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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能在短短距離內，解決蘋果產品製程、良率、美學的所有挑剔要求，Google

太陽能、西門子生技、保時捷的關鍵齒輪，都要仰賴他們的精密技術和彈性，這個秘密，就藏在

台中大肚山腳下。 

 

最近，台灣中部的鄉間，突然熱鬧了起來，一群穿西裝、打領帶的國內外法人們

絡繹於途。 引爆他們好奇心的源頭是一家黑手工具機廠，股價為什麼可以上三

百元？  

 

這家叫作上銀科技的公司，不但每股獲利盈餘超過聯發科，連淨利率都高達三

○．四六％，超過宏達電十四個百分點。  

 

印象中的黑手企業，怎麼可能與高股價、高獲利連在一起？法人們進一步想挖

掘，這鄉間還有什麼璞玉，可成為像上銀般鯉躍龍門，翻身為股市黑馬？  

 

這個秘密，就藏在大肚山下。 

 

這裡只有六十公里 

卻左右全球一半 iPhone 產量  

 

從空中鳥瞰，一條沿著大肚山台地，長約六十公里、寬約十四公里的鄉間，一路

往北到神岡稻田鄉間、大甲芋頭田畔，往東直到豐原的丘陵地，再從豐原往南到

太平、大里，直到南投工業區。  

 



這裡，藏著一千多家精密機械、上萬家的下游供應商，是台灣的精密機械黃金縱

谷，就業人口超過三十萬人，年產值九千億。這裡，是全球單位面積產值第一、

密度最高的精密機械聚落。  

 

就在這方圓六十公里內，他們，影響全世界。 

 

少了他們，今年全球預計總銷量要一億支的 iPhone 手機，馬上要砍掉一半，且

全球找不到第二個能彌補這個缺口的地方。  

 

沒有他們，Google 在沙漠中的太陽能電廠，恐怕沒有辦法追著太陽跑；全球半

導體、面板產業前四大設備供應商，用的也是這裡的零配件，少了他們，半導體、

面板業將面臨斷鏈危機。 不只如此，德國、義大利的汽車零配件，用的是這裡

出產的機械設備；美國的通用、德國保時捷、韓國現代汽車的齒輪，也來自這裡；

連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其模具加工設備主要仰賴的，也是這個大肚山下的

黃金精密縱谷。   

 

過去，這裡被稱為台灣的黑手窟，如今，他們翻身為影響全世界的黃金精密縱谷。 

 

關鍵轉折點在二○○八年，金融海嘯沖毀了全球景氣，卻有一家國際級公司從美

國派出專案小組，悄悄跑到了台中的大肚山下，去尋找他們待克服難題的答案。

他們要布下往後三年席捲全球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市場的供應鏈。  

 

沒錯，這家公司就是蘋果電腦（Apple）；而他們在台灣中部的黃金六十公里內，

找到了答案。 

 

讓我們深入這全球獨一無二的精密縱谷，解開蘋果獨鍾此地的三個秘密。 

 



從台中西屯往北走十公里，到台中市神岡區，在僅能夠容納一輛車通過的鄉間小

路邊，有一家工廠矗立在田間，周遭是稻田、龍眼與芒果樹。這裡，藏有全球

iPhone 迷排隊等手機的秘密。  

 

走進工廠生產線，工人正趕裝機器設備，「這些都過了交期，是我欠客戶的，正

趕著出貨。」快捷機械董事長王俊裕（見一二四頁文）指著這些設備說。 

 

接下來，這批機器會裝進貨櫃，運往中國大陸深圳港，一部分往深圳、一部分再

運往河南省鄭州市。少了它們，iPhone4 或即將上市的 iPhone5、以及正在世界

各地逐步開賣的 iPad2，恐怕都要缺貨了。 

 

快捷，一家位於鄉下的工廠，怎麼影響 iPhone 這個當今全球最流行商品的供應

鏈？ 

 

這裡有國防等級技術  

用核彈級機器，在手機外框割線 

  

這家一百三十人的小公司，竟然掌握了 iPhone4 不鏽鋼外框的一半產量，沒有它

的機器，iPhone4 無法比 iPhone3 薄上二四％，成為世界上最薄、最時尚的手機。  

 

