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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動車風潮興起

近年來溫室效應與資源枯竭危機報導充斥各

大版面、廣受世人關注，「節能減碳」已不僅是口

號，而是各國政府、各項產業乃至於全民迫在眉睫

的使命與任務。於是，標榜綠能環保的電動車便成

為這股趨勢下的亮點。而這股必然的綠色潮流，也

讓國際各大汽車製造商莫不將電動車的發展列為首

要任務，在紛紛宣示擁抱綠色能源的決心之際，更

希望能拔得頭籌、搶先攻佔這個未來極具代表性的

綠能產業。

二、示範運行的重要性

電動車可謂是新世代產物，但與傳統燃油汽車

相比，大眾在使用上或多或少會有陌生感與信心缺

乏的情況，特別是對於充電方式、充電站的地點評

估、充電收費模式與充電規格等，皆是目前亟待克

服的議題；另外，由於電動車的取得成本較高，所

以取得方式是如傳統的一次買斷，或是藉由租賃以

降低成本，也都是目前要邁向電動車大量普及的重

要議題與困難點，以上疑慮亦證明電動車的普及化

並非朝夕之間可達成。

因此，電動車的示範運行就成為大量普及前的

必要階段，透過小量、區域的試運行計畫，尋找最

佳使用模式、挖掘潛在問題，並且透過示範運行提

高大眾對於電動車的熟悉感，甚至認同感與使用興

趣。換言之，示範運行的角色已成為從傳統汽車跨

入電動車世代的橋梁。正因為示範運行對於電動車

推展成敗有其重要影響性，是以世界對於此新興領

域有興趣的各大車廠、國家政府、業者等，均視示

範運行為必要作為。

全球拼EV，示範運行正當道
電動車風雲起 之一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陳宥竹

示範運行

所謂「示範運行」其所需考量的面向相當

多元，並非僅有了電動車既可成行，包括政府

扮演政策引導與協調角色；電動車製造商提供

高效能、安全、可靠的電動車；電池製造商則

供給品質與效率高的動力電池；充電站的建置

密度、使用便利性、規格標準等；其他支援則

為電力供給、資訊平台建立、維修機制等；最

後一項的系統整合則在於強調如何透過上述要

素的結合、考量使用者習性，最後建立合適且

可行的營運模式，亦為有效整合資源以促進電

動車市場推動的關鍵因素。簡單來說，如圖示

之六項構成要素缺一不可，方能妥善規劃成為

示範運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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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示範運行參與者

三、各國示範運行的推動概況

從2008年起，全球各地的示範運行有如雨後春

筍般的湧現，以下圖1的整理即為目前國際上幾個

主要國家在示範運行上的規劃與推行現況，接著深

入探討現行示範運行的潛在問題，並且提出對於未

來電動車發展所應關注的重點。另外，關於中國及

台灣發展現況，則將在下篇繼續報導。

● 英國：340輛電動車運行專案

2009年6月下旬，由英國內閣首相布朗向外宣

布全國性電動車示範運行的計畫，此項計畫為英國

科技戰略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主導，

預計投入2,500萬英鎊。將採用Mitsubishi、BMW、

Smart、Tata等六家車廠的電動車，目標運行數量

將超過340輛。電動車的運行範圍以英格蘭地區為

主，主要是希望透過電動車在人口密集度高的城市

曝光，以達到示範宣傳的效果，並且結合當地學術

機構的資源，例如：伯明罕大學，加強英國在電動

車領域的技術研發。

● 加拿大：電力公司Hydro-Québec發起示範運行計畫

加拿大的電動車示範運行，不同於由中央

政府所主導的英國，而是由其東北部的魁北克

省內最大電力公司Hydro-Québec所發起。Hydro-

Québec評估電動車將是未來的主要運輸工具，而

▲ 圖1. 全球EV示範運行概況           資料來源：ARTC 整理 (2010.02)

電池

製造商

政府

電動車

製造商

充電站

供應商

其他

支援

設施

系統

整合者

電動車

示範運行

電池

製造商

政府

電動車

製造商

充電站

供應商

其他

支援

設施

系統

整合者

電動車

示範運行

 

