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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至今超過 60餘年，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以來，我國螺絲帽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擁有高度競爭力，並持續維持強大的出口

能量。從 2014年開始，該產業的年產值皆超過 1,200億新臺幣，其中八成的
螺絲帽（扣件）產品出口至美國和歐盟等主要消費市場、僅約兩成的比例提供

內需市場，且近年來臺灣出口之螺絲帽（扣件）產品之市占率在美國和歐盟市

場已名列第一，由此可看出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出口導向性質。也由於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主要是以外銷為導向，因此國際主要消費市場對於螺

絲帽（扣件）產品的需求與相關規定若發生改變時，即會大大地影響到臺灣螺

絲帽產業之發展方向。而國際市場的轉變對於螺絲帽（扣件）產品之需求與規

則的改變，相繼地發生在 1990年以後，致使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不得不
更積極地發展出產業轉型的策略，來因應國際市場需求和後進國家等產業發展

與轉型因素的挑戰。對此，本文研究發現，當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在 1990
年代面臨轉型挑戰時，所採取的轉型策略是以個別企業為單位之「客製化原則

的產品創新」和「非標準化及自主性的製程創新」等策略以因應當時的轉型挑

戰。然而，這種奠基於個別企業所發展出來的創新策略，在面對 2000年以後
中國大陸等後進國家之挑戰時，則顯得有所不足；對此，本文亦發現 2000年
後政府在螺絲帽（扣件）產業的發展中，扮演著更加積極的角色，包括透過號

召廠商籌組產業聯盟或透過不同的產業政策來輔導螺絲帽（扣件）廠商，希冀

進一步促進臺灣的螺絲帽（扣件）產業持續往高值化的目標邁進。另外，本文

也將進一步地針對最新之智慧生產和工業 4.0之產業發展趨勢，又會如何具體
地對於臺灣之螺絲帽（扣件）產業產生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進行討論。

關鍵詞： 螺絲帽（扣件）產業、產業轉型、客製化、自主創新、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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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產業個案簡介：臺灣螺
絲帽（扣件）產業之發展

一、�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特性與
發展脈絡

臺灣螺絲螺帽廠商家數共有 1,275
家，規模多為中小企業，員工人數 20人
以下者占 73％、資本額 4,000萬以下的比
例更高達九成，可見臺灣螺絲螺帽產業之

中小企業特質（許育瑞、陳仲宜、黃得晉、

楊瑞雯，2014）。臺灣螺絲螺帽產業除了
多為中小企業外，地理位置的分布也呈現

高度聚集性，其中位在高雄市與臺南市之

廠商家數比例將近五成，以地理位置分布

來看多位在北高雄至南臺南一帶。高雄岡

山區與路竹區就聚集了超過 600家廠商，
從產值來看，岡山區螺絲螺帽產值含括了

臺灣整體產值的七成，由此可見臺灣螺絲

螺帽產業分布的高度群聚性（高雄畫刊，

2014）。
回顧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發展可分成四

大時期：

1. 戰後 1945 年至 1970 年代初的「產業
萌芽期」。1949年李春雨先生於高雄
岡山成立「春雨工廠」，為臺灣第一間

螺絲工廠。由於這個時期缺乏生產技術

與知識，因此生產方式多以手工方式生

產，或從日本進口原料與機械設備，進

而生產技術質量比較低的木螺絲或機械

螺絲。另外，當時適逢美軍投入越戰期

間，美軍指定臺灣為其各項軍需用品之

螺絲採購中心，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

先後成立了路竹新益、臺北環球與臺南

三星五金等螺絲帽工廠。經過了 1950-
1960年代，螺絲帽產業在技術與機械
皆仰賴從日本進口，並主要以生產技術

含量低、種類少與品質差的產品奠定產

業發展基礎後；1970年代初期春雨與
三星五金轉赴德國購買生產設備，並開

始投入模仿、改進與學習階段。1973
年三星五金成功研發高速螺帽成型機，

而春雨也在美國顧問的技術指導下，成

功地開發出攻牙螺絲，帶動臺灣螺絲螺

帽產業於此一階段的發展。

2. 1970 中至 1980 年代末的「產業成長
期」。1974年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其
中中鋼公司於 1978年建廠於高雄，中
鋼所生產之相關鋼鐵產品滿足了螺絲帽

產業生產之原物料需求，至今螺絲螺帽

生產所需的原料線材（盤元）約有八成

都來自中鋼，也一改過去生產原料需仰

賴日本進口的情形。由於中鋼的成立，

穩定地供應品質高的線材原料，改變了

過去臺灣螺絲帽產業原料掌控在外國廠

商的情形，大幅降低了原物料購置成

本。因此，此一時期螺絲帽廠商家數從

前一階段的數十家，大幅成長至 350家
左右，開始出現產業群聚現象並建構出

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s）。此
一時期，臺灣螺絲螺帽出口表現暢旺，

1984年起臺灣螺絲螺帽出口值名列世
界第一，並有「螺絲王國」的美稱（李

建興，2015）。
3. 1990 年代的「產業結構調整期」。

1990年代隨著臺灣各項經營成本的上
升與經營環境改變，使得 90年代出現
大量傳統產業外移的現象。臺灣許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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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製造業廠商分別前往東南亞與中國大

陸投資設廠，藉以降低生產與經營成

本。這股產業外移的風潮也影響了螺絲

帽業的產業布局，不少螺絲帽大廠赴東

南亞投資，包括晉禾、新益、聚亨等，

主要設廠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泰國、

菲律賓與中國大陸。此一時期，臺灣螺

絲帽產業不僅面臨是否進行外移的產業

布局決策調整；另一方面，1990年代
由於臺灣螺絲帽廠商生產的產品一致性

過高，在缺乏產品多樣性之鑑別度下，

螺絲帽廠商間逐漸形成惡性的價格競

爭，並具體地表現在 1989-1990年「第
1、2屆臺北國際螺絲螺帽機械設備展
覽會」的舉辦與停辦之事件上。由於當

時大部分的螺絲帽廠多生產標準化之產

品，廠商間產品缺乏多元性與鑑別度。

因此，廠商為了爭奪標準件市場，逐漸

出現惡性價格競爭；而產品單一性及價

格的惡性競爭，成為了展覽會停辦的主

要原因（螺絲世界雜誌，2016）。
4. 2000 年後至今的「產業轉型期」。

1990年代臺灣螺絲帽廠的外移與惡性
價格競爭，標示出產業競爭力下滑以及

所面臨到必須進行轉型的問題。另外，

199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螺絲帽產業快
速發展，並於 2003年取代臺灣成為全球
螺絲螺帽最大出口國，更顯示出了臺灣

螺絲帽產業發展面臨到強烈的轉型與國

際競爭壓力。

二、�近年來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值表現

雖然中國大陸於 2003 年即取代臺
灣，成為世界第一大螺絲螺帽出口國，

但事實上，臺灣近年來螺絲帽（扣件）產

業的產值依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如

圖一）；且從 2011 年開始，臺灣螺絲

圖一　近年臺灣螺絲帽 ( 扣件 ) 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產業經濟統計簡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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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扣件）產業之年產值皆超過 1,000
億新臺幣。2011 年的產值為 1,158 億新
臺幣，2012 年小幅下滑至 1,080 億新臺
幣，2013 年回升至 1,127 億新臺幣後，
從 2014至 2017年，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業之年產值皆超過 1,200億新臺幣。而
2018年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年產
值亦進一步地成長到 1,400億新臺幣的規
模；另外，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產

品外銷比例達八成，是一個相當仰賴外銷

市場的產業類型，而美國是臺灣螺絲帽

（扣件）產業外銷的第一大市場，占臺灣

螺絲帽（扣件）產品出口比率達 37.3％。
臺灣出口之螺絲帽（扣件）產品在美國擁

有 32％的市場占有率，臺灣同時也名列
美國向海外進口螺絲帽（扣件）產品之最

大來源國。另外，臺灣的螺絲帽（扣件）

產品在歐盟之市占率達到 25.4％；對此，
臺灣亦是歐盟國家螺絲帽（扣件）產品之

最大進口來源國。由此可見臺灣螺絲帽

（扣件）產業之出口導向產業特質，以及

在歐美主要市場的高度市場競爭力（產業

經濟統計簡訊，2018）。雖然臺灣螺絲帽
（扣件）產業之產值和在歐美主要市場之

市場占有率一直以來皆有著亮眼的表現，

但如果從螺絲帽（扣件）產品之平均出口

價值來看，則可進一步地發現，臺灣螺絲

帽（扣件）產品之出口價值提升情形與幅

度有限。2007年時，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品之平均出口價值為 2.356元美金，而
到了 2015年時，平均出口價值微幅上升
至 2.587元美金，成長率僅為 8.93％。由
此可知，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雖然在

產值與市占率上每年都有明顯地成長，但

在產品出口平均價格的提升上則顯得較為

緩慢和有限，亦顯示出了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在往高值化目標發展時，所可能

面臨的限制與挑戰（臺灣螺絲工業同業公

會，2015）。
螺絲帽產業經過上述數個階段的發展

後，即便在 1990年代末期至 2000年初期
開始面臨愈來愈嚴峻的產業發展與轉型挑

戰，但截至目前為止，臺灣螺絲螺帽產業

依舊維持相對強的國際競爭力與市場占有

率。對此，本文欲進一步探究，吾人可以

用什麼樣的理論視角來解釋該產業的發展

過程與轉型經驗 ?另外，面對 2000年以來
的產業轉型挑戰，螺絲帽業又是用什麼樣

的策略來進行創新、升級並促進轉型 ?吾
人又可以用什麼樣的理論視角，來解釋螺

絲螺帽產業創新與升級的經驗呢 ?另外，
這樣的轉型、創新與升級經驗是否面臨挑

戰 ? 總而言之，本文欲回答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發展、創新與轉型過程的策略與

機制（mechanism）問題。從個案選擇標
準來看，臺灣螺絲帽（扣件）業的產值大、

國際市場占有率高等，皆顯示出本文選擇

該產業進行個案研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轉型與創新經驗，

亦可成為其他傳統產業發展之借鏡，具有

政策參考價值（鄭陸霖，2005）。

貳、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分析

為了回答本文之研究問題，研究者首

先透過檔案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閱讀與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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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Bowen, 2008），藉以梳理和
瞭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之相關研究

