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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推動低碳及環境永續發展，政府致力透過政策引導，以電動 車

取代燃油車，行政院通過「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113 年至

119 年)」，在 2030 年達到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之目標，以政策示範效

果提升電動車滲透率。為達成政策目標，未來數年國內電動大客車數

量勢必大量增加，為確保行車安全、車輛問題簡易處理及維修、聯繫

供應商等工作，也將衍生大量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需求，且由於

維修原理類似，未來國內電動小客車、電動機車逐漸普及時，也能順

利銜接其保養維修人力需求。 

中彰投分署為提前瞭解相關就業市場，進行本次調查，完成相關

議題資料蒐集、深度訪談、人力需求端與人力供給端量化調查與專家

學者座談會，做為未來分署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之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業務規劃參考。 

本研究採取「多元方法」（multi-method）進行調查，訪談整車業

者、客運業者、學校單位、政府機關人員、與本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

者，匯整量化調查數據結論與提出相關建議。 

1. 問卷與訪談題綱座談會 2 場：對象為整車業者、客運業者、學校

單位、政府機關人員、與本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每場至少 4

人。 

2. 深度訪談 23 份有效樣本：對象為整車業者 3 份、客運業者 9 份、

學校單位 9 份、縣市政府 2 份。 

3. 人力需求端問卷調查 22 份有效樣本：整車業者 6 份、客運業者

16 份(轄區內廠商 9 份，轄區外廠商 7 份)。 

4. 人力供給端問卷調查 317 份有效樣本：調查對象為汽車、大客

車或機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或是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

生。 

5. 專家學者座談會 2 場：對象為整車業者、學校單位、政府機關

人員與本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每場至少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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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論與建議如下： 

交通部推動 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將分為先導期

（2020-2022 年）、推廣期（2023-2026 年）及普及期（2027-2030 年）

等三階段推動，協助客運業者將燃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以期在 2030

年達到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的目標，朝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前進。推

動電動大客車政策發展方向明確，相關職業訓練須事先準備以因應未

來人力需求。 

配合政府計畫與提前因應維修保養人需求，後續未來 3 至 5 年職

業訓練建議方向，避免與其他政府機關（如公務總局）資源疊床架屋，

本次調查建議將以協助轄區整車業者或客運業者辦理內部訓練為優先，

例如產訓合作、補助企業辦理員工訓練企業、移地訓練等模式，從中建

立教材及師資。透過人才培育課程地圖，依學校端、職訓端與產業端課

程類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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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端-與學校單位或相關工會合作，辦理高中職相關科系種

子教師訓練，向下紮根技職教育  

1. 建議與學校單位或中彰投地區相關工會合作，辦理高中職相關

科系種子教師訓練，向下紮根技職教育。 

2. 辦理業師授課、學校老師師資培訓、高中職/大專/學相關科系

實習課程、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與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等相關課程。 

二、 職訓端-透過分署既有設備與師資，協助相關從業人員或畢業

學生學習維修保養相關職訓課程  

1. 建議分署規劃自辦在職訓練，透過分署既有設備及師資，於夜

間或假日為各行業之在職人員辦理各項專精進修或第二專長訓

練，增進在職技術員工專業技能與知識，以提高勞動生產力，

學員參訓期間僅須負擔部分訓練費用，餘由政府補助。 

2. 分署目前已有電動車相關職訓課程，可協助客運業者中高齡相

關從業人員或畢業學生學習電動車初階與進階課程 

三、 產業端-規劃企業內訓課程，協助企業人力升級與轉型  

1. 規劃企業內訓課程，提供客運業者、整車業者內部培訓職訓課

程、企業專班，採企業內訓、移地培訓方式進行，協助產業人

力升級。針對不同業者的個別需求設計客製化專業課程，達到

人才培訓、企業升級的目的。 

四、 規劃電動大客車人才媒合之相關建議  

1. 協助學校與企業進行合作進行就業媒合，提高就業成功率，企

業也會贊助學校，提供高價設備培訓未來公司人才；建議中彰

投分署未來除了開設電動大客車職訓課程外，也能協助整車業

者、客運業者與學校單位進行人才媒合。 

2. 人才媒合可辦理企業徵才說明會、企業實習、教育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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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招募策略、推動師徒制提高留任率與提供獎學金和獎勵

等措施。 

五、 協助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中高齡再就業與輔具應用  

1. 中高齡技師學習新技術和處理高壓電方面感到困難和擔憂，英

語能力和電腦操作能力缺乏是主要障礙；建議分署辦理保養維

修從業人員中高齡再就業相關職訓課程，鼓勵技師學習新技

術，以適應未來變化。 

2. 部分客運公司進行重型設備或電池更換時仍使用傳統人力搬

運，建議分署可針對需要輔具進行維修保養之客運業者，規劃

職務再設計與輔具應用。 

 

關鍵詞：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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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調查計畫說明 

第一節 調查背景與目的 

為推動低碳及環境永續發展，政府致力透過政策引導，以電動

車取代燃油車。行政院於 2017 年空氣汙染防制行動方案中，規劃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以政策示範效果提升電動車滲透率。

根據交通部統計，2022 年底全國 10,767 輛市區公車有 1,107 台為

電動大客車，滲透率 10.3%；中彰投地區合計 1,682 輛市區公車則

已有 241 台為電動車大客車，滲透率 14.3%。 

為達成上揭政策目標，客運業者將加速引進電動公車，未來數

年國內電動大客車數量勢必大量增加；為確保行車安全、車輛問題

簡易處理及維修、聯繫供應商等工作，也將衍生大量電動大客車保

養維修人力需求，須提前培養相關人力；且由於維修原理類似，未

來國內電動小客車、電動機車逐漸普及時，也能順利銜接其保養維

修人力需求。 

本案調查目的如下： 

1. 盤點分析我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相關產業鏈及分布概況，以

及四輪電動車發展現況。 

2. 人力需求端方面，瞭解未來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預估需求人數

及所需職能，相關人力補充方式，未來培訓規劃與建議。 

3. 人力供給端方面，瞭解有開設汽車/汽修相關科系之學校單位其

目前課程規劃方向、未來配合低碳及電動車政策時課程可能的

發展方向、希望政府協助的項目。 

4. 政府相關政策推動上，瞭解轄區縣市政府在配合推動市區公車

全面電動化的現況、預定期程、以及所遭遇的困難。 

5. 蒐集各項資訊後，輔以次級資料分析，收斂調查發現及後續建議，

做為未來分署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之就業服務、職業

訓練業務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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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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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本調查將著眼於電動大客車未來發展，雖現階段尚無明顯人力需