500
範運行計畫：美
國、德國、英國

PSA雪鐵龍
與法國郵務車
進行電動車合
作計畫

Project Better Place
- 澳洲－籌備6千多萬美金，完善電動車系統
- 以色列－成立50萬座充電站，於2011
- 丹麥－耗資4320
- 夏威夷－耗資10
- 加州、加拿大等地區

◎ 英國投入2千
五百萬英鎊以進
行全國340樣電動
車運行計畫

◎中國將十城千輛拓展
至20個

。
◎以財政政策鼓勵在公

交、出租、公務、環
衛和郵政等公共服務
領域率先推廣電動車
示範運行。

◎選擇5個城市為新能
源汽車購車補貼試
點。

車廠+地方政府
大規模示範運
行：三菱、速霸
陸、神奈川縣與
東京電力公司進
行電動車示範運
行及充電站建
置。

日產汽車合作進
行計程車示範運
行。

雷諾日產汽車與法國電
力公司EDF合作，將於
2010
行100
期1年的大規模示範運
行。

英國

法國

中國

日本

澳大利亞

澳洲政府於
2010年2月起展
開為期五年的
運行計畫。

加拿大

美國

德國

◎三菱
範運行計畫：
-2010年10月起與電力公
司Hydro -Quebec合作，
為數50輛在加拿大魁北
克省運行，將投入 450
萬美元。

-美國加州配合電力公司進
行試驗運行。

500部Mini E 示
範運行計畫：美
國、德國、英國

◎

◎

◎

PSA雪鐵龍
與法國郵務車
進行電動車合
作計畫

Project Better Place 結合各國進行電動車示範運行
- 澳洲－籌備6千多萬美金，完善電動車系統
- 以色列－成立50萬座充電站，於2011年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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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而來的充電服務所將帶動的商機更為驚人。

