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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談判持續，全球景氣不確定性上升，各國經濟發展趨緩，

連帶影響全球前兩大車市表現，2018 年全球汽車產銷均呈微幅下滑；但隨

智慧車輛往電動化、自動化與共享聯網趨勢發展下，帶動整體汽車產業。

展望 2019 年，持續受國際情勢影響，產業呈審慎樂觀，隨著經濟全球化影

響程度持續加深，值得我國汽機車產業進一步關注整體情勢後續發展，本

年鑑的撰寫兼顧即時監測經濟與產業發展軌跡，使讀者能藉以掌握產業發

展脈動。 

『2019 汽機車產業年鑑』為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執行經濟

部「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成果，內容從整體產業發展思維

來觀測全球暨臺灣汽機車產業發展動向、產品演變、以及未來趨勢與挑戰。

其中詳實記錄 2017~2021 年汽機車產業技術與市場變動，涵蓋我國與全球

汽機車產業發展概況與趨勢，有關我國汽車整車產業持續強化國際市占率

表現，以及汽車零組件布局開發新興國家市場等，均有詳實報導與分析。 

本年鑑由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同仁負責規劃與編撰，也邀集專家共同執

筆完成，期望能饗予讀者更多元的思考空間與產業觀點，本人在此感謝經

濟部的支持、慰勉撰稿作者辛勤，雖然本年鑑一向獲得不少讀者認同與肯

定，仍難免有疏漏之處，希望各界先進不吝批評與指正，以作為後續改進

參考。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所長 

蘇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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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院執行經濟部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在產業研究與資

訊服務之餘，我們透過年鑑撰寫，除忠實記錄產業發展軌跡之外，並將產

業的特色與變化真實反映，使讀者能藉以掌握產業發展脈動。 

『2019 汽機車產業年鑑』在架構上分為四大部分：總體經濟指標、汽

車產業、機車產業以及附錄，內容呈現方式以圖表佐以文字說明，藉由圖

表清晰呈現產銷變動與趨勢、廠商市占率或產品組合，再透過文字闡述成

長或衰退因素。期從宏觀角度衡量臺灣汽機車產業在策略性產業連結及全

球布局能量與機會，供讀者了解目前產業發展狀態。 

如下是本年鑑各部分的重點： 

第一部分：『總體經濟指標』－總體經濟為影響產業變動的基本因素，本

部分提供影響車輛發展的全球與臺灣重要總體經濟指標，如全

球經濟成長率、主要國家國內生產毛額、主要國家國際收支經

常帳、臺灣總體經濟指標等，和影響車輛發展的變數。 

第二部分：『汽車產業綜論』－包括總體產業發展趨勢、主要國家、臺灣

汽車產業個論以及未來展望。總體產業發展趨勢為各章節內容

的彙整，便於讀者於短時間內一窺全球汽車產業之全貌；產業

個論重點則包括各國汽車整車與零組件產銷分析、產品組合、

廠商動態，最後針對影響產業未來發展之關鍵因素可能變化勾

勒產業未來的面貌。 

第三部分：『機車產業綜論』－內容架構同汽車產業，包括總體產業發展

趨勢、主要國家、臺灣機車產業個論以及未來展望。 

第四部份：『附錄』－紀錄產業大事、整車與零組件廠商資訊、汽機車產

業協會資訊與相關展覽訊息，以供讀者了解回顧產業新聞收作

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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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鑑在資料蒐集、整理、撰寫到付梓過程，相關同仁雖克盡所能力

求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仍難免有疏漏或誤植之處，為使來年能持續提

供更為豐富詳實與具有參考價值年鑑內容，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批評與指

正，以作為後續編撰改進參考。 

最後，謹向所有熱心參與作者群、以及關心本年鑑的讀者們，致上十

二萬分謝忱。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沈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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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17 2018 2019(e) 2020(f) 2021(f) 

全球 3.8 3.6 3.3 3.6 3.6 

先進經濟體 2.4 2.2 1.8 1.7 1.7 

美國 2.2 2.9 2.3 1.9 1.8 

日本 1.9 0.8 1.0 0.5 0.5 

加拿大 3.0 1.8 1.5 1.9 1.8 

歐元地區 2.4 1.8 1.3 1.5 1.5 

德國 2.5 1.5 0.8 1.4 1.5 

法國 2.2 1.5 1.3 1.4 1.5 

義大利 1.6 0.9 0.1 0.9 0.7 

英國 1.8 1.4 1.2 1.4 1.5 

其他先進經濟體 2.9 2.6 2.2 2.5 2.5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4.8 4.5 4.4 4.8 4.9 

俄羅斯 1.6 2.3 1.6 1.7 1.7 

亞洲發展中國家 6.6 6.4 6.3 6.3 6.3 

東協五國* 5.4 5.2 5.1 5.2 5.2 

中國大陸 6.8 6.6 6.3 6.1 6.0 

韓國 3.1 2.7 2.6 2.8 2.9 

印度 7.2 7.1 7.3 7.5 7.7 

中東和北非 1.8 1.4 1.3 3.2 2.8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1.2 1.0 1.4 2.4 2.6 

註：*東協五國包含馬來西亞、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資料來源：IMF(2019)；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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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關聯重要指標 

一、汽機車產業重要指標 

 2017 2018 2019(e) 2020(f) 2021(f) 

