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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主要總經數據

GDP CPI/WPI 基準利率

產業結構

官方貨幣 FDI

（2023Q2）

7.3％

（2023Sep）

CPI5.02％
（2023Feb

結束升息循環）

6.5％

（2022-23）

7.33％

盧比

青年失業率
23.22％

WPI-0.2％

進出口

（2022-23）進口
7,140億美元

出口
4,510億美元

約83盧比／
美元

（2022）

713.55
億美元

（2022-23）

農工服

資料來源：OECD、 MOSPI 、印度經濟顧問辦公室、RBI、印度商工部、 DPTII、世界銀行，MIC整理，2023年11月

失業率

人口

（2022）

14.17
億人

世界之冠 YoY
-15.89％



印度工業4.0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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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1.0到4.0演變
1784

工業1.0
1870

工業2.0
1969

工業3.0
2011

工業4.0
水力與蒸氣，工廠開始使
用機器生產

電力取代水力與蒸氣，大
量生產的流水產線出現

進入電子資訊時代，自動
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機器與機器間透過數據互
相傳遞訊息，以智慧製造
為重點

工業 4.0 所
需資訊技術
與基礎設備

物
聯
網

雲
端
運
算

大
數
據
分
析

先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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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機
器
人

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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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與
管
理

擴
增
實
境

積
層
製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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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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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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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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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器

位
置
偵
測

人
工
智
慧

人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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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邊
緣
運
算

資料來源：浦納國際中心（Pune International Centre），MIC整理，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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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國家工業4.0發展概況

製造業占全球比重
（2022）

製造業占國內GDP
（2022）

30.5%4.6% 1.6% 2.8%2.6%15.6%＊ 6.4%＊

13.3%25.6%8.4%18.5% 27.7% 20.5%*10.7%*

IMD數位競爭力排
名（2022） #2 #8

＊備註：截至2023年11月世界銀行並無公布美日2022年製造業增加值數據，灰字處為2021年資料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競爭力中心（IMD）、印度全國軟體和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彭博新能源財經 （BNEF），MIC整理，2023年11月

#16#17 #29#19 #44

BNEF工業數位化
排名（2022） #3 #７ #5 #4 #1 #6 #20

工業4.0發展概況
簡述

工業4.0主要領導者 工業4.0主要創新者

 作為中國大陸從
「製造業大國」
邁向「製造業強
國」的戰略計畫，
《中國製造2025》
計畫2015年提
出，加速採用工
業4.0技術

 作為工業革命的
發源地，2013 
年推出《英國工
業2050戰略》

 政府投資1.47億
英鎊支持工業數
位技術實現英國
製造能力的轉型

 《製造業創新3.0》
2014年提出，擬
透過新興技術導
入智慧生產概念

 2025年預計打造
3萬家智慧工廠，
並培育4萬名工
程師

 2025年目標製造
業占GDP達25％

 預計在2047年前
建立網路化、智
慧化的國家基礎
設施網路，使其
成為「智慧國家」

 工業4.0的發源地，
2010年推出首個
數位化整體策略

 2025年預計工業
4.0將帶來4,250
億歐元的附加價
值增長

 2011年啟動先進
製造合作夥伴關
係計畫（AMP），
為工業4.0鋪平道
路

 2016年提出「社
會5.0」概念，欲
以科技解決社會
問題，目標在
2030年前建立串
聯AI、機器人、
物聯網等超智慧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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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距離2025年製造業占GDP25％目標相去甚遠

15.1

30.754.2

服務業

農業
工業

2022-23
印度產業結構

印度製造業占
GDP比重 13.3%

莫迪政府2025年目標：
製造業占GDP達25％，約1兆美元
1.政策輔助
2.智慧製造

資料來源：印度工業聯合會( CII ) 、世界銀行，MIC整理，2023年11月

4,022
3,816

3,774

4,559 4,509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印度近10年製造業產值
單位：億美元

