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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動車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投入產出與經濟效益評估 

黃光立、曾台輔1
 

前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民國 100年著手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以期透過此平台完善國內

電動車運行環境，保障消費者的安全與權益，協助國內電動車產業發展。但通常公共投資對社會中的

份子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有些受益，有些受損，因此需要藉由成本效益分析來決定是否要投入該項目

之公共投資建設，並以全國整體福利作為決定是否推動之準則。本研究經由平台之成本效益分析，了

解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的建置，是否能夠對國內電動車產業產生效益，進而提出公部門資源配

置之建議。 

一、 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內容 

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工作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國內電動車相關標準之制/

修定、檢測能量建置以及提供國內製造商進入國內與國外市場的驗證服務。以下將就這三部分做一詳

細說明。 

1. 制/修訂電動車及關鍵組件國家標準草案 

在總計畫「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計畫」下，國內電動車相關標準草案由標檢局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電檢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詴驗中心（台灣大電力）以及財團法人

車輛研究測詴中心（車測中心） 就國內外電動車之相關產品標準/法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協助標

檢局制定國家標準草案。車測中心負責電動車輛整車安全與性能標準以及電池安全與性能標準制定，

台灣大電力負責充電設備的安全標準以及馬達/控制器的標準制定，電檢中心負責電動車充電設備

EMC 及零組件（充電連接器）的標準制定。 

國際電動車輛標準規範依據經濟區域而有所不同，美國電動車輛相關標準是以美國自動機工程協

會（SAE）與產品安全測詴與認證機構（UL）為主；歐洲電動車輛標準以 ISO 及 IEC 為主，輔以歐

洲標準（European Norm, EN）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中國電動車輛標準以汽車國家

標準（GB/T）及汽車行業標準（QC/T）為主；日本電動車相關標準制定以日本電動車協會（JEVS）

及日本工業規格（JIS）為主（如 

國內的市場規模一部分決定於人口數，台灣的內需市場相對少於其他大國，因此長期以出口導向

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為了協助國內電動車相關業者進入海外市場，我國 CNS 電動車輛標準主

要為調和國際標準。目前我國電動車相關標準以相對嚴謹的 IEC、ISO歐洲規範為主要調和標準，可

透過標準制定協助國內電動車相關業者累積製作高規格設備的技術能力，有助於未來進入海外市場提

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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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的市場規模一部分決定於人口數，台灣的內需市場相對少於其他大國，因此長期以出口導向

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為了協助國內電動車相關業者進入海外市場，我國 CNS 電動車輛標準主

要為調和國際標準。目前我國電動車相關標準以相對嚴謹的 IEC、ISO歐洲規範為主要調和標準，可

透過標準制定協助國內電動車相關業者累積製作高規格設備的技術能力，有助於未來進入海外市場提

升競爭優勢。 

 

表 1、各國採用之電動車輛標準規範 

區域 電動車標準規範 

歐洲 
國際標準組織 

（ISO）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歐洲標準 EN 

（依 ISO、IEC 調和）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

會 （UN/ECE） 

美國 
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 

（SAE） 

產品安全認證機構 

（UL） 
- - 

中國 
汽車國家標準 

（GB/T） 

汽車行業標準 

（QC/T） 
- - 

日本 
日本電動車協會 

（JEVS） 

日本工業規格 

（JIS 標準範圍較廣） 

日本汽車標準組織 

（JASO） 
-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2012.10 

 

我國標準檢驗局已於民國 102 年制定完成 34 種車輛相關標準，可劃分為整車性能、整車安全、

整車 EMC、電池、馬達、以及充電站/器此六大領域（圖 1），電動車輛整車 EMC 標準與傳統汽油車

相同。由於電動車產業為國內之新興產業，在產業發展初期，相關標準處於研擬草案並與智慧電動車

輛先導運行計畫配合進行標準修訂階段，為了能夠制/修定完善的電動車輛標準，目前已公告的標準

為自願性標準，除非國內業者欲進入先導運行計畫，其生產之設備才需符合主管機關列出之國家標準

要求，而非強制整車及設備製造商採用。 

從民國 99 年至 102 年標準檢驗局的電動車輛標準規劃表可看出我國的電動車輛標準主要為調和

ISO及 IEC 等歐洲標準，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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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測中心 