汽車保有量(萬輛) 794.9 803.6 812.2 820.9 829.6 

機車保有量(萬輛) 1,375.6 1,383.6 1,389.1 1,393.6 1,398.3 

汽車新車掛牌數(萬輛) 44.5 43.5 43.2 43.4 43.5 

機車新車掛牌數(萬輛) 99.9 85.5 77.8 82.1 82.5 

臺灣本島 95 無鉛油價(元/公升) 25.2 29.3 28.6 27.8 27.4 

西德州原油(美元/桶) 45.6 64.8 61.3 61.0 60.5 

杜拜原油(美元/桶) 46.3 69.2 66.5 63.1 62.7 

北海布蘭特原油(美元/桶) 46.7 71.3 69.8 65.4 64.9 

資料來源：交通部(2019)；經濟部能源局(2019)；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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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範疇 

汽車產業

汽車整車產業 汽車零組件產業

乘用車 商用車 汽
車
引
擎
及
零
組
件

汽
車
引
擎
及
零
組
件

汽
車
懸
吊
、
傳
動
系
統
及
零
件

汽
車
懸
吊
、
傳
動
系
統
及
零
件

汽
車
轉
向
系
統
及
零
件

汽
車
轉
向
系
統
及
零
件

汽
車
電
氣
零
組
件

汽
車
電
氣
零
組
件

汽
車
剎
車
系
統
及
零
件

汽
車
剎
車
系
統
及
零
件

其
他
汽
車
零
件

其
他
汽
車
零
件

汽
車
儀
表

汽
車
儀
表大

型
轎
車

大
型
轎
車

小
型
轎
車

小
型
轎
車

小
型
貨
車

小
型
貨
車

客
貨
兩
用
車

客
貨
兩
用
車

中
大
型
客
車

中
大
型
客
車

大
客
車
車
身

大
客
車
車
身

貨
車
及
其
他
車
身

貨
車
及
其
他
車
身

 

註：1. 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 

2. 其他汽車零件包括汽車車架大樑、車身沖壓件、汽車保險桿、汽車排氣管、汽車鑄

件、輔助氣囊系統、汽車座椅安全帶、其他未列名汽車零組件。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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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汽車產業總覽 

一、市場成長預測 

年

產業別 
2018 2019(e) 2020(f)

2019/

2018
發展趨勢 

汽

車

產

業 

整車產業銷量 

(百萬輛) 
94.6 92.8 91.3 -1.9% 

隨中美貿易戰及中國大陸產

業轉型影響，中國大陸及美國

市場逐漸呈現減速，但仍扮演

支撐重要角色；印度成長略微

減速，成長動力由東協國家帶

動。2018 年全球銷量前五大

國家，均呈銷量下滑或成長減

緩情形，搭配貿易戰可能延燒

至歐洲汽車關稅，全球整體銷

量呈現微下滑趨勢。 

零組件產業 

(十億美元) 
14,934 15,516 16,167 3.9% 

景氣回溫帶動汽車零組件需

求增加，以北美國家、印度、

墨西哥與東協國家等，屬於高

度銷售成長區域。 

電動汽車銷量 

(萬輛) 
406.7 506.5 693.3 24.5% 

2019 年後受惠中國大陸雙軌

制施行帶動，銷量穩定成長。

HEV 仍為主流產品類別；但

PHEV 及 BEV 受政策逐漸聚焦

給予利多，占比逐漸上升，續

航力、新型態電池及快充技術

為廠商重點投入開發與改善

關鍵項目。燃料電池車於全球

十國已有銷售實績。 

資料來源：Automotive News；OICA；FOURIN；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2019 年全球車市預估將呈現微幅下滑態勢，2018 年全球銷量前五大國家

中，中美貿易戰影響前兩大車市表現，日、印及德亦呈現車市疲軟情形；

此外，貿易戰是否延燒至歐洲汽車關稅值得觀察。亞洲方面，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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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產業總覽 

一、產業特性 

 產業特性 

汽

車

產

業 

整車產業 

 出口以中東市場為主力。 

 自主品牌集團持續布局中國大陸及東盟國家。 

 日系車廠為主要技術合作對象。 

 受限於市場規模，主要透過技術母廠授權進行車型國產化。 

 部份車廠已進入母廠全球分工體系。 

 升級主被動安全配備及搭載先進駕駛輔助設備，預期將為國產車後續

改款及提升競爭力之重點項。 

 2018 年 1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2019

年中各界可啟動無人車相關路測實驗。 

零組件產業 

 台灣整車內需市場受限，汽車零組件外銷市場為發展重點。 

 原裝零組件以供應中國大陸自主品牌車廠為主，主要零組件廠商皆於

中國大陸設有生產據點，原裝零組件銷售值受到自主品牌新車銷售影

響。 

 售後服務零組件以歐盟與北美汽車市場碰撞件為主，如汽車保險桿、

車身板金、車燈與後視鏡等產品，售後服務零組件銷售值受到氣候、

中古車與保有量多寡影響，且有銷售淡季與旺季區分。 

電動車產業 

 電動乘用車、電動巴士、電動機車以及慢速利基電動車已有廠商投入

開發，台灣亦以政策支持與補助國內電動車產品的開發與銷售。 

 國內電動車產業相關零組件廠商已有切入國際電動車供應鏈的實

例。但隨著電動車技術持續精進，國際領導車廠都持續投入更新技術

的研發，台灣相關零組件廠商應跟上國際技術發展的腳步，並提升在

車輛產業的地位，強化在系統整合供應的能力，以提高台灣車輛產業

的附加價值。 

 2017 年 12 月行政院長賴清德說明「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2018

年起，現行 1 萬輛公車全面更換為電動車，2030 年新購公車及公務車

全面電動化及 2040 年新售汽車全面電動化目標。 

 2018 年第四季 Toyota-Camry 混合動力車全面轉為進口，但於 2019 年

3 月導入 Toyota-Altis 混合動力車款，重啟國產電動車產線。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mandythchou
新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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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篇 新興議題發展趨勢 