2025年目標

25%
印度工業4.0現狀與未來

40％

2025年
數位科技占製造技術支出

50％

數位科技支出用於
工業4.0比重

印度因過早的「去工業化」導致該國被迫走向服務業優先的產業道路，工業則以資源密集型為主體
現任總理莫迪上任後雖祭出諸多措施，但與先進國家的工業差距短時間內仍難彌補，加上疫情攪局，2022年印度製造
業占GDP比重仍只有13％，要達到2025年的25％目標只能透過更強力的政策補助，以及發展智慧製造來擴大製造能量

50％

目前
工業4.0的支出

40％

基礎技術
例如雲端和物聯網

40％的公司為此卻處在
概念驗證階段（PoC）



印度智慧製造相關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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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第二任期莫迪第一任期

全國電子
產業振興
政策
（NPE）

莫迪提出「印度製造」與「數位印度」願景政策

2014 2015 2020 2023 2024

爆發
疫情

分階段製造計畫（PMP）

生產連結獎勵（PLI）

電子零組件與半導體製造計畫（SPECS）

電子製造聚落計畫2.0（EMC2.0）

SAMARTH Udyog Bharat 4.0

Gati Shakti擴大基建計畫

半導體和顯示器製造生態系
統改進計畫

印度出口商品稅捐減免計畫（RoDTEP）

資料來源：MeitY，MIC整理，2023年11月

「印度製造」與「數位印度」作為莫迪執政根基，製造業的數位化轉型成為政府推動下的明確方向，相關補
貼值得業者多加留意

進口替代：目標和支持性政策 產業升級：目標成為全球移動和電子製造中心

PLI2.0

商品及服務
稅（GST）
新制 印度自力更生計畫

全
國
大
選

電子製造聚落計畫（EMC）

提
出
印
度
製
造

商品出口計畫(MEIS)

提
出
數
位
印
度

廢鈔令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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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提升本土製造能量為核心

生產連結獎勵計畫
（PLI）

修改的電子製造業聚
落計畫（EMC 2.0）

電子零組件與半導體
製造計畫（SPECS）

印度出口商品稅捐減
免計畫（RoDTEP）

增加銷售 零件自製 出口減稅 建立聚落

 2020年啟動，針對14
項關鍵產業編列近2兆
盧比（約240億美元）的
補助，針對印度製造
產品銷售增量提供4～
6％之獎勵

 與EMS相關占PLI整體
規模的25.7％；與汽
車相關的占PLI整體規
模的23.4％

 2020年啟動，對於
特定電子商品清單
提供資本支出的25
％財務補貼，總補
助高達328.5億盧比
（約3.9億美元）

 自確認之日起5年內
進行的投資將有資
格獲得獎勵

 2021年8月發布，
取代原先印度商品
出口計畫（MEIS）

 廠商可自出口貨物
中無法抵扣之關稅
或稅收成本中獲得
補貼，退稅率約為
出口離岸價（FOB）
之0.01％至4.3％

 2020年重新啟動，預
計8年內補助376.2億
盧比（約4.5億美元）

 提供基礎建設專案成
本50％補助，但每
100英畝土地補助限
額為7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政府門戶網站、印度電子和通訊技術部（MeitY），MIC整理，2023年11月

對特定產業提供相對優渥的補助措施，尤其電子產業，對有意赴印度投資的業者而言可以減輕初期
投資成本壓力，降低打造智慧化產線的門檻

印度：Make in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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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力推數位轉型目標

數位基礎設施 公民的數位賦權按需治理及服務

寬
頻
高
速
網
路

農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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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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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城
市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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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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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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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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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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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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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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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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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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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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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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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數
位
化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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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電
子
化
政
府

公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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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存
取
計
畫

公
共
服
務
中
心
（C

SC
）
和
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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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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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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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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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促
進
就
業

透
過
培
訓
、
建
立
業
務
流
程
外
包
和
加
強
技
能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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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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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勞
動
力
進
入
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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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全
體
數
位
化

建
立
公
民
參
與
治
理
平
台
、
開
放
資
料
平
台
等

印度聯合內閣8月宣布延長「數位印度」計畫五年至2025財年，並獲1,490億元
盧比（約18億美元）預算支出；2023財年預算為479.5億盧比（約5.8億美元）

