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體電路換檔上路

台灣「產業稻米 J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愛珠

積體電路的產業是台灣現今前景最被看好的產業，而產官學研也深知交大人在此居功

厥偉。本篇文章原刊載於中國時報八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第二十三版，是由該報北部地方新

聞中心策畫1 '記者陳愛珠調查採訪的深度報導。文章中提及的多位對積電路發展寫下一貢

的名人，幾乎皆為交大校友;康寶煌(上海電信21 級卜胡定華(新竹電研討級)、曾繁城

(新竹電研59級卜潘文淵(上海電機24級卜費驛(上海土木23級卜方賢齊(上海電信21

級)等人，不但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交大之光。透過媒體的大悟報導，使一般的民眾更

了解此工業，以及交大人默默耕耘的貢獻。

台電最近頻頻發生跳電風波，造成民怨及產

業界的損失，最引人囑目的莫過於科學園區內七

家積體電路廠，在未預警下跳電二分鐘損失高達

四億台幣，不禁讓人昨舌，怎麼損失會如此慘

重?一般社會大眾所獲得資訊，多數來自股票市

場對積體電路產業的評價「很賺錢 J '但怎麼虧

起來也這麼嚴重?電力對素有產業稻米之稱的積

體電路真有如此重要嗎?至於台灣積體電路技術

的根植，竟然會與六十年左右發生在美國的釣魚

事件扯上關係，恐怕更讓人無法相信。

積體電路技術對非科技人員來說，可能是一

種專有名詞，但它與我們生活的密切度， I幾乎

讓我們忘了它的存在 J '如早期風靡一時的音樂

卡片，卡片一打開就會響起音樂，而那製造音樂

的「東西」就是積體電路，還有生產過剩到擺路

邊攤出售的電話機、具迴音效果的填充玩具到電

子錶、電腦、通訊系統等都運用到積體電路技手時，

因此隨著生活品質的要求，它的運用面將愈來愈

廣，特別是國際局勢走出冷戰時期，許多過去用

在國防上的科技，逐漸移轉到民生、娛樂、通訊

用途上，投資機會也形成擴散性效果，不斷創造

需求，所以被視為一直往上成長的行為，目前台

灣在二、三年內的投資達二千億台幣以上， I錢」

途無量。

在積體電路產業帶動下，新竹科學園區管理

局局長薛香川對八十二年度突破一千億台幣的營

業額後，去年亦接近一千八百億元的成果表示:

「我們都一直以為自己野心勃勃的，結果還是太

保守了。 J 因此他對未來十年的規劃是產值突破

一兆台幣，並且但書「如果土地、水、電、人力

供應上能無條件開放，成果一定不只如此。」

事實上，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發展並不是很

順當，工研院長史欽泰形容是「也有風雨、也有

晴」。

國內傳統產業台塑集團領導人王永慶，在今

年該集團運動大會上，更是語氣堅定的告訴採訪

記者，台塑未來發展在 lIe J'決心將企業轉型
到高科技上。但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台塑其實

很早就開始投資積體電路產業，並非高科技產業

的「新兵 J '也就是台積公司在民國七十六年間，

由工研院衍生出來時，社會大眾因為不看好科技

產業的「錢」途，所以由中央多位部長級人物

「畫押連署h 拜託大企業家出面認股。當時台塑

也因此參與，只不過當年是「賣面子」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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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也很快就脫手，與現在的宣告完全不同，可

見台塑是在看準市場潛力下，打十拿九穩的仗。

從勢力密集轉型為技術密集

從保釣運動;疑聚為科技報國

積體電路帶動產業轉型

話說台灣六0年代的社會經濟，還處於勞力

密集時代，各加工區女工騎著單車或機車蜂湧而

出工廠的情景，被視為台灣經濟繁榮的象徵，政

府也提出「家庭工廠化」口號，把農村改造為小

型的代工區。

但中央已經意識到，台灣應由勞力密集轉型

到技術密集時刻了 o 當年擔任行院長的蔣經國先

生指示前行政院秘書長費聽，請他進行評估。於

是費驛找了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交通部長高

玉樹、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工研院院長王兆振、

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及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研究室主任潘文淵等人研商，初步決定要把重點

放在「電子J 上，而要加快台灣電子產業的成長，

只有「積體電路(IC) J 是值得發展的一項工業，

預言它將在一九八O年代為台灣電子工業創造最

大的附加價值。

至於該如何發展，去年才去世的交大教授潘

文淵結論說﹒「最好的方法是從美國引進技術，

以節省時間，技術引進的載具，電子錶是最佳選

擇。」對於潘文淵的規劃'孫運璿關切的詢問技

術生根的時程、以及要花多少錢來「買」技術?