第一章 5+2 產業創新 

綠能科技之太陽能與離岸風場領域中，純電動車輛可做為太陽能及離

岸風場所蒐集電能之終端應用，並可作為電量緩衝或供 Denso 置角色；因

應節能減碳議題，太陽能汽車零組件與材料將受到重視與應用機會。於亞

洲‧矽谷之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汽車領域中，模擬智慧車輛於智慧

物流及智慧城市中可扮演多樣化角色，特用車型亦可依物流需求進行客製

化設計；汽車零組件的生產銷售將與工業物聯網連結，提升產銷效率與精

進管理。 

生技醫藥之醫療照護、醫療器材領域中，可將車聯網應用於救護車出

勤過程、交通調配及車輛疏導，汽車零組件可朝生物辨識(如酒精度、打瞌

睡、指紋辨識進入汽車系統)發展。於智慧機械之機器人、智慧機械領域中，

自動駕駛所建構之 AI 演算法，亦可應用於機器人與智慧機械應用於工作人

員偵測及公安預防；汽車零組件智慧製造，將導入眾多協作機器人(Cobots)

於生產線上。 

新農業之地方特色農業、有機農業領域中，電動車可結合應用於農產

品集散地，創造我國新農業樣貌；農業運輸機械零組件將朝輕量化發展，

增加複合材料汽車零組件應用機會。數位經濟之軟硬虛實整合、資訊安全、

數據新商業模式領域中，VR/AR 可整合投影於車輛擋風玻璃前，提供導航

或相關旅遊參考資訊；汽車零組件生產銷售與物流等朝向虛實整合發展，

透過模擬與虛實情境，縮短研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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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動向 

第一節 自駕車技術 

一、技術簡介 

(一)定義 

1. Level 0 

駕駛人必須隨時操控所有主控制系統(如加速、方向操作、煞車)，前方

碰撞警示(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FCW)等不會操控主控制系統的駕駛支

援系統也包含在 LEVEL0 之中。 

2. Level 1 

車子在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操控之中，可以自動進行一種以上的

操控的系統。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等即屬於此一等級。 

3. Level 2 

在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操控之中，可以代替駕駛人進行兩種以上

的操控，並且可以協調這兩種操作的系統，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包含轉

向輔助)等即屬於此一等級，已於 2014 年上市的車子規格中包含在駕駛人

雙手放開方向盤一定時間(10~15 秒等)後，就會自動解除此功能的設定。 

4. Level 3 

車子可以自動操控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所有功能的系統，駕駛人

可以完全不需擔心駕駛的操作，但是在緊急狀況發生時或系統有其極限

時，駕駛人就必須要回應系統所提出的切換駕駛模式要求，發生意外事故

時，駕駛人必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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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篇 全球汽車產業個論 

第一章 全 球 

第一節 整車產業 

一、產品概述 

對於汽車的分類，各國或地區的法規依其使用方式、大小、功能，有

不同的分類方式，以目前國際車輛安全法規調和發展的方向看，交通部現

行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規定，對於實車檢測項目車種代號及其適用規定之車

輛分類，已採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ECE 法規相同之分類規定，表 2-3-1

說明 ECE 機動車輛分類中有關乘用車與貨車之定義。 

 

表 2-3-1 UNECE 機動車輛的分類 

分  類 定  義 

M 類至少有四個車輪

的載客機動車輛 

M1 除駕駛員座位外，乘客座位不超過八個的載客車輛。 

M2 
除駕駛員座位外，乘客座位超過八個，且最大總質量不超過

5t 的載客車輛。 

M3 
除駕駛員座位外，乘客座位超過八個，且廠定最大總質量超

過 5t 的載客車輛。 

N 類至少有四個車輪

的載貨機動車輛 

N1 最大總質量不超過 3.5 t 的載貨車輛。 

N2 最大總質量超過 3.5 t，但不超過 12 t 的載貨車輛。 

N3 最大總質量超過 12 t 的載貨車輛。 

資料來源：TRANS/WP.29/78/Rev.1/Amend.2 與*TRANS/WP.29/78/Rev.1/Amend.4；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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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 

第一節 整車產業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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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信息網；Fourin；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2-3-26 2017~2021 年中國大陸汽車銷售分析 

 

說明： 

 2018 年雖有新能源車銷量崛起，但隨小排氣量車購置稅優惠幅度於元旦

起恢復 10%法定稅率，全國導入歐六相同嚴格之國五標準，影響製造商

成本，以及中美貿易戰影響，使 2018 年銷量僅 2,808.2 萬輛水準，成長

率為-3.6%，為 1990 年以來車市首次負增長。單一車型銷售前三名為

Nissan-Bluebird(48.1 萬 輛 ) 、 通 用 -Wuling Hongguang(47.6 萬 輛 ) 、

VW-Lavida(46.9 萬輛)。 

 2019 年隨中國大陸政府採「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

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

cielo0201
矩形

mandythchou
新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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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整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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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ICA；FOURIN；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2-3-34 2017~2021 年美國汽車銷售統計 

 

說明： 

 2018 年隨美國減稅法案上路，海外資金回流美國，帶動車市買氣，雖美

聯儲如預期升息，部分貸款公司延長還款期限(從 5 年延長至 6~7 年)，

使車輛換購週期變長，總銷量仍較 2017 上升 1.0%，達 17.8 百萬輛水準。

單一車型銷售前三名為 Ford F-Series(90.9 萬輛)、Chevrolet -Silverado (58.6

萬輛)、Ram-P/U(53.7 萬輛)。 

 2019 年隨中美貿易戰持續、車貸利率上揚、優惠租賃方案減少、車市景

氣循環等利空夾擊，銷量較 2018 年下滑 4.3%，達 17.1 百萬輛。 

cielo0201
矩形

mandythchou
新建印章



 

