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執行總報告摘要表 

內容摘要： 

一、預定工作目標 

頌欣從傳產設備加工做起，持續導入 5 軸同動加工技術、鋁合金焊接技術、

真空測漏技術，逐步跨入半導體、軍工、航太，目標成為「結合供應鏈體系及客戶導

向，透過專業技術數位串流暨 AI 應用，打入航太領域共創價值」的系統整合商，

提供更多元的產品和服務。 

全球航太產業製造業者在客戶高標準品質要求下，既要提升製造效率，還要試

圖降低製造成本，紛紛導入工業 4.0 思維，透過智慧製造技術提升生產實力。以

漢翔公司為例，即以「智慧化機台、智慧化製造、智慧化管理」三個主軸策略來推動智慧製

造的發展，從「發生後處理改善」提升為「事先預警、預防、預測」的智慧化製造新模式，透

過大數據分析及工業 AI 調整改善，朝整體提升的目標邁進。 

頌欣則因應供應鏈資訊透明化需求、機具聯網、生產流程透明化、設備狀態監

控、軟硬體整合自動化，實現智慧製造及虛實整合更是頌欣邁入先進製造之基石，期

強化供應鏈之生產資訊管理與智慧製造能量，未來將有利於爭取大型國際訂單。本次

計畫以目前生產中之軍工航太之主力產品為代表，目前有穩定訂單到 2025 年初，同

時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洽談合作代理事宜，預計未來將成為公司之主力產品。 

本計畫以兩大方向為目標：生產品質優化以及供應鏈升級。 

(1) 生產品質優化即運用資通訊科技元素，將現場數據自動採集，搭配智慧排程系

統，建置資訊可視化即時追蹤與掌握，紀錄產品生產報表數位化，生產現場導入機台稼

動分析以及預防維修保養，生產現場即時監控看板，導入智慧機械元素加值，提早掌握

機台稼動狀況與維修保養預測，於異常時主動預警，減輕過往依賴老師傅經驗判斷之狀

況。 

(2) 供應鏈升級包括供應鏈數位串流整合及跨廠區訊息推播，建立精準、快速的對

接模式，透過供應鏈資訊整合平台將最新版圖面、技術規範、委外製程等資訊同步更新給

供應鏈廠商，促進本土金屬製品製造業者數位轉型與升級。 



 

二、重要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標達成情形 

計畫重要成果： 

◼ 改善供應商資訊溝通不足，外包時程中等待時間過多、外包時程長且預估

不易；系統建置後可以配合外包商生產計畫，減少工件等待時間，縮短交

期、提升效率。 

◼ 改善預估生產效率不高，造成稼動成本增加；系統建置後可提高預估精

度，合併減少換模換線時間，提高機台效率，降低稼動成本。 



◼ 改善生產排程耗時、調整困難、造成機台效率不高；規劃未來建置後可改

善排程時間、縮短計畫調整時間，縮短停機時間、提高機台效率。 

目標達成情形： 

◼ 供應鏈數位整合：透過雲平台與供應商及外包商進行資料連結，監控料況

及生產進度，配合廠內生產進度，可減少材料等待天數 5 天及外包商生

產等待天數 3 天。 

◼ 機台稼動率提升：機台聯網監控，排程稼動分析，減少換線時間，提高稼動

率至 

65%。 

◼ 智慧排程系統：規劃 AI 智慧排程、依據 ERP 系統回饋微調排程，取代

人工排程時間，每日可節省 2.5 人力，人力妥善調度。 

三、計畫執行架構 

本計畫執行架構主要分為四大分項，共 8 個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A 分項-供應鏈資訊串接：運用聯網化、可視化元素建立供應鏈數位整合及

跨廠區訊息串流模組 POC。 

B 分項-智慧機械：整合周邊協力廠建立生產即時智慧監控及產線稼動分析戰

情室POC 

C 分項-人工智慧：規劃智慧排程生產調度及設備 AI 保修預診，未來建置後

可改善排程時間、縮短計畫調整時間，縮短停機時間、提高機台效率。 

D 分項-資安防護：整合 IT 與 OT 層企業資訊系統架構資訊安全防護規

劃，建立弱點掃描及修補資安防護。 

四、研究成果達成情形 

◼ 供應鏈串流價值：可以配合外包商生產計畫，減少工件等待時間，縮短交期、

提升 

◼ 降低成本：提高預估精度，合併減少換模換線時間，提高機台效率，降

低稼動成本。 

◼ 縮短交期：改善排程時間、縮短計畫調整時間，縮短停機時間、提高機台效率。 

五、重要檢討與建議 

本計畫以金屬加工業為主要推動產業，並建立針對航太零組件加工產業的 AI 供應

鏈數位串流解決方案，所完成的資訊系統會根據供應鏈串流導入狀況，持續優化與修正系

統，並於未來三年內擴散至半導體、醫療等產業別。另外，本計畫完成串連上游材料商、協

力廠家數達 4 家，串接方式為透過雲平台打造供應鏈數位整合服務。未來三年預計擴

散應用至配合協力廠，新增 20 家供應商，帶動金屬加工產業鏈共同成長。 

註: 

1. 全表至少3,000字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列使用。 

2. 請單獨提供具代表性之成果照片5張(請以JPG檔案，解析度300dpi或檔案大小1MB以上) 

3. 以上資料將列入當年度計畫成果對外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