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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CFA簽署之後，台灣及中國大陸產業間的

交流更見頻繁、互動持續深化，為兩岸產業的發展

帶來多方正面與積極的影響，特別是從2009年起，

每年由經濟部主導的「兩岸搭橋」系列活動，在其

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3年來，數十場的交流

會議，將兩岸產業逐步推向實質合作的新里程碑。

「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繼2009在

台北首辦、2010在杭州，今年的會議則是選在台灣

的科技重鎮-新竹縣辦理；在前兩年打下的良好基

礎下，不僅已成為兩岸業者暢通的交流管道，促成

多家廠商展開業務的合作與推展，而今年會議更以

「兩岸合作互補雙贏，開拓全球市場商機」為主

軸，規劃了合作案例分享、產業對接洽談、專家分

組座談與體驗參訪等活動，促成雙邊業界從接觸、

認識到可展開更密切合作，創造互惠商機。儘管台

灣在會議活動開始前夕發佈了南瑪都颱風警報，一

度造成兩岸的班機紊亂，但卻仍然不減陸方代表團

風雨無阻的與會意願，先後抵達台灣。所幸後來颱

風並未帶給中部以北的地區太多風雨，因此原訂8

月30~31日兩天的議程活動，仍如期順利展開。

今年，進入第三年的「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

交流會議」，仍由車輛公會、台灣車輛研發聯盟，

以及中汽協共同辦理，不僅國內業者熱烈參與，報

名踴躍，陸方來賓更遍佈全中國大陸，吸引逾百位

車輛界菁英專程來台，創下三年來最多人數來台紀

錄；因此，主辦單位原先規劃300人的會議，最後

卻有超過400位貴賓共襄盛舉。包括經濟部技術處

吳明機處長、新竹縣長邱鏡淳也特別以大會貴賓身

分趕到現場，與大會主席車輛公會陳國榮理事長、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中汽協）董揚常務副會長共同

進行開幕式。

陳國榮理事長在致詞時特別首先提出台灣車

輛產業近幾年來的成長數據，例如：2009年成長

29%，2010年成長11%，但在2011年光是1~7月的成

2011「兩岸車輛產業合作
        及交流會議」大會紀實

編輯部

「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不畏風雨，新竹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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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就已達約25%，代表