延長計劃涵蓋26.5萬位IT領域人才的培訓計畫外，還有52.5萬名IT專業人員接受
再培訓和技能提升，有助解決數位基礎設施與高素質技能人才缺乏的問題

資料來源：印度電子和通訊技術部（MeitY），MIC整理，2023年11月

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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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2047年前三階段工業 4.0藍圖
2021-2025 2026-2035 2036-2047

建立核心 整合能力 乘倍提升
工業3.0＋工業4.0

數位及數據感測器及
自動化

工業4.0

實現實體與數位的整
合，提供智慧化新品、

服務與平台

工業4.0＋邁向5.0

建立網路化、智慧化
的國家基礎設施網絡，
使其成為「智慧國家」

 整合實體與數位基礎設
施，打造智慧城市的數
位孿生（Digital Twin）

 智慧企業具備的生產系
統已實現大規模客製化
和新平台商業模式

 擁有智慧國家基礎設施網
絡的「智慧國家」

 達成智慧、永續、自我感
知且能自主互聯的平台，
奠定工業5.0基礎

 全產業鏈網路化、智慧化、
自主化，利用當地資源進
行分散式本地生產

 建成安全數位網路基
礎設施、5G網路和智
慧城市（100座）

 創建工業4.0核心技術
的本土能力

 打造25家工業4.0示範
燈塔

資料來源：浦那國際中心（Pune International Centre），MIC整理，2023年11月

印度有意以國家力量扶持工業4.0發展，完善數位基礎建設與相關生態系統，有利廠商內外部鏈的資訊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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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已孵化10座燈塔工廠
燈塔工廠 (Lighthouse factories) 為WEF與McKinsey所合作提
出之概念，目的在追蹤工業4.0方面展現領導力的製造商

印度
（鋼鐵及藥廠占五座）

全球 132座
(截至2023年9月)

資料來源：WEF、McKinsey、各業者，MIC整理，2023年11月

塔塔鋼鐵
（Tata Steel）

鋼鐵產品

面對停滯不前的運營KPI和
即將喪失的自產原材料優勢，
擁有110多年歷史、文化和
傳統技術的塔塔鋼鐵工廠在
採購和製造領域部署200多
個工業4.0案例。其結果：

採購成本 4％
服務成本 21％
生產力 20％
逃逸排放 50％

新動力
（ReNew Power）

再生能源

面對指數級的資產成長和新
進業者不斷增強的競爭力，
印度最大的再生能源公司
ReNew Power投資工業4.0
技術，以增加產出並提高營
運效率。其結果：

利潤 29％
停機時間 31％
計畫外維護 30％
生產力 31％

瑞迪製藥
(Dr. Reddy's 

Laboratories)
仿製藥

面對嚴重的價格侵蝕和快速變
化的品質要求，擁有25年歷史
的瑞迪製藥開始大規模數位化，
以維持和發展仿製藥市場。透
過在車庫模式下運作並利用工
業物聯網和民主化平台進行高
級分析，其部署40多個工業
4.0案例。其結果：

製造成本 43％
能源消耗 41％
良率優化 22％
生產力 90％

CEAT
輪胎

為搶占更多的市占率，以及
採用更環保的材料並滿足嚴
格的製程規則。CEAT投入
工業4.0，例如透過高級分
析以優化周期時間，以及與
運營商連接的數位化行動。
其結果：

周期時間 20％
製程廢品 46％
能源消耗 15％
銷售額 250％



印度智慧製造之臺廠投資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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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廠在印度投資製造相關產業相對多元

