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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 

第一階段、研究訓練階段 

一、近兩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畫 

獨立研究課程，最早為學校設計提供給資優班的課程，初時以

帶領學生進行科展研究為主，由教師指導學生從課本延伸，找尋研究

題材，進行主題探究。 

  近幾年來，隨著彰化縣辦理獨立研究競賽，始了解獨立研究較科

展而言，更強調與學習的連貫性，強調延伸所學以擬定想探究的主題，

並擴大範圍至全面向，是以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外，更有人文科學

均為其範疇。這充分給了想進行研究的學生一個好機會，無論是具有

數理學術優異傾向、語文學術優異傾向又或者是兩者都有的學生一個

適合他們展現的舞台。 

學校曾延請彰師大特教系教授蒞校進行獨立研究的講座，鼓勵

學生嘗試參與研究，並於輔導室、設備組與各領域召集人處備有近年

得獎成果冊供師生借閱；更於學校首頁闢有獨立研究文件專案專區，

提供獨立研究方法及相關訊息下載；指導老師亦會主動詢問，掌握其

進度，使學生能把握暑假期間，投入研究。 

 

二、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茲就「課堂學習增能活動」與「指導學生參賽」二方面，分述本

校提供學生的獨立研究訓練之內涵： 

(一) 課堂學習增能活動 

1、 激發學生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團隊合作之推動。 

2、 鼓勵學生發展演繹之能力並協助建構組織運思。 

3、 訓練學生之邏輯表達並安排其發表機會。 

(二) 指導學生參賽 

1、 有經驗的老師帶動小班群共同激勵，強化學生參賽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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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畫實施多場的科展系列研習，讓學生也可將參加科展研習所習

得的研究方法，套用在此獨立研究。 

3、 引導學生對研究主題分析，建構研究步驟與方向。 

4、 週六、日全面開放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並有老師陪同指導。 

5、 獨立研究競賽成果冊提供借閱觀摩，以見賢思齊。 

 

第二階段、獨立研究階段 

一、研究動機 

    八月初老師發下八年級課本(如圖 1)，在自然課本中有常用的金

屬，提到銅器的應用，而地理課本也有台灣工業發展，突然讓我回想

起小時後逢年過節都會坐車回鄉下白河外婆家,那時最愛到旁邊的小

溪去玩水跟抓魚，每當玩到全身髒兮兮時舅舅就回帶著我到外婆家門

口的那個古早式水龍頭旁去沖洗乾淨邊沖洗時舅舅告訴我每個人都

有故鄉,水龍頭也有喔!當時的我眼睛張得大大的問舅舅在那裡,舅舅

回答我說在彰化頂番婆喔!當時心裡就想有天要去水龍頭的故鄉走

走。今年九月參與獨立研究時邀好友一起合作，討論並尋訪題目時心

中出現水龍頭三個字,想必是當初所埋下的種子萌芽了,我們下定決

心研讀有關水龍頭與頂番婆有關的部分，便開始蒐集水龍頭，尋找新

舊照片，拜訪當地的耆老，為頂番婆庶民口說記錄，並對水龍頭的故

鄉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於是二人興致勃勃到鹿港沿著洋仔厝溪(如圖2)尋找水龍頭工廠，

在酷暑中我倆漫步在溪邊街道時，只見一些商店和傳統市場，均不見

水龍頭的足跡。在茫茫人海和乾枯的溪流中，水龍頭工廠究竟在哪裡

呢? 

    中午，我們帶著疲憊的腳步與沉重的心情，來到了頂番派出所，

想尋問警察先生有無相關資訊，沒想到派出所正在重建中(如圖3)，

又熱又累的我們懊惱極了！幸好不久有位警察巡邏經過上前關心我

們，我倆就鼓起勇氣告訴警察想做關於水龍頭的研究，但不知如何入

門，警察先生表示他在頂番里已服務十六年了，對區內非常熟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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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休假時帶我們參訪轄區內的工廠?天無絶人之路，我們就留下

聯絡電話，相約空閒再訪水龍頭的故鄉。 

根據鹿港鎮誌記載，衛材五金業是戰後鹿港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近年來由於產業外移及工資上漲，水五金出口已逐漸走向高附加價值、

高單價的時代。面對內外產業環境的變遷，如何突破創新？首要的工

作就是了解水五金的發展與趨勢，才能延續產業週期並讓水龍頭的故

鄉成為台灣最具特色的產業聚落，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題與目的。 

 

 

 

 

 

 

 

二、擬定正式計劃、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 擬定正式計劃 

    尋找研究主題    收集相關資訊        擬訂計畫及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      鹿港鎮圖書館、公所         