箇中關鍵在於，這個不鏽鋼外框：一、要把手機的天線整合進去，還要讓手機厚

度瘦身四分之一，為了接收不同的訊號，外框的兩邊都要鑽上許多細孔；二、這

不鏽鋼框架還要有蘋果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最講究的時尚流行感。因此，

當你拿起 iPhone 仰角四十五度，外框會反白出一條亮線，這條線的精密度是一

根頭髮的五百分之一，讓你看得到、卻摸不到。 

 

這有多難？  



 

要把這一條細線畫在一塊比鐵硬的不銹鋼上，得先把一塊不銹鋼削開，這，需要

動用一台重達十四噸，相當於兩頭大象那麼重的大機器。其次，還要保有時尚觸

感，因此，笨重的機器，得在不到一百多公克的手機外框上，刻下一條細線，誤

差只能到一根頭髮的五百分之一。 

 

這麼比喻吧，這個工法啟動時，就好似兩頭大象正拉動一輛大卡車，但卻跑在一

條比頭髮細的五百分之一的跑道上。這當然難！  

 

這樣的精密度，相當於用來生產核武導彈、精密潛艇等精密設備。過去，全球能

做到這樣精密度的國家只有日本、德國或瑞士。現在，台灣廠商也做得到了。 

 

再往台中市西屯區走，這裡真的是黑手窟嗎？絕對不是。這裡，有一套全球半導

體設備龍頭——應用材料公司蓋的無塵室，潔淨度達到十的負七次方，達到奈米

等級，但這個無塵室生產的，既不是晶片，也不是觸控面板，而是一支支鋼鐵的

桿子。 

 

這裡，就是上銀的秘密基地，一支支的鐵桿子，是上銀的主力產品——滾珠螺桿。

它，是所有精密機械的關鍵零組件，負責定位、傳動，簡單的說，工具機要「動」，

就要用到它。越精密的機械，需要越高階的移動器具，否則一個位置沒對準，上

百萬、甚至上億元的機器失了準頭，產品良率也無法提升。  

 

過去，滾珠螺桿掌握在日商手裡，但上銀整整花了十年，追上日本技術，成為台

灣第一個生產這關鍵零配件的業者，不但為這個聚落裝上了飛上國際舞台的翅

膀，更讓自己成為這六十公里內，第一個營收破新台幣百億元的公司。  

 

這是由一支支鐵桿子堆成的「移動王國」，從台積電的半導體設備、蘋果的 iPhone

手機、西門子的核磁共振、Google 的太陽能設備等，都要用到它。  



 

這批設備裝箱之後，將坐船前往德國漢堡港、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港。接著變成半

導體昂貴設備的傳動配件，例如曝光機等；也有一部分到日本，變成日立十代面

板廠的精密設備。 

 

但光是這樣的精密度，還不足以贏得蘋果供應鏈過半訂單，也無法在半導體設

備、太陽能與生技產業發光。  

 

國防等級的精密度，只是六十公里黃金精密縱谷的第一個秘密。  

 

這裡讓挑剔蘋果服氣  

兩週過關，遠勝日廠的三個月  

 

第二個秘密是，這黃金六十公里，可以滿足蘋果一億個獨一無二的要求，創造出

時尚與獨特感，靠的是，這個聚落超越日、德的效率。  

 

二○○九年上半年，蘋果向這個聚落開出需求，「蘋果瘋了！」這是接到需求業

者的第一個反應，因為蘋果竟然希望，每一支 iPhone 的手機配件都直接用機器

加工，而不是用同一個模具複製出來。  

 

王俊裕戴起老花眼鏡，指著 iPhone4 不銹鋼的外框說，每一支手機都是獨一無二

做出來，一個個加工，這樣才能把設計者的設計展現出來。  

 

他接著說，用模具做出來，還要拋光或是做其他處理，就是沒有手工做的質感。

打個比方，一台汽車款式銷售量千萬輛，一年可能需要一百個模具，來複製它的

零配件，然後組裝成車子，所以開這些模具，一年大概需要十台機器。  



 

