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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因應能源及環保議題，未來全球汽車產業將邁向電動車時代。未來全球

的汽車動力系統中，儘管燃油引擎仍佔大宗，但包括潔淨柴油、混合動力、

純電動等綠色能源車輛也將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伴隨電動化後車輛技術

領域的變化、及此變化對現有的零組件廠商所造成的衝擊，零組件產業的整

體供應鏈體系也將出現結構重整的可能性。  

由於汽車電動化後，將不再由過去的引擎或變速器等動力系統來評估車

輛的性能。主要判斷將來自新增的關鍵零組件，如馬達、電池、變頻器等，

而這些機電電子元件佔整車比重也越來越高。可以說，在動力系統電動化的

發展趨勢下，結構零組件減少了、電機電子零組件增加了。如此一來，也將

大幅度改變汽車零組件供應鏈的結構。這對零件供應商來說，可能是衝擊、

也帶來新的商機：衝擊在於既有產品的被取代程度及其在綠能領域的發展

性；機會則是電動車 (EV)所形成的新供應體系及所帶動的市場新商機。  

此外，許多國際 Tier1 大廠也競相投入關鍵系統的研發。除產品的改變

外，電動車亦改變既有的汽車產業供應模式，而零組件供應商為因應電動化

發展趨勢，不但投入大量研發資源在電動車用關鍵模組上，並在未來發展上

定位為電動車模組供應者，以進行全球化佈局。  

第二節  研究載具定義 

電動車輛依其驅動馬達的動力來源，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純電車 (Battery 

Powered Electric Vehicles, BEV)、混合動力車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燃料電池車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FCEV)。  

本次研究所談到的電動車係以四輪陸上車輛為主要領域，至於二輪車或

特殊用車如摩托車、自行車、推高機、高爾夫球車、及其他工業專用車等則

不在此次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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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汽車產業發展潮流 

第一節  低價汽車風潮興起 

為了因應地球暖化效應，不但各國政府加快節能減碳的發展腳步，消費

者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使得購車及用車習慣產生大變革，同時也影響汽車市

場的銷售結構。消費者在購買選擇上開始轉向低油耗車款，尤其小型低價汽

車近年來迅速地成為全球汽車業急欲開發的新領域，儼然已成為未來消費市

場的主流之一。  

一、  低價汽車的市場規模  

在降低油價耗費成本的考量下，強調節能的 Hybrid 油電混合車與省油

的小型車銷售量明顯上升，即使景氣尚未復甦之際這股熱潮依舊存在。根據

JD.Power 預估， 2010 年小型車在全球銷售量將會達到 6,690 萬輛。 2010 年

的全球小型車需求除西歐外，多數市場都有明顯的復甦；中國大陸、印度、

巴西等新興市場，也因大量資金投入而獲得更好的成長條件。中國大陸已在

2009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消費市場，看好境內龐大的內需成長趨

勢，促使歐日車廠加快將新級距小型車列為發展重點，期望能藉此小型低價

車款再帶動另一波商機。  

在過去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全球汽車消費市場，小型車的銷售量衝擊

最少。顯示對於消費者而言，小型車較其他大型車款具有難以取代的優勢存

在。由於現代消費者的個人需求自主性提高，往往需要更加獨立的使用彈

性，且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中，更具有龐大的市場利基。未來全球的

汽車產業發展主流，除了動力電動化外，這類低價、經濟實用的小型車，將

引發龐大的市場商機。  

二、  世界各國主要小型低價車發展現況  

根據汽車研究機構 CSM Worldwide 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對小型車需求

預估到 2013 年將成長到 2,700 萬輛；至於大型休旅車的需求，則可能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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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電動車市場現況 

