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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經濟雖然並非是一種全新的服務模式，但在近幾年受到消

費者消費需求與習慣的變遷、智慧聯網技術與基礎環境日益成熟、

新創業者相繼投入市場等因素影響下，各國政府開始正視其對於既

有產業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其對於促進整體經濟的潛在效益。 

共享經濟在廣義上係指「讓個人或團體可將本身既有的（有形

或無形）閒置資源分享釋出，並透過科技化和智慧化方式媒合供需

以再次活化，並於提供他人服務的同時獲得收入，且打破服務供需

雙方角色劃分的一種商業模式。」本書將以共享經濟為主軸，分析

國內外共享經濟市場現況、國內外共享經濟相關政策推動措施、試

圖結合共享經濟與智慧聯網之國內外業者的經營模式等面向，並歸

納在共享經濟趨勢下，運用智慧聯網發展加值服務的契機，提供臺

灣相關領域業者參考。 

全球共享經濟市場預計至 2025 年達到 3,350 億美元，此規模

估計相當於屆時傳統租賃市場的規模，由此可見其發展潛力。除了

消費者習慣逐漸改變和各國政府的因應，市場上出現了往智慧聯網

發展的共享經濟業者、往共享經濟發展的智慧聯網業者，以及初期

發展兼具兩者特性的業者彼此競爭。 

本書研究重點摘要如下：共享經濟促使既有行業「共享化」；

主要國家為克服共享經濟的爭議，而運用政策協助產業發展；國內

市場的傳統租賃服務雖然充足，但共享經濟結合智慧聯網的服務模

式亦逐漸獲得市場關注，其中又以「住／能源」及「行」的行業領

域發展較為領先。此模式在國內市場尚處於萌芽期，進而也促使國

內中央及地方政府著手調整相關法規，以因應或運用此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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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ring economy is not a brand new form of the service 
model. Over the year, th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the existing market. The determinants include the rapid 
changes in consumer behavior, the maturity of connected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s, and proliferation of new startups.   

Sharing economy allow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make money 
from underused and/or idled assets and is a model in which demand 
and supply are immediately in contact through an online platform. This 
book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and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vendors' business models of sharing economy and connected 
networks. By summarizing the trends of sharing economy, value-added 
opportunities can be explored from connected networks.  

The global sharing economy market is estimated to arrive at 
USD335 billion by 2025. The scale will be equivalent to the size of the 
traditional rental and lease market then. The growth potential is to be 
bolstered by the changes i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competition phenomenon 
between sharing economy vendors committed to connected networks 
and connected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committed to sharing 
economy will also be observed.  

This book provides the sharing experience derived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 in the existing industries. In order to conquer 
common issues, some major countries have capitalized policies to 
assist industries. Though traditional rental and lease services are 
sufficient to support market demand, the model integr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and connected networks has gained 
favorable attention from the marketplace, particularly in living/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where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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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ing. Since this model is only at the infancy stage in Taiwa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urged to adjus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upport the model and, ultimately, grow the shar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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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觀察近年的創新商業模式以共享經濟最受到關注，根據國際調