但 iPhone4 全球要賣一億支，如果不用模具做，而是一支一支加工，需要的機器

數量與人力相當嚇人，一年的需求量可能是這聚落過去產量的二十至四十倍以

上！  

 

偏執的要求，蘋果供應鏈團隊繞了全球工業強國一遍，還出考題考驗日本、德國

的一流廠商，但能夠通過他們考驗的，就落在台灣大肚山下的這六十公里內。  

 

這不僅要比精密技術，還要比設備的生產能力，第一要生產速度更快的機器，才

能符合蘋果產品上市快速的目標，第二是一億支手機需要龐大的機器數量，誰能

夠交貨。 

 

王俊裕說：「我們用兩週通過蘋果的考驗，另一家日本公司則是在三個月後才通

過！」全球，就只有兩家公司，能夠供應 iPhone 的不銹鋼外框。要在這輪競爭

中勝出，台灣業者用三倍的速度取勝。就這樣，產能在一年內提升至二十倍，未

來將以百倍計。  

 

不僅如此，這黃金六十公里還藏有第三個秘密。我們再往北走二十公里，稻田變

成芋頭田，大甲幼獅工業區的麗馳科技內，正在生產一部機器叫 Tapping Center

（快速鑽孔機），千萬別小看這機器，這台機器全球正在瘋狂大缺貨！  

 

目前能供貨的除了日本的發那科（Fanuc），剩下的全在台灣，包括，森合、大

丸、永進、漢廷與麗馳，這些大大小小的業者，手上的訂單超過萬台，約占蘋果

總需求量的六成以上。  

 

台灣做的 Tapping Center 有什麼特殊處？性能上，台灣已經能到了機器運動要

高速、高定位精度、高效率、可靠度佳特性，也就是能在精巧的 iPhone 鑽出小

孔。  



 

但台灣業者的本事，還不只這些，因為對於代工廠來說，要替上億件的產品加工，

最大問題就是要耗費大量的人力把手機零配件裝上，加工完之後卸下再裝下一

個，所以即便機器加工速度再快，人工與人力需求大才是問題。  

 

但台灣業者就開發出有機械手臂的 Tapping Center，全部自動化，大幅減少代

工廠的人力，就能省下成本與市場客戶等待的時間，目標就把一座一萬人的工廠

變成一千人，甚至是無人化。  

 

大肚山下的這群業者，正以一個月上千台速度送往深圳、昆山、鄭州，有了這些

機器，才能在 iPhone、iPad 裡鑽上逾三十個微細的小孔，串起手機內外零配件。

然而，這個機器的供不應求，也是讓蘋果迷必須排隊的原因。  

 

這樣的超彈性，就是獲蘋果青睞的第三個秘密。  

 

台中精機總經理黃明和說，這六十公里，能夠比日本強，並不是我們比別人大、

也不是我們資源多，而是環境演化出來的獨特競爭力。  

 

這裡有錢就一起賺  

客製能力強，分工合擊吃大單  

 

他分析，一直以來，台灣市場小，大家只能走出去，為了區隔市場，各有專精，

一千多家業者，習慣了在不同標準、規格下生存，因此養出獨門的競爭力，只要

世界技術一有創新，他們就能跟上客戶，彈性客製，分工又合作，形成一個產業

鏈，分散產能瞬間起落的風險。 

 



例如，台灣引興，生產機器設備的伸縮覆蓋、鈑金件，同樣場地、同樣人員，它

卻可以因客戶需要，三年內產能增四倍，成本降低，也能應付不同的客戶。隨著

機械大廠走上國際舞台，像引興這樣做零配件的中小廠，也能走出去，成為兩岸

最大的伸縮覆蓋供應商，一個月出貨一千套。  

 

因此，當一萬台 Tapping Center 訂單下到這方圓六十公里聚落來，單子一分十、

十分百，每個業者需要投資跟增加的產能，可能只要五分之一，就能吃下全部訂

單了。 

 

這裡差一點倒光光  

挺過兩次危機，淨利率勝電子業 

  

相對日、德沒有聚落，一個廠接下一萬台訂單，增加投資與產能都要百分之百，

從上中下游都自己做，成本因此墊高，因不具彈性，更要承擔百分之百的風險。 

 

