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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於當前在全球討論氣候暖化之際，全球加速進入電動車時代，腳步最快的

挪威及荷蘭，宣布 2025 年起禁售汽柴油車款，汽車製造大國德國也計畫自 2030

年起禁售燃油車款，法、英則宣布自 2040 年起禁售。不僅如此，最大汽車市場

中國也將在 2040 年淘汰汽柴油車款；第 5 大汽車市場印度也將在 2030 年淘汰汽

柴油車。台灣中油公司計畫將以產能、儲能、用能三大主軸，打造「智慧綠能加

油站」，新型態加油站，不但設立太陽能面板具發電功能，可儲能，還設有充電

椿，並提供交換電池服務。同時，配合政府政策，分 3 年建置完成，第 1 年建置

160 站、第 2 年 390 站、第 3 年 450 站，達到 1000 站目標。 

    煉製研究所研究團隊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及公司轉型需求，發展電池相關材料、

建立電能補充基礎設施，執行電池、電池材料、電池系統之驗證與研發工作，故

於 108 年 9 月 8 日至 14 日，奉派參加於美國密西根諾維舉辦之「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 研討會」。期望促進本公司團隊因應車輛電動化趨勢下，發

展高品質且具競爭力的關鍵產品。 

本次參加「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了解國際電池大廠

及電動車輛零組件供應商之最新設備及趨勢，也透過研討會著重的主題了解國際

研究發展的趨勢，根據各國團隊的研究趨勢分析，瞭解動力電池、電動車輛及能

源補充設備之最新發展成果及趨勢，做為未來研發策略、產品研發及技術引進的

依據及參考。現場與會來賓多為國際知名學者專家，透過研討會進行交流互動，

學習專家的研究精神與實驗態度，內化提升內在研究能量，提升國際視野。 

透過參加本次國際研究討論會議，對於電動汽車電池的挑戰與展望、快充及

無線充電能源補充技術、電池與系統的開發、關鍵設計驗證和生產驗證要求等層

面，皆能有所提升。對於未來從事本公司電池性能測試及相關性能檢測試驗工作，

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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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鑒於當前在全球討論氣候暖化之際，國際各大車廠因應環保議題相繼發表電

動車，動力電池技術、混合動力及純電動車發展已成為各大車廠的重點之一。煉

製研究所研究團隊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及公司轉型需求，發展電池相關材料、建立

電能補充基礎設施，執行電池、電池材料、電池系統之驗證與研發工作。職所任

職之「油品性能測試團隊」，配合公司研發策略，建立並執行電池、電池材料、

電池系統之驗證與相關研發、改善及技術服務等工作，故奉派參加本次於美國密

西根諾維舉辦之「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 研討會」。此行之目的在

於了解國際動力電池技術、混和動力及純電動車輛等新能源車輛之發展趨勢及市

場演變，並透過與會之國際產、官、學界專家及電池與車輛相關應用及設備等相

關業者之專題報告與研討，了解最新電動及混合動力車輛、充電及基礎設施、先

進電池材料、先進電池製造之技術、設計及應用情形與未來趨勢，收集當前國際

動力電池技術及電動車輛等新能源應用之研發情形及發展趨勢，除供做未來研究

發展及規劃之參考依據外，亦可作為日後燃料及電池動力測試技術研發、性能測

試方法開發及規劃之參考依據。再者，透過本次研討會議，亦可了解在國際環保

趨勢與規範驅動下之最新研發方向及市場演變，將有助於提昇公司研發策略及相

關營運作業之及早因應。 

 

二、 過程 

本次行程與工作內容簡述如下： 

108 年 9 月 08 日  啟程(由台灣桃園啟程前往美國密西根諾維) 

108 年 9 月 09~10 日  參加 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 

108 年 9 月 11~12 日  參加 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 

108 年 9 月 13~14 日  返程(由美國密西根諾維起程返回台灣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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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內容重點摘要 

本次的「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及「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現場超過 700 多家供應商展覽，包括 Bosch、

