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IC產業同盟總主持人簡禎富表示，

該計畫將扮演智庫、觸媒、第三方，和人

力資本儲備銀行等不同的角色，著手研究

半導體產業跨公司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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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臺灣消費市場規模不

大，加上經濟結構又以中

小企業為主，能夠登上全球500大

的企業並不多，在美國財星雜誌

2015年以營業額評選出年度全球

500大企業中，臺灣僅有8家企業

上榜。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公司，

莫過於首創半導體專業代工創新商

業模式的台積電。

台積電在發展為全球最先進及

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技術及製造服

務業者的策略願景下，持續發展先

進製程、卓越製造、和客戶價值三

項核心能力。面對進入奈米製程世

代的技術挑戰，除了歸功於同仁的

努力和累積的技術能量外，台積電

也透過產學合作引進人才提升良率

和生產力。

長期投入產學合作研究，運用

學術理論解決重要產業問題，清

華大學工業工程系講座教授簡禎富

從執行台積電委託計畫開始，自

2003年到台積電製造技術中心擔

任資深技術顧問，2005年至2008

年成為第一位借調台積電的國內學

者，2012年開始主持科技部「IC

產業同盟」產業技術聯盟暨深耕工

業基礎技術計畫，並成立「清華－

台積電卓越製造中心」（NTHU-

TSMC Center for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把累積多年的實證及

大數據分析技術，推廣到半導體供

應鏈上、下游和其他高科技產業，

藉此提升台灣產業的決策分析和智

慧製造能力，協助台灣以水平分工

為主的產業結構，與垂直整合的國

外廠商競爭。

簡禎富說：「台積電跟清華大

學合作已經超過10年以上，利用

資料挖礦和分析技術，從分析生產

流程的人、機、料、法、環等各個

環節的資料和測量結果之間的複雜

關係，找出提升良率和改善產出的

機會。我們從與公司同仁一起定義

與架構問題、資料分析、模式建構

乃至決策輔助的完整過程中，發展

分析架構和模式，並實際導入生產

線來檢驗效度，因此累積寶貴的實

戰經驗，進而激發學理的創新和技

術突破。」

簡禎富受過清華大學工業工程

和電機工程雙學位五年的紮實訓

練，1996年取得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遜分校決策科學與作業研究

博士，回清華大學任教後即成立決

策分析研究室，抱持「學以致用、

行勝於言」的理念，深耕高科技產

業的大數據分析和數位決策技術，

並透過產學合作研究，解決台灣產

業需求和問題，也培養能結合理論

和實務的人才。

科技部、清華攜手合作 

推動IC產業同盟計畫

面臨全球化競爭及消費性電子

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的衝擊，加

上半導體製程技術良率越來越難、

研發成本與資本支出提升以及本土

人才不足等挑戰。簡禎富主持科技

部產業技術聯盟計畫，成立針對

半導體製造卓越技術的「IC產業同

盟」，進而執行深耕工業基礎技術

研究計畫，領導研究團隊執行多項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與技術移轉，協

助會員廠商因應大數據和物聯網時

採訪／林振輝、施鑫澤 文／林裕洋

利用大數據分析與資料挖礦技術提升良率，簡禎富教授及其團隊

已證明成功的產學合作研究模式、創造具體產業價值。他表示，

大數據分析能力是推動台灣產業升級的重要關鍵。

大數據改善良率帶動產業升級
專訪國立清華大學清華講座教授 簡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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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分析和數位決策的挑戰 。

