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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資料可能包含對於未來展望的表述，是基於對現況的預期， 
但同時受限於已知或未知不確定性的影響，實際結果將可能於表述
內容不同。 

● 以上所提供之所有資訊僅供參考，實際資料請參考公開資訊觀測
站。 另除法令要求外，公司並無義務因應新資訊的產⽣或未來事件
的發⽣，主動更新對未來展望的表述。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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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 公司沿⾰

核准設⽴⽇期 2023年實收資本額 企業規模

5

1995

● 微程式資訊成⽴

2009 2013 2017 2023

● 與巨⼤合作建置微笑單⾞
公共⾃⾏⾞租賃系統

● Intel 策略投資
● 巨⼤機械 投資
● 中華開發資本 投資

● 國家磐⽯奬
● 台灣精品奬
● 中堅企業奬

● 威剛科技 策略投資
● 與家登精密合資

成⽴德鑫半導體

分佈據點

1995年12⽉4⽇
負責⼈ 吳騰彥

新台幣450,578 千元 192⼈ 台中/台北/嘉義
江蘇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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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經營團隊

董 事 ⻑ 營 運 ⻑ 技 術 ⻑ 財 務 ⻑

吳騰彥
Tony Wu

陳美鑾
Grace Chen

葉耀聲
Sherman Yeh

薛共和
Luke Xue

發 ⾔ ⼈

劉育成
Robert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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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願景

連結產業  共創價值

我們重視與客⼾、股東及員⼯之間的夥伴
關係且持續深耕經營，並以科技服務的專
業與技術，成為跨產業創新營運與升級的
⻑期夥伴。

活⽤物聯網技術基礎，發揮垂直整合、創
新商業服務優勢，結盟夥伴共創永續收益
與世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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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 & 產品介紹02
Business model &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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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ICT Design
House

產業
合作

多元科技服務
關鍵核⼼技術

整體式設計服務
垂直式整合開發

電⼦⽀付 (智慧⽀付)

智慧單⾞
半導體感測控制 (智慧製造)

連結產業  共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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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模式(輕資產營運)

挑選優質供應商，佈建穩定⽣產線
保持營運⽑利50 %以上

有效整合供應鏈，強化委外代⼯

營收越⾼利潤空間越⼤

利潤

透過委外 OEM 開發組裝
⼈⼒專注關鍵項⽬，費⽤
⽀出維持穩定

專注核⼼業務

⾦額

年度

營業收⼊

營業費⽤

營業成本

⽑利率 50%

利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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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 － ICT Design House

上游

中游

下游

委託外部加⼯⽣產 (OEM)

網通主機設備供應商 電⼦零組件供應商 打件組裝服務商

數位雲端服務流程設計

電⼦⽀付
(智慧⽀付) 智慧單⾞ 半導體感測控制

(智慧製造)

⾃助零
售服務

停⾞場
營運

電動⾃⾏
⾞產業

⾃⾏⾞租
賃服務業

半導體
光電製造業

垂
直
式
整
合

產業領域

雲端服務提供商

系統架構規劃

軟、硬、韌體設計開發

系統整合設計開發

整合測試與品質管理

系統營運服務與資安管理

傳統製造
(轉型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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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Turn-key
(產品銷售)

訂閱制服務
(⻑期收⼊)

系統整合
(⻑期收⼊)

營收模式

電⼦⽀付
(智慧⽀付)

智慧單⾞ 半導體感測控制
(智慧製造)

顧問服務

客製化服務

服務⽉費

系統銷售

服務⽉費

共創分潤

製程設備與環境監控

製程儀器設備控制

製程設備感測器

電輔⾞三電整合

品牌客⼾導⼊

公共⾃⾏⾞設備銷售停⾞場營運設備

企業 E-Bike 租賃

公共⾃⾏⾞租賃

發展領域

營收⽅式

營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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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場次800場
年增100

會員⼈數 1,200萬⼈
累積騎乘  7.5億次

佈建⾞輛 66,716台
合作家數 1 家 合作廠商 12 家

停⾞場 公共⾃⾏⾞
租賃服務 全家E-Bike租賃 E-Bike

三電整合系統

產品 & 服務

智慧單⾞電⼦⽀付
(智慧⽀付)

半導體感測控制
(智慧製造)

