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人形機器人元年 
零組件為箇中關鍵，台廠利基在何方? 

全球科技創新浪潮下，人形機器人產業正以驚人速度崛起，輝達等關鍵業者

領軍成為市場成長的關鍵推手，並被視為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 

根據 DIGITIMES 最新機器人市場報告評估，在物理 AI(Physical AI)熱潮下，全球業者積

極投入發展人形機器人，但由於硬體零組件成本因素，3~5 年間難以在各行各業迅速普

及，預估未來五年內成長規模有限，2030 年人形機器人僅佔全球機器人市場的 2%。 

DIGITIMES 指出，近年內會以輪式移動配置單或雙臂夾爪/吸嘴的「人形 0.5 版」機器人

在特定場域執行簡易動作為主，只有當零組件的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外型似人的「人

形 1.0 版」機器人才能大規模地在各行各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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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全球機器人需求增長受到多重因素推動，包括勞動力不足與成本上升、工業 4.0 的推

進以及 AI 技術的整合等。尤其過去受限於技術，人形機器人開發成本居高不下，雖有業者

持續投入研發人形機器人，但人形機器人仍難以進入大規模商業化階段，但隨著近年 AI 技

術應用的大幅提升，才有大量的資金和人才湧入商業人形機器人領域。DIGITIMES 預估在

2025 年機器人 88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中，人形機器人僅佔 0.2%，而在 2026 年就會攀升到

0.8%的佔比。 

DIGITIMES 定義人形機器人分兩種類型、兩個階段。在 2025~2028 年，全球機器人

產業將從成熟的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進一步演進，朝向輪式移動配置單或雙臂夾爪或吸嘴

來取物架構的機器人發展，此可視為「人形 0.5 版」，推動在特定場域執行簡易動作為主

要訴求。但由於目前人形機器人造價遠高於同量級工業機器人，製造業業者難以承擔大規

模導入人形機器人的購置成本，這也導致人形機器人的數量難以在這期間大規模導入，零

組件成本的降低就成為這階段人形機器人發展所需要面臨的挑戰。 

DIGITIMES 預估在 2029 年後，隨著技術進步與規模經濟效益，雙足移動與雙臂自由

度手掌架構的模組成本將大幅下降，進入可大量量產階段，此階段的「人形 1.0 版」機器

人具備雙足移動、雙臂搭載靈巧手的完整配置，能執行更複雜的任務，將會推動人形機器

人的導入加速，並且應用領域會從工業逐漸涉及至服務業等場景。而隨著與人協作和互動

的情景增加，人形機器人的發展除了考量軟硬體因素外，安全規範也將成為需要著重的方

向。 

本研究報告將會探討人形機器人的發展趨勢，從業者策略、應用情境挖掘出產業趨勢

的脈絡以及面對的挑戰關鍵，並且針對軟(AI)、硬(零組件)以及安全規範等方面，來探究人

形機器人發展將面對的問題挑戰，以及解決方案，並以此指出人形機器人市場的短中長期

發展趨勢。 

展望未來，在 AI 的帶動之下，人形機器人作為物理 AI(Physical AI)的一環，也將會對

產業帶來衝擊與變局。核心的關鍵在於甚麼時候發生、從哪裡發生，以及如何發生，這也

導致市場的目標明確，但中間的路途卻充滿著變數，此亦是本研究報告所探討的核心關鍵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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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機器人需求增長受到多重因素推動，包括勞動力不足與成本上升、工業 4.0 的推進以

及 AI 技術的整合等。全球機器人市場現況依區域而言，美國市場受益於製造業、醫療保健和

物流的技術創新，特別是手術機器人和倉儲自動化技術的進步，滿足對效率和精度的需求。

美國的研發投資和創新生態系統使其在全球市場中保持領先地位，尤其在 AI 驅動的移動機器

人和醫療應用方面。 

亞洲市場，特別是亞太地區，主要由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強 大製造業基礎和政府自動化

政策推動機器人發展。中國的汽車和電子行業以及政府對自動化的支持推動市場增長。日本

因老齡化人口，專注於長者照護和個人輔助機器人，韓國則在工業和服務機器人領域表現突

出。亞洲的製造業基礎和政策支持使其成為全球機器人市場的領導者。 

歐盟方面，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在工業自動化和醫療機器人領域領先，受到老齡化人口

和醫療工作者短缺的驅動。歐盟的自動化政策和對安全機器人技術的強調促進市場增長，特

別是在汽車製造和醫療應用方面。另外，歐盟在協作機器人(cobot)和 AI 整合方面表現突出。

協作機器人與人類安全合作的能力，在製造、農業和醫療等領域的應用迅速擴展。 

DIGITIMES 觀察，人形機器人將無法一步到位，將朝「人形 0.5 版」與「人形 1.0 版」方

向發展，「人形 0.5 版」架構專為特定場域與簡易動作需求設計，透過模組化移動與取物架

構有效降低成本，推動人形機器人應用的初步落地。而「人形 1.0 版」則高度與人類相近，

具備雙足移動、雙臂搭載靈巧手的完整配置，能執行更複雜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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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MES預測，2025年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將達 88億美元，其中人形機器人（0.5版

