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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從終端需求出發：中游面板製造商到上游關鍵零組

件廠商 

本文第四章以蒐集到的各種類型實證資料，從終端大型零售商出發，說明了

對市場需求的建構過程，並分析與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和中游面板製造商的關

係。對供給面而言，本文發現利潤分配、成本結構和組織行動，是一種需求面透

過大型零售商此一中介需求者往供應鏈上端傳遞訊息的結果。中介需求扮演制高

點的角色，除了建構並定義市場需求外，對供應鏈的影響將從下游、中游一直傳

導到上游產業。誠如第四章所分析的，當中介需求已經影響面板下游及中游產業

的利潤分配、成本結構和組織行動時，位居供應鏈上游的關鍵零組件廠商應該也

會受到影響。 

當液晶電視品牌廠商配合大型零售商的售價調降策略來刺激需求，面板製造

商又配合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在面板價格不斷調降的情況下，為了降低對面板利

潤的衝擊，應該會要求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降低供應價格，讓面板生產成本能夠

降低。面板製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除了自身所形成的組織策略外，由於關鍵

零組件佔面板生產成本比重極高，面板製造商對於上游關鍵零組件的掌握，以及

對零組件廠商的影響能力，就成為面板製造商能否降低生產成本的另一關鍵。因

此，本章將在第四章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對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在利潤分配、

成本結構以及組織行動上的影響，並試圖發現受影響的程度、機制或原理和下

游、中游產業是否有所不同。 

面板產業結構是由上游材料與零組件、中游面板製作、下游產品應用等構成

(見圖 5-1)。面板上游零組件種類眾多，本章無法進行全面分析。但從佔面板成

本比重較高者來看，上游材料與零組件中有五項，包括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

驅動 IC、偏光板及背光模組是這個產業的關鍵零組件(見圖 5-2)。進一步從六代

廠所生產的 32 吋液晶電視面板來看，僅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和偏光板就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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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成本的 81%(見圖 5-3)，因此本章的分析對象將放在這三個產業上。 

圖 5-1：面板產業鏈簡圖 

零組件 

玻璃基板 彩色濾光片 驅動 IC 
偏光板   背光模組 

 
面板 

TFT-LCD     PDP  OLED 
STN-LCD      STN-LCD 
LTP-LCD 

 

 
資訊類  家電類 

 
桌上型電腦  電子辭典 
筆記型電腦 汽車導航器 

PDA  手機  數位相機 

 
液晶電視 
電漿電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 5-2：台灣面板上游零組件廠商 

 

資料來源：IBT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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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2吋液晶電視面板成本圖 

玻璃基板
7%

背光模組
38%

驅動IC
8%

液晶
4%

偏光板
15%

彩色濾光片
28%

玻璃基板
背光模組

驅動IC
液晶

偏光板
彩色濾光片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2007；本文繪圖 

由於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和偏光板這三種上游關鍵零組件佔 32 吋液晶電

視面板成本比重最高，生產這三種零組件的廠商在面板製造商急需降低生產成本

的情況下，所受到的影響也就最大。因此，本章將分析對象安置在這三種關鍵零

組件身上，從終端需求端出發，考察面板價格走跌獲利不佳的情況下，對供應給

奇美和友達生產 32吋面板的這些關鍵零組件廠商所造成的影響。 

背光模組是面板的關鍵零組件之一，因為液晶本身不會發光，背光模組的功

能就在於供應面板充足的亮度與均勻分佈的光源，使其能正常顯示影像。背光模

組產業的特性，相較於面板的其他關鍵零組件像是彩色濾光片或偏光板，在技術

上的門檻上並非特別高。隨著台灣和韓國面板製造商不斷擴充產能，全球面板的

生產重心已逐漸移至台灣及韓國。由於背光模組為面板第一大關鍵零組件，為因

應台灣國內面板製造商對關鍵零組件的大量需求以及尋求降低成本的要求下，在

面板上游產業之中，背光模組目前已經成為在地生產速度最快的零組件。為了降

低產品生產成本及提高價格方面的競爭優勢，台灣業者積極自行開發背光模組技

術，目前背光模組產品的自給率皆已超過95%。由於台灣背光模組業者具有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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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競爭優勢，除了供給本土面板業者使用之外，回銷日本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 (姚柏宏、潘奕凱、黃珩春 2005：31) 。 

台灣的終端產業鏈相當健全，但前端的上游供應鏈就較弱，因為關鍵零組件

掌握在日本廠商手中，因此健全上游供應鏈就是當務之急。其實台灣也有一些可

自製的基礎如背光模組，此外工研究也投入心力，未來台灣應不難進入因為目前

已有一些基礎。(FD-09) 

背光模組產業的特色，除了一些關鍵性原料由日本公司所掌握(見表 3-15)，

其實該產業需要投入大量組裝人力，透過採買的形式取得元件，再經製程的研

發，以人力加以組裝而成，因此極為耗費人力成本，算是高勞力密集的產業。所

以為了降低成本與全球佈局的考量，一些國內大廠於 2003 年就紛紛逐步外移至

大陸設廠(見表 5-1)。 

表 5-1：台灣背光模組廠中國大陸佈局 

 瑞儀 輔祥 科橋 中強光電 和立聯合 

大陸設廠

地點 
南京 
蘇州 

吳江 吳江 蘇州 蘇州 

下游 LCM
模組廠 (中
國大陸據

點) 

友 達 電 子

(蘇州)；中
華映管 (吳
江)；瀚宇彩
晶(南京) 

中華映管

(吳江) 

中華映管

(吳江) 

友達電子

(蘇州) 
瀚宇彩晶

(南京) 

瀚宇彩晶

(南京)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ITIS 2003/6 

背光模組算是極為競爭的產業，在台灣的競爭者約有 20 家左右投入生產，

上市櫃公司分別有中強光電、和立、瑞儀、輔祥1、科橋和福華2等六家大廠。依

目前整個市場的供貨量與獲利能力，以瑞儀表現最佳3。瑞儀的主要客戶群是以

                                                 
1 其實輔祥是家很神奇的公司，其最早 1989年從事「電子飛鏢靶」行銷歐美，佔全球市佔率 50%
以上，接續發展電動跑步機，佔營收比重 15%。而有趣的是，逾 1998年才正式跨入光電產業，
從事背光模組的研究，佔目前營收比重 85%。 
2 隸屬於大同集團下的子公司，主要供貨給相關企業的華映面板廠。 
3 液晶電視背光模組方面，2008 年出貨量成長至 400 萬片，成長率將近一倍。在吳江廠、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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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瀚宇彩晶和友達等國內各大面板廠為主，另外則是外銷(見表 5-2)。瑞儀

最主要的優勢在於其製程與量產規模大(見圖 5-4)，提升了自行生產的比重，成

功開發出「一模兩穴」4無印刷導光板，大幅降低成本與提高產能。 

表 5-2：瑞儀銷售地區比重 

 
資料來源：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年報 2008 

圖 5-4：2008年台灣背光模組市場佔有率 

中強光電
25%

瑞儀光電
30%

科橋電子
11%

輔祥實業
15%

福華
6%

和立
12%

其他
1%

中強光電
瑞儀光電

科橋電子

輔祥實業
福華

和立

其他

 

資料來源：本文計算繪圖 

彩色濾光片與面板是一對一的搭載關係，就是將一片彩色濾光片和一片玻璃

基板嵌合，中間灌入液晶後兩邊貼上偏光板，再加上驅動電路及框架等過程，也
                                                                                                                                            
廠、高雄廠及廣州廠分別為每月 30萬片、11萬片、20 萬片、24萬片等，總計液晶電視背光模
組產能為每月 85萬片 (中央社  2008) 。 
4 所謂一模兩穴是射出成型機一次可射出兩片，此技術的研發大幅提高了產能及有效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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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片面板即須搭配一片彩色濾光片，因此該產業必須隨著面板製造商不斷進

行新世代設備投資。面板必須透過內部的背光模組提供光源，搭配驅動 IC 與液

晶控制形成黑、白兩色的灰階顯示，再透過彩色濾光片紅、綠、藍三色顏料光阻，

在人眼中混合形成彩色影像。因此，彩色濾光片是面板可以彩色化的關鍵零組件。 

彩色濾光片廠，主要分為內製(in-house)5與專業製造6兩類。如前所述，彩色

濾光片為佔面板成本比重極高的零組件，也是決定面板色彩呈現的關鍵零組件。

因此為了成本考量，有許多面板廠自行生產彩色濾光片，這些廠商包括日本的

Sharp、Toshiba、Hitachi；韓國的 Samsung、LGD；台灣的奇美。專業製造的彩

色濾光片廠主要分為兩大集團：大日本印刷以及日本凸版印刷。國內生產彩色濾

光片的廠商其技術來源也分屬這兩大集團，主要有和鑫光電及達虹兩家(見表

5-3)。當中大日本印刷與和鑫家族 2009 年可望拿下國內至少四成的彩色濾光片

市場，佔有率直逼龍頭廠日本凸版印刷，為國內最大彩色濾光片廠商 (陳泳丞 

2009) 。 

表 5-3：2008年台灣三大彩色濾光片廠營運概況 

彩色濾光片廠 和鑫光電 展茂 達虹 
實收資本額(億元) 93.76 115.11 59.75 

營運狀況 

所有生產線滿載 全面停工，6 月 27日

工廠被斷電，員工同

步資遣。 

第二季產能利用率七

成，第三季九成，下

平年單月損平。 

所屬集團 和桐集團 無 明基友達集團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據顯示器暨太陽光電市調機構 Display Bank (2008) 指出，2008年全球彩色

濾光片需求面積首次超過一億平方米，以數量計算約達 7800萬片。Display Bank 

(Ibid) 估計，隨著面板的大尺寸化及市場擴大，到 2012 年時，全球對彩色濾光

片的面積需求將突破二億平方米。Display Bank (Ibid) 指出，由於面板大廠如

                                                 
5 主要來自面板廠商自行投資生產，專供自身面板廠生產之用。 
6 為外售型廠商，即為獨立之專業彩色濾光片製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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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LGD、友達、及奇美等主要面板製造商增加 5代以上的面板產能，帶

動市場對彩色濾光片材料的需求。 

偏光板廣泛應用於面板產業，其在面板中之主要功能為將背光模組的光源形

成偏極化，即過濾非特定方向的光，而讓特定光線通過。此偏極化後的光線再透

過液晶分子的扭轉，即可控制光線通過的多寡，藉以達到控制面板畫面明暗之目

的。偏光板是面板中不可取代的零組件，在技術上的取代性很小，技術門檻並不

容易進入，特別是沒有相機有關的光學工業，簡直沒有進入這個行業的可能。偏

光板的應用範圍相當廣，除用於面板外，亦可用於太陽眼鏡、攝影器材濾光鏡、

汽車車頭防眩處理及光量調節器，其他尚有偏光顯微鏡與特殊醫療用眼鏡等用

途。偏光板在面板應用上可分為供應 TN、STN及 TFT用三種等級，隨著大型面

板產業的興起，偏光板的市場大幅成長(見圖 5-5)。 

圖 5-5：2006-2010年台灣偏光板產業產值 

                                         單位：億新台幣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08/4 

台灣偏光板市場的銷售情形呈現兩大族群分佈，一為專業廠，另一則為面板

廠集團內轉投資之內製生產線，呈現各據一方的態勢 (劉美君 2008) 。偏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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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掌握在日本供應商手中(見表 3-15)，包括日本日東電工、三立及住友，隨著