' 潘文淵答稱: I 四年」就可以讓技術生根，至於

頭痛的「錢 J '則是「一千萬美金 J '也就是當年

的「四億」台幣。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萬一

買錯了怎麼辦?但潘文淵胸有成竹的表示 I積

體電路技術雖然在台灣毫無根基，但在美國有一

批對積體電路技術學有專精的海外學人，可以組

成一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協助台灣技術引進

做評估。」

於是孫部長聽完說明，立刻很有擔當的說:

「可以。」並決定計畫的執行由剛成立的工研院來

執行，工研院人才濟濟，大家認定交給它執行是

錯不了。孫部長的這段魄力決定經過，至今還在

新竹科技帶流傳不己，即使後來執行結果被立法

院一再抨擊，孫部長都堅殼的挺下來。於是，方

賢齊、王兆振共同在事後提出一個計畫書，成立

電子錶研究發展小組。而潘文淵也決定為計畫而

f盡快自RCA退休，準備打一場艱難的戰爭。

消息傳出後，在交大擔任電子工程系主任、

半導體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定華，由於一直浸淫在

積體電路這個技術領域中，當年紀又很輕，立刻

被政府所提出的計畫感動，也覺得這個工作應該

是當仁不讓，於是主動打電話給潘文淵，向他毛

遂自薦，開始是以自交大借調，擔任工研院顧問，

後來就職電子工業研究發展副主任，負責推動積

體電路工業發展計畫。他說 I這一半是因橡際

會、一半是靠自己主動爭取機會。」

而像胡定華如此具有時代使命感的熱血青

年，事實上還不少，例如民國五十九年畢業於交

大電子工程研究所的曾繁城，先是在萬邦電子公

司工作了三年，結果在交大聽了一場工研院長王

兆振的演講，毫不考慮的放棄萬邦電子經理職務，

投效工研院，當時工研院成立還不到三個月呢。

而在國外，卻因為民國六十年左右發生在美

國的釣魚台事件，激發了海外留學生強烈的愛恨

與家國思想。目前在華邦電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

的章青駒回想起釣魚台事件對他的影響時說:

「保釣時期自己思想相當混亂，只覺得中國被人

欺負，當時學成返台的人並不多，說愛國嫌太肉

麻，但就覺得返台發展積體電路是一件有意義的

事。」

章青駒當時還在美國普林斯頓求學，那種愛

國情緒很快的由普林斯頓「感染」到紐約，其中

楊丁元、史欽泰都是很好的例子。史欽泰認為個

人受釣魚台事件影響很深，二十年前的心境有如

昨夜。他表示，普林斯頓接近釣魚台事件中心，

當時上完課，因校區單純，學生也沒什麼雜務，

所以三兩同學總是聚會聊天，抒發志向，其中影

響同學們比較大的是越戰、釣魚台等事件，覺得

若能一起返國貢獻將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下定決心後，楊丁元在海外的中央日報上看

到台灣將進行電子錶計畫，便直接寫信給當時電

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連繫'康所長則建議他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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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潘文淵連絡。在書信往返過程中，積體電路計

