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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本中心以「輔導塑膠工業提昇產品品質，改善生產技術，增強研發能

力以加速塑膠工業產業升級」為使命，因此，透過「技術創新研發」、「分

析與驗證」、「綠色永續管理」與「產業人才培養」等四項營運業務，協助

產業升級轉型。108 年度業務概分為政府委辦/補助專案計畫及自主工服兩

大類，在政府有關機關及中心董監事會之督導下，執行工業局、技術處、

中小企業處、科技部等研究計畫共 18案，執行成效良好。 

本年度完成本國專利申請 9 件、國外專利申請 2 件，獲得本國專利 8

件、業界委託研究案 66 件；客製化檢測分析及驗證服務共 2,688 家/6,601

件；循環經濟、節能減碳、品質環境安全、綠色永續環保、TAF 實驗室等

議題輔導 110件、執行代施食藥署 QSD追查、GMP審查及工廠檢查等 952

件；產業人才培訓 237 班次/7,873 人次；促成國內業者投資暨增進產值達

39億元以上。相關計畫與綜合執行成果詳列如下： 

一、政府專案計畫 

本年度承接經濟部各局處及科技部委辦或補助計畫如下： 

1. 工業局計畫 8案： 

(1)複合材料產業循環推動計畫-纖維強化材料產業資源循環製程與

技術輔導(1/4) (工研院分包) 

(2)塑橡膠及複材產業創新應用推動計畫(3/3) 

(3)塑膠材料循環應用工程師能力鑑定規劃(工研院分包) 

(4)製造部門能效提升計畫-成立高效率節能產品或低碳技術策略中

心分包計畫(產基會分包) 

(5)製造業能源管理示範輔導計畫-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團隊輔

導(綠基會分包) 

(6)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

導(工研院分包) 

(7)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物質流成本會計示範

輔導(工研院分包) 

(8)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中衛中心分包) 

2. 技術處計畫 8案： 

(1)產業技術服務平台環境建構計畫(2/4) 

(2)民生福祉領域工業基礎技術研究計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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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創新新材料開發計畫(2/4) 

(4)台日雙邊結晶性材料微細發泡合作計畫(2/2)(工研院分包) 

(5)細胞治療與微創影像醫材開發計畫(3/4) 

(6)綠色循環與二氧化碳新碳源創新材料計畫(3/4)  

(7)在地產業創新加值整合推動計畫(3/4)(印刷中心分包) 

(8)在地產業創新加值整合推動計畫(3/4)-熱塑性塑膠崁入射出成型

與異質界面處理技術開發(中科院分包) 

3. 中小企業處計畫 1案：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計畫。 

4. 科技部計畫 1 案：加速中部地區生醫產業創新計畫-108 年度委託計

畫辦公室服務案(1/4) 

二、主要績效 

(一)技術創新研發 

協助廠商進行高分子材料及應用之研究開發、技術轉移及產品設計

等，提供中高階醫療器材整合服務，包含高分子醫療器材產品開發、醫

療器材測試暨驗證、法規及系統輔導，並輔導業界申請政府補助計畫，

藉由政府資源進行創新研發，業界委託研究案共 66件。 

1. 建立複雜構件異質接著技術，透過熱塑複材/金屬材表面改質與處理，

搭配模具結構設計及熱熔接著製程，使熱塑複材與金屬緊密接著，異

質材接著強度為 21.67±1.65 MPa，接著時間為 4 min，較熱固材料生

產時間 4小時，縮短至半小時，產能提升 8倍。 

2. 以高結晶聚酯材料及熱澆道射出製程，使包材容器於製程中進行二次

結晶處理，提高包材耐熱度至 150℃，結合高阻隔性密封膜，實際於

微波食品中央廚房連續生產製程進行驗證，符合微波食品自動化生產

包材之耐熱與阻水阻氧要求，並通過食品安全規範(塑化劑、重金屬

溶出測試)。 

3. 整合高效熔融積層列印材料、大型列印設備(100cm*100cm*100cm)