求，且企業端或學校端的人力供給也尚未成熟；然而交通部已推動

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將分為先導期（2020-2022 年）、

推廣期（2023-2026 年）及普及期（2027-2030 年）等三階段推動，

協助客運業者將燃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以期在 2030 年達到市區

公車全面電動化的目標，朝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前進。因此，推動

電動大客車政策發展方向明確，相關職業訓練須事先準備以因應未來

人力需求。 

第二章相關文獻將分別針對電動車產業發展現況、政府政策暨推

動計畫、我國電動大客車政策及現況(含中彰投轄區現況)、電動車輛

產業鏈與電動車保養維修人員培育進行探討。 

第一節 電動車產業發展現況 

根據勤業眾信《2021 汽車產業資訊與展望》資料顯示，從京都議

定書、巴黎協定、到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以歐洲國家為首的全球各

國對於環保的議題開始有了建設性的討論及系統性的衡量標準，從溫

室氣體排放、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及氣候政策等四大面

向，衡量追蹤各國在氣候變遷表現指數上的表現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同樣以歐洲國家為首的政府推動減碳排放

的政策目標，大型汽車原廠提高了電動車在其產品線的構成比，以達

到各國的碳排放年限及限制。車款選擇的增加、電池續航能力的精進、

價格的緩降（對比相同性能的燃油車仍偏高）、以及對消費者的利多

補助，使得全球電動車銷售量顯著增加。(勤業眾信，2021) 

在智能科技及 5G 網路時代演進下，隨著電動化興起的，是連結 

(Connected)、自駕  (Autonomous)、以及共享 (Shared) 的未來移動 

(Future of Mobility) 趨勢。相應而生的關鍵科技如電池、車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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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of Things) 相關光學模組、擴充實境技術、自駕邏輯演算科技

及軟體、以及其他相關電子零組件的研發，對比以引擎、變速箱等的

傳動機械零件為主的傳統燃油汽車產生了技術上的變革，影響供應鏈

組成。因為集結新的軟硬體的研發動能，資源、時間、以及成本對於

車廠產生了極大的考驗，策略結盟以及開放平台的新商業模式因應而

生，新的產業競爭者以及商業化及應用場景更衍生出各種想像以及商

機。(勤業眾信，2021) 

一、 全球產業現況及產值 

根據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2021 年報告，為落實推動環境

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理念，政府推動國內車輛產業電動化淵源已久，

「先導運行專案」推出於 2013 至 2016 年間，除推動電動車上路，還

包括市區公車、國道客運等電動大客車各車型，讓更多客運業者及民

眾對電動公車有進一步的認識，並透過運行平台測試不同車種及商業

服務模式，成為推動電動大客車發展的重要基石。(財團法人車輛研究

測試中心，2021) 

2012 年全球電動車整年銷售量僅 12 萬輛，但截至 2021 年為止，

光一周銷售數字就超過 2012 年整年，2021 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更是

創下歷史新高達到 660 萬輛。TrendForce 於 2022 年預估，2023 年新

能源車全球出貨量將達年產 1450 萬輛，正式突破月產百萬輛的里程

碑，這個高速成長趨勢還沒有停，直到 2025 年全球產出更將接近 2500

萬輛水準，更是近年少見高倍數成長產業。(雅虎財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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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全球新能源車銷售預估 

根據市調機構 Markets & Markets (2022)預估，全球電動巴士市場

規模將從 2022 年逾 11.2 萬輛，成長至 2027 年的 67.1 萬輛，年複合

成長率約 43.1%，以 1 台電動大客車售價少則 8、900 萬元，多則破

千萬元，商機破兆元。各國越來越關注促進公共交通解決方案的電氣

化和政府的支援正在推動市場的增長。(財訊，2022) 

隨著零排放巴士銷售量的增加，歐洲公共運輸中預計約 20 萬輛

巴士將持續地轉換為零排放巴士，根據歐洲替代燃料觀察網站

（European Alternative Fuels Observatory, EAFO）統計 2021 年歐洲零

排放巴士註冊量達 2,860 輛（如圖 1-2），成為全球僅次於中國大陸的

最大電動大客車銷售市場。截至 2022 年 8 月，歐洲零排放巴士保有

量達 10,005 輛，數量呈穩定成長趨勢（如圖 1-3）。預估到 2030 年零

排放巴士保有量達到 65,000 輛，相當於 1/3 的巴士為零排放巴士，且

每年新註冊的零排放巴士將佔所有新註冊巴士的 2/3。(財團法人車輛

研究測試中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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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017-2022 年歐洲新註冊零排放巴士數量 

 

 

 

 

 

 

 

 

圖 2-3 2017-2022 年歐洲零排放巴士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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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產業現況與產值 

1.電動車市場 

台灣電動車登記數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6 年電動車登記數（電

能、電能／汽油、電能／柴油、電能增程）僅有 737 輛，但 2020 年

電動車新登記數迅速攀升至 13,364 輛，五年內電動車登記數成長約

18 倍。然而，目前全台汽車登記總數超過 800 萬輛，電動車數量僅占

整體汽車登記數 0.16%，其中，2020 年純電能車之登記數為 11,876

輛，占整體汽車數僅 0.14%。按類型區分，電能車有 11,876 輛、電能

／汽油有 1,335 輛、電能／柴油有 3 輛、電能增程有 150 輛。若以新

車領牌數觀之，2020 年電動車（電能、電能／汽油、電能／柴油、電

能增程）之新車領牌數有 7,201 輛，占整體新車領牌數僅 1.57%，顯

示國內電動車市場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2022) 

各國正在加緊腳步搶食電動車（EV）市場，而台灣經濟部推動：

補助在地生產、開發關鍵零組件，還有帶動內需市場等 3 大策略，助

攻台灣電車產業，據經濟部透露，，2021 年台灣汽車電子產值已經達

到了 3000 億元，估計最快 2025 年電車產值達新台幣 6,000 億元，加

上其餘汽車整車、零件產值，可望成為新興兆元產業。(關鍵評論，

2022) 

2.電動巴士市場 

根據公路總局統計，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國內上路的電動大客

車有 956 輛，占比達 8.84%。對此，交通部路政司長林福山也預估，

2023 年將邁入推廣期，每年推廣數量可望超過 1 千輛；另一部分，也

配合業者既有燃油車輛的車齡汰換，到 2030 年可達到市區公車全面

電動化目標。(財訊，2022) 

在台灣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政策白皮書中，載明國內智慧電動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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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科技產業產值目標：預計 10 年內投入 9 百億元，帶動 1 千 7 百億

元產值效益。同時也依據國產化標準認證電動巴士製造國家隊，積極

推動產業發展，至 2022 年 6 月為止，已有華德動能和成運汽車通過

申請。(財訊，2022) 