        水龍頭製程    拋光、翻砂技師 

         廠商         金巨翰公司     

                      怡昌公司       

                      巧時代天后宮店 

(二) 研究問題 

本文初步擬定的研究問題如下： 

1. 頂番婆設立水龍頭工廠的優勢及歷史。 

2. 早期水龍頭製程與現在的不同處及原料來源。 

3. 電鍍造成的環境汙染與廢水問題跟環保需求之衝突。 

4. 在同業商場中凸顯自家產品的優勢。 

5. 所經歷之生存危機。 

 

 

 

 

圖 1-1課本封面 

 

 

 

 

圖 1-2銅的介紹 

 

 

 

 

圖 1-3水龍頭 

圖 1第三冊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常用的金屬-銅〉 

圖 2乾涸的洋仔厝

溪 

 

圖 3頂番派出所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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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未來水五金產業的期許、計劃及目標。 

(三)工作進度表 

時間 

 工作 

9/1~ 

9/9 

9/10 

~9/22 

9/23 

~10/7 

10/8~ 

10/21 

10/22~ 

11/10 

11/11~ 

11/23 

11/24~ 

12/1 

擬定初步的研究

問題 
       

尋找資源        

擬定正式計畫及

研究問題 
       

彙整相關文獻        

提出研究成果 

與討論 

       

評鑑與檢討        

累積進度百分比 15% 30% 45% 50% 60% 80% 100% 

三、彙整相關文獻 

〈一〉文獻探討 

1.鹿港鎮誌經濟篇〈衛材五金業〉 

    根據鹿港鎮誌記載，衛材五金業是戰後鹿港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據一九九○年(民國七九年)的調查，全彰化縣金屬製品業工廠計有一

七三八家，鹿港有二五八家，佔全縣第二位，從業人員有二七八○人，

佔全縣第三位，故本產業是本鎮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經濟地位當然

不言自明。 

    俗稱衛材五金業，至少包括金屬手工具業、金屬模具和閥類製造

業，本鎮又以生產衛材五金(如水龍頭)和金屬手工具最具知名度。民

國四○年代起，頂番婆地區學徒向彰化的師傅習得簡單技術，隨即自

行生產筒幫浦，當時最大的工廠是金華工廠。藝出成師者紛紛回頂番

婆開業，遂使該地區成為彰化縣衛材五金的集散中心。民國六○年代

是本行業的黃金時期，大小工廠約六百多家，知名的廠口有富山、慶

璜、大陽、好記銅器、鴻嘉銅器等。民國七○年代本鎮的五金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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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因技高質優而大量外銷，使本鎮成為國內外手工具業的重鎮。

此行業之「頭家」多為學徒出身，出師後自己開業當老闆，故組織型

態以獨資最多，但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亦存在。 

    從﹝鹿港鎮誌﹞〈經濟篇〉〈衛材五金業〉(如圖4-2)的記載中，

我們得知在衛材五金業中，鹿港鎮以水龍頭最具知名度，民國四○年

代起，由頂番婆區內的學徒學得技術後開始開枝散葉，民國七○年代

成為重鎮，老闆以獨資居多。 

2.彰化縣綜合發展計劃〈規劃分析報告〉 

(1)歷史沿革：本縣製造衛材五金之已有相當久的歷史，最早在1950

年，鹿港鎮頂番婆地區由彰化機械師傅傳授簡單技術，自行募集

資金，開始生產所需之技術極低，資金亦少，不久即由原先在大

型工廠當學徒的技術工人紛紛獨立設廠，因而家庭五金工廠如雨

後春筍般大量出現，使得頂番婆成為本縣衛材五金業最著名的集

中地。 

(2)數量及空間分佈：早在1950年金華工廠生產筒幫浦開始，然後生

產繩鈎、門栓、滑輪等，至1953年生產銅製水龍頭，至1954年增

加慶華工廠一家，直至1959年改生產銅接頭，自1946間大型工廠

之學徒均紛紛出師自行創業設廠，並依照生產過程步驟分至各工

廠分工製造，至1976年間整個衛生材料業之頂盛時期，大小規模

工廠約達六百餘家，絶大部分集中在頂番婆地區，和美僅有富山

一家。 

(3)生產網路：所有勞力大多是當地工人，技術亦來自當地師傅傳授，

設備技資金自簡單車床數十萬元至大型工作母機數千萬元不等。

  

圖 4-1 鹿港鎮誌〈經濟篇〉 圖 4-2經濟篇〈衛材五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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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衛材所需之原料，大部分由高雄港進口廢五金，在當地加工