第一節  各國在電動車產業上的發展動向 

在環保及能源議題的驅動下，全球各大汽車工業國家對於電動車技術正

如火如荼展開，各主要相關政策及資源投入簡述於下。  

一、  美國  

美國將減碳目標設為 2020 年之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 1990 年程

度。2009 年 5 月，歐巴馬政府發表聲明，意將廠商平均燃費標準的目標年度

提早 4 年。在此聲明下，要求各車廠在 2016 年以前，應將目前全部車種的

平均值─每加侖 25 英里改善 4 成，也就是須提升到 35.5 英里 (約 15km/L)。

從 2012 年起，分階段導入該規定，以車款來看： (1)一般轎車必須改善至每

加侖約 30 英里 (約 17 km/L)； (2)SUV 或小型箱型車等小型卡車，須改善至

30 英里 (約 13 km/L)的程度。為達到上述低燃費目標，預估車廠未來包括 SUV

在內的小型卡車領域，也將加速 HEV 化技術的推動。  

對於電動車產業的發展，美國政府投入 24 億美金，集中資源在 PHEV

技術的研發上，並設置「 2015 年之前 PHEV 普及達到 100 萬輛的目標」。當

中最大比例資金 (15 億美金 )用來資助境內本土企業，進行生產電池、電池零

組件及擴大電池的回收能力等發展上。近期因受到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影響，

美國對於石油耗用議題更加關注，國會於 2010 年 6 月提案加碼 60 億美金補

貼電動車支出，包括提高電池技術的研發經費、資助公共事業公司和住戶興

建電動車充電站、減免汽車消費稅以獎勵民眾購買較高價的電動車等。目前

相關法案仍在進行修正中。  

二、  歐洲  

歐洲對於車輛的減碳標準堪稱全球最嚴格地區， 2008 年 11 月，歐盟議

會通過碳排放法規總體規劃，將從現階段 140g/km 的排放標準、減至 2012

年的 130g/km、 2020 年的 95g/km。若要達到此嚴苛的標準，未來歐洲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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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V 化後，零組件產業的變化 

汽車電動化後，評估車輛的性能優越與否，將不再由過去的引擎或變速

器等動力系統來決定。電動車的性能，將由會馬達、電池、馬達控制系統、

電池的變流器、以及其他電子控制零件等，來做為判斷。而這些機電系統、

電控元件所佔整車比重也越來越高。  

除了零件產品發生變化外，在發展電動車的過程中，車廠對於關鍵系統

的主導開發權，也開始發生變化。以下分別針對零組件產品的變化、供應鏈

的變化兩方面來討論。  

第一節  產品的變化 

一、  電動化下，結構件減少、電機電子零件增加  

從整體市場來看，電動車規模正在逐漸成長。對零件供應商來說，汽車

動力系統電動化帶來衝擊、也帶來新商機。車輛電動化後，汽車零組件的結

構逐漸變化，最主要的改變在於─結構零組件減少了、電機電子零組件增加

了。如此一來，也將大幅度改變汽車零組件供應鏈的結構。  

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汽車零組件工業協會 (JAPIA)的出貨動向調查報

告，比較 1999 年度及 2008 年度 (2010 年 1 月公佈 )的出貨結果顯示，電裝品、

驅動裝置、電子零件、照明等零件的比例持續擴大；引擎零件、懸吊 /制動

裝置、車身零件的比率則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如【圖 4-1】所示。若從產品

金額來比較， 2008 年度的整體汽車零組件價值較 1990 年度增加三成，以電

裝產品成長幅度最大、其次為驅動 /傳動 /操控裝置。顯示過去 10 年間，車用

電子使用幅度大增，且汽車的動力系統也越趨複雜，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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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電動化對全球汽車零組件產業的影響：既有供應鏈體系將出現結構重整

的現象  

二、電動化對台灣汽車零組件產業的影響：既有產品短期受衝擊程度小、看

好 EV 供應體系未來商機  

第二節  建議 

一、  全球 EV 產業正在起步階段，政府的長期政策支援將是關鍵  

二、  因應電動化發展，既有零組件廠應積極思考可能的因應策略  

三、面對電動化潮流，國內業者宜謹慎看待、積極準備  

 

 

 

 

 

 



《電動車產業對零組件供應鏈的 

衝擊與機會》 

紙本定價:500 點 

全本電子檔下載：1000 點;亦可依各章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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