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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9日台灣經濟部公布9家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審議通

過名單，國際金屬線材伸線機械設

備大廠國聯機械再度榜上有名。將

在高雄科學園區投資金額達三億新

台幣的3,000坪廠房內以「自有品
牌、智慧製造、數位轉型」為發展

主軸，力拼在未來5~10年內打造出
一個整合自身和海內外先進技術的

智慧製造工廠，同時針對輔導客戶

和智慧伸線設備整廠輸出服務做更

深一層的優化。一方面希望為國聯

的業界領先地位持續創造亮點，另

一方面也期盼藉此帶動產業整體的

智慧轉型浪潮。

降低對「人」的依賴 是企業致勝關鍵

在少子化和台灣整體產業環境政策改變等因素影響下，解決缺工

和技術傳承的問題早已迫在眉睫。國聯陳志宏董事長表示一勞永逸的

解決辦法就是減少產業對「人」的依賴。他認為，人的因素其實是整

個產業最難處理的部分，包括人才的培養和成本(例如: 培養一名高階
經理至少需要一千萬的隱性成本，但後續的傳承充滿變數)。考慮到這
點，國聯已經為未來5年甚或10年的發展未雨綢繆，旗下機械事業部
在「產業升級、二代團隊接班、數位轉型」的三大主軸下，重新建構

創新研發、產品技術、自動化智能化產線管理和客戶服務的新樣貌。

陳董事長表示: 「目前我們的機械部門正積極導入機械手臂，以及
日本/美國/台灣的先進加工設備，希望能打造出24小時甚至是48小時
運作不間斷的關燈工廠; 在線材整廠輸出跟技術轉移與訓練服務，結
合雲端智慧製造系統，也與許多具指標性的產業顧問合作，優化客戶

陳志宏董事長: 
企業不數位轉型，10年後恐難生存!

視訊採訪/惠達副總編輯張剛豪; 圖片/國聯機械

“ ”

切入智慧製造、數位轉型  國聯打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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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和整廠輸出服務，尤其把酸洗流程的自

動化生產，利用機械手龍門吊車至無人化生

產的水準，在必須讓盤元的氧化皮如何到一

定乾淨的穩定度，從粗抽、球化、酸洗、精

抽流程、整體綜合技術的配合考量，這樣的

技術已經在大陸知名鋼廠月產8000噸的案
子當中實現。縱使在去年疫情嚴峻之際，我

們也沒有停止企業轉型的腳步，反而是更加

忙碌。因為以目前全球產業的發展趨勢來

看，企業若不再加緊腳步啟動數位轉型，我

預估10年後將難以在業界生存!」

「打仗」要有精密的武器 投入智慧製造並不難

陳董事長的扣件職涯今年剛好滿30年，見過不少跨界產業藉助
產業升級一舉躋身成長翻倍俱樂部的案例。螺絲雖屬傳產，但關於

投入智慧製造，陳董表示，多年前台灣早有幾家螺絲大廠在做機聯

網和大數據。面對來自全球四面八方的競爭(尤其是中國)，陳董認
為:「既然攻是一股力量，守也是一股力量，那麼何不主動採取攻
勢，率先取得先機。而且，螺絲產業有個特質，只要研究出一兩個

領先市場的產品，想要憑藉此產品再發展個10-20年幾乎沒問題。
而想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導入精良的設備。」

國聯式客戶服務學   讓客戶主動找上門

從中美貿易戰一直到目前的疫情，國聯仍維持正常運

作，甚至連週六都在趕工加班。主要是因為國聯多年來積

極投入策略轉型和組織變革，深入去分析了解客戶真的痛

點和癢點。在「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服務原則下，想

辦法滿足客戶需要。不僅成功打入德國、義大利、瑞士及

日本、美國等世界知名大廠、行銷歐洲、美洲、中東、南

美洲、亞洲、非洲等五大洲全球45國，也讓國聯目前接觸
的客戶80%以上都是上市櫃企業或該國指標大廠。

陳董表示: 「我們希望在未來5年內能突破50國。國聯
選擇走一條很艱難的路，把自己定位為方案的輸出者，在

創新的道路上賣力耕耘。尤其在第一期第二期的企業投資

計劃中，進一步去強化智慧製造和自有品牌這一塊，希望

能在今年底前完成機械手臂關燈工廠的目標。未來也期盼

朝上市櫃的方向去努力，真正成為大眾的公司。」

大家不知道怎麼做 
那就由國聯做給大家看吧!

做為國內智慧伸線設備技術服務的翹楚，國聯

更期待在產業智慧製造和數位轉型上扮演帶動者

的角色。尤其是螺絲業產普遍是中小企業居多，

若想要擴大發展，更應該透過策略整合，每個人

把自己的優勢拿出來相互融合，進而在國際上有

屬於自己的品牌，不再走低利代工模式。甚至可

以走出螺絲產業，跨界學習，並非一定要在螺絲

產業裡打轉。

他認為，發展智慧製造的希望在第二代，但很

可惜的是，很多人真心想做，但卻不知道該怎麼

做?因此希望藉由自己多年來所累積下來的知識
經驗以身作則示範，讓大家了解究竟投入智慧製

造、數位轉型能夠為自己創造哪些好處。

他強調，智慧製造和數位轉型是非常迫切的！他也衷心期盼台灣兩大螺絲公

協會等團體組織能持續帶領台灣業者往國際化走。台灣有台灣的優勢，一定

要走出舒適圈，為未來創造機會，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
“

除了添購機械手臂及高精度加工設備(例如:日本

MAZAK)外，國聯也積極導入雲端聯網即時監督設

備運作狀態。另一方面也努力把老師傅的技藝透過

數位工具編寫成人人可用的方程式，讓產線的運作

能達到穩定、一致和可轉移性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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