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號稱全東南亞最大蔬果運銷中心的雲林西螺果菜市場，日前成功導入數十台搬運電動車，未來，透過政

府補貼政策以及產學研共同攜手合作之下，預估 5年內該市場內的全部柴油車都可望汰換為電動車，打

造東南亞首個無汙染的農產集散地。
撰文／劉麗惠  攝影／蔡世豪

西
螺果菜市場每天運輸超過 1千噸蔬果量，如果一天

不運作，包括臺北在內的臺灣許多地區，可能就會

吃不到蔬果。」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副所長王漢英

表示，西螺果菜市場不僅全臺最大，更堪稱是東南亞規

模最大的蔬果運銷中心，供應全臺 1/3的蔬果需求，龐大

的集散量讓西螺果菜市場每天都有超過 800輛柴油運輸

車在市場內來回穿梭，不僅製造出大量的懸浮微粒（PM）

與一氧化碳（CO）等空氣汙染物，吵雜的噪音問題，也

同時對果菜市場內的工作人員，帶來極大的身心不適。

由於作業環境極差，一直以來西螺農產品市場公司

及當地蔬果運銷商都認為，解決空氣與噪音汙染的任務

勢在必行。想當然爾，無汙染、低噪音的電動車成為最

佳解決方案。令人高興的是，在行政院環保署的支持、

工研院的技術協助與驗證服務，再加上電動車廠商的積

極參與之下，歷經 4年多努力，雲林西螺果菜市場的電

動車推廣有成，率先帶動臺灣綠色運輸發展之路。

 
「10幾年前電動車剛開始起步時，工研院就曾經

為西螺果菜市場媒合國內電動車廠商，雙方洽談在市場

導入電動車的可能性。」王漢英指出，由於當時電動車

技術還不夠成熟，因此後續並沒有導入任何解決方案。

「不過儘管早年的接觸沒有獲得具體的發展，但是

卻為西螺果菜市場導入電動車種下發展的可能。」王漢

英強調，近年來電動車技術愈來愈成熟，工研院本身也

開始積極投入相關技術研發，並且在動力系統、電動馬

達與馬達控制器等領域有很好的發展，而且也有許多相

關技術技轉給廠商。

在技術成熟之後，工研院記起雲林西螺果菜市場一

直對電動車有急迫的需求，因此自 2010年在行政院環

工研院機械所副所長王漢英表示工研院希望藉由柴油汰換成電動蔬

果運輸車，讓西螺果菜市場可以擁有清新無汙染與低噪音的工作環

境，也讓產銷的蔬果品質更加清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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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市場綠色運輸服務啟動說明會於日前舉辦，透過電動運輸服務，改善西螺果菜市場的運輸與蔬果品質。