三、 電動車未來發展趨勢 

1.電動車市場 

根據《2030 電動汽車趨勢展望報告》，預計 2023 年之後，電動車

銷售成長會趨緩，有些規模較小的市場可能無法像富裕國家一樣支持

汽車產業轉型。在 2030 年後其中一個能讓電動車產業持續成長的主

要因素是擁有合適的公共充電建設，但是這類建設將需要大量的資金

投入。在持定國家中這並不是個問題，然而,想要全部國家都如此執行

卻不太實際。因此，我們預計在那些無法擁有完全充電建設的國家中

內燃機引擎(ICE)車輛 依然會主導著當地汽車市場一段時間。(勤業眾

信，2021) 

《2030 電動汽車趨勢展望報告》中指出，市場對於電車的需求提

升有下列 4 項因素：消費者信心、政策法規、市場發展和產品多元。

其中消費者信心是指購買意願，包含電車行駛距離、性價比、充電時

間，還有充電設施多寡，最後才是電車的安全考量，近年來隨技術克

服，消費者對電車接受度也越來越高。接著是政策法規，像是燃油經

濟、排放目標、城市行駛限制、補助購買金額，對於提升電車銷售佔

有重要地位；然後是市場發展，企業大量購車（商用車）是推動電車

發展的關鍵，未來將主導市場走向。最後，產品多元指得是電車必須

符合各類族群的需求，例如小客車、SUV 和貨車、大型運具等，才可

以有效推廣到社會各層面。勤業眾信引述美國資料預估 2026 將會有

130 款電車可供選擇，價格也會越來越便宜。(勤業眾信，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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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動巴士市場 

(1)加大減少碳排放的重視程度，將推動對全電動巴士的需求增加 

到 2032 年，全電動巴士行業規模有望達到超過 1500 億美元，這

得益於油價顯著上漲和替代動力系統技術的持續發展。公共交通的客

運車輛產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許多政府加強透過在大規模採用電動

運輸的方式來改善碳足跡、降低排放水平，這將在 2032 年前增加該

領域的收入。(Global Market Insight, 2023) 

(2)由於不斷升級的車輛電氣化舉措，40 至 70 座電動巴士的銷售數量

將上升 

從 2023 年到 2032 年，40 至 70 人座電動巴士市場預計將達至

14%的增長。由於政府對電動交通運輸的支持性措施，40 至 70 人座

電動巴士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取代現有的校車、公共交通車和旅遊車

隊，從而增加市場收入。此外，持續努力改善公共交通工具的載客能

力也將加速業務增長。(Global Market Insight, 2023) 

(3)乘客對共享出行方式的傾向增加，將提振市區電動巴士的需求 

到 2032 年，市區應用領域的電動巴士行業預計將達到 1,500 億

美元。推動市區通勤服務採用的主要因素是許多國家興起的共享交通

工具趨勢，受到相關經濟利益和不斷增長的環境關注的推動。利用電

動巴士進行市區交通服務有助於減少交通擁堵，同時減少有害車輛排

放，進一步促進產品需求。產業分析師觀察，電動巴士的發展目前雖

然看起來是廠商各自努力，但未來終究會是偏向國家隊的形式發展，

一來電動大客車的市場相對自用車較小，因此被廠商視為初期的練兵

場，二來巴士業者背後都有國家的身影（無論國營或受政府監管），

而各國會傾向培植國內業者。換言之，在政府的推動下，無論是棍子

或蘿蔔，很適合被廠商拿來練兵，好取得實績。(Global Market Insight, 

2023 &風傳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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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2012 年全球電動車整年銷售量僅 12 萬輛，2023 年新能源車全球

出貨量將達年產 1450 萬輛，正式突破月產百萬輛的里程碑，預估 2025

年全球產出更將接近 2500 萬輛水準。此外，交通部「交通科技產業

政策白皮書」提到，國內智慧電動巴士科技產業產值目標預計 10 年

內投入 9 百億元，帶動 1 千 7 百億元產值效益，依據國產化標準認證

電動巴士製造國家隊，積極推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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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政策暨推動計畫 

一、 歐盟政策推動零排放電動大客車市場加速 

歐洲是全球電動巴士市場僅次於中國大陸的市場，因應歐盟

CVD 指令，各國積極引進適合當地的電動巴士，預計在 2030 年達到

1/3 的巴士為零排放巴士。歐盟潔淨車輛指令（Clean Vehicles Directive, 

CVD）規定各成員國至 2030 年前需採購零排放巴士的最低標準，對

大多數西歐國家（每個國家標準不同）到 2025 年零排放巴士的最低

保有量佔比應達到 22.5%，自 2025 年起至 2030 年底將提高達 32.5%，

預計零排放巴士的銷售量從 2023 年起將顯著成長。(財團法人車輛研

究測試中心，2022) 

為實現 2030 年前達到至少有 3,000 萬輛電動車上路的目標，歐

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宣布大量的立法建議，以鼓勵汽車

製造商生產低排放汽車，並加強發展充電基礎設施，計劃在 2025 年

安裝 100 萬個電動和氫能充電站，成為全球領導者。歐洲可用的電動

車類型也在大幅增加，除特斯拉外，2021 年歐洲可用的電動車型已達

214 種。電動車政策將影響多個部門。例如房地產業者和建築業者與

電動車基礎設施的布建很有關係，建築業者需為電動車充電設備備好

基礎條件。2019 年到 2020 年歐盟充電站數量增加了 35%，但是，歐

洲國家各國電動車充電設備發展極度不均衡。根據 2021 年歐洲汽車

製造商協會（The Europe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CEA）的統計資料，大多數歐盟會員國的公路嚴重缺乏電動充電站，

有 10 個國家甚至在每 100 公里都沒有一個充電站，例如希臘、立陶

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公民仍要走 200 公里或更遠才有一個充電站，

大大降低了電動車購買意願。荷蘭目前則是歐盟國家中擁有最多充電

樁的國家，平均每 100 公里就有 47.5 個。歐盟國家目前最大的挑戰

是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地部署充電樁等基礎設施。(台大社科院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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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英為歐洲主要零排放巴士銷售國家，在 2021 年零排放巴士

銷售量皆逾 500 輛（如下圖 2-1）。德國聯邦數位及交通部於 2021 年

發布《客運巴士替代驅動推廣指南》，並提供超過 10 億歐元於採購約

3,000 輛零排放巴士和相關的充電基礎設施；英國政府近期目標導入

4,000 輛零排放巴士，並提供超過 5.25 億英鎊（約新臺幣 185 億元）

於補助零排放巴士和配套基礎設施，包括 2.69 億英鎊（約新臺幣 95.6

億元）資金來用於 2021 至 2022 年推動的零排放巴士區域計畫（Zero 

Emission Bus Regional Areas, ZEBRA），ZEBRA 在 2021 年引進 335 輛

新的零排放巴士，並預計於 2022 年引進 943 輛零排放巴士。(財團法

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22) 

