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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与灰犀牛双重夹击
——日本机床的应变与挑战 
文 | 庄滢芯

日本机床在疫情冲击前早已面临

外销和内需同时衰退的困境

回顾 2019 年的日本机床全年订单额

比 2018 年同期减少 32.3%，降至 1.2

兆日元。由订单份额来看，日本内需较

2020 年同期减少 34.3%，为 4932 亿日

元，而外需减少 29.9%，为 7367 亿日元。

内需市场的萎缩主要来自于汽车及

电气与精密机械产业，尤其是在汽车的部

分受到车市低迷的冲击，再加上 10 月消

费税上路后，日本国内新车销量开始下

滑，连带影响日本机床在汽车产业的下半

年内需订单仅达 2018 年同期的五成，全

年订单金额为 1398 亿日元；电气、精密

机械的订单总额则是430亿日元的订单，

有别于 2017 ～ 2018 年的增幅，2019

年增率减少 42.7%。

外销地区的降幅则是源于美中贸易

战的影响持续发酵。首先是中国的金属加

工产业对于机床投资需求偏向保守，像

是汽车零部件“由于关税，利润将改变”

的情形首当其冲。2018 年订单为 2850

亿日元，占日本整体外销的 26.8%，

到了 2019 年中国市场外销量就减少

42.7%，仅 1634 亿日元，占比也下降

为 22.2%。

疫情重击日本机床产业 中国成

为第一波复苏的火车头

受到疫情影响，日本机床在 2020 上

半年订单较 2019 年同期衰退四成左右，

主因是由于汽车产业减少设备投资的同

时，将资金转换成数字化投资以因应疫

图 1 日本政府补助产业资本投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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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并且提升竞争力。这个情形可能持续

到疫情结束之后，制造业的设备投资需要

更长的时间或是有新的终端产品来恢复

原有的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六月份来自中国的订

单终于结束 27 个月的同期负增长，而日

经新闻网也引述了发那科会长稻叶善治

的发言“虽然仍参差不齐，但在当地的一

部分汽车工厂，已恢复满负荷生产，处于

繁忙状态”。中国在各地方政府出台刺激

消费，让中国国内的新车销量在第二季回

复正增长，还有在医疗防疫和 5G 基础建

设的需求也是很大的助力。

而日本和欧美的经济活动，虽然已经

重启，但是机床产业对于需要和客户面对

图 2 日本机床 2015-2020H1 年主要出口国家与金额

表 1   2020 日本机床产业上半年订单变化

订单来源
（百万日元）

中国
较 2019 年同期

（%）
美国

较 2019 年同期
（%）

欧洲
较 2019 年同期

（%）

1 月 10742 -35.4 16147 -19.4 12367 -36.2

2 月 7380 -47.5 15202 -15.5 10915 -39.7

3 月 11299 -43.8 12196 -45.7 7205 -61.4

4 月 11561 -26 10806 -40.2 5350 -66.7

5 月 14173 -15.9 8373 -56.3 4472 -69.5

6 月 15454 34.2 13982 -25.9 6209 -56.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H1

R.O.W 3864.53 2978.85 3224.74 3486.89 3238.59 1067.26

韩国 751.62 659.34 612.75 582.12 453.34 207.37

泰国 574.73 384.2 410.7 483.17 495.82 166.3

印度 272.95 352.01 360.62 603.69 650.02 192.13

美国 1861.2 1698.06 1692.17 1875.59 1912.65 671

中国 2311.52 1947.17 2531.52 2845.03 1916.15 882.17

金
额
︵
百
万
日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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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机安装等需求，因尚未解除移动限

制而停滞，并且原有的生产计划延迟或紧

缩的情况下，对于投资依然保持慎重。

日本机床出口金额与产品种类分

析

日本是全球机床的主要输出国之一，

日本在 2014 年位居全球第一大机床出口

国，但自 2015 年出口金额开始下滑，于

2016 年退居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图 2

是日本近五年机床出口值与年增率，出口

金额自 2015 年呈现下滑趋势，出口金额

9637 百万美元，相较 2014 年大幅减少

19.8%；2016 年出口金额仅 8020 百万

美元，为日本机床近十年出口金额最少的

一年，之后呈现增长与衰落交替的趋势。

2017 年小幅增长 9.2%，出口金额为

8832 百万美元，2018 年出口金额持续

增长 10.6%，达 9876 百万美元，2019

年因出口中国市场大幅减少 32.6%，致

使整体出口金额下滑 14%，出口金额仅

有 8667 百万美元。

2019 年日本出口机床最主要的前

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泰

国和韩国，出口比重分别为 22.1%、

22.0%、7.5%、5.7% 与 5.2%，其余

国家进口金额均小于 5%。近年来日本

机床出口印度逐年增长，于 2018 年首

度超越韩国与泰国位居第三大出口国，

2019 年出口金额为 650 百万美元，占有

率达 7.5%。泰国为 2019 年日本机床第

四大出口国，出口金额于 2016 年下滑至

384.2 百万美元，自 2015 年逐年回升，

2019 年出口金额达 495.8 百万美元，占

有率约 5.7%。近十年来韩国为日本机床

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于 2011 年出口金额

达到最高值为 1170.6 百万美元，为当年

第三大出口国，2014 年后出口金额呈现

逐年下滑的趋势，近两年退居第五大出口

国。

2020 上半年，中国市场的比重因为

疫情影响明显提升，对于各国机床产业来

说，中国因为政策驱动的内需就像是汪洋

中的浮木，在其他地区情形严峻的情况

下，全球机床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观察 2015 ～ 2019 年日本机床出口

