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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螺絲王國再創新傳奇，岡山蔡家螺絲三兄弟，單一廠區規

模就媲美台積電大陸基地的全部面積，光是一個倉庫就有 48

個足球場大，能做全球一半——2 萬種的螺絲，從 1 顆最低 1

毛創造出超過 150 億元的營收，做到全球霸主。

十月初，一千二百噸的電力用螺絲運抵美國，轉送到

遭強烈颶風卡崔娜吹倒二十萬根電線桿，造成電力供應中斷的紐奧良，一解燃眉之急。

一千二百噸，等於全世界一年的電力螺絲用量，全球唯一有能力緊急提供如此龐大用

量的廠商，是位於上海附近一家台商螺絲公司──晉億實業。

八月二十九日，卡崔娜造成紐奧良地區有史以來最大的風災，美國進口商ＭＩＤＡＳ

同步向全球各螺絲廠發訂單。所有工廠的回應都是，從生產到交貨，需要四十五天時

間，加上海運時間，等於是要到十一月，紐奧良才能恢復電力設施。

螺絲「搭電梯」 最大倉儲專業物流自動化

九月中旬，晉億實業收到訂單，晉億的倉庫裡，本來就庫存有六百噸的電力螺絲，為

趕工生產另外六百噸螺絲，晉億位於中國嘉善〈位於上海附近﹞的私人碼頭，馬上運

進七百噸的俄羅斯進口鋼材，加工成線材進入生產線，一百七十台高速螺絲成型機，

以每分鐘一千根螺絲的速度生產。

螺絲離開生產線後，坐上八樓高的「專用電梯」，被送進深不見底自動倉庫內。五天

後，一千二百噸螺絲裝上貨櫃，從晉億的工廠直接坐火車到上海，裝上貨櫃輪，十月

晉億年產量達 558,000 噸，每年所使用

的鋼材，相當於可興建 76座巴黎鐵塔。



初，這批電力螺絲即運抵美國。

紐奧良重建所需的電力螺絲每顆重達一公斤，所有廠商都是接到訂單才會生產。但是，

晉億的倉庫裡，卻庫存有六百萬噸的電力螺絲。

晉億，這家一般人很陌生的公司，其實是全世界最大的螺絲公司，不起眼的小螺絲，

被稱為工業之米，最便宜的報價不過是新台幣一分一顆，但是，光是生產螺絲，晉億

集團〈泛指旗下三家公司﹞年營收達一百五十億元，可生產兩萬種螺絲，占全世界四

萬種螺絲的一半。

晉億集團在台灣、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共有四個工廠，擁有兩家已上市和即將上市

的公司。另外，晉億集團的螺絲倉儲與物流系統是全球最大，總容重量達三十萬噸，

所存鋼材相當於四十一座巴黎鐵塔的用量。

分布在六個國家的七個倉庫隨時庫存兩萬種螺絲，每種都有三個月到一年用量的庫

存，以供應全球所需。全美進口的螺絲中，每兩顆螺絲，就有一顆是晉億的產品。這

個龐大的螺絲王國，年產量五十五萬八千噸。

創造「螺絲城」 占地兩千畝帶動衛星工廠