處理成原料或產品再銷售各地。大廠自1969年開始外銷，主要外

銷在日本、義大利、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小廠生產之產品則內

銷全省各地五金行。 

       從〈彰化縣綜合發展計畫〉(如圖5)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                                       

該產業之創業成本不高，容易創業，家庭工廠因應而生，民國六十年

前為全盛時期，大廠可外銷，小廠則內銷(如圖6)。 

 

 

 

 

 

 

3.台灣水五金創新精品館-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歷史時光走廊》 

民國18年日據時代莊頭北公司開始與日本合作生產銅閥門。 

主要生產建築五金、窗戶軌道上的戶車門閂等。 

民國35年(1946)金華鐵工廠(永吉、金振添)成立開始生產建築

五金。1953年改為永吉。頂番婆地區的五金產品生產規模逐漸擴大且

產品類型延伸到水龍頭閥門等給水器材。這些給水器材與原先的門閂、

戶車一樣都是使用銅為原料，且以鑄造為主要製造方法，頂番婆地的

經濟重心逐漸轉變為水五金產業，但經營模式已經從家庭式的小工廠

轉變為企業經營的模式。同時也成立電鍍部門。當時因為技術及材料

困難，止水零件用克難方法製作：用車輪內胎作止水皮；止水墊片則

是用紙皮浸蠟製成；中軸栓(止洩迫緊)用布袋及棉條綑綁使用；組裝

沒有試水機可以測試，只好用嘴巴吸來試壓。 

1971年成立金振添實業公司，擴大生產規模。1987年成立海外

印尼公司，陸續取得ISO及北美市場各項產品認證。 

民國38年(1949)振吉公司(電光牌)開始生產給水銅器。 

從《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如圖7-2)中的記載，可以知道最早

圖 5 彰化縣綜合發展計畫 圖6銷售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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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簡易型的銅器鑄造工廠，以翻砂鑄模的方式冶銅，並生產建築五金、

窗戶軌道上的戶車門閂等，始為銅器生產之起始，民國四十年後進而

生產水龍頭關器材，此後電鍍部門也成立，民國六十年開始量產。 

〈二〉工廠老闆與技師訪談 

在文獻探討中，本組已對頂番婆水五金的歷史演進有概略的認識。

接著我們透過對水龍頭廠商、設計總監與現場施作技師的專訪，對水

五金製作進行更深入、更直接的接觸與體驗，以便充分了解水龍頭製

程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1.專訪金巨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謝正隆先生 

謝正隆先生為第二代，該公司主要從事水龍頭零件組合與包裝，

已在頂番婆設廠約一甲子。早期母公司是義隆興銅器廠-不是做水龍

頭，是生產「戶車」(如圖8-2)的小工廠，接著生產傳統長栓水龍頭(如

圖9)。 

  

    老闆謝正隆說在70年代該公司生產的長栓水龍頭正值風華年代，

在80年代泡沬經濟與工資上漲的壓力是工廠面臨最大的危機，但相對

的，危機就是轉機，遂興起創新及產業轉型的念頭。經由招聘設計人

才，加強品管及技術，遂在六年前自創品牌，「Boss Hardware」和「BHW」，

期望將美學融入生活中，讓水龍頭成為時尚精品中的藝術品。 

謝正隆更說由於台灣未加入東南亞國協，因此如果產品要進入東

南亞市場會多課百分之二十的關稅，相對的在價格上就失去競爭優勢，

  

圖 7-1 水五金創新精品館 圖 7-2《水五金協會》-〈水五金的源起〉 

圖 9長栓水龍頭 
圖 8-1 戶車的軌道 圖8-2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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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進軍東南亞的計劃。但由於他堅持水龍頭相關產品百分百原創

設計，並嚴格控管每一個製程，產品耐用度保證十年以上，儘管對岸

價格低廉的產品充斥，但他公司工藝與品質的精美仍受到肯定，除了

榮獲多項專利外，更在大陸有一代理商，未來目標期望走入國內的每

個家庭，也有在YAHOO、東森、MOMO等六個網站進行銷售。 

謝正隆老闆表示，公司所有產品全程在台灣設計加工，多道的布

輪，確保精密度更高，使用壽命更長，『無鉛、環保、節能』是該公

司產品的導向，目前更推廣單把手操控、無鉛三合一廚房龍頭，在寸

土寸金的都市區，小套房內也能享受高品質的用水設備(如圖11)。 

經過謝老闆的解說與示範，我們對銅器的應用-水龍頭的類別，

及如何有效地行銷水五金與其他相關設備的差別，有更深入的理解。 

   圖10《謝正隆品牌展示》謝老闆解說水龍頭產品並現場試水 

 圖11《Boss》推薦CP值最高產品：花灑、噴霧、SPA三合一蓮蓬頭 

2.專訪怡昌公司(櫻王牌)謝明隆先生 

   謝明隆先生也是第二代在經營，全台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的水龍頭

都是櫻王牌的。謝老闆的父親尚未開始經營衛浴工廠時是個農夫。老

闆告訴我們：「一開始台灣的衛浴工業是在花蓮萌芽，但是花蓮在台

灣的東部，交通不便而且勞工不足，後來遷移至頂番婆，大家就掀起

一股熱潮。我的父親就想說來試試看，先去別的工廠當學徒，當到師

父後，再回來自己找一些師父開工廠。                      

    