成果，以作為本文研究方法之第一步。

另外，為了使本文在檔案分析時更具說

服力，因此在選取相關檔案文件時盡可

能地多元化，包括：學術論文、產業新

聞報導、螺絲帽公會內部刊物《螺絲月

刊》、螺絲帽產業專門性雜誌《螺絲世界

雙月刊》、產業分析報告等，希冀透過多

元且不同種類檔案文件之相互比較，厚實

本文檔案分析之基礎。另外，為了補足檔

案分析可能之不足，研究者進一步透過深

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的方式，
針對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相關之行

動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優點
在於其比非結構式訪談更有主軸與脈絡

性，研究者和受訪者可依循問題意識與訪

談軸線，讓受訪者可自在地針對問題進行

回答，對此更能夠獲得受訪者真實的經驗

與感受（Boyce& Neale,2006）。
由於本文所感興趣的問題在於臺灣

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與轉型之過程

與機制問題，因此進行訪談的對象為有實

際參與螺絲帽（扣件）產業經營、研究、

政策擬訂或實際工作之產業菁英與學者

專家，而受訪者的選擇方面，本文以立

意取樣的方法獲得受訪對象（purposive 
sampling）。研究者一開始先取得了訪談
臺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的機會，在相繼

訪問了公會理事長與總幹事後，一方面

透過該公會的協助介紹其他螺絲帽（扣

件）工廠；另一方面，又透過自身的人際

網絡，以及親友的介紹再進一步訪談了螺

絲帽（扣件）產業之相關從業人員及政

府官員和學者專家等。換言之，本文受訪

者的獲得是透過一個受訪者接受完訪談

後，再介紹或推薦其他符合本文研究方

向之受訪者接受訪談的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方式完成。本文共完成螺絲帽
（扣件）產業界代表（Industry,代碼簡稱
I）共 12位、政府官員（Government,G）
2位及學者專家（Scholar,S）1位，共計
15位與螺絲帽（扣件）產業有關之產、
官、學受訪者之訪談，訪談地點不拘，

訪談時間介於 1 至 2 小時間。另外，受
訪者人數以不再增加新觀點，亦即樣本飽

和（sample saturation）與否為判斷標準
（Maxwell,1992）。

本文透過多元的檔案資料來源及受訪

者深度訪談口語資料（oral data）之交叉
比對，希望在資料來源多元化下，達到資

料三角檢定（data source triangulation）
功能。另外，資料使用方面，研究者在針

對特定概念進行說明時，至少會使用兩種

資料來源進行佐證與說明。例如：同時應

用兩位受訪者所提到之相同或類似概念，

或同時使用受訪者訪談內容與相關檔案

資料作為佐證，以增加資料分析之品質

（Guion,2002）。另外，15 位受訪者之
資料與訪談資訊如表一。

資料處理方面，訪談完畢後，依序針

對受訪者的訪談音檔繕打成逐字稿。繕打

完成後，逐一閱讀訪談逐字稿內容，並與

既有多元的檔案文獻進行交叉比較分析。

在閱讀逐字稿與檔案文件之質性資料處裡



　  2019 • 6 第 47卷第 2期54

過程中，猶如階梯式的方式尋找受訪者訪

談中，有助於回答本文研究問題之內容

（張芬芬，2010）。經過閱讀受訪者訪談
逐字稿內容和與既有研究文獻進行交叉比

對與分析後，希冀能進一步回答臺灣螺絲

帽（扣件）產業轉型與創新策略之運作機

制等研究問題。

參、�產業發展與轉型之理論
性觀點

如前所述，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業具有高度的產業群聚性（Industrial 
Cluster）。產業群聚意指在某一個特定
地理區域中，聚集了眾多相關產業的上下

游廠商，此即是從地理分布的意義上去描

述產業群聚的現象。產業群聚現象不僅是

對於地理分布的事實描述，產業群聚所帶

來的意涵還包括：廠商間因地理鄰近性以

及由相互互補的上下游關係所建立之緊密

的生產與社會網絡，增加了彼此互動的機

會。對此，Porter認為地理的鄰近性，使
得集中於其中的廠商有更緊密的連結，透

過產品、技術與資訊的流通，使得廠商彼

此利益互補（Porter,2007）。地理的產業
群聚性，降低了運輸、公共設施使用及設

備建立之成本等外部效果；除了生產成本

降低的經濟效益外，產業群聚亦使廠商間

建立起互動密切的社會網絡（network）
關係。因為彼此的鄰近性使得交流與互

動機會增加，促進了群聚內廠商技術

與知識交流的可能性。對此，因產業群

聚所帶來的知識外溢效果（knowledge 
spillovers），即是在說明群聚內廠商因彼
此距離接近，使技術與知識相互交換和學

表一　受訪者資料與訪談資訊

代號 日期 職稱 訪談時間

I01 2016/06/08 螺絲公司老闆 1.5 小時

I02 2016/06/13 螺絲公司老闆 1 小時

I03 2016/06/14 螺絲公司老闆 1 小時

I04 2016/06/20 公會總幹事 1.5 小時

I05 2016/06/21 螺絲公司老闆 1 小時

I06 2016/06/30 螺絲公司老闆娘 2 小時

I07 2016/06/30 螺絲公司研發主管 1 小時

I08 2016/07/04 螺絲公司研發主管 1.5 小時

I09 2016/07/06 螺絲公司老闆 1.5 小時

I10 2016/07/12 螺絲公司老闆 1 小時

I11 2016/07/14 螺絲公司老闆 1.5 小時

I12 2016/07/17 螺絲公司老闆 1 小時

G01 2016/06/21 市政府官員 1 小時

G02 2016/06/21 工業區官員 1 小時

S01 2016/07/26 產業分析師 1 小時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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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機會增加，形成在群聚地理範圍內知

識擴散效果（Breschi&Malerba,2001）。
產業群聚不僅是上下游廠商之聚集，還包

括其他如：知識生產機構（大學、研究

中心）、中介機構（創新育成中心）以

及消費者等，所形成之相互聯繫與互動

之網絡。因著產業群聚所帶來之互動機

會的增加，亦有利於生產過程中隱性知

識（tacit knowledge）與特定知識（know 
how）的相互交流與學習。換言之，群
聚內廠商因為具有較多的互動機會，使

得彼此間學習製程知識與技術的機會增

加，促進廠商進行產品與製程創新之績效

（Lissoni,2001）。 
從臺灣產業的實證研究，亦可發現

產業群聚對不同產業發展所帶來之正面效

益。Chen & Lin（2012）以臺灣工具機產
業所做的個案研究發現，該產業因為產業

群聚的地理鄰近性，使廠商間與其他行動

者（包括：廠商、消費者、研究單位）有

更密切的互動，增進了彼此的合作和公私

部門合作研發（public-private R&D）的
可能性。該研究亦認為產業群聚的效益，

在臺灣工具機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依舊扮演

著重要的功能。黃營芳、鄭鴻君（2007）
針對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群聚的量化研究顯

示，中小企業的產業群聚效應對於增加競

爭優勢具有正面效益；其中產業群聚對於

資訊流通，及競爭優勢中的技術創新、生

產品質、生產效率的增加達顯著水準，顯

示產業群聚對於產業競爭的重要性。總體

而言， Lin& Sun（2010）認為，臺灣產
業群聚可以被視為臺灣國家競爭力的來

源之一，其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包括生產

力的提升、新商業與創新模式的發展、

行銷與顧客關係的增進等，皆是該文認

為產業群聚對臺灣整體國家競爭力所帶

來的優勢來源。

產業群聚性雖然說明了在此產業聚

落內的廠商，可能獲得上述效益，但產業

群聚的觀點，並無法更進一步地說明當產

業面臨到轉型挑戰時，其所選擇的轉型策

略與運作機制。對此，在瞭解臺灣螺絲帽

（扣件）產業群聚概念後，以下研究者依

序從協力網絡（cooperative networks）、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及國家在產業發展和升級過程中之角色進

行探討，其中在國家角色的探討方面，本

文將著重在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之理論概念的梳理與討論。而研究
者也將運用上述不同之理論概念，作為本

文用以解釋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

與轉型經驗及機制之分析所用。

一、�協力網絡（Cooperative�
Networks）觀點

臺灣產業經濟的發展模式以中小企

業為主，在大多數企業規模不大的情況

下，個別企業廠商多僅負責產品製程的某

一部分，而不同製程間也因著產業群聚，

而形成產業分工的分散式工業化生產模式

進行生產（謝斐宇，2016）。亦即在一
個產業鏈中，規模較大的主力廠商（即核

心廠商），可能將不同的產品製程階段，

外包給中下游廠商進行生產，形成一種

協力的生產模式；透過主力廠商外包給

協力廠商，並因著生產流程的需要層層外

包，形成如網絡狀的方式展開（謝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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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陳介玄認為臺灣中小企業間所
建立起來之協力網絡關係，同時具備有人

際互動與信任之社會意涵及生產之經濟意

涵，他認為廠商間的協力網絡關係是建立

在「義利原則」之上。換言之，協力網

絡建立的前提是彼此藉由密切地互動，

與基於彼此互動而建立之信任（trust）關
係等條件下所奠定之協力網絡的社會互動

基礎。另一方面，協力網絡內的廠商也

同時會考量到生產成本因素，藉以決定其

在網絡內的位置及和其他行動者的互動關

係，因此陳介玄以「義」（信任、關係資

本、社會資本）和「利」（經濟考量、成

本因素），兩種機制來解釋臺灣協力網絡

之運作。從「義」的原則來看，協力網絡

中廠商間的信任關係與社會資本，可以為

彼此帶來許多正面效益，例如：因為廠商

間擁有信任關係與社會資本，可進一步降

低廠商間互動之交易成本、有利於彼此交

換稀有資源、降低經營環境之不確定因素

等，使得在協力網絡內的廠商更便於從事

生產與銷售等經濟行為。然而協力廠商信

任關係的建立，是奠基在彼此多次的互動

而來，而不是一般西方企業經營所著重的

契約關係。換言之，在臺灣中小企業的結

構中，透過協力廠商間多次性互動所建立

起的信任結構，不僅奠定了彼此合作的基

礎，亦促進彼此了解相互的需求和降低生

產與交易成本。由此可見協力網絡廠商間

以「義」的原則為基礎，所進一步獲得

之「利」的結果（陳介玄，1994：1-23；
1998：55-93）。

相關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證呈了上述

協力網絡廠商間信任關係與所帶來正面效

益的觀點。方世榮、方世杰（2004）認
為廠商間關係資本愈強、信任關係愈好及

彼此互動次數愈多，在對外關係上廠商彼

此間越願意分享市場上的相關資訊等，皆

有利於網絡內廠商掌握市場需求與相關動

態。這種源自於廠商彼此互動所產生的信

任關係，協助了個別廠商掌握市場之相關

動態。另一方面，當廠商對於市場動態更

能掌握時，廠商對於投入新產品研發與創

新上亦將更為積極。方世榮、彭彥群、張

雍昇（2009）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廠商
之外部與內部關係資本與信任關係，對於