面板供給量大幅成長，台灣及韓國積極投入偏光板的生產，如韓國的 A-Chem、

LG化學廠商，台灣廠商則有力特、達信、住華、奇美材料和晶威光電等廠商。

其中達信及奇美材料分別為國內面板大廠友達及奇美刻意扶持的旗下偏光板

廠，力特則為專業的偏光板廠商，力特為全球前四大廠商之一，尚具經濟規模。 

力特為台灣目前唯一具備全製程量產廠商，成立於 1998 年，技術來源為日

本三立，2000年與 Sanritz簽定偏光板技術合作合約，採取市場、產能及技術共

享的合約，因此力特現已不須支付日本三立權利金。力特目前在台灣主要供應友

達、奇美、華映、群創與瀚宇彩晶等面板製造商均為其客戶 (Ibid) 。總體而言，

全球偏光板仍是日本的天下，台灣偏光板則是力特的天下，短期內這個優勢仍無

法被改變。 

第一節、面板製造商低毛利對零組件廠商的影響 

一、面板製造商對零組件供應價格施壓以降低面板成本 

面板產業即使面臨嚴重虧損，零組件廠商仍能維持不錯的獲利，零組件的獲

利一直被面板製造商質疑，長期以來成為面板製造商要求降低成本的對象 (邱馨

儀 2009a) 。2004年 6-9月面板平均價格降幅已逾 30%，進入 9月中旬，面板價

格面臨再下修壓力，為提升第四季獲利能力，面板製造商紛紛以訂單為砍價籌

碼，尤其是各佔面板成本比重高的彩色濾光片及背光模組業者，被要求降價壓力

最大。其中，處於技術領先的零組件龍頭廠因對價格較堅持，訂單能見度出現下

降情況，至於二線廠因深怕失去訂單，大多被迫降價妥協。面板上游零組件 2004

年第三季平均價格降幅未達 10%，加上各家面板製造商第三季毛利率較第二季縮

水幅度超乎預期，因此，彩色濾光片廠，近來面臨面板廠一再砍價壓力 (楊曉芳 

2004) 。面對面板製造商不斷壓低彩色濾光片的採購價格，以往享有高毛利的彩

色濾光片廠商，也開始面臨降價的壓力，在獲利不易的情況下，各家將降低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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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視為第一要務 (蔡燿駿 2003) 。 

價格下滑，是我們早就預見的，彩色濾光片廠要有效降低生產成本並提升產

品良率，才能維持穩定的獲利。(FD-03) 

其中，展茂原預期 8月營收可較 7月成長，但實際業績卻小幅下滑，據業者

透露，展茂的客戶以價格不合預期為由，延緩交貨期，讓展茂 8月續創新高的目

標失利。至於另一彩色濾光片廠和鑫，也面臨客戶揚言將採取以訂單誘導其價格

達合理降幅的談判方式 (楊曉芳 2004) 。此外，面板製造商以不下單應對不降

價的供應商，讓上游背光模組廠競爭搶單火藥味愈來愈濃。瑞儀表示，預計 9月

會再降價，但降幅不會超過 5%，面板廠對此降幅是絕對不滿意，且不可諱言，

客戶對第四季下單動作，已漸漸出現減緩跡象 (Ibid) 。2005 年面板零組件相關

業者營收為 3055 億新台幣，成長幅度 42.8%，然而在面板製造商的降價聲中，

零組件相關業者為了能夠穩住訂單勢必將調整相關產品的價格來符合客戶需

求，價格下滑壓力將逐漸增加，導致毛利減少情況發生 (IEK 2005) 。 

2006 年 4 月，友達合併廣輝之後，採購規模擴大，議價籌碼大增，展現合

併綜效。除了大尺寸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背光板、偏光板及驅動 IC 等零組

件供應商，都開始擔心友達的殺價，影響零組件供應商的獲利 (蕭君暉、邱馨儀 

2006c) 。到了 6月，一線面板製造商大砍零組件價格，包括背光模組、偏光板、

玻璃基板與外購的彩色濾光片無一倖免，平均砍價幅度在 10%至 15%之間，一

線面板廠第二季可望因而小賺，零組件廠商則是苦不堪言，以背光模組為例，6

月開出的價格衰退了 20%。背光模組大廠私下指出，一線面板廠報給他們 7月的

液晶電視背光模組價格，已經被砍到有接與沒接，也沒什麼差別了。除了背光模

組之外，其他零組件也無一倖免，以偏光板來說，6月的價格砍了約 15%，由於

石化原料持續大漲，導致偏光膜的原料也跟著漲價，在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偏光

板卻要大幅度降價的情況下，偏光板業者的獲利是受到兩面擠壓 (蕭君暉、邱馨

儀 200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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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7月，Sharp召開供應商大會，第三季大砍所有材料供應商價格 15%，

LPL也針對背光模組、偏光板與驅動 IC 等零組件要求降價，台灣面板雙虎砍價

壓力也持續大增，在全球面板製造商一致要求降價的狂潮聲中，零組件業者第三

季的獲利將受到侵蝕。即使是到了第四季的旺季，仍要再降 15%，也就是說，即

使進入下半年的傳統旺季，零組件廠商仍面臨大幅跌價，以配合面板廠出貨 (蕭

君暉 2006e) 。 

到了 2007 年 3 月，面板零組件價格又續降。2006 年第四季至 2007 年第一

季，所有面板零組件均大幅降價，尤其以背光模組降幅達 15%至 20%最高，2007

年零組件廠同樣將承受巨大降價壓力，此舉有利面板廠降低成本，提升獲利。2006

年第四季，32 吋電視面板背光模組，包含整流變頻器在內，報價在 70 至 80 美

元，第一季降到 70美元，年中下探 65美元以下，而偏光板的降價幅度也相當可

觀，每季會有 10%至 15%的降幅 (蕭君暉、張義宮 2007) 。 

2008 年 7 月，面板製造商重啟降低成本機制，要求所有零組件業者，即使

是最抗跌的玻璃基板廠第三季至少降價兩位數以上，以降低面板價格下滑對獲利

的衝擊，零組件廠的利潤勢必受到擠壓。奇美每季都會要求零組件業者降價配

合，尤其在需求不好的情況下，面板製造商對成本控制的壓力更大。零組件業者

則透露，包括友達與奇美電等面板製造商，已要求在第三季至少要降價兩位數以

上，包括背光模組、驅動 IC 與偏光板等所有材料，甚至是一向最抗跌的玻璃基

板，這次也無法避免 (蕭君暉、邱馨儀 2008b) 。 

因此，面板製造商從 2008年 11月開始下給零組件業者的訂單，將重新議價，

過去允諾的價格全不算數，企圖持續壓低成本，零組件廠面臨空前壓力，加上付

款條件與方式，可能遭遇一些技術性問題，讓零組件業者的日子將愈來愈難過。

一線面板製造商表示，由於許多的面板價格，已經跌破面板廠的現金成本，在跌

破這個價位之後，連買材料都要賠錢了，已經沒有任何接單價值。因此，零組件

廠若要接單，當然要重新審視價格，若是材料報價，低到能夠讓面板廠支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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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面板廠才有生產的意願與價值，否則寧可不做。一線面板製造商強調，現

在真的是很多尺寸的面板價格，都跌破現金成本，也就是以現在這個價位去接

單，連買材料都會虧錢，那還要做什麼呢？不如關廠算了。因此，現在的接單價

格，一定嚴格堅持在現金成本以上，這樣零組件廠要願意配合降價，才有生產的

可能，否則關廠不做，這樣虧的錢反而比較少 (蕭君暉、邱馨儀 2008c) 。因此，

2008年 11彩色濾光片的價格較第三季下跌 4%到 6%，第四季價格又較第三季約

下跌 11%，背光模組第四季價格約較第三季下滑達 5%至 7%，偏光板也是價格

直落，全年跌價幅度約 15%，平均毛利率跌破 30%，二線的偏光板廠商也已經

陷入虧損 (Wits View 2008) 。 

2009年面板急單效應導致相關零組件訂單供不應求，傳出缺貨或供應吃緊，

讓零組件廠商相當高興，不過業者表示，面對降價壓力，零組件廠商能否獲利，

仍相當保守。面板零組件廠商對需求突然熱絡導致缺貨的情況，雖然相當高興，

不過因面板製造商仍然虧損，要求零組件廠降價的壓力依然沉重，所有零組件廠

商對第一季能否賺錢，都持保守態度。面板製造商經歷鉅額虧損後，強烈要求供

應商降價，加上市場需求有限，導致各種材料價格慘跌，即使零組件供應鏈尚未

恢復，導致材料缺貨，但價格還是漲不上去 (邱馨儀、蕭君暉 2009) 。2009 年

第一季對零組件廠商而言，價格保衛戰仍是辛苦的一役，包括玻璃、彩色濾光片、

偏光板、驅動 IC、背光模組等零組件價格降幅將高達 5%至 15%，整個面板供應

鏈仍是苦撐 (李淑惠 2009) 。 

由以上對媒體資料進行 2004-2009年的歷史系譜考察發現，由於液晶電視品

牌廠商面對大型零售商調降售價壓力，面板價格長期的趨勢完全符合圖 4-4、4-5

及 4-11 所呈現的不斷跌價，少有上漲的可能性。面板製造商要靠漲價來獲利的

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不僅是面板製造商要依賴擴大經濟規模來提高營收彌補較

低的毛利，也必須要求零組件廠商大幅降低供應價格來降低面板生產的成本，面

板製造商虧損的壓力將轉嫁到面板零組件廠商，以回應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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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需求端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和偏光板在內的面板零組件廠

