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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2006年期中報告 

第一部份：本年度研究進度與工作概況 

    本研究計劃在過去這一年的研究進程中，一方面除了延續第一年對於台灣

TFT/LCD液晶面板產業的研究之外(初步的研究成果詳下)，也同時將過去初步的

研究成果，在兩個不同的學術會議發表研究論文，分別是在 2005年的台灣社會

學年會發表〈Moving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Mapping the Divergent 

Emergence Pathways from OEM in Taiwan〉，此外也在今年年初本整合型計劃的第

二次內部工作坊中發表〈OEM On Trial: Whither the Taiwanese Production 

Regime〉。這兩篇文章主要是以 OEM 代工模式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所面臨

的機會結構與限制的理論探討，並在這些理論探討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去分析

台灣的幾個廠商個案(分別是：巨大、宏碁、鴻海、BenQ)所採行的不同產業升級

策略。這兩篇會議論文，將於未來更細膩的田野資料的收集後，再大幅度加以補

足、訂正與修改，之後尋求在國外的英文期刊出版。 

在 TFT/LCD液晶面板產業的研究上，本研究也累積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並

將於今年(2006)年底的台灣社會學年會與研究助理一起發表〈全球交換體系下台

灣面板產業發展之限制〉。目前該文初稿已經寫就，在年會宣讀前，我們會再加

以修改。 

 

補充報告： 

由於在此研究計劃中，我曾編列今年六月下旬於學期結束後前往南韓做田野

調查，與收集相關的產業研究資料，然而因為本人於去年(2005)十月起開始擔任

『第六屆全國高中人文社會營』的計劃主持人，負責籌備營隊的所有活動與相關

事宜，該營隊將於今天的七月四日至十七日於東海大學舉行。在營隊開始前，有

諸多與營隊相關的事宜需要本人處理，因此我前往南韓的研究之旅只好延到營隊

結束後。目前我計劃於七月下旬到南韓做為期約一個星期的田野研究，將會在七

月底以前回國，以便即時完成研究旅費的核銷，南韓行的研究報告也會在返國後

盡早完成，並繳交至貴會。更動之處尚祈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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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TFT/LCD面板產業在本年度的研究進展與精簡報告 

一、前言： 

本計畫為國科會專題三年研究計畫。其目的在探討台灣與南韓生產體制間結

構性制度、組織運作與行動邏輯之差異，同時歸納出隱藏在這些差異背後所代表

的意義與影響。在第一年，本計畫將重心置於台灣液晶產業資料之收集與瞭解，

並試圖去Mapping出台灣LCD產業上中下游結構的圖像；今年（第二年度），本

計畫除了持續關注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概況外，我們亦考察全球LCD產業

之發展史，以及造成台灣此一產業在短期內站上世界製造高位的發展機制。同

時，根據台灣光電協會（PIDA）資料庫的數字統計，2004年我國面板廠商的總

生產量雖然與韓國廠商不相上下（40% VS. 42%），但在總體獲利的表現上卻有

將近倍數的落差（NT. 639.6億元 VS. NT.1136億元）！這意謂著我國面板產量

生產雖居高位，但產值與獲利能力卻無法與韓國大廠齊頭並進。這是一個相當值

得注意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現象直接反應出的是學界、政府與業界一直關注的

「產業升級」議題。因此，這個年度本計畫的研究重點在於考察我國液晶面板產

業的成型機制與其發展的機會與限制。以下報告則是本計畫研究的部分成果。 

 

