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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電機在馬達之專利佈局解析 

林哲玄撰 

2021 年 5 月 10 日 

一、前言 

馬達為通用性公用設備，生活中到處都有使用馬達需求，且隨著全球節

能減碳環保意識抬頭，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統計調查，占全世界終端

應用耗電量 50%的馬達為目前實施最低能效管制主要標的，而馬達系統整

體能效也陸續為國際所討論，在工業方面 2018 年開始全球工業用馬達產業

之市場規模可達 333.6 億美元，主要受惠於電動車、節能工業、工業自動化

及節能家電等終端市場創新需求，以及重要工業國家要求馬達規格提升等，

另外近年來許多國家政府陸續宣布禁限燃油車、推動電動車的政策，以落實

100%的清潔能源和零排放車輛，電動車的銷售量在過去幾年大幅的成長[1]。 

然在電動車的動力系統中，除了核心技術電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馬達

與驅動控制之設計技術，其馬達在電動車市場的帶動下其需求明顯成長，其

中，台灣工業用馬達市場，主要是東元、大同為主，而富田電機規模雖不大，

但在全球電動車業界卻是赫赫有名，目前為電動車領導品牌特斯拉（Tesla）

最大的動力馬達生產基地，每年供應超過 22 萬顆動力馬達給特斯拉[2]。 

二、富田電機之馬達技術專利研讀   

在台灣馬達產業中，富田電機在馬達相關技術研發中已研發多年，主要

研發有單相、三相感應馬達、變頻專用馬達、感應伺服馬達、全電式電動車

專用馬達、主軸馬達等等，其中富田電機於 1993 年開發完成變頻專用馬達

並取得專利，且在 2005 年才切入電動車動力馬達之相關技術領域，現今富

田已成為國內最大電動車動力馬達供應商，且至今為止陸陸續續皆有專利

之產出，而現今富田電機在台灣已取得馬達相關台灣專利達 30 篇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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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馬達技術之發明專利共 7 篇，以下為專利內容重點說明： 

 

1、 TW I683766 B，公告日：2020/02/01 

專利名稱：電動機車的整合式動力模組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馬達的輸出軸會直接伸入該傳動裝置中，

並與其中一個齒輪結合，而傳動裝置中會充滿著潤滑油，為了避免潤滑

油流入馬達中，通常會在馬達的輸出軸上設置一油封，由於油封位於動

力模組的內部，一般性的保養是很難發現其是否有問題的，但是當油封

產生損壞後，會造成潤滑油沿著輸出軸與壁面間的間隙流入馬達中，導

致整個馬達的損壞[3]。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電動機車的整合式動力模組，將

一種電動機車的整合動力系統中包含有馬達單元與一傳動單元，其主要

權利保護範圍為在馬達單元中，裝設有定子組件、轉子組件與心軸，其

圖 1 所示之隔板，設於馬達殼體的一端，其上設有一保持件，另外在傳

動單元部分，具有一油殼，連接於隔板，使其間形成一油室，且油室中

充滿潤滑油，此外心軸穿過該保持件而延伸至油室中，傳動單元更具有

傳動軸，透過一組相互嚙合的齒輪該心軸連接，而其中此專利重要技術

特徵由圖 1 所揭示之在於心軸上設有一螺旋狀的導槽，而由圖 1 可看出

其一端位於保持件中，另一端延伸至油室中。[3]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此專利之重點技術

特徵在螺旋狀導槽之部分，其導槽的一端位於空間中，另一端則延伸至

第一保持件外並位於油室中，而導槽由位於空間中的一端往位於油室中

的一端的螺旋方向與心軸的轉動方向相同，因此當心軸旋轉時，導槽可

產生正壓力將潤滑油送至油室，以防止潤滑油流入該馬達單元中，所以

在馬達運轉動作時，可有效避免潤滑油進入馬達中而造成馬達整體之損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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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此發明的一較佳實施例之局部剖視圖[3] 

 

2、 TW I672247 B，公告日：2019/02/21 

專利名稱：電動機車的控制系統 

此篇專利中提及在傳統上馬達安裝在機體上，且控制器為一電路板

安裝一機盒內，機盒與機殼為獨立的組件，且馬達與電路板需藉由適當

的導線連結以形成電性連接，由於機體與機盒為獨立組件，所以機體與

機盒二者體積所佔用的空間較大，即使將電路板整合於該機體內，也會

因為該電路板的方板形狀，使機體的空間利用率差，無法有效的縮小體

積[4]。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電動機車的控制系統，其具有能

夠利用機體內部所分隔的一散熱空間，並使該電路板所產生的熱量能傳

遞到該散熱空間，藉此提高散熱效率，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為將控制系

統係用以控制安裝在一機體內部的一電動馬達的一轉軸的轉速，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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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裝空間形成在機體的內部；一電路板安裝在組裝空間內且電性連接

該電動馬達；另外從圖 2 所示之凹空部分，由圖 2 可看出其形成在電路

板的一側，如此電路板靠向該轉軸，已使得轉軸進入凹空的範圍內。[4]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此篇專利之電路板