做小小螺絲，卻有私人碼頭和私人港口，不僅如此，在中國和馬來西亞，晉億集團

還創造「螺絲城」。以嘉善「晉億螺絲城」為例，占地兩千畝〈一百三十三公頃，

約等於台北內湖工業園區﹞的城內有近兩百家衛星工廠。

再以馬來西亞為例，晉億旗下的晉緯螺絲，占八成市場。而且，晉緯在馬來西亞跨

足開發住宅區，面積高達三十公頃，規模直追經營之神王永慶斥資百億元打造的林

口養生文化村。



螺絲王國的主角，是三個兄弟：大哥蔡永龍現任大陸晉億實業董事長、老二蔡永泉

負責馬來西亞和越南廠，目前是晉緯總經理、老三蔡永裕則是台灣晉禾總經理。

一九七五年，還是二十歲小伙子的蔡永龍，聽說高雄岡山鎮的螺絲產業正興起，對

那裡的螺絲機像印鈔機不斷吐出鈔票的傳言充滿憧憬。國小畢業後，蔡永龍就離開

彰化竹塘老家，到岡山的大順螺帽廠，從工廠最低層的黑手開始做起。

打進「螺絲窟」湊十萬買設備客廳當工廠

在蔡永龍之前，岡山「螺絲窟」早已成形。一九六七年，春雨公司用新台幣四百萬

元高價從德國進口螺帽成型機，帶動螺絲產業技術大幅提升，被喻為岡山螺絲業始

祖。

六年後，三星科技創辦人李淵河發明台灣自製的高速螺帽成型機，李淵河發明問世

之前，用車床加工，一分鐘頂多生產十顆螺帽，但螺帽成型機竟然可以在一分鐘內

生產出四百顆螺帽，而且品質更好、廢料更少，這讓三星生產的螺帽打遍世界無敵

手。李淵河也形容高速螺帽成型機就像是印鈔機，機器每打出一個螺帽就是賺新台

幣五角，一分鐘就「印」出了新台幣兩百元。

李淵河當選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時，蔡永龍還只是個螺絲廠小學徒。一九七九年，

蔡永龍服完兵役回到岡山，老東家大順螺帽廠已倒閉。蔡永龍選擇自行創業，湊了

十萬元，帶著弟弟蔡永泉、蔡永裕自己買機器設備、零組件，組了兩台螺帽成型機，

把客廳當工廠，成立晉禾公司開始生產螺帽。

晉禾成立時，三星已是年營業額七億元的世界螺絲霸主，春雨更是三十年的老店。



蔡永龍三兄弟出身比別人差、起步比別人晚，發展過程中，也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

當時，中鋼供應原料採配額制，以上一年度的採購量，決定下年度原料提取的多寡。

而且螺絲業者若想進口原料，還需要中鋼出具證明許可，原料供應制度畫定螺絲廠

的事業版圖，大者恆大的局面出現。

投資「繳學費」 出走海外購錯地買錯設備

當時蔡家三兄弟在台灣經營的晉禾企業，一個月獲利已四十萬元，算是富足的中小

企業。但是，蔡永龍不滿足，賺錢之外，他要當螺絲業的老大！只是，在中鋼的原

料配額制下，他永遠不可能在台灣當上第一。三星、春雨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橫擋在