商獲利能力將受到挑戰。可見，面板零組件廠商的經營績效與組織策略移轉仍然

必須從需求面來考察，也就是利潤的傳遞是由終端需求、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

商、中游面板製造商到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這並非從供給面觀點就可以理解關

鍵零組件廠商的態勢。 

(一)零組件廠商毛利降低 

面對面板製造商不斷壓低彩色濾光片的採購價格，以往享有高毛利的彩色濾

光片廠，也開始面臨降價的壓力。在面板零組件中，生產彩色濾光片的毛利率最

高的，但是受到這五代線產能持續開出，面板價格不斷下滑，彩色濾光片的獲利

空間也受到波及 (蔡燿駿 2003) 。就和鑫 2003年的毛利率來看，過去超過 30%

的高毛利率已經不再，下滑到僅剩下 20%出頭，之後更隨著 32吋面板價格的不

斷走跌導致毛利率持續下滑，甚至到 2006年還呈現負毛利的現象。 

同樣的，生產背光模組和偏光板的廠商在中游面板價格不斷下滑，面板製造

商必須降低生產成本以保護利潤的情況下，以訂單威脅降價導致瑞儀和力特的毛

利率同樣和彩色濾光片廠商和鑫一樣不斷下滑。所以，佔面板成本比重前三名的

零組件廠商在面板製造商欲控制成本的情況下，成為被砍價的主要對象，三者無

一幸免。圖 5-6 可以看出面板零組件廠商毛利率的走勢隨著 32 吋面板不斷降價

(見圖 4-4、4-5及 4-11)而下跌，從本文前述對媒體報導的整理可以得知，這是面

板製造商對零組件供應價格施壓用以降低面板生產成本所造成的影響。 

面板製造商面臨供應價格必須調降，以因應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的需求時，為

了降低面板生產成本，對佔成本比重較高的關鍵零組件廠商進行施壓，要求調降

供應價格，造成零組件廠商毛利率下滑。在這種情況下，零組件廠商為了彌補低

毛利率所造成的利潤損失，降低生產成本以維持利潤空間的組織行動就可能產



第五章：從終端需求出發：中游面板製造商到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 

 199 

生，此部份將在後文進行探討。 

圖 5-6：面板專業零組件廠商歷年毛利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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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本文彙整製圖 

液晶電視面板製造商虧損累累，上游相關零組件廠商面臨面板製造商更大的

降價壓力(見表 5-4)，彩色濾光片廠於 2008年第三季已出現小幅虧損局面，第四

季步入更大的虧損，為零組件廠獲利首當其衝的族群。彩色濾光片廠商，2008

年第三季稅前淨利已轉盈為虧(見表 5-5及圖 5-7)，為面板上游零組件獲利表現相

對較差的族群，而背光模組尚能維持穩定的獲利。2008 年第四季，在面板景氣

更加嚴峻下，彩色濾光片廠虧損情況將擴大，背光模組廠雖不至於出現虧損，惟

獲利季衰退幅度將達 20%以上。 

表 5-4：面板上游相關零組件單季價格下滑幅度 

 2Q08 3Q08 4Q08 
偏光板 2-4% 2-4% 4% 
燈管 3-5% 4-6% 5-8% 

彩色濾光片 0%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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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 IC 1-3% 3-5% 4-7% 
玻璃基板 1-3% 2-3% 3-4% 
背光模組 1-3% 3-5% 5-7% 
光學膜 10% 10% 10-15% 

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 2008 

表 5-5：面板上游相關零組件 3Q08財報數字 

 
資料來源：大華投顧  2008 

圖 5-7：面板上游相關零組件族群單季稅前淨利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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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彩色濾光片和背光模組以和鑫與瑞儀為分析對象 

資料來源：大華投顧  2008 

由於面板價格下跌是受到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的影響，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在售

價上的調降又是受到大型零售商掌握需求面的影響，於是，面板零組件廠商在供

應價格上配合面板製造商的要求不斷調降，導致毛利率隨著面板價格的下滑而萎

縮，整個驅動力來自於終端需求的向上反映。 

面板零組件廠商為了降低被面板製造商壓低供應價格所導致的毛利率損

失，在不得不出貨給面板製造商的情形下，只有降低生產成本來因應面板製造商

施壓所造成的低毛利。而零組件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所形成的組織行動及策

略，和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及面板製造商一樣皆是來自於需求面的引導，只是由於

零組件廠商是在整個供應鏈結構中的上游位置，必須由中游面板製造商來傳遞需

求端的市場訊息而已。 

(二)零組件廠商降低生產成本以因應面板製造商施壓所造成的低毛利 

站在零組件廠商立場而言，在面板製造商的強大議價壓力下，勝出關鍵除了

藉由市佔率的提升以擴大規模經濟，在零組件方面能夠自製整合與開發新技術能

力的重要性也明顯提升，除了降低生產成本外，也能夠降低面板製造商的強大議

價壓力衝擊，這有助於降低面板製造商殺價壓力與零組件廠商獲利能力的維持。 

背光模組之材料成本佔總生產成本比重達近八成，以32吋面板為例，主要原

材料包括光學膜(稜鏡片)佔材料成本40%7、導光板15%、燈管 5-10%、擴散板及

反射板3-5%等(見表5-6)。面板的大幅降價對背光模組的價格造成相當大的衝

擊，背光模組廠商莫不想盡辦法降低背光模組的成本。對背光模組廠商商而言，

降低成本的方法不外乎是將模組構造簡化，採所謂一體化導光板的設計 (王培

仁、陳敬恆、賴懷恩 2003：2) ，將擴散點、稜鏡片等的功能整合到導光板之中，

提高正面亮度。這些導光板設計，不但能減少需要外購的昂貴零件如光學膜，而
                                                 
7 光學模在背光模組中的成本比重隨尺寸增大而提升，平均約佔 40%-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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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縮短組裝時間，同時達到高亮度化及降低成本的目的。 

面對背光模組低利化的趨勢，為擺脫價格競爭，背光模組廠商紛紛跨足上游

原材料佈局，進行自製及變更設計以降低成本。早期各家競爭策略為提升導光板

自製技術及加速生產數量以達規模經濟效益，藉此鞏固市場地位。近年來各家背

光模投入研發提高製作液晶電視擴散板之技術層次，以增加獲利空間，或為降低

成本而變更設計以整合光學膜片之應用，亦或朝向將委外之製程轉而自製，如擴

散片裁切及燈管加工等方向發展。此外更將戰線擴大至強化與上游供應商及下游

面板廠之合縱連橫之合作關係 (瑞儀年報 2007：39-40) 。 

背光模組的組成除了冷陰極燈管之外，依設計上的差異及使用的數量、項目

不一的光學膜，包括反射膜、擴散板、增亮膜等。基於成本考量，背光模組廠透

過產品設計的改良，減少光學膜的使用來降低成本，在這樣的產業趨勢之下，整

合型光學膜應運而生。由上可知，若欲有效降低背光模組生產成本與提高背光模

組生產利潤，未來背光模組產業便需在關鍵膜片元件的開發與掌握有所突破，目

前已有多家台灣廠商嘗試朝開發新功能光學模片以取代現有之膜片架構之目標

前進，未來整合愈高之背光模組廠將會是微利競爭產業生態下的最後勝出者 (姚

柏宏、潘奕凱、黃珩春 2005：35) 。 

表 5-6：背光模組主要原料供應狀況 

原料名稱 供應商名稱 

CCFL Harison、松下、瀚宇彩晶 
膜片 台灣明尼蘇達、台灣拓亞、Tsujiden、丸紅、華宏、惠和 
壓克力板 三菱、住友、華立 

塑膠粒 吉友化成、泉瑞 

LED 台灣日亞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背光模組前段製程生產技術高，導光板之射出成形技術亦築起相當之進入障

礙，而後段製程則屬於產品組裝作業，進入障礙程度較低，耗工耗時且需大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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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完成。在降低勞工成本考量下，背光模組廠商便思考將後段組裝作業移至中國

大陸生產之解決方案。又背光模組在面板關鍵零組件中，體積相對較大，運送成

本較其他零組件高，且面板產品不斷朝向大尺寸發展，背光模組之面積與重量都

將增加，運輸費用自然也會隨之上升，在尚未發現更有經濟效益運送方式前，鄰

近面板後段模組廠設立生產線，有助於降低運輸成本及產品損壞風險。加以近來

面板製造商在面板價格不斷下滑極需節省成本考量下，陸續於中國大陸設立需眾

多勞力之後段模組組裝廠，因此背光模組廠商在就近供貨等諸多考量下，陸續於

中國大陸設立生產線 (瑞儀年報 2005：33) 。 

因此，背光模組屬於組裝產業，產業競爭較為激烈，尤其背光模組生產耗工

耗時，極需廉價人力成本。此外，由於未來產品組合朝向大尺寸發展，背光模組

的面積與重量都會增加，運輸成本也會隨之上升，在成本及就近客戶等因素考量

下，台灣主要背光模組廠商紛紛將產能移往中國大陸廠 (見表 5-7)。國內背光模

組廠商如瑞儀、中強、大億、科橋、先億等已分別在蘇州、吳江、南京等地設廠，

其他規模較小廠商也陸續跟進 (姚柏宏、潘奕凱、黃珩春 2005：35) 。截至 2007

年，台灣背光模組廠商在中國大陸廠的產能比重已達到 55%，超越台灣廠產能，

未來在大陸設廠或擴廠的比例亦將持續提升 (Display Search 2007) 。 

表 5-7：台灣背光模組廠在大陸地區產能 

廠商 大陸廠區 月產能 

中光電 

蘇州 
南京 
寧波 
上海松江 

TV40萬片、PC250萬片 
OA為主，50萬片 
OA為主，100萬片 
OA為主，120萬片 

瑞儀 
吳江 
南京 
廣州 

TV30萬片、大尺寸 450萬片、小尺寸 100萬片 
TV11萬片、大尺寸 150萬片、小尺吋 300萬片 
TV24萬片、大尺寸 30萬片 

輔祥 
吳江 
上海松江 
廈門 

大尺寸 150-170萬片 
大尺寸 30萬片 
大尺寸 30萬片 

科橋 吳江一廠 TV20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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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江二廠 
黃江 
福橋 

OA為主，130萬片 
OA為主，50萬片 
OA為主，30萬片 

奈普 
昆山一期 
昆山二期 

OA為主，100萬片 
OA為主，100萬片 

大億科技 
南京 
寧波 

100萬片 
100萬片 

資料來源：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年報 2007 

背光模組廠不只是人力極度密集的產業，材料成本高，毛利率也低，必須要

非常精打細算，以及具有規模經濟，將採購成本拉到最低才有競爭力。即使已經

具有規模經濟，一旦原本生產的產品，客戶突然轉向，原本的備品成了呆滯料無

法處理時，就會形成沈重的負擔，組裝背光模組小小的利潤，根本無法消化呆滯

料的損失 (邱馨儀 2008) 。台灣的背光模組廠從一開始的百家爭鳴到現在的各

據山頭，已經經過一波嚴苛的淘汰，開發能力、規模經濟、成本控制不夠的廠商

早已出局。瑞儀是韓系面板製造商訂單表現最優的背光模組廠，2007 年韓系兩

大面板廠的出貨量佔瑞儀營收的兩成，2008年更超過三成。在此同時，韓國 LGD

位於廣州的基地已經把瑞儀納入當地背光模組的供應體系，韓國保護本國廠商的

傳統被瑞儀打破 (Ibid) 。 

顯見瑞儀無論是面對發展較早之日韓競爭對手或是國內競爭同業，提高關鍵

零組件自製率，削減原材料成本，不僅可創造低成本優勢，更可拉大與競爭對手

的距離，因此設立之初即積極投入關鍵零組件導光板之開發 (瑞儀年報 2007：

51) 。在眾多背光模組廠中，瑞儀藉由製程改善，如整合光學膜片使用以降低膜

片使用數量、提高品質及材料採購現地化等三方面來達成降低成本目標 (Ibid: 

