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全球半導體
產業大調查

人才仍然是企業營運策略持續關注的焦點

• 全球人才短缺是半導體產業面臨生態系的首要挑戰。

• 人才培育和留任亦是未來三年企業的首要的策略重點。

領導者提前規劃因應庫存過剩情況

• 42%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認為目前已出現庫存過剩情況，或至少

2024年底前會發生。

• 51%企業已經延遲其資本支出或計畫在2024年減少資本支出，以

做為因應措施。

領導者對於產業未來收入成長持樂觀態度

• 83%受訪者預期企業的營收將在未來一年成長，並有40%受訪者

預計收入增加會超過10%。

• 而85%受訪者認為半導體整體產業未來一年營收將會成長。

汽車、新興科技業成為半導體產業營收主要驅動力

• 汽車業再度成為推動半導體相關應用營收成長幅度最高的產業。

• 人工智慧（AI）過去兩年皆位於企業重要應用的第四名之外，然

而今年一舉躍升成為第二重要之應用工具，取代了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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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和人工智慧發展迅速 半導體產業前景看俏

KPMG連續第19年發布《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調查》並連續六年與全球半導體聯盟

(GSA)合作調查報告；本次報告在2023年第四季訪問全球172位半導體產業高階主管

的展望，針對整個產業的生態系、財務營運、策略規劃等進行調查。

根據報告顯示，儘管市場存在逆風經濟和地緣政治等等不確定性，但全球半導體產業

高階主管對2024年及未來的發展前景依舊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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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

85%受訪者預計未來一年
營收將會有所成長，與去
年(64%)相比樂觀許多。

多數企業計畫增加研發支
出（69%）以及擴大員工
規模（55%）。

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些微下滑

2024年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為54分，與

去年（56分）結果相近，不過仍低於過去

五年。主要原因以勞動力需求、研究開發

與資本支出的成本上升，使企業前景較為

黯淡，更有 51% 的高階主管表示今年已

規畫降低資本支出的營運策略。

除了營業獲利指數高於去年，其它指數都

低於去年水平（圖一），原因與前述企業

預期減少資本支出有關。

圖表資料來源: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2024, n=172、2023, n=151、2022, n=152 圖一：2022 至 2024 半導體產業信心指數指標比較

將近九成（85%）高階主管預測2024年半導體產業營收將會成長，儘管市場持

續面臨經濟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半導體庫存過剩的跡象逐漸出現，但

此調查結果仍然是給予一個正面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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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預測

經濟環境的和緩與終端消費需求疲軟導致半導體產業普遍面臨庫存過剩，亦使

得資本支出、研發支出的展望顯得較為保守。此外，保持彈性供應鏈依舊是半

導體企業前三大重要策略。

認為晶片庫存目前已經過

剩，最晚也會在 2024 年

底前出現過剩情形。

另有33%的受訪者認為 

2025 – 2027 年才會發生

庫存過剩。

表示鑒於目前的經濟

環境，企業已開始延

後其資本支出，或最

晚於2024年調整資本

支出規劃。

計畫在 2024 年增加

供應鏈地域多樣性的

布局，其中有58% 計

畫在 2 – 3年內完成布

局。

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預計有所調整

2024 年依舊有經濟放緩的擔憂存在，包

括全球選舉年影響世界過半人口，也間接

影響地緣政治動態，因此，雖半導體產業

受惠於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和電動車的

應用，且對晶片的處理、運算能力需求不

斷提高，但還是使部份半導體產業業者預

期延期資本支出和研發投資的規劃。

供應鏈多元化是企業營運的首要議題

美中貿易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烏克蘭和

中東持續的衝突以及關鍵技術國有化不斷

擴張之下，保持供應鏈彈性仍然是半導體

企業的重要任務。而連續第二年，增加地

域多元化是企業未來三年的首要任務。

企業對供應鏈庫存過剩的看法逐年增加

半導體企業加強供應鏈的管理之下，供應

鏈短缺的擔憂已獲得緩解，僅有 8% 的領

導者認為未來 4 年內會再次出現供應鏈短

缺的問題。

隨著晶片短缺的情況趨緩，42% 的受訪者

認為已出現庫存過剩情況；另有19% 的受

訪者則認為不會出現庫存過剩，主要原因

在於電動車、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發展迅

速，促使晶片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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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今年一躍而上