而台灣這黃金六十公里的最大競爭力，就在於可分散產能的聚落優勢。 

 

在這能找到所有零配件，工廠的投資成本相對低。於是，一台 Tapping Center，

價格只有日本的一半不到，原因不是殺價競爭，而是台灣本身就有競爭力。  

 

九十年前，曾經只是用牛車拉農業機械，或是替軍方、工廠修機器的地方，又重

又油，也因此有了台灣黑手窟的名聲。  

 

然而，歷經兩次產業大洗牌，今日，這個聚落因為轉型而有了新生命。 

 



第一次洗牌在一九八○年代，台灣麗偉首創委外代工再組裝的分包模式，變成了

母雞帶小雞的模式，造就了今天的上中下游聚集效應。  

 

那個年代，台灣工具機每出口一台賺一台，一度在出貨量稱霸全球，光車床一年

出口超過萬台，數量是日本十倍以上，但產值卻連日本的二十五之一都沒有，盲

目衝量、毫無附加價值，終於引來美國的報復，被限制出口到美國。   

 

這個打擊引起反思，有人覺得應該要走不同的路，市場要區隔、技術要提升，於

是，百德、麗馳、快捷、上銀等公司，都在那時創立，走的路線不再相同，附加

價值與研發提升的種子，於焉萌芽。  

 

第二次洗牌肇因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業者們不專心本業，有轉投資房

產，或槓桿炒作股市，泡沫一破，麗偉經營權易手、台中精機財務危機、楊鐵二

次倒閉。 

 

兩次的挫敗，讓這個古老的聚落，痛定思痛，沉澱後，醞釀再起。  

 

於是，台中精機從負債中爬起，更務實本業，上銀科技從零配件業者走向國際，

百德耕耘出歐洲市場，今日的六十公里奇蹟，誕生了。 

 

過去十年，台灣精密機械技術向上突破，吃下日本、德國的中階市場，工具機單

價從一台新台幣十萬、五十萬變成了兩百、三百萬，平均毛利率可達二○％到三

○％，甚至有業者淨利率可以達到三○％，遠高於高科技產業。   

 

他們既分工又合作，具備日、德兩國精密水準，又有交期少三分之一、供貨能加

倍的超高彈性，他們，拉高自己的競爭門檻。  

 



這裡產值逼近兆元  

只輸德日，擁第三大精密機械出口 

   

去年，這個台灣中部的精密縱谷，工具機出口產值超越韓國產值直逼兆元，躍居

全球第四；今年，在吃下過半蘋果 iPhone 手機加工機械的大單後，產值篤定可

以超越義大利，成為日本、德國之後的全球第三大精密機械強國。  

 

工研院更預估，至二○一五年以前，這個黃金六十公里可望維持高成長的力道，

有創造破兆元的出口實力。  

 

這個黑手產業的翻身，絕非偶然，這是累積了九十年的能耐。小市場的限制，讓

他們堅持要走出去；美國的限制出口，讓他們下決心不再走廉價路線；資本市場

的毒蘋果，提醒他們要聚焦本業。  

 

如今，這六十公里，發揮了全球獨一無二的產業鏈與競爭力，他們，影響全世界，

成為大肚山下的傳奇。 

 

【延伸閱讀】從黑手窟到黃金聚落——精密機械聚落大事紀 

聚落萌芽期 

1920-振英機器創立，精密機械業在台中萌芽  

1926-楊朝坤創立楊鐵成全台機械業龍頭  

1954-黃奇煌創立台中精機，同一時期，金豐、永進、大明等公司創立 

1980 麗偉首創委外代工零件，開啟台中精密機械業聚落效應。麗偉成為全球工

具機產量最多業者 



1980 台灣年出口超過二十萬台工具機到美國，占全美進口八成，但金額只有日

本輸美的四分之一，產量雖大，產值卻低  存亡危機期 

1983-鐵、麗偉發生財務危機。因與老廠路線不同，啟動「二次創業潮」，上銀、

快捷、百德、麗馳、森合等陸續自老廠走出創立  

1986-美國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對台灣出口的工具機設限：五年不得增加金額與

