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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國推動電動機車之最佳方案，首先針對研究主題之相關文獻與分析方法作一回顧，從而建立本研究的基

本分析架構。藉由國內電動機車個案的檢討與專家問卷的結果，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進行

不同推動方案的分析，最後獲得我國電動機車發展之決策分析。 經由專家問卷的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評估，以方案B(政府

主導)為佳的執行方案、其次為方案C(民間主導)。而由整體權重值重要性，在五項評估因素(法規政策、工程技術、環境效

益、經濟成本、使用環境)的排序分析可知，工程技術及法規政策兩因素分別佔了26.4%及23.3%，而其中各細項評估準則

則以電池開發、訂定鼓勵相關法規及整體性能提升分居前三名，顯示電動機車產品技術的成熟與政府相關單位法規政策面

的鼓勵與配合，是未來推廣電動機車時，讓民眾接受與支持的重要因素。 由敏感度分析結果可以顯示各權重值的變化，對

最佳方案排序的影響，同時可檢視最佳方案的穩定性，以提供決策者更充分的資訊。在第二層的五項評估因素之權重值各

增減20%，對最佳方案的排序均無影響，顯示五項評估因素對最佳方案評選的穩定性高，對改變決策的影響力大致相當。 

目前國內電動機車的發展雖受到政府補助政策的暫緩，於國內推廣上受到挫折，但相關廠商及研發單位，將其觸角擴及其

他電動車輛(如電動自行車、電動代步車、複合動力車等)，並積極推廣銷售於國際上，亦已獲得不錯的成績。同時由於國

內傳統車輛工業已奠定良好的基礎，相關零組件的分工體系亦趨於完善，配合上、下游與週邊支援產業，如電機、電子、

機械等產業的結構完整，加上這幾年電動機車的推動、使得政府的經驗及廠商技術得以提昇，若能再藉由政府政策性的主

導協助、強化國內各主要廠商間的合縱與連橫，以及相關廠商或研究單位關鍵技術的突破，相信將可開創屬於國人且睥睨

世界的兩輪電動車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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