與 1.0 版）佔比約 0.2%。隨後，2026 年至 2030 年間，市場規模預計將迎來兩波顯著增長。

第一波增長將於 2026 年出現，屆時「人形 0.5 版」憑藉成熟的機械手與輪式移動架構生態

系，能快速根據用戶需求提供客製化產品，且生產成本趨近甜蜜點，推動特定場域需求快速

增長，使人形機器人市場佔比從 0.2%大幅提升至 0.8%，增長約 0.6%。 

第二波增長預計在 2028 年，「人形 1.0 版」因硬體成本達到規模經濟、AI 模型應用更為

成熟等因素，進一步帶動市場擴張，人形機器人市場佔比將增加約 0.5%，達到 1.5%。到

2030 年，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預計將成長至 206 億美元，其中人形機器人佔比約 2%。這兩

波增長反映了技術進步與成本優化對市場的推動作用，特別是人形機器人在特定應用場景中

的快速普及與成本結構改善，將成為市場擴張的關鍵驅動力。 

  

 圖 工業、服務、人形機器人架構組成列表 

 

 

資料來源：DIGITIMES，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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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人形機器人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未來 3~10年隨著移動能力、智慧程度和安全保

護功能的增加，人形機器人將進入不同的應用場域，協助人類提升生活品質。 

製造場域的特性封閉、突發狀況較少，且工序明確、標準化，服務場域則多樣化，工序

不確定性高、難以標準化，家用領域更是環境高度變化，各家庭作業環境情況極為複雜、甚

至混亂，需要極高的自主規畫能力應對高度客製化的應用場景，以及優異的手部靈活度執行

複雜的工作。 

未來，人形機器人不但能在製造領域負擔過去工業機器人無法觸及的工作，更能走進服

務領域、甚至家用領域，協助人類處理日常生活五花八門的家務，提升人類生活品質。 

  

 圖 2025~2030 年全球機器人、人形機器人市場規模預測 

 

 

資料來源：DIGITIMES，2025/7 

   

    

    

    

    

                                       

       

機器人
  人形 人形 

人形
         
  

人形   版需求增長
  需求 製化設計
 成本趨   點

人形   版需求增長
 硬體成本達規模經濟
   模型應用較成熟

年



  

No.5, 2025/07 

9 

普遍來看，全球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動能，主要還是來自廠房所需要的產線製造、搬運，

乃至於視覺識別等，藉此來降低廠房人員的工作生理與心理上的負擔，藉此減少不必要的人

為疏失，以提升廠房的運作效率。而廠房內所需要的機器人系統，多以多軸機器手臂為主，

透過多顆馬達驅動，來轉動手臂不同的方向，或是靈巧手的控制，來因應工廠內不同的製造

情境需求。 

更甚者，因應工業 4.0 或是智慧工廠概念需求，工廠產線為能彈性對應客戶多元的產品製

造需求，多軸機器手臂的系統設計也會增加不同的感測元件，例如機器視覺或是距離感測，

是較為常見的感測元件，但若是要因應更為特殊的應用場域，例如人機協作或是高溫的作業

場域，那麼 MEMS 加速度計與陀螺儀，以及溫度感測器等晶片便能派上用場。 

從系統控制的視角來看，隨著多軸機器手臂需要滿足多元的製造場域需求，每支機器手

臂的整合控制與多顆馬達的協同運作，勢必需要有控制器元件擔綱其統合角色。機器手臂所

需要的控制器元件，大體上可以視做是嵌入式系統主機板的一種垂直應用，在早期，這類嵌

入式系統所用的處理器，多以 x86 處理器壟斷整個市場，但隨著以 Arm CPU 為基礎的處理

器在市場能見度逐漸提升後，基於成本與性價比等因素的考量，近年來，嵌入式系統業者也

開始採用 Arm CPU 為主的處理器產品，讓客戶群可以有更為多元的選擇。 

然而，相較於工業多軸機器手臂的單一工作需求，人形機器人所面臨的服務場域顯得多

元且複雜，其次，有鑑於人形機器人方處在初步發展階段，在人機互動的情境上，如何確保

 圖 人形機器人短中長期應用場域與發展 

 

 

資料來源：各業者，DIGITIMES，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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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安全，在現行的產業規範上，也未有一致性的具體內容可供參考，也因此，所需要

