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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端科技蓬勃發展的推波助瀾下，工業發展

的腳步進展神速，透過雲端科技的無遠弗屆，時間

或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都不再是拓展市場的羈絆，

企業的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資訊取得也幾乎同步，

再更進一步需要突破的，應該就是智慧化的普及。

6月20日立法院今日三讀通過《產業創新條例》

修正案中「智慧機械+5G系統支出」投資抵減。

政府為了鼓勵產業朝智慧製造及第五代行動通訊

(5G)應用發展，於此次產創條例修法，新增了「智

慧機械+5G系統支出投資抵減」，期盼加速產業升

級轉型及建構5G能量。自108年1月1日起，企業購

置智慧機械及5G系統支出，同一年度支出金額在

100萬到10億元之間，皆可適用投資抵減，旨在藉

此激勵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型，朝向智慧製造的

境界再邁進一大步。

從這個政府所釋放的利多中，印刷業能否從中

獲得滋養而在智慧化的發展上萌芽茁壯呢? 對於

印刷業而言這是一項大工程，但也未必不能實現。

在中國大陸已經有智能生產的示範廠可以借鏡。

然而前提是，廠商在建構智能化工廠前，在數位化

的工程上投入了多少。上海奉賢的龍利得包裝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就已建構「無人工廠」正式投產。1.5

萬平方米的廠房有兩條產線，只由八名大學畢業生

在崗位上負責操控軟體。其他「員工」則是單臂機

器人、AGV（自動導引運輸車）等自動化裝備，具體

落實智能化工廠的概念。

智慧印刷體系的核心技術可說完全來自於IT技

術和網絡平台的整合，而其基礎來自於標準化、

數位化與自動化的深度融合，首先，必須在ERP

的基礎上加上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工廠營運管制系統，幫助企業從接獲訂

單、進行生產、流程控制一直到產品完成，主動收

集及監控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生產資料，以確保

產品生產品質的應用軟體)，完全掌控工序流程與

生產現場的種種狀況，並搭配「標準化、數位化、自

動化」的作業方式與設備。工廠若無法在基礎系統

的設定與標準化的基本功確實扎根，要發展智慧

化工廠將會走得非常坎坷，甚至遙不可及。

從中國大陸的智能化印刷廠發展軌跡來看，非

常關鍵的成功要點來自與資訊科技單位的深度融

合，由接單平台開始+內部整合+技術升級+金流+

互聯網服務，打造出成功的方程式，不僅即時服務

客戶，更提升了生產資源配置、降低成本、提升產

業價值鏈，同時解決基層操作人員缺工的問題。

眼看著各個產業在智慧化上紛紛起步，相信也

引發許多印刷業感慨，在微利的時代，怎可能支撐

的起供養智慧化工廠種種軟硬體開銷，但無論如

何，這是未來必然的工業發展趨勢，想要一蹴可幾

當然不可能，企業勢必要由「標準化、數位化、自動

化、網路化」的思維來建構生產體系，從健全的願

景與規劃起步，未來的每一項投資才能精準到位。

後續透過印刷電子商務、數位化的印刷生產流程，

一點一滴的累積串接起來、接著導入智慧化的生產

管理系統、智慧印刷設備，集成出大數據反饋生管

單位與決策端，進而驅動「印刷智慧製造體系」。

究竟印刷與智慧化的距離有遠，終究還是要反

問自己，與最理想的標準化、數位化境界之間的距

離有多少。

張世錩 │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總經理

印研中心總經理

談印刷與智慧化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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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印刷
產業的回顧與展望

2018年世界主要經濟體成長動力均下滑，加上中美貿易紛爭，使得經濟發展不確性升高，也衝擊到

台灣的出口表現，整體而言印刷產值僅小幅成長。此外，出版市場緩步下滑，也驅使台灣業者朝包裝、工

業印刷方向轉型，並關注傳統印刷以外的各種應用與跨域合作。因此，印刷產業已非只是單純的圖文複

製工藝，需要融合大量的跨域專業，才能成就具有高競爭力的事業版圖。

一、2018年台灣印刷產業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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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二、市場、設備、技術、服務四個發展面向的觀察