 

 

 

 

 

 

 

圖 2-4 2021 歐洲國家零排放巴士銷售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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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政府政策及規畫方向 

1.油電政策 

台灣曾於 2018 年初宣布 2040 年禁售燃油車的時程，確定了從油

轉電的政策方向。然而，行政院在 2019 年以「油電平權」為由，政

策急轉彎，暫緩燃油汽、機車禁售的年限。沒有了長期目標，使得台

灣汽車產業相關的轉型政策逐漸式微。儘管如此，台灣仍有企業朝著

發展電動車的方向努力，進度甚至超越政府的規劃。譬如，2021 年 10

月台灣鴻海與裕隆結盟合作，宣布成立 Mobility In Harmony（MIH）

平台聯盟，由台灣電子業與汽車業的雙龍頭企業領軍，不僅帶動台灣

汽車產業鏈的轉型升級，也擴大電動車產業的佈局。2021 年 10 月 18

日，鴻華先進也推出自主品牌電動車款。(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

研究中心，2021) 

雖然台灣政府目前暫緩執行禁售燃油車的政策目標，但能源局預

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將實施新的「整體新車油耗管制標準」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s, CAFE Standards），屆時

小客車、商用車的整體新車油耗管制目標將提升為 20、13.7 公里／公

升，相較目前的管制目標14.5、11.4公里／公升，提升幅度分別為38%、

20%。此外，經濟部工業局為強化電動車產業鏈，正在推動「智能電

動車輛產業輔導推廣計畫」，預計在 2019 年至 2022 年投入 1.01 億元，

加上業者自籌款 2,398.5 萬元，朝向「支援產業政策研究」、「輔導產

品競爭力」、「建構產業價值鏈」及「推廣宣傳與鏈結國際」等四大項

目展開。(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21) 

另一方面，經濟部於 2021 年推動「公共充電樁建置」計畫，首

階段目標是 2025 年在全台建置 7,200 個慢充、600 個快充，合計達

7,800 個，提供當年整體充電需求量的 40%到 60%。除了增加公共充

電樁的數量，內政部營建署曾於 2019 年進行《建築技術規則》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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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新建物的停車空間構造，應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空間。

今年，內政部擬修《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要求舊有社區經電力主管

機關認證並確認安全無虞的前提下，裝設充電樁，原則上管委會不得

拒絕，該法力拚本會期在立法院通過三讀。此外，在電網饋線部分，

也要求台電配合強化輸配電設施，標檢局也需要把公共充電樁

CCS1+N 原則納入安全規格標準。(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

中心，2021) 

2.淨零排放與全面電動化 

交通部(2023)在「台灣 2050 淨零轉型-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

戰略行動計畫」中指出，氣候變遷造成影響相當緊急，氣候議題引發

國際高度重視，各國正邁向「2050 淨零排放」目前前進，全球已有 136

個國家宣示淨零碳排目標；2022 年 3 月，台灣也公布「2050 淨零排

放路徑及策略」，針對碳排量高居全台第 4 大的運輸部門，占比達

95.6%的主要排放來源——公路運輸，規畫在 2030 年前，分先導期、

推廣期與普及期 3 階段達成 1 萬 816 輛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目標。設

定完淨零排放目標，經濟部預計 2040 年讓電車新售車輛中占比達

100%，目前政府部會已積極展開行動，其中運具電動化為首要目標，

經濟部制定 3 大推動策略，包含補助在地生產，以整車帶動零組件、

補助開發關鍵零組件，爭取打入國際供應鏈、帶動電車內需市場等。 

 

 

 

 

 

圖 2-5 2030 年台灣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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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 2021 年 11 月推出「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分成先導

期 2020 至 2022 年、推廣期 2023 年至 2026 年，普及期 2027 至 2030

年，被業界視為政府扶植國內電動大客車產業最明確、最實質作為，

計畫中包含客運業者每輛最高可領取 1000 萬元補助款，含購車一次

補助 700 萬元；另營運補助金 300 萬元，分 12 年給付，台灣已有 2

家車廠（共 3 車型）取得示範計畫合格廠商資格，包含華德動能及成

運汽車，除了具備國內自主設計開發能力並掌握關鍵零組件製程外，

華德動能在今年交給日本西鐵公司第一輛電動巴士底盤及三電系統，

預計今年在英國當地打造第一台電動大客車，明年在英國當地測試；

另報載成運汽車去年在沙烏地阿拉伯當地設廠，轉移電動大客車技術

給沙國。 (交通部，2023) 

然而早在 2014 年，產業界就開始磨刀霍霍，成運汽車自 2014 年

開始打造自有品牌，陸續投入自主研發設計，2020 年測試通過三種市

區公車車型，2021 年預計完成 2 種長途城際巴士車型，近期開花結

果；華德動能則在 2020 年開始出貨自主開發設計電動大客車，客戶

包括欣欣客運、淡水客運及指南客運等。台灣的電動巴士製造廠已取

得國內外製造實績，可提供整車、三電系統及智慧化營運系統等關鍵

零組件，歐洲車廠來臺找尋合作機會，台灣將會是歐洲運具電氣化合

作的最佳夥伴。(經濟日報，2023) 

三、 小結 

歐盟政策推動各國積極引進適合當地的電動巴士，並積極加強發

展充電基礎設施；而我國交通部於 2021 年 11 月推出「電動大客車示

範計畫」，分成先導期 2020 至 2022 年、推廣期 2023 年至 2026 年，

普及期 2027 至 2030 年，客運業者每輛最高可領取 1000 萬元補助款，

含購車一次補助 700 萬元；另營運補助金 300 萬元，分 12 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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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電動大客車政策及現況 

一、 我國電動大客車政策發展 

為落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理念，政府推動國內車輛

產業電動化淵源已久，「先導運行專案」推出於 2013 至 2016 年間，

除推動電動車上路，還包括市區公車、國道客運等電動大客車各車型，

讓更多客運業者及民眾對電動公車有進一步的認識，並透過運行平台

測試不同車種及商業服務模式，成為推動電動大客車發展的重要基石。 

2017年 12 月 21 日行政院在空污防制行動方案，宣佈 2030 年

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預計將現行將近 1 萬輛柴油公車全面更換為

電動公車，讓民眾享受更高品質的公共運輸服務。2020 年交通部對外

召開三次大型「電動大客車示範型計畫推動說明會」，說明示範計畫

（民國 109 年至 111 年）規劃採二階段（第一階段為車輛及業者資格

審查、第二階段為客運業者與合格電動大客車清單廠商組成團隊申請

示範計畫補助）評選方式進行審查，自 2020 年 11 月 17 日交通部公

告發布「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並於公告日起受理國內業者申請。(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21) 