53)，最終以較為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獲得希望降低零組件採購成本的面板製

造商親睞。 

就面板製造商而言，整合彩色濾光片材料有多項優勢，包括彩色濾光片前製

程與面板前製程相似，而且為考量面板品質，彩色濾光片與面板製造商需選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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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材質的玻璃。此外，隨著基板尺寸放大，彩色濾光片與面板採大片貼合先貼後

切方式，符合降低成本要求。加上因玻璃尺寸放大，內製彩色濾光片可減少外購

材料運送時間與風險，這些都符合面板製造商降低成本的需求 (張均懋 2004) 。 

但是面板製造商仍須考慮彩色濾光片在製程上遭遇的技術困難。隨著基板尺

寸增加，彩色濾光片在製程中面臨顏料光阻一次塗佈均勻的困難，以及大面積高

速塗佈技術需克服等技術障礙，加上基板尺寸放大後，導致生產製程參數複雜使

生產良率不易提升等。更重要的是，顏料光阻攸關面板色彩飽和度的表現，掌握

開發顏料光阻的化學材料，將是專業彩色濾光片廠商最關鍵的競爭力，若專業彩

色濾光片廠商能提自主技術以降低生產成本，藉此提供比面板製造商內製彩色濾

光片成本更低的價格，才能打消面板製造商逐步壓低價格的壓力 (Ibid) 。 

不過，即使專業彩色濾光片廠商掌握自主技術，要做到更低的生產成本並不

容易。例如，就更大基板尺寸的生產線設備投資而言，專業彩色濾光片廠商的投

資成本較面板廠來得高，因為更大尺寸的生產線所佔用的廠房面積也增加，使企

業規模遠不及面板廠的專業彩色濾光片廠相對有較高的投資成本。在基板尺寸增

加下，彩色濾光片廠商的獲利能力明顯反向減少。面板降價波及彩色濾光片價

格，而彩色濾光片在次世代面板製造商內製的情況普遍，除非彩色濾光片專業廠

商能在良率提昇上更快速以降低成本，否則競爭壓力將更大 (Ibid) 。 

在資本密集特性下，彩色濾光片有很大的設備折舊，和維持高產能利用率的

壓力。為了克服內製或專業製造各自的優缺點，以及彩色濾光片廠商為了降低生

產成本以因應面板製造商內製以及對外採購的議價壓力，早在 2004 年彩色濾光

片廠商就以合作或合資方式，或進駐面板製造商廠區附近就近供貨，與面板製造

商維持緊密關係，成為彩色濾光片廠商降低成本的發展趨勢(見表 5-8)。和鑫 2002

年與面板製造商瀚宇彩晶合資成立南鑫五代線，2003年第四季進入量產。此外，

和鑫 2002 年與華映也有合作計畫。展茂除了轉投資台灣凸版國際彩光，供應當

時的廣輝彩色濾光片來源外，與友達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密切 (蔡燿駿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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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彩色濾光片廠商與國內面板製造商合作概況 

廠商 友達 奇美 華映 
廣輝 

(友達併購前) 
瀚宇彩晶 

和鑫光電 

友達已與和

鑫達成 40%

的產能供貨

協約 

外購 包下和鑫 4.5

代廠產能 

外購 和鑫與大 日

本印刷及彩

晶合組南鑫 

展茂 外購 外購 外購 外購 外購 

劍度 

友達入主劍

度 ( 持 股

28%)，取得兩

席董事席位 

外購 外購 外購 外購 

資料來源：鑫報投顧  2004 

偏光板的關鍵原料為 PVA 及 TAC，各佔該原料成本的 22%和 54%(見表

5-9)，PVA雖然是一種常見的塑化材料，類似透明塑膠片，因為背光源首先會通

過偏光板然後進入液晶層，表面必須非常平滑而且精密，後段製程加工同樣必須

非常精細。PVA原料完全由兩家日商分別是 Kuraray及日本合成化學供應。TAC

主要是製造底片的原料，在全球生產 TAC 的主要供應商 Fuji、Kodak 及 Konica

中的 Fuji曾經在市場佔有率達到七成以上，而 Konica 則佔有剩餘市場。在廣視

角膜方面，只有 Fuji具備生產能力，在 Fuji 在 2002年 9月投資 200億日元擴大

面板用的廣視角膜產能，到了 2005 年時產能已增加五倍，所以即使是韓國都必

須向日本採購。 

表 5-9：偏光板原料成本結構及原料全球供應商 

原料用途 材料 原料成本比重 全球原料供應商 

保護膜 TAC 54% 
Fuji Film、Konica、

Kodak 

表面保護膜 PE 22% 比較普通的原料 

偏光子 PVA 17% 
Kuraray、日本合成化

學工業 

離型膜 PET 7% 較普通的原料 

資料來源：玉山證券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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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偏光板廠商而言，原料被上游控制是成本無法降低的重要因素，偏光板廠

商除要確保 TAC 來源無虞外，想降低成本亦須自 TAC 著手。力特於 2005 年第

四季推出成本更低的新產品，故偏光板市場仍是價格競爭的市場 (華南投顧 

2006) 。其實力特於早在 2000年就與 Sanritz簽定偏光板技術合作合約，採取市

場、產能及技術共享的合約，因此力特已不須支付日本 Sanritz權利金。面對面

板製造商砍價壓力，在生產成本的降低上是一大利多，因此力特透過取得技術製

程，接著利用台灣慣有的「學習能力」，能夠在生產成本上進行節約，以因應整

個面板產業的市場趨勢。偏光片生產線前、後段成本分佈約為七比三，後段的檢

查與包裝耗費相當多的人力，而且不易以自動化取代，力特已在中國蘇州設立後

段裁切廠，未來將把人工成本高的後段部分移往蘇州廠。 

總體而言，零組件廠商為了因應液晶電視售價愈來愈低，造成面板製造商因

面板跌價要降低成本進而對零組件產生的議價壓力，包括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

和偏光板廠商皆採取降低生產成本的策略，讓利潤不致於受到太大的損害。這些

降低生產成本的方式也如上述因為不同的零組件特性而有迥異，造成瑞儀、和鑫

和力特分別採取不同的行動方式予以因應，但共同的目標都只有一個，就是在中

游面板製造商壓低零組件供應價格的情況下，藉由降低生產成本來穩定利潤，可

見零組件廠商降低生產成本背後的驅動力是一種對需求端的回應。只不過對於面

板製造商而言，要求零組件廠商降價，從單一零組件一點一點能夠擠出的獲利只

有 1%至 2%，在面板製造商希望降低更多成本的壓力下，面板製造商也尋求自

製零組件的可能性，這不僅造成面板製造商對零組件廠商有愈來愈大的議價空

間，侵蝕零組件廠商更多的利潤空間，也造成零組件廠商因而可能失去訂單，危

及零組件廠商的生存。 

二、面板製造商為降低成本自製零組件造成零組件廠商訂單流失 

雖然台灣面板產業的發展來自於日本早期的技術輸出，但這並不代表台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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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已經完全自主，因授權年限以及日本保留關鍵技術未輸出的因素，因而關鍵

零組件廠商每年仍然要付權利金。由於權利金佔總體支出不少比重，這會增加面

板製造商在關鍵零組件議價上的門檻，因此面板製造商便開始思考如何降低關鍵

零組件的取得成本，像是關鍵零組件自製等垂直整合。奇美和友達近年來不斷地

轉投資，加強關鍵零組件自製率拓展集團版圖，最終達成垂直整合的生產模式，

以降低面板生產成本並強化自身對專業零組件廠商的議價籌碼。 

奇美和友達目前在關鍵零組件供應已漸漸朝垂直整合發展，皆有自製、集團

企業或關係企業供應(見表 4-5、4-6 及圖 5-8)，但以供應比重來說，外購比重仍

佔一定程度。奇美和友達在液晶電視面板主要關鍵零組件之佈局，以前幾乎都向

外購買，目前比重已大幅降低。過去國內面板製造商中，除了奇美都是向專業零

組件廠商外購彩色濾光片，但是，友達和彩晶卻在 2003 年紛紛表示，將來五代

面板生產線，將自行興建彩色濾光片廠，以降低運送風險和生產成本，使得過去

專業分工的供應鏈面臨轉變 (蔡燿駿 2003) 。因此奇美和友達在彩色濾光片部

分，在製程良率與成本考量下目前皆以自製為主(見表 4-7)。 

圖 5-8：全球面板製造商垂直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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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 2007/6 

彩色濾光片佔面板成本比重大，所以面板廠都將其視為重要戰略物資。僅管

業界普遍認為，面板廠採取內製化不會百分之百取代外購產能，進而影響專業廠

的生存，但是不少投資界卻對將來彩色濾光片專業廠的獲利，持比較保守觀望的

態度。(FD-04) 

奇美與友達為降低成本，持續提高關鍵零組件的自製比率，繼彩色濾光片之

後，2006 年以來將提升關鍵零組件自製比率的重心放在偏光板上 (劉世忠 

2007：37) 。對台灣面板製造商而言，垂直整合關鍵零組件似乎是降低材料成本

的最終策略，而面對偏光板市場的擴大，及為避免缺貨的危機，偏光板也開始成

為面板廠內製的目標。偏光板為面板中重要的關鍵零組件，過去因技術門檻高及

原物料取得不易等問題，競爭廠商較少，毛利頗豐。近年因面板產能大量開出，

使偏光板中主要原料 TAC 膜供不應求，引起偏光板有缺貨的疑慮。面板製造商

為能壓低購買偏光板的價格，及掌握貨源以避免偏光板缺乏危機，隨著面板新世

代產能量產擴大，重要面板製造商紛紛開始自行投入或投資偏光板的生產 (張文

珊 2006) 。 

過去偏光板市場由少數廠商所寡佔，偏光板價格穩定，但隨著液晶電視市場

興起造成的龐大商機，為了降低面板的生產成本，面板製造商開始內製偏光板。

似乎面板製造商投入偏光板製作，已是一種趨勢，但其產能相對於偏光板大廠仍

相去甚遠，在缺乏規模經濟，且在上游材料 TAC 膜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偏光板

內製是否真能降低成本仍待考驗。對面板製造商來說，偏光板自製也有一定的技

術門檻且學習曲線將拉長，雖然新加入者暫時不致對原有偏光板大廠形成重大威

脅，但肯定的是，偏光板產業的戰國時代已經來臨 (Ibid) 。 

背光模組是面板最貴的零組件，2008 年第四季友達繳出 266 億元的鉅額虧

損之後，對材料的降價需求更加強烈，其中背光模組更成為各家面板製造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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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降價的對象，友達 2008 年入主輔祥，並積極介入奈普，使輔祥與奈普獲得

