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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事實上，電動車在悠久的汽車產業歷史中，曾經兩次登上歷史舞台，之

後卻又消失無蹤。第一次出現在 1900 年代的汽車產業黎明期；當時是一個

EV、燃油引擎、蒸氣引擎等各種動力系統群雄爭霸的時代，因為燃油引擎技

術突飛猛進，結果造成 EV 退出舞台。  

第二次出現在 1990 年代；典型案例為 GM 公司所開發出的 EV1。根據

當時消費市場的反應認為，EV1 做為平時交通工具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還具

備「速度很快」的評價，行駛性能也受肯定。另外，每個月只需花費數百美

金就可以租用，受到環保人士的喜愛，EV 的普及情勢也越來越明顯。然而，

還未滿 10 年，GM 公司就因為市場需求低迷，強行回收 EV1。就消費者的

立場而言，不論在續航距離、充電站的便利性或是價格方面， EV 表現都不

及燃油動力車。此外，石油公司或是當時的政府捨棄 EV，改而開始推廣氫

氣燃料電池車一事，可說是最大的原因。  

近年來，第三波的電動車風潮又再度興起，將對全球汽車產業帶來什麼

影響？對整體零組件供應鏈又有何衝擊與機會？本次專題研究將針對 (1)電

動車產業環境、 (2)供應鏈、 (3)零組件等三大面向，來探討電動車的發展趨

勢與新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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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PHEV 為 Plug-in 

HEV，即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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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電動車市場發展現況  

第一節  全球汽車產業環境變遷  

進入後金融風暴時代，全球汽車產業朝向三大發展趨勢： (1)未來全球汽

車市場的驅動力將加速偏移至新興市場； (2)低成本車 (Ultra-Low-Cost Car)

風潮全面興起； (3)汽車動力電動化發展。  

一、新興國家成為全球汽車市場主要驅動力  

金融風暴的衝擊下，2009 年全球汽車市場不論在產銷均大幅滑落，尤其

以歐、美、日既有三大市場跌幅最大。中國大陸因龐大內需處於需求成長期，

加上政策刺激的帶動下，不降反升，成功擠下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汽車生產及

銷售國家， 2010 年更有機會達到 1,500 萬輛目標、再創歷史新高。  

今後汽車的需求因為先進國家市場的回春以及新興國家市場的成長，應

該還是會繼續成長。根據 CSM 對於未來 5 年全球汽車生產預測報告，儘管

全球市場仍有 5.5%的複合年均成長率 (CAGR)，但成熟市場 (如歐美日等 )的

CAGR 僅約 3.8%，估計到 2016 年全球將有近半數的汽車生產來自於新興市

場，包括南亞、中國大陸、中東歐、南美、中東 /非洲等，如【圖 2-1】所示。

至於在消費市場方面，估計全球新車銷售市場待 2011 年才能回復到 2007 年

的水準，其中，北美、西歐、日本市場受創甚重，預期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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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動化後對零組件供應鏈的衝擊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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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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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化下零組件產品的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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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所示。若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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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V 所帶動的零組件商機  

儘管電動車在零組件或是內部構造配置上，都遠比傳統汽車簡化許多。

但目前電動車的製造成本 (包含原物料 )，卻遠比傳統車輛的可比較成本高出

1.5 倍。主要與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的成本有很大的連動關係─由於電動車大

幅度增加二次電池的裝載數量，光是電池成本就已是一項非常可觀的成本，

這也是必須解決的最大課題。  

除了電池之外，環繞電動車所形成的關鍵零組件還包括驅動馬達、大功

率元件等。接下來的十年，全球針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所支出的研發金

額，將達到 3,000 億歐元的規模；而其中有五成會是用在開發汽車次世代動

力系統的技術。這也將帶動關鍵零組件的市場迅速提升，預估在 2010 年關

鍵次系統的市場規模將高達 50 億歐元 (約 72 億美元 )；隨著各國政策強勁的

推力，到了 2025 年，全球關鍵次系統市場將會有更爆發性的成長。  

本章節將針對電動車的關鍵系統 (電池、馬達及驅動控制系統 )、以及輕

量化議題進行探討，並進一步分析國內在電動車關鍵零組件上的能量與產業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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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 EV零組件產業能量盤點  

第一節  國內 EV 關鍵系統能量盤點  

一、電池系統  

(一 )鋰電池產業供應鏈現況  

在電動車的發展歷程上，由混合電動車開始已逐漸推展到純電動車，而

以純電動車普及實用化的角度來看，最核心的關鍵就在電池的技術。【圖 5-1】

為電池整體產業價值鏈，從上游正負極材料的生產、中游電芯及電池模組的

生產、下游整合裝載至電動車上並使用、以及最終的再使用與回收，形成一

個完整的全產品生命週期。  

 

圖 5-1 EV 電池的全產品生命週期圖  

資料來源：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0) 

(二 )能量檢視  

未來如何有效的進行整合來提昇台灣在電池領域發展的競爭力，是當前

最大的課題。以下針對台灣鋰電池的產業狀況，從上游材料端、中游電池芯

及下游電池模組三方面來探討：  

1.上游材料端  

鋰電池上游材料包括正 /負極材料、電解夜、隔離膜等，隨著全球市場對

於鋰電池的需求日益擴大及電池製造商採用率逐漸提升下，對於相關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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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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