成為半導體產業營收第

二高的應用。

微處理器（包括CPU）被視

為最有機會推動今年半導體

產業成長的產品。

汽車產業再度被認為是

推動半導體相關應用營

收成長幅度最高的產業。

產品應用與發展

人工智慧（AI）和電動車等新興科技成為的半導體產業新的收入成長驅動力，

由於這些應用需要更強大的處理能力，因此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s）被

認為是最有機會推動半導體產業大幅成長的潛力產品。

汽車產業逐漸導向電動車與輔助駕駛系統

的發展方向前進，使汽車製造領域對晶片

元件的需求急遽增加，因此半導體高階主

管連續兩年非常看好汽車產業帶來的營收

成長。

不過，根據KPMG《2023全球汽車產業

高階主管調查報告》指出，近半數（46%）

的汽車產業高階主管對於未來五年內半導

體元件的供應持續性感到極為擔憂。因此

市場上已有車廠開始成立晶片部門，或與

半導體公司簽訂長期供應契約，以擺脫晶

片短缺的困境。

此外，值得關注的還有無線通訊，在過去

一直被視為半導體產業最大的應用營收驅

動力，直至今年已滑落至第三名，與雲端

運算、物聯網並列排名。

圖表資料來源: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2024, n=172、2023, 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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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23 至 2024 推動半導體產業營收成長之應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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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重點與產業挑戰

半導體產業之供應鏈係全球互聯、彼此相依的，過程也容易面臨眾多挑戰；由

於全球對新興科技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使人才短缺一直是產業面臨的首要挑

戰，而生成式人工智慧也被視為可以緩解人才短缺的一項輔助工具。

「人才短缺」連年成為半導體業最

大議題

根據調查指出，未來三年半導體產

業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人才風險」，

並且產業已連續三年受到嚴重人才

短缺的困境。

由於全球各國紛紛計畫興建晶圓廠，

希望將半導體產業國有化，使得就

算企業導入營運自動化流程，但仍

在於專業人才不足方面遇到困境，

超過一半（53%）的受訪者表示企

業人才留任與發展是未來的最為首

要的策略重點。

圖表資料來源: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2024, n=172

受訪者表示，隨著非傳統半導體

公司（例如科技巨頭、矽晶圓供

應平台、汽車公司等）開始自行

研發晶片，這趨勢加劇了人才市

場的競爭。

實施生成式 AI 是半導體公司的

第三大策略規劃優先事項，且重

點投資應用於研發、工程部門。

全球人才短缺是半導體產業

面臨的首要挑戰和未來的策

略重點。

圖三：未來三年半導體產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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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未來人才庫

• 透過裁員雖能夠削減成本，但若市場回暖將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力與產能，企業必須

衡量是否追逐短期利益而縮減人力；企業亦可優先考慮降低非人力成本以外支出，

例如：非關鍵的市場行銷、委外支出、差旅費等，以降低經營成本。

• 混合工作模式和新興科技應用的趨勢崛起，特別是人工智慧發展對於工作所帶來的

影響甚遠，企業應評估未來需要應用哪些科技，提前做好準備。

• 透過招募非傳統人才豐富企業的人才庫，改變招聘策略吸納非傳統人才，幫助企業

迅速填補職位空缺，提升員工留任率。

KPMG分享五個關鍵步驟，協助企業快速導入生成式 AI 應用，獲得市場先驅優勢：

整理數據和

數據系統化

找尋與辨識

可應用場景

制訂部署和

管理策略

讓員工

做好準備

尋找適合的

合作夥伴

發展企業生成式 AI 策略

• 在先進科技的驅動下，半導體供應鏈正在革新管理模式，舉凡人工智慧（AI）、

數據分析、自動化、機器學習、物聯網（IoT）、區塊鏈等技術。

• 「智慧」供應鏈幫助企業快速回應需求、主動處理問題、提升效率和減少錯誤。

• 可提高供應鏈能見度、透明度及可追溯性，最重要的是，企業因此有韌性大幅降

低供應鏈中斷的事件發生，並能更靈活敏捷因應供應鏈風險。

擁抱「智慧」供應鏈

半導體產業的下一步

Source：Technology Media Telecom Gen AI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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