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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有很多同學、老師及身邊朋友幾乎都在騎電動腳踏車或電動機車來代步  
      ，因而引起我們的好奇。希望透過問卷調查、訪問店家及上網查詢來探討電動機 
       車的歷史和現況，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差異，以及各樣電  
       動車和一般車的比較，讓大家在選購機車及腳踏車時，能夠事先有一個參考，獲 
       得更多不同的選擇。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研究目的有下列五項： 
       (一)了解電動機車發展的歷史及現況發展 
       (二)了解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差異 
       (三)分析騎過電動車民眾對於電動車及一般機車的看法 
       (四)探討花蓮民眾對於電動車議題的想法 
       (五)給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一個能參考的資料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討論：我們從一開始的題目發想，就是組員們腦力激盪，思考我們周遭 
       環境有什麼可以研究的題材。題目確定之後，我們以電動車為主題，想出研究方 
       向及架構。第二，在去gogoro及e-moving，訪問之前，我們開會討論可以問哪些  
       與主題相關的題目。小論文撰寫前，也開會釐清每一個部分要撰寫的內容及各部 
       分之間的關係，也互相提出可以怎麼撰寫的建議。   
 
        (二)資料蒐集：上網查詢跟電動機車發展相關的資料。也利用假日的時間相約去 
        圖書館翻閱書籍，並記錄下重點。去店家訪問時， 也找到了有關花蓮縣購買電動 
        車補助的說明單。 
 
        (三)訪問店家：在閱覽了書籍、網路後，我們實地去銷售電動機車、電動自行    
        車、電動輔助行車的店家-gogoro 、e-moving訪問，請老闆及店經理幫我們解答 
        疑惑，也讓我們對電動車有更深的認識。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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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流程圖 

 

 

五、研究架構 

 
 圖二、研究架構圖 

 
六、本論文主要探討的車型分別為 : 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貳●正文 

 

一、台灣電動機車概況 

      (一)歷史沿革 

       台灣機車產業發展至今已過半個世紀， 2004年機車保有量達1,279萬輛，由於機

車具有迅速、便捷、經濟與方便停車等優點，是大眾十分喜愛的代步工具，亦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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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球機車密度最高的國家。但大量機車也造成了汙染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國

內實施了機車污染法規，但法規並不是最有效解決此汙染問題的方式，發展零污染的 
電動機車，是大家所盼望的未來趨勢，亦是全球機車市場的發展方向。 
 
          從全球電動車發展的角度來看，1828年，匈牙利發明家研發出了電池轉動的裝
置，1834年美國製造出了第一台電流驅動的電動車。從1832到1838年間，蘇格蘭發
明了第一台電動車，使用完不能充電，可是已經算是初階電動車了。隨著電池技術的
發展，十九世紀下半歐美就開始廣泛使用電動車。  

        1896 年推出了可換電池的電動車，以每公里支付充電費。在十九世紀末到1920
年代，電動車比燃油車更有優勢，無噪音、無氣味、無震動感等。但隨著石油的大量
開採，石油價格低，1920年後電動車逐漸被人遺忘。到了現在，人們開始想起環保的
重要性，國際原油價格也 持續的上漲，電力環保又省錢。很多企業開始注意到電動車
在未來市場的空間，也投入了資金去研發。以下為臺灣電動車發展的重要事件： 

● 西元1992年：經濟部能委會委託工研院進行電動機車研究。 
● 西元1995年： 環保署公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新購電動機器腳踏車執行 

要點」開始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 
● 西元1997年：台灣機車保有量突破 1,000萬輛。 
● 西元1998年：政府將電動機車列為國家六項產業科技重點之一。 
● 西元1999年：起以每年3.1%的速度成長。 
● 西元1995-2003年：政府投入17億5千萬補助款，補助消費者購買電動機車。 
● 西元2004年：保有量達1,279萬輛，平均每人擁有機車數和每公里道路機車數是亞

洲第一。 
● 西元2007年：鋰離子電池動力的機車創造了新紀錄。 
● 西元2008年：行政院於「現階段政府施政策略與工作要點」裁示將推廣可抽換電

池電動機車四年達10萬輛。 
● 西元2009年：成立經濟部電動機車發展推動審議委員會，通過「電動機車性能及

安全測試規範」(TES)。 
● 西元2010年：交通部正式核發電動車專屬牌照。 
● 西元2010年：經濟部能源局發布「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26條第1項解釋令，