蔡永龍三兄弟面前，儼然成為一個無法超越的障礙。

要擺脫這樣的困境，只有到海外設廠設廠！出國設廠，這在當時是台灣螺絲產業的

創舉，也是蔡永龍兄弟螺絲事業的最大轉捩點。這也展現蔡永龍異於同業的膽識。

一九八七年，兄弟抱著大破大立的決心，展開前進泰國的計畫，學了一年泰文之後，

一九八八年，三兄弟前往泰國簽下購地合約。在朋友邀約之下，順便前往馬來西亞

檳城考察發現，馬來西亞檳城有七成華人，主要語言是閩南語，最重要的，當地有

鋼鐵原料供應！當天，兄弟在旅途上召開緊急會議，轉往檳城設廠，只在泰國設倉

庫。

三兄弟為降低對中鋼的原料依賴度，到馬來西亞設廠，他們從一開始，就鎖定要做

南亞第一，決定陸續投入十一億元。為了當第一，蔡永龍親自督軍，他僅國小畢業，

但馬來西亞的晉緯公司，卻用了包括馬來西亞、印度、越南、中國、泰國、尼泊爾、

孟加拉、緬甸、菲律賓、斯里蘭卡等十國員工。



為突破語言限制，蔡永龍發明圖解螺絲生產的標準作業流程，包括螺絲線抽線機、

螺絲成型機、磨牙設備到倉庫管理，所有的螺絲生產機台，都畫了詳細的操作步驟，

讓所有員工可一目瞭然。這套圖解流程，讓訓練生手員工的時間，從三個月縮短為

一個月。

十國員工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南轅北轍。印度人喜歡在宿舍房間裡養雞生蛋當早

餐，越南人則喜歡抓野狗煮火鍋。蔡永龍只好把宿舍分成十處，分開管理。如今，

晉億集團在越南、大陸的工廠，都有菲律賓、馬來西亞幹部進駐，人才已開始國際

化。

在台灣賺到第一桶金，到馬來西亞奠下海外布局的基礎，一九九三年，蔡永龍有了

更石破天驚的舉動，他決定陸續投資一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十三億元﹞，到大陸

設廠。當時台灣晉禾營收不過六億元，在業界排名第九，這筆龐大投資，一旦成功，

蔡家三兄弟就可以成為世界第一，但也有極大風險，萬一失敗，三兄弟可能沒本錢

再爬起來。

生產「一條龍」 節省成本再回頭投資設備

在中國大陸，蔡永龍大膽嘗試，他採購巴西、俄羅斯、中國大陸與韓國的便宜鋼材。

這些國家的鋼材材質低劣，遠比不上中鋼，生產不出好的螺絲，因此一般同業不敢

採購。

但他不輕言認輸，為扭轉頹勢，他開始投資上游工廠設備，他要往上整合鋼鐵材料

與材質處理技術，光是建構鋼材再加工處理設備，投資金額就高達上億元，其中一

套球化爐，價格即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



此外，他更往下整合電鍍和熱處理技術，學習的過程中，遭遇不少失敗。例如，第

一次投資電鍍設備，花一千萬元買了三部電鍍機，試了半年無法做到完美。蔡永泉

說，最後才發現一開始就買錯了！只好打掉重新花一千多萬元買新的。

前前後後花了三年摸索與學習，直到一九九八年，最大、最完整的垂直整合廠──

大陸晉億廠終於完成投產，螺絲三兄弟完成全世界第一個螺絲一條龍生產線，也正

式坐上全球產能第一寶座。如今，嘉善晉億年營收達五十億元，螺絲產能達二十四

萬噸，是全球最大單一螺絲廠。

在嘉善，來自俄羅斯、巴西鋼材源源不絕從運河運到晉億私家碼頭，包含運費在內

比中鋼便宜一成以上，生產出的螺絲品質卻是一模一樣，一年超過五十萬噸的鋼材

採購，節省一○％的鋼材成本，對毛利不到一○％的螺絲界來說，這樣的成本節省

已是一般工廠的獲利來源。

整合了螺絲製造過程，三兄弟接著發展倉儲物流和通路。「我們把省下來、賺到的

錢，全部投資在螺絲設備上！」蔡永裕說，一九九二年，台灣晉禾每年獲利在五千

萬元左右，卻決定花八千萬元蓋台灣第一個螺絲自動倉儲，準備儲存價值兩億元、

總量八千噸的螺絲。消息傳出在岡山傳為笑柄，同業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來參觀，要

看看螺絲三兄弟是不是頭殼壞掉。

自動倉儲展現三兄弟在螺絲產業的大格局與大布局。晉億的螺絲，從成品完成到倉

庫就位儲存，全部自動化。蔡永裕說，沒有自動倉庫前，一條出貨線三個工人，要

從當時數千種螺絲中找出客戶訂單所要求的規格與數量，裝滿一個貨櫃要從早上八

點做到半夜兩、三點，現在靠自動倉儲，一個工人裝滿一個貨櫃只要二十分鐘。

倉儲「多庫存」自許服務業賺物流管理財 花錢蓋螺絲自動倉儲，他們的算盤是，當

全球廠商都講究「零庫存」時，逆勢操作賺「庫存」和「時間」的錢。



「零時差、即時生產時代，多數企業降低庫存，所以我們建造效率最高、存量最大

的倉儲系統，把螺絲做好等客人上門，客戶的時間就是金錢！」蔡永龍說，靠生產

螺絲賺錢的時代已過去，螺絲業已經是服務業，大陸晉億、馬來西亞晉緯、台灣晉

禾要賺的是物流跟管理的錢。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所教授趙義隆分析，所謂物流與生產兩者零庫存，並非是一味將