 

2-14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汽
車
產
業 

第
Ⅲ
篇 

全
球
汽
車
產
業
個
論 

第
四
章 

日 

本 

第四章 日 本 

第一節 整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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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汽車製造商協會(JAMA)；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2-3-41 2017~2021 年日本國內汽車整車銷售市場規模 

 

說明： 

 2018 年隨新世代 Toyota Camry 及 Nissan-Note 熱銷，Honda-Fit 改款蜜月

期(2017 年底改款)與 Honda-Vezel 改款，相較於 2017 年上升 0.7%，來到

527.2 萬輛，車市持續保有 500 萬輛水準。單一車型銷售前三名為 Honda- 

N BOX(24.2 萬輛)、Suzuki-Spacia(15.2 萬輛)、Daihatsu-Hijet(15.0 萬輛)。 

 2019 年日本車市於 10 月消費稅稅率提高前，預估將出現購車熱潮；但

由於日本國內景氣擴張步調趨緩，出口和工業生產表現出現疲軟(2019

年 4 月，日本自 2016 年 3 月以來，首次下調整體經濟形勢評估)，預估

2019 年銷量 522.3 萬輛，相較 2018 年小幅下滑 0.9%。 

cielo0201
矩形

cielo0201
矩形

mandythchou
新建印章



 

 

2-15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２
０
１
９
汽
機
車
產
業
年
鑑 

第五章 新南向國家 

第一節 新南向主要國家整車暨電動車產業

發展概況 

於新南向國家區域中，2018 年前六大汽車銷售市場分別為印度(439.9

萬輛)、印尼(115.1 萬輛)、泰國(104.2 萬輛)、馬來西亞(59.9 萬輛)、菲律賓

(35.7 萬輛)及越南(28.9 萬輛)，2018 年印度生產量持續超越南韓，穩坐全球

第五大汽車生產國。週邊各類汽車供應鏈商機亦隨汽車銷售量增加而蓬勃

發展。藉由觀測當地產業政策、產業需求、當地競爭者分析，進而解析台

商優劣勢及機會，可有助於台商於新南向市場動態之掌握與策略布局。 

2018 年產量年成長率在馬來西亞為 12.6%、印尼 10.3%、泰國 9%及

印度 8%均持續成長，可見東協主要國家隨經濟成長及全球車廠積極布局，

所帶動之汽車產能商機。 

印度政府 2018 年公布《國家汽車政策草案通知》，該政策制定 BS-VI

的排放標準，並計畫在 2028 年前與全球一致，同時規劃 2025 年之後的企

業平均燃油經濟性(CAFE)標準，建議採用基於長度和 CO2 排放量的綜合標

準對車輛進行分類，並採用不同稅率；此外，印度計畫推動「Automotive 

Mission Plan 2026」，致力於汽車工業在「印度製造」與「技術印度」做出貢

獻。2018 年東協各國間進口關稅降為零，並計畫在 2019 年 9 月簽定汽車

與零組件的互認協議(MRA)，旨在削減成本及使加盟國之間的汽車相關進出

口便利化，協議的項目包含制動系統、安全帶、座椅、輪胎、轉向系統，

測速儀及安全玻璃，後續並有望將協議擴大到東協以外國家。印尼政府為

擴大國內 BEV 生產，考慮為電池製造商提供稅收獎勵，尤其印尼目前為全

球最大的鋰離子電池的主要成分–鎳的生產國，印尼政府有意將印尼塑造

成全球最大的鋰離子電池生產國。泰國政府持續推動電動車，由泰國投資

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BoI)批准的廠商於 2020~2022 年免徵 BEV 消費

稅。馬來西亞政府於 2018 年公布新汽車政策修訂版(NAP2018)，新政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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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篇 台灣汽車產業個論 

第一章 整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產業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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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產量(輛)

1979~1991 1992~2002 2003~2008 2009~NOW

積極發展期 國際經營期 自主品牌發展期

•1986大慶成立

•1989汽車自製率50%

•1991慶眾成立

•1985保有量135萬

•1990保有量254萬

•1995保有量468萬 •2003保有量605萬 •2009保有量672萬

•1995五十鈴成立

•1996羽田停產

•1998臺塑汽車成立

•1999三富停產

•2000國產停產
•2002大慶停產

•1999汽車自製率50%

•2002汽車自製率40%

•2003裕隆分割

•2002台灣本田成立

•2003裕隆日產成立

•2002三陽本田分家

•2005裕隆通用成立

•2005克萊斯勒成立

•2007台塑停產

•2009裕隆發表納智捷
LUXGEN品牌

•2009裕隆發表酷比
(tobe)品牌

•2013裕隆酷比
(tobe)停產

•2014裕隆購
買日產菲律賓
汽車(NMPI)
所有股權

•2015裕隆發表
LUXGEN品牌
Eco Hyper改款

•2016汽車汰
舊換新貨物
稅補助政策

技術吸收期

•2017進口車市
占率達42.7%

•2017設定2040
年新售汽車全
面電動化目標

•2018無人載具
創新實驗條例
三讀通過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2-4-1 台灣汽車產業發展歷程 

 