廠商從事新產品的研發與創新有著正向之

顯著影響。外部關係資本可協助廠商彼此

分享新的市場趨勢與技術新知，但當廠商

擁有了相關資訊後，還有賴廠商內部不同

部門間的互動與交流，才有可能使外部的

市場與技術訊息，真正落實在廠商內部的

創新與產品研發活動上，因此該文除了說

明外部關係資本的重要性以外，亦表示廠

商內部之內部關係資本與信任關係也相當

重要。邱漢誠（2015）的研究顯示，員工
的信任程度越高，則彼此的合作行為也愈

多，廠商與員工間的信任關係與知識接收

能力具有正向關係，另外信任與知識分享

態度亦呈現正向相關。

由於臺灣近年來產業發展著重在高

科技與電子產業為主，因此相關研究也多

集中在討論高科技與電子產業的議題。對

於其他類似螺絲帽（扣件）等傳統產業生

產過程中之知識傳遞、協力網絡運作，以

及產業發展和轉型策略等議題之著墨，則

相對缺乏。然而，協力網絡的理論概念，

雖然提供了吾人對於信任和關係資本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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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創新之間的關係有所瞭解；但卻未能進

一步提供吾人探究當廠商面臨市場環境改

變與競爭力下滑時之策略選擇與轉型機制

（陳協勝、劉馨琳，2009）。為了瞭解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在面臨國際市場

與競爭力條件改變時，是透過什麼樣的轉

型策略與機制促使產業轉型 ?並持續維持
高度的產業競爭力與國際市場占有率 ?對
此，本文進一步地以全球商品鏈的理論概

念進行探討。

二、�全球商品鏈（Global�Commodity�
Chain）觀點

全球商品鏈意指產業所生產之商品位

於該商品全球價值之位置與分工狀況。從

國家的觀點來看，全球商品鏈的生產分工

狀態受到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並將國家

於全球商品生產鏈的關係分成：1.核心國
家—核心國家的廠商控制著全球商品鏈

的高端市場與技術，這些擁有高端技術的

核心國家廠商運用其在技術知識的優勢，

擴大核心國家之市場占有率與優勢。2.半
邊陲和邊陲國家—此類型的國家由於在

資金與技術較為缺乏的情況下，一方面成

為核心國家廠商的生產製造商與服務供應

商；另一方面，也由於技術較核心國家落

後，因此成為技術的追趕者。

對 此，Gereffi 將 全 球 商 品 鏈 分
成兩類：1. 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鏈
（produc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
—此類全球商品鏈的重點在於，核心廠

商掌握了生產的關鍵知識與技術。這一類

型的全球商品鏈大多為技術密集與資金密

集之產業，包括電子通訊產業、電腦產業

與航太產業等。在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商品

鏈中是由大型的跨國公司及核心製造商控

制整個生產體系，而核心廠商會將較不具

技術含量低且勞力密集的部分透過外包的

方式進行生產。2. 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商
品 鏈（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
—不同於生產者驅動之類型，購買者驅

動之全球商品鏈中，國際大型品牌商、零

售商與貿易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

大型品牌商與零售商及貿易公司本身大多

不直接從事製造與生產，而是下訂單委由

商品鏈中半邊陲與邊陲國家的廠商來進行

生產工；而這類型的商品鏈大多為勞力密

集型產業，包括：成衣、製鞋與玩具業等。

這些國際品牌與貿易商透過在各個不同國

家建立生產網絡，或下訂單至邊陲與半邊

陲國家廠商的方式來進行生產。而位在商

品鏈較為邊陲或半邊陲之廠商，主要的經

濟活動即是為外國買家提供生產服務，而

國外買家在下單時也會提供相關之設計規

格與具體要求（Gereffi,1994）。
相關的研究顯示，臺灣產業在全球商

品鏈的位置上，多位在全球生產分工的半

邊陲位置。換言之，臺灣廠商多為國際品

牌或製造商進行代工，突顯臺灣廠商在商

品鏈位置上對於先進國家廠商的技術依賴

情形。另一方面，臺灣產業發展與轉型的

實證研究中也發現，臺灣主要的轉型經驗

是來自於購買者驅動之商品鏈帶動模式，

透過國際上主要的廠商提供臺灣代工製造

商相關的產品要求與規格，促進臺灣廠商

之生產技術的提升和回應國際市場最新

需求的能力，而在此過程當中，國際買家

或廠商即扮演了技術移轉與知識供給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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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王振寰，2003；邱垂正，2007）。
基於臺灣產業於全球商品鏈所處之位置，

因此，臺灣廠商在技術上較為依賴先進國

家廠商的轉移，以及購買者驅動的全球

商品鏈生產類型。另外，由於臺灣廠商

大多為國際購買者提供代工服務，缺乏生

產過程之關鍵技術，因此在大多數臺灣中

小企業的發展與轉型經驗多以漸進性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為主，而在技
術學習方面亦是奠基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和在生產過程中的實踐經驗而
來（林顯明，2018）。

螺絲帽（扣件）產品依據產品等級

高低可分成 OEM—原廠設備市場、

Construction—營建市場與 MRO—售

後維修市場如圖二。OEM市場泛指全球
生產設備之製造商為組裝其設備而購買和

使用之扣件市場，包含航太、汽車、機械、

電子、通訊、電腦、家電及家具等產業。

營建市場則泛指所有用於建築及營造產業

之扣件市場，包含住家、大樓、廠房、道

路、橋樑、港口及機場等營造業。MRO
市場則包含 OEM及營造業之所有售後維
修用途之扣件市場，自己動手做（DIY）
的市場亦包含在內。整體而言，工業化程

度與國民所得愈高則其原廠設備市場、營

建市場與售後維修市場所用螺絲螺帽產品

等級愈高，產品價格愈高、市場越大。由

此可看出全球螺絲帽（扣件）商品鏈之結

構中，工業化程度與所得較高的國家，其

對於品質等級越高的扣件產品需求量也越

大。以 OEM產品等級最高的航太螺絲帽
（扣件）產品為例，全球航太螺絲帽（扣

件）產品多由歐美公司主導提供，包括：

美國 Acument Global Technologies、美國
鋁業公司（Alcoa）、法國 Link Solutions 
for Industry（LISI）公司和美國 Precision 
Castparts Corp公司。歐美國家主要廠商

圖二　全球扣件市場結構

工業化愈高、品質愈高、市場愈大

低      工業化程度/國民所得     高

OEM–原廠設備市場

MRO–售後維修市場

Construction–營建市場

高      

產
品
等
級     

低

航太
汽車
機械
電子
電器
家具

建築

以上

資料來源： 馬寧元、尤崑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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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OEM高端市場主要之製造商，位居全
球螺絲帽（扣件）商品鏈附加價值較高

端之位置（Chi,2008,2015）。從全球螺
絲帽（扣件）廠商總營收的比率分布亦可

看出歐美國家廠商的優勢地位；全球前五

大螺絲帽（扣件）製造商：美國 ITW、
美國 Precision Castparts Corp、美國鋁業
公司（Alcoa）、法國 Link Solutions for 
Industry（LISI）及日本 NIFCO，營收約
占全球總銷售額的一成左右，可見歐美和

已開發國家在螺絲帽（扣件）全球商品

鏈中所處的關鍵位置（經濟部技術處，

2015：3-38）。
另一方面，從不同國家螺絲帽（扣

件）產品平均出口單價的分布情形亦可

看出歐美和已開發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

於該產業商品鏈的相對位置。以 2012年
全球前 20大螺絲帽（扣件）出口國之出
口平均單價來看（表二），平均每公斤出

口單價超過 300 元以上的國家有瑞士，
出口單價達 468 元、英國 390 元、日本
300元；150~300元區間的國家則包括法
國 273元、、挪威 249元、瑞典 234元、

德國 231元、美國 213元等。荷蘭平均單
價則有 132 元、比利時為 126 元，但上
述國家占全球出口量比率不到三成。有超

過七成以上的螺絲帽（扣件）產品出口自

新興工業國家（NIC）和亞洲國家。但這
些新興工業國家和亞洲國家的平均出口單

價則位於 115元以下，包括韓國 111元、
臺灣 84元、中國大陸 51元等（劉振聲，
2015：8）。

歐美和已開發國家不僅主導了全球

OEM的高端市場，也位居全球螺絲帽（扣
件）產品出口單價高的區間內，且當前西

歐、美國及日本即占據了全球螺絲帽（扣

件）產品需求量的七成。由此可見，歐美

和已開發國家挾著其較高的生產技術、出

口單價和廣大的市場需求等，主導著全球

螺絲帽（扣件）產業的發展方向，且其對

於產品規格的需求，亦影響著新興工業和

東亞國家產品出口之品質和標準。換言

之，歐美和已開發國家透過其在技術和市

場需求的主導性，一方面影響著這個產業

的技術和標準；另一方面其市場與技術需

求的改變亦影響著後進國家產業發展與轉

表二　2012 年全球前 20 大螺絲帽（扣件）出口國之出口平均單價

平均每公斤出口單價（新臺幣） 國家 占全球出口量比率

300 元以上 瑞士、英國、日本   5.8%

150~300 元 法國、挪威、瑞典、德國、美國、

西班牙、芬蘭

19.5%

115~300 元 荷蘭、比利時  3.7%

115 元以下 韓國、波蘭、捷克、泰國、臺灣、

印度、馬來西亞、中國大陸

71.1%

資料來源：劉振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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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方向。歐美與已開發國家長期以來挾