未來台灣發展仍大有可

為。並舉例台灣的車輛

自主品牌(納智捷)已在

兩岸展開合作；智慧電

動車方面，兩岸也正分

別積極推展，各大城市

的試運行計畫陸續開展。雖然全球汽車市場已屬於

相當成熟的產業，但由於新能源、汽車電子，甚至

是車載資通訊等新興項目，對兩岸產業合作而言有

其相對優勢，值得把握這個機會切入，因此，期待

深化兩岸合作，從而共創出車輛產業的新商機。

緊接著，經濟部

技術處吳明機處長上

台時也強調，搭橋會

議是兩岸合作活動中

最受到各位支持與關

注的活動。2009年第

一次舉辦，目的是讓

來自大陸的業者了解

台灣在彈性生產、品管、創新研發等方面的優異水

準，加深兩岸間的相互瞭解；去年會議移師至杭州

舉辦，會議中安排分組對接洽談，讓廠商可以更深

入面對面了解討論；今年則加入車載資通訊等單位

參與，並安排30多家廠商的商機媒合，讓業界可利

用各自優勢，尋求合作機會，共同做大市場。每年

在主辦單位用心籌辦與推展下，可以看出成果已逐

漸顯現，兩岸產業互動愈來愈緊密。尤其「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在今年開始執行，

在後ECFA時代，如何利用兩岸車輛產業各自的優

勢來開拓全球市場更顯重要；也期待在座產業菁英

們，能透過會議產出具體的共識與合作內容，為開

拓全球市場邁開大步。

今年大會 

舉辦的地點新

竹縣，邱鏡淳

縣長也特別到

場，對兩岸業

者 表 達 歡 迎

之意，並提到新竹縣內有工研院及竹科等高科技單

位、人才濟濟，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科技重鎮。邱縣

長表示新竹縣不僅發展科技有成，現階段還將積極

配合中央政策打造綠能低碳城市，針對電動車產業

的興起，他不但希望爭取工業局的示範運行計畫，

盡速展開；同時也看好兩岸優秀企業整合，必能在

電動車領域中共同發展出開拓全球商機的競爭力，

而新竹縣以科技城的優勢，亦將全力歡迎業者進駐

發展，希望大家透過本次搭橋會議活動，集思廣

益、共同努力。

克服萬難，趕

在大會開幕式之前才

抵達會議現場的陸方

代表團團長，中國汽

車工業協會董揚常務

副會長致詞表示：大

陸汽車2010年產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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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800萬輛，已是世界第一，但市場大、產業實

力仍不夠堅強；反觀台灣市場規模小，但卻擁有絕

佳發展實力，是謂強而不大。因此，以大陸未來的

發展潛力，與台灣優勢剛好互補，從而特別期待能

加速雙方的合作腳步、彼此互惠、共創新局。

「案例分享」搭起溝通的橋樑

延續前去年搭橋會議中深受好評的合作案例

分享模式，今年大會邀請9位講者分別就電動車產

業發展及示範運行、電動巴士發展、智慧巴士、電

池、電動車輛開發、電動車及關鍵零組件標準交

流、主動安全系統、汽車模/夾/檢具合作與兩岸驗

證及認證合作等議題進行分享，內容涵括研發、設

計、製造、驗證等全面性的交流與溝通。精采內

容，摘錄如下：

(一) 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何秀林處長-杭州

市電動車輛產業發展及示範運行

杭州市的經濟總

量排名大陸城市第8

名，正積極打造汽車

產業鏈，2010年全市

汽車零件銷售產值近

千億元，2015年規劃

汽車及零部件銷量產

值目標3,000億元。目

前在杭州已有7家新能源整車企業，預計至2015年

產銷可達200億元。

為了推廣新能源汽車，杭州在2012年前免收充

電費用，並提供購車與租賃推廣措施。經過評估，

認為電池交換方式較適合電動車運行，並已在「城

際運行」路線的休息站開通電池交換站，未來將持

續建立86個充換電站；現已完成858輛節能與新能

源汽車的示範推廣任務，實際運行車輛有1334輛；

同時由杭州市新能源出租車有限公司監控中心通過

車端載終端，對車輛當前位置、速度、里程及電池

工作狀況進行監控；未來將加強朝向突破電池交換

所帶來的相關技術問題，如：統一電池組標準、技

術突破、以及整車/電池/營運服務之間運行協調機

制的建立，與完善利益如何重新分配等問題。

(二) 上海瑞華集團 帥鴻元董事長-大陸電動巴士發

展與兩岸合作

純電動汽車充電

方式有插電式與換電

池方式，以不同技術

路線使用成本計算而

言，最低者為電池加

電容的純電動汽車；

一般而言，插電式充

電方式，只須將插座

插上便可自動充電、無須新佔用任何土地資源或勞

力，充分利用電網原有配電負荷即可；換電池充電方

式須集中充電，且需興建充電廠、變電站等，較適合

使用於特定場合，如長途運輸。

瑞華集團看好純電動車，早於2001年開始研究超

級電容應用於車輛上，逐漸朝超電容混合動力車輛應

用，2009年也陸續投入1,000億元於新能源汽車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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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各種情形與路況合適車種，例如瑞華集團擁有短距

