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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探討全球電動自行車產業發展的趨勢，針對五個主要區域電動自行車產業發展國家進行分析，介紹日本、美國、歐

洲、中國大陸與台灣之自行車產業現況、關鍵科技、優劣勢與未來發展走向，剖析電動自行車產業資訊，以提供市場分析

相關人員參考與投資規畫。 其次探討電池模組、控制系統、馬達等電動自行車最重要之三項關鍵技術之現況及未來趨勢，

提出廠商應著重的發展方向：在電池模組方面應致力於聯合所有電動車產業制定統一模組，使電池市場做大；在控制器方

面，應提升信號傳輸之可靠性，並配備維修檢測系統；在馬達方面，應致力於減輕重量及縮小體積，並研發可變速輪?馬

達系統。期待本論文之研究對台灣電動自行車產業之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詞 : 電動自行車產業、能源科技、自行車電子、電動自行車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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