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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因應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議題，電動車將是未來全球汽車產業發展的潮

流與趨勢。雖然各國政府已相繼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支持電動車產業，然而截

至目前為止，電動車的發展仍沒有想像中的快速。 2010 年全球電動車輛

(HEV、PHEV、BEV)
1的總銷售量為 73.5 萬輛 (年增率 21%)，當中有九成以

上為 HEV 車，BEV 及 PHEV 車不到 0.5%。根據 CSM Worldwide 以及 J.D. 

Power & Associates 的研究報告，到 2015 年為止，BEV 與 PHEV 的市場規模

合計可達 40 萬輛，僅佔全球新車市場的 0.5%。即使加入已經商業化超過十

年的混合動力車，與引擎車輛相比，電動車輛距離普及化尚有一大段差距。 

也因為如此，目前電動車大多被使用在利基市場中；而比起一般消費市

場，商業用途的電動車更適合做為初期推動電動車的目標市場。由於電動車

最大的普及化障礙來自高額的購車成本 (很大一部分來自電池的成本 )，以及

公共充電設施的普及性。若從商用電動車輛的營運特性來看，會比一般消費

者更有機會突破這兩個礙障。  

做為電動車推動的領先市場，商用電動車可對廣大的消費市場產生許多外溢

效果，有助於電動車的推廣。尤其車隊市場是在電動車產業中，具有產生規

模經濟潛力，能讓電動車產業獲利的領頭羊。若在 2015 年之前，車隊的新

購買車輛有 4%為電動車，則車隊產業將可創造 3,000MWh 電池容量的需求

規模 2。車隊訂單需求量的增加，也將有助於降低電動車動力系統的元件成

本。同樣的影響也會發生在充電設施方面；單點充電站的設置有利於車隊營

運，而多輛車同時充電也衍生出購買多個充電設備的需求，可加速充電設

                                                 

1
 HEV=Hybrid Electric Vehicle、PHEV=Plug-in Electric Vehicle、BEV=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2
 Fleet Electrification Roadmap (November, 2010) 



 

 

第二章   商用電動車發展動向  

第二節  市場現況  

(一 )：市場規模  

根據國際車輛組織 (OICA)的統計資料，受惠市場景氣回溫，2010 年全球

商用車產量約為 1,935 萬輛，較 2009 年大幅成長 38%，幾乎回到全球金融

風暴前的水準。其中，輕型商用車約佔 76%、重卡車約佔 22%、巴士與客運

約佔 2%。如【圖 2-1】所示。若忽略 2008、2009 年的金融風暴影響，自 2004

年起，全球商用車市場規模維持在將近 2,000 萬輛左右的規模。其中，又以

巴士及客運的成長最為快速，年複合成長率達 8.4%。主要受惠於新興市場

高速都市化，對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需求亦快速增加。  

單位：萬輛  

 

圖 2-1 全球商用車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OICA 統計資料 /金屬中心 MII-ITIS 整理  

面臨高油價、高排放標準的壓力，商用車也致力於改善油耗，亦開始進



 

 

第三章   車隊電動化探討 

第三節  車隊電動化的機會  

電動化技術雖然有助於減少燃油，降低、甚至達到零排放效果，但電動

車高昂的價格、電池技術瓶頸，都成為現階段 EV 邁向普及化所面臨最大的

問題。截至 2010 年底，三菱的 iMiEV、Nissan 的 Leaf 以及 GM 的 Volt，均

相繼上市販售，儘管訂單熱絡，但實際的交車量或因產能不足、配送網絡模

式瓶頸等問題，而有嚴重延宕的情況發生。可以確定的是，現階段電動車 (尤

其純電車 )的應用侷限在利基市場中；在尚無法大量推廣到一般消費市場的

情況下，電動商用車便被作為初期推動的目標市場。  

事實上，對商用車隊經營者而言，為了維護車隊的營運預算，必須不斷

尋找能滿足排放法規以及節省油耗兩大要求的先進技術。受惠於減稅、購車

獎勵政策及可能降低的營運費用等各種優惠的累積效益，車隊營運者較一般

消費者更負擔得起電動車昂貴的期初投資成本，也更能較快獲得更高的投資

報酬率。以下從車輛的總使用成本、路線的可預測性、車輛的使用率、停泊

集中度、維修及服務成本、電費、商業模式、企業的永續性等七個層面上，

分析車隊的電動化發展。  

一、車輛的總使用成本：  

車輛使用期間的總成本為車隊買車最重要之考量。相較於車隊營運者在

購車的考量上，一般消費者除了成本之外，還可能考慮外型、風格與製造工

藝。若電動化技術能有效降低車隊車輛的總使用成本，且在性能上符合車隊

執行任務的要求，則商用車隊將較一般消費者更快更願意採用電動車，成為

EV 的早期購買者。  

對燃油車來說，總使用成本包含購買成本、燃料成本、定期保養成本 (換



 

 

第四章   商業模式個案分析 

綜合考量車隊行駛里程與路線特性、載重量、充電設備的可獲取性、以

及電動車的上市時程等因素，現階段在電動商用車的車隊應用上，出現幾種

主要的車隊類型，包括政府 /公共部門 (Government/Public sector)、郵政業務

(Postal/Courier) 、 汽 車 租 賃 業 務 (Car rental) 、 物 流 配 送 服 務 (Business 

delivery)、公共事業與電信 (Utility & Telecoms)等。依據各車隊的需求條件

不同，在電動化時也會衍生不同的商業模式。  

以下針對目前 EV 發展較具代表性的車隊，包含 (1)郵政業務車隊─郵務

車； (2)公共運輸車隊─電動計程車 /電動巴士，進行車隊電動化的歷程回顧

與商業模式分析。由於目前尚未有一持續獲利之車隊電動化商業模式可供評

析，因此本研究探討車隊電動化發展現況及未來前景，歸納出車隊電動化之

主要策略考量及相關行動，以進行車隊商業模式之分析。  

 

第四節  商用電動車隊發展歷程  

一、電動郵務車  

美國郵局目前有 21.9 萬輛車，其中有 14.6 萬輛為郵務配送車輛，是全

球最大的非軍方車隊 3。最大一部分的車型為 LLV(long-life vehicles)。 2010

年的共使用了 6.5 億加侖的燃油，若油價 1 加侖上漲 1 美分，則車隊的燃料

成本將會增加美金 650 萬，足見油價對車隊營運成本有很大的影響。由於電

動車能有效降低燃料成本，因此電動郵務車是美國郵局一直以來考量的新能

源車種選擇之一。  

二十世紀初，美國汽車主要有電動、蒸氣以及燃油三種動力。美國郵局

                                                 

3
 資料來源：“Electrification of Delivery Vehicle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DA-WP-09-001, August, 200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商業車隊較一般消費市場更適合做為初期推動電動車的目標市場  

二、年近 2,000 萬輛規模的全球商用車市場，EV 化將能創造規模經濟，有助

於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三、全球商用電動車的使用以北美及歐洲最早、商業化應用也最多  

四、從歐美三大類型車隊進行電動化的發展歷程來看，「降低總使用成本、環

保訴求、企業形象建立」是這些電動化車隊商業模式中共同的策略考量  

五、電動車期初成本高，若缺乏政府資金補貼，商用電動車隊很難運行下去  

六、電池成本是商用電動車隊市場成長最大的挑戰  

七、建議：既有的 Car-sharing 制度下，因應商用車隊電動化而衍生出的

Van-sharing 模式  

八、建議：參考國外商用車隊電動化經驗，以「輕 /中型商用車、行駛固定路

線、停泊集中、短程用途」為之車隊電動化為重點發展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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