1.市場發展面：文化印刷（雜誌書籍類）的印量

萎縮，已經是全球共同的趨勢，而包裝相關印刷如

軟包裝、彩盒、標籤等則穩定持續的成長。此外，

隨著數位印刷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印量更為彈性，

有更多客製化的發揮空間，也提升相關後加工個性

化的服務需求；（如圖 1



98 印刷新訊103

專
題
報
導料處理，引入具備數位新科技的人才，重要性與日

俱增。

3.技術面：儘管未來印刷設備的性能、產能一定

會持續提升，操作更為容易，但是隨著多元化材料

的開發，會有各種的新的印製問題需要去克服，例

如油墨或墨水附著度、相關的色彩校正議題等，這

部分需要有影像工學及材化方面人才來投入。此外

製程中的環保考量，也更需要環工方面的人才或單

位，來輔導業界在廢水、空污問題等的處理。

4.行銷面：這是印刷業長期以來較為忽略的領

域，直至網路印刷崛起才開始正視行銷的重要性。

相較於傳統印刷業務一步一腳印的開發客戶，未

來的印刷服務勢必與網路發展密不可分。掌握在

網路上提高被關注的次數，創造更多合作機會，都

可讓印刷產業的發展變得更為寬廣。然而，大多數

的印刷業者對於網路行銷的了解度非常有限，有賴

引進網路相關的人才，建立運用資通科技的能力。

綜上所述，台灣印刷產業的從業人員專業需求，

較以往已有很大的轉變，更需要有專業的人才來協

調各部門的管理，並借重數位科技統整各部門的

資源，將企業的運作發揮到效益最大化。人才選用

與發揮成效會是未來印刷業主、高階主管最大的

挑戰。

四、結語

印刷產業已非只是單純的圖文複製工藝，需要

融合大量的跨域專業，才能成就具有高競爭力的事

業版圖。這其中的專業，除了印製，還需要資通、化

工材料技術、產品企劃、設計、企業管理、市場行銷⋯

等專業人才。台灣印刷產業若停留在傳統的經營

方式，未來將無可避免為市場所淘汰。

所幸目前已有許多印刷企業，其第二代第三代

接班人多數具有廣泛的視野，對於印刷業轉型的

迫切與市場敏銳度，新科技的接受度都明顯高於

父執輩，而吸取其多方領域成功經驗以及大膽嘗

試可說是新一代印刷人的表徵，也是台灣印刷產

業在數位狂潮中的希望曙光。然而光倚賴二代菁英

仍不足以支撐產業的成長，因為人才培育不易，進

入印刷業的從業人員數量不夠及斷層的現象短期

仍難解決，這是台灣印刷產業未來發展的隱憂。

這幾年來，台灣印刷產業在M型化發展的趨勢

越來越顯著，小型印刷企業負擔小，容易藉由數位

印刷加盟方式靈活轉身。大型企業則往包裝、合版

及工業印刷市場全力衝刺，建立競爭優勢。而位在

中間的中型企業，則是產業轉型中最艱困的一群。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中心將持續努力，協

助企業的發展，並與各界合作，促成印刷人才的培

育。印刷是我們老祖宗所發明的技術，面對新的挑

戰，我們要讓它持續發揚光大，用創意來找出契機，

與時俱進。

▲ 圖3-印刷業者需引進資通訊的相關人才，以充分運用資通科技將企業
的運作發揮效益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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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平版印刷和
平版(有水)異同之處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 陳政雄 董事長

▲ 圖1   世界第一部機上製版印刷機，海德堡GTO-DI採用鎢針電孤成像，無水平版直接製版印刷機。

平版印刷（Offset）是源自 1798年，由奧地利劇作家薛菲勒（Alois Senefelder）所發明，是利用石灰

石多孔吸水的特性，在上面以油脂在乾的石灰石板上做反向印紋繪製。在使用上必須先用水濕潤版面，

使非印紋部含有水份在孔隙裡，而有油墨印紋部份因油脂拒斥水份，所以沒有水份入侵到該處石版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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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平版印刷（Offset）是源自 1798年，由奧地利劇