說明： 

 台灣生產汽車零組件工廠，初期大多從機車零組件入門。由於政府自

1958 年開始實施自製率辦法，遂使汽車中心廠在國內尋求適合的工廠，

進行零組件開發。台灣汽車中心廠在政府規定之自製率政策下，逐年於

國內開發自製零組件，唯限於汽車銷售量的多寡、投資報酬率的考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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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產業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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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產業展望 

一、2019 年市場預測 

表 2-5-1 全球汽車市場預測 

產業別 2018 2019(e) 2019/2018 

汽車產業 

整車產業銷量(百萬輛) 94.6 92.8 -1.9% 

零組件產業(十億美元) 14,934 15,516 3.9% 

電動車產業(萬輛) 406.7 506.5 24.5%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2019 年市場成長動力由印度及東協國家帶動，中國大陸車市雖微下滑仍

扮演重要支撐角色，2018 年全球銷量前五大國家均呈現銷量減速或下滑

狀態，搭配貿易戰可能延燒至歐洲汽車關稅，全球整體銷量呈現微下滑

趨勢。 

 2019 年全球車市預估將呈現微下滑態勢，2018 年全球銷量前五大國家

中，中美貿易戰影響前兩大車市表現，日、印及德亦呈現車市疲軟情形；

此外，貿易戰是否延燒至歐洲汽車關稅值得觀察。亞洲方面，中國大陸

進入國家產業轉型升級陣痛期，政府採取「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

杆、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

需動態平衡。」，相關就業人員之收入穩定性與購車意願均將受到影響，

但預估仍可蟬聯銷量第一國家。日本國內景氣擴張步調趨緩，出口和工

業生產表現出現疲軟，以消費稅稅率提高前購車熱潮支撐銷量。韓國隨

2018 年 7 月減免個人消費稅持續帶來利多，搭配現代汽車、起亞和雷諾

均推出 SUV 車型，現代汽車發佈 Palisade 旗艦款、KIA-Signature 預計於下

cielo0201
矩形

mandythchou
新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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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產業展望 

一、2019 年市場預測 

表 2-5-3 台灣汽車市場預測 

產業別 2018 2019(e) 2019/2018 

汽車產業 

汽車整車產業銷量(萬輛) 43.5 43.2 -0.7% 

汽車零組件產業(新台幣億元) 2,086.9 2,110.0 1.1% 

電動汽車產業銷量(百輛) 97.2 181.2 86.4%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2019 年於汽車汰舊換新貨物稅補助政策鼓勵換車、國產暢銷車型 Toyota 

Vios 及 Yaris 改款、智慧安全駕駛輔助配備搭載等利多因素；雖原油價格

逐漸上漲、車廠全球出口產能布局調整及韓系車加配備不加價策略對外

銷影響仍具，2019 年台灣汽車整車產業預估銷量約 43.2 萬輛，較 2018

年下滑 0.7%。但進口車市占逐年提升議題，需積極探討及思維突破點，

升級主被動安全配備及搭載先進駕駛輔助設備，預期將為國產車後續改

款及提升競爭力之重點項。 

 2019 年汽車零組件產業在新興國家與北美國家外銷市場需求熱絡情況

下，銷售市場將有所成長，預估新台幣 2,110.0 億元，較 2018 年成長 1.1%。 

 台灣汽車零組件除供應國內車廠維修外，多數屬於外銷市場，主要比例

是售後服務市場零組件如車燈、保險桿、後視鏡、汽車車輪與其零組件、

各式內裝與外裝橡膠/塑膠件、汽車鈑金等車身碰撞零組件，市場集中於

北美國家與歐盟國家地區，國內廠商亦積極布局開發新興國家市場，包

括東協國家、非洲、中東與中南美洲，並爭取中國大陸自主品牌車廠 OEM

零組件供應鏈機會。 

 電動汽車方面，2018 年於 CAMRY 配備升級價格調降策略下，帶動其

cielo0201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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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篇 機車產業總覽 

產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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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一般所稱機車產業泛指機車整車與機車零組件製造業。根據行政院主計

處民國 100 年 3 月第 9 次修訂公佈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機車及其

零組件製造業定義為：從事二輪、三輪機車、機車引擎、機車之邊車及

機車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 

 參考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一般所指之機車與機車零組件產業範疇如

上圖所示。本年鑑統計數據以機車整車產業為主，數據依各國分類方式

而略有不同，但一般皆包含傳統引擎機車(輕型、重型)與電動機車。若統

計數據有跳脫此範疇者，將於文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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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機車產業總覽 

一、市場成長預測 

產業別 
2017 

(萬輛) 

2018 

(萬輛) 

2019(e)

(萬輛)

2019(e) 

成長率(%)
發展趨勢 

機車產業 5,498 5,808 5,829 0.4% 

 印度及東南亞地區機車

銷 售 呈 現 持 續 成 長 態

勢，但中國大陸和日本的

機車銷售因內需市場飽

和呈現下滑趨勢。 

 預測 2019 年較 2018 年成

長 0.4%，全球機車產業規

模為 5,829 萬輛規模。 

註：調整 2017 年「拉丁美洲」銷量為 368.8 萬輛，修正 2017 年全球銷量數據。 

資料來源：Marklines；McD；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二、未來發展動向 

(一)市場規模、成長與阻礙成長要因 

產業別 全球市場規模推估 
成長要因暨 

阻礙成長要因 

機車 

產業 5,498

5,808 5,829 5,820 5,789

-7.3%

5.6%

0.4% -0.2% -0.5%

-8%
-6%
-4%
-2%
0%
2%
4%
6%
8%

4,900
5,100
5,300
5,500
5,700
5,900
6,100
6,300
6,500

2017 2018 2019(e) 2020(f) 2021(f)