 

圖 2-6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補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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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2)協助交通部研擬 2030 電動大客車推動

策略並規劃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執行作法，建置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

監控管理平台與進行資料蒐集、研訂電動大客車導入指南，以協助落

實電動大客車政策推動。藉由各年期計畫執行，盤點與檢討市區汽車

客運營運環境、調查電動大客車產業現況，與經濟部密切溝通後，研

提 3 期進程之四大執行策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2)。  

 

圖 2-7 2030 年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並規劃與計畫執行績效分析 

二、 我國電動大客車發展現況 

透過政府積極佈局各項經濟及社會進步的措施，逐漸建構國內電

動大客車產業鏈，配合補助客運業者汰換柴油大客車為電動大客車下，

純電動車從 2012 年底的 34 輛增加至 112 年 3 月底的 1,323 輛，其中

以新北市 397 輛最多，其次依序為高雄市(244 輛)、臺中市(190 輛)、

臺北市(162 輛)等，而基隆市、宜蘭縣、雲林縣、南投縣、嘉義市、臺

東縣和連江縣則尚未有電動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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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本公司自行整理。 

備註 1：112 年數據為 112 年 3 月底數據(查詢時間為 112 年 5 月 18 日)。 

備註 2：本數據為統一牌照車輛為限，軍車及未領牌照車輛均不在統計之內。 

圖 2-8 歷年電動大客車掛牌 

根據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彙整，目前主要運行之電動大客

車整車廠總計 8 家，分別為凱勝綠能、華德動能、唐榮車輛、創奕能

源、總盈汽車、成運汽車、金龍汽車與新加入的鴻華先進等。(財團法

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21；經濟日報，2023) 

 

圖 2-9 國內主要運行之電動大客車整車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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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淨零趨勢浪潮下，行政院在 2022 年 3 月已正式公布「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其中，運輸部門轉型以推動運具電動化為主

要策略，且優先聚焦技術相對成熟的客運車輛。因此交通部與經濟部、

環境部等部會合作，透過先導期（109-111 年）、推廣期（112-115 年）

及普及期（116-119 年）3 階段循序推動，以達成 2030 年 11,700 輛市

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目標。(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23) 

歷經交通部在先導期推行「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已成功扶植

國內車廠投入電動大客車整車及關鍵零組件自主設計開發、製造，亦

逐漸建立產品清單及累積電動公車營運經驗。如今有華德動能及成運

汽車 2 家業者符合 10 項國產化項目要求，並通過交通部車輛業者資

格審查。受惠政府提供電動大客車補助支持，我國電動大客車掛牌數

呈持續成長，據交通部統計，截至 2023 年 8 月，電動大客車登記數

已達 1,576 輛。(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23) 

 

 
資料來源：轉引自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2023)，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

推動計畫，擘劃我國電動巴士產業發展未來 

 圖 2-10 2023 年國內電動大客車登記數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0)指出，國內目前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

業者共計有 25 家，營運路線大多為市區公車及觀光路線或接駁公車，

少部份為行駛國道之快速公車或山區路線。 

表 2-1 國內電動大客車導入之營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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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引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0，電動公車示範計畫執行績效分析

與推動策略支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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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彰投電動大客車發展 

自行政院宣布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後，各縣市均積極配

合交通部及相關單位，致力轄區內大客車電動化。 

依據交通部中彰投三縣市電動大客車掛牌統計，以臺中市電動大

客車掛牌發展最早，在 2013 年 11 月底即有 10 輛，之後陸續增加到

2023 年 3 月底的 190 輛；彰化縣則是 2022 年 11 月有 2 輛，之後陸

續增加到 2023 年 3 月底的 36 輛；南投縣曾在 2014 年 12 月有 3 輛，

但在 2017 年 1 月後則沒有電動大客車掛牌，至 2023 年 3 月底亦無掛

牌。(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23)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本公司自行整理。 

備註 1：112 年數據為 112 年 3 月底數據(查詢時間為 112 年 5 月 18 日)。 

備註 2：本數據為統一牌照車輛為限，軍車及未領牌照車輛均不在統計之內。 

備註 3：臺中市最早為 102 年 11 月底，當時有 10 輛；彰化縣 111 年 11 月底，

當時有 2 輛；南投縣 103 年 12 月底，當時有 3 輛。 

圖 2-11 中彰投各縣市歷年電動大客車掛牌 

中彰投三縣市依轄內環境差異性及縣市政府資源豐富性，在區公

車全面電動化率有差異，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依中程施政計畫(112 至

115 年度)，汰換已完成電動公車已達短期目標，預計 2025 年要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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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輛，最終預期在 2030 年完成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為目標；彰化

縣政府交通處亦協助縣內客運業者，爭取中央補助款，以購置電動公

車 34 輛，加上原有的 2 輛，亦大幅汰換公車；南投縣政府工務處則

考量南投公車路程及地形，目前尚無電動公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2023 年；彰化縣政府交通處，2023 年；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19 年) 

表 2-2 中彰投各縣市汰換電動公車相關期程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承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彰化縣政府交通處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目標 
2030 市區公車全面

電動化 

協助業者爭取補助

款 

暫無 

內容 依中程施政計畫(112

至 115 年度)指出，電
動公車總數已達短
期目標(到112年4月
底已有 408輛包含已
核定尚待交車的 137

輛)，中期目標為 114

年達 640 輛，長期則
以 2030 年市區公車
全面電動化為目標
打造綠色運輸以達
環境永續發展，並整

體規劃充電場站及
公車路網，持續鼓勵

業者購置新車以電
動低地板公車為主，
逐步提升本市電動
公車比例，讓臺中市
邁向低碳宜居城市。 

縣政府協助縣內客
運業者向交通部公
路總局爭取補助購
置電動公車 34 輛。 

目前員林客運啟動 2

部電動巴士從員林
經過溪湖到二林。 

未來彰化客運 29 輛
電動公車服務 7 條
路線，行經彰化、
和美、伸港、線
西、鹿港、花壇、

大村、員林、永
靖、田尾及田中共

11 鄉鎮 243 班次；
員林客運購置 5 部
Model T 電動巴士，
提供支線及班次更
密集的 20 路市區公
車服務。 

轄內囿於多長途及
山區道路，不利於電
動大客車運行，故目
前轄內三條市區客
運路線尚無電動大
客車營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交通局(2023 年)、彰化縣政府交通處(2023 年)、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2019 年)，本公司自行匯整。 

