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
進高雄科技大學的「智慧製造實習工場」，除了各大廠自動化沖床設備矗

立， 擺在入口處顯著位置一字排開的，是學生參加各項實務專題競賽得到

肯定的模具作品。

林栢村拿起每一項作品細細講解設計理念，臉上表情比自己拿獎還開心。

影響一輩子的大學實習

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工學院院長林栢村在沖壓模具鑽研已久，1999年辭掉中

華汽車技術部主任後，在高雄第一科大（已併入高雄科技大學）一待就是近 20 年， 

期間曾擔任創新育成中心、區域產學中心執行長，也曾赴德國阿亨工業大學研習

工業 4.0。

第一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高雄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特聘教授林栢村

臺灣模具王國背後推手       
研發前瞻應用科技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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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本屆國家產學大師獎，與林栢村在

沖壓模具的精微化、自動化及智能化的研究

斐然有關，而且透過大量產學合作案， 讓受

惠廠商遍及製造業、汽車產業與航太業。

致力於產學合作，除了因為曾在中華汽車

待了 7年，更因林栢村本人在大學期間強烈

感受到產業實習，對自己的助益。

「還記得在淡江機械工程學系第一年， 成

績都是 10幾名，在大一暑假時，我主動到系

辦詢問有沒有實習機會，經介紹到大同公司

實習兩個月後，大二以後成績就開始突飛猛

進，拿到第一名，」林栢村說。

實習的影響深遠，造就傑出學業成績與熱

愛業界實務。林栢村服完兵役後，積極加入

與產業互動密切的工研院機械工業研究所服

務 5年；當他從密西根大學機械工程博士畢

業後，沒有像多數人一樣直接進入大學教書，

他先在中華汽車服務 7年。

從汽車業跳槽到學界

林栢村分享，在中華汽車任職期間，浮現

到大學教書的念頭，即便當時中華汽車的待

遇、福利都不錯，但最後他選擇在 40出頭的

年紀跳出習慣圈、轉戰學界， 來到高雄第一

科大服務。

「當時正值中華汽車的巔峰，公司有個制

度是每個員工幫公司賺 1 萬塊，該年度的年

終總獎金就多一天，依此類推，若該年度賺

30億，那麼 3千名員工每人除了基本的 4 個

月，還有 100天的年終獎金。」林栢村回憶，

因為這個福利，讓員工上下一心，促成了當

初的榮景。

後來在大學有自己的研究室，林栢村仿效

中華汽車精神，除了提出研究願景，也提供

優渥獎助金激勵學生，好讓學生無後顧之憂，

不需到外打工就能維持生活開銷，專心研究。

高雄是臺灣最大的汽車零組件產業聚落，

林栢村來自汽車業的背景，讓他在加入高雄

第一科大後，便聚焦於汽車零組件產品開發

流程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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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當時廠商說，因為我們跟他可以