停靠站充電的超電容巴士專利，未來希望透過技術提

昇與後續服務加強，將電動巴士順利推展開來。

(三) 微捷科技 陳士全協理-微捷科技與上海航盛之

智慧巴士合作案例分享

微捷科技強調

透過雲端，提供全球

性加值性服務及高質

量的產品，包括個人

多媒體資通訊、車輛

管理資通訊(車隊管

理)、雲端平台服務

(導航、交通、行車

管理、影音娛樂、車輛診斷)；航盛業務則著重在

商用車及車用電子研發銷售，且已是合格的車廠供

應商。微捷透過航盛供應商可快速切入大陸市場，

產品售後服務則是委由航盛在大陸的18家服務中

心，500多個售後服務據點，在佈局上可對顧客提

供最即時的諮詢。

合作實績包括：成功打造智慧巴士，如：杭州

宇通及青年高端長途旅遊巴士、並與台灣國光巴士

合作、目前在日本、歐洲及東南亞等國均有智慧巴

士、個人影音娛樂提供、出租車及物流車的管控業

務開展。

(四) 樂榮工業 袁永棟董事長-樂榮工業與有量科技

之鋰電池PDCA合作模式分享

樂榮工業之汽車產品佔公司總營業額50%，提

供各類汽車用電裝設備、儀表、線材等，是大陸諸

多車廠的核心供應

商。有量科技為台灣

鋰動力電池領導廠

商，擁有設計、製

程、模組散熱各方面

20餘項專利，其以獨

特的摺疊式鋰電池，

成為樂榮合作夥伴。

雙方之合作目標鎖定大陸電動腳踏車，估計約

有1.2億台幣，且大陸當局有意逐步汰換鉛酸電池，

從而提供鋰電池很大的商機。可將台灣開發完成之

尖端產品推入大陸市場、將台灣開發之產品轉移大

陸量產並充分利用大陸原料資源，達到降低成本目

的。結合雙方專長，避免重複投資相互競爭，在誠

信的基礎上追求雙贏的局面。

(五) 嘉遠電動車船製造公司 劉洪副總經理-嘉遠與

蘭陽能源之兩岸電動汽車合作開發案例分享

嘉遠長期以來

即投注於電動汽車的

核心技術發展，產品

涵蓋電機、控制器、

整車管理系統、電池

與充電系統等；其強

調採用善待電池方式

為設計理念，即是驅

動電機不超出電池組負荷，且不將電池操作在大量

放電情形，考慮價格與性價比問題，從不單只考量

換電模式出發，更考慮組成方式，配套運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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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進行補貼。

雙方的合作模式在於，嘉遠以29年產業經驗的

累積，遵循客觀規律以市場和最終用戶可以接受的

實用化產品技術方案。蘭陽能源公司則可提供資源

整合、應用系統設計及營運模式與模組開發系統整

合，目前合作領域以城市電動車、電動輕型卡車、

電動中巴及電動船為主。

(六)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崔金童協理-車輛中心與中

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天津)之電動車輛及關鍵

零組件標準交流合作分享

2009年，車輛中

心與中國汽車技術研

究中心(天津)正式合

作簽署MOU之後，即

固定推動一年兩次互

相交流測試技術與標

準，目前交流內容與

成果包括強制性標準

與認證系統、推薦性標準與國際標準交流、電動車

政策交流與電動車示範運行案例分享等；未來持續

加強雙方在電動車輛及標準、法規、技術測試、認

證、政策資訊等領域合作，以及配合兩岸機動車輛

審驗專業組推動ECFA工作等。 

雙方透過定期車輛測試技術與標準交流機制，

不僅達成了解兩岸車輛相關政策、制度及標準差

異，可協助產業對應，從而順利協助業者將產品輸

往兩岸；更就此可強化兩岸電動車運行技術實力，

促進兩岸電動車產業合作。現階段成效包括：兩岸

共通項目台灣43項可對應大陸49項；零組件方面兩

岸共通項目則有12項。

(七) 峰鼎電子 吳鵬副總經理-主動安全系統發展案

例分享

峰鼎電子致力發 

展主動安全系統，

產品包括AV M S、

B S D S、 F C W S與

LDWS。可於一般行

駛時協助駕駛人行車

安全，當緊急狀況發

生時，可主動防範對

乘客帶來的傷害，降低意外擴大與提供及時警示。

其裝置應用層面包括︰一般乘用車與休旅車、大型

遊覽車，目前包括台灣首都客運、以及大陸大金龍

打造之8米長校車等、環境衛生車、貨車或貨櫃車

等，均已有實車搭載案例。

(八) 福臻實業 柯達華總經理-汽車白車身模、夾、

檢具合作案例

台灣模具與夾

具製造廠大多群聚在

北區與南區，形成完

整上下游供應鏈，且

分布密集，對於問題

反應快速，製程間的

運費與時間相對低，

加上各專業分工，

產品良率高；因應大陸汽車各大自主品牌崛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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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開發成為主流，福臻具有白車身規劃與設計製造