的感測器、MCU 數量勢必會有所增加，藉此提升其系統的穩定性與安全性，此外，控制器元

件本身的系統效能也必須要能夠大幅提升，舉例來說，處理器內建的 CPU 數量與核心時脈乃

至所需的製程等環節也要進行升級，方能帶動控制器元件的性能提升。 

訊號傳輸方面，由於感測器數量的增加亦或是影像感測器的畫素提升，也會帶動傳輸資

料量的增加，所以如何確保訊號傳輸的穩定性以及低延遲性，亦是極為重要的關鍵。所以整

體來說，人形機器人系統所需要的半導體元件成本乃至於開發難度將大幅提升，對於人形機

器人的短期發展來說，不甚有利。 

DIGITIMES 觀察，2025~2028 年，全球機器人產業將從成熟的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進一

步演進，朝向輪式移動配置單或雙臂夾爪(或吸嘴)取物架構的機器人發展，此可視為「人形

0.5版」，此架構專為特定場域與簡易動作需求設計，透過模組化移動與取物架構有效降低成

本，推動人形機器人應用的初步落地。輪式移動結構相較於複雜的雙足設計更具成本優勢，

適合執行如物流搬運、簡單物件抓取等任務，廣泛應用於製造、倉儲及服務業等場景。 

展望 2029 年後，隨著技術進步與規模經濟效益，雙足移動與雙臂靈巧手（高自由度手掌）

架構的模組成本將大幅下降，進入可大量量產階段，此階段的「人形 1.0 版」機器人具備雙

足移動、雙臂搭載靈巧手的完整配置，能執行更複雜的任務，如精細物件操作、人機協作及

跨領域應用。此類人形機器人將廣泛應用於醫療、家庭服務、教育及娛樂等領域，快速普及

並融入日常生活；另外，隨 AI 技術的持續進步，將賦予人形機器人更強的環境適應力與自主

性，進一步推動其市場滲透率，開啟人形機器人時代的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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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025~2030 年人形機器人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DIGITIMES，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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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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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評析，並提供諮詢服務為客戶帶來產業宏觀趨勢與注入前瞻價值。 

DIGITIMES 研究服務掌握科技產業全球供應鏈，專注於資訊、消費性電子、通訊、半導體、汽車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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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篇高影響力的報告。未來，研究中心將持續推動前沿科技研究，擴展內容和服務範圍，致力成為提

供關鍵洞察和引領科技發展的先驅。 

研究報告  到府簡報 

研究報告涵蓋七大領域 23 個頻道與

全球產業數據，每年發佈超過 300

篇報告，內容以分析全球及台灣產銷

狀況、產業發展現況、產品技術趨

勢、領導廠商策略及競爭態勢。包括

區域及新興市場研究和關鍵零組件發

展，即時提供客戶所需的產業情報，

為台灣最專業且權威的產業分析服

務。 

 以九大分類提供宏觀大勢/供應鏈布

局、半導體、Display Trends 通訊

產業趨勢/5G/B5G/、垂直應用/專網

/O-RAN、NB/高效能運算(HPC)/ 

Cloud、EV/未來車、AI、物聯網

(IoT)、智慧應用/數位轉型等領域的

研究報告為基礎，整合當前產業發展

熱門議題，提供企業專屬的到府簡報

服務。 

系列論壇  Special Report   顧問專案 

以科技大勢為焦點的系列論壇，每年

精心策劃四場圍繞當前熱門議題的精

彩活動，探討最新科技趨勢與創新應

用，此外，還有一場年度重磅論壇，

科技大勢展望未來，解析未來科技發

展方向與潛在機遇，幫助企業掌握先

機，提升競爭力。論壇旨在促進科技

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推動創新發展，

共同迎接科技新時代的挑戰和機遇。  

 每年推出四篇長篇報告，深入分析當

前焦點產業，提供全面的產業脈絡、

市場動態及技術演進。報告旨在為企

業領袖、投資者和從業者提供權威的

資訊和深刻的洞察，幫助他們掌握產

業趨勢，做出明智決策。通過詳細的

數據分析和專業見解，助企業在快速

變化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洞悉未

來發展機遇，驅動創新和增長。 

 根據企業的研究需求，訂定專屬研究

範疇，提供量身定制的研究服務。專

注於資訊、消費性電子、通訊、半導

體、汽車科技、人工智慧、物聯網、

平面顯示器等領域。以深入的產業分

析和專業見解，助力企業洞悉市場趨

勢，制定精確策略，在快速變化的科

技環境中抓住機遇，實現創新和提升

競爭力。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research/   

聯絡我們 

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跟我們聯繫，我們很樂意為您服務。 

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傳真：+886-2-8712-3366 

客服專線：+886-2-8712-5398 客服信箱：member@digitimes.com 

https://www.digitimes.com.tw/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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