「IC產業同盟」扮演智庫、觸

媒、第三方，和人力資本儲備銀行

等不同的角色，致力於研究半導體

產業跨公司的重要問題，包括製造

策略、供應鏈效率、良率提升、全

面資源管理、物聯網、工業4.0等

議題，以協助不同公司解決跨供應

鏈的上下游問題。目前已有台積

電、創意電子、廣達電腦、友達光

電、華亞半導體、台達電、1111

人 力 銀 行 、 同 泰 電 子 、 旺 宏 電

子、采鈺科技、Acer、Etu、IBM、

SAS、大綜電腦系統、亦思科技、

鈦思科技、營邦企業等會員廠商。

簡禎富表示，面對其他國家的

強烈挑戰，臺灣產業應該朝互相合

作和良性競爭發展健康的產業生態

系統。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具有領導

實力，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很

高興台積電等會員廠商能夠共同主

辦「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透

過實戰擂臺和軟硬體合作廠商提供

的培訓課程，培養大數據分析與決

策人才，也希望藉此促進價值鏈之

虛擬垂直整合。

大數據成顯學 

能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全球數位資料量以十倍速增

加下，各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莫不

積極投入大數據分析的研發，以挖

掘出其中的無限商機，建立領先群

雄的競爭優勢。美國白宮在2014

年5月發表的大數據白皮書中，即

將資料定位為未來的新石油，並提

升至國家戰略層次，擁有資料的規

模、靈活性和解釋運用的能力將影

響國家力量。

另一方面， 德國提出「工業

4.0」做為德國未來發展戰略，結

合產官學研推動相關計畫，強調整

合虛擬和實體的系統，特別是利用

物聯網、大數據分析及智慧製造等

技術。

簡禎富指出，大數據雖然是國

內外都很熱門的議題，但先進國

家提出的戰略是和它們既有的核心

能耐和具備相對競爭優勢的領域有

關。要熟悉大數據相關工具和養成

分析人才，通常得耗費不少時間，

無法用「大躍進」的運動來推動。

而「IC產業同盟」，就是希望從台

灣領先的半導體產業和製造領域切

入，透過與台積電的產學合作，協

助台灣先取得高科技製造大數據分

析能力的國際領先地位，並有效

縮短會員廠商大數據分析的學習曲

線，再作為參考模式外溢到其他相

近產業領域，進而維持台灣製造在

工業4.0時代的國際競爭力。

改善生產效率 

主動掌握設備狀況

隨著移動通訊和行動裝置普

及、物聯網和網路發展，以及雲端

技術不斷進步下，現今資料產生、

蒐集和儲存方式比以往更為方便，

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可以從巨量

資料中，找到值得參考的樣型或規

則，轉換成有價值的資訊、洞察或

知識，創造更多新價值。

晶圓在製造過程中，往往都得

經過數百道以上不同製程環節，簡

禎富解釋，透過大數據分析以找出

各個階段在製品的最佳水位，應用

在工廠生產管理的宏觀調控，便能

避免無謂塞車，達成降低生產週期

時間與增加產出的目標。

半導體奈米製程在製程線寬持
由簡禎富教授（左一）主導的IC產業同盟計畫共同舉辦的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今年首屆由

台大的「萬用密碼隊」奪冠，台積電營運/12吋廠副總經理王建光（右一）也出席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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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微縮逐步挑戰物理極限的狀況

下，變得更為複雜、影響變數更

多，包含巨量、變動性、多樣性、

真實性等特性的大數據，彼此間具

有複雜的交互作用和共線性，容易

造成造成良率損失。在IC元件多樣

化、生命週期愈短的狀況下，如何

藉助大數據分析，提升晶圓奈米製

程的良率，決定半導體產業的競爭

態勢。

簡禎富表示，為避免因半導體

機台設備突發故障，而導致產品

報廢和產能損失的問題，可以透過

先進設備控制和先進製程控制，分

析生產過程的相關數據，隨時掌握

機台健康狀態，建立設備預測保養

的機制。一旦發生量測數據逐漸偏

離，預測設備狀況即將變糟時，便

可即時進行保養維修，以維持機台

妥善率和產品良率。

大數據分析基礎工程 

比選擇工具重要

大數據分析的軟硬體工具進步

日新月異，因此不用太執著於特定

工具。由於百家爭鳴，分析工具與

產品勢必不斷降價，加上運算速度

也不斷進步，一開始就花大筆費用

在此，雖然顯而易見，不見得是最

好的投資。

簡禎富建議企業應該將重點投

資在資料擷取和整理的苦功。這

些系統整合和資訊匯流的功夫如同

下水道工程，雖然不明顯，但是卻

是重要的基礎。面對先蒐集資料或

先選擇資料方向的問題，簡禎富指

出，這與層級有關，若是基層的作

業人員，蒐集資料是首要工作，對

於高層決策人員，選擇資料方向便

是首先思考的重點。

此外，簡禎富強調，資訊長應

理解，大數據分析和運用應該是

問題解決導向的，並非僅是導入一

個活動，舉辦讀書會即可，它是一

個產業典範的轉移，就像從冷兵器

時代到大規模武器時代，需要較為

長遠的規劃與執行。因此，資訊長

應該關注分析人才培養與組織的再

造。他認為，企業若要發展這類能

力，首先須推動決策流程再造，以

創造能夠培育具獨立思考的環境與

能夠分析實際問題的人才。換言

之，這樣人才不是靠少數的「資料

科學家」就行了，而是要有不同角

色分工的團隊，既不能像管生產線

的方式管理他們，但也不能讓他們

和生產線脫節。

政府應扮需求面 

刺激市場成形

對於巨量資料產業，政府應扮

演何角色？ 目前科技部專題計畫

和研究資源主要是以學門領域來

分配，簡禎富建議，研究方向應

該可以學習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針對台灣產業大數據需求

訂出專案目標和明確要求，讓各個

領域的學者和研究單位都可以來競

爭，並以其實際達成程度來評估結

案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學習德

國日本的作法，支持重點研究中心

和領導的教授，才能建立跨領域的

研究團隊以深耕特定產業。

最後，簡禎富認為，物聯網

和工業4.0時代與過去強調大量生

產、規模經濟的製造模式不同。各

國發展先進製造的目標一致，所

以台灣產業也應該做出相對應的轉

型；但手段和工具可以不同，特別

是在各產業營運特性迥異的狀況

下，所需發展的大數據分析和決策

模型也不盡相同，台灣應善用目前

在「工業3.0」的製造管理優勢和

整合能力，以「工業3.5」的混合

策略作為破壞性創新，搶先在台灣

優勢產業領域如半導體、面板、

LED等，建立製造資料的規格和整

合標準，發展客製化的大數據分析

和智能製造決策系統，來搶奪製造

系統從「工業3.0」銜接至「工業

4.0」的轉換價值，才能在各個利

基市場取得先機，避免未來先進國

家挾著「工業4.0」的先進系統鯨

吞整個製造價值鏈。              

簡禎富指出，大數據雖然是一項很熱門的議

題，但要熟悉相關工具應用，並且應用到商

業環境之中，通常得耗費不少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