 

 

 

圖11-1花灑 

 

 

 

圖11-2噴霧 

 

 

 

圖11-3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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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時間，有些工廠都去中國設廠，怡昌公司原本也要跟著去，

但是因為資金有點問題，所以就做罷，過了幾年，去中國設廠的那些

老闆有八成都被騙了，到最後大部分的老闆都回來台灣。要不是資金

出了問題，現在可能就不會有怡昌公司了。 

 

 

 

  圖12-1車床 

 

 

 

圖12-2拋光 

 

 

 

圖12-3電鍍 

 

 

 

圖12-4最後試水 

圖12謝明隆老闆示範製水龍頭流程 

   謝明隆強調三十年前在試水龍頭有沒有真空、縫隙時，因為當時

還沒有測試縫隙的工具，而且不知道電鍍水有毒，所以都用嘴巴吹，

電鍍回來用嘴巴試完水，整個嘴邊都是黑的，還要漱口(如圖13)。 

   現在改用水壓測試(壓力至少都十公斤)或真空測試。水壓測試時，

如果水中有泡泡，就代表有空隙，在抛光前試水一次，電鍍後再試水

一次，以精確保質的精良(如圖14-1)。 

   在謝老闆的仔細說明後，讓我們對水龍頭的製程和歷史，有更清

楚的認識。 

 

 

 

 

圖13謝明隆示範試水 

3.專訪勝泰衛材潘進吉總監 

潘進吉為勝泰五金的第二代，成立四十年的勝泰衛材曾是世界知

名品牌TOTO代工廠，每年有上億的營業額，由於工資陸續的上漲，八

十年代勝泰衛材至泰國設廠後，看到附近大廠出走及經濟危機後，在

見證了水龍頭產業的起與落，不甘心從小生產水龍頭的家做一輩子的

代工，遂於十四年前自創品牌，每年投資3~4千萬營業額開發新的產

品。值得驕傲的是他的生產線是一條龍(如圖15)，從設計師的設計→

 

 

 

圖14-1 

水中無泡者為良品 

 

 

 

圖14-2 

水中有泡者需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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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砂→抛光→電鍍→組裝→電鏽→試水→包裝全都在工廠內，因此品

質更容易掌握。潘總監進一步表示他們每個產品的研發及設計致少花

上四五年以上的時間，每年耗掉近四千萬的資本額建立「JUSTIME 巧

時代」品牌，為的就是讓全世界的人在用水龍頭時都能想到台灣，進

而看見台灣，創新的衛浴五金陸續榮獲德國紅點、聯邦設計等國際設

計大獎。 

為了推廣國人對台灣品牌的認識，潘進吉於民國105年進一步在

鹿港老街成立「JUST TIME」天后宮店，希望藉由觀光人潮推廣在地

品牌，除此之外天后宮店也銷售相關水五金產品，如STORY水龍頭的

櫥櫃握把，環保除水垢鐵鏽清潔劑、毛巾，蓮蓬頭等(如圖16)。 

 

 

 

 

 

圖17            圖18              圖19          圖20 

lucky7無鉛飲水機   巧時代天后宮店       世大運飲水機    電話造型花灑      

四、資料分析 

〈一〉水龍頭故鄉的由來 

全球水龍頭相關產品有五成來自台灣，其中又有八成來自水龍

頭的故鄉「頂番婆」。 

     頂番婆於鹿港鎮、和美鎮和線西鄉交界之偏隅，村莊被洋仔厝

溝大排分隔左右，洋仔厝溪直通彰濱工業區旁的出海口(如圖21)，村

莊距出海口不到一公里。這裡土地帶砂質，鹽分高，農民收入偏低，

 

 

 

    圖15-1    

 

 

 

   圖15-2 

 

 

 

圖16-1 

 

 

 

   圖16-2 

圖 15潘進吉強調生產全程在地一條龍 圖 16第一個自創品牌〈story〉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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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易。不論是紡織加工品、小五金或雨傘，只要配件中有金屬小

