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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慧⼯廠�
驅動未來製造

編輯室報告

在過往，我們談論的「⾃動化」可

能僅⽌於重複性任務的機器取代，

然⽽，隨著⼈⼯智慧（AI）的⾶速

發展，我們正⽬睹⼀場更深層次的

變⾰：AI智慧⼯廠的崛起。這不僅

是技術的疊加，更是⽣產模式、管

理思維乃⾄商業價值的全⾯⾰新。

AI⼯廠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藍

圖，⽽是正在全球各地加速實現的

現實。它不僅代表著製造業的升

級，更象徵著⼈類⽣產⼒的再定

義。期望透過本期專題，能讓讀者

對AI智慧⼯廠有更全⾯且深入的理

解，共同迎接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

「智」造時代。

究竟，AI如何賦能傳統⼯廠，使其

具備感知、學習、判斷與決策的能

⼒？從⽣產排程的精準優化、設備

預兆診斷的智慧維護，到品質檢測

的無縫整合，甚⾄客製化⽣產的彈

性實現，AI的導入正為製造業帶來

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與成本撙節。

本期將深入探討AI在智慧⼯廠中的

多元應⽤⾯貌，剖析其核⼼技術，

特別是邊緣運算與ICT，以及感測

等技術相互融合，共同建構出⼀個

⾼度協同且具備⾃我演進能⼒的⽣

產系統，了解它們如何從傳統硬體

進化為具備感知與連結能⼒的智慧

節點。

同時，我們也將關注在導入AI智慧

⼯廠的過程中，企業可能⾯臨的挑

戰，包括數據整合、節能減碳以及

數位轉型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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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邁向數據導向、直覺化設備的歷程

釋放數據的真正潛力
隨著工業營運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現今電力與製程控制已不再是

獨立作業。而統一的平台有助於管理和最佳化製造商的複雜系統，不同運作的

作業。

         球各地的企業都在尋求比以往

         更⾼的效率與彈性。因此，約

有 95% 的製造商正在使⽤或評估智

慧製造技術。（Rockwell Automation 

全  第九版年度《智慧製造現狀報告》）

眾所皆知，數據是滿⾜這些需求的

關鍵，但在市場格局不斷變化下，

技術趨勢

⽂ /  Steve M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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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維持競爭⼒並不僅限於數據的收

集。還必須將每⽇產⽣的⼤量數據轉

化為可⾏的洞察，提升⽣產⼒才⾏。

於顯著提升使⽤營運數據的能⼒。這

些機器能夠整理、賦予資訊脈絡，並

讓資訊能妥善匯出，為使⽤者在整條

⽣產線、⼯廠，甚⾄整個裝置機群中

取得嶄新⾒解鋪路。

以數據為設計核⼼，OEM 製造商與
終端使⽤者可共同釐清所需的資

訊，並將其擴展⾄設備層級以外，

有效化解雙⽅過去因數據需求不明

確與初期投資成本⾼昂，難以配合

的數位轉型僵局。如今製造商能夠

更快速、更有效率、且更具成本效

益地因應不斷變化的數據需求，並

隨時做好滿⾜未來挑戰的準備。

這種更智慧的設計⽅法，賦予使⽤

者極⼤的彈性，可視需求新增功

能、調整設計，或修改應⽤來符合

⾃身的獨特需求。使⽤者不再需要

為未來無法更動的決策，⽽感到綁

⼿綁腳。將數據結構化、輸出，並

與幾乎所有外部應⽤程式整合之

後，具備數據準備能⼒的智慧機器

可創造以下價值：數據組織與脈絡

化，解耦與最佳化資訊流，結合視

覺化、數據分析、遠端存取和邊緣

⼯業物聯網 (IIoT) 等功能。

因此，OEM必須強化解決⽅案，不
僅提供更多數據，還得賦予各種數據

脈絡並能輸出，以便輕鬆與其他系統

共享。進入data-ready的智慧機械。

數據在現今的現代⼯廠中無所不在。

但現在確切需要的數據，以及獲得未

來成功所需的數據卻往往難以定義。

這與  OEM 和終端使⽤者之間，新興
且⽇益增⻑的互動模式相呼應，如今

OEM 在機器運⾏的⻑期成功中，扮
演更加關鍵的⾓⾊，並常常需要在培

訓、諮詢及與周邊流程整合等⽅⾯投

入更多。

創造價值點

這表示機器必須具備組織、賦予背景

與共享數據的能⼒，讓製造商能在⼯

廠中發掘新價值，並在整體營運中實

現更⾼層次的智慧化。

OEM能以數據為產品核⼼
進⾏設計

讓智慧機械Data-Ready的
原因為何？

使⽤data-ready技術設計機器，有助

技術趨勢 釋放數據的真正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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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必須考量數據在設備層級的使
⽤⽅式，以及如何確保數據能超越機