East Penn、Eaton、EnerDel、Lord、Prettl 及 XALT Energy 等。其次，在產品

展示櫃，則有超過 25 家公司在其展位上進行一系列的現場演示，親自展示

其尖端技術和解決方案。再者，還有免費的開放技術論壇，涵蓋最新應用和

趨勢，並展示和討論最新的發現、最有潛力的電池、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技

術。研討會方面，則有北美首屈一指的電池技術會議計劃，帶來先進電池供

應鏈的各個階段至關重要的艱鉅主題。CATL、奧迪、約翰迪爾、法雷奧等

業界領導公司也帶來有關電池設計、先進製造和材料創新的最新信息。由於

會議研討的主題眾多，本報告針對先進動力電池及新型車輛發展趨勢，摘要

幾個相關的研究發展方向進行報告，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 通過無線充電促進重型電動汽車的採用 

講題： 

Advancing Heavy-Duty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 Through Wireless Charging 

(通過無線充電促進重型電動汽車的採用) 

講者： 

Michael Masquelier（WAVE 公司首席執行官） 

勞倫斯·鄧恩（Laurence Dunn）（海斯特耶魯集團首席工程師） 

簡述： 

    無線充電是利用近場感應，也就是電感耦合的原理，將電能量由一次側

傳輸到二次側的電能傳輸裝置。由於電磁感應使一根導線中的電流變化引起

電動勢通過另一根導線的一端，這樣配置是危互感耦合，或稱磁耦合，電感

耦合可以由互感來度量。無線充電因無通電接點之設計，可避免觸電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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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較高之安全性，同時也降低電力傳送元件於使用時之損耗、避免受環境影

響而老化與氧化，進而提高設備之耐用性。 

 

圖 1-1 電動車的困境及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圖 1-1 電動車的困境及無線充電解決方案，主要的困境在於電池限制，

在中型和重型運輸中成為全面採用電動汽車（EV）市場的最大障礙，包括

有限的範圍造成的里程焦慮、電池的安全顧慮、電池價格昂貴且重量沉重等

因素。 

 

圖 1-2 頭頂式/埋入式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圖 1-2 為頭頂式及埋入式無線充電解決方案，透過無線充電技術的發展，

建立頭頂式或隱藏在地下、看不見的充電基礎設施，再搭配停車場建立相關

基礎設施，達成行車及停車的過程中均能做能源補充，可解決現階段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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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池車輛的里程焦慮問題。 

 

圖 1-3 免持式自動化無線充電系統整合 

    其次，透過無線充電系統的自動化充電設計，如圖 1-3 免持式自動化無

線充電系統整所示，除了免去手持充電設備的麻煩，更可避免人為操作不當

造成的危險，避免觸電危險，提高安全性。 

 

圖 1-4 感應式/無通電接點設計之無線充電特點 

    圖 1-4 則展示無線充電為感應式，無通電接點設計之特點，可降低電力

傳送元件於使用時之損耗、避免受環境影響而老化與氧化，進而提高設備之

耐用性，並降低營運成本。無線充電的最大優點在於其便利性，用電裝置無

須以電線連接，僅需放置於無線充電器上或附近，即可啟動充電。於技術上，

甚至可支援 1 對多的無線充電模式，可省去多餘之充電器，減少電線纏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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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另外，可再搭配電動車廠，減少車輛上電池的攜帶，可減輕車重、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使用者的使用成本。 

 

圖 1-5 重型電動汽車採用無線充電待克服的問題 

    然而，重型電動汽車採用無線充電也有待克服的問題，如圖 1-5 所示，

包括高昂的前期建置成本、技術研發成本、使用彈性及系統間互操作性、電

費及電網問題、缺乏收費的基礎設施標準化、缺乏靈活性和運營經驗等。 

 

圖 1-6 無線充電應用於運輸系統 

    本次演講也介紹了先進感應充電技術的商業可行性，圖 1-6 為無線充電

應用於運輸系統、圖 1-7 為洛杉磯港口之無線充電設施。另外，也舉例說明

基於標準的系統，該系統可在運輸，港口，工業，越野和其他重型車輛上互

操作。通過嵌入在巷道和車載接收單元中的加固墊進行的創新將與現有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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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線充電選件和插入選件形成對比。最後，也對涵蓋有關高功率部署以及

與未來自動駕駛汽車協同作用做進一步討論。 

 

圖 1-7 洛杉磯港口之無線充電設施 

    總結來說，無線充電為未來電池充電技術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隨著技

術的成熟與進步，應用的領域與場景，將愈來愈成熟普遍。中油公司為國營

企業，適合執行國家級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如於高速公路建設無線充電

設施。因此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應該密切注意全球無線充電領域的發展趨

勢與方向，視需求提供服務，一方面為國家能源轉型盡一份心力，另一方面

也隨全球能源趨勢做轉型，搶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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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用 48V 在推動電動交通中的角色作用 