靠近安裝於機體的一馬達的轉軸，可達到縮小整合後機體的體積，以及

降低機體的體積的功效，相較於傳統電路板安裝一機盒內，其機盒與機

殼乃分別為為獨立的組件，且馬達與電路板需藉由適當的導線連接以形

成電性連接，所佔用的空間較大，因此本篇專利解決電路板整合與機體

內所造成不能有效減小體積的問題。 

 

圖 2、此發明的電路板的安裝狀態示意圖[4] 

 

3、 TW I664103 B，公告日：2019/07/01 

專利名稱：電動機車動力組件的油路系統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馬達與減速齒輪組皆為獨立的構件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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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所以需要各自以獨立的潤滑油路來提供潤滑及降溫，如此一來，油

路行程加大，致使潤滑及降溫效果不夠理想。此外潤滑油流動會產生泡

沫，若無及時消除泡沫，則流動潤滑油混著泡沫，將使潤滑油的流動不

順暢且對零組件的降溫效果不佳[5]。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電動機車動力組件的油路系統，

其具有能夠對互相嚙合以傳遞扭矩的二齒輪的嚙合位置直接提供潤滑

及降溫，藉此使扭矩的傳遞更順暢，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為將油路系統

係一機體內形成一機體流道對應一從動齒輪軸流道，從動齒輪軸流道形

成一從動齒輪軸的軸向內部，又一軸承座流道形成在機體內且連接一從

動齒輪軸承座及一傳動齒輪軸承座，此外軸承座流道連通該從動齒輪軸

流道，其前面所述乃各流道之行成部分，而潤滑油經各流道的流動過程

可參考圖 3 所示，可看出潤滑油自機體流道流向從動齒輪軸流道，再由

從動齒輪軸流道流出至從動齒輪軸承座，以及通過該軸承座流道流向該

傳動齒輪軸承座。[5] 

此篇專利中提及二齒輪的嚙合位置直接提供潤滑及降溫藉，使得扭

矩的傳遞更加順暢，且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潤滑

油自機體流道流向從動齒輪軸流道，再從動齒輪軸流道流出至該從動齒

輪軸承座，以及通過軸承座流道流向傳動齒輪軸承座，藉此達到縮短油

路的行程、提高潤滑及降溫的效果，相較於傳統上，馬達、減速齒輪組

皆為獨立的裝置，所以需要各自以獨立的潤滑油路來提供潤滑及降溫，

因此這樣一來油路的行程長，降溫效果不佳，使得潤滑及降溫成效不夠

理想，因此本篇專利可有效解決滑油路行程長、降溫效果不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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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此發明潤滑油經各流道的流動過程方塊圖[5] 

 

4、 TW I659870 B，公告日：2019/05/21 

專利名稱：電動機車的動力組件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馬達與減速齒輪組及該控制器皆為獨立

的構件或裝置，所以各構件或裝置的體積總和大，電動機車需具備較大

的安裝空間方可以讓各構件或裝置順利的安裝定位，再者，各構件或裝

置間需以線材連接以進行偵測及控制，然而，獨立的各構件及裝置的形

式讓線材外露，進而使各線材對安裝行為造成明顯的干涉[6]。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電動機車的動力組件，其具有能

夠整合電動馬達、從動齒及控制元件於同一機體內，其主要權利保護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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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為於基座的內部設有一分隔層，而由圖 4 所示，其篇專利主要技術特

徵乃將分隔層的一側做為第一組配空間，另一側做為第二組配空間；而

將電動馬達中具有之一出力軸，且出力軸結合一傳動齒輪，並將傳動齒

輪位在第一組配空間；一從動齒輪安裝在機體內部，從動齒輪的軸向安

裝一齒輪軸，從動齒輪位在第一組配空間且嚙合傳動齒輪，齒輪軸的一

端穿出該機體，最後是第二組配空間之部分，主要乃將控制元件安裝在

第二組配空間且電性連接電動馬達，藉此形成三機一體以降低體積。[6]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此篇專利將電動馬

達、傳動齒輪及控制元件安裝在機體內形成三機一體的形態，可以使整

體的體積明顯減少許多，另外此篇專利也提到控制元件與電動馬達電性

連接，故控制元件與電動馬達安裝於同一機體內，因此用以連接控制元

件與電動馬達的線材被整合在機體內部，降低安裝時的干涉，防止線材

明顯外露或整理困難，更達到方便組裝的功效。 

 
圖 4、此發明的分解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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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W I655834 B，公告日：  2019/04/01 

專利名稱：具有快速散熱效果的馬達裝置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現有馬達會產生廢熱而使溫度快速升高，

而當現有馬達溫度過高，容易損害該定子與該轉子所設有之線圈，並導

致縮短現有馬達的壽命，因此，現有馬達具有工作溫度過高的問題[7]。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具有快速散熱效果的馬達裝置，

藉由複數導熱棒，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為可直接將馬達之半殼體或定子

的廢熱導出，進一步的具有快速散熱效果的馬達裝置，由圖 5 中可看出

各導熱棒與定子的軸心相平行，並且透過在馬達裝置中設置複數導熱棒，

藉以將廢熱經由半殼體或定子迅速導出馬達，且也可透過調整該複數導

熱棒的數量與材質，提供更好的散熱效率。[7]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此篇專利可有效避