作家薛菲勒（Alois Senefelder）所發明，是利用石

灰石多孔吸水的特性，在上面以油脂在乾的石灰石

板上做反向印紋繪製。在使用上必須先用水濕潤

版面，使非印紋部含有水份在孔隙裡，而有油墨印

紋部份因油脂拒斥水份，所以沒有水份入侵到該處

石版孔隙。等到接下來上油墨時，有水份附著在石

灰石孔隙，非印紋部份不吸墨，當印刷墨輥到有油

脂印紋部份時，印紋部份會將印刷油墨吸附，產生

足以印刷的墨層，也有人在石板上多次上墨，使印

刷墨層達到第一次上墨的 2.5倍厚度也有可能。

石版印刷本身的石版重量由 25公斤到 100多

公斤不等，不只重量大，所以石版厚重版材只能做

水平往復手工印刷，或用動力水平移動 加壓印刷，

而且石版上印紋是化學原理作用，不像凸版、凹版、

柔版、網版以物理性高低差或透孔來提供印紋分

佈辨識，因此石版這種「雙流體」既有墨，更需要

水份在非印紋部保持印墨的不沾黏作用，因石板可

再磨去印紋多次使用。1875年英國羅伯特巴克禮

（Robert Barclay），他改良石版印刷在鐵皮罐頭

上做印紋轉移，所以將石版印版上好印墨，先轉印

在表面細緻的厚卡紙上，再將卡紙上印紋轉移到

鐵皮上面，經過兩次加壓，先印在轉印厚卡紙面，

再加壓轉印油墨到馬口鐵被印體面，開啟印刷轉印

Offset的印刷術啟蒙。而 Offset這個英文字也代

表不同意義，在其他用途上，如名詞平版間接由橡

皮布移轉印紋方式。在一些事務上的彌補，如醫療

費來做支出的扣抵憑證，用較低的房租來抵銷上

班時間及交通費的多於支出，對低收入戶的稅項

彌補，也有人用Offset這個詞，而不一定是平版印

刷，也不必訝異，因為詞有是廣泛抵償、移轉或彌

補之意。那麼目前動力 Offset平印機（中國叫做膠

印機，因為有一張橡皮布而命名之；香港稱「柯式」，

讀 Osue以廣東音做音譯）是在 1904年由美國人

魯貝爾（Ira Washington Rubel）所發明，Offset平

印機採用供水、供墨系統，在印版 筒的側邊及上方，

負責雙流體水份及油墨供應，在印版 筒及壓印 筒

之間，裝有一個橡皮布，負責將印版上的印紋上油

墨承接下來，再移轉到壓印 筒面上印刷紙張、媒材

上，這一種間接油墨移轉的方式，在生產方便性上、

速度上，加上有橡皮布軟性轉印作用，使Offset平

版印刷，雖然要控制水墨平衡，到水份印刷用印刷

紙纖維因吸水膨脹的毛病，仍因方便、成本低成為

主流印刷方式。

而今天大家所使用的冷氣機，是在 1906年平

版印刷剛開始不久，一位美國工程師開利（Willis 

Haviland Carrier），他從小自母親學得修理鐘錶、

縫紉機的能力，1901年取得機械工程學位後，他

到了一間製作暖氣機、風箱及排氣系統的水牛城鍛

造公司，在加熱工程部負責設計乾燥木材的系統。

在 25歲時，紐約布魯克林的 Sackett-Wilhelms沙

克特偉翰出版公司印刷廠，因為剛發明兩年的平版

印刷在套色時，因溼度變化紙張伸長、收縮，產生

套印上不精準的毛病，他以熱力學研發出恆溫、恆

濕的溫濕度調節系統，配合加溫及冷氣除濕功能，

使印刷廠能精準印刷。1906年開利得到此方法的

專利，最後成為了水牛城鍛造公司子公司開利空調

公司的管理者，而開利冷氣空調的應用，也使美國

人口往南邊較濕熱的地區移動，有空調較易適應

濕熱地區。平版印刷也帶動大型冷凍工業發展，這

段因為平版印刷的需求，而衍生的冷氣機發展歷史

較少被提及。

本文所介紹的「無水」平版印刷，因為不用濕潤

水，所以沒有 VOCs揮發汙染，也沒有水份在橡皮

布上移轉，帶來印刷尺寸安定性的提升。但由於墨

輥沒有水份來帶走墨輥因輾壓、擺動所以產生熱

力，所以要更高效精準冷卻墨輥冷卻降溫。自1904

年平版印刷機發明到 1950年代末期，因石化產生

樹脂油墨，比植物性油脂油墨更鮮豔，可耐高速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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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製版，尤其早期平凹版的耐印量佳，平凹版可耐

