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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汽車電子市場商機與 
兩岸競合策略研議 

march0324
新建印章

march0324
新建印章



摘 要 

i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摘 要 

一、中國大陸汽車電子深具潛力 

中國大陸汽車市場仍為全球之冠：汽車市場銷售量在 2012 年約為 1,870

萬輛，將近全球 1/4 的市場，因此帶動汽車電子後續零組件 10 年以上的訂單

商機。估計到 2020 年中國大陸汽車可達 4,000 萬輛的產能，在歐美日的本國

市場接近飽和，中國大陸成長最為快速情況下，預估汽車電子商機在 2015 年

上看 5,000 億元人民幣，故成為各國車電大廠爭奪之區。 

十二五計畫政策支撐新能源車關鍵系統、『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以

及『電子信息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等政策，對汽車電子關鍵零組件國產化提

出較為詳細的規定。2012 年中國大陸推出試點城市擴及 20 城千輛示範應用計

畫，5 個城市對個人購車進行購車補貼計畫，以及新能源汽車產業聯盟與地方

政策鼓勵，預估 2020 年新能源車輛目標為 500 萬輛，將成為全球主要的新能

源車輛發展區，也帶動電子驅動系統、零組件與充電服務商機。 

 

二、中國大陸車電領域能量逐漸建立 

中國大陸航盛、啟明二家承接東風、一汽集團的汽車電子產品，航盛發展

車用音響、車載娛樂產品，啟明發展 D-Partner 的車載資通訊服務。售後服務

業者：可攜式導航裝置為有城際通、長虹、航太無線、經緯智達等；車載導航

設備如新科、合眾思狀、中恒；車載導航語音機有航盛電子、鐵將軍、華洋、

天派、創維、歐華、路暢、索菱等；乘用車的車載服務商有賽格、領航通、星

軟、九通、奇華等；商業用車載服務商有北京、山東九通、亞太安訊、深圳宇

易通、深圳複拓等，主要車廠為上汽通用、一汽、廣州豐田等車廠漸漸導入當

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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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中國大陸電子元件百強前十名主要企業如亨通集團、永鼎集團、上海

飛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團、通光集團等，均具備集團內跨領域整合優勢，對

於車用電子新興領域處於摸索，故從週邊產品先行切入車電領域。 

中國大陸吉林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上海交大、同濟大學、湖南長

沙大學重慶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知名學府也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 

 

三、中國大陸汽車電子發展瓶頸 

汽車電子代表汽車智慧化程度，中國大陸雖為汽車銷售大國，但在汽車電

子總體實力表現不及國外車電廠商。不論在企業規模、自主創新、技術水準、

市場開拓的經驗尚無法形成類似台灣的產業聚集具規模效益，因此中國大陸的

汽車電子產值產值最多不超過為 10%，中國大陸的產品多為附加價值低的音響

和導航產品，綜整中國大陸汽車電子面臨的瓶頸如下： 

 汽車電子未掌握核心技術 

 自有品牌在整車廠與零組件廠之關係若即若離 

 汽車電子採用國際大廠將近 90% 

 零組件產業面臨供應體系與資金交易環境的挑戰 

 部分自有品牌車廠沒有建立車用電子零組件採購的體制 

 外商獨資或要求控股，自有技術開發因此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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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進入中國大陸車電的機會與瓶頸 

(一)2012 汽車銷售未如預期，將影響日系車電業者商機 

2012 年中國大陸因為經濟減速成長與沿海城市限牌政策祭出，預估到年

底汽車銷售為 1,869 萬輛，原先日本豐田將今年集團總目標設定為超過 1,000

萬輛，但是在九月發生『釣魚台事件』，造成日本車廠如豐田、日產、本田三

家公司比 2011 年同月銷售下降 48.9%、35.3%、40.5%，未來是否繼續減產或

到亞洲其他新興地區發展將值得關注。歐、美、韓等汽車集團車廠市場銷售則

直線上升，韓系提前達到預定銷售目標。 

 