著技術上的優勢以及廣大的市場，引導著

後進國家螺絲帽（扣件）產業的發展與升

級方向。另外，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情勢

的改變，亦使得歐美國家將高附加價值的

訂單釋出至亞洲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來

生產。對此，亞洲出口國家為了符合歐美

和已開發國家市場的需求，逐步地進行產

業的轉型與升級（黃得晉，2006；螺絲月
刊，2016）。

順此，當臺灣產業廠商接收國際商

品鏈較高端廠商釋放出來的技術，並以做

中學的方式進行漸進式創新並促進產業轉

型的發展模式，亦會面臨相關的困難與挑

戰。一方面，漸進式與做中學所建構出來

的創新模式有其極限，當產業發展到一定

程度後，大規模的技術追趕就不能僅單靠

個別廠商之創新行為。另一方面，全球商

品鏈的理論觀點在說明後進國家廠商之技

術創新時過於強調國際因素與國際買家角

色，忽略了當後進國家廠商面臨升級瓶頸

時，國家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事實上，從

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之經驗來看，國家在

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

家可以透過政策誘因引導資金的籌措與

技術擴散的方向等。對此，本文進一步

以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觀點，來說明國家

在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

功能與角色。

三、�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觀點

常用來說明臺灣產業與經濟發展過程

中，政府之角色的理論觀點為發展型國家

理論。大致上，發展型國家理論肯定國家

與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性

角色。從 Johnson於 1982年透過研究日
本通產省（MITI）對於日本經濟發展所
做的研究至今，以發展型國家為理論觀點

的研究成果為數眾多。回顧發展型國家理

論演變大致可分成三個時期：

1. 1980 年代「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觀點，此一時期之理論觀點
認為，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之角色，需

一定程度地隔絕於社會壓力與利益團體

之外。這個時期的國家機器能夠不受到

社會不同利益觀點的牽制，規劃出對國

家總體發展有益的政策方向；另外，國

家內部官僚亦有能力執行相關經濟發展

政策。換言之，國家有能力透過由上而

下（top-down）的領導並帶領市場的發
展。另外，國家在帶領市場與引導經濟

發展時，亦透過建立先導型機構（pilot 
agency）的方式進行經濟發展政策的前
導規劃。總體而言，此一階段的發展型

國家理論觀點強調由上而下，國家相對

於社會和市場扮演著相對自主而不受私

人利益所影響的角色，而政府官員亦有

相關的學識與能力執行經濟發展政策

（鄭為元，1999；謝宏仁，2013）。
2. 1990年代「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的觀點，1990 年代後發展
型國家理論主要解釋的東亞國家，例

如臺灣、南韓相繼在 90年代面臨民主
轉型。國家的功能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

係，即無法像前一階段之威權時期那樣

地具有獨立自主性。面對 1990年代後
的民主化，發展型國家理論在勾勒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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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關係的觀點上亦產生了改變，從

1980年代的相對自主性，演變成 1990
年代的鑲嵌自主性。1995 年 Evans 提
出鑲嵌自主性的概念認為，不同於前一

階段國家可以在排除社會壓力與利益團

體的干擾下規劃和執行經濟政策，保持

國家與社會和市場之相對自主性。但隨

著民主化，東亞國家與社會關係變得更

為複雜，國家不再能夠如此地獨立於社

會之外，而是必須進一步尋求與社會不

同力量的制度性合作，方能順利推動政

府相關之產業政策與經濟方針。尤有甚

者，Weiss & Hobson （1995）提出「管
理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的觀點來說明國家與市場的關係。這

個時期的發展型國家理論，不再強調

具獨立自主性的統治概念，而是強調

公、私部門之間相互合作的治理概念。

國家機器必須與私部門和市場中私人

資本之間，建立起制度性的互動管

道，藉以有效連結和運用公私部門的

資源與力量來推動經濟發展，對此，

國家與社會和市場的關係是有所隔離

（insulate）、而不是完全孤立（isolate）
的（Evans,1995;Weiss & Hobson,1995;
王振寰，1995）。

3. 進入到2000年的全球化時代（globalization 
era），全球化將會對國家的功能與角
色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成為社會科學界

和政治經濟學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焦點之

一。對此，因著全球化所帶來的資金、

人員、交通和資訊的快速流動，是否會

進一步侵蝕主權國家的治理能力，以及

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問題變得更為棘手。對此，部分論者甚

至認為，全球化將使得國家疆界消失，

發展型國家也會因為全球化的影響而

面臨終結。另外，一些學者亦開始針對

發展型國家在面對全球化挑戰的調適問

題，以及發展型國家又將以什麼樣的方

式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等議題進行研究。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可謂是對東亞
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概念產生很大的衝擊，

同時亦表現出全球化資本快速移動對一國

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影響。對此，東亞這種

以國家為主導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是否會就此告終；發展型國家是否會不復

存在而逐步向歐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的類型

靠近等，皆是跨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所

著重的問題。對此，Weiss認為雖然東亞
國家經過 1997年的金融風暴，對於經濟
發展和政府施政都造成很大的影響，但並

沒有證據顯示東亞發展型之國家機器有退

出市場、並往歐美自由式資本主義方向發

展的趨勢。Weiss認為若要以此即稱發展
型國家終結可能太早，發展型國家在面對

全球化與金融危機的衝擊時，確實產生了

職能上的調整但並非終結。換言之，發展

型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是以不同的型態

來界定自身與市場的關係，而並非全面退

出市場（Weiss,2000; Weiss,2003;王振寰，
2003）。

綜合上述三種理論觀點可知，面對

產業發展與不同的時間歷程，個別的理論

觀點很難提供完整且清楚的說明。面對產

業與經濟結構的改變，往往非單一因素或

少數因素所能決定，對此單一理論架構即

顯示出了各自在說明與解釋的侷限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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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產業發展與轉型的因素，往往因著不同

的時間與背景而有不同的組合；同樣地，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單一理論很難全面地

針對產業發展與轉型作出完整的解釋。在

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理論提供不

同程度的說明與解釋能力（林亦之、官逸

人，2012）。對此，本文基於上述理論觀
點的討論，統整出本文之分析架構並據此

分析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不同階段之

發展與轉型經驗。

肆、�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
發展與轉型之理論解析

依據上述理論之分析架構，以下針對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不同階段之發展

與轉型經驗，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進行梳

理和分析。

一、�戰後 1945年至 1970年代初
的「產業萌芽期」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的發展始

於二戰後，1949年於高雄岡山成立的「春
雨工廠」為臺灣第一間螺絲工廠。國中就

成為學徒，且在民國 50年代就自行出來
創業的螺絲工廠老闆 I02，回顧臺灣螺絲
帽產業一開始的發展，以及春雨設廠時的

情境表示：「春雨鐵工廠在岡山成立，

一開始只有 10幾個員工和幾台很簡單的
機器」（I02訪談紀錄）。曾任螺絲公會
理事長和螺絲工廠老闆的受訪者 I01在受
訪時談到春雨時表示：「春雨的老老闆

李春雨先生本來就是學徒，但在偶然的

機會下他去大陸東北學技術，那麼一開

始當然春雨所生產的東西都是比較簡單

的嘛，都是去拿別人的東西來看，然後

模仿一下、修改一下這樣開始做起來的」

（I01訪談紀錄）。由上述可看出，臺灣
螺絲帽產業在戰後 1950年代時發展的起
初景象。但春雨的設立確實也對當時還是

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岡山地區帶來不小的影

響，尤其當時能夠進入春雨工作更是被在

地人視為是一種家族和村中的大事情。受

訪者 I09 說道：「那時候在地方上，小
孩子能夠進入到春雨工作，對一個家庭

來說都是大事情。因為表示以後的工作

沒問題、有保障了，家裡的長輩都會閹

雞公來慶祝小孩能夠到春雨上班」（I09
訪談紀錄）。

在生產技術的應用方面，此一階段的

生產技術多以手工方式，透過模仿和學習

日本產品的設計與生產技術，進而進行產

品的修改與生產。經過 1950-1960年代依
賴日本設備進口與生產技術模仿的生產模

式後；1970年代開始春雨與三星五金轉
赴德國購買生產設備，並投入到改進技術

與學習的階段，1973年三星五金成功研
發高速螺帽成型機，而春雨也在美國顧問

的技術指導下成功地開發出攻牙螺絲，奠

定日後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的基

礎。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的發展，吸引了

更多民眾想要進入工廠上班，透過親朋好

友、左右鄰居一個介紹一個的方式，使得

高雄與岡山地區的螺絲帽工廠內部員工間

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關係。對此，受訪

者 I02表示：「我們這個產業的員工很
多都是一個牽一個進來。所以齁，我們

螺絲帽工廠裡面很多都是父子檔、兄弟

檔，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關係，大家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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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很多都是，爸爸做了不錯帶兒子進

來，或者大哥做了不錯，帶兄弟姊妹進

來都有，很多」（I02訪談紀錄）。

二、�1970中至1980年代末的「產
業奠基成長期」

隨著十大建設的推動，政府在高雄

設立大煉鋼廠（中鋼），其目的即是希

望透過發展鋼鐵工業促進臺灣經濟結構由

農業、輕工業逐步轉變朝向重工業方向發

展。大煉鋼廠的設立，一開始並非針對臺

灣螺絲帽（扣件）產業而來，但由於大煉

鋼廠所生產的鋼鐵線材原料品質高，意

外地穩定了高雄地區螺絲帽產業原料的供

應。中鋼粗鋼年產量約 1千萬公噸，主要
產品為鋼板、條鋼、線材、熱軋、冷軋、

電鍍鋅鋼捲、電磁鋼捲及熱浸鍍鋅鋼捲等

鋼品，以及鈦基 /鎳基合金。產品約 67%
內銷、33%外銷，由此可見，中鋼的產品
多以內銷為主，且其所生產之高品質鋼製

品亦滿足了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生產

時所需要線材原料（中鋼公司，2016）。
在有了穩定且高品質的線材原料供應

後，從 1970年代後期開始，許多螺絲帽
師傅從原本任職工廠獨立出來自行創業。

回顧 1970年代末螺絲帽工廠快速發展的
情況，受訪者 I11說：「我們岡山、路竹
地區這 300多家螺絲工廠，有超過 7成，
都跟春雨有關啦。很多人都是一開始先

進入春雨當學徒，學技術。學會技術了

之後，再出來自己創業」（I11 訪談紀
錄）。受訪者 I04也表示「當我們這個產
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是要讓這個

