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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已於 2009 年時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2010 年汽車產銷量超過

1,800 萬輛，2020 年預估甚至將達 2,500 萬輛。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

的汽車市場與汽車生產國，但在車輛技術方面，仍然落後於歐美日等已開發國

家，因此中國大陸計劃透過電動車的發展，由世界汽車大國進一步推升成為超

越歐美日的世界汽車強國。 

此外，中國大陸正面臨著迎接汽車化社會之際，同時需要對應日益嚴重的

能源問題與環境問題的兩難抉擇。從中國大陸的車輛保有量數據分析，市場仍

有很大的成長潛力，2009 年中國大陸汽車總保有量為 6,300 萬，伴隨經濟發展，

預估 2020 年時可望超過 2 億輛。中國大陸政府也已意識到需要有效即早規劃

未來汽車進一步普及後所帶來的廢氣排放、環境噪音、交通堵塞、交通事故、

能源消耗等社會負面成本的解決之道；鑑此，當局有意將汽車產業導向新能源

汽車轉型。 

中國大陸自 1990 年時的八五規劃起，即開展了一系列的新能源車科技研

發計畫與產業發展政策。尤其自 2009 年起，中國大陸政府更密集的推出包含

綜合性、促進市場興起的銷售補貼、生產管理與獎勵及技術投資等四大類多項

與新能源汽車發展關係密切的政策與規定。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工信部於 2010 年 8 月所提出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徵求意見稿》，配合上述未來十年產業發展規劃，

2011 到 2020 年的十年間，中國大陸中央財政也據稱規劃投入超過 1,000 億元

人民幣，用於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普及。但公告後由於受到國

內外多方關注也引發許多爭議，其中部分內容一直無法取得足夠的共識，因此

國務院遲遲未能公佈最終核定版本。主要爭議部分包括：1.標準無法統一；2.“電

動車流派”與“混合動力流派”之爭；3.新能源車的前景判斷；4.部委間之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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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5.業界目前對低速電動車爭議頗多；6.電能補充模式路線爭議；7.排放

標準目標反應目標過高；8.外資股比限制。 

此外，中國大陸官方於 2010 年 10 月公告之“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通知，正式將新能源汽車產業確定為七大戰略性新興

產業，規劃將新能源汽車產業加快培育成為長期內構建產業基礎的先導產業。 

於 2010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期間公佈中國大陸汽車產業

“十二五”規劃的總體目標，指出力爭到 2015 年中國大陸汽車產銷規模達到

2,500 萬輛，明確由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轉型的基本思想，並將純電動車及插

電式混合動力車，而非混合動力車(HEV)，作為國家戰略產業，一方面提倡發

展包括新能源汽車在內的節能汽車；另一方面，提倡通過兼併重組、淘汰落後

產能來解決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 

中國大陸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城市已從 2009 年的 13個城市擴大到

25 個城市，並且於 6 個城市啟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點工作。截至 2010

年年底，共有 54 家汽車生產企業的 190 個車型列入《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

推廣應用工程推薦車型目錄》。但截至 2010 年底，以上車型年產量總計僅為

7,181 輛。至於上述 7,181 輛車中，究竟有多少已經成功銷售，工信部則是未

進一步說明。不過，號稱行業領導廠商的比亞迪，去年電動車的實際銷量據稱

僅為 417 輛。由於電動大客車有最高達 50 萬元人民幣的財政補貼，可合理推

論真正銷售的應該多為客車。 

比較兩岸電動車產業現況，在整車方面，中國大陸的自主技術廠商較台灣

為多，而且已具備有較多的整車平台。多家台灣廠商已展開兩岸整車合作，也

包括開發電動車。在系統模組開發方面，中國大陸已有超過高達 200 車型完成

整車配套，其中不論是驅動系統或是電池系統也已培養數十家的系統模組廠

商。然而，由於許多車型仍屬雛型階段而尚未實際銷售使用，因此產品的性能、

品質與可靠度仍令人存疑。我國具有系統能力廠商家數雖遠不及中國大陸，但

產品相對都已實際投入運行，技術能力具有相當水準。在零組件層面，我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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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家廠商參與 Tesla Roadster 車型的開發與生產。因此，技術與產品品質受到