臺中市公車業者共有 18 家，分別行駛 245 條路線，其中已有 9

家業者負責路線已有電動公車；彰化縣公車業者共有 3 家，分別行駛

8 條路線，其中已有 1 家業者負責路線已有電動公車；南投縣公車業

者共有 4 家，分別行駛 4 條路線，尚無業者引進電動公車。(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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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23 年；蘇金鳳，2023 年；彰化縣政府交通處，

2023 年；南投縣政府，2021 年) 

表 2-3 中彰投各縣市公車業者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主管單位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彰化縣政府交通處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路線 
245 條(36 條電動公
車路線) 

8 條(1 條電動公車路
線) 

4 條 

業者名稱 台中客運 

統聯客運 

中台灣客運 

東南客運 

南投客運 

豐原客運 

全航客運 

巨業交通 

和欣客運 

建明客運 

苗栗客運 

總達客運 

中鹿客運 

四方客運 

捷順交通 

國光客運 

仁友客運(2023 年 4

月 30 日退出) 

豐榮客運(2023 年 3

月 31 日退出) 

彰化客運 

員林客運 

中鹿客運 

南投客運 

彰化客運 

員林客運 

總達客運 

目前已有 

電動公車 

中鹿客運 

統聯客運 

中台灣客運 

巨業交通 

台中客運 

全航客運 

豐原客運 

捷順交通 

苗栗客運 

員林客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23 年)、蘇金鳳(2023 年)、彰化縣政府

交通處(2023 年)、南投縣政府(2021 年)，本公司自行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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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彰投電動大客車人才供給 

政府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政策目標，客運業者將加速引

進電動公車，未來數年國內電動大客車數量勢必大量增加；為確保行

車安全、車輛問題簡易處理及維修、聯繫供應商等工作，也將衍生大

量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需求，須提前培養相關人力。 

依 104、1111 等就業平臺對電動大客車相關職位條件，應徵者需

具備機械工程、電機電子工程等相關課程，證照方面若有丙級汽車修

護技術士、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則有加分優勢。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23 年)中彰投高級中等學校共 94 間，其中

有 34 間學校科系涉及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110 年度

畢業生共有 4,374 人，而在學生則有 20,229 人。 

表 2-4 中彰投各縣市高級中等相關科系學校及學生數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高級中等學校 52 間 27 間 15 間 

涉及電動大客
車專業學校 

18 間 

私立致用高中 

臺中市大明高中 

私立嘉陽高中 

私立明道高中 

私立僑泰高中 

私立青年高中 

私立慈明高中 

市立大甲高工 

市立東勢高工 

市立沙鹿高工 

市立霧峰農工 

市立神岡高工 

國立興大附農 

私立新民高中 

私立宜寧高中 

私立嶺東高中 

財團法人光華高工 

市立臺中高工 

11 間 

國立鹿港高中 

國立彰師附工 

國立永靖高工 

國立二林工商 

國立秀水高工 

國立員林農工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勵志中學 

財團法人正德高中 

私立大慶商工 

私立達德商工 

5 間 

國立南投高中 

國立埔里高工 

國立草屯商工 

國立水里商工 

南投縣同德高中 

110 學年度 

畢業生 
1,905 人 2,039 人 4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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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111 學年度 

在學生 
12,757 人 6,209 人 1,263 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3)，本公司自行匯整。 

註 1：涉及電動大客車專業群別名稱為：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註 2：在學生包含日間部、進修部。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23 年)中彰投大學共 23 間，其中有 12 間學

校科系涉及動大客車專業系所或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110 年度畢業生共有 3,532 人，而在學生則有 14,114 人。 

表 2-5 中彰投各大學相關科系學校及學生數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大學 17 間 4 間 2 間 

涉及電動大客
車專業學校 

6 間 

國立中興大學 

(1) 電機工程學系 

(2) 電機資訊學院
學士班 

(3) 電機控制產業
碩士專班 

(4)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 電機工程系碩
士班 

(2) 電機工程系碩
士在職專班 

(3) 電機工程系 

(4) 電子工程系碩
士班 

(5) 電子工程系碩
士在職專班 

(6) 電子工程系 

(7) 機械工程系碩
士班 

(8) 機械工程系碩

士在職專班 

(9) 機械工程系 

東海大學 

(1) 電機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 

(1) 電機工程學系 

4 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電機工程學系 

(2) 機電工程學系 

(3) 車輛科技研究
所 

(4) 大葉大學 

(5) 電機工程學系 

(6) 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學系 

建國科技大學 

(1) 電機工程研究
所 

(2) 電機工程系 

(3) 機電光系統研
究所 

(4) 機械工程系 

(5) 機械工程系之
先進車輛修護 

中州科技大學 

(1) 電機與能源科
技系 

(2) 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系 

2 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電機工程學系 

 

南開科技大學 

(1) 機械工程系 

(2) 機械工程系車
輛與機電產業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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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機與通訊工

程博士學位學
程 

(3) 電子工程學系 

(4) 資訊電機工程
碩士在職專班 

(5) 資訊電機學院
學士班 

(6)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學系機
械工程碩士班 

(7)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學系機
械工程碩士在

職專班 

(8)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學系 

僑光科技大學 

(1) 電腦輔助工業
設計系 

(2)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系 

修平科技大學 

(1) 電機工程系碩
士班 

(2) 電機工程系 

(3) 電子工程系 

(4) 機械工程系精
密機械與製造
科技碩士班 

(5) 機械工程系 

110 學年度 

畢業生 
2,687 人 683 人 162 人 

111 學年度 

在學生 
11,010 人 2,305 人 799 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3)，本公司自行匯整。 

註 1：在學生等級包含學士、碩士、博士、四技、五專。 

註 2：在學生包含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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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目前國內主要電動大客車整車廠總計 8 家，分別為凱勝綠能、華

德動能、唐榮車輛、創奕能源、總盈汽車、成運汽車、金龍汽車與新

加入的鴻華先進等。 

中彰投三縣市依轄區環境差異性及縣市政府資源豐富性，在區公

車全面電動化率有差異，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依中程施政計畫(112 至

115 年度)，汰換已完成電動公車已達短期目標，預計 2025 年要達到

640 輛，最終預期在 2030 年完成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為目標；彰化

縣政府交通處亦協助縣內客運業者，爭取中央補助款，以購置電動公

車 34 輛，加上原有的 2 輛，亦大幅汰換公車；南投縣政府工務處則

考量南投公車路程及地形，目前尚無電動公車。 

未來數年國內電動大客車數量勢必大量增加，為確保行車安全、

車輛問題簡易處理及維修、聯繫供應商等工作，也將衍生大量電動大

客車保養維修人力需求，須提前培養相關人力；依 104、1111 等就業

平臺對電動大客車相關職位條件，應徵者需具備機械工程、電機電子

工程等相關課程，證照方面若有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經濟部初級電

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則有加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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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動車輛產業鏈 