机种的五年复合增长率，发现具有较高增

长率的机种为其他成型机床和刨、插、拉、

锯、齿削机，而钻床和综合加工机则是呈

现负增长。

而 2020 年上半年，疫情爆发之后，

机床动能主要是针对医疗以及远程零接

触等需求，后续中国回温以 5G 等基础建

设带动，后续才是针对汽车产业的复苏，

这段期间日本出口至全球的机种较 2019

年同期，呈现增长的仅有放电、激光、超

音波机床，其余机种都呈现大约 3 成至 4

成的衰退。

疫后日本机床产业的营销型态和

服务

疫情爆发后，考虑到病毒的高感染

力，为了阻止疫情大幅快速扩散，各国

政府也纷纷提出避免人群聚集的防疫措

施。2020 年原订年底举办的日本国际

机床展览，也在 8 月宣布转换为在线

图 3 日本机床出口金额近五年之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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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透过网络将新推出的机床及技术

在在线呈现给全世界的买主。标杆厂

商 DMGMORI 也针对跨国买主架设了

Digital Twin Showroom，透过 3D 视角

来让参观者能够身历其境，但最终的问题

还是在于如何提供远程的售服并确保客

户营运时的安全。

研调机构 Gartner 针对爆发的肺炎

疫情提出，工厂劳动力因疫情的不确定

性，可能会下降至少 20%。推测未来为

了减少人员接触、降低停工对供应链断链

造成的连锁效应，会加速业者开发与导入

工厂高度自动化技术以及远程控制协助

方案等发展趋势，减少未来停工造成经济

冲击的风险。

趋势一：减少实际生产人力，提高工

厂自动化比例机床智能化，一直是近年来

全球机床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目

标。单机智能化搭配智能零部件及智能传

感器，可以让机台具有自我感知、精度补

偿、自动参数调整、故障预测、维修保养

提醒的能力，能够帮助使用者提前发现并

排除机台加工问题，若再搭配连结至云端

的远程协助功能，更能减少人员须至现场

操作及维修的机会，提高机台的稼动率、

加工效率、产值。

此外，机床结合周边的智能产品与

资讯管理系统，形成整线及整厂自动化，

将整体生产效率最大化，会是一个更加明

显的趋势。举例来说，机床使用机械手臂

上下料，使用自动导引载具 (AGV)、自

主移动机器人 (AMR) 搬运原物料及加工

后的成品，再搭配 5G 技术提高数据运算

及传输效率，不仅减少劳力密集的情形，

更提高搬运效率、达到仓储搬运物料自动

化，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趋势二：减少人员接触，提供远程控

制协助方案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需要许

多一线操作员、设备维护人员、工厂管

控人员，待在工厂进行实时监控与操作，

以维持工厂产能。但全球疫情爆发后，限

制了员工出门上班的弹性，为了减少人员

聚集的比例，业者逐渐意识到远程控制及

协助方案的重要性。目前有部分高度智慧

化工厂，已经可以透过网络智能机顶盒

(SMB)、物联网、云端平台，以远程同

步联机机台的方式，远程监控工厂状况与

机台加工画面，甚至可以透过行动装置或

远地战情室来控制机台，进一步控制加工

状况、诊断机台健康状态、进行故障排除，

大量减少人员到厂维修的比例及出差率，

省下更多出差时间与人力成本。

例如 DMGMORI 提供的新功能

NET Service，专门为了有远程加工需

求的机床客户量身打造。服务专家、技术

人员、操作员皆可以透过网络内的多人聊

天室功能，使用在线白板以及即时消息，

搭配加工现场的 Service 相机监控镜头，

远程实时观看现场加工状况，共同讨论机

器操作与维护的建议。减少人员出差与聚

集的比例，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此外，

借由扩增实境 (AR) 来进行非接触式的设

备远距操作与维护咨询，也能让无法亲

自到场的工程师与产业专家如身历其境、

更加完整地了解现场真实情况，协助海外

工厂或客户，更有效率地进行设备操作、

故障排除、维护指引，减少人员接触、也

降低出差成本。

机床转型势在必行疫情只是催化

剂

疫后全球机床市场将迈向高度分散

和激烈的竞争，各国机床厂商争夺 2021

年后缓慢增长的份额。大型标杆厂商的产

品组合将涵盖广泛的机床产品，而较小的

厂商则主要关注利基市场，并专门满足特

定最终用户的特殊需求，形成泛用及利基

两极化的趋势，在增长的幅度有限的情况

下，多数具规模的厂商正试图通过收购，

兼并以及建立战略联盟和合伙关系来增

加市场份额，打造大者恒大的局面。

长期来看疫后时期的制造业复苏，在

销售缓慢和竞争激增的情况下，则是需要

优先考虑机床及其零件备品供应链的稳

定度、售后服务的便利性及弹性制造的生

产能力，也越来越多机床业者串连供货商

和客户进行研发以在市场上生存。

稍具规模的机床厂商将加速在新兴

市场布局建立营销据点。而日本、德国等

先进工业国家在机床的应用上，不仅是需

要为产品本身提高价值，更需要从相关服

务着手。目前机床产业的发展趋势除了自

动化周边之外，更多的是快速布署设备追

踪及诊断的软件应用程序，达到减少停机

时间和稼动率的低落，并且在网络上建立

用户与当地服务据点及代理商的故障排

除教学。

针对不同地区所需要的优势机种和

加工需求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销售方式

及售后服务。对于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机

床产业来说，若是远程维修或服务咨询的

商业模式一旦成形，将会弥补限于规模而

客户服务鞭长莫及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