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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設計產業 

 

一、投資台灣 IC 設計產業十大理由  

 

1. 全球 IC 設計業產值第二大 

2. 亞洲 IC 設計業產值第一大 

3. 全球 IC 先進設計技術強國 

4. SoC 全球市佔率第二大 

5. 全球 IC 設計業的創新研發基地 

6. 全球 IC 上下游產業體系最完整國家 

7. 全球產業群聚效益最明顯國家 

8. 成功典範「新竹科學園區」聞名全球 

9. 最接近且最瞭解中國大陸 IC 市場的國家 

10. 外商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最佳策略夥伴 

 

二、台灣 IC 設計產業現況介紹  

 

我國 IC 設計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廠商家數眾多。2011

年總共 250 家，其中廠商規模超過新台幣 100 億者僅 7 家。整體台

灣 IC 設計業 2011 年總產值高達新台幣 3,856 億元，為全球第二大。

產品範圍相當廣泛，主要包括 Memory、Microcomponent、Logic、

Analog、ASIC、ASSP 等，終端應用領域以 PC/NB、手機、消費性

等系統產品為主。隨著 Apple(如 iPhone、iPad 等)產品全球熱銷，台

灣 IC 設計業也正朝向智慧手持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等)3C

整合應用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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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IC 設計企業產業聚落主要集中在新竹以北的科技走廊，其

中超過六成廠商集中在「新竹科學園區」一帶，整個大新竹地區廠

商家數高達 166 家。2011 年前二十大廠商包括聯發科(MediaTek)、

晨星(Mstar) 、聯詠(Novatek)、群聯(Phison)、瑞昱(Realtek)、奇景

(Himax)、立錡 (RichTek)、創意 (Global Unichip Corp.) 、奕力

(ILIETK) 、瑞鼎(Raydium)、凌陽(SUNPLUS) 、鈺創(Etron)、雷凌

(Ralink)、晶豪(ESMT)、智原(Faraday)、義隆(ELAN)、威盛(VIA)、

旭曜(Orise Technology)、矽創(Sitronix)、致新(GMT)等，其中更有

六家擠入全球 Fabless 前二十大公司，表現優異。台灣 IC 設計產業

結構不斷的調整與轉型，群雄競逐，不僅已形成良好競爭氛圍，也

已成為產業發展又一次躍升的重要關鍵。 

 

三、台灣 IC設計產業擁有全球最完整的 Ecosystem

體系 

 

台灣半導體產業以特有的上下游垂直分工方式獨步全球，整個

IC 產業價值鏈分工極細且結構完整，包括上游的化學材料與矽晶

圓，中游的 IC 設計業、IC 製造業、IC 封測業，以及下游的終端

PC/NB、手機及消費性電子為主的系統廠商。還有，設備儀器、基

板、導線架等週邊產業及行政服務支援。台灣 IC 設計產業 Ecosystem

服務體系完整，整個上中下游同步發展，不僅 IC 設計業是全球第

二，而晶圓代工、IC 封測業等更是全球第一。垂直專業分工、彼此

強化且相互支援，產業群聚效果顯著及週邊支援產業完善。台灣 IC

設計產業擁有全球最完整的 Ecosystem 體系，上下游已形成長期穩



3 

定事業共同體，是全球各國競相學習的產業發展典範。有關台灣 IC

產業 Ecosystem 體系，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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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8) 

圖 1 台灣 IC產業 Ecosystem體系 

 

四、台灣是全球 IC 設計產業大國，產值僅次於美

國，全球排名第二  

 

台灣 IC 設計業經歷多次產品生命週期循環，至今已卓然有成，

重要性日益提高。國內 IC 設計業結構不斷的調整與轉型，已成為整

體 IC 產業成長的重要支柱，對國內 GDP 的貢獻也逐年提高。2011

年台灣 IC 設計業產值為 3,856 億新台幣(如表 1 所示)。全球市佔率

高達 20.1%，僅次於美國，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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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 IC設計產業之全球地位 

 2009 2010 2011 

產值(億新台幣) 3,859 4,548 3,856 

全球市佔率(%) 24.8% 24.1% 20.1% 

全球排名 2 2 2 

亞洲排名 1 1 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2/08) 

 

五、全球 IC 設計業先進設計技術的強國  

 

台灣 IC 設計業擁有全球領先設計能力與技術水準，先進設計技

術已與美國同步進入 45nm。最熱門產品線也已由過去的 PC 晶片

組、光儲存晶片，逐漸演變至 LCD 晶片、網通晶片、手機晶片等，

近年來更是朝向智慧手持裝置相關應用的晶片發展。台灣 IC 設計業

在技術能力、產品開發與應用等均擁有領先地位，台灣不僅是全球

IC 設計產業大國，也是先進設計技術的強國(如表 2 所示)。 

 

表 2 台灣是全球 IC先進設計技術的強國 

 美國 IC 設計業  台灣 IC 設計業  

全球  

市佔率  
約 64% 約 24% 

定位  領先者  快速跟進者創新與創意產品  

研發  

投入比重  

20%~30% 

(全球帄均 17%左右 ) 

15%~20% 

(全球帄均 17%左右 ) 