印 5∼ 20萬張，也啟發平版印刷在印刷版式中 50

多年領導地位。

平版印刷最大的好處，是一張 A1大尺寸金屬版

材，可以用完再磨版使用 30次左右，經過晒版及

腐蝕處理下，就可印 150線、耐印 5∼ 20萬張的

印版，製作容易、成本低廉。但因為平版印刷的水

墨平衡，在平版印刷機發明這 100多年之間，都沒

有人發展出可以量測版面水份到版面每一個供墨

區的水份，可以在版面上有多少的量測儀器來。因

此印刷墨層厚要多供水、印刷墨層薄要少供水，這

一個變動狀態的掌控仍有困難，使得平版印刷幾

十年來，仍依賴有經驗的操作師傅來放墨，加上水

份多少感知控制操作，但十分弔詭的是要保持版面

最乾的地方，仍要有足夠水份，至於水份太多的地

方，產生油墨乳化也只有吞忍視而不見，不只影響

墨色變化，也影響網點形狀的漲大或滿版網 點的

乳化，因此至今仍有賴在水中添加 IPA酒精，油墨

廠加大水份乳化寬容度來掩飾。當然在 1980年代

PS版發展之下，因版面有鋁版表面研磨及氧極化

處理之後，版面可以大幅降低水份需求，並保持水

份持久不污髒、不氧化能力（因氧化鋁吸水好，且

不再氧化），使 PS版在平版印刷品質、效率上有大

幅提升。

PS版及無水平版的印版，一開始都是來自美國

3M公司，早在 1964年筆者就接觸過 3M總公司

研究人員，拿他們研發的PS版來測試，親水性可以，

但因沒有砂目，水的反應很快，所以無法有效印出

良好的印刷產品來。3M公司在不久後研發無水平

版印刷方式的印版，改變原來平版印刷「雙流體的

複雜變因」，只用一種矽橡膠，這一種低熱擾動係

數材質，會產生不沾黏無水平印油墨效果，但在溫

度管理要拿捏十分精準，如保持在 29.5℃±0.5℃

的油墨層溫度，才能合理印刷下來，超出 30℃會起

髒，低於 29℃則油墨轉移不佳。3M公司在 1960

年代，就獲得無水平版印刷原理及版材專利，但卻

無法商用化使用，其實矽橡膠一如自黏標籤紙底下

的黃色離型紙，本身因矽膠熱攪動系數低，所以自

黏標籤紙背膠，也就沾黏不了，產生離層效果。3M

公司發明了無水平版印刷原理專利，卻無法將其商

用化印刷，直到 1972年日本 Toray東麗合成化學

公司，取得無水平版印刷原理授權，也使 3M花了

數百萬美元研發的燙手產品因推不出去有一個緩

解。東麗在日本琵琶湖畔滋賀縣有一個無水平版印

刷研發中心，做系統化材料研究，在 DRUPA 77

展會上發表，打破 180年來 Litho石印一定要用水

的傳統，因為沒有濕潤系統，印刷機結構相對簡單，

且操作無水平印也變成沒有水墨平衡的基數要求。

▲ 圖2   有水平印(上圖)、無水平印(下圖)印刷網點比較圖，可明顯看到
無水印刷50%網點邊際再現性較佳，一般有水平版印刷則有相當程度的
網點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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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墨輥，可平均勻稱的供墨，而且墨路短，由供墨槽、

