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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財務年度：博世集團受限於市場發展 

成本壓力增 – 推進 2030 年策略目標  

 

 2024 年度業務發展： 營業額達 905 億歐元，營業息稅前利潤率為 3.5%。 

 2030 策略目標：優化業務版圖管理以鞏固競爭力。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提振核心業務領域：軟體與服務將於

2030 年為集團帶來數十億歐元營業額。 

 成長：著重因應氣候變遷的創新。 

 經濟政策：市場自由化、強化投資，促進歐洲發展。 

 博世集團執行長 Stefan Hartung：「未來交通移動及家居科技仍為主要成長領

域。」 

 博世集團財務長 Markus Forschner：「縱使外在環境艱難，我們期望在 2025

年提升營收及獲利能力。」 

 

 

德國斯圖加特訊 – 據初步數據 1 顯示，全球科技及服務的領導廠商博世集團 2024

財務年度集團總營業額為 905 億歐元，較前一年衰退 1%，經匯率影響調整後約與

前一年度持平，營業息稅前利潤率為 3.5%。博世集團執行長暨董事會主席 Stefan 

Hartung 博士在公佈集團初步數據時表示：「儘管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博世也

無法完全不受經濟發展的影響，但與同業相比，我們仍有可觀的表現。未來交通移

動與家居科技仍為我們的主要成長領域。」Hartung 指出，博世在 2024 財務年度

透過收購及出售等策略性產品組合相關決策，強化競爭力、力求成長。Hartung 補

充，公司仍須進行部分結構性調整。 

 

除了全球經濟成長疲弱之外，博世集團的業務發展也受到電動交通等成長型市場發

展速度，遠不如預期的不利因素影響。這些領域買氣不振、產能利用率低、未來科

技的前期支出持續高漲，以及必要的預先策略調整，皆對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儘管

面臨種種挑戰，博世仍持續追求其遠大的業務目標：博世期望在 2030 年躋身主要

市場業務領域的領導供應商。此外，博世致力於達成 6% 到 8% 的年平均成長率，

以及至少 7% 的利潤率。 

 

成長策略：優化業務版圖管理以拓展商機 

在 2024 財政年度，博世有系統地執行 2030 年策略目標 (Strategy 2030)，並達成

重要里程碑。其一為是計畫收購江森自控與日立旗下的暖通空調（HVAC）業務，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dr-stefan-hartung-43341.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dr-stefan-hartung-43341.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press-release-267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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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金額約 80 億美元。透過此次收購，博世計畫拓展在美國與亞洲等成長型市場

布局。Hartung 表示：「儘管大環境逆風，我們依舊奉行成長策略，並堅定地推動

對未來世界至關重要的科技。」隨著建築智能科技事業部成功出售大部分的安防與

通訊科技產品業務，博世未來將專注於系統整合業務，並追求持續成長。博世希望

以此平衡各業務領域，讓公司營運更加穩健，並讓公司的產品組合更具未來性。 

 

未來科技：以創新實現「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為達成成長目標，博世正推動未來重要領域的創新科技。Hartung 表示：「電動交

通、氫能與永續科技仍為博世的成長業務，亦為我們創新的重點領域。」提及持續

面臨的氣候變遷挑戰，Hartung 進一步舉例，博世正於美國測試每小時可壓縮高達 

600 公斤的液態氫的低溫冷凝泵，僅需 10 分鐘，就能讓卡車加滿足以行駛 1,000 

公里的氫氣。博世在家用電器領域亦居領導地位。博世將於數周後推出一款節能內

嵌式特大型冷藏冷凍櫃。該產品採用全新的 Matter 標準，將為全球首款能夠獨立

於製造商進行聯網的家電產品。博世約有 5,000 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專家正致力於開發 AI 日常應用，如全新的 AI 電梯緊急呼救服務，電梯乘客將

能以自身母語呼救，且無須額外改裝電梯。 

 