二、液晶產業成型的機制—「量產技術的提升與供需關係的確定」 

    從整個 LCD產業發展的世界史來看，液晶的發明與實驗室最尖端技術的掌

握雖然是源自於歐美等國，但由於其生產之產品大部分為軍方所收購（國防工

業），且生產、研發的資金來源亦來自國家的補助，故在沒有銷售端市場通路與

供給面資金短缺的壓力下，這些掌握液晶面板尖端技術的領導廠商，遲遲未開發

出具高良率的量產技術。反觀日本廠商，由於他們時時處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壓力

下，市場銷售的開拓與產品成本的降低成為企業母體獲利（甚至是生存）的關鍵。

因此，日本企業在液晶顯示器研究開發的努力上，一項不同於歐美廠商的特質即

在於：產品的技術開發與商品化程度呈現高度正相關。所以，日本企業最大的貢

獻在於將液晶實驗室技術商品化，進而拓展液晶市場；其次，若從我國液晶面板

產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在1998年日本廠商未將量產技術移轉至我國，以及承諾

消化我國廠商大部分產能以前，我國液晶面板技術是處在一種「有潛力而無實力」

的狀態之下。再加上液晶面板產業的投資與技術研發具有「高度市場取向」特性，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高良率量產技術的移轉」與「供需關係的確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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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液晶面板產業發展與全球液晶顯示器市場成型的最大關鍵，同時，我國液晶面

板廠商仍然是依循著過去代工生產（OEM）路徑進入全球液晶市場。 

 

台灣液晶產業上、中、下游體系圖 

 
 
 
 
 
 
 
 
 
 
 
 
 
 
 
 
 
 
 
 
 
 
 

資料來源：平面顯示器產業資訊網 http://www.display.org.tw/default.asp 

 

台灣液晶產業技術進化階段 

階段 技術類別 年份 業者 供給面條件 需求面條件 

第一階段 TN-LCD 1976 敬業電子 

休斯飛機提供

材料、設備與技

術。 

電子錶 

 

玻璃基板 [含 ITO玻璃] 

偏光膜 

製成用化學材料 [包含液晶] 

彩色濾光片 

印刷電路板 [PCB] 

驅動 IC 

背光源模組 

上游 中游 下游 

    資訊電腦 

    家電用品 

    工業用儀表 

    消費性電子產品 

上游

原料

採購 

+ 

液晶

製造

技術 

液晶

面板 

+ 

液晶

面板

模組 

日本企業 日本企業 以直接、間接出口為主 

導入技術或

進口原物料 

導入整廠或部分 

製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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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STN-LCD 1990 碧悠電子 

進口專業機械

設備與自

Polyronix導入

技術。 

俄羅斯方塊 

筆記型電腦 

第三階段 
TFT-LCD 

﹝小尺寸﹞ 
1990 聯友光電 

海外學人歸國

後自行研發 

柏青哥 

小型電視 

第四階段 
TFT-LCD 

﹝大尺寸﹞ 
1997 中華映管 

自日商獲得量

產技術 

筆記型電腦 

監視器 

資料來源：王淑珍，《台灣邁向液晶王國之路》P318.，2003。 

 

三、我國液晶面板產業發展之機會—對量產技術的快速學習與掌握 

    台灣面板廠商以OEM模式並挾帶著驚人的生產能力進入全球液晶市場，進

而撼動日、韓廠商在液晶面板版圖上的再佈局！這個現象意謂著台灣在製造領域

上的實力已獲得了日、韓等領導廠商的高度重視。而造成我國液晶產業發展之機

會即在於量產技術的快速學習與創新。根據類型學角度的分析，我國的科技學習

與創新模式是屬於追趕型（catching up）典範。再加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一直是

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因此，我國液晶產業的發展是類似於馬歇爾主義（neo –� 

Marshallian）式的「集體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亦即強調中小企業的彈

性、企業之間的網絡關係和密切的的互動，進而有利於創造出一個適合於科技學

習和創新的外部經濟和環境。根據我們的考察，相較於過去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我國液晶產業在人力資源培養方面，國家機器確實無法扮演如過去技術與人才搖