根據《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以電池為儲能及動力來源

並由馬達驅動之車輛稱為電動車。電動車電力供給方式及所占的比例

不同，可分為 BEV（純電動車）、HEV（混合動力車）、PHEV（插電

式混合動力車）與 REEV（增程式電動車）等類型，此外尚有可由車

體自行產生能量的車輛類型如燃料電池車或太陽能電池車等。 

電動車產業主要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電池、電機、汽機車。在零

組件方面，根據 Digitimes 研究資料指出，電動車成本中最高占比為

電池系統（40~50％），其次為驅動系統（15~20％）、車身及底盤（16~18

％）等三大系統，約占整車成本的八成。電動車輛產業鏈上游為電池

材料之供應商，中游為電動車輛零組件之供應商（如大功率電池芯/模

組、電池管理系統、動力馬達、電源供應器等），下游為電動汽機車、

電動自行車之供應商。(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圖 2-12 電動車上中下游產業鏈示意圖 

未來電動車的發展聚焦於電池技術與先進車電。電池是影響電動

車價格及續航力之關鍵核心，電池技術包含無線充電、全固態鋰電池

及燃料電池等；先進車電則包含 Level 3~Level 4 自動輔助駕駛、車

聯網及車輛共享等，將帶給電動車更多應用的可能性。(產業價值鏈資

訊平台，2022) 

一、 上游產業：鋰電池材料 

電動車上游產業包含電池材料、馬達材料（如矽鋼片）與車體材

料等。其中以電池材料最為關鍵，包括正極材料、負極材料、隔離膜

與電解液共四大類。正極材料如鈷酸鋰（LCO）、三元材料（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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錳酸鋰（LMO）和磷酸鋰鐵（LFP）等材料，負極材料則包含人造石

墨等碳系材料、銅箔等金屬化合物。以一台純電動車的成本組成來看，

電池就佔了約 40%；而電池芯主要的原材料約佔了全部製造成本約 6

成以上，目前全球上游材料主要由日本廠商所掌握，包括日立化成、

日亞化、三菱化學、日本電供、日亞化等。(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電動車的主流電池材料類型為鋰離子電池，其具有高能量密度，

而影響鋰電池性能與成本的關鍵為正極材料，常見的車用鋰電池正極

材料可分為三元系、錳系與磷酸鋰鐵共三類。Suzuki 鈴木、Honda 本

田等日系車廠，多採用三元系鋰電池；Nissan 日產、Mitsubishi 三菱、

GM 通用、Daimler 戴姆勒、BMW 寶馬與北汽等，多採用錳系鋰離

子電池；中國大陸的 BYD 比亞迪、哈飛汽車與上汽等，則採用磷酸

鋰鐵之鋰離子電池。目前台灣廠商有投入電池正極材料、負極材料、

隔離膜及電解液等領域，但因上游材料專利技術與資源需求龐大，因

此大多數投入上游材料之台灣廠商，背後多有集團資源支持，也有廠

商是透過研究法人機構技轉方式取得技術。如台塑集團將投資逾百億

元，在鋰鐵電池芯、模組掌握度都相當高，其中電池芯自製率更已超

過七成，其中四大主材料中，台塑鋰鐵材料負責生產鋰鐵正極材料，

台塑三井則生產電解液，至於隔離膜用 PP 則台化、台塑皆有生產，

鋰電銅箔由南亞生產，並考量全球鋰礦資源有限，將透過台塑資源公

司，在澳洲尋覓適合的礦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鴻海 2021 年 6 月以 9.9 億元參與認購碩禾私募成第二大股東，

2020 年也參與負極材料廠榮炭的私募成第一大股東，碩禾隨即與榮

炭展開矽碳原材料之合作，加速開發電動車電池負極材料，投入固態

鋰電池開發，打造台灣電動車電池生態系。中鋼碳素隸屬中鋼集團，

生產軟瀝青、雜酚油、精萘、苯、甲苯等煤化學產品銷售外，更致力

於開發煤化學相關下游產品及技術創新，是介相石墨碳微球之龍頭；

中鋼旗下的中碳與永裕轉投資的新永裕，則專注投入負極材料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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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廠商是透過研究法人機構技轉方式取得技術，如泓辰電池材料，

由母公司宏瀨科技透過工研院以技轉方式，取得正極材料技術，主要

生產磷酸錳鐵鋰。(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而康普具備三元系鋰電池中「正極材料」，也是台灣最大正極材

料上游製造廠，主力產品包括氧化觸媒、動力電池材料及先進材料等。

美琪瑪亦具備三元系鋰電池中「正極材料」，美琪瑪為台灣少數的鈷

系列化工廠，主要產品為鋰電池正極材料原料如硫酸鈷、硫酸鎳等。

電池材料所需之金屬原料如鈷、鋰、銅、鎳等，銅和鎳都是關鍵材料。

鎳價在 2022 年上半年經歷俄烏戰爭影響，鎳價開始瘋漲；2022 年中

開始，鋰價破歷史新高，本就已經供不應求，但供給雪上加霜的是因

四川限電，四川占中國大陸鋰生產的 20%，許多鋰廠被迫停工，讓已

然吃緊的鋰供給更為緊張。(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因應電池需求每年都在創下新紀錄。部分國家已考慮實施關鍵金

屬政策，包括日本經濟產業省計劃在國內設立稀有金屬回收稀有金屬

的技術並計劃補貼研究費用，使該技術投入實際使用；美國規劃以《國

防生產法》，確保美國獲得鋰、鎳、鈷、石墨和錳等用於製造電動汽車

和儲能電池的關鍵礦物和材料的來源；歐盟《新電池法（Batteries 

Regulations）》新增廢舊電池的回收率以及各類金屬的回收比例、新增

廢舊電池回收各類金屬最低回收率。(經濟日報，2023) 

二、 中游產業：電動車電池、馬達等零組件 

以純電動車而言，主要分為五大系統，分別是馬達動力系統、車

電系統、充電系統、電池系統與車身系統，並且由於電動車因零組件

減少、無複雜的引擎技術，也讓整個供應鏈更加扁平化，這就有利於

台廠的零組件發展。電動車產業中游產品主要為電池芯/模組、電力元

件/模組、電池/充電系統、動力馬達/模組、車電元件/模組、智慧車電

系統等零組件、電池系統、電源供應器相關及其他週邊元件等。(永豐

https://www.sinotrade.com.tw/richclub/@sinopac_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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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證投顧 ，2023) 