清
奈

班
加
羅
爾

孟
買

新
德
里

西印度：屬商業較發達區域，臺商設立形態較多

北印度：辦事處為主

南印度：印度製造業主要區域，班加羅爾及清奈
分別被稱作印度矽谷與印度底特律

營建：中鼎
機車零組件：信通交通、
弘正
水泥：亞泥

資通訊／電子：台達電、光寶
橡膠：台橡、中橡
電機機械：東元電機

鞋業：豐泰、萬邦
工業電腦：研華
化學：福盈
電機機械：東台精機、
東元電機

資通訊／電子：鴻海、宇瞻、
宏碁、臻鼎、正崴、和碩、台
達電、台表科
汽車零組件：美達工業
工具機：友嘉

臺灣主要製造商赴印度投資（依產業別）

EMS 鴻海（爭取補貼）、和碩

PCB 臻鼎

SMT 台表科

電力供應商 台達電、光寶

筆電 宏碁（投資當地ODM廠）
、華碩（委外代工）

連接器 正崴

記憶體 宇瞻（攜手當地合作夥伴）

工業電腦 研華

工具機 友嘉（合資）

電機機械 東元電機（合資）、東台精機（技轉）

營建 中鼎

汽機車零組件 美達工業、信通交通、弘正

鋼鐵 中鋼

製鞋 豐泰、萬邦

紡織 南六

橡膠 中橡、正新、台橡（與當地業者合資）

水泥 亞泥

化學 福盈

鋼鐵：中鋼
電機機械：東元電機
資通訊及電子相關：華碩

紡織：南六
橡膠：中橡、正新

備註：僅列出在印度具備生產製造能力的部分臺商，非詳盡
資料來源：各公司，MIC整理，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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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不同角色切入印度智慧製造方向各異

需
求
考
量

供
給
考
量

衡
量
成
本
、
利
潤
、
製
程
難
度
、
產
品
及

原
材
料
複
雜
度
等
利
弊

評
估
競
爭
對
手
、
關
稅
、
市
場
商
機
等

 跟隨客戶
 開發市場
 降低成本
 分散風險

不同產業對於赴印度
投資考量不同

透過「新加坡工業智慧指數」
（Singapore Smart 
Industry Readiness Index，
SIRI）衡量14個產業別，
僅有電子產品、半導體、能
源及化學品（下游）、物流
等四項產業在數位轉型（發
展工業4.0）的成熟度與整
體性同時具有較佳的表現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印度全國軟體和服務
公司協會（NASSCOM）、MIC，MIC整理，
2023年11月

針對智慧工廠及智慧製
造提供相關設備、技術
及系統

 以汽車、電氣設備及
電子產業為首的離散
製造商占整體工業4.0
投資的75％

 連續製造則持續在製
程自動化方面加大投
資

 從技術角度，雲端、
物聯網、大數據分析
依序占據工業4.0投資
金額的前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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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印度工業4.0是一雙面刃

內外鏈資訊串聯 高素質技能人才要求

供應鏈複雜度及串聯成本 人力資源管理成本

品質檢測

人員素質

製程技術

智慧化調整製程，提高良率同時減少產品
回流再製時間

初期投資成本高

降低人為影響，解決缺工與管理問題

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要求提升

材料管理 精實成本管理

與供應商缺乏系統串接，溯源
不易

提高精準度、即時檢測

模型訓練成本高，少量多樣生產
環境須花費時間建立劣質品樣本

資料來源：MIC，2023年11月

並非所有產業都適合投資智慧製造，由於初期投資成本較高、當地外部鏈的生態系還未健全，以及高素質技
能人才的缺乏，應綜合成本、利潤、製程難度等條件進行衡量，將智慧製造納入選項但不盲從

初期投資成本高

製程難度及回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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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面臨長期的經常帳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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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金額及貿易逆差 進口前五大商品（占總體進口比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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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 465,580.99 514,078.42 474,709.28 394,435.88 613,052.05 714,042.45 273,092.69

出口 303,526.16 330,078.09 313,361.04 291,808.48 422,004.40 450,958.43 176,9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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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4礦物燃料

珠寶及貴金屬

電子產品

機械設備

有機化學

資料來源：印度商工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MIC整理，2023年11月

印度2022財年貿易逆差來到2,630.84億
美元歷史最高水平

印度本土缺乏電子上游的關鍵製造能力，
電子元件進口額來到676.37億美元，年
增8.24％。隨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該金
額恐將逐年遞增，印度政府無法承擔進口
電子產品來產生的巨額外匯支出，加速建
立本土電子製造自主權迫在眉睫

電子業在諸多補貼及當地需求仰賴，成為
赴印投資工業4.0的最優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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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子業缺乏中上游關鍵製造能力

