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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產業是一個永久產業，對於任何一家公司企業而言，因公務上的需要，公務車的使用視為一個必要的成本開支，相對

於一家汽車製造商來而言車的銷售才是主要的利潤來源，因此租賃車的興起就同時解決企業公司成本的問題和汽車製造商

的銷售問題，但是租賃車的推動對於汽車製造商而言真的會帶來新車銷售的利益嗎?本研究利用系統思考的動態過程分析

發現，短期內因租賃車的推動真的會對汽車製造商的新車銷售帶來正面的影響，但車商沒料的是，因為加速了車輛生產及

銷售的流動，租賃車的使用後變為中古車又返回市場機制，成為中古車市場的車輛，而租賃車造成中古車輛數增加且中古

車輛年份低、價格便宜、品質又好，長時間下來改變了顧客的消費模式，因此而不再購買新車反而購買中古車輛，這種效

果的回饋卻對車商是種始料未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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