國際肯定。中國大陸廠商家數相當多，雖然絕大多數廠商並不具備國際競爭

力，但也已有數家廠商已可達到規模經濟效果，並且藉由國際合作方式快速提

升競爭力。台灣有豐富工業馬達製造能力與經驗，但製造價值鏈受限於上游稀

土原材料管制與產品較重不利長距離運送等因素，需要兩岸適度分工。針對控

制元件，大陸已展開國際策略投資爭取技術來源，台灣宜發揮半導體製造優

勢，策略結盟國際大廠，合作開發次世代車用等級新產品。 

國內對於電動汽車發展存在內需市場小、缺乏整車平台與上游原材料等劣

勢。反觀中國大陸，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一年超過 1,800 萬輛的銷售量，

如其仍能維持過去幾年的經濟成長力道，汽車市場將具有龐大的潛在需求。對

於電動汽車市場發展，工信部也已規劃 2015 年前新能源汽車累積產銷量達 50

萬輛以及 2020 年達到 500 萬輛等目標。中國大陸的整車平台與豐富的上游材

料資源等優勢都正可彌補我國發展上的限制。反之，中國大陸存在品質與可靠

度相對較低、智財權的尊重不足以及員工忠誠度不足等產業化發展之經營環境

劣勢。如能有效結合台灣的相對優勢能力，將可望協助中國大陸提高達成其所

規劃發展目標的可行性。 

電動汽車發展是汽車產業典範移轉的趨勢，而兩岸的經濟合作關係也在過

去幾年來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國於此產業轉型以及經營環境大幅改變之際，

需要重新審視產業發展定位，並充分應用兩岸合作可能帶來的加成效果，以建

構台灣高價值與可持續的電動車產業體系為目標。基於前述兩岸優劣勢分析，

我國可能的主要目標建議包括(1)利基整車基地，(2)系統模組創新中心，(3)關

鍵零組件群聚。針對不同目標的達成，建議兩岸可以展開如下的合作項目： 

 參與中國大陸示範運行計畫 

 鼓勵大陸自主品牌車廠來台參與示範運行 

 促成兩岸廠商策略聯盟與相互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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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大陸整車廠來台設廠與設立研發中心 

 相互承認兩岸指定機構測試報告 

 爭取中國大陸將台灣排除在稀土材料出口限制名單之外 

 

綜合而言，其他促進兩岸電動汽車產業合作的政策建議參考如下： 

－ 建立兩岸電動/新能源車合作交流平台與合作機制。 

－ 共同合作研究(1)電機、電控、電池等關鍵技術、(2)服務模式與(3)標準法規。 

－ 在台灣進行具規模的電動車運行計畫，建立高品質零組件、資通訊與服務

系統規範，並吸引美日企業來台共同加入示範運行，創造有力吸引中國大

陸產業與台灣合作契機。 

－ 提供中國大陸整車平台用以搭載台灣系統與零組件開發測試。 

－ 爭取同意排除台商就關鍵零部件外資股比之限制。 

－ 結合美日廠商或已於中國大陸設廠之合資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換取供

應零組件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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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產業範疇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全球各國節能減碳以及能源多元化的政策驅動下，車輛電動化已是必然

的趨勢。中國大陸擁有全球最大之汽車市場，在中國大陸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

產業化之下，預期亦將成為全球主要的電動車市場之一。電動車產業亦為我國

重點發展產業，除了於 2009 年納入「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並規劃 2010

年起至 2016 年間，投入新台幣 96 億元經費，推動「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