產品等級主要

產品應用  

高階產品  

網路 /通訊 /繪圖  

中高階產品  

資訊 /消費性 /LCD 相關通訊  

設計線寬  90nm65nm45nm 0.18um0.13um90nm65nm45nm 

SoC 發展  3C 整合 SoC/IP 自主  3C 整合 SoC 

產品特色  差異化 /高單價  成本效益 /Time-to-market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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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 IC 設計業的創新研發基地  

 

我國政府於 2002 年即已開始積極推動「國家矽導計畫」，鼓勵

創新智財及高附加價值 SoC 服務產業，期能建構出自主掌握之設

計、製造、產品及服務供應鏈，使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上居於無可取

代的競爭地位。2003-2010 年政府執行「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一二期共投入 195.4 億台幣，並成立「矽導竹科研發中心」。接著，

2011-2015 年「智慧電子國家型計畫」將投入 120 億台幣，期望帶動

國內 IC 設計業轉型至「MG+4C」。十年來「矽導竹科研發中心」

已積極引進智財服務、帄台服務、驗證服務、培訓服務、研發中心，

提供全方位高附加價值整體設計服務，也已使台灣成為全球 IC 設計

業的創新研發基地(如圖 2 所示)。 

 

 

資料來源：矽導竹科研發中；工研院 IEK (2011/08) 

圖 2 矽導竹科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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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接近且最瞭解中國大陸 IC 市場的國家  

 

自從 2005 年貣中國大陸已超越美日，躍居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

場(如圖 3)。台灣在兩岸同文同種、產業結構相近的優勢下，已成為

全球最接近且最瞭解中國大陸 IC 市場的國家。在我國 IC 設計產業

客源分布中，中國大陸就佔了超過一半，而且比率逐年提高，2010

年更是創下 58%的高峰。台灣 IC 設計業擁有全球領先的設計能力與

技術，中國大陸擁有全球最大市場，兩岸優劣勢互補，彼此產業價

值鏈密切連結。台灣已成為外商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橋樑，也

是外商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最佳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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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Insight；CCID；工研院 IEK (2011/08) 

圖 3 中國大陸半導體市場佔全球比率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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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近年來表現優質的廠商介紹  

 

若以廠商規模、營收成長率及純益率來觀察，發現台灣已有許

多優質 IC 設計廠商竄貣，如晨星 (Mstar)、立錡(RichTek)、瑞鼎

(Raydium)、致新(GMT)、原相(PixArt)、松翰(SONiX)、盛群(HOLTEK)、

擎泰(Skymedi)及聚積(Macroblock)等(如表 3 所示)。在台灣 IC 設計

產業重要且優質的廠商名單中，包括晨星(Mstar)、立錡(RichTek)、

瑞鼎(Raydium)等營業收入超過 50 億台幣以上。在純益率方面，僅

瑞鼎(Raydium)8.5%，其餘均超過 12%，晨星(Mstar)更是高達 17.4%。

由此可知，台灣 IC 設計產業結構不斷的調整與轉型，上述重要廠商

已成為整體產業成長的重要支柱。 

 

表 3 台灣 IC設計產業優質廠商名單 

 

2011 2010 2009 

股本 
營業 

收入 
純益率 股本 

營業 

收入 
純益率 股本 

營業 

收入 
純益率 

(億元) (億元) (%) (億元) (億元) (%) (億元) (億元) (%) 

晨星(Mstar) 53.2 356 17.4% 48.4 336 19.5% 46.4 277 17.4% 

立錡(RichTek) 14.9 106 14.4% 15.0 121 18.0% 14.2 84 18.4% 

瑞鼎(Raydium) 6.5 90 8.5% 6.5 92 14.0% 5.3 78 17.2% 

致新(GMT) 8.6 47 14.6% 8.6 50 16.2% 8.6 41 16.5% 

原相(PixArt) 13.3 32 15.4% 13.1 45 17.9% 13.0 38 22.6% 

松翰(SONiX) 16.8 33 16.5% 16.8 44 18.4% 16.8 38 20.0% 

盛群(HOLTEK) 22.4 33 15.8% 22.4 40 19.4% 22.2 31 19.8% 

擎泰(Skymedi) 6.4 27 12.8% 4.6 27 26.9% 4.1 17 1.6% 

聚積(Macroblock) 3.3 20 14.5% 3.3 19 16.1% 3.3 13 14.2%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2/08) 

 

九、台灣 IC 設計產業榮景可期  



8 

 

綜觀台灣 IC 設計產業現況，無論在產業聚落、產業規模、研發

能力及技術水準之整體 Ecosystem 服務體系，均明顯較其他國家具

有競爭優勢。台灣 IC 設計產業藉著整合上中下游廠家之間的專業分

工，並結合台灣本身的 ICT 技術優勢，創造出獨特的產業發展方式。

台灣 IC 設計產業同時兼具成本優勢及技術卓越與靈活的生產方

式，在全球扮演著關鍵重要的角色。 

在後 ECFA 時期，兩岸政商氣氛良好，彼此已建立「兩岸搭橋

專案」。再加上，我國政府已解除台灣 IC 設計業者赴中國大陸投資

限制，包括技術、人才、資金等。未來兩岸價值鏈結合趨勢下，產

業榮景可期。因此，台灣 IC 設計產業極具投資的價值與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