穩定的客戶，並大幅降低友達在背光模組廠的成本。奇美也開始在 2006 年增加

自製背光模組比重，未來專業背光模組廠商，如瑞儀與中光將面對更激烈的競

爭。奇美 2008 年下半年大幅降低產能利用率之後，位在大陸寧波的模組廠產生

許多閒置人力，2008 年第四季陸續把閒置人力轉移至自家的背光模組廠，並大

幅提高自製背光模組的比重，以藉此降低成本減少虧損 (邱馨儀 2009b)。 

在驅動 IC 方面，奇美為子公司奇景；冷陰極燈管為啟耀；偏光板為子公司

奇美材料；背光模組為子公司奇菱；而 LED為投資燦圓；在上游 LED磊晶部份

也成立子公司奇力。友達方面在彩色濾光片設子公司達虹；驅動 IC 為瑞鼎，並

投資旭耀；在冷陰極燈管投資威力盟；偏光板為子公司達信；背光模組為子公司

達方；LED投資威力盟，並成立友發跨足投入 LED上游磊晶 (詹惠珠、蕭君暉 

2007) 。 

面板材料與零組件佔整個面板成本比重高達六成以上，導致面板製造商積極

進行垂直整合，從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到偏光板等，都是面板製造商積極轉投

資的產業。對面板製造商而言，轉投資材料與零組件廠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並且

與這些零組件廠商同步開發新製程，有利面板製造商成本控制。對材料與零組件

廠而言，擁有面板製造商穩定的訂單，確保業務來源，對零組件廠商而言，更具

吸引力 (邱馨儀 2009a) 。 

不過由於面板製造商自製零組件已成趨勢，雖然目前面板製造商旗下關鍵零

組件廠產能仍與專業大廠相去甚遠而缺乏規模經濟，但因有背後母公司支援，不

僅可藉母公司與上游材料商交涉取得重要原材料貨源，且產品銷售也較無問題。

另外面板製造商亦可以旗下零組件廠作為壓制專業零組件廠商產品價格之籌

碼，故將使得專業零組件廠商競爭壓力趨於沈重。隨著時間的拉長，面板製造商

旗下零組件廠在技術與產能逐漸與專業零組件廠商拉近以後，專業零組件廠商若

未能取得面板製造商關愛的眼神，或是已建立更高的技術門檻，未來專業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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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能淪為面板製造商自製零組件產量不足時之備胎，經營利潤可想而知。此

外，在面板製造商重兵佈署零組件生產後，未來釋出到集團外的訂單勢必減少，

而且對價格的要求也會更嚴苛。 

(一)零組件廠商營收減少 

當奇美和友達為降低面板生產成本自製關鍵零組件已成趨勢時，將造成專業

零組件廠商訂單量的縮減，因而衝擊到專業零組件廠商的營收。由於零組件佔面

板成本比重最高者為背光模組、彩色濾光片及偏光板，優先自製或集團內整合這

些零組件生產就成為面板製造商的重要考量。因此，在所有供貨給奇美和友達的

面板專業零組件廠商中，就以瑞儀、和鑫及力特在營收上所受到的影響較大。此

外，由於面板製造商不斷嘗試新設計與導入新材料，試圖提升關鍵零組件效益並

降低成本，使得專業零組件廠商同時要面對需求萎縮與價格持續走低的壓力 (袁

顥庭 2009) 。 

面板製造商進行垂直整合自製關鍵零組件，是一種回應需求端的組織行動。

目的在於降低面板生產成本，以回應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在面板價格上的要

求，最終則是回應消費市場對液晶電視的需求價格。至於液晶電視的市場價格變

動，大型零售商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雖然表面上看到關鍵零組件

廠商是因為面板製造商提高零組件自製率，造成營收下滑，但從根本及宏觀的結

構性因素來看，卻是來自於終端需求面的變化。 

從圖5-9可以看出，專業零組件廠商在面板製造商尚未進行垂直整合時曾經

有過訂單量持續增加因而在營收上有高度的成長表現，但隨著奇美和友達開始進

行關鍵零組件的垂直整合佈局後，瑞儀、和鑫和力特的營收開始出現反轉現象。

以背光模組來說，奇美於2006年開始增加自製背光模組的比重，到了2008年友

達和奇美皆在背光模組的自製率上達到高峰，這就造成瑞儀的營收從 2006年開

始一路下滑到 2008年；在彩色濾光片方面，由於友達和奇美從五代面板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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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自行興建彩色濾光片廠，目前皆以自製為主，造成和鑫的出貨量從 2007 年

開始衰退。奇美與友達從 2006 年開始佈局偏光板生產，隨著佈局後產能的逐漸

開出，2007年力特的出貨量開始受到壓縮。 

圖5-9：面板專業零組件廠商歷年營收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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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本文彙整製圖 

由於訂單量大幅下滑，對於固定成本比重較高的零組件廠商如彩色濾光片和

偏光板等影響較大，在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和降價壓力下，相關廠商均陷入虧損或

是原有虧損再大幅擴大 (Wits View 2008) 。基於成本和掌握關鍵技術等種種考

量，面板製造商近年來大動作進行垂直整合，或是轉投資放在集團內生產，甚而

直接將關鍵零組件自製。其中彩色濾光片廠商就是在這樣產業趨勢下的最大受害

者，台灣面板製造商彩色濾光片廠自製率高，造成專業的彩色濾光片廠商徒有產

能卻沒有訂單(見圖 5-10)，虧損連連。三代、四代生產線還面臨來自日本業者的

殺價競爭，做愈多賠愈多，友達集團內的達虹就是一例，雖有「富爸爸」在背後，

但卻也難逃虧損的命運。背光模組廠商則是電視用背光模組減單幅度最大，相較

於 2008年第三季，面板製造商的減單幅度相當大(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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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和鑫 2008年單月營收變化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本文彙整製圖 

圖5-11：瑞儀2008年單月營收變化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本文彙整製圖 

除了背光模組，偏光板面臨面板製造商減單的幅度也有 15%以上 (袁顥庭 

2008c) 。由於2008年7、8月訂單明顯減少，力特在8月下旬開始封了旗下3條

生產線停產，產能利用率也跌破了50%(見圖5-12)。力特原是台灣偏光片龍頭大

廠，不過近年營運狀況不佳，再加上面板製造商均培植集團內偏光片供應商，因

此直接壓縮了專業偏光片廠商的生存空間，使得力特市佔率逐漸下滑。友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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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達信科技成功轉型為偏光片廠商，2008年上半年營收約 74.5億元，超越力特

登上了台灣偏光片市場龍頭寶座 (袁顥庭 2008d) 。 

圖5-12：力特2008年單月營收變化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本文彙整製圖 

面板製造商走向垂直整合已是大勢所趨，主要是因為液晶電視售價不斷面對

大型零售商為刺激需求所帶來的降價壓力，造成面板價格一直被液晶電視品牌廠

商砍價，面板製造商若是不能跟著降低成本，很容易出現虧損，垂直整合正是面

板製造商節省成本，讓獲利不再持續萎縮的重要途徑。面板製造商加快關鍵零組

件垂直整合的腳步，造成專業零組件廠商訂單減少，營業額萎縮，甚至開始呈現

虧損狀態。例如對背光模組廠商來說，因為面板製造商面臨虧損壓力，降低產能

利用率，一定會要求背光模組廠商大幅降低背光模組價格，來換取出貨量，使得

背光模組廠商的獲利也跟著縮小 (蕭君暉、邱馨儀 2006e) 。由此可知，面板製

造商自製零組件對專業零組件廠商的衝擊。面對液晶電視品牌廠商要求面板供應

價格調降，面板製造商不是加快零組件自製時程來降低成本，就是大砍零組件價

格，所有零組件廠商都面臨不少壓力，這與面板製造商的發展可說是相當雷同，

同樣都是受到需求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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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組件廠商訂單只能依賴面板製造商 

在面板製程中，每片面板就需要搭配一片彩色濾光片，兩者可說是命運共同

體。因此，彩色濾光片廠商也必須隨著面板製造商，不斷進行新世代設備的投資。

彩色濾光片廠的建廠資金約需新台幣 40至 50億，雖然比起面板製造商動輒數百

億元的建廠費用要少，但仍屬於資本密集的產業。在面板製造商陸續進入五代線

的同時，和鑫和展茂積極投入資金及人力，展開五代彩色濾光片的生產測試 (蔡

燿駿 2003) 。目前液晶電視被視為是面板產業的新應用，因此各家彩色濾光片

廠商都將其鎖定為主力產品，積極開發應用於液晶電視上的新技術。 

將來彩色濾光片廠商的獲利關鍵就在於擴充大尺寸彩色濾光片的產能，以及

是否能及時研發出適合液晶電視用的彩色濾光片供貨給市場，如果兩者都可以來

得及做到，就會有大量的利潤。(FD-02) 

和鑫五代彩色濾光片的最大客戶來自瀚宇彩晶與中國的面板製造商 (陳梅

英 2008) ，2008 下半年和鑫六代廠進入投產階段。儘管法人對面板製造商自製

彩色濾光片多有疑慮，但彩色濾光片產業被取代的疑慮非常小，因為奇美和友達

等大廠仍有 10%至 15%須外購，儘管空間有限，但可以抓到這個空間，對和鑫

仍屬有利 (劉家熙 2008) 。 

在背光模組方面，瑞儀主要訂單來自台灣的友達、奇美、華映及瀚宇彩晶；

日本方面有 Panasonic 及 Optrex；韓國方面有 Samsung 及 LG；其他則有 Philips

及 Toshiba等 (瑞儀年報 2007：50) 。因為大尺寸背光模組的應用範圍僅限於液

晶電視(見圖 5-13)，因此瑞儀的訂單來源就僅以大尺寸液晶電視面板製造商為

主。2008 年底時，台灣面板製造商產能利用率降得相當低，韓系面板製造商還

維持近九成的利用率，不過近來台灣面板製造商的產能利用率已經拉高。對背光

模組廠商而言，訂單的好壞決定於面板製造商的景氣，景氣好轉，對背光模組廠

商而言當然是一大利多 (邱馨儀 2009c) 。 



全球零售變革與資本主義支配結構轉型：以台灣面板產業為例 

 216 

圖5-13：背光模組產品應用 

 
行動電話                      工業儀錶                    筆記型電腦 

PDA                       醫療儀錶                     LCD Monitor 

數位相機                      飛行儀錶                    TFT-LCD TV 

視訊電話                     掌上型電視 

                                     VCD Player 

                                      汽車導航 

資料來源：http://www.radiant.com.tw/, 瑞儀光電 

背光模組的經營有許多考驗。背光模組是用人最多、備料最複雜、問題也最

多的面板零組件產業，不僅需要嚴密控管，讓裝配的問題最少，也要持續投入研

發，配合下游客戶的需求。這個產業有科技產業的研發需求，也有裝配業的特性，

更大考驗則是客戶自組計畫，背光模組廠的努力，很可能因為客戶自組背光模組

而完全破功。為減少這個衝擊，瑞儀在二、三年前就開始因應，一方面擴大客戶

基礎，打進韓系面板廠供應體系，一方面避開面板廠最容易自組的電視背光模

組。在大陸生產基地的佈局，則以貼近面板廠、就近供應的方式，與面板廠維持

更緊密的關係。瑞儀去年供應韓系面板廠的比重就持續拉高，第四季時更因韓系

面板廠的產能利用率遠高於台系，韓系訂單佔瑞儀出貨量比重達到五成，如今台

灣面板廠產能利用率提高後，又將恢復台系客戶比重較高的態勢。面板廠一直有

背光模組自組的想法，這點對背光模組廠來說是一個危機，所以我們當然要做一

些因應。(FD-22) 