畫正經歷確定由工研院執行、尋妥最佳搜捕?引進

合作對象等重大決策過程，於是楊T元、史欽泰

因此各自暫在美國謀職，直到民國六十四年十二

月，埸丁元率先辭去美國哈里斯半導體工程師職

務返國就職，隨著再去信史欽泰、章青駒，告之

時機成熟可以整裝回國。三位愛國青年，受到釣

魚台事件影響，由美圓來到竹東頭重埔'由台大

前後期同學關係成為同事。

但是光有熱血還不夠，台灣在六0年代處境

十分艱困，面臨了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石油

危機等困境，要支持一項耗資一千萬美金的積體

電路計畫，是需要何等的眼光與氣魄，尤其是日

本科技研發有目共睹，後起之秀的韓國也成立科

技研究院。而積體電路技術復雜，在資源有限情

況下，必需有所選擇，當時計畫主持人胡定華也

仔細衡量後，在單極與雙極技術上，抉擇了單極

中具有工作環境適應力強、省電、雜訊影響小，

可應用在太空通訊及電子錶的CMOS製程，做為

引進技術重點，現在證明，這是一項正確的選

擇。

決定由工研院執行該技術後，即針對美國三

十餘家著名電子廠發出技術合作邀請函，經過層

層審奎、評估，終於由工研院董事長在六十四年

年底開會決議由RCA雀屏中選，原因是RCA願意

代訓人才，傳授設計技術，並依世界技術演進，

隨時更新;其次是RCA在台灣有土地、廠房，業

已建立信譽，不致背信毀約;還有RCA同意買回

示範工廠生產的產品，使工廠在擁有基本訂單的

情況下可以持續運作。雖然如此，但社會批評的

聲浪不斷，都因孫運璿堅持而順利使工研院與

RCA成為合作伙伴。雙方簽約，技術移轉內容有

電路設計、光罩製作、晶圓製作、包裝與測試、

應用與生產管理。同時提供三百三十人次的訓練

名額，到美國RCA各廠直接受訓。

當時技布tty移轉的重要在建立示範工廠，為後

來聯華電子，也是國內第一家積體電路公司的成

立，埋下伏筆。

為執行計畫，工研院由國外回來的楊丁元擔

任總領隊兼「保母J '招考新人編列「作戰小組」。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底，孫部長在與受訓人員一一

握手後，十九人的「先鋒部隊」即出發到美國，

展開一年的「急J 訓。時間雖然短，但這群現代

西方取經的唐三藏，憑著高昂的鬥志及旺盛學習

心，累積了最多的知識及經驗，不但完成任務，

也為個人在現在業界頭角崢嶸奠下基礎。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積體電路示範工廠落成

了，象徵著我國電子工業正邁向技術密集型態，

也使我國電子工業擺脫以往的裝配型態，但是嚴

厲的訂單考驗接著而來，由於市場信心不夠，電

子錶積體電路順利生產，但沒人敢買，後來是史

欽泰的台大同學「賣面子 J '下了一張十萬個訂

單，開了彩頭，讓積體電路計畫順利移轉、生根，

並一度躍升台灣為世界第三大電子錶輸出國。

人才匯聚企業毅力相輔相成

虛變不驚昂首渡過景氣危機

科學園區實力享譽國際

事後回憶往事，過去由交大跨刀到工研院，

目前是旺宏電子公司蓋事長胡定華說 I當初聚

集的那批人才恐怕也是空前絕後，雖然其中若干

位今天都是有錢人，但當初並沒有一個人是為了

錢參與，大家只有一股傻勁，想證明台灣具備生

產積體電路的能力。」所謂的有錢人，根據行政

院國家毫微米實驗室主任張俊彥的推算，當時聯

華電一位股東出資台幣四十萬元投資，累積到今

天，十五年來經過配股、配息，當時的股票目前

值至少二千六百萬以下，難怪他要說 I台灣還

有什麼投資報酬率可以高過積體電路。 J

由於示範工廠成績斐然，於是技術移轉民間

成為下一步任務，經過熱烈討論後決定成立一家

獨立的民營積體電路公司，也就是聯華電子。但

當時民間投資意願很低，全靠經濟部出面找大企

業家幫忙，大家卻都拜託希望少出一點資本，有

的甚至當場退股，因為愈了解的人對其中的困難

度真的很怕。在發起人會上，很多人都說只能投

資那麼多，不能再增加了，甚至還建議工研院也

要承擔風險，保證技術沒問題，所以由電子所認

了百分之五的股份，可是等聯電上市，經濟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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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這些股份，而以代保管公司名義買回。

