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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近年來技術的進步與全球對於低碳排車輛的
需求提升，跟多國政府的支持，電動車市場快速成
長，帶來龐大商機，使電動車產業迅速成為重要的
新興產業之一。既有企業如何改變自身科技技術以
及與他人合作來穩固現有地位又能跨入新產業，值
得探討。本研究以「電動車產業」為主軸，探討臺
灣企業進入電動車產業的技術準備狀態，從企業的
技術發展脈絡、依賴性等角度切入，分析潛在進入
電動車產業的臺灣企業所擁有的技術，並以專利作
為衡量指標。研究之結果，有助於潛在進入者分析
目前的技術狀況與進入電動車產業的技術切入點，
讓臺灣想進入的企業，能夠有專利創新的方向，同
時也可預先避開對手已經占領的技術區塊。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因為暖化造成的各類氣候異常，使全球
越加注重有關於「淨零排放」的議題，交通運輸產
生的溫室氣體約占總排放量的 23%，是造成溫室效
應的一個主要原因 (綠色和平 Greenpeace, 2022)，
而電動車有助於減少交通運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王振益, 2020)。自 2020 年開始，多國提出要全面
改為電動車的政策，使各國的汽車產業轉型硬性加
速 (台大風險中心, 2022)。從特斯拉在 2005 年到
臺灣尋找共同開發的企業 (周原, 2013)，直到臺灣
陸續有企業投入特斯拉生產製造的生態圈 (呂國
禎, 2020)，引發我們想了解影響企業是否進入尚在
發展初期的產業的因素。 

本研究從專利角度探討臺灣現有電動車企業
在進入此領域前的技術與產業相關性、現有與潛在
市場的競爭力，並加入營運狀況的變數，幫助臺灣
舊有企業或新創公司了解自己是否適合進入電動
車產業。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主軸為探討科技能力與專利技術網絡
對於企業進入電動車產業之影響，二者皆是以專利
資料分析，資料來源為 WIPS 專利資料庫中已公開
之資料。檢索時間範圍自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3 年。我們蒐集期間內記載
於資料庫中所有專利，並使用 Python 過濾資料。
企業創立年份的資料來源為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本研究採用 TEJ Company CB 以及 TEJ IFRS 
Finance 國際會計準則等資料庫來進行資料蒐集，
部分未上市櫃的公司可能在資料庫中缺少資料，我
們將利用公司網站查找。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R作為分析工具，而本研究模型中
的變異膨脹因子皆小於 10，因此模型中不存在共
線性問題。負二項分配比卜瓦松分配更能處理資料
過度分散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採用負二項迴歸分析
與固定效應，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四項假說。 

1. 科技來源代表企業專利資料向後引用的數量，
也就是引用他人專利文獻的數量，數量越高，
表示該專利參考更多新知識與想法。 

2. 科技影響力代表企業專利資料被引用的數量，
通常科技影響力數量越高，代表企業申請的專
利為較新、較重要之資訊，因此也顯現出了企
業在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佔有重要地位。 

3. 合作研發對於企業進入準備度（IPC）並無顯
著影響，表示企業擁有的共同專利數量或合作
夥伴多寡，對企業是否有進入新產業意願無太
大影響。 

4. 企業現有專利與電動車重要零件專利的距離，
顯示出該產業領域與電動車領域的相近度，領
域之間的距離會影響企業進入的意願，距離越
相近企業跨入新產業的準備度也會越高。 

五、結論 

本研究優先從網絡與原有技術遠近二方面深
入探討影響企業在科技方面投入新興產業的狀況，
進而對於企業進入新興產業的準備與佈局相關研
究做出貢獻。我們發現企業與外部研究組織進行合
作研發，可以獲得生存資源，對企業本身的幫助是
大大提升，利用網絡來連結企業，也能夠幫助企業
提高彼此的科技能力。而分析結果可以協助還在猶
豫的企業，評估在準備度的部份上是否完整，技術
能力是否還需加強，進入前還需做什麼樣的配置。 

本研究發現，目前的資料庫中無法追蹤部分企
業是否製造電動車相關產品，往後若能運用問卷
分析或實際訪談等更多元的方式，了解他們對於
進入電動車產業的意願和在相關領域的發展，能
使研究更準確且完整。了解臺灣電動車產業之
後，還能夠去了解更多具有影響力的電動車產
業，例如:美國、中國等，能深入了解不同國家之
間電動車產業的差異。藉此研究，讓企業悉知進
入電動車產業可以如何準備，評估自身能力，透
過各企業的合作及配合，不斷地精進科技能力，
讓產業能夠擴大，因應政策及環境保護意識，讓
企業有機會轉換跑道或開創新事業，使電動車產
業或是新興產業能夠在臺灣持續生存，壯大產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