磁+振動
sensors

微污染
控制

導⼊企業 14 家

設備監測系統 環境監測系統

● 振動感測
● 電磁感測
● 電壓感測
● 電流感測
● 壓力感測
● 扭力值感測
● 應力感測

● 氣體充填設備
控制器

● O2氧氣感測器
● 壓力 (氣壓)
● 風速、溫濕度
● 粉塵、靜電
● Smart F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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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果03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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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營運成果 (1~10⽉⾃結營收)

營 業 收 ⼊ 營 業 ⽑ 利 營 業 淨利 

NT$ 5.7 億 NT$ 3.16 億 NT$ 0.8 億

YoY  +53% YoY  +56 % YoY  +1410%

2023年營業收⼊、營業⽑利，取 1⽉~10⽉⾃結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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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幅成⻑

年度營收 

2023年營業收⼊、營業⽑利，取 1⽉~10⽉⾃結營收

-50,000

2021 2022 2023 (1~10月)單位：千元
EPS：-0.93 EPS：0.16 EPS：1.78

4.34 億
4.61 億

5.7 億

-0.30 億

2.52 億
3.16 億

2.25 億

0.05 億

  0.8 億
51.82 %

54.69 %
5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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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營運成果

2023年營業收⼊、營業⽑利，取 1⽉~10⽉⾃結營收

單位：新台幣千元 2021 2022 2023(1-10⽉)⾃結

營業收⼊ 434,434 461,068 570,774

營業⽑利 225,129 252,139 316,374

⽑利率 51.82 54.69 55.43

營業外收⼊ 5,861 6,706 3,511

營業外⽀出 (11,586) (3,169) (1,071)

稅前損益 (52,179) 7,030 104,918

稅後損益 (30,316) 5,305 80,152

每股盈餘(元) (0.93) 0.16 1.78
17



單位：千元

營收結構

2023年營業收⼊、營業⽑利，取 1⽉~10⽉⾃結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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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04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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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企業加速數字投資 ,臺灣中小企業轉型意願升高
企業將啟動轉型藍圖規劃 ,將更多投資用於數位轉型。
數字工具如雲端、客戶端應用將優先考慮。
D. 8 吋 SiC 量產加速臺廠第三類半導體發展
8 吋 SiC 晶圓量產將有助於建立完整  SiC 供應鏈,並提高競爭力。
高功率應用導入將帶動  SiC/GaN 元件代工生產。
F. 去中化與 G 速世代商機持續嘉惠臺網通廠
歐美國家的去中化政策將帶來商機 ,新技術與產品將嶄露頭角。
臺網通廠應積極開發新產品並維持高水位庫存。
G. 軟體定義需求攀升
隨著硬體效能提升 ,軟件在各垂直產業的角色將更為重要。
軟硬整合的重要性將提高 ,系統商將增加對軟件技術的投資。
H. 無縫化資料分享
無縫化數據共享將帶來協作與敏捷性提升 ,加速市場洞察與服務創新。
數據架構將從垂直型態朝向水平型發展 ,要求資料標準化。

電⼦
⽀付

(智慧⽀付)

智慧
單⾞

半導體
感測控制
(智慧製造)

多元⽀付使⽤⼈⼝增加

受惠政策與疫情，提⾼⼤眾
對多元⽀付接受度，並帶動
消費⾦額與場域，產⽣更多
的⽀付應⽤商機

ESG、排碳與微移動⾵潮崛起 先進製程需求提⾼

企業 ESG、排碳議題興起，
⿎勵企業與⼤眾採⽤電動⾃
⾏⾞作為短程移動的交通⼯
具

因應  AI 與 HPC …等先進製
程 需求增多，半導體產能提
升，廠商為提⾼晶⽚良率，
採⽤更多的監控設備

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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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付
流通⼈數
2600萬

電⼦⽀付 (智慧⽀付) 市場

票證 / 電⼦⽀付 全球智慧停⾞

資料來源：⾦管會資料統計-全球智慧停⾞_Knowledge Sourcing Intelligence_智慧停⾞的全球市場預測(2022年〜2027年)

電⼦⽀付交易
2023/1~ 9⽉

NT$  1.2 兆

USD$  

126.39 
億

USD$  

58.59 
億

複合成⻑率 11.61％ 

2020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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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ke電動輔助⾃⾏⾞市場