微穴供墨輥（有的用腔式刮刀組）供墨，但平印印

版屬硬質，不能像柔版用微穴輥直接供墨，就需用

橡皮版面墨輥，再傳墨到版面，形成無墨鍵、不用

調墨鍵的安定印刷方式。但也相對失去了印刷機墨

色調節的機能，且無水平印油墨高油黏性，須注意

墨輥擺動系統的強度要夠，還要穩定的控溫系統，

因為冷卻水由一邊送、另一邊出，有時也會造成印

版左右邊溫度不一致，機械驅動側高於操作側，也

都是很現實的溫差所在。在 1978年在日本及世界

各地，已有些人開始接受無水平印，採用晒版光結

合法的 TAP印版，但美國只有 5%的廠家採用陽

片晒版、95%採用陰片光分解法，在曝光地方感光

矽膠層產生分解，去除不感脂（油墨）矽膠層，露出

吸墨的印紋層，所以在 1983年 TAN的陰片型光

分解非印紋矽膠層也出來。但無水平印在歐洲掀

起浪潮，遠比美國要快速影響大，今天 Toray可用

熱成像 175線 0.5∼ 99.5%的網點再現，不少 3D

光柵印刷更達到 600線的極細緻印版輸出。

無水平版印刷優勢有 8項：

(1)由於印紋部的矽膠層被除去，所以印紋墨層

下陷使上墨有 3∼ 5μ的增厚，增加印刷濃度。

(2)因矽橡膠層的拒墨十分明顯，也使無水平印

網點擴大極少，比一般有水 5∼ 20%少很多；機

械網點擴大方面，175線在 3∼ 5%而已。

(3)印刷印紋及網點擴大少，合適於 300 ∼

800線高線數的印刷。

(4)印刷品質安定、紙張伸張少，而且色彩再現

安定下，有助於最高品質的印刷品。

(5)版調及畫面層次再現良好。

(6)不用水墨平衡，校版起印速度快。

(7)無濕潤系統 VOCs排放汙染。

(8)沒有濕潤系統清理、保養及添加液的花費。

但在利益的背後也有 6點不利因素：

(1)版材費用高、不利於短版印刷。

(2)必須有良好溫度控制供墨系統。

(3)油墨耗用量較大、而且較貴。

(4)印版矽膠十分柔弱，印刷機清潔度要高，才

能避免傷版。

(5)印紋去除不容易。

(6)沖版系統要另外建立。目前全世界大約仍有

5%左右使用無水平印，有專印Waterless的聯盟，

由 Toray東麗在支援。

一般有水平版印刷，筆者只見過一次網點邊緣

完整再現，如看板上的卡典希德（Cutting Sheet）

▲ 圖3   有水(左圖)、無水平版(右圖)印刷之文字再現性比較，無水平印的字邊際較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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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割出來的網點邊際，是德國 Miller米勒平印

機所印，印版可能是多層金屬版，表層鍍鉻，下面

以紫銅產生印紋的方式。而無水平版印刷的網點再

現性，也十分接近這一種很高級版材所印精準印紋

效果，一般有水平版印刷，以 200線，每邊多 3μ

算很好了，多到 5μ或 7μ也常有發現，毛邊網點

不結實，仍有水平的常態，在另一方面乳化墨中水

暗部層次不好，網

態，但只能視而不見敷衍下去。尤其高百分比 IPA

酒精濕潤系統為然。連文字字邊也有 5μ

㚬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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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北國際書展 
精銳盡出大顯印藝丰采

本屆書展為期六天展覽共締造約五十八萬人次參觀，這一年一度的文化出版嘉年華辦理印刷產業跨

域行銷推廣及商機媒合活動，充分展現科技時尚、文化創意、特殊多元印刷材質之最新穎與多元化的印

刷技術能量，並提供產業界與文創、出版界客戶更多的互動機會，並獲得廣大民眾的熱烈支持與迴響，

可見台灣印刷工藝技術的魅力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無可取代。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 綜合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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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紙張、書籍和包裝盒，運用更為廣泛且貼近人