數位解決方案：AI 強化核心業務 

智慧軟體與數位服務已經成為博世核心業務的重要支柱。Hartung 說：「博世正在

自身流程中增加 AI 應用，以提升工廠和辦公室中的品質與生產力，AI 也已經成為

我們產品和解決方案不可或缺的要素」。博世預計在下個十年初，以軟體及服務創

造逾 60 億歐元的營業額，其中三分之二來自於交通移動事業群。Hartung 表示：

「在博世，AI 多年來在輔助駕駛和自動駕駛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我們推動軟體

定義交通並不僅限於 AI 領域，讓博世成為全球主要科技廠商的理想合作夥伴。」

例如，博世車輛動態管理系統諸多功能中的線控煞車系統，其電子煞車踏板即可在

無機械連動下運作。 

 

經濟政策：提升競爭力，促進歐洲發展 

博世期望在德國與歐盟建立新的政策架構，以刺激經濟成長。Hartung 認為，

必須採取行動以強化其競爭力以及招商能力。他表示：「強健的歐盟需要更少

的法規、更多的投資，更少的障礙以及更自由的市場。針對德國的能源價格、

官僚主義，以及基礎建設投資不足等問題，Hartung 希望在德國即將舉行的大

選後，能迅速從口號轉為行動。」Hartung 說：「任何能為商業活動帶來更便

利的措施，都是朝正確的方向邁進。如此一來，未來德國和歐洲也能成為世界

經濟和科技的領導者。」一如既往，博世希望為此盡一份心力：博世在 2025

年的全球投資資金中，仍將繼續挹注 40% 在德國境內。 

 

2024 財務年度：市場發展影響各事業群業務 

博世各事業群業務狀況反映市場整體情勢。博世集團財務長暨董事會成員 Markus 

Forschner 博士表示：「整體而言，2024 年是特殊的一年，博世在我們的重點市

場表現皆不如預期。交通移動事業群營業額為 559 億歐元，約與前一年持平。儘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bosch-sells-security-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product-business-to-triton-272000.html
https://www.boschrexroth.com/en/de/company/press/product-portfolio-hydrogen-25088.html
https://www.bosch-home.co.uk/products/fridges-freezers/extra-large-built-in-fridge-freezers
https://www.bosch-home.co.uk/products/fridges-freezers/extra-large-built-in-fridge-freezers
https://www.bosch-elevatorcloud.com/en/elevator-emergency-support/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bosch-uses-software-and-ai-to-make-its-products-smarter-and-make-peoples-lives-safer-272448.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algorithms-in-action-bosch-vehicle-motion-management-revolutionizes-the-driving-experience-266432.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with-brake-by-wire-from-bosch-to-the-arctic-circle-273344.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dr-markus-forschner-230465.html
https://www.bosch-presse.de/pressportal/de/en/dr-markus-forschner-230465.html


 

 

 

  
    

Page 3 of 4 

管市場逆風，經調整匯率影響後，營收幾乎維持前一年水準。工業科技事業群營業

額達 65 億歐元，較前一年名目衰退 13%，調整匯率影響後，減少 12%，主要受

對歐洲、中國及美國等主要市場疲弱的機械工程市場發展衝擊。消費性產品事業群

營收名目成長 2%，達到 203 億歐元。經匯率影響調整後，實質成長 3%。博世的

消費性產品業務再度成長，為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需求下降以來首度迎來成長。能

源暨建築科技事業群的營業額達 75 億歐元，名目及實質皆衰退 3%，主要是受歐

洲供暖市場低迷影響。 

 