保署的委託之下，開始於西螺果菜市場推動電動蔬果運

輸車汰換柴油蔬果運輸車的實施方案。王漢英說，方案

啟動之後，工研院以院內既有的電動車關鍵技術，進一

步與國內多家電動搬運車廠合作，開發符合西螺在地化

需求的電動蔬果運輸車。

例如，工研院研發的共用動力模組，可以安裝在西

螺果菜市場的三輪或四輪搬運車，讓傳統搬運車從使用

柴油變裝成電動車，王漢英說，這個技術一推到果菜市

場就大受運銷商歡迎。另外，工研院也制定共通充電規

範，不僅提高用戶使用電動車充電時的安全性，也降低

運銷商導入成本，大幅提升電動車推廣的可行性。

其實，在技術與產品到位之後，工研院在推廣階

段，仍然面臨運銷商認為電動車車架太貴、傳統拼裝車

不像電動車需要保養、運銷商不會使用電動車、運銷商

不知道怎麼充電等各種問題，有鑑於此，環保署與工研

院透過先導測試，先在西螺果菜市場導入 10幾部電動

車，讓運銷商了解電動車扭力夠強，且具備無汙染、無

噪音的特色，逐漸改變運銷商的心理障礙，慢慢接受電

動車，陸續開始有廠商願意改裝或採購電動車。

王漢英強調，為響應全球節能減碳的目標，以及讓

原本環境惡劣的西螺果菜市場能夠變得更舒適，工研院

希望未來西螺果菜市場原柴油蔬果運輸車使用者，都能

儘速將柴油車汰換成電動蔬果運輸車，讓西螺果菜市場

的作業可以擁有清新無汙染與低噪音的工作環境，也讓

產銷的蔬果品質更加清新。

 
只有技術與產品到位還不夠，有鑑於電動車成本不

低，為提高運銷商的導入意願，行政院環保署進一步於

2013年 7月 3日訂定發布「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

輸車補助辦法」，希望透過補助的方式，鼓勵原柴油蔬

果運輸車使用者踴躍將柴油車汰換成無汙染、低噪音的

35Industrial Technology 



電動蔬果運輸車。 

行政院環保署空保處科長胡明輝指出，根據補助辦

法，即日起廠商改裝或新購電動蔬果運輸車，即可獲

得新臺幣 12∼ 14萬元的補助，另外還有為期 5年、每

個月新臺幣 3,500元的電池租金補助，最長補助 5年，

預計總補助金額約為新臺幣 2.4億元。王漢英表示，透

過政府的補助措施，預估在 2018年前西螺果菜市場的

800輛柴油拖板車，可望全數改成電動車。

胡明輝進一步強調，為保障電動蔬果運輸車的性能

及使用安全，環保署於補助辦法中訂有驗證規範，並為

輔導廠商進行測試，目前已於 2014年 5月初核定恆智

重機及貝力科技兩家廠商的改裝電動蔬果運輸車具，擁

有補助資格，另外目前尚有數家廠商亦正進行測試中。

改裝與購車的金額補貼之外，另一方面，這次環保

署推動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車主要採取「車電分離」商

業營運模式，即改裝或新購電動蔬果運輸車將不隨車

裝載電池，電池是由電動蔬果運輸車改裝廠或製造廠

提供並租給使用者。王漢英解釋，車電分離營運模式

的優點在於電池是由業者維護保養，業者必須確保電

池的性能，使用者再也不必擔心電池壽命的問題，永

遠有好的電池可以用。

在後續服務方面，環保署已經甄選出 1家蔬果運

輸車營運商－－恆智重機，專責營運電動車的銷售與

售後服務。恆智重機董事長翟毓溶指出，車電分離的

目地是讓蔬果運輸商在改裝或採購電動車之後，可以

達到完善的售後服務，避免運銷商的問題沒有人協助

解決。

西螺農產品市場公司副理江禮源則指出，導入電

西螺果菜市場的電動車推廣，有助於改善市場空氣與噪音汙染，對於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也同樣帶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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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果菜市場堪稱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蔬果運銷中心，每天超過 800輛柴油運輸車在市

場內穿梭，製造出大量空氣汙染物及噪音問題。

動車只是西螺果菜市場的一個小里程

碑，未來果菜市場將持續透過各種技

術創新，打造更優質的工作場域，呼

籲廠商都能秉持有捨才有得的心態，

才能在西螺果菜市場建構創新成功的

應用，為廠商提升競爭力。

西螺果菜市場的電動車推廣，除

了有助於改善該市場的空氣與噪音汙

染，對於我國電動車產業的發展，也

同樣帶來助益。王漢英說，在環保節

能的訴求之下，電動車的發展是全球

共識，但是有鑑於充電技術的限制，

全球推動電動車的政府與業者，都找不到好的應用切入

點，這次我國透過在東南亞最大的西螺果菜市場導入電

動車，從產品研發、驗證再到商業模式，都建構得相當

完備，這樣的經驗非常可貴，對於未來臺灣推動電動

車，勢必有很大的幫助。

王漢英說，未來工研院希望可以進一步把西螺果菜

市場的成功經驗推廣到臺灣更多蔬果運銷中心，甚至邀

請東南亞各國的運銷中心業者到西螺果菜市場參觀訪視，

如此可望將西螺果菜市場成功的電動車建置案，整案輸

出到東南亞各國，為我國電動車產業創造外銷競爭力。

翟毓溶也強調，過去十幾年來，恆智重機以產製各

型電動與手動油壓搬運設備為營運方向，公司產品包括

電動堆高機、桅桿前移型堆高機、電動與手動油壓拖板

車等，至今產品高達 70%以上外銷，這次參與西螺果

菜市場的電動車導入案，除了希望拓展國內電動車市

場，也希冀未來可以將西螺成功的商業模式，複製移植

到其他國家，進一步帶動恆智重機電動車產品在海外市

場的銷售量。

 
「針對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車導入解決方案，恆智重

機特別推出新一代多功能電動搬運車 ET-3500。」翟毓

溶指出，ET-3500為 3.5噸卡車，大約可載重 2噸，每小

時極速 40公里，充電一次可以使用 50公里以上，在政

府補助之下，未來運銷商不僅可以在改裝或購買電動車

時降低支出，更能夠透過汽車電力補貼，使用者將來每

天只要花 50元的費用，就可以使用載重 2公噸且續航

50公里以上的電動車，相信將會吸引許多運銷商的青

睞。

貝力科技公司負責人柴富則強調，將柴油車改裝成

電動車好處多，包括操作性能接近、啟動快速靈活自在，

不會有空氣汙染、動力充足、結構性強，如今又有政府

補助，建議廠商都應該積極考慮改裝電動車的可能性。

恆智重機與貝力科技之外，目前四維機械的電動搬

運車也正與工研院進行測試之中，一旦通過測試也將進

入受補貼之列。四維機械公司負責人何長庚指出，四維

在西螺果菜市場電動搬運車已經進行 5年左右的測試，

在最易損害零件及機電控制車體結構等方面，都有非常

高的掌握度，勢必可以協助運銷商快速導入電動車。

總體而言，藉由我國在西螺果菜市場推動電動蔬果

車的實務經驗，未來可以進一步在全臺其他大型果菜市

場導入電動蔬果運輸車及營運商業模式，把綠色運輸帶

到全臺更多果菜市場。更重要的是，一旦臺灣果菜市場

導入電動車的經驗非常成熟，相信未來也可以複製輸出

到世界各國市場，創造我國電動車產品與解決方案的出

口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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