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薰企業社
地址：苗栗縣公館鄉五榖村12鄰38號

電話：（037）234-805
網址： http://www.wuguu.com.tw

逆境突圍

撰文／林麗美

攝影／鄭人和

圖片提供／功薰企業社

自創品牌台灣精瓷 陶瓷刀銳不可擋

功薰企業社
跨足精密陶瓷產業
「我一輩子和泥土與火為伍，從沒想到會和高科技搭上

線。」從事陶瓷產品代工的功薰企業社總經理徐永奐，

多年前就想探究先進國家到底怎麼做精密陶瓷，卻一直

不得其門而入。拜ECFA之賜，他順利以SBIR計畫跨入精

密陶瓷產業，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精密陶瓷刀具，展開事

業的第二春。以傳統開始，結合科技並傳承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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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穀文化村的客家式院子裡，幾隻顏色漂亮的公雞，悠閒地覓

食、漫步在青青草地上。旁邊的涼亭，一種俗稱「一簾幽夢」的植

物，稀疏垂掛下來，猶如取材自大自然的絲簾。功薰企業社總經

理、也是五穀文化村主人徐永奐，喜歡在這裡泡茶，接待朋友。一

只陳舊的大同電扇搖搖晃晃地驅趕蚊子，桌上備有白花油、萬金

油，供客人塗抹防蚊蟲咬。這裡是徐永奐從事了一輩子燒陶製瓷

的地方，產品最近有了新變化，出現了高技術水準的「精密陶瓷

刀」，掛著自創的「台灣精瓷」品牌。

五穀文化村的庭院花園，各式陶瓶、罐甕

裝飾在扶疏綠葉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幾只古意

盎然的大型木製鹿雕像，為什麼不是用苗栗特

色的陶瓷雕塑品？徐永奐說，「鹿是我的吉

祥物。我創業的第一批訂單，就是接到20萬

件鹿造型陶瓷產品。」公司設立至今13年，徐

永奐看盡台灣陶瓷產業的興盛與衰退：

「別人（苗栗陶瓷業者）茁

壯的時候，我的公司

還小，還沒資格倒

閉。」

「別人想的是結束，我想的是永續」

1987 年開始，竹苗一帶的陶瓷廠逐漸外移大陸，徐永奐反向操

作，在家鄉買地，也就是五穀文化村的現址。「別人想的是結束，

我想的是如何永續。」徐永奐甚至將倒閉、結束營業或外移搬遷廠

商的貨全部買下，開設觀光工廠販售商品。

雅緻的五穀文化村前亭，是徐永奐接待客人的場所。
五穀文化村觀光園區

內布滿各式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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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奐創業以來，以勤儉的客家精神，保守經營陶瓷代工業。

九○年代，政府開放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不到 5 年的光陰，窯火不

斷的苗栗、鶯歌陶瓷業可說奄奄一息，無法存活，於是紛紛結束營

業、出走中國。徐永奐不想隨波逐流，堅持根留台灣。

「窮則變，變則通」，徐永奐看到政府鼓勵觀光事業的商機，

設立「五穀文化村」經營觀光工廠，開放燒陶製窯過程給遊客參

觀、購物與 DIY 活動。這樣的經營模式好處多多，直接銷售收現

金，也就不會有呆帳了。「有多少錢做多少事，20 多年來我每年

都賺錢，沒有虧損過。」他

說，取名「五穀」是表示尊

重與感恩，也是代表永續經

營的意思。

在一場工研院與公會合

辦的「苗栗陶瓷產業座談

會」中，當天的主題是「能

源與材料在陶瓷產業上的應

用」，讓徐永奐眼睛為之一

亮：「在會場中，我看到沒

落的陶瓷產業，竟然還有新

的希望！」

拜ECFA之賜   轉型精密陶瓷業

也算是機緣巧合，2010 年台灣與中國簽訂 ECFA，因關稅優惠

協定，使中國製產品能夠以較低廉的售價在台販售，嚴重威脅到本

土產業的生存。陶瓷產業就是經濟部列出17項容易受到衝擊的敏感

徐永奐保守經營陶瓷代工業，一生與泥土與火為伍。

「五穀」象徵著尊重與感謝，更是永續經營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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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一。為了幫助受 ECFA 衝擊的陶瓷產業，工研院透過各種管