產業開枝散葉。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

沒有一些幫手不行啦，所以我們螺絲帽

業就要散枝啦。我們螺絲帽工廠的老闆

都不會排斥員工去外面創業，因為這樣

他們就會成為我們的協力廠商呀」（I04
訪談紀錄）。由此可知，產業發展到了

1970年代末，由於大煉鋼廠的設立，穩
定了高雄、臺南地區螺絲帽工廠生產所需

的原物料；且在原物料供應逐漸穩定後，

原本既有之螺絲帽工廠的師傅和員工就開

始出來自行創業，但由於創業初期訂單與

經營皆尚未穩定，因此許多自行創業的螺

絲帽工廠多選擇設立在距離原本母廠不遠

的地方。這些新設的工廠一開始多成為母

廠的協力廠商，為其代工製造產品，因而

逐漸發展出產業群聚的現象。受訪者 I08
表示：「我們這個產業中，春雨跟三星

是我們這個產業的祖師爺，這些師傅一

開始出來創業的時候可能會因為缺乏資

金或人才，大家就會揪在一起出資阿或

者是合作阿來一起創立公司。那這有一

個好處就是，這些師傅因為他們可能各

自熟悉的製程部位不一樣，所以大家湊

在一起，剛好就發揮比較好的效果，對

於一開始草創時期比較有利」（I08訪談
紀錄）。

螺絲帽（扣件）產業協力網絡的運作

模式可從螺絲帽生產之流程進行說明。如

圖三，螺絲帽生產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首先，從原料（盤元）進料後，可分成一

次加工、後段加工與檢測等四個階段。一

般而言，在熱處理和電鍍前，稱為「前製

程」、熱處理與電鍍後則稱為「後製程」；

大部分協力廠商都是協助主要廠商（或母

廠）在熱處理前的前製程生產部分。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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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部分協力廠多是從事前製程之生

產部分呢，其原因在於後製程的每一個部

分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小的協力廠基本上

比較不會投入在後製程的生產活動上。

另外，基本上每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廠

商，都會培養一群自己的協力廠商去應付

各種生產需求（I04,I08,I09訪談紀錄）。
進一步探討主要廠商與協力廠商或協力廠

商間的關係時，可發現有兩種形式：（一）

主要廠商（接單工廠）與協力廠商間形成

主要廠商接單、然後分派給協力廠商協助

生產的協力生產關係。例如作為春雨工

廠協力廠商的受訪者 I12即說明了主要廠
商與協力廠商之間的運作與互動關係：

「很多工廠一開始剛出去的時候，母公

司（例如：春雨）都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啦。我們就像他們的下游協力廠商呀，

春雨他們去國外接單，然後發包給我們

這些下游廠商去做。我們很多下游廠商，

就是幫春雨去加工，然後再交還給春雨」

（I12訪談紀錄）。但是，事實上臺灣螺
絲帽（扣件）產業不僅春雨有自己配合的

協力廠商，只要規模夠大且有能力獨自在

市場上爭取訂單的廠商，大多發展出自己

的協力生產網絡，受訪者 I01、I04表示：
「目前我們螺絲帽產業大概還有 2-300
家小工廠，他們是在幫大工廠做加工、

代工的。所謂的加工就是他們不必去接

訂單、不必買材料，甚至於不必包裝，

也不檢驗。他們就是幫忙大工廠來做加

工和代工的工作，有的大的工廠自己可

能就有 3-40間小工廠或協力廠在幫忙做
加工和代工」（I01,I04訪談紀錄）。第
（二）種協力關係則是多階層式的協力體

系，會產生多層式的協力體系是因為生產

過程中一次加工可能無法滿足生產需求，

因此需要二次或三次加工。這種層層外包

的生產方式，形成主要廠商與協力廠商間

多層次的協力和外包生產關係。不同於第

一種類型中，主要廠商與協力廠商間所建

立的垂直協力關係；多層式的外包協力關

係，則是建立在許多相關事業或上下游不

同製程位置的中小型廠商之間，彼此因著

共同的利益，建立起的一種互利地且同時

具有垂直與水平生產關係的協力生產網絡

（I05,I08訪談紀錄；陳介玄，1994）。

圖三　螺絲帽製程流程圖

盤元

原料 一次加工(模具) 後段加工 檢測

伸線

(螺帽)

螺帽
成型

打頭

攻牙

整頭

搓牙

脫油

熱處理

電鍍

檢測
包裝

退火

酸洗及
皮膜處理

(螺絲)

資料來源 : 金屬中心 MII ITIS 計畫（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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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的觀點來看，這種循著產業群

聚與協力網絡所建立之生產關係，同時具

備經濟邏輯與社會邏輯的特徵，也成為此

一時期促進與維持臺灣螺絲帽（扣件）產

業發展之理論基礎與動力來源。首先，因

著產業群聚的地理分布特徵，帶來了至少

3項以上的競爭優勢：（一）「降低訓練
和人事成本」，受訪者 I01具體說明了此
項優勢的運作機制：「因為有這個聚落

性，所以大家的關係會比較密切。事實

上很多的成本是可以節省的，比如說我

們員工的流動率一般來講不是很高，不

會高的原因是大家不會挖角，因為大家

都熟識嘛，所以我雖然挖到了一個員工，

但很可能我就跟我的老朋友或老同事關

係就打壞了嘛。非不得已啦，我們是不

會輕易挖角員工，所以這對員工的穩定

性就很重要。那麼，我們這個產業員工

和師傅的技術都是各自去訓練去培養，

所以流動性低的員工，對我們降低訓練

和人事成本很重要」（I01訪談紀錄）。
（二）「節省運輸與溝通成本」，受訪者

S01表示：「因為這個產業的群聚性，
所以上中下游的廠商都可以在一定的範

圍當中找得到，比如說模具、電鍍、表

面處理，這一些週邊的中下游工廠都在

這附近。這些中下游的工廠他們主要也

都是服務附近的螺絲帽廠，那我們這些

螺絲帽廠要請他們趕貨也比較方便，所

以運輸成本跟時間都會節省。另外，這

些中下游的工廠，他們通常都固定服務

幾家或幾十家螺絲帽工廠就可以生存了

嘛，所以基本上我們螺絲帽工廠和這些

中下游工廠之間的合作關係都是長期

的，也就是因為長期合作的關係，所以

也節省了很多溝通成本」（S01 訪談紀
錄）。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看，產業群聚

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亦有助於「資訊與

商業情報的交換」，受訪者 I07就群聚對
廠商資訊與商業情報交換的重要性表示：

「因為大家都在附近嘛，而且大家過去

也都熟識，所以在商業情報交換方面也

比較容易，這方面在我們產業真的是滿

重要的」（I07訪談紀錄）。
因為產業群聚的地理特性，對於建立

同時具有經濟邏輯與社會邏輯的協力網絡

關係有著重大的作用。受訪者 I03與 I09
說明了協力網絡運作的經濟邏輯：「我們

這個產業的製程不是標準化的，只要修

改製程或模具的某一個部分，那成品就

會長的不一樣。所以在我們這個產業就

是因為大家很好很熟，所以就會說：欸

⋯⋯我們這裡單子太多了，你們也幫忙

做一下這樣，這個在我們的產業很多很

多。還有啦，他們會這樣一起分享訂單，

還有另外一個經濟邏輯上（規模經濟）

的考量，那就像我們講的，因為螺絲帽

的製程沒有標準化可依循，所以差一點

點就可能會差很多，所以在我們生產不

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一起合作、一起

向模具廠訂購生產所需要的模具，那反

而可以讓我們的生產成本降低，也可以

減少我們在修改和校正模具時可能出錯

的成本」（I03, I09訪談紀錄）。另外，
有關產業群聚以及廠商協力網絡關係運作

之社會邏輯的部分，受訪者 I06的說明清
楚地展現了社會邏輯中關係、信任結構的

運作機制與作用。I06以某主要廠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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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以 X 代替）在 2002-2003 年經營陷入
困境時，協力廠商互助的經驗表示：「當

時 X廠本身有了一些危機，那麼這個時
候協力廠商就有發揮功能。因為我們之

中有很多原本都是 X廠的協力廠商，那
時候因為 X廠有危機，所以 X廠沒辦法
向中鋼把線材原料領出來，那麼我們這

些協力廠商就去幫忙領出來。因為在中

鋼的線材原料，如果一段時間沒有去領，

那這家廠商就會被 cancel掉，所以當 X
廠有危機的時候，大家就是想說「相挺」

我們的母廠，而且 X廠也是我們這個產
業有象徵性的廠商嘛。我們會做 X廠的
單子，我們真的只是為了相挺而已，不

是為了賺他的錢」。這些協力廠商除了

協助主要廠商（母廠）進行訂單的生產，

並協助領取中鋼的線材原料外，受訪者

I06亦以本身實際的行動協助 X廠度過資
金周轉的難關：「我自己為了挺 X廠，
所以購買了他們標售的高級主管 Benz轎
車。這也要幾百萬耶，多少都有幫助到

X廠的資金周轉問題嘛。因為我們就想
說，既然以前大家也都是X廠出來的嘛，
大家一起來相挺嘛，阿套牢也心甘情願

呀」（I06訪談紀錄）。
從上述討論可知，臺灣螺絲帽產業於

1970-1980年代的發展過程中，產業群聚
效益以及協力網絡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效

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外，協力廠商與

主要廠商（母廠）的關係，不僅建立在平

時協助生產的互惠、互利的經濟邏輯；亦

同時顯示出在危機時刻，協力廠商與主要

廠商循著社會邏輯與信任關係結構，所維

持類似企業內部「班底」與「老闆」的互

動關係。如同 I06受訪者說到有關 X廠有
危機時表示：「過往在 X廠任職過的協
力廠老闆們，都會存有一種過往是班底，

而當老闆與母廠有難關時應該加以協助

的觀念」。這種互動關係，使得主要廠

商與協力廠商或協力廠商之間建立起富含

關係與社會資本的信任結構（陳介玄，

2001）。

三、�1990 年代的「產業結構變
動調整期」

上述因著產業群聚與協力網絡所帶來

的經濟與社會運作之正面效益，奠定了臺

灣螺絲帽產業於上一個階段的競爭優勢。

但 1990年代後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
面臨了「產品多樣性下降」、「歐美出口

市場標準日趨嚴格」以及「中國大陸競爭

追趕」等挑戰。使得 1990年代臺灣螺絲
帽產業產品多樣性下降，導致競爭力下滑

的情形，曾任螺絲公會理事長的受訪者

I01說明了當時的情形：「其實在我當理
事長之前，大概在 20多年前（1989年
第 1屆、1990年第 2屆），臺灣已經辦
過兩次的螺絲帽產業展，但只辦了 2次
之後就不敢辦了」。至於停辦主要的原

因則是因為「產品缺乏多樣性」，導致舉

辦展覽不僅無法幫助廠商拓展市場，反而

成為國際買家可以共同殺價的地點。換言

之，1990年代初期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業因為大部分的廠商多生產標準品，使

得廠商間的產品不具市場區隔性，最終導

致削價競爭的行為出現（I01訪談紀錄）。
另一方面，美國與歐洲一直以來都是臺

灣螺絲帽的主要出口國，因此美國與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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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於從其他國家進口螺絲帽所訂定的

