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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台湾印刷产业价值的省思 

资料来源：《印刷新讯》第48期 作者：张中一 

这十几年来，在新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影响之下，印刷技术大幅度的迈进，也

开始有了自行研发技术成果的累积。但是在产业的光谱上，我们却发现印刷业因为产

值、从业人数、厂商家数的数字不够亮丽而有被严重的忽略的迹象，不仅如此，学校

的印刷科系这几年来在招生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向所谓的热门科系靠拢，由「信息」、

「传播」等名称取代系名中的「印刷」二字。这样的现实对于正在稳健发展的印刷技

术研究或是力求突破创新的印刷业者而言是很残酷的。我们以日本、中国大陆、香港

等印刷业在当地的制造业排名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或地方为例，再与台湾的印

刷产业发展现况做比较，就可以一窥何以在台湾印刷产业的地位与其它国家落差如此

之大的端倪。

日本以精密机械、重工业与化工研究基础造就了世界知名的印刷机及高品质的纸

张与印刷油墨，行销全球。更有爱普生科技、全录等打印机、事务机业者在以印刷为

技术基础之下，发展了因应个人化、实时化、多元化需求的另类印刷。而大日本印

刷、凸版印刷公司在印刷的本业之下，更将生产技术延伸到滤光镜、芯片制作等高科

技上，创造惊人的成绩。在日本，印刷业不只是一个单纯只靠印刷生产的行业而已，

而是涵盖所有印刷相关可以应用或者被应用技术、领域，形成一个庞大的印刷工业与

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本就占有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为因应各省总数几十

万家印刷厂的需求，除了引进高价的国外印刷设备之外，价格较低廉的国产印刷设

备、版材等等亦有庞大的市场，也因此不论印刷业或是相关机材业都有非常广阔的发

展空间。加以2008年办理奥运，势必印制大量的文宣品、纪念品等等以展现其国家形

象，高品质的印制技术更是不可或缺。经济市场开放后，各大国际印刷厂看准了这个

需求，纷纷以上海、广州、深圳等商业发展密集的城市为据点，抢攻市场大饼。而大

陆方面也有计划的发展印刷专区以吸引港台及其它国家投资者一起加入大陆印刷产业

发展的行列，营造出世界印刷中心的气势与形象。

香港虽然在人口与土地面积比台湾小，缺乏重工业，但是凭借着连接欧亚商务转

运点的优势，经济活动发展蓬勃，对于印刷业的需求自然增加，如今在香港，印刷业

可是排名第三大的制造业。不仅如此，香港极度重视设计产业，而且将印刷纳为创意

设计产业重要的一环，以“印艺”作为印刷的代名词，强调印刷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

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呈现。目前香港的印刷从业人员平均产值高达两、三百万台币，

是台湾的二到三倍，由此可见，政府的产业策略规划对于产业发展何等重要。

与前面三个例子比较起来，不论受政府及社会大众重视的程度也好，业者本身的

观念也好，我感受到台湾的印刷业长期以来只是被视为一个行业(business)，而非具

有宏观规模的产业(industry)。或许内需市场有限，外销市场的饼又没有做大是其中

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大的因素是来自于产业的价值一直没有被建立，以至于学生毕

业后投入意愿较低、业者自己对于产业的重要性、发展性没有认同。事实上，从技术

研究的角度或是部分业界在创新经营上的企图心来看，印刷业都有极为光明的发展前

景。只是从被印材供应、设备机材制造、印刷、下游后加工等等这些参与印刷品生产

环节的厂商，多各自发展，而缺乏彼此整合提携，团结起来打造共同愿景与价值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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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即使国内有少数厂商享有外界极高的评价与知名度，对于整体产业价值的

提升仍然有限。倘若这些成功的案例经验能够被广泛扩散、分享、在同业中发酵而形

成强大的驱动力，必能加速产业向前推进，获得各界肯定。

这一两年来印研中心在技术发展与业界经营方式上鼓吹跨领域整合、形成策略联

盟的做法，其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将印刷之综合性应用技术的价值被彰显出来，印刷不

只应用其它领域的技术，还可以带给其它产业更高的附加价值。这样的观点希望能够

获得政府、业者、学界或社会大众一致的认同，让印刷产业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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