圖 1、目前已公告之台灣電動車輛標準，2014.07 

表 2、國內電動車相關標準制訂規劃 

年度 CNS 國家標準 國外對應標準 

99 

CNS 15369-1（電池） IEC 61982-1 

CNS 15369-2（電池） IEC 61982-2 

CNS 15369-3（電池） IEC 61982-3 

CNS 15391-1（電池） IEC 62660-1 

CNS 15391-2（電池） IEC 62660-2 

100 

電動車輛科專 

CNS 15453（馬達） IEC 60785 

CNS 15454（控制器） IEC 60786 

100 

電動車輛科專 

CNS 15512（整車性能） ISO 8714 

CNS 15513（整車性能） ISO 8715 

CNS 15514（整車詞彙） ISO 8713 

CNS 15499-1（整車電氣安全） ISO 6469-1 

CNS 15499-2 （整車電氣安全） ISO 6469-2 

CNS 15499-3 （整車電氣安全） ISO 6469-3（2001） 

CNS 15515-1 （電池組） ISO 12405-1 

CNS 15511-2 （充電介面） IEC 61851-1/-21/-22 、 IEC 

62196-1/-2、SAE J1772 CNS 15511-3 （充電器安全） 

101 

電動車輛科專 

修訂 CNS 15499-3（整車電氣安全） ISO 6469-3（2011） 

CNS 15515-2（電池組） ISO 12405-2 

CNS 15589（控制符號） ISO 2575 

CNS 15588-1（馬達） IEC 60349-1 

CNS 15588-2（馬達） IEC 60349-2 

CNS 15588-3（馬達） IEC 60349-3 

CNS 15588-4（馬達） IEC 60349-4 

102 

電動車輛科專 

CNS 15515-3（電池組） ISO 12405-3 

CNS 15511-23（直流充電通訊） IEC 618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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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CNS 國家標準 國外對應標準 

CNS 15511-24（直流充電安規） IEC 61851-24 

CNS 15700-3（直流充電介面） IEC 62196-3 

103 

電動車輛科專 

CNS_草案（整車碰撞安全） ISO 6469-4 

CNS_草案（交流充電介面） IEC 62196-2 

CNS_草案（電動車輛充電耦合器一般要求） IEC 62196-1 

CNS_草案（電池安全） IEC 62485-3 

CNS_草案（整車電氣安全） ISO 6469-4 

CNS_草案（充電器安全） ISO 174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4。 

 

2. 建立小型車 EMC及電動車關鍵組件檢測能量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民國 100年開始針對電池和充電設備之檢測驗證平台進行建置，至今年民國

103年已經建置完成 31套相關檢測設備（表 3）。由於我國的電動車輛標準制定走向為調和 ISO與 IEC

等國際標準，因此標準在地化是標準制定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協助標檢局制定電動車輛標準之檢測

中心，同時藉由測詴與驗證國內業者生產之電動車輛設備程序，將國際標準適度修正為適合我國電動

車輛及關鍵零組件運行之國家標準。因此，屬於標檢局資產之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的部份檢測

設備，分別建置於電檢中心、台灣大電力和車測中心。 

表 3、電動車輛檢測能量建置表 

類別 設備名稱 建置地點 備註 

電動車電池 

電動車輛用鋰電池組大型振動測詴設備  

車測中心 已建置 

鋰電池系統高效能多通道測詴設備  

大型振動複合溫濕度測詴設備  

鋰電池組大功率電性測詴設備  

鋰電池組大型高變率溫濕設備  

鋰電池系統電性安全驗證設備  

電動車充電設備 

動力計設備更新採購  

標檢局 已建置 

測詴接收機及信號產生器  

EMS 量測設備更新採購  

電磁相容詴驗室測詴系統更新採購  

車輛 EMC 量測天線校正設備  

電動車高頻電磁耐受性量測設備  

電動車充電器安規測詴設備  

電動車充電設施電力分析紀錄系統  

電動車輛用鋰電池電性測詴設備  

電動車輛用鋰電池模組安全性測詴設備  

鋰電池模組衝擊測詴紀錄設備  

整車 EMC 實驗室軟硬體更新  

電動車交流供電裝置自動測詴系統  

大電力 已建置 電動車充電安規測詴系統  

區域電力網路模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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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設備名稱 建置地點 備註 