能力，取得許多整車公裝設備的開發合作案，除了

台灣廠外，目前在中國江淮、天津、廈門、柳州、

馬鞍山等地均有設廠，已協助奇瑞、一汽、吉利等

多家公司，完成許多知名車型的開發。相信未來在

ECFA開放持續加溫下，兩岸業者將更有機會能建

立互惠互利的長久合作。

(九)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林傳偉組長-海峽兩案驗證

及認證合作

依「海峽兩岸

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

作協議」，雙方同意

共同採取措施展開標

準、計量、檢驗、消

費品安全、驗證認證

五領域交流；主要以

技術合作、專家會

議、資訊交流、人員互訪及業務培訓等方式進行。

並且由雙方業務主管部門負責指導、協調各工作小

組，以及指定聯絡人日常業務聯絡及工作方案的實

施。

2011年4月獲得兩岸與會代表共識成立「機動

車輛審驗專業組」，並由交通部路政司與車輛安

全審驗中心規劃於今年9月底邀請陸方官員及專家

訪台，同時舉辦兩岸機動車審驗研究會及項目組會

議。

再創合作新契機 MOU簽署

「合作意向書簽署」，一直是兩岸搭橋會議

中受大眾關注的焦點，今年交出的成績依然亮眼，

包括：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與車載資訊服務產

業應用聯盟、峰鼎電子與啟明信息技術、小馬租車

與上海瑞華集團、泰瑯企業與福建僑龍專用汽車，

分別簽署4份MOU，再度展現兩岸車輛產業的實際

合作、共同發展的潛力無限。其中曾經參與上海世

博電動巴士全程運行之上海瑞華集團帥鴻元總裁表

示，他希望與台灣巴士產業及租車公司合作，爭取

參與台灣經濟部工業局辦理之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

計畫，同時考量在台灣與本地廠商合作生產電動大

巴。他也利用此次訪台機會，將拜訪數個台灣企業

尋找更多合作機會。

MOU 主題 台灣簽署方 大陸簽署方

車聯網與智慧公車合作 峰鼎電子 啟明信息技術

主動安全系統合作
台灣車載資通訊產
業協會

車載資訊服務產業應
用聯盟

電動大巴合作 小馬租車 上海瑞華集團

特種車輛合作 泰瑯企業 福建僑龍

▼ 2011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MOU簽署一覽表

▲ 2011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MOU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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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媒合 激盪商機