研機構 PwC 估計，2013 年的全球共享經濟產值為 150 億美元，2025
年更成長 22 倍至 3,350 億美元，顯示共享經濟的市場潛力不容小覷。

資策會 MIC 定義共享經濟為「讓個人或團體可將本身既有的（有形

或無形）閒置資源，分享釋出並透過科技化和智慧化方式媒合供需

以再次活化，並於提供他人服務的同時獲得收入，且打破服務供需

雙方劃分的一種商業模式。」。 

共享經濟最典型的創新案例，如 2009 年成立的美國新創公司

Uber，其藉由共享經濟的核心概念，將閒置的車輛與符合資格的個

人駕駛轉變為司機，藉由行動 App 的叫車模式滿足乘客對平價尊榮

的搭車需求，市值至 2016 年 8 月已達 680 億美元，並成為全球市值

最高的「獨角獸（美國創投界對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新創公司的稱

呼）」。換言之，在全球網路產業趨勢逐漸移往共享經濟的當下，共

享經濟的創新模式將值得我國產業參考學習。 

再者隨著智慧聯網的興起，無論是在人、物件、資料與業務流

程方面，以往的行業營運流程與價值傳遞途徑也開始轉變，也因而

能提供更貼近需求的使用者體驗，其中智慧聯網也在共享經濟浪潮

下衍生出創新營運模式，進而創造出更多市場契機。 

有基於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藉由觀察國際共享經濟市

場現況與政策推動方向，協助讀者瞭解整體市場變化與主要區域的

法律規範，同時剖析國際共享經濟業者之營運模式，提供作為國內

業者參考，以及提供相關政府單位作為推動參考；掌握國內市場發

展現況，並盤點國內業者及其拓展市場所面臨之問題，以及國內現

階段已推動之因應政策與措施，以利政府單位可持續協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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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共享經濟之市場現況與

智慧聯網業者 

一、 既有市場現況 

(一) 共享經濟整體發展現況 

根據 2015 年 4 月 PwC 的共享經濟研究調查顯示，全球共享經

濟市場規模預計從 2013 年 150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 3,350 億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為 29.5%。

而傳統的租賃市場，則預計從 2013 年的 2,400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 3,350 億美元，CAGR 為 2.8%。相較於傳統租賃市場於期間僅成

長約 1.4 倍，共享經濟成長了約 22.3 倍，顯示共享模式有其明顯的

發展潛力。 

就傳統租賃而言，主要涵蓋設備租賃、飯店住宿、汽車租賃、

音樂 DVD 出租等模式；共享模式則涵蓋如 P2P 借貸與群眾募資、P2P
住宿、汽車共享、影音串流等模式。兩者最核心的差異在於出租資

產的擁有者：傳統租賃模式是由業者以營運為出發點出租給使用

者，而共享模式則是由個人資產持有者出租給使用者。 

事實上，隨著「住」的代表 Airbnb 及「行」的代表 Uber 等共享

經濟典範的出現，開始帶動了各行業「共享化」的風潮，包含食、

衣、育、樂、金融、媒體、家政、綜合與其他等領型，讓消費者彼

此所持有的資源得以共享，一方面活化了資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

也減少不必要的浪費產生。而能共享經濟能快速成長，也是受到來

自行動裝置的高普及率、智慧聯網日漸發展、社群媒體的成熟、共

享經濟供需雙方的信任度，以及各地政府對共享經濟的支持等的綜

合影響因素所致。全球共享經濟市場規模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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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共享經濟政策推動措施

與方向 

一、共享經濟的爭議之處與案例 

共享經濟的崛起，開始顛覆了既有產業的運作，進而產生了各

方面的爭議之處。以下將歸納共享經濟的整體爭議之處，並再以

Airbnb 為例，分析對美國與日本形成之爭議與衝擊，以及當地政府

因應共享業者的作法。 

(一) 共享經濟整體爭議之處 

1. 衝擊傳統行業 

如 Airbnb，過往既有產業需經營旅館事業時，通常需要符合在

地法規要求，例如經營業者的旅館飯店，需要通過消防安全、衛生

安全和資訊安全等最低營業門檻。 

然而在共享經濟商業模式與科技演進（如行動化）的改變下，

業者可直接透過網路平台，媒合具有閒置空間的私人住宅屋主與短

期租客，讓私人住宅屋主可以在不用達到法規對旅館飯店業者要求

的最低營業門檻下，出租給租客使用。 

因為不需要投入成本在符合法規要求，故私人住宅屋主的成本

相對旅館飯店業者低，而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租給租客。一方面形

成既有業者的市場被瓜分，另一方面也無形對租客造成消防、衛生

 和資訊等安全面的風險。更重要的，由於私人住宅業者並無正式營

業執照，使既有法規無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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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共享經濟之市場現況與