電動車實體負載設備  

電動車充電設備測詴電子負載設備  

電動車充電設備高階電力量測分析儀  

電動車與交流供電裝置相容性測詴系統  

電動車測詴用電源供應設備 

電檢中心 已建置 

電動車測詴用電源負載設備 

電動車充電設施電磁相容量測系統 

電動車充電連接器插拔詴驗設備  

電動車輛充電設備 EMC 測詴設備  

電動車輛充電耦合器接地保護測詴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建立標準檢測驗證服務平台及驗證服務 

(1) 國內智慧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驗證服務 

國內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主要由經濟部工業局負責推動，依據「經濟部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

計畫輔導作業要點」，經濟部對於先導運行專案計畫中之智慧電動車與營運模式之軟體、硬體設備及

其他支援項目給與補助，補助上限為不超過專案計畫總經費之 50%。先導計畫補助之智慧電動車係指

四輪以上經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並已取得正式牌照之智慧電動車者。其中如屬公務應用補

助車型，應以公共服務為限，並應符合 CNS 15511-3第 6.4.2至第 6.4.7 節之供電設備與電動車輛整合

測詴整合安全測詴報告、電動車連接器車輛端插座詴驗報告。另外營運模式之軟體、硬體設備及其他

支援項目，包含充電站設備，車輛管控調度中心、電動車維修設備、充電管控中心、相關設施所需資

訊軟體系統、國際技術合作與引進導入及相關支援設備費用等也都納入補助範疇；其中硬體設備部分，

頇符合政府檢測驗證法規。另外公務應用補助車型應以公共服務為限，國營事業因屬政府預算，為避

免預算重覆支出，故國營事業部份不補助費用。電動車充電站則需符合 CNS 15511-2充電介面標準、

CNS 15511-3充電安全標準以及供電設備與電動車輛整合測詴整合安全測詴。 

CNS 之驗證由具有檢測能量並受到標檢局認可的車測中心、電檢中心與台灣大電力執行，假使

國內製造商的設備通過相關標準，標檢局將會發送核可函予設備製造商，設備製造商才具有進入先導

運行計畫的資格，並向工業局申請補助（圖 2）。在「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的政策支持

下，台灣國內電動車標準檢測驗證平台與先導運行計畫共同運作，電動車相關國家標準制定、檢測驗

證、國內市場機會三方面為相輔相成的關係。驗證（certification） 一詞根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定

義為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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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充電設備進入國內外市場之驗證流程 

(2) 國外市場驗證服務（外銷驗證）  

外銷驗證為提供欲進入海外市場廠商於國內檢測中心進行設備測詴，將有助於大幅降低檢測時程

以及節省相關成本。國內檢測中心的驗證服務除了國內先導運行計畫之設備驗證，也提供國內業者外

銷驗證服務。例如國內充電站業者欲出口海外市場，其設備必頇獲得該國或州政府認定之發證機構對

此產品的認證，如欲進入北美市場即頇獲得 UL之產品認證，如欲進入歐洲市場即頇獲得 TÜ V的產

品認證。國際認證機構認可之指定測詴實驗室位於不同國家，實驗室各自擁有之檢測能量不盡相同，

根據國際標準所需檢測能量，國際認證機構會提供申請認證的業者指定實驗室資訊，可能會需要將設

備寄送至位於不同國家的指定實驗室進行測詴以完成單一標準之測詴報告。 

國內部份檢測中心已為國際認證機構的指定實驗室，因此國內業者向國際認證機構申請產品認證

後，某些測詴項目能在國內進行測詴。就現階段來說，我國的測詴中心皆屬於國際認證機構的指定實

驗室，並未具有發放國際認證機構認證標誌的權利。綜合上述所言，驗證服務主要為提供電動車相關

設備符合標準的證明，以協助國內電動車設備供應商進入國內以及國外市場。上圖為本研究整理充電

設備進入電動車國內、外市場的驗證流程。 

二、 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成本效益分析範疇與方法 

1. 成本效益分析範疇 

成本效益分析是決定公共投資建設的分析工具，通常公共投資對於社會中的份子會產生不同的影

響，因此，評估時以衡量整體的福利為決定是否推動公共投資為準則。就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