品質要求，即對於臺灣螺絲帽（扣件）

產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1997年歐盟
要求螺絲帽廠商出口至歐洲的產品必須

符合通過 ISO 9000系列的品質認證；另
外，美國則於 1999年實施《螺絲品質法》
（Fastener Quality Act,FAQ），要求出口
至美國的螺絲帽（扣件類）產品必須通過

美國核定的實驗室認證，才能出口至美國

市場（胡喬治，1999）。
由上述可知，1990年代臺灣螺絲帽

產業發展，對內面臨到產品過於一致、

缺乏多樣性；對外，則隨著歐美市場對於

螺絲帽產品進口規範要求的日益嚴格，以

及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壓力等，

在在都對臺灣廠商造成嚴重衝擊與影響。

此時臺灣螺絲帽產業已面臨到轉型與升級

的關鍵時刻，至此開啟了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於 2000年後轉型發展的新階段。

四、�2000 年後至今的「產業轉
型期」

除了歐美市場對於螺絲帽產品品質

日趨嚴格之出口條件對於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所產生的衝擊外，中國大陸亦於

2003年正式超越臺灣，成為全球最大螺
絲帽出口國，上述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對於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的影響，在在顯

示臺灣螺絲帽產業，面臨到轉型的挑戰。

受訪者 S01認為 2003年中國大陸的超越，
正式揭示了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必須

進行產業轉型，做出具有產品差異性與

市場區隔的產品，他說：「大概在 2000
年開始中國大陸的螺絲螺帽產業也起來

了，他們 2-3年產量就翻一倍、2-3年就
翻一倍，所以我們的壓力就很大嘛。那

麼中國大陸在 2003年就超越我們了嘛，
這使得我們的廠商不得不進行轉型和高

值化嘛，也要進一步地做出與中國大陸

有市場區隔性的產品」（S01訪談紀錄）。
2000年後的產業轉型期，又可進一

步分成兩個時段進行討論，首先於 1990
年代末開始，螺絲帽（扣件）產業面對著

「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鏈」結構，因而

採取市場驅動（Market Driven）和自主
創新（Self-dependent Innovation）的兼並
策略來推動產業轉型。另外，政府較為顯

著地協助產業轉型，則是要到 2000年後，
以下進一步針對這兩個不同階段的產業轉

型與發展經驗進行討論。

 購 買 者 驅 動 之 全 球 商 品 鏈 結 構

下：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

市場驅動與自主創新的轉型策略

從全球商品鏈的觀點來看，臺灣螺

絲帽（扣件）產業所處的商品鏈結構為

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鏈（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模式。在歐美和已開
發國家主導技術與市場需求的情況下，要

取得歐美和已開發國家市場訂單的前提即

是要能生產出符合主要出口市場需求之產

品。在此情況下，一種以符合市場需求

為原則的自主創新模式，成為推動臺灣

螺絲帽（扣件）產業的轉型策略。受訪者

I05表示：「我們這個產業的技術創新，
基本上就是一種 market driven（市場驅
動）的方式。螺絲帽是屬於零配件的中

間產品，不是終端產品。所以螺絲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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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並不是一個完全產品而是中間財。在

我們這個產業，很難出現像 iPhone或其
他 3C產業那樣擁有主導市場需求或技
術標準的能力，反過來說，我們這個產

業一直以來都是被市場和需求驅動才進

行創新活動的」（I05訪談紀錄）。受訪
者 I07補充說明了螺絲帽產業針對產品和
技術升級的策略方式：「創新有分兩種，

一種叫製程、一種叫產品。產品的部分

就是我們依據顧客的需要、依據市場需

求，然後透過產品的模仿去做修改，所

以在產品的部分就是一種 market driven
的形式。那當我們的產品研發的部分已

經畫出工程圖了，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就是要看師傅了，這時候師傅就要在

製程的方面努力了。所以師傅是在製程

的部分進行修改和部分的創新」（I07訪
談紀錄）。

為了符合市場需求所進行的製程創

新，可具體地展現在臺灣螺絲帽（扣件）

廠商與國外廠商間的互動關係中；由圖四

可知，臺灣螺絲帽（扣件）廠商是依循著

客戶需求進行「客製化」的製程安排。臺

灣螺絲帽（扣件）廠商即是在這種以市場

和客戶需求為最高原則的客製化基礎上，

推動自身產品與製程能力的升級和創新。

受訪者 I03,I05,I10 詳細地說道：「我們
這個產業就是，客戶會給我們機會，客

戶會讓我們試試看去做，去修改產品。

所謂的客戶會給我們機會的意思就是，

圖四　國內螺絲帽廠商製程與顧客互動流程圖

客戶需求

報價 訂單確認(訂單管理)

倉儲管理(料號、儲位管理) 出貨流程(出貨文件)

出貨保證模式(OQA)

送抵客戶

包裝流程(Label管理) 品質管制(IQC)

樣品確認(交期確認) 生產排程

製程管制

原料
模具
打頭
加工
搓牙
熱處理

表面處理

資料來源 : 俐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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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時候客戶所需要的產品，我們

沒有做過，但我們會跟他們說我們會嘗

試去做看看，那麼希望他們給我們機會。

那麼客戶就會給我們『樣品單』，跟我

們說你打『樣本』出來，如果做出來可

以，那麼客戶就會給你機會跟你下單。

如果客戶不給你樣品單、沒有給你機會

嘗試做新的產品，你永遠不知道你可以

做出什麼東西來，當然也就不可能會進

步和提升嘛。你越多這種客戶給你的機

會，你就會越進步，因為你幫客戶打越

多新產品，你的師傅會越來越厲害，因

為師傅就有機會去嘗試做沒有做過的新

產品嘛，那他們的經驗就累積了、技術

也進步了」（I03,I05,I10訪談紀錄）。由
此可知，螺絲帽（扣件）廠商在進行產品

或製程創新嘗試的過程中，國外客戶對臺

灣螺絲帽（扣件）廠商的信任，以及願意

給予機會進行創新嘗試等，皆為促進臺灣

螺絲帽（扣件）廠商投入創新活動非常重

要的基礎和因素。

事實上，臺灣螺絲帽（扣件）廠商所

進行的創新活動多為「製程創新」，而「商

品創新」的部分則大多掌握在國外大廠和

買家手中。受訪者 I09與 I12有以下的說
明：「國外比較大的品牌商，他們即便

是跟臺灣來下單生產，但是他們自己就

有自己的 R&D研發團隊。然後他們來
跟我們下訂單的時候，他們會有設計圖、

螺絲工程圖，那在工程圖上面外國廠商

（客戶）他們就會標示他們需要什麼規

格、尺寸多少、熱處理要求是什麼、表

面處理該怎麼做等等。然後他們就會來

問我們的廠商說，我們做不做得出來，

而我們的廠商就會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

需求。所以所謂的市場驅動的創新模式，

就是看客戶端需求什麼，我們如果做得

到就提供什麼」（I09, I12訪談紀錄）。
換句話說，從全球商品鏈的結構來看，真

正握有商品創新與市場技術和標準決定

能力的，還是歐美和已開發國家的大型廠

商與買家，這些位於商品鏈較高位置的廠

商，先行針對所需之商品進行設計，設計

完成後再下訂單給後進和亞洲國家從事螺

絲帽（扣件）生產與出口的廠商。而這些

廠商為了符合客戶對於商品標準之需求，

將會進一步地在個別廠商內部投入製程改

善的工作，希冀透過製程改善，得以製造

出客戶所要求之商品並符合市場標準。對

此，為了符合國外客戶與主要出口市場的

需求和標準，臺灣螺絲帽（扣件）廠商不

僅會在製程創新上盡可能地符合客戶對於

商品創新的要求；部分為了切入高附加價

值螺絲帽（例如：航空扣件等）市場的臺

灣廠商，亦會全面地接受來自客戶的檢視

與要求。受訪者 I12以其公司的實際經驗
加以說明：「像我們最近接到一個美國

的大單，那我們公司就派了 10個人去那
邊，看他們公司的營運方式、他的要求，

還有一些交貨應該要注意的事項。另一

方面，他們美國那邊也會派人來我這家

公司，針對製程管理的部分進行稽核，

稽核通過然後進行認證。這就表示我們

這家公司的管理面被買家認可了，然後

就簽約。然後我們會再派我們的主管去

到對方那邊去了解他們的認知、他們的

要求，就一系列的、一系列的」（I12訪
談紀錄）。由上述可見，當臺灣螺絲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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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面對 1990年代末與 2000年代初相繼而
來的市場競爭力改變與挑戰時，在以購買

者驅動的全球商品鏈的背景下，在創新活

動的部分，多是依照外國客戶與買家的要

求進行客製化的代工生產。換句話說，由

外國客戶與買家提供產品的具體要求，然

後再委請臺灣螺絲帽（扣件）工廠進行委

託製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但臺灣廠商是否能真正做出外國
客戶所需之產品，則端賴內部螺絲帽師傅

的工匠技術和所累積的經驗而定。

另外，由於螺絲帽製程與高科技產業

的特性不同，其製程並無標準作業流程、

亦無法將製程與修改步驟逐一羅列於紙

本中。因此螺絲帽廠商在推動製程創新與

升級時，僅能依照市場需求的原則下進行

「非標準化自主創新」。從知識管理的角

度來看，螺絲帽的製程與技術屬於隱性知

識（tacit knowledge），相關製程與技術
知識（know how）的傳遞方式主要是透
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和實際操
作演練的方式而習得。因此，螺絲帽在產