們的生活。

(四 )活動體驗區 -網版印刷應用

台灣印刷精品館邀請元茂國際企業提供網版印

刷 (絹印 )體驗區活動，讓民眾可以現場利用絹印

的原理來動手印製帆布袋、燙金紅包袋和電印蝕

刻湯匙，藉由 DIY體驗可對網版印刷應用有更深

刻的了解。首先，準備電印機和數位網版製版機 (如

圖五 )，利用製版機完成選定所需要的圖片來製版

(圖文部分的網孔呈現透空 )，再將要蝕刻的湯匙

或金屬物沾濕電印藥水並鋪上稍早作好的圖片網

版，並將電印機專用頭 (正極 )沾取電印藥水，印

刷於網版 (印製物放置網版下方 )即完成電印蝕

刻湯匙 (如圖六 )。

在日常生活中，網版印刷廣泛用於特殊且形狀

不規則或表面彎曲、粗糙的物體，許多工商業產品

都採用網版印刷。而元茂提供的數位網版製版機

有別於傳統的製版機，體型較小，方便少量多樣生

產。現場也提供運用網版印刷原理製成的帆布袋

體驗機會，主要是利用藍、紅、黃和黑色油墨不同

比例組合，再以交疊的網版來呈現色彩，現場有國

際買家親身體驗並樂在其中 (如圖七 )。

(五 ) 活動體驗區 -雲端數位科技應用之個人紀念

品製作體驗區

有鑑於近年來雲端數位科技蓬勃發展，其應用

發展層面已經和消費者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印刷業

也不得不拓展或發展出相關業務來迎合時代變化

的趨勢。為此，印研中心特別運用雲端數位科技應

用推出客製化相片鑰匙圈製作活動和客製化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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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自己手機裡的照片，即可快速將照片輸出並製作

專屬於自己的貼紙，將客製化貼紙貼在咖啡包上，

▲ 圖8   印研中心同仁介紹雲端數位科技應用之個人紀念品製作體驗活
動並協助民眾製作客製化相片鑰匙圈。

▲ 圖9   民眾現場拓印心經，親身體驗凸版鉛字印刷

便完成了精緻專屬印刷禮贈品，可分送親朋好友。

(六 ) 活動體驗區 -鉛字活版印刷之心經拓印

隨著時代的進步，大多民眾已經習慣從螢幕等

3C產品接觸到文字及內容，卻難以感受到文字的

重量與情感，為此台北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特地藉

由書展期間提供鉛字活版印刷之心經拓印體驗機

會，並將所得捐助公益團體。此次活動不但可使活

版印刷的工藝文化不斷綿延傳承給世人，還讓民眾

有機會親自體驗活版印刷的工藝之美 (如圖九 )。

本屆書展為期六天展覽共締造約五十八萬人次

參觀，而印研中心藉由 2019台北國際書展這一年

一度的文化出版嘉年華辦理印刷產業跨域行銷推

廣及商機媒合活動，充分展現科技時尚、文化創意、

特殊多元印刷材質之最新穎與多元化的印刷技術

能量，並提供產業界與文創、出版界客戶更多的互

動機會，增進商機之開發與媒合，讓參觀民眾體驗

印刷科技多創意、高美感與特色化的樂趣，打造生

活日常的小確幸，並獲得廣大民眾的熱烈支持與

迴響，可見台灣印刷工藝技術的魅力無論在哪個時

代都是無可取代。

▲ 圖10   順裕背板設計及其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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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價值。這也是這場跨域交流活動的宗旨，如何跨

產業與業者分享新型態印刷技術應用，包括數位印

刷、產品行銷、環保製程、文創包裝、友善環境及社

會責任等議題。

二、專題講座分享

因應在地業者的需求，印研中心特別邀請三位

產業專家與參加的業者分享目前各印刷創新科技

的應用。

1、「好創意帶來好生意」鄭國章理事長(中華民

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

邀請中華民國形象研究發展協會鄭國章理事

長，如何透過好的設計為產品帶來更高的附價值。

鄭理事長舉他自身專案的經驗，設計師運用對於印

刷技術掌握的專業，更容易在競爭市場中找到差異

化，在跨產業跨領域的專案合作中，激盪出來的創

意火花，往往帶來超乎想想的成效。

2、「遇見未來—軟包材的設計與應用」楊凱傑

特助(袋袋印)

由綺益彩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楊凱傑特助，特

地南下高雄分享軟包材的設計與製造趨勢。一般

的民生服務業者，對於現代印刷技術較為陌生，總

認為包裝袋或包裝盒一次生產量就是要上萬個，

後續衍生倉儲與庫存的問題。另外對於新創或微

型企業，來講更是引進設計加值的一大門檻。楊特

助以自家品牌「袋袋印」為例，透過整合式的商業

模式，以數位印刷、數位包裝、線上編輯與訂購，達

到少量多樣客製化，更友善訂單數量，協助跨域的

中小企業商務發展。

3、「UV直噴技術如何讓印刷更生活化」乃靜莉

經理(台灣御牧)