動方案」計畫，其中於 2010~2012 年期間，將投入約 22 億新台幣推動總計畫

經費預估達新台幣 70 億元的 10 案 3,000 輛電動車示範運行。 

限於我國的整車市場規模，在電動車產業的發展上，無論整車或相關零組

件，勢必仍需以擴展海外市場為目標。面對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與相關零組件

需求，我國除了具有地緣與文化上相近的優勢，在兩岸關係逐漸正常化之下，

經濟活動的進一步整合，將有利於台灣廠商進行兩岸佈局。 

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掌握中國大陸電動車的發展現況，包括政策方向、

中國大陸整車與關鍵零組件之技術發展與廠商動態，以及台灣廠商目前於中國

大陸之佈局，透過兩岸競合分析，進一步確認兩岸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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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電動汽車產業概況 

第一節 產業發展歷程 

中國大陸電動汽車的發展經歷技術研發、驗證以及初期的商業化。過程中

技術發展與商業化方向的選擇最受到各界矚目。中國大陸自 1991 年開始的第

八個五年計畫(“八五”)開始大幅增加對電動汽車的投入。於“八五”期間，電動汽

車被正式列入國家科技攻關計畫項目；“九五”期間，列入國家重大科技產業工

程項目；“十五”期間，電動汽車被列入“863”計畫 12 個重大專項之一；“十一五”

期間，電動汽車與清潔燃料汽車合併列入 863 計畫。 

“十五”電動汽車重大科技專項以開發燃料電池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純電

動汽車 3 種整車技術，多能源動力總成、驅動電機、動力電池系統 3 種共性技

術為重點，採取整車帶頭、零組件配合、產學研相結合的模式，開展電動汽車

及關鍵零組件的研究。 

“十一五”則建立以燃料電池汽車、混合動力汽車和純電動汽車動力系統技

術平臺為“三縱”，以燃料電池和動力蓄電池技術，電驅動系統技術，以及共性

基礎技術為“三橫”的電動汽車“三縱三橫”的研發佈局，建立電動汽車系統技術

和關鍵零組件產業化技術體系，支持電動汽車產品規模化開發；在替代燃料汽

車方面則以整車和關鍵技術的研發、示範應用和市場推廣為重點，同時進行新

型燃料的應用研究；此外並構建技術標準、政策法規、智慧財產權服務和資訊

資料庫等公共服務平臺，整體形成“十一五”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重大專案的總體

研發系統(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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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現況 

一、產業結構 

整車

系統/
次系統

元件

馬達 驅控器 電池模組BMS

功率模組

功率元件

半導體

電池芯

正極材料 負極材料

隔離膜

電解液

定子 轉子

矽鋼片 永磁材料銅線

驅動系統 電池系統

電動車

材料

電池系統：萬向電動汽
車、天津清源、天津力
神、中信國安盟固利、
蘇州星恒、天空能源(洛
陽)、哈爾濱冠拓、合肥
國軒高科動力能源、寧
波拜特測控

一汽海馬、上汽集團、一汽集團、比亞
迪、北汽福田、安徽江淮、奇瑞、東風
汽車、哈飛汽車、重慶長安、浙江豪
情、湖南江南汽車

驅動系統：萬向電動
汽車、上海電驅動、
上海大郡、唐山普林
億 威 、 深 圳市比亞
迪、中國南車(株洲)、
南車時代電動汽車、
中山大洋電機、浙江
尤奈特、重慶長安新
能源、江蘇微特利、
紐貝耳(杭州)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4) 

圖 2-3 中國大陸電動車產業結構 

 

說明： 

  驅動系統與電池系統為電動車的核心。 

  電動車驅動系統主要包括馬達與驅動控制器兩個部分，部分中國大陸廠商

同時具有供應馬達與控制器的能力，某些則專注於其中一項，如馬達或控制

器(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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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驅動馬達產業概況 

第一節 產業概述 

電動車驅動系統由驅動馬達、驅控器、齒輪箱等構成，其中驅動馬達與驅

控器屬於關鍵模組，直接影響電動車性能的表現。電動車用驅動馬達屬於馬達

產業中的新興產品，由於市場處於起步階段，整體規模不大。電動車驅動馬達

在性能與品質要求上高於一般工業馬達(表 3-1)，因此對於一般馬達廠商而言存

在技術門檻。 

 