隨著技術移轉，工研院仍然繼續積體電路的

研發工作，以培育人才協助國家經濟成長，於是

技術擴散、人才移轉、公司衍生的循環效果，成

為台灣工業升級的具體表現。根據工研院八十四

年四月的最新人事資料顯示，自七十年到八十四

年，工研院離職人員共計八千七百八十九人，其

中百分之七十三是進入企業，百分之十四在學術

界。至於海外人才聘用上，則有八百九十七人，

包括博士三百九十五人、碩士五百零二人。衍生

的公司有聯華電子、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台灣光

罩、世界先進。

由於人才充沛，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在過去

十年不到的光景中，曾經歷兩次不景氣衝擊，還

是走了過來。七十四年間，美國記憶體公司承受

不了虧損，紛紛退出;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年

也是積體電路需求低迷時代，不僅國內業者受影

響，美、日、韓、歐洲Ie大廠都受波及。而能夠

一路走來，還有許多來自海外學人的力量，其中

以旺宏公司總經理吳敏求自美國矽谷一舉將二十

八個留學生家庭搬回來的經營團隙，被科學園區

管理局局長薛香川稱讚是海外學人返國創業典

範'尤其這幾年旺宏電子在研發、自動化、人力

培育及防治污染都獲得工總等單位獎勵，海外學

人也已經累積到五十餘位。

吳敏求認為，這些海外人才與國內員工配合

良好，是邁向國際市場的最大本錢。而走向國際

市場的需求，已經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目前積極運

作的方向，在未來三年內將有超過二千億台幣的

投資在八吋晶圓加工製造產業，包括世界先進、

台積電、德華、聯電、南亞、嘉畜、華邦、旺宏、

茂矽、力捷等(見圖一)。可見其市場的潛力。

國內傳統產業相繼宣告投入生產，具體的展現產

業轉型趨勢，分析投資者背景分別來自石化、造

紙、玻璃、紡織、鋼鐵等，傳統產業如華新麗華

電線電纜、中鋼、東元電機、台灣聚合、永豐餘、

華隆紡織、聲寶家電等，可以看出傳統產業跨入

高科技市場的企圖心。投資案也走向大型化國際

化，產品亦由上游的裝配工業，轉型為資本、技

術密集的上游工業。

個一〉近年來我國積體電路

八的晶圓廠投資分析

公
司 投資額 月產能 完工時間

(億) (萬片) (民國)

世界先進 180 1.5 83
台積電 250 3 」 84

童心 華 110 84
聯 電 l 250 3 84
南 亞 200 2 85

嘉
畜 110 1.5 85

華 邦 500 6 86

甘正 宏 300 4 86

而曰 矽一捷 300 4 86

250 2.5 86
言十 2400 27

資料來源:工研院電子所

製 表陳愛珠

科學園區也成為全球半導體投資最密集的地

區，科學園區管理局在今年初首度就積體電路各

項產品產值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八十三年單項產

品產值超過台幣十億元以上的二十五項產品中，

有六大類半導體產品佔全國百分之百，也就是全

部在園區內生產，即晶園、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唯讀記憶體、可程式唯讀

記憶體、數位式微元件，明顯看出園區已成為我

國半導體工業生產基地。

電力f共應品質最令業界困擾

基項資源不足如何更上層樓

產能升級面臨嚴重瓶頸

過度集中結果，以時間彌補成的「科技鏈 j 讓

國外廠商紛紛以進入園區為最大商機考量，申請

案件在管理局內更是大排長龍。但也因而產生了

資源不足問題，如土地、人力、水、電等問題。

其中土地方面，已經規劃新竹四期苗栗後龍用地

以及南部科學園區的設置，相信在積極趕工下，

可以解決北部土地不足困擾。人力上，多數廠商

以引進外勞應急，但勞工供需不平均問題還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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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再提高對園區廠商的限電比例，由去年的百分

