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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因應國際貿易自由化之發展趨勢，國內車輛產業即將面臨市場國際化、自由化的強大壓力，為提升車輛產業技術層級，

強化國際競爭力，並確保國人用車品質與安全，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秉持「公正」、「科技」、「服務」三大信念，不斷引

進國外車輛及零組件相關檢測技術與經驗，協助政府主管機關建立車輛管理制度，並提供車輛產業檢測與以達成政府對產

品研發之服務，以扶植車輛產業成為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重點工業。本研究希望透過研究過程初步探討車測中心未

來經營重點之發展趨勢，藉此達到以下目的： 1. 建立車輛及零組件法規標準及接受政府機關授權執行法規檢測服務。 2. 

建立汽車工業科技人才專業培訓制度，協助車輛業者技術升級及關鍵零組件之開發技術能力。 3. 建立車輛產業的自主性研

發、測試的技術支援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業界服務機能。 4. 建立車輛及零組件產品國際驗證合作關係，促進法規調和，提

供外銷產品驗證服務。 國內車輛工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具備相當的製造技術及行銷能力，然就國際市場而言，尚無法與

工業先進國家抗衡。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將加緊腳步，結合產、官、學之力量，積極培育具有國際水準的車輛研究測試技術

人才及精進相關檢測技術，隨著永久實驗室之落成啟用及彰濱試車場能量的投入，將可提供給車輛業國際競爭力，期使我

國車輛工業仍與世界同步競爭，將台灣車輛產品推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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