表 3-1 電動車驅動馬達與一般工業馬達之比較 

項目 工業應用 汽車應用 

封裝尺寸 
空間不受限制，可用標準封裝配套

各種應用 

佈置空間有限，必須根據具體產品

進行特殊設計 

工作環境 
環境溫度適中(-20~+40℃) 溫度變化大(-40~+105℃) 

靜止應用，振動較小 振動劇烈 

可靠性要求 較高以保證生產效率 很高以保證乘車者安全 

冷卻方式 通常為風冷(體積大) 通常為水冷(體積小) 

控制方式 
多為變頻調速控制，動態性能差 需要精確的力矩控制，動態性能較

好 

功率密度 較低(0.2kW/kg) 較高(1~1.5kW/kg) 

資料來源：平安證券研究所 

 

目前中國大陸電動驅動馬達廠商可概略區分為三類： 

1. 具有傳統整車及其零組件生產經驗的企業，如萬向集團、中國南車等；此類

企業多具有豐富的傳統整車或零組件研發設計生產經驗，具有雄厚的經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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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現況 

一、產業結構 

電動車驅動系統視不同電動車類別由馬達、驅控器、引擎、變速箱或齒輪

箱構成，就個別技術而言，馬達與驅控器由於屬於新技術領域，因此為廠商研

發的重點，而另一個研發重點則在於驅動系統的整合，不同類別的電動車由於

驅動系統組成的差異，開發的難度亦有所不同，純電動車由於不含內燃機，因

此在整合上相較於混合動力車輛單純，成為多數新興車廠投入電動車領域的敲

門磚。 

驅控器中的功率模組或功率半導體為關鍵零組件，由於必須在高溫及高電

壓的環境下反覆操作，產品的性能與品質要求極高。電動車驅控器所需的功率

模組/功率半導體皆由國外大廠供應，成為中國大陸發展電動車所需突破的技

術項目。 

整車

系統/
次系統

元件

馬達 驅控器

功率模組

功率元件

半導體

定子 轉子

矽鋼片 永磁材料銅線

驅動系統

材料

電動車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圖 3-1 中國大陸電動車驅動系統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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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動力電池產業概況 

第一節 產業概述 

中國大陸的動力電池產業，屬於新能源汽車此一新興產業中關鍵零組件之

一，也是近年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大力推動與投資的主要產業，結合民間

的企業力量，在數年間快速成為國際電動車產業重點區域市場之一，並且在動

力電池製造供應方面，逐漸出現本土廠商投入與國際合作的案例，使中國大陸

的動力電池產業成長迅速。 

以目前的產業概況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動力電池產業可區分為鉛酸電池、

鎳氫電池、鋰離子電池、超級電容器、燃料電池等技術，以乘用車類型來觀察，

應用鋰電池之車款占總體比例 52%，應用鉛酸電池者占 31%，而應用鎳氫電

池者僅占 15%，可見鋰電池作為中國大陸車用動力電池之技術主導地位。 

由產業鏈層面來觀察，由最上游之電池材料生產供應、動力用高功率電池

芯、車用電池模組開發等均有廠商投入：上游材料部分，在高功率正極材料、

高功率負極材料、可耐高壓電解液部分均有產品可使用於動力電池製造，預期

在未來也將有多層耐熱隔離膜等產品實際應用出現；中游電池芯部分，除比亞

迪、天津力神、比克等一線廠商外，尚有眾多二線廠商在不同省份與當地汽車

集團進行合作供應；在電池模組部分除了有電池芯製造廠商提供模組整合製造

服務外，也有部分廠商朝向專業電池電控模組設計經營，整體產業鏈由廠商家

數與投入程度來說十分積極。 

除了中國大陸本土業者投入以外，也有國際電池大廠為切入中國大陸市

場，選擇與本土廠商進行合作佈局，如 Ener1 與萬向電動汽車合作、LG Chemical

與重慶長安汽車、Johnson Control-Saft 與卲利汽車等，透過建立合作關係成為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供應鏈中動力電池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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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現況 