講題： 

48V's Role in Advancing eMobility 

(採用 48V 在推動電動交通中的角色作用) 

講者： 

Matti Vint 博士（Vint 諮詢公司工程顧問） 

 

簡述： 

    從一百多年前，汽油引擎發明以來，燃油引擎的架構幾乎不變，但在諸

多科技加持下，汽車的舒適性、熱效率與馬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為了應付

日益增加的配備，車用電器系統的規格在這期間倒是產生了幾次重要變革，

從 20 世紀初到 1950～1960 年代的汽車結構簡單，並沒有太多電子配備，因

此當時的 6V 或 8V 的車載電力系統，已供給無虞。1970 年代後期，音響、

ABS 系統、定速裝置，乃至於之後精密的燃油噴射控制電腦等，開始大量出

現，迫使汽車工業不得不提升車用標準電壓至 12V，才足以供應日漸增加的

耗電量。90 年代，當時美國車輛工程師學會（SAE,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為使汽車排放更加環保，同時應付大量增加的安全與舒適性配備，

因此決議將車用電系從早已廣泛應用的 12V 提高至 42V，這對全球汽車產業

無疑是一大衝擊，幾乎所有的車用電器都必須修改規格，也正因影響層面實

在太廣，所以 42V 規格最後以失敗收場。最近幾年，環保議題再度受到重

視，為使汽車排放更加環保，同時應付大量增加的安全與舒適性配備，Audi、

BMW、Mercedes-Benz、Porsche及Volkswagen等五家車廠，決定聯手制定LV148

標準，該標準採取 12V 及 48V 並存的折衷設計，如此一來不但能降低對汽

車零配件生產商產生的衝擊，同時又能夠提高引擎輸出效率及兼顧舒適與環

保，也讓 48V 正式成為近幾年各大車廠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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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油電混合式電動車輛動力系統 

    目前輕型車輛市場的推進系統電氣化正在發展和加速。圖 2-1 油電混合

式電動車輛動力系統，48V 動力總成電氣化正在進一步多樣化，以消除發動

機和變速箱，並全電動化以支持“低成本”電動汽車應用。48V 可應用於混

和動力車輛上，包括 P0: 馬達通過皮帶連接到 ICE；P1: 馬達在曲軸側與 ICE

相連；P2: 馬達與 ICE 分離，可有 EV 模式，換檔會導致再生期間扭矩中斷；

P3: 馬達與 ICE 分離，有 EV 模式，換檔不會導致再生期間扭矩中斷；P4: 馬

達與 ICE 分離，可有 EV 模式，包括 eAWD。其潛在架構包括：後軸上的單

個馬達（主方向）、前後軸上的馬達（2 倍性能）、輪轂（收益增加但成本更

高）。 

 

圖 2-2 因應電動車輛興起-都會運輸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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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四個電動車輛的發展趨勢 

    圖 2-2 為因應電動車輛興起之都會運輸趨勢，回顧市場趨勢，包括都會

人口大眾運輸的需求、網路購物興起之貨物快遞需求(包含無人機等新興技

術之興起)、環保意識抬頭之降低汙染排放需求等。圖 2-3 為四個電動車輛的

發展趨勢，將重點介紹新型車輛的生產與製造趨勢，以及新興之電動汽車平

台的多樣化及其主要推動力，尤其是特別強調最後一英里的運輸工具，將以

支持 B2C 市場的增長。再者，電氣化將在許多新平台中發揮重要作用，並

且在改造現有 B2B 和 B2C 平台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本場講者

也重點介紹採用 48v 的利弊，並說明 48V 電池應用於心型車輛上的一些局限

性和好處。 

 

圖 2-4 應用 48V 電池於取代高壓電池之優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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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應用 48V 電池於取代高壓電池之優劣(二) 