工業電子
部件／模組
／系統產品

電子元件

PCB

中上游 品牌

半導體

EMS／
SMT

消費性電子

資料中心
及伺服器

個人電腦及周邊

印度市值
100大

網通

（早期）

（合資）

2022年印度IC進口額161億美元
2026年預計將達到約640億美元

資料來源：各公司，MIC整理，2023年11月

印度60％以上本土PCB製造
商規模都很小且無組織，
本土製造僅滿足PCB需求的
35％，其餘65％仍依賴進口



19
© 2023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印度電子製造業亦缺乏國際競爭力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CNUCED），MIC整理，
2023年11月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透過該產業在該國出口中所占分額與世界貿易中該產業占世界貿易總額的份額表示，
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某一產業貿易在世界中的競爭地位。

項目
RCA

印度 臺灣 越南 墨西哥

自動數據處理機
（辦公設備、電

腦）
0 1.4 1.4 4

電視接收器 0 0.6 3.4 5.8

陰極管和真空管、
積體電路 0.1 12.6 2.1 0.1

自動數據處理機
零組件 0.1 4.2 7.1 0.3

電機及設備 0.3 1 0.7 1.6

測量、分析和控
制儀器 0.4 1 0.2 1

電路板（PCB） 0.5 2.0 0.9 1.8

光學元件 0.7 3.9 0.6 0.5

電
子
製
造
相
關
項
目

20

10

1

交通

各式製成品

機械和
運輸設備

食品和
活體動物

飲料及菸草

除燃料外
不可食用的原材料

化學品

製造物品

動植物油

礦物燃料、潤滑油
及相關材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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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廠在進口印度的關稅上存在一定阻礙

工業4.0相關設備至臺灣進口印度關稅

產品 基本關稅（BCD）

生產半導體等機械設備 7.5％

工具機 7.5％

滾珠軸承及傳動軸 7.5％

特殊功能機械（工業機器人、機械手臂） 7.5％

工業電腦及伺服器 0％

感測器 7.5～10％

監視設備 10％

半導體 0％

專章 臺印
雙邊
投資
保障
協定

印
韓
C
E
P
A

印
日
C
E
P
A

印
星
C
E
P
A

印
泰
貿
易
協
定

印度
東協
貿易
協定

印度
南方
共同
市場
框架
協議

亞
太
貿
易
協
定

南亞
自由
貿易
協定

一般條款

貨品貿易

原產地規則

服務貿易

貿易便利化

投資

競爭

自然人移動

智慧財產

保障措施

最終條款

爭端解決

資金移轉

損失補償

例外

資料來源：印度政府財政部與稅務局、印度商業和工商部、MIC，MIC整理，2023年11月

 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仍存有關稅壁壘有待突破

 本土產業受到嚴重侵害及損害時，缺乏限制對外貿
易的保障措施

相比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已與印度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CEPA），臺灣業者面臨關稅劣勢，轉向當地或第三地
投資為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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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智慧製造對印度發展短空長多；惟我國廠商應評估利弊得失

從國家角度，智慧製造雖不利就業問題，但卻有利於接軌國際發展趨勢，並解決勞工素質參差
不足等挑戰，降低人為影響生產因素

從產業端角度，不同產業布局智慧製造將考量不同的成本、利潤、製程難度、原材料複雜度等
衡量標準，但印度政府有意提供諸多優惠政策，吸引高技術產業進駐，有利智慧製造普及化

 電子產業是臺廠搶攻印度製造市場的良機，不過經營風險高，應評估投資風險

印度在產業生態系缺失下，電子製造業發展力不從心，從印度產業地圖與RCA值觀察，半導體、
電腦零組件、PCB與顯示器等四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臺灣或有以己之強補彼之弱的機會

不過，印度市場進入門檻高，非優勢產業難以抗衡，赴印投資需評估個別產業狀況與企業能力

 多元投資合作模式外，人才及文化交流是加深臺印合作關係的重要戰略

臺廠赴印投資除應考慮建立本土供應鏈外，合資、偕手當地合作夥伴等方式也是臺商赴印的多
元投資方式

另政府與產業促進的人才培訓計畫與交流活動也將是進一步加深雙邊關係的重要戰略



柯宗沅 副分析師

kezongyuan@iii.org.tw

產業情報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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