單
位
：
萬
輛

銷售量 成長率

 

 雖中國大陸和日本的機車銷

售呈現下滑趨勢，但印度及東

南亞機車銷售持續成長，且每

年成長 4~6%。2018 年全球機

車銷售增加 5.6%，全球規模

為 5,808 萬輛規模。 

 隨著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帶動

全球各區域經濟好轉，使得消

費者採購汽車意願高於採購

機車產品。此外，共享機車的

推動亦造成部分地需求下

滑，但受亞洲及拉丁美洲需求

成長，預測 2021 年全球機車

規模可達 5,789 萬輛。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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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機車產業總覽 

一、產業特性 

 台灣機車產業特性 

機車 

產業 

台灣機車產業在經歷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後，早已從過去依賴技術母廠的技術導入

期，進入到技術獨立自主，國內機車保有量節節高升，成為主要交通工具；而於

國外市場發展部份，曾一度成為全球第四大機車生產國及第五大機車市場，並擁

有自主品牌，為台灣重要產業之一，並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其產業特性包括下列幾點： 

 以 30 萬輛產能來估計，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20 億元，產品發展期間長達兩年

以上，可稱為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 

 因其屬綜合性火車頭工業，每家整車廠約有百家以上的衛星工廠支援，一個整

車廠員工平均可以創造三個以上就業機會，產業關聯效果大。 

 產業較為成熟，目前已積極邁向國際市場，故在成本、品質及產銷方面需具有

國際合作之觀點，國際競爭與合作較明顯。 

 因應環保、油耗及安全等標準之規範，產品發展需要兼顧社會成本。 

 機車工業主要技術源自於日本及義大利，其中又以日本車廠為主要，包括三

陽、光陽工業、台灣山葉、台鈴等，在發展初期技術都來自於日本車廠，其中

台灣山葉與台鈴目前仍為日本技術母廠的小型機車進行研發與代工。 

 隨著綠能議題抬頭，除了既有機車廠商投入開發電動機車之外，國內中華汽

車、睿能...等新進入者也投入電動機車的研發與銷售。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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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篇 新興議題發展趨勢 

第一章 5+2 產業創新 

綠能科技之太陽能與離岸風場領域中，純電動機車可與電動汽車搭

配，做為太陽能及離岸風場所蒐集電能之終端互補性應用。於亞洲‧矽谷

之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汽車領域中，機車及電動機車可發揮其靈活

特性，於智慧物流及智慧城市中可扮演物流最後一哩路角色。 

生技醫藥之醫療照護、醫療器材領域中，機車及電動機車可發揮其靈

活特性，給予居住狹小巷弄中之行動不便需求者送藥到府或居家診療服

務。於智慧機械之機器人、智慧機械領域中，自動駕駛所建構之 AI 演算法，

亦可應用於機車碰撞警示與自體平衡傾倒預防之上，使機車達到自動駕駛

之安全性及於危險路段中達到避險目的。 

循環經濟之租賃或共用之車輛應用模式可在以最少資源投入下達到循

環效益，另機車生產過程中之有害物質控制、清潔生產，以及後續零組件

再製造與回收再利用亦屬於此類，亦可使機車與電動機車車型上的標準

化，使規格化零組件共用，節省零組件再造成本。 

新農業之地方特色農業、有機農業領域中，電動機車可做為農民自家

中移動到農地之交通工具，亦可載運輕量農產品，創造我國新農業樣貌。

數位經濟之軟硬虛實整合、資訊安全、數據新商業模式領域中，VR/AR 可

整合投影於機車安全帽或機車智慧眼鏡前，或於儀表板顯示即時資訊，提

供導航或相關旅遊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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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動向 

第一節 電動機車 

一、產品/技術簡介 

在節能環保的全球趨勢下，各國皆積極投入綠色運輸發展，台灣為全

球機車主要生產國，機車使用密度居全球之冠，再加上我國 ICT 產業健全，

如善用既有電子、資通訊的優勢，設計開發出智慧型電動機車產品，提供

市場誘因協助產業發展，有機會成為全球智慧型電動機車輛、零組件及營

運模式示範基地，不僅在國內創造低污染、高潔淨的機車使用環境，更可

以外銷我國生產之電動機車產品，讓國際市場感受到我國電子產業與機車

產業緊密結合，所創造出更優質的電動機車產品。 

 

二、全球及各國發展現況 

電動二輪車可依最高速度、電動馬達功率與車身重量分為電動摩托車

(E-motorcycle)、電動機車(E-scooter)及電動自行車(E-Bike)，如表 3-2-2。但因

自行車本身並不會造成汙染，加上電力輔助之助益僅在於減輕短距離騎乘

負擔，在歐美地區提供運動及其他休閒用途，東南亞地區因商業用途(如載

貨、計程等)較多，電動自行車相較於電動機車較不是政府推動主力。另外，

因引擎效能及廢氣處理能力的差異，一台 50 c.c.機車排放的一氧化碳量是

2000 c.c.汽車的 2.7 倍，碳氫化合物排放量更高達 6.7 倍，機車在廢棄物排

量上大於汽車許多，因此機車的電動化成為各國在改善環境過程中一項重

要考量，各主要國家陸續對於既有機車汰換電動機車提出補助政策及配套

措施，希望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達成全球節能減碳共識，以下分別說

明歐美地區、亞洲地區及東南亞地區之政策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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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篇 全球機車產業個論 

第一章 全 球 

第一節 全球機車產業產品概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3-1 機車產品分類法 

 