因此Hydro-Québec主動聯繫魁北克省內的最大車

廠Mitsubishi合作，提供50輛電動車 i MiEV 來響應

示範運行；地區的選擇則是魁北克省的布維謝爾

(Boucherville)，總投入經費約為450萬加幣。此計

畫亦是全球少見由基礎設施供應商主動提出的專

案，因此也很快帶動當地政府與相關廠商的支持，

預計2010下半年將會在布維謝爾的街道上見到日本

電動車的運行。

● 法國： Renault與PSA相繼投入推廣計畫

2009年法國政府看好電動車的普及潛力，宣布

投入15億歐元，以2015年前建設全法國100萬個充

電站為目標，並且投資國內相關技術與廠商。法國

兩大車廠Renault-Nissan與PSA標緻雪鐵龍集團亦各

自在電動車領域上有其不同的推動策略；Renault-

Nissan與法國電力公司EDF合作，將於2010年9月起

在首都巴黎進行100輛電動車的示範運行。另外，

PSA標緻雪鐵龍集團則結合小型車製造商Venturi合

作推出一款小型電動貨車，計畫提供法國最大郵務

公司La Poste共500輛電動車。此計畫從2008年便提

出，將在2010年開始交車運行。

● 澳洲：維多利亞省的示範運行

澳洲的維多利亞省政府考量綠色能源的技術價

值與產業未來性，於2010年初宣布將投入500萬美

元在省內執行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這個示範運行

計畫執行長達五年時間，並且採取開放態度，期望

大眾來申請作為電動車的試用者，目標數量為至少

30輛以上。雖然，僅有30輛電動車為執行目標，然

而所產出的運行數據與研究成果，亦吸引了上百位

相關廠商的矚目，包括汽車製造商、電力公司、汽

車充電技術廠商、零組件製造商、學者等；此計畫

預計在2010年底正式運行。

● 日本：神奈川縣的推動成果

日本是全球發展電動車最積極的國家，而神奈

川縣可以說是日本境內推行電動車示範運行與基礎

建設最完善的地區。神奈川縣位於日本本州中部地

區，與首都東京相鄰，面積2,413平方公里，人口

832萬，為日本第三位。下轄19個市、7郡、17町、

1村。全縣面積僅2,415.85平方公里，為全國第43大

縣，神奈川縣是多家車廠的生產開發據點，車用電

池廠商亦考量地理優勢與產業群聚因素多設廠於此

地，再加上車輛與電力專長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使

得神奈川縣具備相對多的資源與優勢來推行電動

車。為了整合縣內資源以發展電動車，於2006年成

立「神奈川電動車普及推進協議會」，成員包括慶

應大學、日產與三菱汽車、電池廠NEC與GS湯淺

等，等於結合產、官、學界資源，共同擬訂電動車

推動政策與獲得直接支援，並且由縣內最高首長-

縣知事擔任會長，如此更能統一政策以加速推動。

為了提高縣內大眾對於電動車的接受度，透過

執行全縣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達到確認電動車每

▼ 表1. 神奈川縣經濟要素概況

經濟狀況 GDP 3,000億美元(No.4）

交通便捷性 通勤人數 100萬人 (No.1) 

人力資源 技術與科學家人數 4萬5千人 (No.1)

資訊網路 電腦普及度 77.4% (No.1)

資料來源：神奈川縣政府，ARTC 整理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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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用的可行性、推廣電動車使用概念於大眾及增

加駕駛機會等三個主要目的。此計畫也將電動車概

念推廣於縣內中小學學生，奠基未來電動車使用的

觀念。此外縣政府、各式公家機構單位及相關廠商

也率先採用電動車作為公務車。另外，創造電動車

初期需求方面，所推動政策包含購車補助、賦稅減

免、停車費補助及縣內高速公路通行費優惠等。

購車補助方面，除了中央政府針對電動車所提

供的購車補助金額外，縣政府再額外提供該金額的

50%，作為縣內電動車購車補助金額，以大幅降低

初期取得成本。針對賦稅方面，縣政府提供汽車稅

與汽車取得稅100%的完全減免。除了直接降低購

車成本外，凡電動車停駐至公有停車場內，便可享

有停車費用減半優惠，縣政府亦鼓勵民營停車場採

取同樣獎勵優惠措施。另外，針對行駛縣內高速公

路之電動車者，亦可享有通行費減半等優惠措施，

欲增加公眾使用電動車的誘因。

以下列出針對日本神奈川縣在電動車推動政策的

作法，亦可作為我國在規劃示範運行政策的參考。

1. 設立專責單位：縣內電動車政策推行角色拉高

至最高首長"縣知事"，並且設立專責行政單位-

電氣自動車課以統籌負責。

2. 建立推動平台：成立"神奈川縣電動車普及推

進協議會"(Kanagawa EV Promotion Council) ，

成員涵括慶應大學、日產與三菱汽車、電池廠

NEC與GS湯淺等，等於結合產、官、學界資

源，共同擬訂電動車推動政策與獲得直接支

援。

3. 整合各界資源：神奈川縣內電動車示範運行計

畫，並非僅由縣政府單方面主導，而是透過日

產、三菱與速霸陸等車廠，以及東京電力公

司，依其專業各司其職，前者提供各式電動

車，而後者則負責廣設快、慢型充電站，已建

立良好合作分工機制。

4. 推行示範運行：利用縣內資源在購物中心與觀

光景點設立充電站，並且由縣市政府、警察單

位、郵局及東京電力公司採用電動車為公務

車，以達到大眾宣傳效果，提高公眾使用意

願。

5. 獎勵/補助政策：神奈川縣已制定完整電動車

使用獎勵措施，例如：購車補助金、停車補助

及充電免費等誘因，促使一般大眾樂於參與嘗

試。

四、結論

觀察各國示範運行的推動內容，無論是由政

府、電動車廠商、基礎設施商來發起示範運行；

▼ 表2. 神奈川電動車推動補助措施

資料來源：神奈川縣政府，ARTC 整理 (2009.11)

