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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酷暑，許多人的選擇是開冷氣，甚至增加冷

氣的安裝，而「要不要在學校裝冷氣」的議題

近期更引起熱烈討論。事實上，冷氣向來是住商建

築最大的耗電來源，1台冷氣的耗電量約等於25台以

上的傳統吊扇與電風扇用電，若能優先考量增加空

氣對流的吊扇，或以吊扇搭配冷氣，或許無法逆轉

溫室效應，但至少能減緩暖化速度。看好節能環保

風潮漸起，嘉隆實業總經理廖三榮決定以「節能」

為目標，為自家的吊扇事業轉型升級。

回到吊扇王國起始地　深耕內銷市場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一如腳踏車、雨傘以

及鞋業，台灣也曾經是吊扇王國，」嘉隆實業總經

理廖三榮笑言，自己過半以上的人生，都與吊扇產

業密不可分，也見證了台灣吊扇的興衰起落，尤其

1980年至2000年整整20年間，更是台灣吊扇最繁榮

撰文／凃心怡

地球溫度越來越高，帶動用電量連年增加，溫室效應日益嚴重。如何終止全球暖

化循環？答案需從節電做起。台灣曾是全球吊扇製造重鎮，國內最大吊扇業者嘉

隆實業，導入工研院大功率直流（DC）馬達技術，讓吊扇更省電，未來希望更

進一步與再生能源結合，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助吊扇業者航向藍海
大功率直流馬達技術

創新科技打造綠色產品

工研院與吊扇業者合作，導

入大功率直流馬達技術，將

傳統吊扇成功轉型成變頻省

電的綠色節能產品。右圖

左為傳統AC馬達，右為DC
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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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

「而後因為人力、成本的關係，台灣吊扇工廠

紛紛外移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但廖三榮認為，台

灣商人的生命力相當強韌，「無論在哪個國家，直到

今天，全球的吊扇市場幾乎仍掌握在台商手中。」

早年，廖三榮曾被公司外派到泰國協助吊扇工

廠設廠，從生產設備、人員訓練通通一手包辦，也

正因為這些經歷，讓他在35歲回到台灣之後，決定

自己創業，當起吊扇工廠的老闆。

當時台灣吊扇行業百家爭鳴，競爭相當激烈，

具有商業頭腦的廖三榮很快地就從中看見一條出

路。「雖然很多人都在做吊扇，但無論是台灣廠家

或是其他各國的業者，都把眼光放在外銷，畢竟吊

扇在北美的市場就占7成，在歐洲也有1.5成的比例，

既然我起步晚，拼不過人家，那不如就專心做品

牌、做內銷。」

廖三榮反其道而行，走別人不走的路，在研發

與設計上追求創新，達到「超靜音、免校正、風量

大」等三大訴求，讓設計師、水電師傅都樂於安裝

嘉隆的吊扇，短短10年嘉隆就躍升全台吊扇龍頭寶

座，至今包辦台灣吊扇市場高達6成。

綠色使命感　重塑變頻產品造契機

廖三榮持續在產品設計上求新求變，設計出可

搭配裝潢風格的各式吊扇，甚至還有可自動噴出水

霧的戶外吊扇，解暑效果加倍。但即使如此，廖三

榮還是不滿足。

早在10年前，強調環保節能的變頻冷氣開始推

出之際，廖三榮就想：「既然冷氣都可以做到變頻

省電，那吊扇呢？」

於是他找來業者共同設計合作，但成品始終不

理想。廖三榮無奈地說，變頻馬達屬於機電整合產

品，要達到完美協調，其難度相當高，「裡面的控

制晶片只要一個數據不對，就會產生搖晃、噪音，

甚至讓燈泡閃爍、減短壽命的不良影響。」

他雖不願放棄，卻遲遲無法突破瓶頸，「直到

4年前，天上掉下來一個禮物，工研院團隊主動找上

我們，希望將大功率直流馬達技術應用在我們的吊

扇上，」廖三榮對於國家級的研究團隊充滿信心，

而最終成果也沒讓他失望。

「我們互相合作找出問題，光是解決噪音就耗

掉非常多時間。」變頻吊扇擁有6段調速，工研院團

隊力求每一段速都要達到靜音效果，廖三榮笑言自

己已經是一個要求相當謹慎的人了，而工研院團隊

更是執著，本身也是電機科班出身的廖三榮相當肯

定，「他們對數據要求以及問題掌握的態度，真的

讓我們上了一課。」

「家裡開冷氣，搭配吊扇比單開冷氣可省3

成電；若再將傳統AC馬達換成DC馬達，還能再省

56%，」廖三榮始終認為，由AC轉DC是正確的方

向，只有DC模組，才有辦法結合物聯網、再生能源

等未來趨勢，「未來居家屋頂可安裝太陽能板，只

有DC馬達才能使用太陽能電源，由此可見，DC馬達

才是未來。」

「能源加速耗竭，綠色研發勢不可擋，」廖

三榮期盼政府將吊扇納入節能分級標章，並由公家

機關與學校帶頭使用友善地球的產品；他也身體力

行，捐贈200台節能吊扇給台南市立沙崙國中，以全

國各級學校安裝的250萬台電扇來計算，若全換成

DC馬達，估計一年可省下5,000萬度至1億度電，對

台灣邁向再生能源之路就又向前跨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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