品創新部分，多依賴外國客戶所提供的實

際需求為基礎，而採取的是一種為了符合

「客製化」需求的市場驅動 OEM代工模
式。另外，由於在製程創新的過程中師傅

的經驗與知識（know how）扮演重要的
角色，而這種運用隱性知識與實作所進行

的製程改良屬於自主創新（Self-dependent 
Innovation）的模式。對此，兩位任職於
螺絲工廠並在研發部門擔任主管的受訪者

I07與 I08有完整的說明。針對螺絲帽師
傅的經驗傳承與 know how知識方面，受

訪者 I07表示：「我們這個產業的技術
跟 know how都是自己在學習啦，你叫
師傅寫 SOP他們寫不出來；就是說我們
這個產業的技術本來就比較屬於隱性的

技術，沒有標準化的。所以在我們這個

產業，你技術的改良，你的經驗和 know 
how就很重要，像這個 know how就是
經驗累積而來的呀。我們螺絲帽產業就

不是一個擁有很制式化標準生產流程的

產業，所以我們就必須依靠師傅帶學徒

的方式一點一點去教，然後把師傅的經

驗交給學徒。」（I07訪談紀錄）。廠商
在製程創新所扮演之角色的部分，受訪者

I08說：「我們這個產業的創新就是『自
己想辦法，純粹就是為了應付客人的需

求』，所以我們的創新基本上是基於『模

仿』，然後避掉人家的專利後，進行小

部分的修改。所以基本上我們螺絲帽產

業的技術、製成，包括模具的修改，都

是沒有標準格式、沒有準則可以依循的」

（I08 訪談紀錄）。
由上述可見，臺灣螺絲帽（扣件）產

業的創新活動，是奠基在商品創新以符合

客戶需求為原則、而製程創新則奠基在螺

絲帽師傅個別實作知識與經驗的「非標準

化自主創新」上。由於該產業技術知識屬

於隱性知識的類型，在技術與知識的傳遞

上多仰賴面對面溝通，致使產業與技術之

知識吸收，必須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親

自接觸學習才能習得，而技術的應用也必

須由做中學的方式進行。因此，臺灣螺絲

帽（扣件）產業在製程創新上，創新的活

動多是在既有的技術和基礎上進行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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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較符合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的類型。面對市場對於廠商
創新能力要求日益急切的情形下，臺灣螺

絲帽產業現有的「非標準化自主創新」模

式似乎也面臨著挑戰與侷限（陳協勝、張

儀民，2010）。受訪者 I08與 I04對此表

示：「這種創新模式，有它的困境和極限；

以前師傅的 know how是用眼睛看、是
用累積的方式，但是這種技術學習的方

式終究還是比較傳統且無法規則化。也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產業的 know how跟
技術沒有標準化也沒有書寫成 SOP，所
以形成我們技術傳承的盲點，而且這個

技術傳承的盲點一直都沒有受到重視。

這個產業因為技術主要都是要靠師傅口

語或親身示範的方式來進行傳承，基本

上沒有用文字記錄，造成我們這些傳統

產業技術在傳承的時候的困難」（I04,I08
訪談紀錄）。

過往基於個別「廠商層級」為了符

合各自客戶需求所進行之製程的「非標

準化自主創新」模式，在面對日益激烈的

國際競爭壓力下，逐漸顯得不足。如何將

現行以個別廠商為單位的自主創新模式，

進一步轉變和提升成為系統性或產業層級

的整體創新模式，成為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在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

環境時，所必須面對的產業轉型與發展問

題。而在凝聚個別廠商進行系統性和產業

層級之創新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即扮演凝

聚與號召廠商的重要角色，而此亦是促使

2000年後政府轉為積極協助螺絲帽（扣
件）產業轉型與升級之緣故。

 2000 年後政府積極協助進行產業

轉 型 工 作

2000年後面對國際市場更強烈的競
爭，揭示出上一階段產業發展面臨轉型的

挑戰；過往基於產業群聚、協力網絡和依

循購買者驅動之全球商品鏈結構下所進行

的「非標準化自主創新」模式亦逐漸顯現

出其不足之處。

於是 2000年後政府介入的角色即較
過往明顯，不同於過往政府在螺絲帽（扣

件）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僅扮演著提供產業

發展背景與資源的角色；2000年後政府
轉而積極主導螺絲帽廠商間成立產業研發

聯盟。2001 年 7 月，國內 5 間螺絲帽廠
商（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春雨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晉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英

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倡發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在經濟部的鼓勵與協助下，以共

同出資聯合報價的方式成立螺絲帽第一個

產業聯盟，名為「友營扣件（股）公司」。

其目的即是希望破除過去螺絲帽廠商間過

於競爭的市場狀態，希冀透過整合，共同

產銷、共同採購及拓展行銷通路等方式，

提升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之競爭力（林素

莉，2004）。有了此一產業聯盟成立的
經驗後，政府為了推動螺絲帽（扣件）產

業往高值化方向發展，在工研院航太中心

的整合與促成下，由國內 5家螺絲帽廠商
（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拓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穎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春雨

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朝友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於 2002年 10月共同組成「航太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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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產業技術聯盟」，並在政府的協助下，

推動相關廠商爭取國際航太扣件之市場，

協助其進行品質提升；並於 2004年取得
經濟部技術處之科技專案補助，輔導航太

產業技術聯盟內之 5家廠商，進一步獲得
「AS9100航太國際航太品保系統認證」，
開啟臺灣螺絲帽廠商進入國際航太扣件市

場之機會（劉一郎，2014）。1

另外，政府亦於 2005年後開始推動
《金屬製品產業高值化推動計畫》，2005
年 3月 24日，此計畫正式納入經濟部中
程施政計畫（98-101 年度）中，讓推動
螺絲帽（扣件）產業高值化的政策進入部

會層級，隨後 2006年納入行政院所提出
的「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另外，除
了航太聯盟外，2005年在金屬中心與中
鋼公司的主導下，推動成立「汽車扣件產

業研發聯盟」，協助國內螺絲帽（扣件）

廠商進入產品價值中高階的汽車扣件市

場。近年來，臺灣廠商出口汽車扣件之成

果日益展現，以臺灣汽車扣件最大出口國

（美國）為例，臺灣於 2010-2014年皆名
列美國全球汽車扣件進口國第 2名，僅次
於中國大陸，臺灣汽車扣件占美國進口總

額約 18％（施淳真，2015）。除了在推
動國內廠商間的聯盟工作有進一步的成果

外，在國內數家公股銀行（中華開發、台

灣工銀、兆豐銀行等）及中鋼子公司（中

盈投資）的號召下，國內螺絲（扣件）大

廠晉禾企業與芳生螺絲等合資，於 2008
年在美國成立「美國大城國際，簡稱大成

鋼」，並於 2009年購併全美第一大的合
金鋼螺絲帽扣件通路商 Brighton-Best公
司，使大成鋼成為當前美國最大不銹鋼品

及工業產品通路商；另外該集團旗下的大

國鋼鐵，也成為當前美國最大的扣件盤商

（葉圳轍，2016；羅倩宜，2016）。
近期，政府積極介入和輔導與促進臺

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升級與轉型的具體

展現，則是經濟部於 2016年所公布實行
的《螺絲螺帽產業 NICE升級轉型輔導計
畫》。這個輔導計畫共選出了包括安拓實

業、豐達科技、恒耀國際、福輝螺絲工廠、

詠全企業、精湛光學、中勝科技、淯群機

械、宏楷科技、連翔工業等 10家參與計
畫之螺絲帽（扣件）廠商，並且透過公私

合作並共同出資的方式，希冀協助參與計

畫之螺絲帽（扣件）廠商能達到開發特色

化利基產品（Niche Product）、強化國產
設備智慧化（Intelligent equipment）、培
訓專業人才（Competent Workers）及發
展綠色製程（Eco-friendly process）等政
策和計畫目標。NICE專案計畫經費規模
達 3.33億元，除政府投入約 1.58億元外，
廠商自籌款也達約 1.75億元，政府將整
合相關機構、科研單位與公私部門之相關

產業資源，藉以輔導參與該計畫之業者開

發特色化利基螺絲螺帽產品、開發智慧化

生產設備，並加速產業導入智慧機械和推

動上中下游整合進行製程改善等。政府

期待透過這個計畫的執行，能在 5年內促
進投資 40億元以上、增加銷售額 300億

《註 1》 航太扣件聯盟的輔導工作，目前轉由金屬中心航太小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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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並確保螺絲帽產業結構優化和加

速提升出口單價並穩定出口值成長（經濟

部，2016）。
近年來經由參與政府之輔導方案，

具體且成功地達成產業升級與高值化的

企業包括，參與品牌臺灣第二期計畫的

慶達科技，該公司成功地從傳統的螺絲

帽（扣件）廠商，轉型成擁有自有品牌

BIOMATE，且轉型專攻生產人工牙根和
醫療螺絲的高值化螺絲帽生產廠商；而從

慶達的轉型經驗可知，其和政府與工研院

等研究機構間所保持的密切與良好的合作

模式，對於其產業升級，扮演著關鍵性的

角色，慶達科技於 2006年起即開始接受
經濟部的輔導，並積極地往高附加價值以

及高技術含量的醫療用扣件產品和人工牙

根的方向發展。而慶達經營團隊在接受訪

問時也表示，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角色

很重要，且透過輔導的方式來促進廠商往

高值化方向發展的策略，也有著一定的效

果（經濟部工業局，2014）。另外，盈錫
精密亦是另一個成功往高值化發展與轉型

的成功案例，如今盈錫精密亦透過自有品

牌 YINSH，行銷海外市場，並成功拓展
至德國、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美國、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共 44個國家；而盈
錫也成為了全球第三大之精密螺絲帽製造

廠。而盈錫精密也從 2017年開始接受經
濟部工業局的輔導，進一步導入智慧機上

盒（SMB），將 6個廠區 150台機器聯網，
並與原有的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結
合，讓設備可相互溝通，使其企業之人均

產值提升 13.6%、設備稼動率提高 20%、
產品良率提升 7%，而盈達的轉型發展經

驗，即是在政府的協助、輔導與幫助下，

進一步轉型並進入到高值化和智慧化生產

的具體成功案例（經濟日報，2018）。
另外，由安拓實業轉投資的全球安聯，亦

是另一個透過和官學界保持密切關係，並

成功地從一個原本也是製造螺絲帽的傳統

企業，轉型並升級成為專攻高階醫療扣件

和人工牙根的成功案例；目前全球安聯以

自有品牌 Anker 拓銷臺灣國內和中國大
陸之市場，並期待在近年內能成為中國大

陸市場中人工牙根前五大的廠商。對此，

從上述各家成功轉型廠商的經驗可知，

政府積極投入並輔導螺絲帽（扣件）廠商

往高值化目標發展已有了具體的成效；另

外，螺絲帽（扣件）廠商如何與政府、大

學院校和研發單位保持密切的互動，亦是

成功推動產業轉型之關鍵因素（劉麗惠，

2017）。
然而，目前所形成之各類型產業聯

盟成員多為螺絲帽（扣件）產業內中大型

的廠商。這樣的產業聯盟方式，雖然幫助

了中大型廠商在拓展高附加價值與國際扣

件市場上產生助益。但對於以中小企業為

主、且大多以從事 OEM代工製造的臺灣
螺絲帽中小規模廠商而言，此種產業結盟

方式，對於提升整體臺灣螺絲螺帽產業創

新與轉型效果可能有所限制。對此，在

下一階段中，如何結合產業上、中、下

游為數眾多的中小型螺絲帽（扣件）廠

商組成產業聯盟，並促使整體技術創新之

效果能外溢（spill-over）到整個產業鏈
中（吳俊賢、林可薇，2012），藉以突
破當前以個別廠商為單位之「非標準化自

主創新」模式的轉型困境，成為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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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業聯盟時，所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