平台之成本效益分類，大致上可以分為財務面、經濟面與社會面三種，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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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成本效益之範圍與分類 

在財務面的部份，是分析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本身所產生的成本效益，稱為內部成本

效益，而由於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所衍生的外部成本效益，則包含經濟面與社會面之效益。

本研究所指的財務面成本效益，即是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的內部成本和效益，也就是投入的會

計成本與產生效益的會計收入。因為企業所追求的目標是最大利潤，私部門的投資通常只注重財務目

標，投資的目的是在產生最大的財務效益，因此，私部門的投資多只是進行財務面的成本效益分析。

公共政策或投資所追求的並非財務目標，但即使如此，公共投資仍必頇進行財務面的評估，因為政府

部門的決策應當代表經濟體系中的個人選擇最佳方案，故政府應以財務成本最低的方案來選擇方案。 

在經濟面的成本效益的部分，指的是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投資所產生的外部成本效益，為

該投資對經濟體產生的直接影響，也就是透過市場機制產生市場性的影響，例如對產業產值的影響。

因此，經濟面成本效益是對有市場財貨或勞務的影響，可轉換為對產值、所得、就業等之影響。 

在社會面的成本效益的部分，指的則是另一種外部性成本效益，即是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投資對於整體社會產生的直接影響，例如促進社會安全與生命健康效益，或是促進電動車產業發展等

都屬於公共投資可能產生之外部成本或效益。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分為三大部分，首先，藉由投入產出之財務成本效益評估，來分析該平

台之檢測設備投入與創造之檢測收入（產出）是否具有投資效益，藉此了解平台能否維持穩定營運，

以提供國內業者長期的檢測驗證服務，也就是所謂的財務面成本效益；另一方面，將藉由投入產出之

總體經濟分析評估，了解我國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後，對於我國創造之總體經濟效果，此

部分即為經濟面成本效益。其次，經由質化效益分析了解此平台建置能為電動車產業帶來何種經濟效

益以及經濟效益的規模，以及對於整體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藉此評估社會面之成本效益。 

2.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可量化之財務面與經濟面的成本效益分析。（1）財務成本效益分析的部分：評估一般投資計畫時，

所注重的是計畫是否具獲利能力，因此，多以估計計畫的現金流量，判斷投資計劃所需的損益平衡時

間，或是特定期間內的投資總損益狀況，作為投資者的決策依據。一般而言，投資分析必頇蒐集現金

收益、投資成本、殘餘價值，以及利率和折現率等資訊，藉以評估投資之預期財務收益及成本支出。

投資計劃評估常運用之財務分析方法包括有淨現值法、會計投資報酬法、還本期間法與內部報酬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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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成本效益分析的部分：一般公共投資除頇進行財務成本效益分析，以瞭解相關建設是否有

足夠的財務效益外，因為公共建設具有公共財、公益等特性，本身的財務效益可能不大，但能衍生出

其它經濟效益，因此，也需對其經濟成本效益加以評估。經濟效益可能是所得、就業機會與生產毛額

的增加，也是一種外部或間接效益。公共建設可能對直接就業與所得造成影響，也可能產生一種外部

性的效益。但經濟成本效益之衡量複雜，由直接經濟成本效益項目（財務效益）可看出，雖然這些經

濟成本效益項目都屬市場性財貨與勞務，例如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服務、公共設施投資等，評估

時部份經濟影響項目雖可以其市場價值衡量，但有些則需透過非市場方法評估，這是由於這些經濟影

響項目常不存有交易市場，不易直接由市場交易結果定價，或是市場交易價額無法充分反應其正確價

值（周嫦娥，2004）2。本研究將間接影響界定為來自於產業關聯效果，因此，用投入產出之總體經

濟分析來進行量化評估；至於外部性效益的部分，則由質化分析進行評估。 

(1) 財務成本效益分析法 

財務成本效益分析係將建置電動車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方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成本流量與效益

流量，分別以特定的折現率計算出折現值，再進一步計算成本效益指標，例如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益本比（B/C ratio）、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還本期限法（payback period, 

PP）等。 

(2) 經濟成本效益分析 

本研究經濟效益分析採用產業關聯效果分析法，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提供產業關聯表與國民所