零件，在加工過程中都需要電鍍。由於電鍍是一項高污染的產業，洋

仔厝溪提供了污水排放的最佳管道，「頂番婆」占盡了地利之便，於

是家庭規模的電鍍工廠在「頂番婆」爭相設立。較具規模的業者索性

連開模鑄造都全包了，便有鐘情、謝簾、葉何三位居民，創立簡單小

型的銅器鑄造工廠，以翻砂鑄模的方式冶銅製造銅器出售，當時以生

產窗戶軌道上的戶車為大宗。 

    超過六十年的發展，全盛時期有上千家工廠，涵蓋所有水五金的

產業鏈，供應全台90%以上的水龍頭，故有水龍頭故鄉的美名。 

              圖21 洋仔厝溪流經地區 

<二>頂番婆三家水五金公司的比較 

    金巨翰公司算是比較朝向精品發展的公司，其中的無鉛水龍頭、

ECO節能龍頭……大部分皆銷向飯店、豪宅及汽車精品旅館；而怡昌

主要針對一般的消費者，銷往社會大眾，偶爾也承接與銅器相關的製

品，如消防水閥；勝泰(巧時代)公司則有精，品也有一般的水龍頭，

其中還有專為世大運而設計的飲水機及長庚醫院的抗菌銅扶手，可見

產品品質很好，其知名度逐漸在國內打開。其中怡昌公司有一個智能

障礙的員工，負責橡膠墊圈的套設，利用銅管讓墊圈快速放入止水閥

中，雖然是簡單重複的步驟，但卻讓一位身心障礙的人士自給自足，

自我認同，減輕了家庭的負擔(如圖22)。 

 

 

 

 

 

      圖21-1鄉鎮流域圖 

 

 

 

 

 

    圖21-2彰化縣流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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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大小零件相疊 

 

 

 

圖22-2套上皮圈 

 

 

 

圖22-3橡膠墊圈成品 

                 圖22 橡膠墊圈套設過程 

<三>早期水五金製程與現在的差異 

    水五金的製程為1.翻砂→2.抛光→3.電鍍→4.組裝→5.試水。 

1. 翻砂：早期的製程翻砂所產生的砂石直接丟棄 

，無法再回收使用(如圖23)，現在有專門的環保公

司處理，目前彰濱工業區僅有全興一家環保公司在

處理相關的廢棄物。翻砂的過程中又悶又熱且高溫 

，銅以千度高溫燒熔成銅液，再將銅液小心且迅速地倒入模具中(如

圖24)，長期在高溫的環境中工作，一切仰賴人工，就所查詢的資料

中有使用機器手臂取代人工的作法，但在我們實地訪查的過程中，只

見銅塊的搬運用機器，實務上的機器手臂仍不見，廠房內的工人說因

在大量粉塵中電子化的機械容易壞掉故障，所以仍以人力為主，目前

以中壯年及外勞居多，是這個產業錬中容易出現斷層的危機。                                                                                         

 

 

 

圖24-1銅塊 

 

 

 

圖24-2放入銅爐 

 

 

 

圖24-3銅液倒入模具 

 

 

 

圖24-4形成粗成品 

圖24翻砂過程 

2.抛光 

    現在車床用CNC機機化量產，據怡昌公司謝明隆先生說：一個人

至少可以看顧三至五台，機具二十四小時製作取代從前的人工車床。 

3.電鍍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水龍頭產品, 表面是閃閃發亮, 那即是鉻金

屬, 它的特性是閃亮色且硬度夠, 可保護水龍頭表面 , 在鉻層下其

 

圖 23砂石心無法重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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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還有鍍上一層鎳金屬, 其目的是更容易與銅材料 

結合,但缺點為容易褪色，且其顏色不夠亮豔, 故需 

再鍍上一層。實際觀察電鍍的過程中的確出現機器 

手臂吊掛(如圖25)增加效率減輕工人的負擔，從前 

每個產品都靠人工，相對吃力。 

4.組裝 

    水龍頭除了外表的板模外，陶瓷閥芯、止水閥、橡膠墊圈、起波

器等，無法全程都用機器組裝，在講究製造工藝的現代，透過人力一

一組裝更能保證品質的耐久性，故此製程早期和現代仍然仰賴人力。 

5.試水 

    試水是保證在消費者使用產品時不會買到漏水的NG品，早期用人

工一對一嘴巴試水，試水時有電鍍化學物質毒害問題，恐對身體有不

良影響；現在廠商針對產品特性訂製試水機，既省時又環保。 

<四>電鍍所產生的污染 

    在民國七十八年的彰化發展計畫中已提到電鍍所是高污染的產

業，頂番婆大部分的農地少見作物，幾乎都被小型的家庭代工和水五

金工廠所取代，在訪問時在地的人士坦言：從前銅製程的過程中所產

生的廢水真的直接排入洋仔厝溪，但現在在製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均

有經環保方式處理。二、三十年前在地人根本不敢在洋仔厝溪垂釣，

環保問題改善了，沿著洋仔厝溪散步，真的可見許多人在釣魚，在研

究水五金發展的過程中發現彰化縣政府在今年十月於彰濱工業區成

立電渡專區，並開放廠區的租賃，把這些和環保有關的產業集中管理，

讓在地居民更加安心。 

    另外，在訪問勝泰工廠時，潘經理向我們表示目前該公司是頂番

婆地區唯一和彰化縣環保局合作連線的示範工廠，,該廠區全天的水

(pH)質和溫度都顯示在廠房前，可以讓到民眾直接檢視。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從古到今的取水方式 