(二)台日汽車電子產業策略 

日本受 2011 年 311 大地震、6 月泰國水災及 2012 年『釣魚台國有化』事

件影響日本汽車與汽車電子廠商的營收在中國大陸市場之發展，也會影響日系

汽車電子產業的成長。台日企業在傳統機械、汽車整車、機械類的汽車零組件

具有長期合作的關係，台日 311 大地震後簽署台日合作備忘錄，將台灣作為日

本海外發展車電的腹地以及提升台灣車電能量為其策略，故建議： 

1. 日本車電大廠來台設置研發中心：藉由日系車電系統大廠指導，提升台灣自

家產品的質量，積極參與日本跨國公司產業鏈中一環，或獨立作為車輛電子

零組件供應商。 

2. 透過國內政府協助進行國際結盟：與日系企業合作或併購減少雙方資源重

複，積極與日本企業進行技術合作，購買日本產品、技術、關鍵設備進行移

轉。 

3. 透過ＶＣ與國際車電業者合作：台灣應適時併購或入股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

企業，獲得產品品牌、技術、取延伸產業鏈，努力提高零組件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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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步開發中國大陸當地車電系統：建立日系整車與台灣電子零組件在車用電

子系統與元件的合作關係，專利與智權共享。 

5. 透過日系車電廠進入車電領域：因資訊電子與車輛產業生態不同，為提高台

灣企業自身研發能力，台灣電子零組件從重視與學習日系製造技術和裝備技

術，學習提高效率與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的作法以提昇產品市場競爭力。 

 

五、兩岸汽車電子產業策略研擬 

(一)台中汽車電子產業策略：ECFA 下一波清單應加入汽車電子與

電動車關鍵零組件項目用國產零件化換整車進口 

近三年來電電公會籌組汽車電子考察團至中國大陸各地車廠進行交流參

訪活動，三年來參訪大陸車廠近 60 家，協助電子、資訊、通訊業者與中國大

陸車廠建立人脈關係，已有主動安全系統、汽車天線、汽車點煙器、電磁閥、

繼電器、影音娛樂系統、導航系統等產品業者進入車廠供應鏈。目前兩岸產業

交流正處火熱時期，中國大陸政府單位也在努力尋找解決汽車電子關鍵技術被

外資大廠控制的方案，加上石油需求龐大，不得不加緊推動電動車產業，但又

苦於目前產業技術跟不上政策需求，在這個時期是我國汽車電子及電動車產業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最佳時機。 

中國大陸汽車產銷量以 2011 年統計為 1,850 萬輛，隨著汽車品質提升，

對汽車電子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現今大陸汽車電子市場幾乎為外資所占有。由

於汽車產業供應體系極為封閉、門檻甚高，因此切入難度極高，須經多重認證

才有機會成為一階或二階之供應商。值此兩岸交流日益熱絡之際，中國大陸十

二五計畫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等因素，勢必帶動電動車用電子配套供應市場，

因此汽車電子與電動車關鍵零組件是值得積極培育及扶持下世代明星產業，期

盼能借助政府力量幫助台灣汽車電子產業進入大陸車廠供應鏈，為業者尋求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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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批 ECFA 539 項早收清單中與汽車零部件相關的項目以橡膠、機械

件為主，汽車電子項目甚少列入，2011 年台灣汽車電子產值約為新台幣 1,012

億元，相關業者共計有數百家大多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相關就業人口高達十幾

萬人，為幫助台灣電子產業切入大陸汽車產業供應鏈，建議 ECFA 後續談判中，

同意開放大陸汽車整車進口配額時，以相當於大陸汽車電子產值(2012 年預估

為三千億人民幣)的十分之一份額換取採購以台灣為生產地之汽車電子產品。 

 

(二)台灣汽車電子發展策略之建議 

1. 技術面建立汽車電子系統產品與車用半導體檢測驗證能力與單一

窗口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單位建立檢測技術平台，結合各檢測機構之能量並成為

單一受理窗口，提供台灣、中國大陸、日本、歐洲等國際標準規範與車廠廠規

一系列完整的驗證測試等認證服務，使廠商能於更有效的時程內，完成國際標

準或廠規之嚴苛要求。 

(1) 建立車用 MCU 標準與車用控制器晶片設計技術的完整流程 

建議規劃先建立車用類比電流感知控制與車用控制器晶片設計技術的完

整流程，包括完整的車規可靠性測試與驗證程序，其中包括建立 AEC-Q100 可

靠度測試、加強晶片驗證，開發趨近於 0 PPM 之技術等，應加強建置基礎能量，

才有能力與國際大廠對接。 

(2) 汽車電子研發能量整合並加強彼此的合作溝通 

建議經濟部整合法人與業界能量投入汽車與電動車關鍵零組件技術開

發。科研法人與一般業者透過研發聯盟及產學合作模式更應建立相關輔導與鼓

勵政策，結合雙方專長技術、人力與設備，合作執行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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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購入檢測設備，應該發揮檢測設備功能極大，以減少重複投資並移除國