使加油站得設置電動車輛電池充電與更換服務設施。 
● 西元2011年：經濟部工業局公告「電動機車能源補充類別、規格、補助認定基

準」及「電動機車能源補充補助作業流程」。 
● 西元2013年：修正發布環保署「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第六條，自  
●  2017/1/1起，惰轉熄火功能機車與複合動力電動機車之引擎族數量與電動機車之

車型數量，合計須達該廠商當年度機車內銷總引擎族數量之20％以上。 
● 西元2016年：GOGORO佔電動機車新車市佔有率達八成。 
● 西元2017年：行政院核准經濟部呈報「智慧電動機車能源補充設施普及計畫」規

劃五年期方案新增建置3310站能源補充設施(331站充電站及2979站換電站)。 
● 西元2018年：經濟部正式公告「電動機車固定式交流及直流傳導式供電系統產業

標準」，其中包括電氣安全性規範與充電式之公規接頭形式；換電式未定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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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況 
台灣生產電動機車主要廠商有中華汽車(CMC)、睿能(Gogoro Taiwan Limited)、光陽

(KYMCO)、三陽(SYM)等。台灣的電動機車總數由2012年1月1日累積至2017年7月為

8.4萬輛，以新北市最多，總數為15,910輛。依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定義可將

電動機車分為重型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與大型重型) 與輕型電動機車 (普通輕型與小型

輕型) ，以台灣每年電動機車新增掛牌數觀察，重型電動機車於2014年從個位數銷售

至2015年達到將近4,000輛規模。至於全球的銷售量方面，從【電動機車的新時代與

新商機】一文中，得知2017年上半年全球電動機車銷量約為25萬輛，預計2017年銷售
量可望突破33萬輛。預估2017至2020年年複合成長率為12.3%，全球電動機車總銷量
推測將於2020年達到84.5萬台。

 
圖三、全球電動機車銷售量(萬輛) 

(資料來源：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32726) 
 

       (三)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的比較 

             1.電動機車 -例如：gogoro  

             2.電動自行車 -為學生們俗稱的電摩。  

             3. 電動輔助自行車 -為學生們俗稱的電腳。 

表一、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比較表 

 電動機車(普通重型) 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時速 90公里以下 25 公里以下 25 公里以下 

車重(不含電池) >122公斤 40公斤以下 40公斤以下 

駕照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掛牌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稅金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安全帽 須配戴 須配戴 須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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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民眾經驗與想法(以問卷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273 份問卷，回收 273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273 份，無效問卷 0 
份。訪談調查部分，共訪談e-moving和gogoro兩間店。  

      (一)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跟一般機車、腳踏車比較 

            1.是否騎過電動腳踏車或電動摩托車? 

 

從上圖得知，電動腳踏車和電動摩托車皆沒有騎過的有43.3%，為最多數，其次是騎
過電動腳踏車的，共有24.3%，騎過電動摩托車(包括電動機車)有10.4%，都有騎過的
有22%。 

  

            2.電動摩托車(含電動機車)和一般機車的置物箱哪個比較大? 

 

從上圖得知，有83.3%認為一般機車的的置物箱較大，16.7%認為電動摩托車(含電動

機車)的置物箱比較大。  

            3.去加油站比較方便還是到特定充電站換電池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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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得知，93.3%的人認為去加油站比較方便，6.7%的認為充電站比較方便。 

 

            4.電動腳踏車和一般腳踏車哪個比較安全? 

  

從上圖得知，有62.1%認為一般踏車比較安全，37.9%則認為電動腳踏車比較安全。 

   

            5.電動腳踏車沒有電池時會怎麼辦？ 

 

從上圖得知，77.9%的人會慢慢騎回家，20%會騎到充電站充電，2.2%的人會用騎的

或就在原地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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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沒騎過電動車-請問不購買電動腳踏車或電動自行車的原因？ 

 

從上圖得知，66.7%是因為自己已有其他的交通工具，20.2%大多是學生的家長可以幫

忙上下學的接送。7.9%是想買但沒有積蓄。而其餘的4.5%大多是怕沒電或覺得不需要

而不購買。 
 

     (二)花蓮民眾對於電動車議題的看法 

            1.政府推動2035-2040年全國全面電動化，你支持嗎? 