庫存放在生產端，或放在最末端零組件供應商上，而是兩者之間有一套緊密的系統，

這套系統才是真正的知識財。

三兄弟的知識財，就是隨時搞清楚大客戶的需求。蔡永泉說：「我們手上隨時都有全

球各大代理的所有買賣資料，清清楚楚掌握整個螺絲市場交易與庫存狀況！」這就

是再多的資金也無法複製螺絲三兄弟大量生產、倉儲與物流模式的原因。

三兄弟不是盲目的堆積庫存，而是掌握市場最新動態。他們不僅精確掌握全美最大

螺絲代理商 Fastenal 下給全球各大螺絲廠訂單的數量，還可以替 Fastenal 分析整

體美國市場的最新狀況，教 Fastenal 怎麼抓住螺絲市場的商機。

「從我們跨出台灣開始，我們就計畫性的一步步蒐集世界各國螺絲市場交易現況！」

蔡永泉說，建立一國整體螺絲進出口與使用現況，最少要三年。 一年一年蒐集包括

各國最大代理商當年度買賣狀況，輸入電腦建立資料與分析，如果蒐集不到代理商

資料，就直接花錢跟當地海關購買，不計代價與成本，也要取得該國在該年度到底

進出口多少種類與數量的螺絲。

情報「電腦化」 蒐集資料庫存按市場調整



依據這套系統，螺絲三兄弟按照兄弟分工的方式，在大陸的蔡永龍主攻美國工業用

螺絲與大陸市場、東南亞的老二蔡永泉主攻歐盟、東南亞與民生工業用螺絲、台灣

的老三蔡永裕主攻高價合金鋼螺絲市場。

所有的庫存按照市場即時狀況做調整，缺什麼螺絲就生產什麼螺絲。「所有庫存務求三

個月週轉一次，隨時檢討週轉率低的庫存！」蔡永泉、蔡永裕兄弟笑著說，應該怎麼堆、

該做什麼庫存才是知識財。不僅如此，三兄弟由台灣主導研發，不停的開發新螺絲，將

產品線的種類不斷的推高創新紀錄，他們要推動螺絲服務業。

趙義隆分析，一次式服務時代，客戶在乎的不僅是報價，而是整體性的服務，服務能力

越高，掌握訂單的機會越大。以螺絲產業分析，八成的訂單可能都是標準型產品，其餘

兩成則會有特殊要球，能替客戶解決這兩成的難題，就能通吃所有的訂單，這就是勝出

關鍵。

「我們不僅替 Fastenal 解決訂單難題，還要替它節省成本！」蔡永泉說，過去螺絲交

貨是一個個貨櫃運往洛杉磯，Fastenal 收貨之後再自行依不同規格與數量分裝送往各

大據點，現在透過晉億的自動倉儲與兩萬種螺絲分類，Fastenal 只要告知各據點需求

與數量，螺絲三兄弟的工廠就按照這些需求，直接送往美國各地，省了 Fastenal 自行

分裝的人力與物流的費用。

螺絲生產毛利僅一○％，但三兄弟一次式服務卻能加收五％服務費，在螺絲三兄弟手

裡，螺絲產業不再是製造業，完全變成另一套管理與服務模式。

布局「高風險」 大舉擴張產能同業不看好

儘管如此，同業三星總經理吳順勝、聚亨副總經理林勝鶴卻都不看好三兄弟大舉擴張螺

絲產能的布局，他們認為，蔡永龍三兄弟不斷衝高產能與物流能量，是一項高風險舉動，



特別是高產能就須依賴重量級大客戶與量大低價市場，將無法避免激烈殺價競爭與大客

戶的殺價壓力，這些恐怕都是螺絲產能、營收衝上世界第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此外，三兄弟創業二十六年，從黑手做起，兄弟齊心一同打天下，但近年三兄弟分別坐

鎮海外，聚少離多，使兩代彼此接觸機會不大，隨著第二代接班浮上檯面，蔡家螺絲王

國版圖是否會順利交棒，繼續維持完美的分工模式，還是會造成海外諸侯割據？將是螺

絲三兄弟維持王國的另一個課題。

從李淵河發明高速螺帽成型機，引領螺絲市場風騷，最後敗在非核心本業的建築業投資

上。蔡家螺絲三兄弟後發先至，以螺絲生產管理跟物流服務取代李淵河的三星科技坐上

世界第一的寶座。

十七年前，因不服輸，三兄弟在同業還不敢出國時，率先到馬來西亞設廠，因此培養出

國際布局和管理能力，蔡家兄弟的氣魄，造就如今螺絲王國，隨著三兄弟的新布局和新

計畫，小螺絲仍將繼續寫下大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