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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紡織—導入AI 圖形辨識開創新商模 1 
黃銘章   謝佳宏   連雅慧   顏惠結 2 

壹、 緣起 

2017 年 9 月，坐落於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上的一棟高樓裡，午後時刻，窗外正是大

好天氣的藍天白雲，台北市高低錯落的建物映入眼簾，繁忙的街道上，行人及各式車輛川流不

息，一如往昔，如果沒有繁雜事情掛在心頭上，應該是一個讓人想要悠閒放鬆的好時光，此刻，

坐在二十一樓總部辦公室裡的和明紡織執行副總經理李桂林，正在盤算著如何運用新科技，解

決公司設計人員常常為了找出一片倉庫裡的樣品，而耗費幾星期時間的困擾，同時，也可以縮

短新產品開發打樣到量產的時程，並無心欣賞眼前的景色，此時的李副總內心糾結而沉重，和

窗外晴朗開闊的藍天，成了強烈的對比。 

現任的和明紡織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富泉是第二代接班，李桂林則是陳富泉身邊最重要的得

力助手同時也是賢內助，兩人個性互補合作無間，在事業上，陳富泉操盤工廠與公司的內部營

運管理，李桂林則負責行銷及新品開發等對外客戶溝通。此次，為了解決客戶要求縮短產品交

期與公司內部倉庫管理零碼庫存的問題，公司藉由 AI 新科技來改變，只是新科技到底帶來多

少效益？投入的成本對應產出的效益，是否值得？對公司帶來的營運改變又有甚麼不一樣？ 

貳、 產業介紹 

台灣紡織產業鏈完整，從上游原料端的「天然纖維」（毛料、棉花、絲、麻等）、「人造纖

維」（聚酯、尼龍、壓克力等）、加工絲、紡紗業、染整、織布業，一直到下游的成衣製造與

批發買賣。其中織布業定義為「從事以各種材質之紗（絲）為原料織造布疋之行業」（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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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2017），包括棉毛梭織布業、人造纖維梭織布業、玻璃纖維

梭織布業、針織布業及其他織布業，其各分類之涵蓋範疇如圖 1： 

圖1  織布業組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長期以來我國在紡織品貿易中，織布產品皆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占我國紡織品的出口總

值將近七成。2019 年前五大布料出口市場分別為越南、中國大陸、美國、印尼及香港，此五大

市場合計占布料出口比重達 59%（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2020）。 

台灣織布產業的總體營收（如圖 2），在 2013 年到 2020 年呈現下滑的趨勢（財政部「財政

及貿易統計」，2021），主因在於受到全球消費市場趨緩，參與區域整合及自由貿易協定進度落

後，加上其他新興國家搶單競爭的影響所致。台灣布類的出口總值於 2016 年出現明顯下滑，

僅有 67.16 億美元。近年因中國大陸產能擴張，對台灣織布需求下降，越南則因台灣下游成衣

廠商產業拓展，在出口占比方面明顯提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拓展會，2021）。 

在廠商家數方面，織布業近年來大致呈現下滑的趨勢，其中以 2015 年到 2020 年下降幅度

最大，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大陸配合全球快時尚趨勢產能擴張，以及印度織布業的崛起，影響織

布業的市場板塊，以及 2020 年全球各國因疫情封城導致需求大幅下降。此外，自 2015 年開

始，經濟部工業局推動製程數位化，將生產力 4.0 系統導入織布業，結合資通訊技術，透過聯

網設備帶動生產效率及變化彈性，創造少量多樣化的生產機制，讓台灣織布業可隨時因應國際

織布業局勢變化而調整，甚至創造台灣獨有的織布業未來發展模式，此時是台灣織布業藉由創

新，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透過資通訊整合增加生產力的最好時機。（台灣趨勢研究公司「織布

業發展趨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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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織布業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 和明紡織發展歷程 

1976 年和明紡織創立，採用天然纖維作為原料，主要生產高品質的梭織格子布料，客戶都

是國際知名精品品牌商，每年推出數十種新功能性與流行樣式布料，屬於少量多樣的客制化生

產模式。早在 1980 年代，和明紡織已擁有設計團隊。來到 90 年代，和明紡織為了因應下游

客戶外移潮，採取強化自動化設備，捨棄主打高產能的日本織機，改買可彈性生產多種布料

的歐洲織機應戰，而提高技術門檻，讓和明紡織迅速站穩腳步。（顏惠結，2021） 

為了因應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藉由政府的計畫案，和明紡織自 2012 年開始，成立 40

人研發中心，並斥資 3 億元擴增生產設備，另外每年投資七位數，聘請歐洲品牌的設計與工

務顧問來台做教育訓練。」李桂林說出了當年的決心，一年半後，終於開發出可量產的機能性

短纖布料，如防水透濕的純棉雨衣布等，單價就比傳統格子布高出一倍以上，毛利也大幅增加，

到 2017 年公司年營收已經超過 6 億元。 

肆、 全球快時尚與大量庫存樣品布問題來源 

2015 年起，全球快時尚趨勢形成風潮，各大精品品牌都要求縮短交期，從蒐集流行趨勢、

尋找供應鏈、確認樣布、量產出貨，整體流程平均由 13 個月濃縮至 9 個月。由於快時尚風行，

和明紡織被逼不得不「快速」生產更多「量少」和具有「差異化」的各式布料，只是這樣的運

作模式，雖然勉強符合客戶需求，卻也降低生產效率和讓庫存品持續增加，如何改善，一直是

李桂林要解決的，「和明紡織的少量多樣化生產模式，要提升生產速度其實非常有限，生產時

間動不了，由於研發新面料前需要檢查是否有庫存品，依以往經驗，光是到倉庫搜尋，平均就

要花費 4 個星期，因此，縮短尋找庫存品的時間應該會是一條可行的路！」這是李桂林思索後

的初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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