籃的積極角色。這樣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由於我國液晶產業的量產技術主要

移轉是自歐美、日等領導廠商，以及我國廠商切入世界市場的timing是在全球液

晶市場的逐漸成熟階段，故形成「技術向外取，人才向內拉」的特質；其二，政

府的人才培育雖然是以專案計畫和重點產業學院之設立的模式呈顯，但由於工研

院的培育目標與業界需求產生落差，故成效不彰。不過，政府其他相關的政策工

具（如財政、金融與環境政策），仍然對於資本誘發與降低生產成本具有莫大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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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對液晶產業的各項獎勵措施及內容 

政策措施名稱 實 施 日 期 獎 勵 內 容 適 用 者 例 

「生產事業獎勵類   

  目及標準」 
1986年 11月 

任何公司投資於政府

所指定的科技事業，

可享 5 年免稅，股東

可享 30%所得稅抵

扣。 

全 體 業 者 

「策略性工業適用 

  範圍」 
1987年 12月 

凡經由工業主管單位

核定符合策略性供業

者，其機械設備等進

口可享交通銀行低利

貸款。 

全 體 業 者 

「66項關鍵性產品 

  及零組件生產技 

  術自立開發」 

1991年 11月 
改善對日貿易逆差的

重點項目。 

 

「鼓勵民間開發新 

  產品辦法」、「關 

  鍵零組件開發辦 

  法」 

1991 年 9月 

行政院開發基金出資

三分之一，且提供三

分之一免息貸款，從

事研發公司只負擔三

分之一經費。 

南亞、碧悠電子、中

華映管、聯友光電 

「高科技第 3類股 

  上市上櫃辦法」 
1991年 

工業局審查委員會審

核通過，並向證管會

建議者，即使公司設

立尚未滿 3 年、或仍

處於虧損狀態仍可獲

准上市，以利高科技

公司從資本市場籌措

資金。 

達碁科技、瀚宇彩晶

都援用該法上市。奇

美電子、廣輝電子亦

援用該法於 2002 年

申請上市 

資源來源：王淑珍，《台灣邁向液晶王國之路》P.26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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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顯示前瞻材料與元件技術整合性計畫 

廠商 計畫名稱 效益 

展茂光電、瑞儀光

電、長興化工、中

強光電、晶元光

電、輔祥實業、台

灣永光、永記造

漆、奇菱科技、錸

寶科技、晶宜科技

等11家廠商聯合

申請 

平面顯示前瞻材料與元

件技術整合性計畫 

• 成立「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

元件產業協會」  

• 本計畫預計引導投資達新台

幣350億元，預估2007年之

後產值為新台幣1,500億元。 

申豐化學 
全交聯有機奈米橡膠微

粒開發計畫 

• 計畫完成後將於4年內建立

奈米級橡膠材料生產工廠  

• 預期可增加約10億元的產值。 

合邦電子 
可攜式數位多媒體裝置

開發計畫 

• 計畫完成後3年內為公司創

造約43.2億元之營收。  

東元電機 

開發電視用奈米碳管場

發射顯示器之關鍵技術

計畫 

• 規劃投入電視用CNT-FED面

板之開發  

• 預估將為國內整體產業帶來

超過18億元產值  

總開發經費 4億8,300萬元   

政府補助款 1億5,200萬元   

source : 經濟部技術處 2005/03/16 

 

其次，從科學園區的面板生產網絡來觀察，我們仍然可以確定竹科與南科周

邊儼然已形成一種以中游面板廠商為主要旗艦的光電聚落。而在中科的後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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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國西半部的「光電走廊」亦逐漸形成。造成我國光電聚落成形的最主要原

因在於，液晶產業的上中下游供應鏈長，且彼此間的生產依存度高，再加上大型

化與薄型化的次世代投資趨勢，因此在生產成本與降低風險（例如搬運）的考量

下，我國液晶廠商紛紛選擇以地理空間聚集為區位選擇，進而形成一種在資訊與

學習互動的群聚現象。 

 

 
 

台灣大尺寸TFT-LCD生產世代一覽表 

公 司 生 產 線 地 點 

G1、G3.5 新 竹 

G4、G5 龍 潭 友達(AUO) 