一、產業結構 

正極材料正極材料 負極材料負極材料 電解液電解液 其他材料其他材料隔離膜隔離膜

天津巴莫
深圳貝特瑞
比亞迪
新鄉創佳
北京當升
山東傑能
新鄉格瑞恩
大連麗昌
合肥國軒
永康海華
深圳源源
重慶特瑞

深圳貝特瑞
比亞迪
湖州創亞
洛陽冠奇
新鄉格瑞恩
大連麗昌
長沙海容
遼寧弘光
宏遠碳素
新鄉華鑫

比亞迪
深圳新宙邦
大連麗昌
國泰華榮
東莞杉杉
珠海賽緯
廣州天賜高
蘇州諾萊特
汕頭金光
天津金牛
銅陵金泰

新鄉格瑞恩
杭州華容
佛山金輝
桂林新時
深圳星源

銅箔-紅日銅箔
銅箔-山東金寶
銅箔-中科英華
銅箔-廣東聯鑫
銅箔-廣東梅雁
銅箔-聯合銅箔
鋁箔-高科鋁業
鋁箔-山西關鋁

新飛科隆
北京鋰先鋒
青島新正
中信盟固力
常州博杰
北大先行
湖南瑞翔
西安榮華
湖南杉杉
天津斯特蘭
深圳振華
常州高博
蘇州威能

湖南浩潤
蘇州恒正
雲南匯龍
廣州鴻森
廈門鎢業
宜興新興
煙台卓能
蘇州威泰
新鄉華鑫
寧波金和
深圳天驕
大連新陽

新鄉遠東
尚能巨源
寧波杉杉
上海杉杉
深圳斯諾
深圳四松

鋰電池：
江森自控
LG化學
比亞迪
萬向
比克
蘇州星恒
天津力神

常州高博
浙江佳貝思
河南環宇
東莞新能源
洛陽天空
浙江興海
合肥國軒

獨立開發：
青山電動汽車
金龍汽車
天津清源

北大先行
江蘇中大
洛陽中航鋰電
河南新太行
遼源鋰源
深圳長河

北京普萊德
盟固利
北京安耐信
珠海高密
咸陽威力克
杭州賽恩斯
河南海奧通

鉛酸電池：
江森自控
風帆電池
浙江天能
浙江超威
風神電池
天津藍天
武漢荷貝克

鎳氫電池：
湖南神舟
江森自控
Cobasys
Panasonic
江蘇春蘭
上海奧威

超級電容器：
Maxwell

電芯廠商兼營直接供應模組
LG化學
比亞迪
萬向電動汽車
比克
蘇州星恒

天津力神
北京安耐信
江森自控
東莞新能源
盟固利

鋁箔-魯豐鋁箔
鋁箔-上海神火
鋁箔-源龍鋁業
包材-東北合金
包材-華北鋁業
包材-東南鋁業
包材-西輕鋁業

河南環宇
北京普萊德
杭州賽恩斯
江蘇中大

中國大陸車用動力電池產業鏈結構

電

池

材

料

電

池

材

料

電池
模組
製造

電池
模組
製造

電池
芯

製造

電池
芯

製造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圖 4-1 中國大陸車用動力電池產業結構 

說明： 

 中國大陸車用動力電池產業結構，與其電池相關產業結構具有高度互通性，

相關鉛酸電池、鋰電池產業廠商，大多兼營各類應用市場，其中也包含高功

率動力電池在內。 

 以上游的材料廠商而言，目前中國大陸在鉛酸電池、鎳系電池材料多可自主

供應，且有眾多廠商投入競爭，在目前比例最高的鋰電池材料部分，因不同

材料發展時間的差異，仍有部分材料需要仰賴進口：正極材料部分以磷酸鋰

鐵體系廠商供應車用市場較多，其次為鋰錳系材料、鋰鈷鎳錳三元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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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岸電動車產業競合分析 

