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能物流創新商機　
可望帶動電動車產業發展

鑑
於地球暖化問題愈來愈嚴重，極端天氣出現次數

持續增加，全球各國都在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政

策，以及發展各低耗能的產業。為協助臺灣產業與世界

趨勢接軌，行政院早在 2009年便將綠色能源列入 6大

新興產業之中，協助太陽光電、LED照明、風力發電、

氫能及燃料電池、生質燃料、能源資通訊及智慧電動車

輛等產業發展。

在電動車產業發展方面，在工研院協助下，將自主

發展之智慧電動車關鍵模組技術成果，搭載於電動商用

車上，並推動物流車隊運行，第一階段有統一速達、新

竹物流、台灣宅配通、中華航空等四家企業參與，以商

用電動車取代部分傳統引擎車輛，於貨品配送及短程工

務使用。

負責此科技專案的工研院機械所副所長王漢英說：

「臺灣車輛產業原本就具備一定的基礎，只不過較缺乏

在電動車所需的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為此工研院從 2010

年便投入馬達、馬達控制器、動力鋰電池、電池管理等

關鍵技術與模組的研發，以及整車系統整合驗證。」

工研院執行的電動車關鍵技術與模組開發專案，對臺灣電動車產業發展相當重要，可讓業者藉由實車系

統整合與車隊運行的機會，瞭解研發產品的性能與使用狀況，做為日後再提升改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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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推動商用電動車運行啟動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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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其他產業，汽車工業除了少部分共用零件

為制式規格之外，絕大部分廠商都有自訂規範，而且正

式量產之前都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安全性測試，以及系統

相容性驗證，才可能進入商業量產的階段。所以工研院

執行的研發專案，對臺灣電動車產業發展便顯得相當重

要，同時也可讓零組件廠、整車廠與服務業者利用實際

運行的機會，瞭解開發出來的產品性能與遭遇到的問

題，作為日後再改善提升的重要依據。

全球邁向都市化結構 適合商用電動車發展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選擇以商用車隊為切入點，

主要是觀察到全球城市發展逐漸走向都市化，不僅帶動

宅配運輸產業興起，更改變多數駕駛人的開車行為，正

好是臺灣電動車產業發展的最佳機會。以臺灣宅配業者

為例，雖然商用車隊每天要配送的物件非常多，但由

於都以短程運輸為主，車輛每天行駛的距離約在 30∼

100公里範圍以內，加上經常必須停車送貨，在時走、

時停的狀況下，不僅耗油量非常高，車輛排放的二氧化

碳也非常驚人。

除油耗與空氣污染之外，使用燃油引擎車輛另一項

令人詬病的缺點便是噪音。尤其當商用車輛在早上或晚

上在住宅區送貨時，很容易因為噪音引起住戶的反感，

長期下來對企業形象也是一種傷害。上述傳統燃油汽車

的缺點，卻正好都是電動車的優點，所以工研院才會應

用目標聚焦在商用車領域。

「對物流業者而言，導入電動商用車的另一項優

點，便是保養成本與燃料使用成本非常低。」王漢英解

釋：「除了實質上的效益之外，由於電動車行駛過程中

完全不會排放廢氣，不僅對企業形象有加分作用，更可

以突破一些燃油汽車的使用限制。」

中華航空便表示電動商用車不會排放廢氣、製造噪

音，開進室內環境時也不會造成環境汙染，未來若可應

用到行李運輸上，可望大幅提升工作環境品質與效率。

藉由運行意見回饋 讓電動車更趨成熟

對臺灣電動車產業發展而言，邁入電動商用車試營

運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物流業者使用後的意見

回饋，可作為日後車輛與服務系統設計再改進的參考。

例如：在工研院整車實際測試階段時，便有參與試駕業

者反應電動車無噪音固然是優點，但也容易讓駕駛員下

車送貨時忘記關閉動力，為此研發團隊還加入提示裝

置，讓商用電動車在使用上更為安全。

王漢英指出：「當商用電動車發展成熟後，除了有

機會整車輸出到其他國家之外，其中關鍵零組件也可以

轉用於一般電動車輛使用。因為根據統計結果，目前多

數上班族每天開車的里程數大約在 35公里左右，跟商

用車輛的使用模式差不多，正是臺灣電動車零組件產業

發展的最佳契機。」

從實驗室到目前營運運行，王漢英認為物流業者提

供的意見回饋，是左右臺灣電動車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

之一，若能藉此衍生出更多不同的應用與創新，將更能

提升臺灣電動車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1.工研院機械所副所長王漢英
表示，電動車行駛過程中不會

排放廢氣，對企業形象有加分

效果，也可以突破燃油汽車的

限制。

2.汽車的使用造成空氣汙染與
高油耗，是目前強調的綠能社

會一直期望能改變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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