    至於 48V BEV 可以替代高壓 BEV 嗎？圖 2-4 及圖 2-5 介紹應用 48V 電

池於取代高壓電池之優劣，講者認為如果它可以滿足必要的性能要求(在低

成本下，滿足安全、性能、包裝、可靠性要求)，則可能適用於低功率、低

速應用。另外，講者探討的內容也包括更高層次的大視角觀點，同時還涉及

驅動週期、電壓、電流、功率、扭矩和車輛加速要求等技術細節。總而言之，

儘管 48V 沒有高壓的性能，但動力總成系統成本降低 20％，可以幫助電氣

化過程中，在對成本敏感的新市場和電動汽車應用中增加需求，促使採用速

度加快。另外，48v 本質上是安全電壓，不須高壓保護，不需要特殊的電纜

或連接器。因此，48v 可以滿足某些低速 BEV 應用的性能目標，並可以幫助

使某些低速電動汽車平台更加經濟實惠。 

    在歐洲五大汽車公司的推行下，48V 電池平台已經成為未來汽車的主流

發展，其中又以鋰電池為 48V 電池的主流。公司研發電池材料，應密切注

意此一發展趨勢，以因應未來應用於 48V 電池之電池材料可能所需的特殊

需求，如電池匹配，高、低電壓轉換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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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建立集裝箱式電池儲能系統 

講題： 

How to Build a Containerized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如何建立集裝箱式電池儲能系統) 

講者： 

Michael Worry（Nuvation Energy 首席執行官） 

Scott Lammers（Nuvation Energy 工程經理） 

簡述： 

    本演講由 Nuvation Energy 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技術官 Michael Worry 和

Nuvation Energy 的工程經理 Scott Lammers 提供。該演講深入淺出地說明集裝

箱式電池儲能系統內部發生的情況，解釋集裝箱式 BESS 的工程設計。圖 3-1

說明一個能源儲存工程涵蓋層面，包含：容器設計、堆疊設計、系統組裝、

電源管理、定制站點控制器開發、信硬件和軟件熱管理、數據記錄和分析解

決方案等工程。 

 

圖 3-1 能源儲存工程涵蓋層面 

    演講內容涵蓋「電池選擇」，「電池堆設計」，「集裝箱電氣化」，「電氣噪

聲管理」，「環境控制」，「電池管理系統」，「電源轉換系統」和「能源控制器」。

另外，亦針對「電池能量存儲系統的體系結構」、「目標應用程序對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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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BESS 組件及其工作方式」、「設計權衡對 ESS 可靠性和靈活性的

長期影響」等面向作全方面的說明。 

 

圖 3-2 能源儲存系統之電池選擇(一) 

 

圖 3-3 能源儲存系統之電池選擇(二) 

    「電池選擇」上，須注意電池的類型及其關鍵屬性，包括：電池電壓、

電池模塊電壓、儲能能力、充電/放電率、週期壽命、熱失控、成本/千瓦時

等。電池的監控上，也需注意每個電池的電壓、已連接到電池模塊中之電池

單元、電池模塊級別溫度監控。電池容量方面，要了解實際的系統容量、需

要對系統進行建模以滿足預期的循環壽命、給定 PCS 電壓限制等。另外，

效率損失(每個週期產生的熱量)、電池老化(和/或環境降低)的速率也比需考

慮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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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及圖 3-5 分別為電池管理系統之系統架構及電池管理系統之必要

功能，電池管理系統的主要作用為監控電池、聚合電池堆、將電池堆連接到

DC 總線等。其基本要素包含電壓、溫度、電流，對電池安全、電池控制、

電池狀態、電池與系統溝通，做全面系統化的管控。電池管理系統也提供客

戶自行定義參數，用戶可以在安全參數範圍內調整值。例如，通過減少放電

或充電水平來延長電池壽命。 

 

圖 3-4 電池管理系統之系統架構 

 

圖 3-5 電池管理系統之必要功能 

    電氣設計方面，根據電氣規範，如電力傳輸電纜尺寸、組合箱設計、電

氣元件選擇等進行設計，並考慮到最大系統，如電壓/電流（EOL）。另外，

電氣負荷計算，如 BMS、火災報警面板、內部/外部照明系統、開關櫃、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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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容器控制器（PLC）、緊急出口燈、插座等，也會引響電氣配電盤

面板設計。容器(container)的物理佈局則須注意可製造性、可維修性，並符

合相關認證及標準；設計上需考量機械佈局/設計、CSC 合規、抗震等級、

電纜圖、匯流箱、防火設計、HVAC 容量計算及管道佈置、專業審核等。 

 

圖 3-6 能源儲存系統電氣設計原則 

 