一、兩岸現況比較 

中國大陸正面臨著迎接汽車化社會之際，同時需要對應日益嚴重的能源問

題與環境問題的兩難抉擇。事實上，曾經長期作為個人移動方式的自行車其實

是最環保的交通工具，在歐美先進國家，賣掉個人汽車轉向使用自行車作為通

勤工具的環保意識消費者正在逐漸增加。 

中國大陸的汽車千人保有率至 2010 年仍僅為 50 部車左右，參考已開發國

家的汽車市場成長經驗，在經濟高度成長初期，伴隨國民經濟條件的改善，以

及經濟活動的趨於頻繁，汽車需求將同步大幅成長。直到環境面臨危害的意識

普遍受到高度重視後，對於汽車的倚賴才會轉向大眾運具與自行車等綠色運

具。以中國大陸大多數人民尚未擁有過個人汽車的環境中，人們仍高度憧憬汽

車帶來的移動便利性和社會地位的提升意涵，短期間內恐怕還不會在乎汽車較

為不利的一面，進而捨棄汽車。 

中國大陸政府也已意識到需要有效即早規劃未來汽車進一步普及後所帶

來的廢氣排放、環境噪音、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能源消耗等社會負面成本的

解決之道；鑑此，當局有意將汽車產業導向新能源汽車轉型。但在此時，新能

源車顯然尚無法達到與傳統引擎車競爭的條件。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汽車產業

正成為僅次於城市化建設的第二大經濟發展推動力；如果強行普及市場競爭力

仍不足的新能源汽車，也有可能打擊當前汽車產業成長的趨勢。在兼顧社會經

濟發展、汽車產業健康發展、能源安全確保以及環境保護，中國大陸自 1990

年時的八五規劃起，即開展了一系列的新能源車科技研發計畫與產業發展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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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關鍵議題 

第一節 台商大陸佈局分析 

鑒於全球汽車產業在電動車(或新能源車)的發展大趨勢以及未來長期的龐

大潛在商機，尤其針對中國大陸在政策大力驅動下的市場發展潛力，我國多家

廠商積極佈局電動車領域並且已將觸角深入中國大陸。 

近年來我國廠商與中國大陸廠商在電動車領域之互動，主要合作活動整理

如表： 

表 6-1 兩岸廠商於電動車領域之合作概況 

台 商 陸 商 合作內容 

裕隆

(Luxgen) 

東  風 雙方在中國大陸杭州合資設 

比克(BAK) Luxgen EV 採用 BAK 電池 

裕隆(Tobe) 卲  利 裕隆(Tobe)將卲利的 Ponda 車型整車平 

勝  榮 奇  瑞 勝榮引進奇瑞車型在台組裝銷售 

華  德 中聚雷天 華德開發電動公車使用中聚雷天電池 

成  運 北汽福田 成運 hybrid bus 採用北汽福田底盤與美國 Eaton 系統 

中  永 中科力帆 中永打算引進中科力帆 BEV 

台達電 奇  瑞 台達電與大陸車廠合作開發與測試 

聯電、鴻海 卲  利 雙方合作開發汽車電子與新能源車 

明碁材料 奇瑞科技 雙方合資公司共同開發電動車車用鋰電池隔離膜 

新  普 普  天 新普與中國普天合資成立新公司，從 

強德電能  強德電能與天津力神電池公司合資成立天津力強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1/06) 

 

從整車與零組件的不同角色關係而言，廠商的合作組合關係模式可以區分

為以下 4 種：(1)台灣整車與大陸整車，(2)台灣整車與大陸零組件，(3)台灣零

組件與大陸整車，(4)台灣零組件與大陸零組件。以兩岸廠商目前的案例分析，

四種模式都存在，其中又以兩岸零組件廠商的合資模式案例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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