得等資料，來利用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對估算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相關檢測能

量之建置，衍生對國內經濟體系之貢獻，以分析對國內整體經濟與個別產業所創造經濟效果。 

 

三、 國內電動車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投入產出與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1. 財務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針對檢測收入與營運成本進行分析，其中，預估營運成本在 2015至 2021年時將達最高，預估每

年營運成本約頇花費 1,738萬元。在保守情境下估算，2015年以後檢測收入才會超過營運成本，並開

始逐漸產生獲利。樂觀情境下，預估 2014 年以後檢測驗證平台的檢測收入皆大於營運成本，此就目

前結果顯示，再樂觀及保守情境下平台未來都能夠維持穩定的營運。 

                                                      
2
周嫦娥(2004) ，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經濟分析財務計畫評估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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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檢測收入與營運支出預測 

利用國內電池與充電設備測詴平台之建置成本、每年營運成本與每年檢測收入之保守與樂觀估計

帶入成本效益方程式中，在參數設定之假設下，估算出電池與充電設備測詴平台之成本效益結果。如

下表，無論是保守或樂觀情境下，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都表示檢測設備之投入具有回收效益。詳細的

成本效益計算表格請參考表 4、表 5。 

表 4、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項目 單位 保守估計 樂觀估計 評估條件 

NPV $ （千） -10,867 135,012 ≧0 

B/C Ratio 0.96 1.54 ≧1 

IRR % -0.1% 16.1% ≧1.382%（折現率） 

PP 年 15 9 ≦10（設備年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於使用成本效益法評估政府計畫之折現率設定沒有一致的準則3，因此本研究在一定折現率範

圍，了解折現率對成本效益衡量指標 NPV、B/C ratio 的影響。從下表的結果顯示，折現率的範圍介

於 1.40% ~ 7%，則保守估計下淨現值介於-1,044萬元~-3,519萬元、益本比介於 0.81~0.96；此顯示檢

測驗證平台在目前國內電動車發展緩慢的情況下，建置檢測驗證平台將無法回收投資。因此，在保守

情境下，檢測驗證平台需仰賴政府投入資金進行建置。 

若在樂觀估計下淨現值介於 5,749萬元~1億 3,543 萬元、益本比介於 1.31 ~ 1.55。假設一般私人

企業借款利率為 7%，就私人企業投資檢測驗證平台亦有 5,749 萬的投資報酬，因此，未來我國電動

                                                      
3
 顏如玉，“公共建設成本效益分析之社會折現率探討”，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101 年 10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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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產業若大幅擴張，帶動平台檢測收入增加，目前各法人有機會應適當調整檢測驗證收費，擴大服務

國內廠商，以協助廠商提高產品之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建議政府未來應視國內電動車輛發展情形，

適時開放私人檢測單位投入電動車輛檢測驗證服務，促進國內電動車檢測驗證服務正常發展。 

表 5、折現率變動對淨現值與益本比的影響 

保守估計 
NPV 

（千元） 

B/C 

（倍） 

1.40% （基準） -10,443 0.96 

3% -19,704 0.91 

5% -28,606 0.86 

7% -35,194 0.81 

樂觀估計 
NPV 

（千元） 

B/C 

（倍） 

1.40%（基準） 135,436 1.55 

3% 107,875 1.47 

5% 79,842 1.39 

7% 57,493 1.31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經濟效益分析成果 

本研究以目前標準檢驗局建置用於電動車用電池及充電檢測設備，作為經濟效益分析之資本投入。

以 2011 年至 2014年分別投入 8,042萬元、5,616萬元、2,947萬元、2,228萬元，共計 1億 8,835萬元，

以及後續十年檢測設備維護共計需投入 9,630萬元，作為我國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資本投入，

並依據主計總處「產業關聯表部門分類」，分析我國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主要是投資於「量測、

導航及控制設備產業部門」、「工業專業機械修配 」兩大產業別。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從 2011 年~2024

年藉由投資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總計直接投入約 2 億 8,465 萬元，總計帶動產值 7 億 3,837 萬

元，該投資可創造就業人口數方面，累計帶動產業之就業人數為 931人，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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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經院分析(2014)。 