器，並進入終端使⽤者的數位環境。

設備數據往往只是⼤量且結構扁平的

數據點清單，難以看出其中資訊的關

聯性與價值。透過將數據組織成模

型，各個獨⽴的數據點就能被串聯起

來，進⽽揭示彼此之間的關係。其中

也包含有助於定義模型內部各部分關

聯性的額外數據，為整體流程中發⽣

的狀況提供脈絡化的說明。正是這種

組織與脈絡化的過程，讓原始數據得

以轉化為可據以⾏動的資訊。

接著，使⽤者必須透過現代化的平

台，運⽤多種  IT 友善的通訊協定，
提供經過整理與脈絡化數據。僅透過

收集和呈現有意義的資訊，即可簡化

識別應⽤程式所需數據的過程。這些

最佳化解決⽅案可⼤幅減少傳送的數

據量，進⽽節省時間並提⾼⽣產⼒。

此外，還需要⼀套結合視覺化、數據

分析、遠端存取與邊緣  IIoT 的現代
化機器等級解決⽅案。移動數據的能

⼒，能打造在市場上脫穎⽽出的差異

化產品。潛在客戶通常不知道⾃⼰所

需要的確切資訊。透過data-ready⽅
法，便可提升他們的數據彈性。

部應⽤程式擷取？還是要讓數據以更

具交易性的形式，在正確時間點從控

制層主動推送⾄事件驅動應⽤程式？

透過釋放過去被困在機器中的價值，

製造商從⼀開始，便能實現更⾼的效

率與⽣產⼒。

意圖對於數據的使⽤⽅式⾄關重要。

您必須做出選擇：是要讓數據以穩定

串流的⽅式，供監控控制與數據採集

（SCADA）系統或歷史數據庫等外

推動與拉動：
解耦與最佳化數據流

機器等級的綜合功能

OEM成功案例

過去效能透明度是透過將非脈絡化的

數據傳送到本機 SCADA系統來達
成，⽽且通常僅此⽽已。數據報告的圖⼀：具備數據準備能⼒的智慧機器可創造價值

技術趨勢釋放數據的真正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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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通常會讓設備效能和更⼤⽣產

線產⽣混淆。

此外，終端使⽤者現在也能善⽤結合

數據視覺化與設備數據匯出能⼒的現

代化平台，靈活因應各種需求，加速

實現數位轉型⽬標。▇

的痛苦。他們需要做出明智的決策，能

幫助他們在有限制的情況下，達到最⾼

的整體設備效率。

這些⾒解甚⾄可以提供給原始設備製

造商，讓他們從單⼀資訊來源監控效

率、提供⽀援，並獲得整個設備群的

透明度。

透過data-ready的智慧機械，效能數
據可以組織成資訊模型，並搭配現代

平台提供機器等級的完善⾒解。隨

即，相同的資訊模型可更完整地呈現

⽣產線等級或更⾼等級的效能。

⾰命性的效率

具備數據準備能⼒的解決⽅案，正在

徹底改變企業運⽤數據的⽅式，讓

OEM 製造商與終端使⽤者皆能找出
全新的效率來源，進⼀步締造企業整

體價值。  當數據的存取性與實際使
⽤⽅式脫鉤之後，使⽤者便能更有⽬

的性地整理數據，在減少數據搬移的

同時，達成更⾼的效率。

在設備中採⽤ data-ready解決⽅案
後，我們可以提供資訊給他們、⽀援

預測性維護⼯作，甚⾄是機器的電⼒

使⽤。藉此幫助他們對資源使⽤做出

明智決策。」

圖⼆：終端使⽤者現在也能善⽤結合數據視覺化

與設備數據匯出能⼒的現代化平台。

Rockwell Automation ⾦級 OEM 合
作夥伴  DCC Automation 的機器⼈
解決⽅案總監  Horia Saulean 早已
採⽤此⽅法。他解釋道：「我們的 [終
端使⽤者]客戶真的感受到勞⼒短缺

（本文作者Steve Mulder為洛克
威爾自動化區域OEM經理）

技術趨勢 釋放數據的真正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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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研究預測，全球⼯業邊緣運

算市場到2030年將達到1,062.5

億美元的規模，特別是在⽣成式

AI的推動下，邊緣AI應⽤正從概

念驗證階段邁向⼤規模的部署。

       慧⼯廠作為⼯業4.0的核⼼，
       正透過智慧機械、通訊與AI
運算的互連網路實現全⾯數位轉

型。在此轉型過程中，邊緣⼈⼯智

慧（Edge AI）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中樞⾓⾊，其將⼈⼯智慧模型部署

於本地端設備，實現即時資料處理

與決策，進⽽推動製造業從傳統⾃

動化邁向真正的智慧化。

智

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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