說明： 

 機車產品依不同的結構設計、外型等有不同的分類(見圖 3-3-1)。如在日

本機車分類為原付一種(未滿 50 c.c.)、原付二種(51-125 c.c.)、輕二輪

(126-250 c.c.)、自動二輪(251 c.c.以上)；在台灣依經濟部產品分類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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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 本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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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AMA；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3-4 2017~2021 年日本機車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依據日本汽車工業協會(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JAMA)

數據資料顯示，2018 年日本機車內銷總量為 36.3 萬輛，較 2017 年成長

1.7%，除 51-125 c.c.及 250 c.c.以上機車銷售分別成長 19.4%及 1.8%，其

餘所有排氣量車種都呈現下滑態勢，尤其 126-250 c.c.下滑 12.9%。 

 隨著高齡化帶來之人口衰退、城市停車位稀少、新排放法規使車價提高、

機車使用年限延長不願換車等因素，再加上機車使用頻率及平均里程降

低，皆導致日本內需成長緩慢甚至衰退，但由於近年年輕族群與女性客

群逐年增加，2017 至 2018 年日本機車銷量成長 1.7%，預計 2019 至 2021

年將維持每年 35~36 萬輛的穩定銷售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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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義大利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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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CMA；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3-8 2017~2021 年義大利機車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說明： 

 義大利機車市場隨著需求向上成長，帶動 2018 年義大利機車銷售總量成

長 7.4%，從 2017 年市場銷售的 20.4 萬輛成長到 2018 年的 21.9 萬輛規

模。 

 隨著義大利經濟逐漸復甦的帶動，近年持續拉升義大利機車銷售向上成

長。預測 2019 年度成長可達 2.7%；2020 年成長 3.1%；2021 年成長 2.6%，

拉升市場銷售總量達到 23.8 萬輛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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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 

一、五年市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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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統計內容含二輪車與三輪車，含二輪及三輪電動機車。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信息網；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3-10 2017~2021 年中國大陸機車總銷售量分析 

 

說明： 

 2018 年中國大陸機車總銷售量為 1,557 萬輛規模，年度衰退了 9.2%。中

國大陸經濟近幾年有較大幅度成長，以及政府逐年提高基本工資，使中

國大陸車輛消費市場由採購機車轉向汽車產品，再加上各地區禁摩政策

影響，未來銷售量將持續下滑，逐漸轉往出口為重，但出口相較於 2017

年仍下滑 2.7%，顯現內需與外銷均呈現疲弱狀態。 

 預測中國大陸機車市場在未來成長動能仍將是負成長，2019 年將衰退

8.9%；2020 年衰退 3.5%；2021 年衰退 2.7%，中國大陸機車銷售規模僅

達 1,332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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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南向國家 

第一節 機車暨電動機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東協預計於 2030 年達到區域內人均實際 GDP 超過 9,000 美元之目標，

其中目前人均 GDP 排行第五的印尼預計於 2025 年邁入中高所得國家，人

均 GDP 達 15,000 美元。柬埔寨、寮國、緬甸因其低廉勞動力成本具製造

業優勢，獲得已開發國家之優惠關稅待遇；越南及泰國的產業鏈則陸續完

備，逐漸吸引海外投資。 

因東南亞相較於其他地區低成本等原因，由日系廠商以散裝套件輸

入，組裝成車後，將機車整車回銷日本，此外，除了汶萊、馬來西亞、新

加坡等地所得較高，柬埔寨、寮國、緬甸等地因所得偏低，於 2010 年開始

陸續獲得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給予優惠關稅待遇(GSP)，因此部分廠商也陸續

在這些地區設廠，希望將組裝完成後的機車整車，直接由這些低關稅區直

接輸入歐美地區。也因為近年來為了使鄰近國家間貿易順利，各東南亞政

府陸續協商簽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使區內各國受惠，漸漸降至零關稅，

使商品、投資、勞動、服務、資本自由化，各國貨物間互相往來日益頻繁，

有鑑於此，各國零組件可以相互流通，逐漸整合成具一定規模的生產大廠。

預計 2025 年，東協國家達到百萬人口城市就高達 35 個，印度人口也可望

達到 13 億，東南亞國家及印度在未來的人口紅利是製造生產的利基，也是

未來走向歐美市場的跳板。 

東南亞地區人均所得、人口數量、文化習慣、經濟成長率、相關政策

扶植及產業競爭力等綜合評比之下，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

亞較適合發展機車產業。印度方面，機車產業鏈完整且自有品牌眾多，此

外，其為亞洲前三大污染國家之一，印度政府近年推動電動車輛相關政策，

可望帶動電動機車成長與國內傳統機車廠轉型。綜觀上述原因，將以印尼、

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地區為主要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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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篇 台灣機車產業個論 

第一章 整車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產業發展歷程 

市場萌芽期

• 初期進口車為主，

後以進口零件裝配車

為主

• 第一期經建計畫
(47年)

• 整車再度管制進口

(50年)
• 三陽、光陽分別與

日本技術合作生產機

車 (50、52年)
• 機車廠由40家淘汰

至約15家 (59年)
• 整車再度管制進口

(50年)
• 政府將機車納入自

製計畫，自製率由

30% (51年)  70%
(58年)  80%(62年)

技術導入期
50年 63年 80年

成長茁壯期

•初期推出125 c.c.機
車，造成流行風潮，

後期輕型速克達興

起，中低排氣量為市

場外銷主流

•機車開始外銷，銷售

總量突破100萬輛 (77
年) ，自製率提高至
90% (63年)