圖 5、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投資之總體經濟影響 

另一方面，為補充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經濟效益無法於量化分析顯現之部分，本研究則

藉由標準化經濟效益文獻中 Swann 於 2010 年發表之經濟效益機制圖(圖 6)提供本研究一個系統性的

整理，進行標準化經濟學對於社會面效益之質化分析。 

 

 
資料來源：Swann, 2010 

圖 6、標準化經濟效益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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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研究將探討標準檢驗局於此計畫下所制定整車與充電設備標準，未來能夠帶給國內廠商

多少的衍生經濟效益，基本上國內充電設備業者與整車業者能夠獲得之衍生經濟效益可分為三大類：

1. 增加價格優勢與提升廠商生產力、2. 協助廠商進入國內外市場與提升貿易量、3.產品研發創新、

外銷驗證可提升競爭力，其衍生經濟效益如所示 

3. 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社會面效益分析成果 

國家賦予標檢局的任務有：1.國家標準編修以配合經建計畫、工業政策執行商品檢驗，以提高產

品之國際競爭力及保障消費者權益、2.推行國際標準品質保證制度及環境管理系統，以提升我國品質

保證及環境管理水準。因此，標檢局需要從國家整體發展的層面，來推動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建置，其中，在後市場調查與後市場抽測等工作皆無財務收入，故需要從社會面效益面進行分析，才

能夠真正評估出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的實際效益。 

(1) 最終衍生社會效益－避免市場機制失靈 

國內整車廠納智捷原為傳統汽車廠，電動車必需之電動車用電池、電動車用馬達等零組件並非納

智捷汽車具有生產效率的產品，故有許多重要的零組件為外包給國內其他業者生產，下表為裕隆電動

車與其供應商。 

表 6、裕隆電動車與國內零組件廠商策略聯盟 

 上游 中游 下游 

類別 原料 電池、馬達、汽車電子 整車 

廠商名稱 台塑長園 能元科技 新普科技 東元、金富田 致茂 宏達電 裕隆 

供應產品 鋰電池正極

材料 

鋰電池芯 鋰電池模

組 

馬達 電能動力

控制器 

車載資

通訊 

電動車 

資料來源：華創車電提供；台經院自行彙整 

 

但外包是指企業將非核心的業務外包給對應的公司負責，能夠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依產

業訪談得到的資訊，國內充電設備與充電連接器業者目前傾向自己生產以低壓成本，未來電動車市場

規模擴大，整體生產成本下降，才會考慮外包的方式，目前外包的成本還是比自製貴。 

市場經濟未能使經濟狀態滿足柏瑞圖效率，稱為市場失靈。有幾種狀況會發生市場失靈，如資訊

不對稱、發生外部效果、公共財問題、市場非完全競爭(自然獨占)等。而當市場失靈狀況發生，則需

要政府出面干預市場使市場機制回復正常。資訊不對稱指市場上的買賣方因對產品資訊不對稱，使得

市場機制無法正常運作，常見的案例如二手車市場。為避免市場失靈的狀況發生，充電設備國家標準

(CNS 15511-2/-3)的制定提供國內充電設備具有明確的規格與安全品質，以提升消費者使用電動車相

關設備的信任。今年度也將公告直流充電設備之介面與通訊標準，將更完善國內充電基礎建設之標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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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7、充電設備之經濟效益分析圖－市場失靈 

(2) 最終衍生社會效益－提升國人對產品信任度與降低使用者操作風險 

市面上的商品種類眾多，通過標準測詴項目要求之商品即具備基本程度之安全與品質，提供消費

者人身安全、品質性能的保障。國內電動車整車標準已公告整車性能標準與整車安全標準，整車性能

標準 CNS 15512 適用最大車重為 3,500公斤以下，電動小客車與商用車道路行駛性能詴驗程序，主要

在確認特定操作程序下電動車的性能；CNS 15513適用最大車重為 3,500公斤，最高速率 70公里/時 以

上之純電力驅動的小客車與商用車，主要確認電動車在特定距離下電能消耗與行駛特性。整車安全標

準 CNS 15499-1 用以規範電動車之車載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RESS)基本安全要求，以及 CNS 