購車補助 賦稅減免

．除了中央政府針對電動車所提供
的購車補助金額外，再額外提供
該金額的50%，作為縣內電動
車購車補助金額，以降低取得成
本。

．針對縣內電動車，縣政府提供
汽車稅與汽車取得稅100%的完
全減免措施。

停車費補助 通行費補助

．電動車凡停駐至公有停車場內，
則可享有停車費用減半優惠
(50%)。

．縣政府亦鼓勵民營停車場採取同
樣獎勵優惠措施。

．針對行駛縣內高速公路之電動
車者，可享有通行費減半優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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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凝聚推動共識、整合各方資源及政府的政策支

持，皆是能成功執行示範運行的前提要素。回歸電

動車示範運行之目的，是欲藉此發現問題、建立營

運模式及達到宣傳效果。過於重視運行車數的規

模，雖可增加大眾使用的機會，但亦可能會流於表

面數字，而忽略真正要從示範運行所得的珍貴數據

與回饋，增加計畫執行失敗的可能性。

電動車的未來發展性已為全世界所認同，無

論各國考量國情與目標的不同而在政策的推動方向

上有所歧異；然而，萌芽期的新興產業皆擁有規格

未定、發展方向不一、眾多競爭者及參差不齊的產

品等特性，同樣的現象亦發生在電動車產業上。即

使電動車產業的發展之路仍有需多關卡需突破，面

對如此龐大的未來商機，唯有抱持著高彈性的應變

能力，隨著產業的發展與可能的變化來修正發展方

向，才有可能在抵達終點時成為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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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國在推動電動車的示範運行上，

應屬中國與日本最為積極，並且具體有所成果。因

此，本文將特別針對中國所推動的示範運行內容進

行詳述，提供讀者更詳盡的認識。

電動車的興起對於中國而言是別具意義的，相

較於已發展超過百年的傳統燃油汽車，其關鍵技術

與開發能力都已掌握在歐美大廠手上，電動車所可

能形成的新興產業，讓中國有機會與歐美已開發國

家立足於相同的起跑點，甚至因為中國所抱持的積

極態度，更已呈現領先態勢。

擁有傲視全球的最大汽車市場，中國政府對

於新能源車的普及化，喊出了2020年全中國新能源

車達到300萬輛，2050年達到占全年新車一半的願

景。為了達到此項極具企圖的目標，中國政府推出

了「十城千輛」的大規模示範運行計畫。計畫內容

規劃在北京、上海、重慶、長春、大連、杭州、濟

南、武漢、深圳、合肥、長沙、昆明、南昌等13個

城市展開新能源車的示範推廣工作(如圖1)，以財政

政策鼓勵在公交、出租、公務、環衛和郵政等公共

服務領域率先推廣使用新能源車，並且提供資金補

助。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所定義的新能源汽

車包含：混合動力車、純電動車和燃料電池車等，

並非侷限為純電動車。

1. 北京-------------------------------------------------------

對於中央政府所推出的示範運行政策，

身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北京自然在推動上特別積

極。北京市政府積極扮演主導地位，2009年便

投入人民幣5.5億元在新能源車採購上。另外，

北京市政府在新能源車的採購類別上，主要是

以油電混合動力公車為主，希望透過公共運

輸的滲透力來達到示範於民眾的效果。2008年

底，北京公共交通集團便與北汽福田汽車正式

簽署800輛新能源車訂單，陸續在2009年期間

中國示範運行 十城千輛的企圖
電動車風雲起 之二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陳宥竹

▲ 圖1. 中國十城千輛計畫分布圖
資料來源：ARTC 整理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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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交車；2010年初北汽福田與北京公交集團

