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對於才剛走出全球召回事件陰影的全球第1大車廠TOYOTA來說，震驚全球的東

日本331地震肯定是再一次的重度傷害，因為受到地震、海嘯與核災三重打擊的

重災區東北，是TOYOTA集團的全球第三大生產聚落。事實上，東北也是其他汽

車日廠的重要據點，本田、日產、Ahresty以及鈴木都有深入佈點。即使廠房與

產品倖免於第一時間的傷害，不斷發生的餘震以及交通中斷造成工廠無法復工，

讓驚天動地的大地震，演變成對全球汽車產業的慢性傷害。

■作者　朱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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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是台灣的第二大出口

國，重要貿易夥伴天搖

地動，很難完全置身事外。不

過，對台灣而言，衝擊不會立

即而至。因為這要等到日本整

車出口真的倒退之後，才會牽

連到汽車產業細如蛛網的產業

鏈中，台灣所最擅長的零組件

部分，尤其－相對發展成熟的

ICT產業積極切入的汽車電子。

 汽車電子出頭天

 車用電子在台灣發展已

有一段時間，在起步期時，

「Car」就被賦予相當大的期

望，要成為繼3C之後，電子

產業的第四個黃金C字招牌。

這樣的期待其來有自。車

用電子涵括範圍非常廣泛，大

致上可分作六大領域。分別是

底盤/懸吊系統、車身系統、引

擎/動力系統、電力電子系統、

保全、安全、以及駕駛資訊系

統。簡單來說，就是在車體構

造當中使用到的電子裝置，都

可納於車用電子麾下。在2009

年，平均一輛中階價位的汽

車會用到30~50個電子控制單

元，高階車款則更多，80個以

上；而且隨著時光推進，這個

數字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政策是讓汽車電子穩定成

長的定心丸，這樣的例子不勝

枚舉。自2007年下半年起，

美國所有出廠汽車都必需裝載

胎壓偵測系統，中國政府為

了世博和奧運，立法規定計

程車必須安裝導航機。接下

來，2020年之前美國的汽車

油耗標準必須較現行標準提高

40%，歐盟對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新標準也將在2012年啟

動。在台灣，所有商標汽車

也必須裝載行車紀錄器。政

策白紙黑字向下頒布，無論

是本地製造或是外國進口，

想在我國道路上奔馳，就必

須遵守規定納入汽車電子。

自金融風暴以來，浴火重

生的汽車產業裡頭，半導體

電子元件正以驚人的速度，

取代傳統機械構件的核心地

位。根據統計，2009年汽車

電子的市場規模是1327億美

元，但到了2013年，竟將成

長為1737億美元，年複合成

長率為8.27％。大膽地說，未

來汽車工藝的主角，已經要

換人擔綱了。

 汽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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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汽車業不是電子業

 對於車廠來說，投入更

多資源讓汽車擁有更多功

能，則成為提升品牌附加價

值的策略手段。對於電子業

者來說，在無論是電腦或是

消費性電子產業，在追新製

程與降低成本的兩面競逐態

勢下，汽車產業的高度穩定

性，顯得就更誘人了。

不過，汽車電子雖然是台

灣廠商熟悉的電子產品，但其

實兩者性質卻有很大的不同。

電子產業產品降價速度快、為

了保住利潤，產品生命週期相

對也較短，坊間常有「賣泡麵

比賣筆電賺錢」的笑談。而汽

車產業終端展品攸關人身安

全，產業特性保守，產品生命

週期很長。

以零組件來說，從設計到

製造花上四、五年不為過，產

品生命週期可能到達四至六

年，當這款車型停產，也必須

針對市面上已售出的客戶準備

十年的維修零件庫存。也就是

說，想要打入汽車供應鏈，必

須要有二十年的供貨保證，對

於環境瞬息萬變的電子業者來

說，這張長期飯票，其實並不

是那麼容易吃得下來。

 台灣，你的位置在哪裡？

 筆者過去曾就台灣汽車零

組件產業的未來，訪問曾擔任

經濟部長的工研院董事長林信

義。林信義對台灣汽車業了解

甚深，素有「台灣汽車業艾科

卡」的稱號。他直言，汽車電

子與台灣業者所習慣的電子業

差異大，國內廠商想要切入國

外汽車廠的汽車電子系統並不

簡單，最重要的是技術自主，

以及選擇對的商業模式。

如果了解汽車產業鏈的運

作模式，自然可以了解林信義

話中意涵。正因為汽車產業行

事保守，所以過去，各大車廠

慣於使用垂直整合策略，車用

半導體商出貨給上游三階的材

料、零件業者，三階供應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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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車用電子產品與技術分類（Source：經濟部技術處）

