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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仁

工研院機械所 先進機械技術組  組長

全球交通運輸系統的排碳量佔 14%，大部分

的交通工具使用 60％以上的石化燃料，電動車比

汽車的效率高，運轉過程中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發電來源固定，污染源較容易受控制，因應減排

的國際趨勢，使得電動車可能成為下世代最普及

的交通工具。台灣車輛產業雖比較擅長於中小型

車輛與電動機車產品，但台灣已經是電動車零組

件的重要供應商，部分廠商也打入國際供應鏈，

如高效率馬達等，也因應台灣市場特性，發展出

少量多樣的關鍵模組製造技術，具備基礎的電動

車產業發展環境。包含台灣與各國均推出的電動

車補貼措施，讓市場規模逐年增溫，電動車輛的

工程技術再以汽油車輛為基礎下不斷的被創造與

革新。

因應我國自產能源缺乏，能源供給高度依賴

進口，能源輸入的依賴達 98%，隨著國際能源價

格波動，加上獨立的島國電力系統，面對全球溫

室氣體減量的壓力遠比他國更高，在無法改變現

況之下，積極的發展高效率、節能產品各項技術，

是使國內兼顧環境永續與能源安全的唯一方向。

電動車為環保節能車種，其驅動、車身與底盤系

統，約佔全車成本的 30~40%，是為主宰整車能否

高效率運轉的關鍵。本期文章包含針對電動車驅

動馬達，提出市場與產業發展趨勢的預測，以馬

達為發展目標的整車驅控系統研發，將有助於廠

商開拓產品的利基市場。在不斷的追求高效率化，

永磁馬達已逐步獲得車廠青睞。本期永磁馬達最

佳化設計，讓相較於感應馬達有更高效率的永磁

馬達再更上層樓，透過田口品質手法，大幅減少

實驗及模擬設計次數，快速的取得符合目標的最

佳設計結果。

電動車發展相較於汽油車輛而言仍在起步階

段，整車的動力系統因應不同需求與場合應用，

其機構配置仍在尋找最佳化，電動車動力系統架

構評估與分析一文，即針對動力系統設計流程，

整理電動車動力系統機構配置常見類型與優缺點

分析，可做為開發電動車動力系統架構評估與分

析資料。本期並包含傳動系統輕量化設計，以電

動車齒輪箱為目標，針對殼體結構使用有限元素

軟體建立傳動系統模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設計

流程，改善電動車傳動系統結構因輕量化可能引

起的強度及振動問題。另，差速器技術發展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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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文，介紹差速器原理以及技術發展，解說其

運作原理以及其在不同路況、車種之應用，提供

讀者參考。

綠能機械文章針對 2019 國際最新的馬達與流

體機械，包含如泵浦、風機與壓縮機等，介紹世

界各主要國家推動策略與市場的現況。如果就馬

達為工業之母，由馬達市場即可瞭解工業動能來

看，亞洲不僅市場最大，且成長幅度最高，其次

為美洲，以及歐洲、中東與非洲，全球總體市場

會有 3% 的年成長率。另，離心式冷媒壓縮機轉

子動力分析一文利用數值模擬方式展示完整設計、

分析與驗證壓縮機轉子動力，確保設計端的可靠

度，符合整體性能要求，提供壓縮機設計業者參

考。電子廠廠務真空泵變頻節能實務則是工研院

輔導國內電子廠進行真空泵系統節能改善，並成

為示範廠商的案例，其中說明節能改善的評估過

程，改善手段與結果，可作為國內電子廠導入真

空泵系統節能之參考。

國家永續發展需要不斷朝向綠色能源、高效

率化方向前進，國家不僅資助許多產業研發計畫，

目前也透過許多補助政策，持續在推動綠能機械，

包含如由經濟部工業局和環保署由中央補助，以

及縣市政府推動的電動機車補助；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標章家電補助與動力與公用設備，購置高效

率泵浦、風機、空壓機、空調主機補助，還有節

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等。

各項的補助措施不外乎期能先透過補助使用

者的方式，促成使用者提供購買高效率產品意願，

以此帶動機械產業朝向高效率綠能化發展，當國

內整體機械產業達到高效率技術水準，配合教育

使用者具備購買高品質高效率產品需要付出較高

價格的共識後，再推動成為產品的國家效率標準，

該標準與國際一流工業水準國家標準一致。屆時

也會一併要求進口商品與國內製品達到一致的高

效率規格，未達標準不得在國內販售，如此可以

避免低價低效率的進口機械產品，打壓到國內高

品質機械產業，也因為國產高效率機械符合國際

能源效率標準，促進國產機械的國際競爭力，同

時也兼顧了國家整體能源的有效利用率，達到產

業技術升級、使用者省錢與國家節能的三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