數量 1991-美國限制條款再延長兩年  

1998-亞洲金融風暴，台中精機因財務槓桿過大，面臨倒閉 

 

轉型鍍金期   

2000-逐步發展高精密、高速度精密機械，企業與學界研組社群、聯盟，供應鏈

漸成潮流  

2004-工具機出口產值突破二十二億美元，首度超越韓國，居全球出口第四國  

2005-台中開發精密機械園區，讓六十公里內聚落更完整  

2010-ECFA 簽署，主力出口機種未列入早收清單，輸往中國高階機種無法享受獨

特優惠  

2011-蘋果效應發酵，光工具機全年出口預計成長三成，達四十億美元，超越義

大利，居全球第三，過去二十年來出口產值成長超過四十倍  

 

【延伸閱讀】這裡的機器可做核武，美國要求監管 

去年 iPhone4 上市之後，不銹鋼外框加工設備最大供應商快捷機械，突然收到了

經濟部國貿局的公文，要檢查快捷的機器設備到底出貨給誰，生產什麼產品。 

 

由於快捷在一年之內突然大量生產這一類型的機器設備，數量是過去台灣全年總

量的 10 倍以上，而且全部出口，賣往中國的深圳，甚至連出貨地點與廠商都一

樣，引起了經濟部注意，認為這樣的情形異常。於是經濟部竟然派人親自跟快捷

一起前往深圳寶安區，一一檢視每一台的機器與設備的現況與使用情況。為什麼



經濟部會如此嚴謹且慎重，原來，快捷每一台機器出口都需要跟經濟部國貿局登

記，被列入管制出口的敏感科技。  

 

甚至連美國人也要管台灣類似快捷與上銀這樣的公司。2008 年，美國在台協會

（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還公開說，台灣的經濟成就，可能助長了恐怖主

義。  

 

美國怎麼把話說這麼重？原來，台灣的精密機械已經和日本、德國、瑞士製的機

械精密度幾乎是同一水平上，因此伊拉克、伊朗、北韓等被美國列為支援恐怖活

動的國家，都曾大量進口台灣的工具機。  

 

美國擔憂這些工具機被北韓和伊朗建立核子設施，或發展核武、導彈的高精度零

件，於是要求台灣加強管制精密機械的出口，連自己家的蘋果公司在大陸代工廠

都要檢查，也足以證明台灣精密機械，已經不是黑手產業，而是追上國際水準的

高科技國防武器的精密行業。 

 

【延伸閱讀】崇拜好機器，大老闆買超跑來改 

走一趟大肚山精密峽谷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工廠的停車場內，經常可以看到保

時捷的跑車，甚至還組成了保時捷車隊，一出門就是十幾輛跑車，一路從台中往

清境農場，比誰的駕馭技術好。  

跟竹科新貴不同的是，這些老闆不僅愛超級跑車，還會親自改車，加裝各種不同

機器設備來強化跑車的性能。例如洽群小老闆黃俊傑，就把自己的 BMW 排氣量從

3,000 多 cc 改成了 5,000cc，還從德國買高科技設備回來加裝。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黃建中說，這些老闆買超級跑車，不

是炫耀財富，而是對好機器的崇拜，他們買超跑，是欣賞別人做機器那種精密工

藝與機械技術。  

這些老闆很少買賓士車，也不請司機開車，因為他們愛自己開車、愛機器啟動的

那種聲音，這些老闆不是開保時捷，就是自己開 BMW 或是奧迪 Q7 的越野休旅車。  



甚至，還有工具機廠老闆引了台灣非常少見的道奇 Viper，這種把超大卡車

8,400cc 引擎加到跑車身上的做法，曾引起世界震撼，這部跑車產生極大的動力

與速度，被認為是美國跑車的代表。  

把追求超跑的精神，用在工具機上，這些老闆為了跟日本與德國有市場區隔，都

極力的讓自己機器性價比達到最高，例如機器速度更快、削鐵如泥的力量更大，

但精密度仍要跟日、德看齊，因此台灣做的精密機械，就如同超級跑車在馬路上

奔騰般，講求高速、高效與高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