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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接駁與代步新工具--輕型電動機車

陳君華 (  )

一、電動機車特性

機車具高機動性、操作靈活、停車便利、經濟等特性，適合做短距離的代步工具，台灣因為地狹人稠的特性，因此機車便成為國內最普遍的個人短

程交通工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行政院主計處，2007），國內機車數量至2006年底為止的登記總數為13,557,028輛，平均約每2個人就有1輛機車

，每平方公里之機車約有375輛，機車密度高居世界第一。機車雖小，但每行駛一公里的廢氣排放量卻是汽車的三至四倍，每年所產生的一氧化碳

及碳氫化合物等污染，約佔全國總排放量的10％（環保署，2005）。在機車高度擁有與大量使用的情況下，不但消耗大量能源，也造成都會地區嚴

重的空氣污染問題。

電動機車係以電池及馬達為動力，具備了行駛時無污染、能源效率高及低噪音與振動等特色，其效率在初始每公里的能源消耗僅有汽油引擎機車的

40％。另外電動機車本身並無排氣污染，若將其換算成發電廠的污染排放，電動機車的污染亦較少，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為汽油引擎機車的

52.5％。再者，電動機車之加速噪音約60分貝，亦低於汽油引擎機車（環保署，2006）。此外，電動機車可搭配的電池種類繁多，包括鉛酸電池、

鎳鎘電池、鎳氫電池、鋅空氣電池、鋁空氣電池、燃料電池、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但是電動機車也較傳統機車存在著行駛距離短、極速低、車

輛重、成本高的缺點，其詳細比較如下表。

項目

電動機車

(鉛酸電池)

50C.C

二行程機車



*：電動機車排放污染值係反推發電廠排放污染值而得。

資料來源：1. 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管制彙編，行政院環保署，1998-2003，http://ivy2.epa.gov.tw/out_web/f/noise/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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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性能 極速 (km/h)

續航力 (km)

爬坡度 (10km/h)

車重 (kg)

40~60

30~55

8°~19°

95~142

65

140-160

18°以上

80

使用能源費用(不含電池) (元/公里) 0.15 0.49

售價 (新台幣元) 43,000~66,000 24,800~39,500



02c.htm。

2. 本研究整理。

二、國內電動機車發展歷程

國內電動機車的發展最早是在1992年由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進行開發，政府並在1993年將電動機車產業列入適用租稅優惠的主導

性產業。從1995年起行政院環保署為改善國內空氣品質，因此推廣國人使用電動機車，並運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來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1997年

環保署在京都議定書協調會後，體認未來二氧化碳減量之重要性及機車對都市空氣污染危害極大，提出「發展電動機車行動計畫」，1998年行政院

將電動機車產業列為國家發展六項科技重點之ㄧ（賀力行，1999），並通過環保署所提出之「發展電動機車行動計畫」，規定自2000年起機車製造

及進口商在國內電動機車銷售量需達該年機車數量2％之配額，至此電動機車的發展正式邁入高峰期，當時環保署對民眾購買電動機車的最高補助

金額達每輛3.3萬元。

環保署對電動機車之補助政策執行至2002年為止，總計投入經費17億5,000萬元，補助了26,808位民眾購買電動機車（蕭代基，2006）。但由於續

航力及充電等各項相關技術還未達理想，難以符合民眾將電動機車作為取代傳統燃料機車使用之需求，以致電動機車的銷售量遠不如預期。至

2002年底為止全國電動機車銷售總量僅26,000餘輛，其中2002年全年僅銷售3,000餘輛，遠低於傳統汽油引擎機車的660,000萬輛（環保署

，2003）。依據台經院研究結果顯示（台經院，1999），在當時電動機車之所以難獲得民眾青睞的主要因素依序為：充電時間過久(需6~8小時)、

續航力不佳、充電站不足、極速不高及車體過重。

三、現階段發展策略與措施

環保署為了減少機車的排氣污染，自1988年7月起，分五期嚴加管制機車廢氣排放標準，2004年開始實施的第四期標準，逐步淘汰二行程機車，另

外與歐盟第三期排放污染法規(EU3)相當之第五期排放標準也預計自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因此給予電動機車一個發展的契機。再加上近年來