內 IC 業者進入車用晶片的障礙。 

車用影像處理產品、車用 ECU、電動車關鍵零組件，如：馬達、電池管理

系統、電力電子零組件開發應用方面，應協助業者與國內外自有品牌車廠結盟

合作，提供車電業者與車廠共同開發產品之測試試驗，逐步建立其口碑，讓業

者不再擔憂研發的產品沒有出海口。 

2. 人才面系統化培育專業人才 

建議由法人單位蒐集汽車電子及車廠業界需求，照每個法人單位的專業背

景規劃專門課程，聘請國內外專業講師，蒐集各國及各車廠法規、認證資訊。

同時提供策略發展誘因，引導人才直接進入國內產業鏈就位，以因應未來車電

人才供給。 

3. 鼓勵國際車用電子大廠來台及協助業者進入國際供應鏈 

建議經濟部與貿協應編列相關預算項目，每年針對國際一階車用電子大廠

來台參展，並舉辦論壇、採購會等對接交流活動給予誘因，以帶動整體展覽效

益，讓台灣消費性電子與民眾見識國際一階大廠在車用電子每年所推出新產品

新技術，也讓一階大廠了解台灣車電業者技術能量，增加雙方互動交流，進而

促成業者進入其供應鏈。 

4. 政府、學校與公協會相關計畫配套加值 

建議國科會、經濟部先以所編列相關預算支持法人單位或學界單位的技術

先就技術與政策項目進行盤點，市場拓展透過電電公會、車輛公會、國貿局、

投資業務處合作邀請國內汽車電子業者每年籌組參訪團，藉由經濟部所屬單位

及外交部駐外單位的協助，拜會德、美、日及新興市場國家汽車電子企業及整

車企業，進行交流互動，協助業者建立車界網絡關係或簽署 MOU，此對於國

內業者進入國際供應鏈也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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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同時並重視國內整車產業與汽車電子產業，尤其汽車電子產業在日

後不論是傳統汽車或是新能源汽車所占的成本比例是逐年增加，掌握關鍵的汽

車電子技術與關鍵零組件，才能使台灣在未來全球的汽車產業鏈擁有自己的一

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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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產業範疇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中國大陸蟬聯全球汽車產銷之冠且約全球 1/4 市場 

1. 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汽車銷售的重鎮 

 2011 年全球產量為 8,009.2 萬輛，其中乘用車為 5,992.9 萬輛，商用車為

2,016.3 萬輛。 

 中國大陸汽車總產量為 1,842 萬輛，約佔全球比例為 23%，乘用車之生產

總量約佔全球比例 24.1%，商用車約佔全球比例 19.5%比例。 

 中國大陸市場為全球之冠，汽車電子在 2010 年為 2,000 億元人民幣，預計

到 2015 年可達到 5,000 億元人民幣，國際業者也將從整車策略演變到汽車

電子與當地相關業者產生競爭與合作研發關係。 

2. 2011~2020 中國大陸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規劃重點包括(1)加大技術進步和技術改造投資力度、(2)推廣使用節能和新

能源汽車、(3)電動汽車產銷形成規模、(4)整車研發水平大幅提高、(5)關鍵

零部件技術實現自主化。 

 2015 年目標為混合動力車(含微混)將實現大規模的產業化、重混合動力車

保有量達到 100 萬輛，純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初步產業化、保有規模為 50

萬輛。2020 年實現產業化，市場保有量達 500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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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汽車電子市場與應用 

第一節 全球汽車電子產業 

一、全球汽車電子產值預測 

為滿足省能、安全、舒適，甚至智慧化的創新需求，汽車搭載電子產品的

比例也逐年增加，2013 年全球汽車電子系統產品市場為 1,670 億美元，估計到

2020 年將達 3,011 億美元。若以各車用電子系統應用領域區分，2013 年以動

力電子系統佔六大領域之最，為 555 億美元，其次為車身電子為 421 億美元，

駕駛資訊電子系統為 245 億美元；車用安全電子系統為 241 億美元；底盤電子

系統為 194 億美元，車輛保全系統為 45 億美元。 

汽車電子銷售值成長以 2011~2020 年汽車電子複合成長率說明，動力底

盤電子系統複合成長率為 11.6%；車用安全電子系統的複合成長比例為

11.0%；車身電子系統為 7.7%；車用駕駛資訊電子系統為 7.6%。 

32.66% 37.40% 35.53% 38.24%

11.40% 11.87% 10.27% 9.19%
14.15% 16.06% 15.19% 15.23%2.63% 2.54% 2.34% 2.20%
24.77% 24.25% 23.19% 22.66%