G6、G7.5(F) 中 科 

奇美(CMO) G3.5 G4 G5.5 G7.5(F) 南 科 

G3 楊 梅 
瀚宇彩晶(HannStar) 

G5、G6(F) 南 科 

華映(CPT) G3、G4.5 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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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F) 龍 潭  

G7.5(F) 中 科 

G3.5、G5.5 桃 園 龜 山 
廣輝(QDI) 

G6(F) 龍 潭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公司網站 

第三，從技術策略聯盟的角度來看，由於我國面板廠商屬於液晶產業的後進

者（latercomer），因此在初期的量產技術學習與生產上，受制於美、日領導廠商

的技術移轉限制，故而需繳納鉅額的技轉金與專利費用。然而，我國光電產業的

技術雖屬於新興科技，且科學園區內廠商仍處於前段的依賴時期，但以台灣特殊

的半邊陲橋樑者位置優勢（直接承襲日美的技轉）及作為交易成本論所謂特殊資

產的跨界學習能力，我國廠商已某種程度成為夾縫經濟中得利的第三者（tertius 

gaudens），對先進國（日本）產生技術威脅。因此，除非市場發生重大反向變化，

否則在可預見的未來，其路徑勢將隨光電市場快速發展而出現類似半導體產業的

技術發展軌跡，並不必然會出現愈發展愈依賴的結果。 

五大面板廠供貨與技術來源關係表 

 
友  達 奇  美  電 華  映 彩  晶 廣  輝 

設立時間 2001-09-01 2000-04-15 1971-05-04 1998-06-18 2000-02-01 

母 公 司 宏碁、聯電 奇美實業 大 同 華新麗華 廣達電腦 

上市上櫃 2000-09-08 2002-08-26 2001年9月 2001-08-17 2002-08-28 

資本額 500億元 300億元 641億元 325億元 200億元 

籌資方式 
增資、銀行

聯貸、

GDR/ADR 

增資、銀行

聯貸、ECB 
增資、銀行

聯貸、ECB 
增資、銀行

聯貸、 
增資、銀行

聯貸、 

合作之日商 
日本 IBM 
松下電器 

富士通 

IBM 
三菱 (ADI) 東芝、日立 夏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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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廠房 
3.5代廠 - 3 
4代廠  - 1 
5代廠  - 1 

3.5代廠 - 1 
4代廠  - 1 
5代廠  - 1 

3代廠  - 1 
4代廠  - 1 
4.5代廠 - 1 

3代廠  - 2 
5代廠  - 1 

3.5代廠 - 1 
5代廠  - 1 

資料來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發行，《社會與經濟》，P.47，2004。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液晶產業的發展是在於一個以中小企業聚集

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其科技學習和創新主要依賴外部經濟，包括公共研發機

構、產業網絡、外資與海外資源等。正如 Amin and Thrift （1993）所強調，在

全球化階段，有競爭力的區域經濟並不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系統，而是連結到世界

研發網絡和全球結巢（globally nested）的開放性區域，並且透過與全球聯結的學

習機制，利用本地與全球資源，從事具集體效率的創新活動。 

 