講同一國語言，所以合作之初就滿順利的。」

林栢村說，當時高雄汽車零組件開發尚未有

系統導入自動化，學校的角色就是透過數位

工具，協助廠商建立自動化及數位化產品開

發系統。

開發從 30小時變成 5小時

隨著與汽車產業的合作日深，林栢村也

將研究朝向尋找重量更輕或強度卻更強的材

料，最後找到「錳硼鋼」。林栢村說， 錳硼

鋼因加溫達 950℃，成形後強度是一般鋼鐵

的 5 倍以上，透過高溫成形的技術，用較輕

的鋼材就能做到更高的強度。

「同樣的道理，後來也曾運用在手機外

殼。」林栢村接觸到 3C 廠商，希望開發更

輕薄的手機外殼，研究團隊也透過可在 160 

∼ 200℃間成形的鎂合金，做出更輕且強度

更高的手機外殼。

林栢村說，因開始接觸 3C產業輕薄短小

的需求，才讓研究團隊正式走向「精微沖壓

模具技術」的道路，希望在現有技術上更上

一層樓。

「製造精微沖壓零件的模具已存在超過百

年，要在技術上創新，難度不低。」林栢村

說，為了提升沖壓模具在精微引伸的成形性，

團隊在沖頭表面設計微凸脊來分散成形力

量，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降低胚料成形的變

薄率，也可提升精微沖壓的引伸率。 

此項研究除了讓精微沖壓引伸率，超越現

有世界最佳紀錄 30%以上，與 3家廠商進行

的產學合作計畫，更曾獲經濟部學界科專、

科技部專題研究等計畫挹注，並在 2013年拿

下烏克蘭發明展金牌獎，並衍生 SCI 期刊論

文 5篇，以及中華民國、中國大陸及美國等

國發明專利共 6件。

除了呼應消費者需求，林栢村的研究方向

也未忘卻產業的困境。

林栢村分析，模具設計長期存在人才缺乏、

品質不一、時間過長等問題，主要原因在於

模具設計是一個煩雜且技術性很高的工作。 

但臺灣向來有模具開發王國的美譽，由幾代

人所打下的產業競爭力，該如何延續下去，

一直是林栢村放在心中的使命。

為此，林栢村開始研發沖壓模具的「自動

化設計系統」，以堆積木的概念，依功能特

徵做成各種模組，比起傳統模具用點、線、

面三維設計的概念，模組化可簡化及彈性化

設計流程，讓設計者只需輸入最基本設計需

求，就可由電腦軟體自動設計模具結構，工

時更由動輒超過 30個小時以上大幅縮短為 5 

小時以內，並有一致品質。

這項創新構想與技術除獲得 2項國內發明

專利，發表 4篇 SCI期刊，並陸續與 3家公

司產學合作，堪稱世界第一套「連續沖壓模

具自動設計系統」。

導入智能化開發

臺灣先進的模具技術，曾讓許多產業創造

臺灣奇蹟，包含居於全球頂端的自行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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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式先進的沖壓、鍛造技術，到最下游的

自動化產線技術，規劃「一條龍式」完整支

援，以幫助廠商徹底解決問題，提供產業升

級機會。

因為擁有產業經驗，讓林栢村近 20多年來

的研究，得以嘉惠汽車、傳統製造業，乃至

3C 等高科技業，接下來，林栢村將把沖壓模

具的技術導入航太產業，成為「國機國造」

最堅實的後盾。

林栢村指出，配合政府「國機國造」計畫，

高科大在教育部技職司的補助下，除了建置

「航太零組件製造類生產線場域」， 並開設

「航太製造人才培育學程」，讓學生在理論

的學習後，能實際在生產線場域實習飛機零

組件的製造，為航太產業培養新血輪入。

「實際的產線，永遠是最好的老師。」由

於本身在大學的實習受惠良多，讓林栢村在

進入學界後，始終不忘透過各種產學合作案，

為學生打造最好的實習場域。

林栢村的下一個目標，是透過智能沖壓模

具技術，協助更多臺灣廠商，及早取得工業4.0

的門票。

世界級的機車產業，以及頂尖汽車零組件，

進而在高雄、桃園形成兩大汽車模具廠商組

裝聚落，供應全球。

林栢村分享，從自行車約需 300多個零組

件、機車在 700個以上，汽車則是動輒 2、3

萬個零組件，自動化與精微化的模具設計系

統，可大大提高開發效能。

在轉進高科技製造業後，3C產品汰換的週

期更短，光是自動化已不能滿足廠商的需求。

為了因應臺灣高科技產業對「智能生產」的

需求，林栢村也遠赴德國阿亨工業大學國際

學院研習智能製造，希望模具開發也能朝向

智能化發展，協助廠商更有競爭力。

為此，林栢村很早就與沖床大廠協易公司，

一同建構超越歐美日的「智能沖壓示範生產

線」，在過去自動化設計的基礎上， 搭配線

上即時材料監控、品質驗證及沖頭刀刃失效

監控等系統，大幅降低生產過程的不良率。

林栢村說，以目前的研究進程來說，臺灣在

智能沖壓模具上已走在歐、美、日等國之前，

但要落實到產業，仍須擴大產學合作的規模。

為此，林栢村大力推動「金屬成形技術產

學聯盟」，從最上游的模具設計與分析，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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