圖 3-7 電池管理系統之配電盤設計 

    火災危險及滅火系統是建構系統安全重要的一環，圖 3-8 為從事能源安

全工作的相關組織，相關組織包括 NFPA（國家防火協會）、IFC（國際消防

法規）（已在 42 個州，哥倫比亞特區，紐約市，關島和波多黎各州使用或採

用）、ASHRAE（美國加熱，製冷和空調工程師協會）等。圖 3-9 顯示火警與

消防管理系統之演進，滅火系統由過去每個 ESS 隨附的滅火器，到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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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200 滅火系統、全自動煙霧探測系統，甚至未來的 FM200 滅火系統、氫

氣檢測系統、水淋系統、可視化獨立的溫度監控系統、安全進入消防溫度圖

等。 

 

圖 3-8 能源安全工作的相關組織 

 

圖 3-9 火警與消防管理系統之演進 

    總結如何設計和構建基本知識，包括根據應用需求設計、考慮暗啟動、

應用可能無法使用大部分電池容量(因此請相應調整大小)、BMS注意事項(安

全性，堆棧控制，系統級別要求，通信，可配置性)、調查所需的能源管理

控制、ESS 項目計劃必須包括建設和交付物流、設計決策會影響材料，組件

和服務的成本、設計符合安全和電氣標準。 

    本公司配合綠色能源的發展，分別由煉製研究所與綠能研究所在嘉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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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建立新式綠能加油站，且皆搭配多元化、新型的能源生產與供應方式，

並設有能源儲存系統，集結產能、儲能、用能等功能，可進行能源的多元配

置與產消調節，為台灣發展綠色能源的重要里程碑。透過參加本次研討會，

對於相關集裝箱式電池儲能系統的知識及原則，有進一步的認識。未來將密

切注意相關發展趨勢，將來如有需求時，也有助於發展相關儲能系統的測試

技術，進行相關技術服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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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效控制健康和衰老，而不是平衡和監視電池的退化和死亡 

講題： 

Effective Control of Health & Aging, instead of Balancing & Monitoring the 

Degradation & Death of your Battery 

(有效控制健康和衰老，而不是平衡和監視電池的退化和死亡) 

講者： 

Hans Harjung（e-moove 首席執行官） 

簡述： 

    隨這近年來電池材料與電池技術不斷的發展，移動式產品紛紛採用高性

能的電池，作為電力儲存與電能供應來源，各式產品發展日新月異。在加上

近年環保意識抬頭下，利用電池來當作車輛能量來源，成為電池應用的未來

趨勢。電池來當作電動車輛能量使用時常需要較高之電壓，所以必須要將電

池串接使用，由於各電池之內阻與化學特性之差異及老化衰減的程度不同，

所以在串聯充電時就會有部分電池具有較低的容量或較高之內阻，電池數量

一多，電池間差異性所造成的影響就愈加顯著，而電池組的使用效率則愈差，

也使電池組的使用壽命隨之降低。電池組使用過程中，隨著電池芯本質的差

異，容易造成過度充電或過度放電，因此必須搭配電池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來進行改善。 

    電池管理系統(BMS)是電動車輛必不可少的核心系統，負責對蓄電池組

進行安全監控和有效管理，提高蓄電池的使用效率和可靠性，延長電池的使

用壽命。當串聯電池組在反覆的充放電後將會導致電池芯間有壓差、容量不

均的現象，目前一般常見的解決方案為透過平衡控制電路(Balance control 

circuit)來輔助高壓時的串聯應用，進而減少電池不一致性的現象，避免電池

發生損傷。因此新型的電池管理系統(BMS) 成為發展電動車之關鍵技術，

發展高效能的平衡控制機制，監控與管理整車電池模組並且提供預警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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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圖 4-1 被動平衡與主動平衡之電池管理系統 

    數十年來，平衡一直是電池管理（BMS）領域的最新技術。圖 4-1 顯示

被動平衡與主動平衡之電池管理系統，被動平衡監控的是電池的電壓及充電

截止電壓，相對便宜、簡單且成本較低，但對電池平衡的效果沒有主動平衡

好。主動平衡是監控電池的整個電壓曲線及電池充電狀態(SOC)，對電池的

掌控較被動式平衡全面，對電池平衡的效果較佳，但因其對電池管理系統的

要求較高，監控的範圍也較廣，故成本也比較高。不論被動平衡型式或主動

平衡型式，皆為目前電池管理的主流技術。 

 

圖 4-2 電池管理系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趨勢 



  
 - 21 - 

 
  

 