 

由上圖得知，有39%支持全面電動化，15%的人不支持全面電動化，44%的人表示沒
意見，以及表達中立的有18%人 

  

            2.政府的電動車補助有沒有讓你更想買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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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得知，有52.2%的民眾會因為政府補助想買電動車，42.4%的民眾並不會因為

政府補助就想買電動車，而4.3%的民眾沒有特別有感覺。 

 

     ⁽三)訪談結果 

題目\訪問店家 Gogoro(普通重型電動機

車) 
e-moving(電動自行車) 

1.是否騎過電動機車、電

動型車或電動輔助自行

車？ 

都騎過 都騎過 

2.自己產品的特色？ 6秒鐘交換一顆電池 品質穩定(電池) 後期保固

完善 專業 

3.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

的煞車方式？ 
SBS同步煞車系統 鼓式煞車 

4.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

和一般機車比較，哪個你

認為較安全？ 

安全其實是在於人的操作

，並不會因為車種有所差

別。 

安全性其實都是差不多

的。 

5.產品時速最高可以到達

多少公里？ 
80-90公里 30-45公里 

6.電池充電時間？ 6-8個小時，但gogoro強調

直接去換電站換電池 
4小時 

7.續航力為多少公里？ 100-110公里 30-40公里 

8.買你們產品的年齡層？ 18歲-60歲 14歲-75歲 

9.2040年政府宣布全國電

動化，你支持嗎？ 
支持，因為全球暖化實在

太嚴重了 
支持，因為我國可以自己

製造電，不用向國外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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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探討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差異 
        電動輔助自行車是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 (不用考駕照)，時速25公里以下。而電  
        動自行車則是以 電力為主，最且車重（不含電池）在40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不  
       用考駕照),電動機車需要考駕照並且車身後方要懸掛車牌並辦好保險才得以駕駛。 
 
二、分析騎過電動車民眾對於電動車及一般機車的看法 
       透過問卷結果我們歸納出花蓮民眾對於電動車的幾項看法與經驗： 
      (一)有約四成填問卷的民眾沒有騎過電動車，為最多數，其次是騎過電動腳踏車的  
            ，但數量僅為沒有騎過電動車民眾的一半，可見即使如今政府大力推行電動車  
            ，仍是有許多民眾未騎過電動車。 
       (二) 根據我們的問卷，我們推測仍有許多民眾沒有電動車是因為多數民眾已擁  
              有其他的代步工具。雖然電動車的性能很好也不會有汙染，但是民眾仍然認 
              為是沒有必要的開銷，亦或者是覺得目前去加油站加油，仍舊是比到特定充 
               電站換電池比較方便。 
 
    
三、探討花蓮民眾對於電動車議題的想法 
      透過問卷我們歸納出花蓮民眾對於電動車議題的看法： 
      (一)對於全國電動化的想法： 
           有接近四成的民眾對於全國電動化是支持的，一成五是不支持，而其餘六成的  
            民眾對於這個議題是沒有意見或是中立的。我們歸納出下列中立的原因： 
            1.希望政府在推動全國電動化之前能有先關的配套措施。例如政府能在各地廣 
               設充電站、電動車的技術進步及單價下降  
            2.希望政府能有更多鼓勵措施。例如購買時有更多的補助。 
  
       (二)我們認為全國電動化困難之處： 
             1.全國電動化其實是為了解決全球暖化的議題，但台灣主要的電力來源方式其  
                實是火力發電，我們認為政府應當要把電力來源都確定或是找到能替代火力  
                發電的方案再來推行大家可能響應。 
  
  四、給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一個參考資料 
       (一)若消費者是學生，我們建議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因為學生比較少騎車的經驗 
             如果車速太快的話會很危險，所以我們認為選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時速 
             25公里以下的電動輔助自行行車是很不錯的的選擇。 
       (二)若消費者是成人，我們認為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機車都可以考慮購買，大人比 
             學生更有駕駛的經驗，騎乘時速較高的電動機車並不會非常危險，我們認為選 
            擇以電力為主的電動自行車或是需要駕照的電動機車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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