相對於面板製造商旗下偏光板廠之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景況，專業的偏光板廠

商則在銷售業績上備受擠壓。以全球最大的偏光板供應商日東來說，繼 2006 年

10 月以來調降財測後，由於液晶電視價格下滑，使得偏光板的收益來源不盡理

想。另外，國內偏光板大廠力特也因台灣面板製造商優先使用自家生產之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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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使得力特訂單流失，自 2006年第二季以來營收呈現衰退(見圖 5-9)。再者，

偏光板上游材料供應市場為寡佔市場，價格強硬，議價空間有限，及中游面板製

造商壓低採購單價，故在上中游擠壓下，力特毛利率也呈現下滑局面 (劉世忠 

2007：38) 。就客戶結構，力特目前主要客戶為奇美約佔 33%、友達與華映皆約

佔 25到 30%，在產業競爭更加激烈下，除維繫現有主要客戶，韓國與大陸將為

未來重點開發市場，目前則先以韓國市場為主 (玉山證券 2007) 。 

零組件廠商有面板製造商的加持，雖然業務穩定有穩定客源，但獲利率勢必

大減，在不景氣時雖然壓力減少，但即使回到旺季，恐怕也很難再回復以往的獲

利水準。在垂直整合局勢下，面板製造商優先下單給轉投資企業，行有餘力才會

再下單給非集團企業，也使得專業和集團內零組件廠商有不同的表現 (邱馨儀 

2009a) 。面對面板製造商持續往上游整合，將零組件逐一納入自製，上游零組

件的經營方向也應該隨之調整。面板零組件廠商已從過去產能的競爭，轉變為技

術與管理能力的競爭，未來擁有關鍵技術的廠商才有機會獲得訂單。 

關鍵零組件主要面臨的問題來自液晶電視在需求端的銷售狀態，以及必須即

時供應中游面板製造商的需求。前者首要在於因應需求端變化所從事的技術開發

能力及時程的掌握，後者則在於擴產時程的掌握及良率的提昇。雖然產業供應鏈

已經非常穩定，但由於關鍵零組件廠商的訂單來源非常單一，特別是大尺寸面板

零組件僅能供應給生產液晶電視面板的廠商，如此就容易受到液晶電視在需求端

表現的影響。加上面板製造商為了降低成本加速關鍵零組件自製，造成零組件廠

商訂單的流失。在零組件廠商已投入大量固定成本且生產線無法有效變更時，如

何與面板製造商取得良好的互動並維持利潤，則是關鍵零組件廠商未來存亡的關

鍵，而這一切都要歸因於液晶電視售價在大型零售商的不斷下滑所致。 

(三)零組件廠商進入中國面板市場尋求新訂單 

由於面板製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紛紛將關鍵零組件內製，對專業零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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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單量產生排擠效應，在專業零組件廠商仍需維持固定成本支出的情況下，開

始尋求中國大陸的訂單。2006 年台灣大型面板出貨量已經佔全球第一位，而中

國大陸卻只有 4%，而且仍以生產監視器為主。2006年台灣已經設立 7.5代廠，

而中國大陸仍發展到五代廠。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面板設備投資納落後台灣二

年或者是兩個世代。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發展潛力吸引著備受成本競爭壓力和國

內市場狹小限制的台灣專業零組件廠商。 

由圖 5-14可看出 2007年液晶電視在日本及西歐市場已趨近飽和，然而中國

大陸的普及率依然相當低，扣除非洲等所得較低國家，中國市場是相當有潛力

的。工研院 IEK (2006) 的研究顯示，全球市場所需之液晶電視的數量從 2000年

的 21萬台增加至 2005年的 2018萬台，歷年成長率在於 100至 300%之間。中國

大陸在 2001年開始打開液晶電視的市場後，從 2001年的 1000台至 2005年市場

需求達到了 135.3 萬台，平均成長率高達 506.49%。雖然其成長率從 2001 年的

1100.0%下降至 2004年的 218.1%，但每年仍維持正的成長率，然而在 2005年，

其成長率開始反降為升至 490.7%，顯示在 2005年是中國大陸液晶電視市場需求

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 

中國大陸液晶電視市場成長率從 2002年至 2005年期間，均大於全球液晶電

視市場量的成長率，在液晶電視的市場需求上，中國大陸的成長是高於全球市場

的成長幅度，可見中國大陸的液晶電視市場將成為台灣面板專業零組件廠商新的

訂單來源。外來品牌很難切入中國大陸液晶電視市場，而大陸的自有品牌在地利

與成本優勢助力下，大部分中國液晶電視市場都是以當地品牌業者為主。 

中國面板主要製造商包括上廣電、京東方及龍騰，但上游關鍵零組件供應鏈

配套不足是個大問題。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不同於台灣，在關鍵零組件的自製率

上仍屬偏低，因此，在必須對外下單的情況下，就給予台灣專業零組件廠商新的

機會，同時也造成零組件廠商在地理空間上的移動以利就近供貨(見表 5-10 及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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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全球液晶電視普及率 

 

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 2007/6 

表 5-10：京東方關鍵零組件來源廠商 

項目 供應廠商 國別 佈局地點(方式) 

DNP 日本 日本 
和鑫 台灣 台灣 

STI 日本 日本、韓國 

Toppan 日本 日本、台灣 

彩色濾光片 

ACTI 日本 日本 

Nitto Denko 日本 日本、中國大陸(後段裁切) 

LG Chemical 韓國 日本、中國大陸(後段裁切) 
Ace Digitech 韓國 韓國 

偏光板 

力特 台灣 台灣、中國大陸(後段裁切) 

Chatani 日本  
蘇州茶谷 中國大陸  
北京茶谷 中國大陸  

Nano-Hitec 韓國  

背光模組 

Onnuri 韓國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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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上廣電關鍵零組件來源廠商 

項目 供應廠商 國別 佈局地點(方式) 

Toppan 日本 日本、台灣 
彩色濾光片 

DNP 日本 日本 

偏光板 Nitto Denko 日本 日本、中國大陸(後段裁切) 
中強 台灣 台灣、中國大陸 
瑞儀 台灣 台灣、中國大陸 背光模組 

科橋 台灣 台灣、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06/12 

2006 年京東方在偏光板供應方面，是外商在中國大陸設後段裁切工廠，尚

未有量產工廠；彩色濾光片仍然完全進口；掌握部份背光模組，其餘由韓商與日

商在中國大陸設立的背光模組廠供應。上廣電的偏光板來源是仰賴外商在中國大

陸設後段裁切工廠，但外商尚未有設立溶爐或前段加工廠；彩色濾光片仍然完全

進口，但 2006 年 8 月上廣電集團旗下的上海廣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富

士膠片株式會社合資設立上海廣電富士光電材料有限公司 (陳子昂 2006：

85) ，進行彩色濾光片的生產；背光模組則完全依靠台商供應。 

上游材料的主導性不足外，面板製造商一心想要降低生產成本，彩色濾光片

從外購漸漸轉向自製為主已經成為趨勢。為了控制成本與掌握重要關鍵零組件，

在彩色濾光片上，業者在進入六代線的當下都決定採取自製方式，甚至也回頭加

蓋 4.5代與五代的彩色濾光片廠，此舉已威脅到專業彩色濾光片廠商的生存。2003

年京東方收購韓國面板製造商 Hydis，同時接手其兩座面板廠，接著在 2004 年

於北京亦莊工業區建立了京東方顯示科技園區，設立中國大陸第一條五代液晶面

板生產線。 

Hydis的五代面板每月產能約六萬片，彩色濾光片全部採外購，其中和鑫約

出貨供給兩萬兩千片，佔和鑫五代彩色濾光片廠出貨 35%左右。而台灣另一家擁

有五代彩色濾光片廠的台灣凸版國際彩光則是部分出貨給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

上廣電。眼看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包括上廣電、京東方和龍騰等五代面板逐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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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內專業彩色濾光片廠似乎看到一絲希望 (賴彥中 2006) 。也因此，和鑫

除了合併南鑫外，也對背光模組板廠和立聯合增資，將其正式納為旗下子公司，

希望透過和立聯合在中國的佈局，將彩色濾光片外賣到中國去，以擴大市場 (陳

梅英 2004) 。此外，和鑫也投資北京康達科技 295 萬美元，在當地佈局彩色濾

光片的檢查修補廠。 

台灣、日本及韓國面板製造商的彩色濾光片多數已經自製，不過中國大陸三

條五代線，至今彩色濾光片仍全數外購，而和鑫則正好趁著這一波商機，使得營

運狀況翻紅。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雖然積極想建置自家的彩色濾光片生產線，不

過由於技術能力不足，至今也還沒有一個譜，展茂生產線停工，和鑫就成為了中

國大陸面板製造商重要的彩色濾光片供應商。台灣面板製造商已經自製彩色濾光

片，台灣的彩色濾光片廠商待在台灣，還是沒有訂單，留在台灣最後可能只是掙

扎求生，不敢想賺錢，只求維持基本的營運。現在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的彩色濾

光片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必須仰賴外界的技術與產能支援，前進中國大陸設廠彩

色濾光片廠商才有商機。一旦中國大陸三家面板製造商合併完成，有了足夠的資

金，一定會設法自己投資彩色濾光片，到了那個時候，彩色濾光片產業就連這最

後一線商機也消失了 (袁顥庭 2007) 。 

目前在台灣面板市場當中，偏光板市佔超過一半的力特，相當看好台灣與韓

國前進中國大陸所產生的產業群聚效應，為了能就近出貨，力特已在 2006 年投

資 495萬美元，規劃在中國設廠。除中國大陸市場外，積極要打入韓國供應鏈的

力特，雖不願透露海外與本土客戶的售價差異，但來自韓國面板製造商的接單情

況，也讓力特在 2006年韓國訂單的比重顯著攀升。對照圖 5-9，力特從 2006年

的訂單量開始下滑，使力特於 2006 年開始佈局中國大陸和韓國市場，尋求替代

性的訂單。 

瑞儀除了供貨給友達、奇美、華映、瀚宇彩晶，日本 Sharp、Toshiba、Matsushita 

Display 及 Optrex 外，2005 年首次出貨中國大陸面板製造商 SVA 及 Hydis，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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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打入韓國 Samsung 及 LG。2007 年銷售給韓國廠商之金額已佔公司整體