之一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不少廠商抱怨如果台電

真如此實施，那麼積體電路廠的產值在下半年一

定大受影響。

由於積體電路生產線都是自動化，且處於無

塵室狀態，電一停，整個工廠都全部停擺，無塵

室在五秒內若無法再重新供電，也就是自備的發

電機不能立即銜接上，外面的空氣因為壓力關係，

很容易就侵入而污染無塵室，屆時全面清理的工

夫往往要一週時間。至於設備一停，每項製程都

要重新設定，每一座生產線基台也都必須重新定

位，其中所耗費的時間少則八小時，長則一天時

間。生產線上的產品也都成為報廢材，有的製程

時間比較長，需要在生產線上六十天，但如在第

五十九天被中斷，還是「白搞」。即使廠商白備

有發電設備，但是轉換過程中的數秒鐘，生產線

還是有所損失，因而廠商在夏天電力荒時，才會

十分緊張。

於是權宜之計提出區內自設電廠建議，經多

時討論，管理局也同意提供土地，但廠商主張未

來生產的電力應優先供應區內廠商，台電卻認為

法令規定是要由台電買回電力再統一分配，管理

局方面也正努力取得協調，希望能提高電力供應

的品質，否則區內業者建廠後能否運轉生產，將

埋下最大變數。

在，希望藉著南下開發可以籽解。

比較令廠商感到棘手的是水與電的嚴重不

足，必需藉重引水供應及加速興建變電所或自建

電廠解決問題。園區內第一、二期的用水均來自

寶山水庫淨水場供應，依計畫園區三期間發後仍

由寶山水庫供應，但因原設計出水量每日六萬噸

的淨水場，因廠商需水激增而超量出水每日八萬

噸，在寶山第二水庫完成前，寶山水庫淨水場確

已無法增加出水量供應園區三期所需用水，因此

管理局向經濟部提報研擬解決方案後，行政院己

同意自園區三期開發工程款中撥出二億八千萬

元，委由自來水公司由苗栗永和山水庫，埋設專

管供應三期半導體專業發展區用水，每日估計可

供八萬噸，工程預計明年底可完成。

至於用電方面，在台電電力不足下，科學園

區內積體電路廠商生產規模龐大，用電負載量亦

不斷提高，在去年夏天時就發生多次跳電及電壓

不足情形，並依照能委會規定予以限電百分之十

至五。園區同業公會電力小組的統計，去年發生

跳電的次數達十六次之多，百分之十的限電次數

也達八次，另一次限電百分之五。

因此廠商預估今年台電的供電品質將比去年

低落尤其積體電路大廠不斷加入運作，八十四年

底的年度用電量約為十九萬六千四百旺因此三期

用地內的龍松變電所必需在八十六年底完成，否

則難以維持正常供電。加上經濟部能委會已經決

33

瞳
民
國
的
年
代
，
芳
賢
齊
與
灣
文
湖
(

右
)
的
合
影
。
(
練
愛
珠
磁
鐵
)

湖竹



34

園區廠商限電或停電損失

項次 用戶名稱 主要產品 I 契約用量|去年電價 生產日 每日生! 停電損失
l 側 ! (萬元) 數(日) 產(時) I

1 亞瑟科技 軟式磁碟亞 1,400 l 1,500 I 268 24! 600萬元元//天天
2 呵呵網路腳 6胡|吉口:tM 糊
3 台揚科技 微波及Ie之基片 r 1,767 1,410 I 24e5T--U: 生產線停頓

4 美台電訊 電話及父換機 1,150 1,140 250 24 部生分產產線品停設頓備

5 光磊科搜 ||l LED (發光二極體)l:l 1JOO ill 6叫 |ll 269 |li H 「|l 部與分材料受損

6 I 元太科偉 ( 液晶顯示器 700 245 12 儀氣重及損資失料嚴

7 i 盟福立祿自遠動東f…七) 局壓水鑽及水刀 240 100 I 253 I 9 i 15萬冗/天
8 自動化等產品 230 122 I 247 I 8 停工

9 普生 理體~| 3OO i m m7 88 {200萬/次

10 新品生物 戶|一組織培養苗一「 250 260 312 8 損失難0萬以/估天計
11 台積 超大積體電路 M 門6ω358 24 I 500

12 隔三廠 C兀件 7,250 8,240 L 358 T24 ~~~~萬/天

13 華邦 超大積體電路 ;一一6一，30一o I 一一6，50一o一l 一360一亡(了24 I 1500萬/天
1士」 旺宏 | 一積體電路 i 6,542 I 7,340 I 360 Z士一」哩!主主
的|同步輻射 研究 l3300|2,89O J | !損失非常慘重

製表.陳愛珠

資料園區管理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