2024 財務年度：區域業務營收發展停滯 

除市場發展之外，經濟狀況也對區域業務營收發展帶來程度不一的影響。

Forschner 表示：「歐洲地區業務尤其受到其經濟情勢的影響。」歐洲地區營業額

為 445 億歐元，名目及實質較前一年皆衰退 5%。北美與中國市場的發展狀況連帶

影響美洲和亞太地區的營收成長。北美地區營收成長 5%，達 160 億歐元。南美地

區的營業額為 18 億歐元，名目成長 6%，調整匯率影響後則為成長 12%。亞太地

區營收成長至 281 億歐元。名目成長 1%，調整匯率影響後實質成長 3%。 

 

2024 年聘雇概況：人員需求明顯降低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博世集團全球共約有 417,900 名員工，較前一年減少

近 3%（11,500 人），歐洲及亞洲為人事調整主要影響地區。德國員工人數同樣

減少約 3%（4,400 人），總計逾 129,800 人。 

 

2025 年展望：經濟疲弱加劇成本壓力 

博世集團預期今年大環境亦將帶來高度挑戰。Forschner 表示：「2025 年全球經

濟成長仍將和緩，並於 2026 年前將不會再度回暖。」據目前情勢而言，博世預估 

2025 年的經濟成長率僅為 2.5%。為落實其成長策略，公司仍將專注於其財務目

標。Forschner 表示：「縱使環境不佳依舊，我們仍希望在 2025 財務年度進一步

改善營收與獲利。」Forschner 認為，唯有獲利成長才能帶動博世集團持續強勁且

有意義的發展。為此，博世期望在 2026 年達到 7% 利潤率目標。對此，博世正全

方位進一步提升競爭力 - 從開發具吸引力的產品、確保成本合理，並打造具前瞻性

的產品組合。Forschner 表示：「透過合理的節流與重點投資，讓博世保有必要的

轉圜空間。」Forschner 亦提醒，要完成此計畫並不容易，並需要付出極大努力，

亦不排除會做出艱難決定。 

 

新聞媒體聯絡人：      

王鳴鸞（Christine Wang）  吳則萱（Kitty Wu）   

電話：+886-2-7734-2651  電話：+886-2-7734-2622 
 
 

博世集團為全球科技及服務的領導廠商。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博世集團全球員工人數約為

417,900 人。據初步數據顯示，2024 年博世集團營業額為 905 億歐元。博世擁有四大事業群：

交通移動、工業科技、消費性產品，以及能源暨建築智能科技領域。身為物聯網領域的領導公司，

博世提供智慧家庭、工業聯網和聯網交通等創新解決方案，旨在打造永續、安全和振奮人心的未

來交通移動願景。博世擁有感測器科技、軟體與服務的專業，同時擁有自己的物聯網雲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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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一窗口提供客戶聯網、跨域的解決方案。博世集團的策略目標為透過包含 AI 人工智慧在內

的創新與激發熱情的產品與服務，在全球創造聯網生活並提升生活品質。簡而言之，博世“科技

成就生活之美”的先進科技。集團包括羅伯特博世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及遍佈 60 多個國

家的 470 多家分公司和區域性公司。若將其銷售和服務夥伴涵蓋在內，博世的業務幾乎遍及全

球所有國家。博世未來發展的基礎在於其創新能力，全球共有約 86,900 位研發人員，其中包含

約 48,000 名軟體工程師，在 136 個據點進行研發相關的工作。 

 
 

博世公司是由羅伯特博世先生（1861-1942） 於 1886 年在德國斯圖加特所創立的，當時命名為

“ 精密機械與電機工作坊 ”。博世集團獨特的所有權形式確保了財務的獨立性和企業發展的自主

性。集團不僅能進行大規模的前期投資以確保長期發展，而且可以堅持博世創始人的意願和精神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慈善性質的羅伯特博世基金會持有羅伯特博世集團 94 % 的股權，其餘股

份則分屬於博世家族、該家族所有的公司以及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羅伯特博世工業信託公司擁

有大部分的投票權，負責集團的營運。  

 
 

詳情請見博世集團相關網站:  

www.bosch.com  
www.iot.bosch.com  
www.bosch-press.de  
www.twitter.com/BoschP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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