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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為全球推動「工業4.0」及「數位製造」的關
鍵技術之一，技術涵蓋機械、光電、材料及資訊，至後端創新應用及商業服務模式，
以現有的製造思維，推動創新製造模式，使製造方式邁入大量客制化時代，提升在地
產業製造效率。

資料來源：科學發展、材料世界網、3DMART

積層製造(3D列印)簡介

積層製造 (加法) 傳統製造 (減法)

滿足少量多樣化製程要求 減少資源及材料浪費 廣泛的應用領域 突出的技術經濟效益

技術優勢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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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 產業鏈結

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

推廣

Delivery

探索
Discovery

發展

Development

•前瞻基礎技術

•產業應用技術

•儀科中心積層製造服務平台

• 3D列印鑄造砂模營運服務中心

•價創計畫

•產學技術聯盟

•研究計畫

• 3D列印醫材智慧製造示範場域

服務平台 示範場域

科技部積層製造推動作法
推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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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成立，台灣科技大學spin-off團隊

列印概念性、個人化物品，利用
手機就可3D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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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

科技部積層製造技術研發方向
積層製造-新創公司(台科三維)-全球第一台行動3D列印機

 Kickstarter上架2小時
 募資突破新臺幣100萬元
 最終募資約新臺幣480萬元



研究計畫

產學技術聯盟

價創計畫

產業發展

集結跨18校、16團隊

10法人機構、32間國內廠商
科技部工程司

集結跨5校
5間投資廠商

科技部產學司

台科三維

圓融金屬

經濟部技術處
價創計畫

集結跨2校
22家會員 科技部產學司

經濟部技術處A+計畫

跨部會合作

3D列印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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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積層製造公司、
陽明數位牙材公司、
台灣三維微結構公司、
喬旭科研公司、
韶宇醫學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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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數位化加工方式 - 3D列印為創新前瞻製造技術

• 預估全球產值到2022年將達227億美元。

• 應用範圍包括製造業、醫療保健業、教育、專業服務、個人消費等。

• 科技部鎖定金屬、高分子及生醫產業3大領域進行研發，並培育專業
人才。

• 科技部及經濟部透過技術開發、驗證平台支持產業發展，建立產業
生態鏈。

科技部以學界力量支持產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