由台灣御牧股份有限公司乃靜莉經理，針對傳

統印刷與數位印刷的差異以實例作討論，另外分

享在我們生活周邊已經採用UV直噴應用的產品

(如3C產品、紀念品、廣告業務、建材裝潢、工業應

用等)，搭配高雄印藝無限設計打樣中心廊道實體

展示，讓參與的其他跨域業者更了解印刷創新技術

的應用及商機交流。

★何謂UV印刷：使用UV光（紫外線）照射讓墨

水固化並附著。輸出時墨水已經乾燥，故可以大幅

度縮短製作交期。樹脂、玻璃、金屬等非吸收性的

各種素材也都可以印刷。從小型物品的裝飾到大型

裝飾、建築&工業設計的領域等，是可以讓創意成

為可能的墨水。

★軟包材商品趨勢：

   ·減重-降低運輸成本。
   ·減少廢氣排放-環保的需求。
   ·保存品質及性能-更長的貨架期。
   ·安心及安全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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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
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 揭曉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 綜合企劃組

「第四屆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於 05月 03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

頒獎典禮，本屆共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邱瑞育同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色

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賴彥臻同學，各獲得最高獎金三萬元；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李昱頻同

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連雅涵同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梁廼鼎同學獲佳作，各獲得獎金五千元。

隨著市場趨勢的快速變化撼動了長久以來以紙本印刷為主的市場結構，包裝與工業印刷

的成長帶動了材料與印製技術的多元性發展；在營運模式方面，也因為數位印刷及電子商務

創新是產業永續發展的命脈，而創新的動能則來自於求新求變的思維與人才。第四屆印刷創新科技

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於5月3日頒獎，盼藉由論文競賽這兼容並蓄的學術平台激勵更多學子探究印
刷相關領域的技術與議題，並將其研究成果回饋於印刷產業。

▲圖1   印研中心陳世芳董事長、蕭耀輝召集人與優秀論文獎得獎同學合影(第一排左起：韓穡教授、陸兆⑦事長、孫支立支授、蕭耀輝召集人、陳

世芳董事長、魏裕昌教授；第二排左起：李昱頻、賴彥臻、連雅斗、邱瑞育、梁廼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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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評審同時評分列出序位，立基點與評分標準

均相同，評審委員秉持客觀、公開、公平的

態度進行評審。論文獎召集人 -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名譽教授蕭耀輝致詞時勉勵獲獎同學

能夠將其所學及研究成果回饋於印刷相關產

業，開創永續美好的人生願景。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陳世芳董事長

也特別提到，由於少子化原因，碩士班以上

研究人員數量逐年減少，每年度產生之論文

數有縮減現象，且鑑於研究生在校論文口試

審查及修改完成時間較長，不一定來的及於

當年度徵件期間投件，因此為廣徵參賽論文，

精進競賽論文品質與數量，擬延長收件時間

至次年 8月 31日前截止，頒獎儀式亦同步改

為兩年辦理一次，希望各系所主任及教授們

皆能多鼓勵研究生共襄盛舉，爭取榮耀。

名次 論文題目 得獎人 指導教授 學校/系所

優秀獎 光變色油墨之塗布與變色效果 邱瑞育 謝顒丞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

文傳播藝術學系(所)

優秀獎 立體器物色差評估技術之研究 賴彥臻 孫沛立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色

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

佳作獎 立體器物色差評估技術之研究 李昱頻
郭文貴教授

魏裕昌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

播系(所)

佳作獎
夜市空間之尋路標識系統研究－以寧

夏觀光夜市、饒河街觀光夜市為例
連雅涵 許杏蓉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佳作獎
夜市空間之尋路標識系統研究－以寧

夏觀光夜市、饒河街觀光夜市為例
梁廼鼎 韓豐年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

文傳播藝術學系(所) 

▼表一    《第四屆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得獎者名單 

的高度發展與社會接受度廣泛而對傳統印刷

經營方式帶來挑戰。這些改變都將促使印刷

產業有更廣泛的揮灑空間，但也更需要其他

跨域專業的共同投入。許多從傳統印刷技術

出身的經營者對於其他領域核心技術難以掌

握，但隨著大環境趨勢的推移，這個產業勢

必重新培養與吸納更多新血的投入，帶來新

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