營收約 24%，成功搶佔韓國面板供應鏈 (瑞儀年報 2007：50) 。同樣對照圖 5-9，

瑞儀在 2005 年因台灣面板製造商垂直整合的效應開始出現，導致訂單量萎縮，

促成瑞儀開始尋求中國大陸及韓國的訂單，以分散市場風險。台灣背光模組廠商

中光電和瑞儀已順利切入韓商的供應鏈當中，使得台灣背光模組廠商利用在中國

大陸生產的優勢，以優良的品質及較低的成本，讓下游廠商開始大量採用台灣背

光模組廠商所生產的背光模組。 

(四)面板及液晶電視生產線又隨零組件廠商地理空間移動 

初期面板製造商皆以中國華東一帶做為模組生產基地，故當地已形成面板產

業群聚效應，吸引相關業者進駐。但考量拓展業務，面板製造商西進或往南擴廠

之意願愈發明顯，連帶相關零組件業者必須跟進，此舉造成台灣業者整體補給線

愈拉愈長，須整合之資源更多。若非獲利極佳廠商著實無法負擔更為龐大的拓展

支出，也因如此，一線及二線業者差距將更為顯著，大者恆大更為明顯。台灣主

要背光模組廠商自 2002年起紛紛將後段組裝作業移往中國大陸廠，2006年台灣

背光模組廠商之中國大陸廠產能所佔比重已超過七成，產值貢獻近六成，超越台

灣廠產能。而隨著背光模組廠商持續增加中國大陸產能規劃下，未來在中國大陸

設廠或擴廠的比例亦將持續提升 (瑞儀年報 2007：37) 。 

為能因應產業群聚潮流以達就近服務客戶的趨勢，帶動了一向不輕易在海外

設廠或研發中心的日本廠商向台靠攏，以延伸其後面板時代的效應。韓國上游材

料及設備廠商，在成本及價格的考量下，亦跳脫自給自足之產業鏈，漸漸走向全

球化佈局。未來關鍵零組件之生態及經營模式，將擺脫區域性限制，朝向國際化

發展，促使台日韓面板產業形成更密切又複雜的競合關係 (Ibid) 。 

因此，除了看好中國大陸市場，在需求端不斷侵蝕整個供應鏈成員利潤的情

況下，為考量成本的降低，面板製造商及液晶電視品牌廠商莫不積極佈局，為搶



第五章：從終端需求出發：中游面板製造商到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 

 223 

佔全球液晶電視市場先機，紛紛到中國大陸卡位。從表 5-12 可以看出，中國大

陸的人力成本是台灣的三分之一，考量設廠成本折舊等等，換算出來每片單位成

本為 2.2 美元，台灣則為 5.5 美元，只有台灣的四成而已。因此儘管在中國大陸

設置面板前段生產線可能帶來加速中國大陸產業群聚、人才磁吸與技術擴散之

虞，但台灣廠商更可能因此獲得接近液晶電視代工與品牌客戶，且過去中國大陸

設廠多為後段的較無技術的模組製程，組裝完成載運回台灣可加速製程整合的生

產效率、降低庫存水位並減少面板製程週期 (洪淑賢 2007) 。此種優勢，吸引

了不少廠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台灣面板製造商與關鍵零組件廠商幾乎都有在中

國大陸設廠，降低成本與群聚效應所能產生的就近供應是主要原因。 

表 5-12：台灣與中國之面板後段製程成本比較 

 
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 2007/5 

從上下游的關係來觀察面板產業的價值鏈移動，面板製程因下游品牌廠商移

往中國大陸生產後，在價格激烈競爭而不斷下跌的情況下，面板製造商均積極的

進行成本管控以因應價格下跌，將需要眾多人力組裝的後段模組移至中國大陸進

行設廠生產。背光模組廠商則在後段模組廠商的要求下，亦配合前往中國大陸生

產，導致面板價值鏈移動有連帶的效應。由下游品牌廠商隨中游面板製造商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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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上游面板關鍵零組件廠商又隨中游面板製造商的移動，引發一連串連帶移動

的效應 (賴彥中 2009) 。 

相對的，下游品牌廠商也隨中上游廠商移動。奇美 2006 年底進軍中國大陸

液晶電視市場，並交由聲寶旗下的新寶電器蘇州廠在當地組裝，以就近供貨。奇

美自有品牌與代工的液晶電視合計將出貨 50 萬台。為了要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必須在當地組裝比較划算，否則將不利奇美在中國大陸銷售液晶電視 (蕭君暉、

張義宮 2006) 。此外，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積極佈局中國大陸市場，聲寶、歌林

和大同均設有生產據點。聲寶以 32 吋及以上液晶電視為主，並結合中國大陸最

大通路業者的國美旗下鵬潤來銷售。大同以吳江廠為液晶電視的生產據點，以

32吋以上的產品為主，採用當地的零組件來降低成本 (張義宮 2006d)。 

從需求面來看，本文第四章言及 32 吋液晶電視面對大型零售商的降價壓

力，為降低生產成本，液晶電視品牌廠商開始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進行委外生

產，同時面板也受到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的砍價，於是又造成面板製造商將後段模

組生產移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也能就近供貨給液晶電視的生產。台灣的優

勢在面板製造，而中國大陸的優勢在於液晶電視生產及銷售，於是形成互補的局

面 (陳子昂 2006：88) 。因應關鍵零組件價格在面板製造商要求調降的壓力，

零組件廠商將生產基地外移降低生產成本並就近供貨給面板製造商，於是在需求

面的驅動下，促成整個供應鏈新的群聚效應。當位居上游的關鍵零組件廠商在地

理空間上移動，需要取得較低價格零組件來降低成本的面板製造商和液晶電視品

牌廠商，又跟隨零組件廠商移動。對於群聚效應的解釋不能僅停留在供給面層

次，造成產業群聚重組更重要的驅力是來自於需求端的影響。 

為了降低成本我們已經把勞力密集的後段模組生產移至中國大陸，零組件廠

商看到我們過去也跟著過去，這對降低我們零組件的取得成本而言當然是好的，

因為它佔面板生產成本比重大。我們並沒有強迫零組件廠商過去中國大陸啊！但

它留在台灣我們還會跟它買嗎？但相對而言，台灣零組件廠商都到中國大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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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留在台灣生產的成本反而增加，逼著我們要擴大後段模組在中國大陸生產的

比重。(FD-09) 

第二節、終端需求做為面板製造商與零組件廠商權力關係的驅動

者 

一、大型零售商影響中游對上游供應鏈結構的權力關係 

2008 年 9 月，由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發生在北半球的金融風暴不僅造成全

球金融產業如骨牌般的應聲倒地，也因風暴所造成的景氣衰退造成歐美需求市場

的一蹶不振。此金融層面所引發的全球需求失衡，造成全球製造與零售業受到相

當程度的衝擊。金融風暴造成液晶電視市場需求疲弱，面板製造商在 2008 年第

三季開始陷入虧損，第四季虧損進一步擴大，面板製造商虧損的壓力也轉嫁到面

板零組件上。 

為了因應這波需求減弱的影響，台灣面板製造商大幅減產，產能利用率僅在

50 至 60%之間，因此對於零組件的需求量自然也大幅衰退。另一方面，由於面

板價格已經低於材料成本，面板製造商也會對於零組件廠商增加降價的壓力，因

此零組件廠商也難以避免因需求減弱所產生的衝擊。例如彩色濾光片 2008 年第

四季價格較第三季下跌 4%到 6%，外購的五代彩色濾光片價格則受到台灣和中

國大陸面板製造商大幅降低產能利用率影響，第四季價格較第三季下跌 11%；背

光模組第四季價格較第三季下滑達 5%至 7%；偏光板第四季價格較第三季下跌

4%至 7% (Wits View 2008) 。 

背光模組廠在很多方面都要更努力，來自面板廠的價格壓力永遠存在，怎麼

找到自己的出路是背光模組廠的新課題。(FD-22) 

是什麼因素造成中游面板製造商與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之間不對稱的權力

關係？是面板製造商具有資本、技術及規模優勢因而在供應鏈中扮演核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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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關鍵零組件廠商必須依賴面板製造商訂單因而在供應鏈中位居邊陲位

置？而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則是因為具有品牌優勢，因此形塑出對面板製造商的權

力關係？本文認為上述解釋都僅僅是從供給面或工業製造中心主義來理解供應

鏈中各行動者的權力關係形成，例如陳東升 (1997) 對高科技產業組織間關係的

權力分析以及戴佳雯 (1999) 對高科技產業網絡之探討。相反的，從需求面來理

解中游面板製造商與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的權力關係將能跳脫資本、技術、規模

及品牌等供給面的思維方式，重新檢視供應鏈成員間權力關係形成的因素。 

什麼是必要需求？或許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發問，也就是

「沒有什麼東西將會怎樣」？現代人如果少了電腦、網路或通訊工具，許多工作

將被迫停擺，現代社會的正常運作也會受到影響，如果「沒有液晶電視將會怎

樣」？應該不會怎麼樣，頂多繼續看原來的映像管電視而已！那麼對現代人而

言，液晶電視相較於電腦、網路或通訊工具而言就不是必要需求。當景氣衰退消

費者可支配所得減少時，對於非必要需求的液晶電視需求就會減弱，選擇繼續使

用映像管電視，除非映像管電視壞掉或者是液晶電視售價大幅降低，進而在映像

管電視堪用時仍選擇換機。 

除了社會和消費者心理因素外，降低液晶電視售價就成為引發換機潮的重要

關鍵。大型零售商同時身處交換和消費場域的制高點角色，一方面掌握市場動態

和消費者，瞭解售價和消費的關係，因此具有定義有效需求的能力。供應鏈的行

動者在投入龐大成本的情況下，則是希望消費者在映像管電視尚未損壞前就換購

液晶電視，因為電視是耐久財，要等到消費者的映像管電視損壞再來換液晶電視

是不可行的。大型零售商在具備上述能力的情況下，將形塑供應鏈結構中的權力

關係，本章已經從實證資料證明中游面板製造商對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的權力關

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面板製造商必須將大型面板銷售給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因此液晶電視的

市場需求情況將影響面板製造商的營運。當液晶電視品牌廠商被迫降低售價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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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市場需求時，為了維持利潤勢必設法降低生產成本，於是佔成本比重極大的面