再次簽訂300輛新能源車的採購協議。展望未

來，雖然北京市政府已率先達成1,000輛的政策

目標，仍然規劃在未來幾年在新能源車的普及

上再加強力道。預計2010年將再新增1,050輛新

能源汽車加入示範運行，2011年新增1,850輛、

2012年新增1,100輛、總估計2009至 2012年應用

於示範運行的新能源車數量將可達到5,000輛。

2. 上海-------------------------------------------------------

受到全球關注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即將於

五月登場，上海市為了響應綠能減碳的環保概

念，鼓勵新能源車的廣泛使用，亦比照北京市

將重心擺放在公共運輸應用。自2009年起，上

海市已投入實際營運的新能源公車線路已多達

30多條；隨著世博會的接近，預計投入新能源

車示範運行規模將超過1,000輛，其中更包含

燃料電池車。在推動新能源車普及的實質內容

中，上海市政府特別於2009年12月公布了《關

於促進上海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

定》，表示未來上海不但將全面扶植新能源車

產業發展，還將提供資金補貼在新能源車的研

發、生產及服務，並且擴大新能源車的採購與

示範運行的範圍，並設定在2012年之前要達成

5,000輛新能源車的目標。

3. 重慶-------------------------------------------------------

重慶市政府所規劃的示範運行，內容不同

於以公共運輸為主要應用領域的北京市與上海

市，而是推廣以乘用車為主力車型。重慶市在

新能源車的示範推廣上，擬訂一項3721計畫；

內容為300輛公務車、700輛計程車、2條有50

輛新能源公車的示範路線、100輛自用車及建

設1座新能源車產業化基地。計畫中除50輛新

能源公車外，其所使用的1,100輛新能源車是為

與重慶市政府締結聯盟的長安汽車所提供，重

慶市政府亦擬定了一套新能源車的採購補助辦

法，針對私人採購新能源車，每輛車最高補貼

為人民幣3.6萬元，外加3年共約人民幣6,900元

的陸橋費，每輛補助金額達人民幣4.29萬元；

規劃在2012年底之前，重慶市將推廣新能源車

達到1,550輛。

4. 長春-------------------------------------------------------

長春市執行十城千輛計畫，是採用一汽

集團的油電混合動力公車，目前規劃在2010年

初，投入100輛油電混合動力公車進行實際應

用；而在2012年之前則設定生產1,000輛新能源

公車投入日常營運。

5. 大連-------------------------------------------------------

大連市在新能源車的示範運行上分為兩個

階段，第一階段從2008年至2010年，主要設定

為公共運輸與旅遊景點路線用車。2009年，大

連市已使用62輛油電混合動力公車；2010年初

又加入了150輛油電混合動力公車；第二階段

從2011年至2012年，更將擴大現有公共運輸用

新能源車的規模，並且促使相關公務部門採購

新能源車，故預計至2012年大連市所推廣的新

能源車將達2,40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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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杭州-------------------------------------------------------