兩岸搭橋會議來到第三年，無論是主協辦單

位或是所有與會業界，對於整個活動模式也從陌生

到愈來愈熟悉，對於如何擴大活動效益與傾聽產業

需求也更能掌握，因此今年會議還有另一項特色是

規劃了「產業對接洽談」活動，在大會的用心安排

下，預先媒合兩岸30多家廠商，在不限制議題的情

況下，進行一對一的自由對話，為日後的進一步交

流與合作播下種子，以期促成更多兩岸技術合作與

商機發展，建構出長期的兩岸產業合作平台。

分組座談 深入討論

大會進行至第二天，主要活動內容以分組座

談為主，共區分「電動車輛」、 「汽車電子」、 

「車載資通訊」與 「標準及驗證」四大主題進行

座談，藉由深入討論機會，凝聚各界專家經驗及觀

點，並進一步各組提出結論與後續推動建議，包

括：

1. 電動車輛組：兩岸合作建立電池/電機/電控整合

系統開發聯盟，共同發展電動車關鍵系統；並

加速推動兩岸多地進行電動車試點合作(示範運

行)，探討不同環境之營運模式，打造兩岸電動

車品牌，開創全球電動車商機。

2. 汽車電子組：建議在福建沿海地區，兩岸共同

建立汽車電子系統產業圖，以為大中華區汽車

電子集成供應商，進而合作成為具有先進系統

的汽車電子系統一階供應商。

3. 車載資通訊組：可首先面向特殊用途車輛，如

計程車、公車、救護車/急救車等市場需求，針

對車載資通訊、車聯網、智慧交通系統合作，

積極整合各項資源，逐步擴展雙方產業聯結規

模，攜手優化兩岸產業供應鏈體系。同時爭取

於今年底前合作出版『海峽兩岸車載資訊服務

產業報告』，且合作舉辦第二屆車載資訊服務

產業高峰論壇。

4. 標準及驗證組：兩岸應在標準及驗證平台基

礎，積極在新能源車輛整車、電池、馬達及充

電設施標準合作，建立華人自主標準，引領世

界走向之戰略目標。重點項目如：完成新能源

車輛整車、電池充電設施標準差異分析、術語

比對等，以利未來推動兩岸共通性標準，讓兩

岸產業得以掌握最新電動車測試、驗證之發展

趨勢，利用優勢，互補雙贏，促進電動車產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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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橋三年，效益展現

針對今年的會議主題，大會主席陳國榮理事

長及陸方代表董揚常務副會長在發表總結時，分別

提到將規劃推動兩岸成立車輛產業工作小組，就電

動車及車輛電子產業組成專案團隊，從而可深入研

商雙方合作細節，包括大陸試點合作，打造兩岸電

動車品牌。並持續兩岸測試驗證工作合作，完成電

動車輛之整車、電池及充電設施兩岸標準之差異分

析，達成推動兩岸共通性標準。

「一年交流，二年洽商，三年合作」是搭橋活

動從一開始推動即設定的目標進度，今天成功邁入

第三年的車輛產業搭橋會議不但具體實踐「政府搭

橋、民間上橋」的立意初衷，為兩岸車輛產業公協

會及企業高層搭起交流橋樑，更充分掌握的業者之

間合作的推展。為期一天半的交流會議，共吸引來

自兩岸與會單位共計214家 (其中台灣157家、大陸

57家)，涵蓋整車、零組件、資通訊與汽車電子各領

域菁英，極力利用本活動平台推動雙方產業互利共

榮；以期能在熱門發展項目的新能源、電動車與智

慧化車輛的研發及行銷上攜手打拼，進而達到兩岸

車輛產業雙贏，共同掌握國際市場的利基與商機。

大會加映~「智慧電動車輛與低碳運輸研發成

果展示與體驗運行」

為把握本次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期間，

兩岸產業界人士難得齊聚一堂的機會，主辦單位特

別同步規劃進行台灣產業、研究單位之創新前瞻成

果展示(含整車/系統/零組件)，呈現數十項產業與法

人科研雛型與產品，藉以展現台灣車輛產業在綠能

與智慧化成果。雖然原訂於新竹高鐵站舉行的大型

戶外展覽，臨時受到颱風天候影響，隨後移師於竹

北喜來登飯店會場展出，但為延續活動亮點，仍維

持已領牌之電動車輛十餘輛，可利用會場周邊道路

提供與會貴賓試乘，以實地瞭解台灣智慧電動車發

展現況，期能觸發兩岸互補分工的合作契機。

誌  謝

「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已於8月31

日圓滿結束，本次身兼大會籌委會重任的黃隆洲總

經理謹代表主辦單位：台灣方面的車輛公會、台灣

車輛研發聯盟、以及對岸中汽協及全體工作人員，

感謝活動期間蒞臨指導的貴賓、產官學研各界先進

與所有受邀前來的講者們；同時更要感謝車輛產

業界的好朋友們的支持，以及各協辦單位的共襄盛

舉，讓活動順利劃下句點。在此，衷心感謝各方牽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