板就成為被迫降價的首要對象。大型面板的應用範圍有限，面板的銷售就與液晶

電視的銷售產生連動關係，造成第四章所言面板製造商在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的要

求下調降面板供應價格，希望共同將液晶電視的需求打開，於是造成中游面板製

造商調整組織行動及策略來因應價格下滑所造成的利潤損失。 

當中游面板製造商希望降低成本，以因應供應給液晶電視品牌廠商的面板價

格不斷下滑對利潤造成的衝擊，除了本身的組織行動外，在策略上就施加上游關

鍵零組件廠商更大的價格壓力。為了因應中游面板製造商降低成本的組織行動如

垂直整合自製零組件，這種情況下造成專業零組件廠商的可替代性增高，即使面

板製造商外購也對零組件價格多有砍價。 

在面板關鍵零組件當中雖然不乏技術門檻高者如偏光板，但並非如世界體系

理論或依賴理論所言，因為具有技術而在權力光譜上處於核心支配位置或成為被

依賴角色。雖然本文並不同意將國家當成經濟社會學的分析單位，但可以肯定的

是，零組件廠商即使擁有關鍵技術也無法在供應鏈中成為核心或被依賴角色。從

社會而非技術供給面的角度來看，關鍵零組件即使技術門檻再高再重要，但技術

要能被擴散成社會需求才有意義。由於關鍵零組件不是終端消費產品，技術擴散

就必須依附在液晶電視的市場需求量上，也就是液晶電視要能銷售出去，對關鍵

零組件廠商既有的技術優勢而言才有意義。 

為了因應液晶電視用降價換取需求衝擊到面板供應價格，面板製造商降低成

本維持利潤所形成的組織策略，以及對零組件價格施加的壓力，造成上游關鍵零

組件廠商為了保有訂單，不是採取新的組織行動及策略來降低成本以回應中游面

板製造商，就是到中國大陸尋求新訂單。如此，面板及液晶電視生產線又隨零組

件廠商的組織行動及策略而移動，產生新的供應鏈群聚效應，進而複製原有供應

鏈的權力關係，包括中游面板製造商與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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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製造商的權力影響與零組件產品特性有關 

以 32吋面板為例，製造成本就佔了 75%，其中以後段模組製程佔的比例最

大，勞動成本就佔了很大部分，因此相當多的廠商將此部份移到中國大陸生產，

以降低成本，而中段製程也有 27%(見表 5-13)。看的出在成本結構上，零組件佔

了相當大部分，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成本，是否自己生產還是向外採購就成為面板

製造商的重要課題。 

表 5-13：32吋面板成本分析 

 
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 2007/6 

由於一個面板就必須搭配一組背光模組，所以背光模組的需求量可以說是和

面板產量一致，背光模組的需求就建立在面板市場上。雖然台灣背光模組產業在

全球市佔率上逐年提升，產值也一年比一年擴大，但台灣廠商所能獲得之利潤卻

是微薄的，主要原因在於背光模組關鍵零組件的掌控度低，因此在原材料成本上

並無法達到有效降低的趨勢 (姚柏宏、潘奕凱、黃珩春 2005：32) 。由於背光

模組產業是屬於組裝性質，技術性較低，進入障礙也較低，當面板產能大量開出，

造成價格下滑的壓力時，背光模組的價格支撐力較弱。目前多數廠商的毛利率僅

約一成左右，未來除了掌握上游原料以及導光板的技術外，產能達規模經濟之廠

商將較具成本優勢，大者恆大的趨勢明顯。 



第五章：從終端需求出發：中游面板製造商到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 

 229 

背光模組產業發展與其下游面板特性及終端應用產品發展趨勢密不可分 

(瑞儀年報 2007：36) 。背光模組必須與面板製造商在開發新款面板時即進行搭

配(design- in)，故列入供應商後短期並不易轉單，惟面板製造商在開發新款面板

時多同時找兩至三家背光模組供應商。此外，由於不同面板製造商及機種間設計

不同，故在模具開發8上也不盡相同。因此，在產品多樣化及經濟規模的考量下，

面板製造商目前多數向外採購背光模組，不過，多數面板製造商均會保有自有產

線，用以箝制背光模組廠。由於面板製造商內製背光模組的產能擁有成本及效率

優勢，專業背光模組廠商將在議價上持續受制。 

面板廠一直有背光模組自組的想法，這點對背光模組廠來說是一個危機，所

以我們當然要做一些因應。在背光模組的三大產品中，筆記型電腦背光模組是難

度最高的，這部分是瑞儀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面板廠要自組背光模組時最不容易

做到的，所以瑞儀一直將產能重兵布在 NB 背光模組。 監視器與電視背光模組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尤其是電視，是最容易切入的領域，所以瑞儀會盡可能的避

開。(FD-22) 

2004 年因為台灣五代廠紛紛開出，然而彩色濾光片的良率卻無法提升，產

能無法跟上面板產出的速度，這一直困擾著面板廠商，為了穩固彩色濾光片貨源

並降低採購成本，於是面板製造商內製化的趨勢出現。此外，專業彩色濾光片廠

商本身折舊壓力較大(見表 5-14)以及毛利率偏高(見圖 5-6)，以致成為面板製造商

主要砍價對象。專業彩色濾光片廠商之固定折舊攤提金額佔生產成本比重約 25

至 26%(見表 5-14)，遠高於背光模組之 2到 3%。由於 2008年第三季面板製造商

進行減產與訂單大幅下滑，相關廠商營收規模已大減至損益平衡點附近，彩色濾

光片當然成為面板製造商首要砍價的對象。 

表5-14：面板上游相關零組件折舊比重 

零組件族群 折舊佔總成本比重 

                                                 
8 一套必須耗費數百萬元。 



全球零售變革與資本主義支配結構轉型：以台灣面板產業為例 

 230 

彩色濾光片 26% 
背光模組 2-3% 
偏光板 6-7% 

資料來源：大華投顧  2008 

一台液晶電視就要用掉兩片偏光板，偏光板在 32 吋液晶電視面板零組件成

本中佔 15%(見圖 5-3)，具有需高度技術與量產規模等產業特性，因此進入門檻

甚高，導致全球偏光板主要廠商家數不多，也因至今尚無其他替代品，偏光板市

場規模將隨面板產品需求擴大而穩定成長。雖然偏光板在關鍵零組件中的技術門

檻最高，但當前全球面板市場主要集中在前幾大廠商，而一直以來偏光板價格常

取決於面板製造商以及更上游關鍵零件的供給情形。2007 年由於韓商及內製廠

投入競爭，使得偏光板產業面臨更大的挑戰。此外，因為製程仍無更為創新的突

破，關鍵膜片材料仍掌握在少數日系大廠手中，再加上面板製造商向上整合以及

對專業廠商砍價的壓力仍在，使得專業偏光板廠商備極艱辛 (劉美君 2008)。 未

來除了在製程及良率不斷突破外，增加且分散客源以及差異化產品將是攸關偏光

板廠商生存的重要關鍵。 

第三節、小結：需求端建構供應鏈的組織行動 

Bonacich和 Wilson (2008: 4-5) 強調，物流革命反應出製造業和零售業兩者

力量的轉移，由「推進」(push)轉換成「拉動」(pull)的過程。所謂推進的系統，

即製造業是支配者，取得有效規模並降低單位成本，零售業者購買大量可獲得折

扣；所謂拉動的系統，即零售業者掌握消費者行動，傳達這些消費者傾向至供應

鏈的生產者。更重要的是，依靠零售業的 POS 系統快速調整庫存，於是供應鏈

庫存能降低，對於製造業及零售業都能降低成本。要產生拉動的系統，關鍵在於

需求資訊的取得，因此一個緊密的實體銷售網路就尤其重要。一個潛力巨大的市

場必須掌控住，而掌控市場的就是大型零售商，因此交換場域而非生產場域是資

本主義經濟體的的重要命脈，而交換場域勢必關聯於生產和消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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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場域的行動者在做生產決策時，通常無法預知市場實際的產品價格與市

場需求，而僅能依當時的情況做決策依據，因此往往無法掌握真實的市場需求與

合理價格。另外一方面，供給面則依廠商生產線良率的提升與否產生變動，當廠

商之生產線良率提升且量產時，若市場需求不如預期，價格將產生波動來刺激需

求，因此市場處於一個不穩定的均衡。面板產業供應鏈結構相當複雜，上游零組

件多且成本非常高，個別零組件廠商又有各自的原料供應鏈；中游面板製造商規

模大且資本密集；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商與市場需求緊密相依，於是需求端對整

個供應鏈形成由下至上的影響。 

液晶電視市場不是一種推進的過程，因為生產場域的行動者無法預知並掌握

市場價格與需求，在取得規模之際往往和市場需求有所落差，造成在資源上無效

配置進而導致虧損與資源浪費。相反的，從液晶電視產業身上可以發現當代資本

主義消費市場的發展趨勢。消費市場變成是一種拉動的過程，大型零售商掌握消

費者行動與創造需求的售價，傳達這些訊息給生產場域中的行動者，造成供應鏈

組織行動與關係的轉型重構。關鍵在於同時處在交換和消費場域的大型零售商具

有取得需求資訊的能力，這種能力影響了供應鏈下游液晶電視品牌廠商、中游面

板製造商一直到上游關鍵零組件廠商的組織行動和關係，並塑造出整個供應鏈的

新樣貌。 

從拉動的系統來看，供應鏈組織行動的形成並非自發的，而是一種回應大型

零售商在掌握有效市場需求上所提供的訊息。低成本是供應鏈環節中每個行動者

共同的成功要素，成本低獲利就可提高。從上游關鍵零組件到中游面板製造商，

再到下游的液晶電視品牌廠商，最後到消費場域中的終端消費，如果能有效率的

形成一個供應鏈網絡，將使得風險、時間與成本上都能有效的降低。這種降低整

個供應鏈網絡風險、時間與成本的職能就來自於同時身兼交換與消費場域的行動

者大型零售商身上。 

例如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在大型零售商的壓力下以調降售價方式來創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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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需求時，日本液晶電視品牌廠商將生產製造移至台灣或中國大陸，與在地廠

商作某種程度的合作與聯盟，而台灣與韓國面板製造商又將勞力密集之後段模組

廠移轉至中國大陸製造9，以達成資源最適配置效益。面板製造商為了減輕關鍵

零組件的成本比重，各家業者都在思考該如何降低成本，亦即一樣的面積要如何

生產才會比較便宜。為解決上游關鍵零組件佔面板成本比重過高的情形，面板製

造商開始進行零組件內制化和委外雙向並行，以垂直併購方式合併已經有生產技

術和經驗的上游零組件廠商也是一種有效策略。受到面板製造商砍價和進行垂直

整合的影響，上游零組件廠商亦開始尋求降低生產成本的策略與來自新市場的訂

單。最終，在大型零售商拉動的過程中，造成整個供應鏈組織行動的轉變與重構。 

權力日漲的大型零售商，讓原本交換系統從推進系統變成為拉動系統，大型

零售商取代生產場域中行動者來預測、主導市場走向與需求，這也改變傳統由生

產場域中的製造商進行垂直整合的供應鏈模式。透過本文對面板產業的研究同樣

證明Hamilton和Feenstra (2006) 以全球供需接連這個概念來說明美國零售革命和

東亞工業化的關聯性。簡單來說，面板產業呈現出需求端的大型零售商和亞洲製

造商接觸與連接過程，以及供給端如何去回應全球供需接連，顯示面板產業供應

鏈是一種由大型零售商主導的模式。 

                                                 
9 後段製程部份雖然投資成本低，但是所需的人力成本卻比較多，下游客戶由於已在中國大陸設
生產基地，產能逐漸移往中國大陸，因此台灣便將後段模組移往中國大陸。台灣面板製造商面對
此一趨勢的變化十分敏感，因此在後段模組的外移速度上也較日、韓業者快上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