圖 4-3 新型高效率電池管理系統技術 

    另外，目前也有較新的系統可以即時監視電池的健康狀況（SoH），實

際上，這意味著要監視電池的退化和壽命，講者認為，除了監事是不夠的，

應該要進一步試圖了解知道每個電池芯的核心。圖 4-2 及圖 4-3 展示電池管

理系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趨勢及新型高效率電池管理系統技術，新型的概

念指出，透過控制每個電池芯的健康和衰老（SoH）參數，減少對電池芯弱

化、退化或受損的壓力，這將使老化現象均勻化，可使電池芯達到最大壽命、

最佳表現、最高的安全性，該電池芯退役後，二次應用的表現與性能也能最

佳化。 

 

圖 4-4 引響電池老化的相關壓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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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需考慮對電池老化的相關影響因子，包括熱力學應力(充電溫

度、放電溫度、儲藏溫度)、化學應力(充電截止電壓、充電電流/放電電流、

充電狀態/放電深度、存儲條件/ SoC)、機械應力(外部壓力、壓力、振動、控

制內阻)等。圖4-4顯示影響電池老化的相關壓力來源，分析相關壓力來源後，

採取相對應的具體措施，具體的措施包括鑑定電池芯參數(識別週期、-驗證

週期)、複雜的電池使用控制算法(對電池芯較弱或弱化的較小壓力、對降解

電池芯提供更多保護、貢獻最高的功效和性能)有效的能量傳遞/硬件設計(傳

遞效率、整體效能)。 

 

圖 4-5 高效率電池控制系統之特色 

 

圖 4-6 高效率電池控制帶來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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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及圖 4-6 展示高效率電池控制系統之特色及高效率電池控制帶來

的優點。講者概述當今的最新技術，然後深入了解這種具有顛覆性的有效電

池控制新技術。相比之下，有效的電池控制（ebc）不僅根據其各自的健康

狀況（SoH）和老化參數來監視而且控制所有電池，利用電池控制的方式，

可以延長電池組的使用壽命，優化其性能並提高其安全性。此外，電池組在

其首次使用壽命結束時將具有與容量，健康狀況和老化狀態完全匹配的電池。

之後，即使不破壞原電池組，也可以將其插入第二次使用的應用程序。破壞

性的硬件架構以最低的成本，體積和重量實現了系統的最高效率（99％）。 

    電池的二次使用與再利用，對於發展電能儲存與綠色再生能源有極大的

幫助，也可去化大量使用後的廢鋰電池，是綠能產業發展重要的技術之一。

考量公司的未來走向與投資方向，建議可密切注意高效率電池控制技術的發

展，相關技術的發展情況與技術成熟度，將影響電池組二次使用於能源儲存

系統的維護及建置成本，也是公司在評估是否投資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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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電動汽車和電池組市場中生存的五種方法-即將走向產能過剩

和價格侵蝕 

講題： 

5 Ways to Survive in an EV Cell & Pack Market Headed Towards Overcapacity & 

Price Erosion 

(在電動汽車和電池組市場中生存的五種方法-即將走向產能過剩和價格侵

蝕) 

講者： 

Vikas Choudhary（戰略營銷，電池測試產品，ADI） 

 

簡述： 

    汽車製造商花了六年多的時間才售出首批 300 萬輛乘用車。賣掉下一個

300 萬，大約需要兩年時間。為了獲得市場份額和規模經濟，電池組生產商

正在增加大量的生產能力。但是，這將導致約 40％的產能過剩經濟，電池

和電池組製造商將遭受嚴重的價格侵蝕。為了在這樣的市場中生存，製造商

需要提高運營效率，並開始採用未來高度自動化和數據驅動的智能工廠車間

的概念。提高效率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通過智能儀器，因此可以實現高度自動

化，從而實現智能化的工廠車間。在本演講中，講者說明應對這一挑戰的五

種關鍵方法。 

1. 平台測試儀：未來的工廠車間將必須處理不同的材料，化學，格式和電

池容量。此外，電池在電池芯精加工期間將必須經歷各個階段，這需要

不同的測試方法和方案。對於製造車間而言，要購買用於製造的不同方

面的不同儀器是昂貴的，並且在物流上具有挑戰性。因此，製造商必須

開始將平台測試儀的概念強加給他們的儀器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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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智能感應器發展 

 