免馬達工作溫度過高而損害定子與其內部所設有的轉子的線圈，因此解

決馬達壽命減少的問題，此外此篇專利也提及更好的是，透過調整複數

導熱棒的數量與材質，提供更好的散熱效果，因為良好的材質具有良好

的熱導率，提供一種具有快速散熱效果且熱傳導效能高的馬達裝置。 

 

圖 5、此發明的立體外觀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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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W I628899 B，公告日：  2018/07/01 

專利名稱：馬達鐵芯製程及其結構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現有的馬達於操作使用時，磁力線會穿過

多數個矽鋼片，即磁力線會在馬達鐵芯裡面跑動，而馬達鐵芯本身有磁

阻，會讓磁力線變慢，也就是磁滯現象，磁滯現象會造成損耗，此損耗

現象稱為磁滯損耗，此外，因磁力線在馬達鐵芯裡面跑動的過程中，也

會產生轉彎以及轉圈的現象，即為渦流損，而現有馬達之各矽鋼片之間

是直接疊合接觸，故磁力的磁滯損耗以及渦流損的情況特別明顯，皆會

造成馬達的輸出效率不佳[8]。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降低現有磁力線本身有磁阻而造

成損耗，以及渦流現象造成的損耗，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為將多數個矽

鋼片進行清洗以及烘乾，該塗佈步驟係將電絕緣膠體塗佈於上、下間隔

的矽鋼片之間，堆疊步驟係將塗佈完成電絕緣膠體的各矽鋼片相互堆疊，

形成層狀構造，成形步驟係將堆疊完成的各矽鋼片進行膠體固化程序，

則透過各電絕緣膠體設置於上、下兩矽鋼片之間，使得上、下兩矽鋼片

之間未設有電絕緣膠體處形成有間隙。[8]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此篇專利在馬達鐵

芯在操作使用的過程中，磁力線無法穿越電絕緣膠體，讓磁力線僅能在

各別的矽鋼片中跑動，而大幅降低形成渦流的機會，也因此大幅降低馬

達鐵芯在操作過程中產生的渦流損現象，也就是渦流損可減少，當減少

了損失，則馬達的輸出效率自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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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此發明的操作流程圖[8] 

 

7、 TW I589098 B，公告日：  2017/06/21 

專利名稱：轉軸的磁石固定裝置 

此篇專利中提及一般而言，現有的馬達轉軸是將多個磁石環繞設置

於矽鋼片組的周圍，這樣的結構設計不僅組成構件多、結構複雜及裝配

費工費時，並且因為矽鋼片組的重量重及體積大，對於講究輕量及小體

積的無人機或遙控飛機等產品，現有的磁石固定方式已經成為產品設計

的重大限制[9]。 

為解決上述問題，此發明提供一種馬達轉軸的磁石固定構造存在有

結構複雜、重量重及體積大的問題，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為由圖 7所示，

將多個磁石以不可轉動形態疊置結合芯軸，並再一起裝配於軸管的管槽

內，且搭配結合設置於軸管兩端的驅動頭以及支持頭，其中此專利特別

提到其主要技術特徵在於各磁石的固定構造，至於驅動頭或支持頭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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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管的連結設置的方式不作特定的限制[9]。 

而從上述其主要權利保護範圍技術特徵可得知將多個磁石以不可

轉動形態疊置結合芯軸，因此可以避免各磁石因為 N 級與 S 級的相互

吸引而任意旋轉，且此篇專利在相較於現有的磁石固定構造，有效的省

略矽鋼片組及矽鋼片組與多個磁石的固定構造，因此可避免過多複雜的

結構，如此一來將減少所組成的構件，當減少了構件，也因此降低了材

料成本，不僅可達到具備簡化的結構、縮小整體體積、減輕整體重量也

可達到降低成本之目的。 

 

圖 7、此發明的組成元件分解圖[9] 

 

三、結語 

隨著地球溫室效應所造成的氣候暖化及石化能源逐漸耗竭，節能減碳

一直是成為全球矚目議題，加上綠色能源新興產業的發展越來越興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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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能一直是發展的重點，此外不管汽車或機車，電動車是不會回頭的趨勢，

現階段國際車廠全心致力發展新能源車輛，因此這當中馬達不管是在綠能

產業、電動車、工業產品、家電產品，甚至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看到之運轉設

備中，在節能減碳的這塊一直有很大的關係，一個高效率的馬達可以帶來不

錯的節能效益，也因此高效率低損失之馬達一直受到重視，在各國政府馬達

節能政策以及全球領導製造商競相投入高效率馬達技術開發帶動下，未來

五年全球高效率馬達市場前景良好。 

而由前述專利內容得知，富田電機在馬達技術研發中，取得不少的研發

成果，其中包含降低損失提高效率馬達之技術，另外在前述 7 篇關於馬達

技術之發明專利中，有 4 篇乃運用於電動機車之領域，且這 4 篇皆為近來

所發明，因此可以看出富田電機近來著重於電動車產業中馬達之研發，也受

到各國電動車廠商的關注與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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