15499-2 用以規範電動車操作安全方法及故障防護之要求，以上兩項標準皆為確保車輛內外人員及車

輛週遭之安全；CNS 15499-3 則是規範電動車(小客車及輕型商用車)在未與外部供電電源相連接時人

員觸電防護之要求。國內電動車充電站/器安全標準為 CNS 15511-3，其安全要求包含充電設備、電源

端插頭/電源端插座與車輛端耦合器、供電設備與電動車輛整合安全等三部分。標準能確保市場上流

通之商品其品質與安全的一致性，經由通過整車與充電設備之安全與性能標準驗證，能夠確保消費者

駕駛電動車之安全與保障電動車行駛性能，與操作充電設備之人員安全。業者與民眾對於商品的認知

因標準的規範而一致，將提升民眾對於業者所生產的電動車與充電設備的信任度，有助於電動車市場

的擴展，也能降低市場上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有效避免市場失靈。 

  



 

14 

表 7、我國已公告電動車整車性能/安全與充電站安全之國家標準 

整車性能 
CNS 15512 電動道路車輛－道路行駛特性 

CNS 15513 電動道路車輛－電能消耗與行駛距離－小客車與商用車詴驗程序 

整車安全 

CNS 15499-1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 1 部：車載可再充電能量儲存系

統 

CNS 15499-2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 2部:車輛操作安全方法及故障防

護 

CNS 15499-3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安全規範－第 3部:預防人員電擊之保護 

充電站/器 CNS 15511-3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第 3部：安全要求 

資料來源：CNS 國家標準檢索系統，本研究整理 

 

近年國外電動車運行發生火燒車的意外，格外提醒電動車使用安全的重要性。美國地區，2012年雪

弗蘭 Volt HEV碰撞詴驗後靜置 3周貣火，更依同燒毀周遭停放的車輛；中國地區，2012比亞迪電動

計程車車尾電池組被撞貣火，2012比亞迪 E6追撞後電池液洩漏引發火燒車；台灣地區，2010年電

動機車充電引貣自燃，燒毀機車行。從這些事件可知整車安全與電池關係密切，標檢局於今年 10月

31日已公告電池安全標準，並於明年(103年)由交通部實施整車電氣安全強制標準。整車業者裕日汽

車也強調「一次車端的安全機制」重要性，如何在顧客自行充電時能確保使用者與車體安全是非常重

要的課題。 

四、 結語 

綜合財務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分析之結果，評估目前國內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在財

務上最少能夠達到收支平衡，因此，未來該平台在正常情況下，應能長期穩定的提供國內電動車產業

檢測服務。至於在目前國內電動車產業發展並不順利的情況下，本研究評估國內外私人檢測驗證公司

要在台灣投資電動車輛檢測驗證服務的可能性不高，尤其在保守情境下，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的投資報酬率為-0.1%，相信企業在將本求利目標下，應該會等待國內電動車產業發展具一定規模後，

才開始投入檢測驗證服務。 

但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 4 月核定「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並明確訂定具體推動我國

新興智慧電動車產業之策略與行動方案，因此，標檢局必頇擔負國家賦予之任務，「推動國家標準編

修以配合經建計畫、工業政策執行商品檢驗，以提高產品之國際競爭力及保障消費者權益」，所以財

務效益並非建置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之重要關鍵，主要還是端看平台能夠衍生出的經濟效益與

社會效益。其中，雖然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在可量化的直接經濟效益部分，僅帶動 7 億 3,837

萬元的動產值提升；但在不可量化的衍生經濟效益的部分，如：提升國內廠商產品之增加價格優勢與

提升廠商生產力，並且協助廠商進入國內外市場，再藉由貿易量提升擴大經濟規模，以及刺激廠商產

品研發創新與外銷驗證可提升競爭力等關鍵效益。以及在避免市場機制失靈與提升國人對產品信任度

與降低使用者操作風險的社會效益等，都是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關鍵。 

故本研究認為目前電動車產業發展保守的情況下，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的投資報酬率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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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標檢局實有責任與義務推動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建置，以配合國家扶植電動車產業的

政策，並帶動國內電動車產業之發展。但待國內電動車市場發展成熟後，應適時導入國內外私人檢測

業者投資電動車輛相關檢測驗證服務，讓國內檢測驗證服務業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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