    井水→手動抽水幫浦→節水調整鈕→螺旋水龍頭→陶瓷水龍頭

圖 25 電鍵機械吊掛 



14 
 

→自閉水龍頭 →感應水龍頭→腳踏水龍頭。 

    在巴爾頓（ｗilliam K﹒Burton，1856〜1899）台灣自來水之父，

引進當時的淨水設備，推廣自來水的使用，也開始了水龍頭的一生。 

隨時代改變，水龍頭在造型、材質及功能均有很大的進步，並日漸成

為文明生活的一項指標，尤其改採精密陶瓷軸心(如圖26)，

使水龍頭耐用性大幅提高。另外，因電子業蓬勃發展，感

應式水龍頭因具方便及衛生等優點而漸有主流架勢。 

圖27從古至今的取水方式 

〈二〉頂番婆成為水龍頭故鄉之由來 

    由文獻的收集與資料的分析，將頂番婆水五金發展歷程分列： 

第一期：產業萌芽期(民國30~40年代) 

    以翻砂的方式製造門閂，窗戶軌道的戶車等一般五金銅器販賣。

頂番婆地區的五金產品生產規模逐漸擴大，且產品類型逐漸轉變為生

產水龍頭、閥門等給水器材。 

第二期：產業篷勃期(民國40~50年代) 

    產業經營模式慢慢從家庭式的小工廠轉變為企業經營的模式，開

啟了頂番婆的水五金聚落蓬勃發展的時代。工人在習得一技之長後，

 

 

 

 

圖27-1取井水 

 

 

 

 

圖27-2抽水幫浦 

 

 

 

 

圖27-3節水調整鈕 

 

 

 

 

圖27-4螺旋水龍頭 

 

 

 

 

 

圖27-5陶瓷水龍頭 

 

 

 

 

 

圖27-6自閉水龍頭 

 

 

 

 

 

圖27-7感應水龍頭 

 

 

 

 

 

圖27-8腳踏水龍頭 

圖 26精密陶瓷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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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出來合夥自立門戶，從事某部份的製程，因而發展出綿密的產業聚

落，大致位於頂番里方圓5公里內。 

第三期: 產業顛峰期(民國60~70年代) 

    民國60年國內市場逐漸飽和下，開始出口外銷。民國66年美國貿

易商希門先生把閥類引進美國，開啟水五金外銷美國之路。全盛時期，

全球每兩支進口水龍頭，就有一支來自頂番婆，在水五金市場獨占鰲

頭，造就“水龍頭故鄉”之美名。 

第四期：產業轉型期(民國80年代至今) 

    民國80年代，隨著國內工資上漲、匯率大幅升值

及中國經濟開放等因素, 使水五金產業的製造成本大

幅提高，產業紛紛外移，使得先前上千家廠商的盛況

剩下約略半數的工廠。 

    民國90年代，水五金工業已朝向少量多樣、高技術、高單價的產

品生產，多家國際知名品牌的衛浴設備都由頂番地區代工。 從前的

水龍頭只具備單獨給水功能，今日的水龍頭不僅已成為居家設計的重

要元素亦結合各式高科技的產品，成為具恆溫控制與電子感應等高附

加價值的水龍頭。 

〈三〉早期水龍頭製程與現在製程的比較 

 設計 翻砂 拋光 電鍍 組裝 

 

從前 

 

 

 

手稿繪圖 

 

 

 

人力 

 

 

 

人工 

 

 

 

人工 

 

 

 

人工 

 

現在 

 

 

 

電腦繪圖 

 

 

 

部分機械 

 

 

 

部分機械 

 

 

 

機械手臂 

 

 

 

人工 

〈四〉水龍頭電鍍的汙染問題 

 圖28彰化縣城鄉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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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鍍是高污染的產業，政府在三十年前已發現這個問題，但卻缺

乏相當的人力與經費解決，彰化縣政府終於在近期於彰濱工業區成立

電鍍專區並供廠區租賃(如圖29)，希望透過此一專區的成立，讓我們

下一代子孫有源源不絶且乾淨衛生的水資源(如圖30)。 

 