全球面臨石化燃料資源的日漸枯竭，與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加遽的暖化效應，二氧化碳減量變成為全世界當務之急，無污染的電動機車成為下一個

世代新興交通工具的焦點。此外，台灣因土地狹小、人口密集，再加上民眾工作地點與住家距離近，根據調查顯示有50%以上的機車族，每天騎乘

的距離小於10公里，因此發展輕型電動車來作為都會地區的交通接駁或代步工具，以減低目前國內近1,356萬輛機車所帶來的空氣污染及能源的消

耗，應是必要的措施。

現階段我國發展電動車主要重點在於輕型高效率電動車輛，並已納入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下積極推動。有鑑於國內先前推廣電

動機車的經驗，此次推動之輕型電動機車工研院將其定義在：「馬力在1,000瓦以下的發動機、車身重在60公斤以下、最高時速30公里、使用鋰二

次電池、沒有電動自行車的腳踏板、使用目的在短程交通代步、售價介於電動自行車與電動機車之間」（工研院，2006）。目前由工研院協助研發

的輕型電動機車，以鋰電池取代傳統的鉛酸電池，不僅重量減輕、電力加倍，亦方便拆卸與充電，改善了傳統電動機車車身重、充電不易等缺點。

此款輕型電動車不強調取代傳統機車，目標鎖定作為都會地區的交通接駁與代步工具；並可結合觀光休閒產業，利用寧靜無污染的輕型電動機車作

為親近大自然與尋幽訪勝的代步工具。現在國內許多的觀光景點亦提供輕型電動機車的出租，期藉由這種方式來推廣體會電動機車的好處。

另外，交通部在2005年10月也提出修法構想，預計將輕型機車區分為普通輕型與小型輕型，將輕型電動機車或1.34馬力以下與30C.C.等級的機車歸

屬於小型輕型機車，最大行駛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新設立的「小型輕型機車」牌照，將原有考領小型輕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18歲，降低至16歲



，且最高年齡不受限制（尹承蓬，2005），以鼓勵民眾及青少年族群的使用。環保署也在2006年特別針對國內電動機車發展現況及推廣模式進行評

估，以研究推動之可行性。

四、未來展望

目前國際間在全球暖化效應的衝擊下，低污染的車輛是全球車輛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車輛電動化更是各國積極展開研發競逐的焦點，以減少廢

氣污染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衝擊，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近年來由於台灣在輕型電動車輛產業上的蓬勃發展，國際能源總署於2006年3月的台

北國際自行車展覽會期間，在台北召開「國際能源總署--電動兩輪車專家會議」，也顯示出我國在輕型潔淨能源車輛的開發已受到國際的重視。我

國電動車輛產業中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電動代步車之產值皆居全球第三位，國內輕型電動車經過多年不斷的開發與改良，已發展電動車輛所需

之整車、電子控制及高性能電池等關鍵技術，形成輕型高效率電動車輛產業價值鏈的完整體系（經建會，2005）。

雖然目前市面上電動機車的性能尚無法與現有燃油引擎機車相比，但有鑑於車輛與電池技術的不斷增進，再加上面對必須改善的污染問題與國內都

會區的車輛使用特性，鼓勵與推廣無污染的電動機車，應是必然且刻不容緩的趨勢。因此，政府對於無污染的電動車輛及相關業者則應繼續給予包

括補助、租稅減免等鼓勵，並規劃路權及相關使用環境配套等更積極的措施，改變民眾對機車使用的習慣。例如，目前可先在大眾運輸系統已發展

完善的台北都會區及正在積極發展都會捷運系統的高雄地區推廣做為交通接駁與代步之用的輕型電動機車，進而再推廣至正在規劃發展都會捷運系

統的其他都會地區。未來俟電動機車之經濟性、方便性以及相關性能均能與傳統機車相當時，可再進一步推廣至全國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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