題和方向。從這一個階段的產業結盟方式

來看，政府從過去較為被動的角色，轉變

成積極促成產業聯盟的成立，以及輔導廠

商進行技術升級和拓展市場的角色（李政

達、婁文信、劉義聖，2009）。對此，
面對日益激烈之國際市場競爭，臺灣政府

究竟應該在螺絲帽（扣件）產業的轉型過

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本文多位受訪者皆
表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螺絲帽業希望

政府在拓展外銷市場、組織產業進軍國際

打國家隊、組織產業技術平台赴國外有系

統地把更先進的技術帶回來等面向上，應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其中，受訪者 I03、
I08和 G01都表示類似的看法：「如果政
府能成為一個平台，由政府來統籌包括金

屬中心的這些學者專家以及我們高雄週邊

這些大專院校和研究單位，然後我們把人

才送往比我們製程更先進的歐美國家，然

後有系統地把相關的技術整個帶回來，我

覺得這才是現在政府很重要且應該要做的

事情。也就是說，政府的角色和介入的方

法要有所改變，已經不是過去那樣直接介

入產業的生產，而是透過有系統地引進國

外更先進的製程與技術和相關管理知識回

來國內，來協助我們的產業升級和發展」

（I03,I08,G01訪談紀錄）。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欲強調，臺灣

螺絲帽（扣件）產業從戰後發展至今，

雖然在不同時期當中，促進產業發展與

轉型的因素或許有所不同；但這並不表

示各個不同因素與理論概念間為彼此相

互取代的關係。相反地，隨著時間的推

演與產業的持續發展，各個不同的理論

概念，皆對於解釋不同時段之臺灣螺絲

帽（扣件）產業的發展與轉型經驗，有

著一定的解釋和說服力。對此，臺灣螺

絲帽（扣件）產業發展歷程及相關理論

觀點之解釋與應用等，研究者總結並統

整繪表如表三。

伍、結論與討論

當前，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轉

型的結果大致可分成未轉型高值化和已投

入高值化之廠商兩類。未轉型高值化的廠

商依舊還是扮演著為產業內中大型廠商進

行協力代工生產的角色；而根據研究者的

訪談得知，這類型的廠商目前依舊占螺絲

帽（扣件）產業的大宗，約有七成以上的

中小型螺絲帽工廠持續為中大型螺絲帽廠

商進行代工生產，而這些廠商也受限於規

模和資金等限制，較難具體地在產業轉

型的過程中投入大量研發和創新資本，因

此也阻礙了這些廠商獲得升級的機會。另

外，有投入轉型與高值化的螺絲帽廠商，

其主要的轉型策略是在「購買者驅動之全

球商品鏈模式結構下：以市場驅動和自主

創新」為策略的方式推動轉型與升級，藉

以提升其在全球商品鏈之位置，並期待更

進一步地往高值化方向發展。其次，政府

也在 2000年後積極地透過促成不同廠商
間產業聯盟的成立、具體政策與輔導措施

的推行，以及透過公私部門資源的整合與

投入等，希冀能進一步地促進臺灣螺絲帽

（扣件）產業的發展，並進一步達到產業

轉型的目標。對此，本文的研究成果進一

步證呈了協力網絡、全球商品鏈和發展型

國家等相關的理論概念，在臺灣螺絲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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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產業不同的發展與轉型的過程

和階段中，各自都有一定的解釋和說服

力，並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理論觀點可

以解釋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與

轉型經驗的全部。

然而，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所

奠基的轉型策略，在當前全球愈來愈興盛

之智慧製造趨勢下，面臨了新一波的機會

和挑戰，亦可能成為未來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發展與轉型所必須進一步面對的

新形態挑戰局面。事實上，目前臺灣產業

智慧化生產實例，多是以高科技和半導體

產業為主，其餘大部分之產業類別在智慧

化方面，仍多處在工業 2.0的階段，其中

表三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之不同發展階段與機制解釋

時間軸 螺絲帽（扣件）產業之發展和轉型機制 可供進行解釋之理論觀點

戰後 1945年至
1970 年代初的
「產業萌芽期」

此一時期，臺灣的螺絲帽（扣件）產業

尚處於萌芽和發展期，生產技術多是用

模仿和逆向工程的方式取得，因此所生

產的產品多為技術低、種類少和品質較

差的木螺絲或機械螺絲為主。

此時期，產業發展尚處於自行發展階

段；但隨著政府在 1970 年代始推動十

大建設和在高雄成立大煉鋼廠（中鋼）

等計畫的推動，奠定了日後螺絲帽（扣

件）產業群聚之形成。

1970中至 1980
年代末的「產

業成長期」

在有了中鋼所提供之穩定的生產原料來

源後，臺灣螺絲帽（扣件）廠商的家數

大幅成長，並在北高雄和南臺南一帶形

成明顯的產業聚落和具經濟與社會效果

的協力生產網絡。

協力網絡的觀點

逐漸建立起來之產業協力網絡，廠商彼

此間透過頻繁的互動建立起信任結構，

也進一步地增進了廠商間的社會資本。

而協力網絡的運作機制則具體地表現在

經濟和社會的雙重運作邏輯上。

1990年代的「產
業結構調整期」

此一階段中，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

面臨著後進國家（主要為中國大陸）和

歐美主要市場之需求和規則改變等產業

發展與轉型之挑戰，迫使廠商必須進一

步尋求轉型與升級的發展策略。

全球商品鏈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在居於購買者

驅動的全球商品鏈位置上；透過「客製

化」之商品創新和製程生產過程中之

「非標準化自主創新」等兩大策略，藉

以因應國際市場需求與規則快速變化所

帶來的挑戰。

2000 年後至今
的「產業轉型

期」

面臨著既有之產業發展與升級機制所展

現的不足；政府於 2000 年後更為積極

地介入並透過公私部門資源的整合，藉

以輔導和協助廠商拓展國際市場並增進

競爭力。

發展型國家的觀點

（政府角色愈來愈積極）一改過去政府

在螺絲帽（扣件）產業發展過程中所扮

演較為被動的角色；2000 年後政府積

極地透過召集不同廠商成立產業聯盟，

和推出多種具體之產業輔導與升級等政

策，希冀能進一步推進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往高值化方向發展。在此過程

中，政府的角色被更加突顯出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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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台設備物聯網與感測器應用」、

「巨量資料分析」、「數位設計與製程模

擬」和「數位化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等面

向，而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絕大多數

以中小企業為主，其生產過程的智慧化實

踐情形亦很有限；尤其在「製程自動化

與資訊化管理」以及「機器人應用」等面

向上，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和隱性生產

知識為基礎的臺灣螺絲帽（扣件）業者而

言，要將上述智慧生產概念落實於實際生

產場域中，將會面臨比高科技產業和廠商

更多的限制和挑戰（林顯明，2015）。然
而，上述智慧製造之推動過程中所遇到的

困難並非僅出現在螺絲帽（扣件）產業；

據調查，臺灣中小企業中有超過五成中小

企業公司員工，對於參與工業 4.0和智慧
製造並無熱情；另外，約有近五成的臺灣

中小企業在自動化生產方面的表現，僅有

基本的認識或尚處於完全不具備的狀態；

而在數位化方面，臺灣的中小企業中僅有

5.9％能善用數位化平台來進行生產過程的
管理或產品的銷售，亦有近五成之中小企

業的生產設備並不具備傳輸生產資料的能

力，而能進一步利用生產過程之數據作為

預測和改善生產製程的臺灣中小企業更僅

約一成左右。對此，上述種種調查結果皆

顯示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臺灣經濟體

系和螺絲帽（扣件）產業，在面臨國際上

新一波智慧製造的發展趨勢時，其所受到

的具體限制和挑戰（天下雜誌，2019）。
從本文的分析可知，臺灣螺絲帽（扣

件）產業的生產活動特性為，生產過程中

對於人工的依賴度高，其中螺絲帽師傅

所累積的經驗，更是直接地影響到產品與

製程創新是否可以達成的關鍵因素之一；

然而，這種奠基於工廠實作以及工匠精神

的產業隱性生產知識，卻也恰恰地展現出

臺灣螺絲帽（扣件）產業生產過程的非標

準化和低度透明性的特徵。然而，上述的

特徵和需要完整掌握並隨時回傳生產過

程之相關資料的智慧化生產與工業 4.0目
標，有著很大的不同與差距；那麼要能夠

使生產過程中之機械設備能隨時地回傳生

產大數據的前題，即是生產機械設備要能

夠有自我感知（self-aware）和自我學習
（self-learning）的能力，但是要讓絕大
多數資本和規模有限的臺灣螺絲帽（扣

件）中小企業廠商，各自投入到需要耗費

大量資本的智慧生產和工業 4.0的產業升
級目標上，這樣的期待將顯得有點不切實

際。對此，政府如何透過各種產業政策工

具，包括稅收、貸款、輔導或者補貼等方

式，藉以提升和協助以中小企業為主之螺

絲帽（扣件）廠商投入到智慧製造和工業

4.0進程的意願；另外，螺絲帽（扣件）
產業的高度地理性群聚和緊密之廠商間的

互動關係，是否有可能發展出新型態或另

類之集體性或共同性之智慧化生產策略，

亦是未來政府在思考如何推進螺絲帽（扣

件）產業或其他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之產業

邁向高值化和智慧化生產時，可進一步考

量的面向；對此，同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且在推動中小企業邁向智慧化生產有具體

成果的德國發展經驗，即是可供我國在此

一議題上進行學習和參考的重要參照對象

（林顯明，2016）。

（作者林顯明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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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ese fastener industry has developed over than 60 years. It took great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a long time and maintained 
strong export performances. However,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in 
markets' requirement changes and the latecomer countries’ competitions since 
the 1990s, the Taiwanese fastener industry has had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customized-driven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self-
dependent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s" for maintaining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owever, thes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r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 fastener company; accordingly,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chemes are facing further market challenges after 2000. 
The new market challenges in Millennial, making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become more active to assist and facilitate for upgrading the product values 
and profit of fastener industry by implementing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policies. 
Moreove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romoting the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s of smart manufacturing of the fastener industry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Screw (Fastener) Industr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Customized 
Innovation,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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