 

 

         圖29電鍍區域圖                              圖30今日民眾在洋仔厝溪旁垂釣                        

〈五〉水五金產品如何同中求異 

  1.所有產品全程台灣設計加工生產： 

就受訪問的廠商一致表示，為確保產品精密度更高、使用壽命更

長，全程在台加工生產。 

  2.重環保，採用無鉛銅Lead-Free 

銅材來自智利，使用符合AB1953法案(亦稱加州無鉛法案)規範，

規定產品內與水接觸的零件其鉛成份含量與個別占整個水道面

積的百分比計算後之總合鉛含量必須在0.25 %以下。通過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衛浴產品檢測與水五金協會認證。 

3.創新設計 

   依消費者喜好推出不同色系的水龍頭(如圖31)。 

 

 

 

圖31-1曜石黑 

 

 

 

圖31-2復古銅 

 

 

 

圖31-3玫瑰金 

               
圖31各色系水龍頭 

     
4.ECO(ECOLOGICAL生態環保)節能水龍頭 

龍頭把手置中開啟，只流冷水不會啟動 

熱水器，避免能源消耗(如圖32)。 

〈六〉水五金產品未來發展 

圖 32節能水龍頭溫度控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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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水龍頭的規格為無鉛，然而台灣目前法規尚無規定，未來除

了鼓勵國人多選用無鉛龍頭外，有可能發展不銹鋼(如圖33)一體成型

廚具及利用電子溫控方式選擇所需的温度(如圖34)，真是科技符合人

性需求的應用。 

 

 

 

  

六、評鑑與檢討:每一階段的省思與收穫 

    經由可見的文獻紀錄與水龍頭專家的訪談，可知舉凡控制水的開

關都是水五金的相關產品，經過近六十年的發展，頂番婆供應了全球

50%以上水龍頭與衛浴相關品，形成社區的產業聚落，鹿港小鎮無人

不知，無人不曉，但知道頂番婆的人卻不多。近年來由於環保意識的

抬頭，水龍頭的發展已朝無鉛和節能邁進，更進一步成為居家生活的

美學之一。如何讓更多人在使用水五金時就想到頂番婆﹖我們除了透

過尋根溯源了解了頂番婆水五金的發展史，也明白水龍頭從前和現在

製程的演進與未來發展的趨勢。至於如何讓大家在使用水龍頭設備時

就知道它來自鹿港鎮的「頂番婆」呢？又如何利用觀光人潮與資源，

讓水五金發展文化產業得以發光發熱呢？經本文的研究探討，提出以

下的省思與建議： 

(一)第一階段：研究動機-遇到之困難與突破 

    暑假期間我和同為體育班圍棋組的好友相約共同研究水五金， 

在炙熱的酷暑中，我倆在頂番社區繞了大半天，卻絲亳見不著任何水

龍頭工廠，沒有頭緒的我們索性到了頂番派出所想尋求幫助，眼前所

呈現的竟是派出所重建中，幸好派出所的楊文信巡佐巡邏經過，上前

關懷我們，答應帶我們拜訪轄區內的水龍頭工廠。 

(二)第二階段: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收穫與體驗 

    鹿港每逢假日便遊客如織，但聽過頂番婆的人卻十分稀少，有關

鹿港的歷史文獻不少，但「頂番婆」記錄卻顯少，為了更了解這個水

圖 33不銹鋼水龍頭 
    圖 34溫控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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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故鄉的由來，伙伴和我各自先上網搜尋相關資料，幾乎沒有相關