杭州市在推廣新能源車方面亦提出購車補

貼，其補貼方式分為兩類，純電動車類將依照

購車價格，提供2％的補貼；油電混合動力車

則提供1％的補貼。2010年杭州市在新能源車

的推廣數量將可達到500輛，並規劃至2012年

達到3,000輛以上的投入規模。

7. 濟南-------------------------------------------------------

目前，濟南市約有100輛的油電混合動力

公車已實際運行，計畫在2010年前能夠再增加

270輛，並且除了將新能源車應用於公車領域

外，更將規劃投入公務用車、公立學校通勤

車、郵政與電力工程車、觀光導覽車，合計在

2012年能有1,610輛的新能源車投入示範運行。

8. 武漢-------------------------------------------------------

至2009年底，武漢市已有400輛油電混合

動力公車投入示範營運。預計到2010年與2011

年，武漢市將透過中央與自有資金陸續投入人

民幣3.93億元的資金，以達成1,000輛新能源公

車的目標。並計畫在2010年起，至各地設置各

型電動車充電站16座及設置300個充電樁在各

主要停車場。

9. 深圳-------------------------------------------------------

深圳為十城千輛所設定的城市中，對於

推廣新能源車的目標設定最有企圖心的城市。

目前，深圳約已推廣100輛新能源公車，為達

成十城千輛的目標，深圳市政府更積極的推出

《深圳市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實施方

案》，計畫目標設定到2012年前，深圳全市公

交、公務、私家車三個重點領域，將累計各類

新能源車共達2.4萬輛，並廣泛建設充電設施。

對此，深圳預計將在2012年前建設各類新能源

車充電樁12,750個，包括公共運輸用快、慢速

充電站各25個，公務車用充電樁2,500個，一般

充電樁10,000個、快速充電站200個，以及建

立新能源汽車示範運行管理資訊化平台，企圖

藉由此方案的推動，成為全中國第一個將新能

源車保有量提升至機動車保有量1％的模範城

市。

10. 合肥------------------------------------------------------

合肥市在2009年開始執行新能源公車的

推廣，2009年約有30輛新能源公車投入營運，

2010年上半年將再投入25輛新能源公車。另

外，亦計畫投入油電混合動力與純電動車共約

75輛，用於計程車與公務車用途，預計2010

年底，示範運行的新能源車能達到365輛，至

2012年達到1,400輛的計畫目標。

11. 長沙------------------------------------------------------

長沙結合湖南省內株洲市、湘潭市，共同

推動新能源車在公共運輸領域的應用，目標從

2009至2012年，針對長沙、株洲、湘潭三個城

市的公交、出租、公務、環衛、郵政、電力等

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油電混合動力公車2,000輛

與其他用途之新能源車，合計4,000輛。

12. 昆明------------------------------------------------------

2009年，昆明市政府成立了節能與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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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車領導小組，由市長擔任組長，宣示推動十

城千輛計畫的決心。目前，昆明市仍未有實際

上路運行的新能源車，但將在2010年篩選出合

適的新能源公車製造商，負責提供計畫所需

的新能源車。規劃到2012年達成750輛新能源

公車，以及計程車與公務用途的新能源車250

輛，合計1,000輛投入示範運行。

13. 南昌------------------------------------------------------

從2009年至今，南昌市實際有新能源公車

投入營運僅有10輛左右，在計畫執行進度上較

為落後。然而，南昌市政府仍計畫至2012年，

在公交、出租、公務等公共領域能推廣1,000輛

新能源車，並且設立3座充電站、15個新能源

車維修服務據點。

中國的十城千輛計畫乍看之下，似乎將中國

在新能源車發展的進程上大大的拉開與其他國家的

距離；然而，深入觀察中國各地在新能源車的實際

推動成效，其實仍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首先，最重

要的是新能源車的供給，除了上汽、一汽、奇瑞等

一線車廠之外，其他二線、三線車廠均推出所謂的

新能源車，品質與效能上參差不齊，甚至有著眼於

政府資助的山寨車，如此不僅會讓電動車示範運行

的成效打了折扣外，對於產業發展仍未完整、成熟

的中國新能源車產業，更可能耗損了資源與對外形

象。再者，十城千輛是以區域性發展為導向的計

畫，恐有間接助長區域間壁壘的構築，各地方政府

明顯偏向其區域內的車廠，而難以兼顧整個國家利

益的疑慮。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以推廣數量成為主

要評量指標，各個城市紛紛設定超過原計畫設定的

1,000輛目標，甚至有超過數倍之多皆有。估計2012

年全中國投入示範運行的新能源車將高達50,000輛

以上，遠遠超越歐美各國在其示範運行上所設定的

電動車數量。然而，示範運行的重點在於大眾宣傳

及發現問題，若一昧追求數量，極可能造成計畫執

行品質的參差不齊。這點從各個城市所實際使用的

新能源車車型絕大多數均是採用油電混合動力車情

形可見一斑。主要原因為油電混合動力技術成熟度

高，且相較於純電動車，油電混合動車無須太多基

礎設施的建置及配套措施的支援，在執行上難度較

低。然而，油電混合動力車依據現階段看法，大多

數人認為是屬於過渡至純電動車的技術與產品，如

此偏重於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內容，雖然是考量中國

現有技術瓶頸，仍有資源錯置的隱憂，反而可能不

利於今後中國在純電動車領域的發展，這部份的所

造成影響未來值得特別關注，也是台灣在即將展開

示範運行推動計畫時應審慎思考的重點。

▼ 表1. 中國十城千輛入選城市與計畫目標    (單位：輛)