及機聯系統模組，協助電動車業者進行電動機車碼錶護蓋翻模與試製，

快速修正產品設計，降低金屬模具開模成本及材料耗損率 10%，縮

短新產品開發時間 30%。 

4. 建立纖維強化材料循環再生技術平台，以高效微波熱裂解回收纖維，

縮短樹脂裂解處理時間至 20分鐘(原高溫爐處理時間≧30分鐘)，纖

維回收效率 92.6%，有效減少回收纖維成本 150 元/kg，降低後端應

用導入之門檻，提升回收纖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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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置微球型起始劑合成系統，開發具有己內醯胺官能基之微球起始劑

(尺寸~1.1μm，均勻度>90%)，導入原位聚合 RTM製程，促進原位聚

合反應性(縮短製程時間<30 min)，開發高含浸熱塑複材(孔隙度~2.5%，

纖維含量~44.5vol%)，解決熱塑材料黏度高含浸不佳的問題。 

6. 協助產業建置國內第一條 PEKK/CF 長纖維複合材料 Pilot 線(製程溫

度>400℃)，使國內高端熱塑纖維複材自主率由 0%推升至 90%，實

現台灣高端熱塑複材自主供應能量。 

7. 建置光學材料積層披覆押出製程技術，製程速度 17m/min，比傳統製

程提高 10倍以上，大幅提高生產效能，進而降低發光纖維生產成本

80%，且完成發光紗線之線徑≦1mm，優於國際技術水準 1.2mm。 

8. 建置熱塑性高分子纖維複材之界面處理及失效分析平台，透過平台之

檢測分析能量(通過 TAF&ILAC 認證：拉伸測試(ASTM D3039)，進

行無機物或纖維界面狀態研究、界面物性分析與層間強度分析等，結

合歷年科專技術，協助業者進行產品失效問題分析，提供對應的解決

方式，產品良率由 89%提升至 92%，有效提升產品競爭力。 

9. 以民生循環概念，建立再生聚烯烴材料改質與熱熔覆膜技術，使回收

料添加比例由 35%提升至 60%，降低製造成本 30%，解決廢棄膜材

再製粒與覆膜問題，達到循環經濟回收減量再利用之原則。 

10. 開發聚碳酸酯型 TPU官能基與色彩分選技術，使材質單一分選率提

升至 85%以上，並解決材料耐候性缺乏與機械強度不足等問題，初

步應用於多型變之鞋飾片材，提升材料再製後之應用價值。 

11. 鏈結台日雙邊微細發泡技術加工技術能量，將日本前瞻微細發泡技

術導入國內原料設備製程，並進行高精度微細發泡技術技術合作，推

動高精度微細發泡設備自主化。 

12. 整合國內供應鏈業者，共同開發醫用批覆材，克服產品放量試製時，

細胞毒性、塗佈加工產生之橘皮、氣孔等不完整等問題，完成雛型品

打樣，通過 ISO10993之生物相容性檢測。 

13. 與高雄醫學大學合作，將子宮脫垂微創醫材商品化，唯一子宮托類

產品可術後止血使用，復原天數縮短 1週內，且充氣式適合大部分女

性患者陰道尺寸，減省挑選時間與成本。 

14. 與中興大學合作，開發應用於體外診斷醫材之電極晶片技術，以 PC

塑膠熱壓片取代再生晶圓，檢測金電極厚度由 0.7減少至 0.36 mm，

提升封裝製程效率，每片試片成本由 11.2降低至 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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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及驗證 