上游產業 中游產業 下游產業

車用半導體供應 車用電子系統廠 車廠

三階廠

二階廠

EMS廠

▲ 表二　汽車電子產業供應鏈（Source：ITRI）



階加工模組與EMS業者，中游

的一階系統廠則負責將這些個

別的模組與零件組合成系統，

再送至下游的車廠。這樣階階

相連的流程宛若細流匯集成

河、爾後百川納入大海，汽車

集團的供應鍊，可說是封閉而

堅不可催。

 成本壓力　原廠供應鏈鬆動

 不過，原物料價格上漲以

及全球化的趨勢，讓整車的利

潤不再。2008年金融海嘯，全

球大車廠如克萊斯勒甚至宣佈

破產重整。此外，擁有龐大需

求量的中國車廠虎視眈眈地積

極整併，不得不逼得汽車集團

改變態度，開始採取委外代工

與合資設廠方式，進行全球採

購，把部分成本壓力轉嫁給零

組件業者，當然，電子零件也

包括其中。

區域化、分散化的現象，

正是台灣業者切入的契機，在

林信義看來，台灣業者的優

勢，就是「靈活度高」。由於

台灣內需市場小，無論是汽車

業或電子業者，都已經在實務

中練就了一身「少量多樣」的

彈性技術。而且，正因為汽車

零組件一向主攻外銷，雖然國

內整車發展不如預期，無法助

零組件業者一臂之力，但也讓

零組件業者得以憑藉自己的力

量培養外銷競爭力。

全球汽車電子產業，絕大

部分的市場大餅被包羅在原

廠委託代工（OEM）之中。保

固期內（多為三年）的車款

維修，零組件全都得用原廠

指定，市場規模很大，以碰撞

零組件為例，76%的市場都掌

握在OEM手裡。不過，精於少

量多樣供貨的台灣廠商，主要

著力點則放在售後服務市場

（AM），透過與通路商和保險

公司的合作，台灣在美國AM市

場是最大的供應國，整體零組

件來說市佔率超過九成。

 從AM到OEM　台灣業者不缺席

 過去， A M產品由於價

格較低，常被認為是「次級

品」，1999年，美國甚至爆

發保戶控告保險公司STAT E 

FARM，使用非原廠、也就是

AM產品進行維修。當時AM市

場一片淒風苦雨，因為保險公

司們均不敢採用AM產品替保

戶進行維修，不過，纏訟六年

後，在2005年，STATE FARM

公司終於勝訴，間接證明了

AM與OEM產品品質相當，價

格差異僅是車廠的品牌定價策

略，這場保險公司與保戶之間

的官司，其實，也打通了AM

產品的任督二脈。

從AM市場起家，台灣廠

商目前正在積極打入供貨更穩

定的OEM市場。不過，目前能

夠如願者仍是少數。究其原

因，外商大廠與整車廠有長期

合作經驗，彼此信賴度高，是

首要原因，其次，汽車產業講

求模組供應，把零組件整合成

單一的系統件，以簡化最後的

組裝工程並降低成本，一台車

中至少35個系統兼容並蓄，透

過模組供應方式，也能降低電

磁干擾的問題。由於模組廠核

心仍在歐美與日本，一向供應

零組件為主的台灣廠商，在這

裡就吃了虧。

而且，即使國外廠商願意

協助業者進行認證，想到必須

撐過漫長的認證時間，也讓許

多意圖跨足汽車電子的廠商，

礙於自身的規模不夠大而縮足

不前。舉例來說，生產車用連

接器端子產品的胡連精密，就

花了十年的時間取得Delphi的

國際認證。這個漫長的難關一

但跨過，路就會好走許多，透

過Delphi的關係，胡連與中國

前20大車廠都有合作；另一

家提到台灣汽車電子就一定會

提到的廠商朋程也是一例，從

繁瑣的規範認證中殺出，朋程

已經打入Tie r1供應鏈，在車

用整流二極體的市佔率與日本

Sanken、德國Bosch不相上下。

  

台灣廠商汽車電子不缺席
類型 名稱 產品（年度/營收比重） 客戶與現況

車用晶片

台積電 0.25微米嵌入式快閃記憶體製程

聯發科 DVD晶片

凌陽 DVD晶片

普誠 VFD驅動IC

盛群 車用MCU

世紀 車用網路控制器 裕隆持股，已應用在納智捷

華新科 被動元件（積層陶瓷晶片電容67.11%為最大宗產品）

九豪 被動元件(氧化鋁陶瓷基板19.85%) Dephi、Sansata

車用模組

公信電子 汽車電腦 聯電轉投資

系統電子 車用視聽產品(2009／5.86%)

憶聲電子 車用液晶螢幕
‧ 聯電轉投資

‧ 全球最大車用液晶電視供應商

建興電子 車用DVD光碟機(2007／18%) 合併飛利浦車用光碟機部門

同致
倒車雷達

倒車影像系統裝置
中國倒車雷達市場領導者

怡利 免持聽筒、車用保全系統、車用導航系統(2011／82.98%)

環天科 GPS模組

長天科技 車用導航系統

車王

通用車用維修工具

引擎傳動系統

汽車安全系統

‧ 為中國國家汽車安全標準的起草成員

‧ KAWASAKI、哈雷機車

‧ 中國奇瑞汽車供應鏈

‧ 美國零售商Sears供應鏈

永彰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汽車夜間視覺輔助系統

‧ 裕隆(納智捷)

‧ 中國車廠風神、東南汽車

為升
‧ 方向燈開關、啟動開關、感應器、窗戶開關。

‧ 胎壓偵測器

‧ 美國大型通路商

‧ 鄭州日產汽車

元山 散熱風扇(電子傳熱部門2009／40.02%) BENZ、Audi

胡連 汽車端子(2009／67.61%)

‧ Delphi

‧ －裕隆、東風日產認證，中國前20大

車廠都是其客戶。

鴻海 系統組裝，連接器與機殼自有。

環隆
系統組裝（2009年LED照明、發電機調節器兩項產品占汽

車電子營收五成）

神達 系統組裝

朋程
發電機之車用整流二極體

發電機之穩壓調節器

Valeo、Delphi、Visteo等一階大廠，整

流二極體市佔率全球前三名。

帝寶 汽車車燈 (2011／98.65%）

大億 汽車車燈 (2011／65.77%)

堤維西 汽車車燈 GENERA、LAND FORCE、光陽

驗證與

量測
宜特 汽車電子驗證

致茂 汽車電子量測 Tesla

Source：媒體資料、各廠商財報，朱致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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