計畫城市 2012年

北京 5,000

上海 5,000

重慶 1,550

長春 1,000

大連 2,400

杭州 3,000

濟南 1,610

計畫城市 2012年

武漢 1,000 (2011年)

深圳 24,000

合肥 1,400

長沙 4,000

昆明 1,000

南昌 1,000

資料來源：ARTC 整理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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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產業現況

台灣具領先全球 I C T (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產業，無論是在資訊、

通訊、半導體及光電產品等領域，均有極佳之發展

經驗，因此，憑藉著台灣具優勢之ICT產業技術，

將可以加值應用電動車成為更安全舒適的"智慧化"

電動車，即所謂之智慧電動車。國內產業發展現況

分述如下：

(一) 領先全球ICT電子產業，產業鏈佈局完整，可

直接供應智慧電動車所需之關鍵零件

我國在電子電機競爭力強，擁有製造技術及

基礎，多項ICT項目在全球競爭力名列前矛，例如

半導體製造、IC設計/封裝/測試、LCD、GPS、光

碟機、LED、DRAM、無線通訊設備、電池、馬達

等項目，從產業鏈上游至下游，佈局相當完整。因

此，對於智慧電動車製造及開發上之需求，國內廠

商將可做為最有力之後盾，並提供在研發、生產以

及製造上的全方位服務，如圖1所示。

 (二) 我國電動車廠商已小量量產

上述世界各國皆把握此電動車潮流，我國相

關業者亦不落於人後，目前國內廠商中已有華創車

電、必翔及寶捷等廠商已推出智慧電動車，華創車

電已於2009年底發表第一款電動車Lexgen M7，必

翔更是於2008年在歐洲推出與法國MicroCar所合作

的輕型電動車，並已接獲1000輛訂單，寶捷則是致

力於電動巴士開發，首輛低底盤電動巴士的續航力

可高達約300公里，並已開始在示範運行。因此，

在台灣電動車整車業者的推波助瀾下，預估台灣電

台灣電動車 輔導利多產業大步走

電動車風雲起 之三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陳宥竹

 

--

90%

27%

12%

20%

18%

60%

40%

34%

65%

64%

市占率

朋程為世界
第2大廠

整流二極體

2DRAM

2LED

1
(NB電池)

電池

2無線通訊設備

東元為世界第三大
工業馬達製造廠

馬達

1光碟機

1GPS

2LCD

1IC 設計/封裝/
測試

1半導體製造

競爭力(全球)ICT項目

--

90%

27%

12%

20%

18%

60%

40%

34%

65%

64%

市占率

朋程為世界
第2大廠

整流二極體

2DRAM

2LED

1
(NB電池)

電池

2無線通訊設備

東元為世界第三大
工業馬達製造廠

馬達

1光碟機

1GPS

2LCD

1IC 設計/封裝/
測試

1半導體製造

競爭力(全球)ICT項目

台灣ICT產業強項

MCU+無線通訊+LCD 
+DRAM+GPS+光碟機

駕駛資訊系統

MCU+馬達+整流二極
體+電池

MCU+散熱模組+LED

MCU+CCD

MCU+藍芽通訊

引擎傳動系統

車燈系統

安全系統

保全系統

資料來源: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半導體製造+IC 設計/封
裝/測試

微控制器(MCU) 

綠能智慧關鍵零件 綠能智慧系統

▲ 圖1. 台灣ICT產業結合綠能智慧關鍵零件系統發展
資料來源：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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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市場於2015年將有機會達到6萬輛，2020年更