的文獻，只好向老師尋求協助，在老師的引導下，我們先各自在家擬

定訪問問題，並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到E化教室討論彼此架構的問題，

並利用甘梯圖規劃研究進度，感謝老師犧牲假日協助檢視進度及督促，

期間我同時報名彰化縣環境知識的比賽，讓我們彼此更加了解到時間

分配及規劃的重要，並體會獨立研究是相當嚴謹的一種學習活動。 

(三)第三階段彙整相關文獻 

1.文獻找尋： 

         指導老師建議我們到鹿港鎮公所尋求相關文獻，到了公所

後服務人員表示鹿港鎮誌或許有相關的資料，但卻要寫申請書

才能借閱，當下不知如何起筆的我們竟巧遇了媽媽之前的同事

張阿姨，透過張阿姨的幫忙我們才順利地借到鹿港鎮誌，這讓

我們體驗到公務機關行政有一定的流程，雖然有點繁雜，但依

照步驟及規定就能完成目標。 

2. 因應對策與突破： 

    翻閱多本厚厚的鎮誌，我們終於在經濟篇找到有關頂番婆水五

金的文獻，雖然只有薄薄的二頁，但從備註中我們意外發現在彰化

縣綜合發展計畫中有相關的資料，全彰化只有一本，而且就在鹿港

圖書館，由於是特色典藏，因此不提供預約，伙伴和我平時只有星

期五晚上有共同的時間，放學後我們決定從彰化直接搭彰客到鹿港，

到了鹿港圖書館後，館員表示由於該日非假日，櫃台只有她一人，

因此無法上樓幫我們找書，待找到書後再和我們聯繫，頓時我們都

有點洩氣，更體會到做學問和研究的辛勞。 

3.成長與收穫-人物的訪談部分 

        感謝金巨翰老闆謝正隆先生犧牲中秋假期，一大早在廠房前 

    向我們介紹水五金的相關產品，在訪談之餘，我們知道謝先生是      

頂番國小的家長會長，關心教育的他不但詳盡的介紹現今水龍頭  

朝節能環保工藝方面發展，同時他也勉勵我們多吸收新知，強化 

自我，更應加強英語的學習，以因應全球化的潮流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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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昌公司謝明隆先生特地在雙十國慶日帶我們在工廠內一

一說明水龍頭的製造過程，為了讓我們更加明白從前和現在製程

的不同，謝老闆還特地到倉庫中把早期翻砂的鐵模和砂石心翻找

出來，也勾起謝爺爺年輕時的回憶，直說年輕時真的很辛苦，大

家同擠在小小的老家前邁力的工作，只是圖三餐的溫飽，那時哪

有錢買相機，也就沒有古早的照片。 

        在工作區內謝明隆老闆特別介紹他的身障員工，不要看他塊

頭大，做單一套橡膠圈的工作也很俐落，讓我們體會到每個人存

在的價值，也感受到大老闆對人的關心和愛心。 

        由於週休二日的實施，許多工廠都沒有上班，增加許多訪問

的困難度，週末我來到巧時代天后宮竟巧遇幼兒園的潘怡玲老師

在店內導覽，透過老師的引薦，我們順利訪問到勝泰潘進吉總監，

機會真的是留給肯努力的人。 

(四)第四階段資料分析-意外的發現與體會 

    我們花費相當多精神與時間整理與分析，老師更不辭辛勞利用課

餘與假日指導，在我們去尋找手動抽水幫浦後，意外的發現鹿港鎮竟

尚存三座古老的手動抽水幫浦(如圖35)，除了了解先民取水的智慧外，

更佩服設置半邊井大戶人家的大愛與無私，真切體會要「飲水思源」。 

 

 

 

 

圖35-1九曲巷內 

 

 

 

 

圖35-2文武廟前 

 

 

 

 
 

圖35-3鹿港國中內 

 

 (五)第五階段研究結果與討論-成長與建議 

1.成長與省思：經過辛苦的歸納與整理，我們除了對頂番婆水五金的

發展有更清楚的了解，也明白相關的製程與發展，這些日子真的

是相當忙碌，原本只是簡單的發想，但要集結成一份研究還真是

不容易，天下真是沒有白吃的午餐。 

圖35 鹿港鎮現存的手動抽水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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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 

(1)規劃「水中蛟龍體驗營」一日遊的課程 

     位於鹿港鎮統一渡假村的水五金創新精品館常常門可羅雀，這

裡是由經濟部工業局、勞動部與金屬發展中心輔導所成立的。政府

部門已挹注相當多經費，為了不讓它成為蚊子館，期望透過鹿港文

化觀光協會將鹿港一日遊行程結合至此，提供民眾 DIY活動，亦可

買回水龍頭組裝，享受悠遊水世界的樂趣，並藉此推廣水五金產業。 

(2)成立頂番婆「水中蛟龍」粉絲專業 

     建議在鹿港鎮公所官網與彰化縣旅遊產業協會連結頂番婆「水

中蛟龍」粉絲專業，將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舉辦的各項文創活動與

相關產品加以推廣，與網民即時互動並培訓導覽人員。除此之外，

更可廣邀廠商進駐水五金精品館，實地展示水龍頭的組裝與設計。

另提供各級學校辦理教師研習申請，以培訓設計人才並進行徵稿比

賽，除可在台增加知名度外,更可讓世界看見台灣創意精品的實力。 

(3)成立水五金觀光工廠與「頂番婆水中蛟龍文化體驗營」 

    建請彰化縣政府輔導業者向經濟部申請觀光工廠認證。並委請鹿

港鎮公所承辦「頂番婆水中蛟龍文化體驗營」，提供中小學生校外教

學活動。在這除了介紹水五金的源起、水龍頭製造流程，並開設簡易

的水龍頭 DIY安裝與製作課程，透過實際組裝與趣味有獎徵答活動，

推廣與行銷水五金並活絡頂番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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