI所極欲實

現的目標。可以想像在不遠的將來，工廠的環境和設施將會有很大的不一樣，未來在

廠房裡會看著你的，將是一台台的機器。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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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智慧家庭的涵蓋範圍廣，不是只有硬體設備，還有各種服務模式，市場上必需建

立起「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和機制，才有長遠發展的可能。

建立使用者付費機制 
看見智慧家庭發展願景

IT、數位化、智慧化等一系列與科技相關的名

詞，近年來已成為房屋建案的賣點之一，隨

著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成形，資通訊技術日新月異及

相關產品越來越多元化，「智慧型住宅」開始在全球

各國蔓延，台灣亦是其中之一。

就政策面來看，行政院過去在SRB會議上，就將「智

慧化居住空間」列為重要議題，並制定一系列政策來

推動產業成長，在商機端，根據英國市調公司BSRIA

預測，2020年亞洲智慧綠建築的市場規模可望達到1

兆360億美元，政策支援與龐大商機這兩股力道，吸

（source：Sunet Smart Home HK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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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建商、IT業者紛紛進入這塊市場，換句話說，台灣

這股智慧住宅的風潮，由政府、建商、IT業者開始強

力向消費者放送。

台灣產業規模小  
建商成智慧家庭主力推手

目前，台灣智慧家庭的市場發展多以建案形式出現，

也就是由建商扮演主導者角色，有別於日韓兩國以集

團力量來推動的作法。

由於台灣產業規模小、缺乏明確的指標性領導業者，

發展力道小於日韓兩國，而智慧建築涉及層面相當

廣，日韓兩國受惠於產業規模龐大且結構完整，擁有

許多大型集團，旗下事業範圍幾乎涵蓋生活所需的各

種設備，不僅大幅降低跨產業溝通的阻礙，也成為推

動智慧生活科技產業的主要動力。

業者指出，日韓兩國以集團力量來主導智慧建築發展

的作法，雖然可以加快發展速度，但若要向上形成智

慧社區，就容易遇到瓶頸。

所謂「智慧社區」，乃指將社區溝通管道整合至自動

化系統上，讓住戶可以透過前端控制介面接受樓管會

的訊息，例如：訪客告知、掛號信收取、活動公告

等，近年來功能則再往外延伸，與外部廠商如叫車、

餐點外送等系統連結，而在日韓市場中，每個住戶所

使用的智慧家庭設備可能分屬不同的廠商，在各家系

在物聯網概念成熟下，智慧家庭系統的架構漸趨完整，透過聯網機制串連家中各
類家電與設施，讓居家生活更便利。（source：Digital Trends）



10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統朝封閉式架構發展、系統規格自成一套的情況下，

不同廠牌間無法互通，系統整合工作也不容易。

此外，單一家庭內也有面臨互通性問題的可能，同樣

受到各廠牌走封閉架構的影響，所有家電設備必需屬

於相同廠牌，才能享受到自動化控制的最大效益。

使用者付費機制未成形  
智慧家庭淪為行銷口號

不過，市場上業者有不同看法。智慧家庭的涵蓋範圍

廣，不是只有硬體設備，還有各種服務模式，市場上

必需建立起「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和機制，才有長遠

發展的可能。這也是日韓兩國之所以能快速推動智慧

家庭產業的緣故，惟有當民眾願意付費購買智慧家庭

服務的使用權，才能讓市場的供需兩端正向成長，否

則就只是供給者一頭熱而己，這就是台灣市場如今所

面臨的窘況。

目前，建商多將智慧家庭的設備或服務視為房屋本體

的一部份，如果是硬體設備，如自動化控制器、控制

面板等，就直接嵌入在牆面內，倘若是無形服務，則

視狀況提供優惠，例如近年來興起的長照服務，建商

與系統廠商就可與醫療機構合作，針對住戶提供優惠

服務。

不過，這種由建商主導智慧家庭的作法並非各住戶都

需要，因此難免會因不公狀況導致紛爭，況且這樣的

模式只適用於新建築，對台灣97%以上的舊建築物來

說，如果無法建立使用者付費的機制，就更不用談推

Alexa之類的語音助理被視為智慧家庭系統的主要介面設備，Amazon
等廠商也將其產品往此方向發展。（source：Tech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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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智慧家庭。

因此，發展智慧家庭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使用者付費

的觀念，先確認有沒有市場需求？消費者需要哪一種

類型的服務模式？必需制定什麼樣的價格才能吸引

人？當這個三個問題都有了明確答案的時候，才有可

能順利推動智慧家庭發展。

「使用者需求」在智慧家庭產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對屋主來說，智慧化對建物本體提供的是附加價

值，也就是加分效果，但若設計不良，影響到住宅

的主體價值，反而會帶來負分，這時住戶寧可捨棄便

利的IT設備，也要保持完整的住宅風格，在智慧家庭

中，IT設備只是一棟建物的附加價值，建物本身才是

主要價值。

操作介面的外觀設計只是建築對IT設備的要求之一，

在系統整體規劃上，IT業者需要有更大更多的配合，

從剛開始消費者提出需求後，兩造之間開始相互溝

通，到施工階段線路的埋設、設備的安裝，乃至於系

統完成後的持續維修，都需要IT廠商的傾力配合，其

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消費者對仍處萌

芽階段的智慧建築縮手。

由政府擔任後盾 看見市場發展願景

智慧家庭發展時間雖長，不過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

台灣在此一領域的發展速度顯然偏慢，因此對台灣消

費者來說，仍然屬於新興服務的一種，得經過長時

間考驗才有可能獲利，有心跨足市場的建商或ICT業

者，必需先作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此外，還需有

政府力量作為後盾，讓企業看得到智慧家庭的願景，

否則以台灣的企業文化來看，企業主勢必難以接受公

司內部存在一個長期虧損的部門。

目前，政府對智慧家庭的推動政策已制定智慧建築標

章，並有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展示廠商的產品

等，這些作法立意雖佳，但卻無法為市場商機帶來直

接且正面的助益，業者認為應該要有更實際一點的作

法，像是法令規範、建立示範性智慧社區。

首先必須以法令強制規範，規定建築物必需納入哪些

智慧IT設備，只不過法令通過往往需要一段很長的時

間，等到法令通過的時候，市場發展狀況可能已經大

不相同。

其次是建立示範性智慧社區，業者建議可在北中南三

地各挑選幾個居住地區，計劃性地推動地區內建築物

轉型為智慧建築，一方面可以擴大智慧家庭設備/內

容供應商的市場商機，另一方面則建立民眾的使用經

驗，從而吸引其他民眾群起效尤。

另外，部份業者認為，智慧家庭在台灣仍處於萌芽

期，倘若能從豪宅與商用領域先起步，會是能兼具成

本與效益的作法，其中商務應用部份又分為飯店與辦

公室兩塊，這兩年因美中貿易戰，開始有大陸台商回

流，回流的台商在大陸都已享受過智慧建築帶來的便

利，因此回台找尋新總部時，具備智慧功能的大樓對

回流台商將有加分效果，不動產業者就預估，這將會

成為台灣建築智慧化的發展觸媒之一。

透過這些場所讓消費者經歷e-Building體驗，等於完成

智慧家庭產業鏈中最困難的市場教育工作，未來建築

業者再推類似建物時，市場接受度將因此提升，也有

助於未來的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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