道，為陶瓷產業尋找新的發展方向。徐永奐第一個舉手報名參加，

希望能藉此轉型，開發具有國際優勢的陶瓷產品，他相中的，正是

「精密陶瓷刀」。

在聯合大學就讀陶瓷科系的徐永奐，一生都在陶瓷這個行業打

滾：「我一輩子和泥土與火為伍，從沒想到會和高科技搭上線。」

「以前，就很想一窺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到底怎麼做精密陶瓷，

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他知道精密陶瓷就是高附加價值的代名詞，

運用廣泛，包括太空梭外殼、高級手術刀、醫療器材、汽車電子零

件裡，都藏有精密陶瓷的身影。只是身為中小企業經營者，一直

苦無機會介入。這一次拜 ECFA 之賜，徐永奐順利跨入精密陶瓷產

業。

得知工研院可以技術轉移，徐永奐想到兒子徐漢城畢業後就要

去服兵役，以兒子的名義，結合五穀文化村、功薰陶瓷與銅鑼窯為

產業聯盟，向經濟部技術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計畫」申

請「精密陶瓷刀量產技術升級轉型計畫」，希望兒子當兵回來就可

以接班，進行精密陶瓷刀、精密陶瓷元件的主題商品開發，拓展具

有潛力的精密陶瓷刀具市場。「SBIR 計畫評審問我技轉這項技術，

會不會長久經營下去？」我回答說：「我兒子現在23歲，夠年輕

吧？由他來接手，絕對有永續經營的打算。」他興奮地說：「這是

功薰企業社事業的另一個40年長期目標。」

精瓷刀銳不可擋   不磨損不生鏽

在五穀文化村的觀光工

廠中，店員現場表演精密陶

瓷刀的「厲害」，紅蘿蔔、

菜頭、高麗菜，就像武俠小

說的利劍出鞘，銳不可擋，

青菜蘿蔔轉瞬間化成絲條。

接下來，示範切洋蔥和蒜頭

後，簡單清水沖洗，讓觀光

客聞一聞刀具，「是不是清

新沒臭味？是不是？」

做了一輩子陶瓷，徐永奐順利跨入精密陶瓷產業。 有了好用、衛生的刀具，料理更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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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奐解釋說：「製造精密陶瓷刀的材料是氧化鋯，生產氧化

鋯陶瓷純度要高、分散性要好；要粒子超細、粒度分布窄的粉體，

這就是為什麼它比一般陶瓷韌度高的原因。」正因為它的熱膨脹的

系數接近於鋼鐵，有人稱精密陶瓷刀為「陶瓷鋼刀」。

精密陶瓷刀和一般鋼刀有什麼不一樣？徐永奐像一個熟稔的售

貨員，連續背出精瓷刀的種種好處：「精瓷刀耐高溫、高密度、

高硬度、抗酸鹼、抗腐蝕、

抗菌、而且較銳利、不易磨

損、永不生鏽、不易殘留細

菌、無臭味、易清洗。」

同樣是刀具，精密陶瓷

刀有什麼「本事」不殘留細

菌、不產生臭味？徐永奐

說：「精密陶瓷刀表面沒有細孔，不會破壞食物纖維，而且十分鋒

利，不會造成水果的擠壓，不易產生氧化作用而變色。反之，傳統

金屬刀有無數細孔，使水果表面的酵素與空氣接觸，所以讓水果會

變色。」

從追求量的成長   進化到質的轉變

精密陶瓷刀聽起來好處很多，除了材料不一樣，製作過程和一

般燒陶燒瓷有什麼不一樣？徐永奐父子隨著工研院顧問的指導，一

步一步從過去「量的追求」進化到「質的轉變」。他開心地說：

「做精密陶瓷刀的技術，其實不是新科技，日本 20 年前就有了，

最主要是沒有地方可以學習。」「 這一次，有了政府的協助，我

們按部就班，準備原料、研究配方、灌模，設立無塵場地、準備純

水⋯⋯終於做出第一把精瓷刀。」

為了測試功薰企業社做出來的精瓷刀夠不夠銳利，執行SBIR計

畫的目標技術規格之一，必須測試精瓷刀的「銳利度」：方法是以

一公斤的力道，將人造皮膚 5mm（毫米）垂直切斷（不是拉扯切

斷）。筆者一位朋友是最好的見證，她第一次使用新買來的陶瓷刀

橫切西瓜，以過去使用鋼刀的姿勢與習慣，竟然將自己手指頭的肉

切掉一塊，所幸家人即時在分不出是血還是西瓜的碎片中，找到這

除了自家商品研發，五穀文化村也幫知名廠商代工。

多款「台灣精瓷」，既是陶瓷，更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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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被削掉的肉，盡快送到急診處才縫合起來。朋友從此對精瓷刀的

銳利，甘拜下風。

自創品牌台灣精瓷   由刀具延伸出更多產品

過去都是在摸陶弄瓷的功

薰企業社，很輕易讓陶瓷刀另

闢文創天地，徐永奐巧妙地將

苗栗特色與中國文化融入刀柄

的設計中。陳列在展示台上的

刀柄變化多端，有台灣造型、

龍、鳳、有苗栗桐花的生鮮陶

瓷料理刀、陶瓷刨刀，在精密

陶瓷觀光工廠行銷，很吸引觀

光客的目光。他說：「所有產

品都是以自創品牌『台灣精

瓷』銷售，刀具是我們跨入精

密陶瓷產業的第一步，未來將

由此延伸到更多產品，落實長

期發展的承諾。」

耕耘五穀文化村陶瓷觀光工廠已 12 年，除了陶瓷之外，徐永

奐也經營苗栗特色食品、衣物、客家布包、文具等多樣化產品，最

近主打的產品，當然就是掛著「台灣精瓷」品牌的精瓷刀與刨刀，

訂價上看一、二千元，和過去做代工時每件幾塊美元，不可同日而

語。「旺季來訪的遊覽車，每個月高達 700-800 輛；平日少說也

有 300 輛。」掌握人潮，徐永奐將觀光工廠做為目前精瓷刀具的

主要銷售點。

徐永奐說，自創品牌命名「台灣精瓷」，意味既是精密陶瓷、

更是台灣精品。未來會結合同業，持續開發新產品，為苗栗帶來更

高的觀光產值。

兼具實用與美觀，陶瓷刀大幅加值。

精密陶瓷產品，為五穀文化村帶來更高的觀光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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