•禁止150 c.c.以上機車

領照駕駛 (68年)
•經濟部成立中衛體系

(73年)
•第一期空污排放及耗

用能源標準實施 (77年)

•50 c.c.機車市占率約一半

•關稅下降，整車25%，

零件平均關稅15% (80年)
•電動機車掛牌上市

•三陽、光陽進行海外投資
(82年)

•政府核准間接赴中國大陸

投資機車廠(83年)
•取消150 c.c.以下機車使用

牌照稅

•政府實施第一~ 三期噪音

管制，及第二、三期空污

排放標準

• 125 c.c.機車成為市場主流

• 出口市場更趨分散，歐洲成為最大

外銷地區

• 光陽、策盟等6家電動機車廠(89年)
• 開放重型機車進口(91年)
• 環保署不再補助電動機車 (91年底)
• 機車第四期排放標準實施 (92年底)
• 機車第五期廢氣排放標準實施 (96年底)
• 2009年經濟部開始實施4年16萬輛

電動機車購買補助政策

88年
成熟擴張期 國際經營期

機車保有量(輛)

• 2010年調整為5年16萬輛電動機車

購買補助政策

機車保有率(人/輛)

機車產量(輛)

機車內銷量(輛)

機車外銷比例(%)

每人GDP(美元)

(82年)

(84年)

(87年)
• 2015年睿能創意公司推出自有品牌

Gogoro重型電動車產品，帶動創新

的電動車商業模式

•

•

•

•

•

•

 

資料來源：台灣機車史；中華民國機車研究發展安全促進協會；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4-1 台灣機車產業發展歷程 

 

說明： 

1. 市場萌芽期(1961 年以前) 

在這個階段，政府禁止機車整車進口，促使國內組裝機車廠增多，但

後來政府鑑於國產組裝機車品質不佳而再度開放進口，一直到民國 50 年機

車整車才又再度列為管制進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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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車產業聚落 

一、地理區域分布 

嘉義：

合騏工業

高雄：

光陽工業

新竹：
三陽工業
桃園：
台灣山葉、台鈴工業、
中華汽車

台中：

哈特佛工業

彰化：

摩特動力

整車

整車

整車

台中：
和大工業、久鐵、台灣口木
彰化：

全興工業、至興精機、健生、
元成、帝寶、昭輝、正新、
建大

零組件

台南：
和大工業、岳盟、正道、福
安、基益、堤維西、東陽、
千葉桂盟、南晃交通器材、
大億

高雄：

榮璋、瑞興發口、正興活塞

零組件

台北：
達建、中國端子、中國電器、
台灣理研

桃園：

台全電機、三申機械、亨通

國際、信通、富惟、造隆、
睿能
新竹：

裕器、士林電機、立達電通

零組件

台南：

宏佳騰

中

部

地

區

南

部

地

區

北

部

地

區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圖 3-4-8 台灣機車產業區域聚落現況 

 

說明： 

 汽機車零組件廠商多以整車製造商的生產地為據點，有助強化供應鏈的

合作，以降低生產與運送成本和共同開發新市場。優點為快速反應整車

廠需求，並提高產業競爭力。台灣幅員較小，整體而言即有相當強的群

聚效應，若再細分，主要的機車聚落集中於北部桃園、新竹；中部的台

中、彰化與南部的台南、高雄等三大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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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Ⅴ篇 未來展望 

第一章 全球產業展望 

一、2019 年市場預測 

表 3-5-1 全球機車產業市場預測 

單位：萬輛 

產業別 2018 2019(e) 2019 成長率 

機車整車產業 5,808 5,829 0.4%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印度機車銷售呈現持續成長態勢，但中國大陸和日本機車銷售呈現下滑

趨勢，歐美地區重型機車銷售則逐年增加。隨著生活所得向上成長，機

車採購族群將部分轉換至採購汽車產品或講求休閒性質的大型重型機

車。但東南亞多數國家因產業特性及使用習慣等因素，仍對機車維持穩

定需求，並隨政策鼓勵措施生效，造成部分電動機車移轉效應，使全球

機車市場每年稍有起伏。2018 年全球機車銷售成長 5.6%，全球規模為

5,808 萬輛規模。 

 隨著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帶動全球各區域經濟好轉，使得消費者採購汽

車意願高於採購機車產品。但隨各地政府廣泛佈建能源補充設施及鼓勵

購買電動機車，3 到 5 年內將呈波動性成長，預測 2019 年較 2018 年小

幅成長 0.4%，全球機車產業規模為 5,829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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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產業展望 

一、2019 年市場預測 

表 3-5-3 台灣機車產業產值與內銷市場規模預測 

單位：萬輛 

 2018 2019(e) 2019 年成長率 

台灣內銷市場規模 85.5 77.8 -9.0%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 
 

說明： 

 2018 年台灣機車內外銷量為 124.3 萬輛，年度下滑 7%，主要衰退來自

內銷下滑 14.4%，外銷則年度成長 15.1%，主因為國內機車市場 2017 年

末車廠降價促銷造成提前消費現象使基期墊高，導致 2018 年銷量衰退。

此外，外銷雖成長 15.1%，但出口金額衰退 18.6%，跌破百億，下滑至

新台幣 86.4 億元。 

 隨著國內二行程機車及電動機車購車補助方案，有效推動台灣機車銷售

成長，2019 年受景氣循環及電動機車購車補助能否於下半年持續等不確

定因素影響，市場呈現觀望狀態，但領導機車廠商推出舊車款降價優惠

與平價新車款方案因應，在不確定因素下仍維持穩定市占率，預測 2019

年內銷衰退 9.0%，至 77.8 萬輛規模。 

cielo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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