智慧聯網業者 

一、既有市場現況 

共享經濟衝擊臺灣的市場主要為兩個領域，分別是 Uber 所對應

的計程車業，與 Airbnb 對應的旅館業。 

(一) 計程車市場 

根據交通部每 2 年執行一次、於 2014 年 3 月至 6 月調查，並在

2014 年 11 月發布的《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國內計程車

市場飽和且利用率不佳。以計程車總數而言，2013 年 12 月底全台計

程車共 8 萬 7,256 輛，全國計程車總數平均為 8 萬 7,000 輛左右，年

增率不超過±2，如圖 4-1 所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原始值(輛) 87,449 87,012 86,654 87,256 87,643 86,979

年增率(%) -1.29 -0.5 -0.41 0.69 0.44 -0.76

-1.5

-1

-0.5

0

0.5

1

 86,000

 86,500

 87,000

 87,500

 88,000

 
資料來源：《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此報告每 2 年執行一次），資策會 MIC 經

濟部 ITIS 計畫整理，2016 年 10 月 

圖 4-1 2010 年至 2015 年全國計程車數量與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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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內共享經濟政策推動措施

與方向 

國內各領域也逐漸出現共享經濟新創業者，而國內共享業者在

拓展市場時，也開始面臨在法規發展、市場信任以及產業效益等方

面之問題，同時衝擊著既有法令規範、傳統業者之營運與市場的運

作氛圍。 

以下將先從整體層面，分析共享經濟對國內法規發展、市場信

任及產業效益等課題，再歸納國內共享業者於實務層面之法規需

求、市場營運以及產業競合等問題。 

一、發展課題與產業問題 

(一) 發展課題 

1. 法規發展面 

(1)與傳統業者的界線及規範差異 

即使服務領域相關，共享業者通常並非和傳統業者一樣，符合

既有法規的營運許可證申請標準，但在市場需求成長的情況下，形

成共享業者在未必取得各地政府對傳統業者要求的營運許可證，便

開始營運的問題。 

此問題導致對於服務使用者而言，可能難以區隔共享業者是否

已具備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還是潛藏了未知的風險。 

至於有意申請營運許可證的共享業者，也可能因為當地政府尚

未提供相應的營運許可證供業者申請，導致業者想取得政府認可但

卻無法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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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一、國際市場發展現況 

(一) 共享經濟滿足消費者的便利、社群與價格訴求 

全球共享經濟市場持續快速成長，根據 PwC 的研究，預計全球

共享經濟市場將從 2013年 150億美元，成長 22.3倍達到 2025年 3,350
億美元，並且推測屆時市場會與傳統租賃模式的規模相當。對照美

國消費者的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對共享經濟的強力需求，源自於

信任、便利、社群與價格訴求。 

 共享經濟的核心精神，在於服務供給方與需求方彼此建立在

對雙方的信任上。以共享經濟的發源地美國為例，89%的美國共享經

濟用戶（以下簡稱美國用戶）同意「它建立於供需雙方信任」，以及

69%的用戶同意「除非有所信任的人推薦，不然他們不會相信共享經

濟的業者」。而隨著共享經濟的推廣，將促使服務供需雙方的信任加

深，進而提升社會的信賴氛圍。 

約八成的美國用戶也認為，共享經濟讓生活更便利且有效率

（83%），並同意它建立起更強烈的社群（78%），顯示相較於傳統租

賃模式，共享經濟可提升用戶的生活便利，並滿足用戶對社群互動

的追求。 

價格訴求也是消費者使用共享服務的重要驅力之一。透過共享

經濟模式，服務需求方除了能夠有機會以較低的價錢享受較昂貴的

服務或產品，對於服務供給方也能透過共享自己的閒置資產賺取額

外收入。例如 81%的用戶認為共享物品比個人持有要便宜，也有 86%
的用戶同意讓生活更寬裕。 

值得留意的是，共享服務或產品的品質不穩定，及服務供給方

和需求方的不可信賴性，也是消費者對於共享服務主要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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