資料來源：IMARC _⾃⾏⾞共享市場：2023-2028年全球⾏業趨勢、佔有率、規模、成⻑、機會和預測

IMARC Group 預測到2028年
將達到346億美元，2023年⾄
2028年之間的增⻑率 (CAGR) 
為 6.78%

全球市場規模增⻑

ESG議題興起
E-Bike將作為短程與通勤
的交通選項之⼀

ESG議題興起
出⼝動能增加

E-Bike銷往歐洲市場，美利
達出⼝營收佔⽐約25%、巨
⼤15%，產能持續提⾼

重視個⼈化騎乘體驗

電動⾃⾏⾞具備⾼度的軟硬體
整合需求，整合完整電動⾃⾏
⾞，藉由AIoT與⼤數據，提供
消費者優良的騎乘體驗
36.5%⽤於旅⾏，33%⽤於城
市間通勤，25%⽤於登⼭

E-Bike電動輔助⾃⾏⾞ 
領域

逐步上升的市場
AIoT整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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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市場需求 / 德鑫半導體策略聯盟成⽴

AI 與 HPC …等應⽤擴⼤
將預期提⾼先進製程需求量

資料來源：WSTS 2023年7⽉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440.4

單位：USD billion

555.9 574.1
515.5

576

TSS 德鑫半導體 成⽴

海外策略夥伴合作

投資佈局

聯盟夥伴新事業組合

美、⽇、歐、東南亞市場平台

家登

意德⼠

迅得

科嶠

濾能

奇⿍
聖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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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共創為商業模式，
藉由企業間的合作、共同
創造價值，穩固客⼾關係
，獲取穩定的營收。

微程式擁有完整的設計開
發與垂直整合能⼒，針對
產業問題或需求，提供⻑
遠且共好的策略解決⽅
向。同時深耕夥伴關係，
掌握客⼾潛在需求，透過
優化與創新產品，協助客
⼾產業升級。

競爭優勢

客⼾關係穩固 深⼊產業 維穩式創新

以客⼾導向並滿⾜客⼾需
求做為我們核⼼價值， 為
客⼾提供⾼效低成本、⾼
質量服務體驗，我們提供
穩定且持續的研究與設計
開發能量，致⼒於為客⼾
創造⾼競爭⼒及保護市場
份額的創新⽅式。

無機式成⻑

以輕資產進⾏營運，設計
產品，並採⽤委外OEM⽅
式，快速量產產品，建⽴
低成本、低費⽤，⾼效率
⽣產的營運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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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
(⽇、韓)
發明型 - 6項

台灣
新型 - 7項
發明型 - 7項
設計型 - 1項

美國  
發明型 - 5項

歐洲
(英、法、德
荷、丹、義、西)
發明型 - 6項

中國⼤陸
新型 - 4項
發明型 - 2項以⾊列

發明型 - 1項

東南亞
(新、⾺)
發明型 - 1項

印度
發明型 - 1項

微程式重要發明專利

台灣 ⽇本 美國 歐洲中國⼤陸

智能⾃⾏⾞鎖設備
⾃⾏⾞外部件裝置

半導體感測控制模組設備
微控制器保護裝置

智能⾃⾏⾞鎖設備
半導體感測控制模組設備

⾃⾏⾞外部件裝置
智能⾃⾏⾞鎖設備

智能⾃⾏⾞鎖設備
⾃⾏⾞外部件裝置
智慧⾨鎖設備裝置

⾃⾏⾞外部件裝置
智能⾃⾏⾞鎖設備

發明型 29 新型 11 設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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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發展計劃：
● 專利佈局：增加專利數量，擴增海外專利佈置
內部營運：建立研發暨測試中心，提高研發與測試能量
外部計劃：
● 提升海外市場銷售, 強化產業聯盟，
結尾頁

未來展望

內部發展

● 專利佈局
增加專利數量，擴增海外專利佈置

● 建⽴研發與測試中⼼
加速建置品質能量實驗室與⾼端研發
中⼼，提⾼研發與測試量能

● 導⼊AI與⼤數據優化產品
將數據與機器學習導⼊產品，加快產
品優化

外部發展

● 海外市場與佈建海外合作夥伴
進⾏海外市場銷售佈局，增加國外
代理銷售管道，成⽴德鑫半導體，
將半導體感測控制產品輸出海外

● 跨領域合作創新產品
擴張電⼦⽀付、智慧單⾞、半導體
感測控 製跨域商業應⽤，合作開發
創新性產品

● 模組化產品
產品與服務模組化，加強產品落地
速度

● 推出綠⾊智慧解決⽅案
幫助客⼾實現環保永續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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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交流05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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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rogram.com.tw
investors@progra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