四、我國液晶面板產業發展之限制—缺乏對新市場交換過程的建立與詮釋的機制 

    產量與產值的不對等發展一直是我國面板廠商在獲利能力上不如韓國兩大

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計畫以全球價值鏈（GVCs）架構下的三種變項來考察台、

韓面板廠商發現：我國面板廠商不論是在1.品牌市佔率的掌握、2.對主流尺寸等

新市場的定義與詮釋、3.主流尺寸投產時間、生產數量與產品獲得的來源方式等

三項指標的表現上，均不如韓國廠商。而這三項指標背後代表的即是GVCs架構

下的交易複雜度、codify交易能力與供應基地生產能力的高低。因此，我們可以

確定的是，縱使台灣的面板廠商具有高度的量產能力與製程創新，但是一旦進入

了全球液晶面板市場的交換過程中，我國面板廠商所掌握的領域位階就不如韓國

廠商多。雖然領域位階的掌握愈多也代表著風險的增加，然而，透過對主流市場

或新市場產品的標準化生產與製程，這些領導廠商是可以降低風險與同時提高相

對交換價值。 

台、韓面板廠商在GVCs架構下的比較 

GVCs變項 參 考 指 標 台 灣 廠 商 韓 國 廠 商 

交易複雜度 
製造端與銷售端（品牌

市佔率）的掌握度 
較低 較高 

codify交易能力 
對主流尺寸的定義與

詮釋權 
較低 

（下一波主流尺寸

較高 
（下一波主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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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爭議） 尚在爭議） 

供應基地產能力 
主流尺寸投產時間 
主流尺寸生產數量 
產品獲得的來源方式 

較慢 
較少 
較單調 

較早 
較多 
較多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面板廠商在全球面板供需鏈中的控制領域 

Raw 

Materials 

Key 

Component 

Process 

innovation &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Circulation) 
Advertising Serviing 

 

韓國面板廠商在全球面板供需鏈中的控制領域 

Raw 

Materials 

Key 

Component 

Process 

innovation &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Circulation) 
Advertising Serviing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代結論 

    本年度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後進產業（如台灣 TFT-LCD產業）發展的機會與

限制。「後進」的定義已經不再僅從時間的先後順序為標準，而是以全球的技術

標準而言。「後進」就是「缺乏最先進的技術」，發展的議題不再是如何迎頭趕上，

而是如何跟得上先進國家的腳步，維持目前的距離不被拉大。而造成這個距離與

差別的最大原因即在於，後進產業切入市場的時間點與其代工生產模式。由於後

進產業的技術學習路徑與先進經濟體不同，它們往往是從已成熟產品市場切入，

再從模仿中尋求創新。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瞭解後進產業發展的機會與

限制，那麼我們就必須先瞭解一個產業成型的歷程與發展因素。此外，代工生產

製造模式本身所刻畫的就是一幅國際分工與全球貿易的圖像，影響這幅圖像呈顯

的因素很多，並且這些因素包含了多層次1的上下位階與權力關係，它們彼此互

相影響，但同時也互相消長。因此，當我們試圖瞭解台灣 TFT-LCD產業發展的

機會與限制，就必須先瞭解該產業在全球發展的歷程與在台灣的產業史。其次，

                                                 
1 全球的、國家的、產業的、與組織間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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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為一個後進經濟體，其產業發展具有國家政策引導、中小型企業規模體制

與群聚生產效應等特色。因此，為何我國 TFT-LCD產業能在短期之內站上世界

生產高位，進而撼動日、韓等廠商的策略佈局，我們就必須考察這些影響我國此

一產業產量大幅提昇的制度機制。第三，「產業升級」一直是後進產業經濟體試

圖尋找突破的關鍵議題，其問題的產生往往來自於，雖然廠商產量不斷加大，但

獲利率卻不斷下滑的窘境。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本研究認為，後進廠商位於全

球供應鏈中的位置與其交換過程是造成後進廠商產品喪失其相對交換價值的關

鍵因素。因此，在這個面向上，我們就必須將分析單位微調至廠商層次，並且放

回全球架構下與其他廠商進行對照，方能找出限制後進產業發展的因素。 

 

六、後續研究方向 

    截目前為止，我們對台灣液晶產業發展的機會與限制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與

瞭解。接下來，本研究將會把分析單位擺在同屬後進產業的韓國液晶面板產業之

制度性考察與其產業發展歷程。我們蒐集資料的重點將包括：韓國 LCD產業的

發展史、韓國政府的補助措施、以及韓國廠商（如 Samsung、LPL）的技術學習

機制與其策略佈局。同時，將蒐集資料與分析結果用來作為對照台灣 LCD產業，

以進一步釐清台灣與南韓這兩個後進產業生產體制比較與其歷史制度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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