有機會達到15萬輛。

有鑑於電動車是車廠研發環保車款的主流趨

勢，必翔電動汽車於蘇澳港建立電動車汽車生產工

廠，必翔實業董事長伍必翔表示，蘇澳廠第一期工

程包括生產設備與產品開發的總投資金額約新台幣

10億元，初期規劃雙班年產能達30,000輛電動汽車

的規模，也將提供國、內外車廠電動汽車動力模組

的配套、整合服務。

必翔電動汽車初期的產品定位以「都會用輕型

電動汽車」為主要訴求，預估2011年全年電動汽車

出貨量可達到1萬輛的水準，其中超過80％的出貨

量將以滿足歐洲、北美地區的市場需求為主。

(三) 電動車關鍵零組件已進入國際供應鏈

台灣廠商除了有電動車整車能量外，亦於電動

車零組件供應上展現相當實力。富田科技、公準精

密及致茂電子已與美國Tesla Motors電動汽車製造商

簽訂合約，分別供應電動車用感應馬達與動力控制

模組。

富田科技不僅為Tesla Motors的供應商，更成

功打入BMW供應鏈，負責提供BMW第一款電動車

Mini-E的定、轉子矽鋼片，除此之外，Mini-E電動

車最關鍵的電池模組供應訂單更是落在台灣電池芯

廠商能元科技手上，如圖2所示。因此，台灣電動

車零組件廠商在國際之競爭力強，實力不容小覷。

二、政府推動及規劃現況

我國於2008年6月5日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揭示目標，就CO2排放量的水準，將於2016至

2020年間回到2008年、於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量

水準；長期而言，於2050年回到2000年排放量50%

的水準，以與世界趨勢接軌。而我國2005年運輸部

門的CO2總排放量，占全台CO2總排放量的14.4%，

僅次於工業部門54.4%，由於工業部門推動低碳節

能已具有共識，因此未來推動運輸部門CO2減少排

放量相形重要。

政府之推動電動車政策秉持節能減碳效益與產

業輔導發展，除了提升國內產業技術外，同時透過

引進國內外車廠技術，深化產業價值鏈，建立國際

級自主化之關鍵模組技術，掌握整車系統整合、關

鍵模組核心技術。電動車關鍵模組技術包括：動力

電池、馬達、電能控制模組系統、專用底盤開發、

車體輕量化等技術。另外，藉由推動專利佈局及介

 

品牌電動車

動力(鋰)電池
 國內廠商：能元、有
量、必翔

 能元->供應Mini-E

馬達
 國內廠商：富田、公準

 富田->供應Tesla 
Roadster

電能控制模組
 國內廠商：致茂、台達電
 致茂->供應Tesla 
Roadster

車載資通訊系統
 國內廠商：Garmin、廣達、怡利

 Garmin為全球第一大GPS廠商，

 廣達->供應TomTom

GPS

多媒體系統

必翔電動車

寶捷電動巴士

華創BEV-自主
品牌電動車

動力(鋰)電池
 國內廠商：能元、有
量、必翔

 能元->供應Mini-E

馬達
 國內廠商：富田、公準

 富田->供應Tesla 
Roadster

電能控制模組
 國內廠商：致茂、台達電
 致茂->供應Tesla 
Roadster

車載資通訊系統
 國內廠商：Garmin、廣達、怡利

 Garmin為全球第一大GPS廠商，

 廣達->供應TomTom

GPS

多媒體系統

▲ 圖2. 台灣電動車輛關鍵零組件廠商現況
資料來源：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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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標準與驗證規範，建構電動車及相關零組件的驗

證標準及車輛驗證平台，做為電動車整車及汽車電

子技術開發產業規範。再進一步將推動國內電動車

產業成為國際級研發創新聚落與平台，建立電動車

驗證設施與技術，提供廠商進行產品雛型或量產產

品驗證技術及能量，有效深化電動車產業發展。

最後，電動車因屬於全新開發之產品，社會大

眾對其仍為陌生，因此，各國政府、國際車廠與相

關廠商相繼合作以進行示範運行計畫，可透過電動

車之示範運行，了解電動車於實際使用環境之性能

測試，充電設施與充電營運模式等標準規範，以及

提升大眾對於電動車的認知。有鑑於此，行政院於

2010年1月13日宣示，將全力推動電動車發展，並

結合現有ICT產業優勢成就智慧電動車，而擬訂規

劃「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分兩階段推

動智慧電動車發展，並將公部門及國營事業優先汰

換目前之汽油車改為使用智慧電動車。該方案也將

推動10個示範運行專案，創造3年3,000輛電動車上

路之願景目標，進一步促成我國智慧電動車發展成

為世界之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