14.39% 14.12% 13.47% 12.48%

0%

20%

40%

60%

80%

100%

2011 2013 2015 2020

Powertrain Chassis Safety Security Body Driver info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2/10) 

圖 2-1 2011~2020 年全球汽車電子市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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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汽車市場分析與產

業聚落掃瞄 

第一節 中國大陸整車與外資合縱關係 

中國大陸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作為整車技術提昇的政策，中國大陸車廠

與外資合作對象之關連如表 3-1 所示，因此在中國大陸汽車分作自有品牌、外

資品牌、合資品牌三類。 

 

表 3-1 中國大陸車廠與外資合作關連表 

中國大陸本土車廠 合作對象 

一汽 大眾；豐田；通用；馬自達 

上汽 通用；大眾；Volvo Bus；依維柯 

東風 日產；起亞；PSA；本田；裕隆 

長安 福特；鈴木；馬自達；雪鐵龍 

北汽 戴姆勒；現代 

吉利 上海英倫；VOLVO 汽車 

廣汽 本田；豐田；三菱 

福汽 三菱；中華；戴姆勒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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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汽車電子商機 

第一節 中國大陸汽車電子市場預測 

一、2020 市場潛力預測 

中國大陸汽車電子隨汽車銷售量、經濟成長被視為最具有發展潛力的車電

市場。 

1. 根據中國大陸汽車產業年鑑研究指出，2015 年推估中國大陸汽車電子產業

達 23,426 百萬美元，2020 年推估中國大陸汽車電子產業達 49,509 百萬美元。 

2. 2012 年新能源汽車的車用電池、電機、電控產品成為汽車電子市場焦點，

但是市場增長動力依然是現有產品裝配率的提升和產品的升級。從應用市場

來看，主動式安全系統產品和車載電子產品市場成長最快。 

3. 汽車電子市場在整車自主研發和配套水準逐漸提升後，IT 產業也繼續向車載

電子領域擴展，中國大陸汽車電子廠商也不斷加強走向節能、舒適、娛樂、

安全應用，網路、智能與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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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關鍵課題 

第一節 市場競爭與技術創新帶動汽車電子發展 

一、市場競爭激烈帶動車型擴張 

2011 年中國大陸在政策引導下，跨國企業若要擴增產能需與國內車廠合

作推出本土品牌車，因此 2011 年中國大陸國際品牌的下探策略，自主品牌開

上推產品策略，都是不同於以往的作法。雖受到國際品牌車往下延伸的影響，

但是中國大陸品牌短期無法趕到掌握核心技術和建立品牌的差異化，感受到產

品延伸至中高階產品的迫切性，因此在北京、上海的國際車展不在強調數量，

而是強調研發的新技術。同時國際合作上，中國大陸也加強國際零組件與中國

大陸車廠的合作計畫。 

 

二、與外資車電業者合作展開 

中國大陸從初始採用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今後也會在汽車電子產品與服務

比重逐漸增加後，通訊電子、車用半導體開始採取技術引進、服務示範應用合

作項目如表 5-1。 

 

(一)本土車廠與國際半導體大廠進行合作初展開 

2009 年中國大陸半導體市場規模 682 億美元，占全球 30%。隨者汽車電

子和安全零部件的半導體需求逐漸擴大，對 HEV 與 EV 研發成為新商機。圖 5-1

為全球車用半導體進入中國大陸經營合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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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 結 

第一節 台灣汽車電子產業優勢與發展建議 

一、汽車電子優勢 

(一)台灣汽車電子產值超過千億元台幣 

根據電電公會與台灣車輛公會資料顯示，台灣汽車電子零組件產值約為

1,012 億元台幣，整車產值 1,880 億元台幣，如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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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台灣車輛公會；工研院 IEK(2012/10) 

圖 6-1 2011 台灣汽車電子逐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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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汽車電子市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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