利用材料、加工製程、產品設計、模具與檢測分析技術幫客戶找出、

解決與預防問題，提供 total solution服務，並積極與國際現有各項驗證系

統接軌，補足國內關鍵驗證系統檢驗缺口，協助健全國內關鍵零組件之

驗證能量，完善產業驗證環境，共 2,688家/6,601件。 

1. 成為業界指定產品如塑膠包裝器具、容器及塑膠製成品品管代檢機構，

擔任食品廠之認可代檢機構，同時以自身檢測分析能量提供業界品保

實驗室建置與輔導之服務，評估包材供應鏈之風險，積極投入食品供

應鏈塑膠包材廠產品分析約 900案次，為台灣食品包材安全性把關。 

2. 整合中心及外部專業能量，持續精進產品失效分析平台，將塑膠醫生

的服務擴大成為塑膠醫院，提供各領域產業更完整的 total solution服

務。108年度共執行 150案次，輔導廠商改善原料、加工技術及優化

品保系統，解決產品失效問題。 

3. 輔導業者建置品保與研發實驗室 12件，降低品質不良風險，依業者

需求量身訂作，提供唯一軟硬體規劃、儀器設備建議、品質管理制度

及人員技術能力等客製化全方位服務。 

4. 因應國內外限塑政策，增設生物可分解材料試驗設備，每年可提供

36組生物可分解材料測試驗證服務，本年度測試驗證服務計 28組，

業者後續可取得相關國際認證標章，有利於全球行銷與品牌推廣。 

5. 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第三類產品「以自來水為水源之供生

飲電動家用濾水器」及「以自來水為水源之供生飲其他水過濾或淨化

機具」取得指定實驗室資格，提供驗證與檢測服務，擴大產業服務範

圍。 

(三)綠色永續管理 

提供產業供應鏈綠色永續經營輔導，如能源、品質、環境、安全等

管理系統驗證及工廠檢查等產業服務，並協助業者研發或改善產品符合

綠色設計與環保指令規範，輔以綠色行銷推展其市場。 

1. 協助 121家中小企業綠色供應鏈之限用物質、製程、管理制度、法規

或工廠環境進行診斷輔導，透過顧問訪廠提供改善建議及資訊，協助

廠商找到解決方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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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綠色優質中小企業邁向循環經濟，全方位扶植綠色節能亮點企業

6件，及輔導綠色供應鏈體系 10件，帶動主導業者所有供應商 83家

業者，協助產業鏈以「線」的方式進綠色管理，提升中小企業綠色產

值或促進綠色投資達 17億元。 

3. 輔導高效率空調/熱泵、空壓、泵浦、燃燒(鍋爐)、風機與熱回收等，

範疇內之廠商，導入高效率節能產品/低碳技術，估算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可達 2.3萬公噸 CO2e 以上，減輕暖化衝擊。 

4. 輔導廠商完成物質流成本會計與能源管理查證，並建立矯正改善行動，

成功取得第三公正單位之物質流成本會計查證聲明書(ISO 14051：

2011)，或成功取得第三公正單位之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

驗證證書。 

5. 執行代施食藥署 QSD追查、GMP審查及工廠檢查等 952件，確保符

合國際標準，提昇作業品質之要求，並提供業者建議改善方案。 

(四)產業人才培養 

辦理塑膠材料、產品設計、加工製程、模具等研發及管理專業培育

課程，同時為業者量身打造最適人才培育計畫，並持續辦理塑膠產業專

業職能鑑定考試。 

1. 辦理「初級射出成型工程師」、「初級複材工程師」、「配管監造工程師」

及「初級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能力」考試認證共4項4級別認證考試，

合計 4場次考試，1,714人次到考。 

2. 完成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獲證者追蹤分析，得知平均初次求職成功率

為 94%，平均在職獲證者有 30%得到獎勵(獎勵方式包含加薪、頒發

獎勵金、考核加分、公開表揚)。 

3. 協助全台 199家企業進行教育訓練規劃並協助申請訓練補助經費，培

育小型企業專業技術人才，提升企業高度競爭力。 

4. 辦理人才培訓課程、研討會及交流會成果共計 237班次/7,873人次，

協助企業提升工作績效、補足技術前瞻性和產業創新等專業知識，提

升產業技術水準與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