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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行政院全力推動的產業發展政策包括六

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型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

智慧電動車與雲端運算、發明專利產業、智慧綠

建築並列四大智慧型產業，以智慧化科技帶動產

業之升級與創新，為台灣整車產業及關鍵組件產

業開創新的商機，是政府重點推動產業。 

從亨利福特以量產方式生產第一台 T 型車，

汽車就跟人類的生活緊密結合，也隨著人類生活

環境品質之提升需求而有迭代發展重點，從早期

的低成本、高性能、可靠度，到 80 年代的排放污

染、車輛耗能法規管制，到現今的節能減碳，車

輛的技術已確定以電動化、智慧化、輕量化為發

展主軸。 

依據行政院引述國際產調機構 Frost Sullivan

預估、以及各國所宣告之 EV 產業政策目標預測，

預估 2020 年，全球汽車含油電混合動力車、增程

式混合動力車及純電動車，銷售達 1 億輛，純電

動車將達 900 萬輛，占全球汽車市場規模的 9%；

至 2030 年，全球汽車銷售達 1 億 3 千萬輛，純電

動車(BEV)將達 2,100 萬輛，預估將占全球汽車市

場規模的 16%。如此龐大的商機，提供台灣廠商

眾多切入機會，涵蓋機械、電機、電子、資通訊、

材料化學、服務管理等產業，智慧電動車儼然成

為綠能科技發展重要平台。 

以工研院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所研發的智慧

商用電動車平台為例，其關建模組有電動動力馬

達及驅控器、鋰電池組、充電系統、電動附件系

統、車輛安全警示系統、電動車專用底盤，關鍵

IC 元件有電力轉換功率模組、馬達控制晶片、電

池管理晶片等。平台建置後，於固定區域或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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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以先導運行持續發展及展示電動車平台及關

建模組，並整合電動機車擴大運行成效，進而衍

伸探討探討電動機車交換電池之安全。本專輯以

電動車示範運行之產業發展策略，帶出電動車平

台關鍵模組及電動車輛安全相關兩大技術主軸，

邀請院內外多位專家提供工作上之研究心得與讀

者，共計收錄 13 篇專文。 

首先「從服務觀點探討電動車示範運行之產

業發展策略」一文主要介紹成本，基礎建設與使

用者行為，是現今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的三大關鍵

因素。本文藉由國內的電動車示範運行推動規

劃，探討如何從需求面－考量使用者需求，並透

過不同場域的示範運行之實踐，作為不同創新服

務策略推展的原動力。「商用車電動化整合設計

與驗證」一文主要介紹商用汽車電動化的設計要

點，包括動力系統、冷卻系統、動力電池組等及

其整合介面規格，同時介紹電動車發展測試項目

與結果解析。「電動商用車電池組設計與測試驗

證」一文主要介紹商用電動車所使用之高安全性

鋰離子電池組之設計開發，包含所選用電池單元/

模組、電池組電能容量、機箱及散熱、電池組安

全、高壓迴路及絕緣檢測、電池管理系統、整車

通訊等內容。「電動車交流充電柱之開發與驗證」

一文主要介紹商用電動車用充電柱之系統設計，

包含電力與電路系統、以及充電控制單元，並說

明國內相關之安全與介面相容之驗證流程。「採用

多維量化回授器控制電壓源反相器之方法」一文

主要介紹提出一個創新之切換訊號產生器以控制

三相電壓源反相器系統，相較於向量空間脈波寬

度調變器，有較少的切換次數以及較低的輸出電

流諧波失真。「車用控制晶片關鍵技術」一文主要

介紹車用控制晶片與一般控制晶片之技術差異，

另外也針對車用安全性技術與車用可靠性技術作

進一步探討。在車用安全性技術方面，介紹

ISO26262 的車用晶片安全性設計技術，在可靠性

設計方面，介紹美國三大車廠發起之 AEC-Q100

可靠性測試技術。「電動車用馬達驅控功率模組技

術之關鍵零組件開發」一文主要介紹高效能的高

功率電晶體與高功率二極體是馬達驅控功率模組

的核心元件以及能量損耗所在之處。因此本文以

高效能功率元件作為切入點，對於矽基與寬能隙

半導體（氮化鎵、碳化矽）材料所做元件之性能

優勢、缺陷作分析。最後挑選出較為適用於電動

車的功率電子元件技術。「電動車附件系統之探討

研究」一文主要介紹電動車上最重要且必須之電

動輔助轉向系統、電動空調系統、電子輔助煞車

倍力器與電子駐煞車系統共四項附件系統來進行

整合議題分析，並針對電源模組、通訊介面、診

斷介面與散熱模組提出整合建議與設計概念，能

對未來電動車附件系統之搭載與整合有所助益。

「電動車底盤設計技術概述」一文主要介紹以模

組化平台為概念，提供可客製化的電動車彈性專

用底盤，進行底盤軸距彈性可調整設計，電池模

組標準化、動力模組標準化，與底盤彈性匹配，

可大幅降低電動車電池與動力模組成本，並使用

高強度鋼/鋁合金複合結構，以及底盤與電池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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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一體化設計，達到輕量化的效果。「電動車之節

能動力控制方法」一文主要是以換檔時機及馬達

之間的特性相互配合是節能動力車相關研究領域

中關鍵的角色，因此，針對電動車特性提出模糊

預測控制器以及節能運算器，藉由模擬結果可知

此節能控制確實可節省能源的輸出。 

其次「ISO 26262 系統功能安全設計標準之研

究」一文主要介紹 ISO 26262 標準，內容主要包

含：(1)ISO 26262 簡介，(2)ISO 26262 執行流程，

(3)ISO 26262 議題探討。ISO 26262 為目前全球唯

一針對車輛功能安全設計之標準，此標準因對安

全生命週期與週期內之工作項目及產出物有詳細

的定義，使得車輛系統功能安全之嚴謹與可靠度

大幅提升，也因此國際車廠與零組件廠對於 ISO 

26262 的重視程度相當高，於草案階段就開始逐步

引進融入於原有之系統開發流程。「電動機車電池

交換系統之設置與安全探討」一文主要說明推行

電動機車的主要瓶頸在於電池，而電池交換系統

的實現可一併解決消費者之電池購置成本、充電

以及維護等問題。隨著電池交換站建置之推廣，

電池交換系統符合設置以及操作過程中之功能與

安全等要求，便成為極重要之環節。經參考國內

外相關規範，以多面向觀點循序探討電池交換系

統的設置要求、安全要求與設計關鍵，可提供業

者產品開發時的安規符合性依循。「車輛後向安全

輔助系統開發簡介」一文主要介紹基於單顆後視

用攝影機發展一套以電腦視覺技術為基礎之車道

偏離警示系統，以彌補駕駛者因感官判斷錯誤或

技術不足所造成的疏失，有效減少危險及意外事

故之發生。故利用後方攝影機影像，開發後向車

道偏移警示系統，使得後方攝影機除了停車輔助

的功能外，還可以在高速行駛時警示駕駛者是否

車道偏移，加值後方攝影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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