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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統計，2009 年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約新台幣 1.2兆元，較 2008 年衰退

7.2%，預估 2010 年台灣半導體產值約可達到新台幣 1.8兆元，成長率高達 43.5%。
雖然台灣整體半導體產業的經營績效優異，但在晶圓製造所需關鍵設備的自给率

卻遠不及歐美日韓等國家，本土設備業者大部分只能在後段封測設備（2009 年僅

佔整體設備市場 16.5％）上尋求發展，至於前段關鍵製程設備市場，能夠有所發
揮的業者屈指可數，僅有漢民、沛鑫等少數幾家廠商。本文擬從國內半導體前後

段設備的自製率狀況來探討產業的競爭優劣勢，在了解自身的優缺點後，期待相

關業者能深耕優勢、補強劣勢，企業體質改善後，產業競爭力才能大幅提升，國

內的半導體設備業才能夠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 
二、國內半導體設備以封裝部份較具競爭力 
    【表 1】為 SEMI統計出國內半導體產業所使用之設備種類及台灣市場規模，

以 2009 年的統計數據觀察，台灣的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以前段製程設備佔最大

宗，約佔整體設備市場的 77.5%，後段封裝及測試設備規模居第二，約佔 16.5%，
其他設備則僅佔 6.0%。2009 年國內半導體設備前三大市場分別為曝光與描繪設

備、蝕刻設備、CVD設備，規模分別為 5.8億、4.8億與 4.5億美元，佔國內半導
體設備市場的比例分別為 13.4%、11.1%及 10.3%。2009 年台灣半導體設備市場規

模為 43.5億美元，年衰退幅度達到 13.7%，主要原因為美國經濟衰退、油價與原
物料價格高漲等因素對於全球消費景氣的影響深遠，連帶也對國內半導體產業的

景氣有相當負面的影響，2008 年 9月開始由於全球金融風暴的成形，使得國內半

導體與設備廠商的營運狀況更是雪上加霜。2010 年全球半導體景氣逐漸回溫，預

估 2010 年台灣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為 91.8億美元，較 2009 年的 43.5億美元成長
高達 111%。 
    【圖 1】為國內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與自給率的現況，2009 年台灣前段製程

設備市場規模為新台幣 1,080億，國內在前段設備的產值約為新台幣 39億，台灣
半導體前段設備的整體自製率僅約 3.6%。2009 年台灣半導體封測市場規模為新台

幣 290億，雖遠不如前段設備市場，但由於後段製程大部份屬於成熟技術層次，

因此國內自給率較前段設備高出許多；在封裝設備部份，2008 年台灣市場規模為

新台幣 150億，國內產值約為 49億，自給率為三成二，顯見國內封裝設備相關業

者在這塊領域的耕耘已有初步的成效；在測試設備部份，2009 年台灣市場規模為

新台幣 140億，國內產值約新台幣 4億，自給率約 2.9%，可見國內半導體測試設

備大部份以外國品牌為主，國內在此市場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2009 年國內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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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備產值為新台幣 92億，自給率約 6.7%，預估 2010 年國內半導體設備產值為

新台幣 132億，自給率約 8%。 
表 1  2008-2009 年我國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 

單位：百萬美元 

 

        資料來源：SEMI/金屬中心MII整理(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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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金屬中心MII（2011/03） 

圖 1  我國半導體設備市場需求規模與自給率現況 
 
三、結論 
    根據 SEMI於 2010 年 8月所作的最新統計數據，2010 年全球半導體設備需求

達到 325億美元，其中台灣市場規模為 91億美元，台灣佔全球半導體設備需求市
場的比率達到 28%，高居全球第一。雖有龐大的市場規模，但由於本土設備自給
率偏低，台灣設備廠商的產值與整體市場規模相比可說是微不足道。 
    要使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能更蓬勃，設備產業的同步成長是相當關鍵的因

素，台灣的競爭對手，例如南韓與中國近年體認到發展本土設備的重要性，積極

結合產官學研的力量來增加設備自給率，台灣也應體認到此一趨勢，迅速培養國

內半導體設備廠商的研發與技術實力，並垂直整合半導體產業的上下游，如此才

能充分發揮原有優勢並創造產業的另一高峰。政府及相關學術研究單位也應協助

整合產業上下游的研發資源以開發高階機種，另外也可以稅負或其他優惠來鼓勵

台灣半導體業者採用本土設備，以達到雨露均霑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