圖 5-2 製造階段的智能診斷 

2. 診斷：在製造的各個階段進行智能診斷可以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以決定

每天要製造的數十億個電池的測試，分級和分類。關鍵方面是，工廠車

間應尋求何種智能水平，以及如何將需求推向儀器供應商和其他生態系

統。 

3. 足跡：有些製造階段需要更多的儀器，因此需要更多的空間。例如，目

前，工廠和測試設備消耗了工廠空間的 1/3，因此，這是進一步擴大產能

的一個緊要因素。電池製造商應該為此類製造階段尋求緊湊，較小的儀

器底座。該演講概述通過與半導體供應商合作節省空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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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設備足跡與資料收集 

 

圖 5-4 產品追蹤與顧客信任 

4. 能源效率：為了進一步實現節省碳足蹟的首要目標，這正是電動汽車及

其製造的原因正處於增長的風口浪尖，必須建立綠色的工廠車間。該演

講概述如何實現各個製造階段的效率。 

5. 數據記錄和數據壓縮：智能製造車間的核心是需要在各個階段記錄，挖

掘和操作的數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項工作充滿挑戰，大多數電

池製造商都在努力應對這些挑戰。該演講簡要概述這樣的挑戰，圍繞解

決問題的生態系統，並最終能夠開發一個框架來開發未來工廠車間的數

據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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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大數據資料與數據應用 

    動力電池模組及電動車市場面臨全球競爭，在相關領域之公司紛紛投入

下，產業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想要在高度競爭下脫穎而出，除提升自身技

術及創新能力外，利用高度自動化的生產方式，透過上下游整合降低生產成

本、利用大數據分析的智能工廠等方式，方能增加競爭力，提升企業獲利能

力。中油公司目前為國內油品供應的龍頭，但仍建議應依循趨勢，提升技術

與創新，採用智慧工廠、大數據分析等技術，與時俱進，除了維持公司競爭

力，提高公司獲利能力外，藉由不斷研發創新，成為國內相關產業發展的領

頭羊，盡一份社會責任。 

 

  



  
 - 28 - 

 
  

四、 具體成效 

(一) 了解國際電池大廠及電動車輛零組件供應商之最新設備及趨勢 

利用本次參加「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的機會，藉由聆聽

設備供應商的成果發表，了解最新設備的發展走向及未來趨勢，做為日後

設備採購及建置的參考。 

(二) 透過研討會著重的主題了解國際研究發展的趨勢 

利用本次參加「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的機會，根據

各國團隊的研究趨勢分析，瞭解動力電池、電動車輛及能源補充設備之最

新發展成果及趨勢，做為未來研發策略、產品研發及技術引進的依據及參

考。 

(三) 未來研究發展及規劃之參考依據 

收集之研討會成果發表資料，亦可作為未來公司電池、電池系統及能源補

充系統之相關研究及檢測之參考，讓本公司研究所之研發工作與國際趨勢

接軌。 

(四) 與國際知名專家互相交流 

與會來賓多為國際知名學者專家，透過研討會進行交流互動，學習專家的

研究精神與實驗態度，內化提升內在研究能量，提升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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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及建議 

    本次有幸奉派參加「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及「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除藉由聆聽設備供應商的成果發表，了解國

際電池大廠及電動車輛零組件供應商之最新設備及趨勢，也透過研討會著重的主

題了解國際研究發展的趨勢，根據各國團隊的研究趨勢分析，瞭解動力電池、電

動車輛及能源補充設備之最新發展成果及趨勢，做為未來研發策略、產品研發及

技術引進的依據及參考。另外，收集之研討會成果發表資料，亦可作為未來公司

電池、電池系統及能源補充系統之相關研究及檢測之參考，讓本公司研究所之研

發工作與國際趨勢接軌。現場與會來賓多為國際知名學者專家，透過研討會進行

交流互動，學習專家的研究精神與實驗態度，內化提升內在研究能量，提升國際

視野。 

    本次行程圓滿順利，利用參加本次「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expo」

及「electric & hybrid vehicle technology conference」的機會，對於「電池相關材料」、

「電能補充設施」、「電池系統驗證」、「電動車輛發展現況」、「國際電池及電動車

輛研發方向」方面，皆有進一步的了解。透過參加本次國際研究討論會議，對於

電動汽車電池的挑戰與展望、快充及無線充電能源補充技術、電池與系統的開發、

關鍵設計驗證和生產驗證要求等層面，皆能有所提升。對於未來從事本公司電池

性能測試及相關性能檢測試驗工作，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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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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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展廠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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