 

 

 

 

 

 

 

圖 2-13 電動車五大系統 

1. 電池系統 

電池主要由三個元件組成，分別是電池芯、機殼和電源控制板，

而整個電池產業鏈的上游即為電池原材料，包含正負極材料、電解液、

隔離膜、罐體等材料，中游則為電池芯的製造，下游則是模組廠商，

中上游在整個產業鏈是關鍵角色，因為電池芯主要的原材料即佔了全

部製造成本約 6 成以上。鉛酸電池因製造成本低廉，現在多用於電動

機車與自行車。而原本也大量應用鉛酸電池的汽機車、不斷電系統

（UPS）與電動車，因能源使用效率與環保等因素考量，已漸被磷酸

鋰鐵電池逐漸取代。鋰成為電動車電池的必備原料，且因電動車日益

普及，主要車廠均投入電動車生產開發，使得鋰的需求增加、原料價

格持續上揚，也造成鋰供給吃緊。而生產鋰電池的必備原料──鈷和

鋰，於可見的未來，需求也將會飆升。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

未來鈷需求將提高 10 倍，2030 年升至 10.1 萬噸，而鋰需求將升至 

9.1 萬噸。(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為因應電動車電池需求攀升，國際大廠紛紛投入電池原料之原物

https://www.sinotrade.com.tw/richclub/@sinopac_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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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資源開發，以及擴增電動車電池關鍵材料產能。如中國電動車製造

商 BYD 比亞迪，2016 年投入鋰礦資源開發，在青海地區打造鋰電

池產業鏈，包含動力鋰電池、六氟磷酸鋰、磷酸鐵鋰與碳酸鋰等。此

工廠預期到 2019 年年產能可達 24GWh，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動

力電池工廠。(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日本 Panasonic 松下則是於 2017 年決定在日本國內增產車用

鋰離子電池。此外，由於 Tesla 特斯拉生產工程改善，其新型電動車 

Model 3，於 2018 年第二季末，達成週產 5,000 台的生產目標，

Panasonic 作為電池獨家供應商，也因此受惠。其位於中國大連之鋰

電池廠在 2018 年開始量產出貨後，亦已考慮未來持續擴廠、增加產

能事宜。Panasonic 十分看好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預計 2022 年中

國大陸車用鋰電池銷售量將提升 5 倍。(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

2023) 

2. 動力總成 

能源車要前進，主要是依賴電池輸出電能給馬達來驅動車輛行進，

因此馬達的動力也是整台車的靈魂之一，會根據電壓有不同的優勢。

目前，動力總成正走向動力總成和熱管理系統，包括驅動系統、電池

系統、充電和功率電子及熱管理系統，在某種程度上開始進一步融合

發展，進入高整合化階段。模組化整合是一個重要方向: 3+3+3：驅動

系統（電機、逆變器、減速器三合一驅動）+電池系統（電池

+OBC+DC/DC 整合），熱管理整合（PTC、壓縮機和管路、閥），往上

面更多的整合，如 GM 在 Ultium 平臺推出「8 合 1」的高整合電驅單

元，這裡包括了電機、逆變器和減速器，整車控制器、整合 PDU、OBC

和兩個 DC/DC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我國動力總成投入廠商包括台達電、康舒、富田、大同、東元、

晟昌、士林電機、致茂、和大、國淵、台亞、本土等，以及功率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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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程、強茂、信通，其中，東元已於 2023 年 5 月證實指出，旗下開

發出國內首創自主研發、設計、製造的 SiC（碳化矽）高功率直驅電

動車用驅動器整合電動巴士動力系統，將在國內市場大展身手，下半

年放量出貨。我國動力總成投入多為分散式，部分廠商已投入三合一

總成(驅控器/馬達/齒輪箱，台達電、富田/致茂)，但尚未有成熟產品。

我國目前欠缺小型輕量化、高效率及低成本的多合一動力總成整合方

案及測試驗證能量，以及驅動器之功率元件(化合物半導體，如 SiC、

GaN)，技術門檻高。(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3. 車電系統 

汽車上的電子設備可歸納為車電系統一環，市場經常提及自駕車

概念、ADAS 等名詞，就與車電息息相關。車輛電子方面，智慧座艙

是近期整車廠發展重點，智慧座艙被視為是汽車邁向智慧化及聯網化

的關鍵人機接口，為消費者高級駕駛體驗最直接的觸點。未來智慧座

艙所代表的「車載資訊娛樂系統＋全液晶儀錶 + 電子後視鏡＋AR-

HUD＋車聯網系統＋ADAS 各種功能」的融合體驗，都將依賴智慧座

艙 DCU、主控 SoC 晶片，座艙域的 DCU 代表的是需要高計算力主控

SoC 晶片，目前 DCU 運作方式有二：分域式將中控/儀表板各自 DCU

化，然後透過線束進行溝通；或是集中式一個 SoC 來進行座艙內所有

次系統控制，透過 Hypervisor 對兩個不同安全等級區域進行分域。(產

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台灣本持資通訊產能技術與研發能力，在擴增實境抬頭顯示器、

語音辨識、手勢辨識、駕駛監控、觸控及大尺寸顯示面板皆有佈局，

但欠缺大型面板(如 55 吋以上)智慧座艙之測試能量，另外座艙 DCU、

主控 SoC 晶片皆需仰賴國際業者，也欠缺大型系統整合角色。(產業

價值鏈資訊平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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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游產業：電動大客車、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 

電動車輛產業下游產品包括電動大客車、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及

電動自行車、高爾夫球車等終端應用產品。過去電動車市場以北美與

日本地區為主，因此電動車大廠多以美日業者為主。但因近年中國受

惠於政策支持，政府大力推動新能源車政策、並給予補助津貼，成為

全球最大市場。除了帶動中國電動車產業鏈發展，也驅使各國際大廠

相繼至中國設立電動車或電池工廠。(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年) 

如 Tesla 特斯拉 2018 年於上海建設美國以外首個工廠的計畫-

-「Dreadnought」（無畏艦），同時生產電池和組裝車輛。此亦為中國

鬆綁外資投資規定後，首家以外資全資身分在中國設立研發的子公司。

Tesla 特斯拉除可節省部分關稅與運輸費用，還可取得來自中國官方

的政策補貼與相關稅賦減免優惠。其他國際廠多選擇與中國本土車商

合作，如 Audi 奧迪與一汽、BMW 寶馬與長城汽車以及 Daimler 戴

姆勒與北汽，都是簽署商業計劃或合作意向書，合作生產並加強各種

策略整合。(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年) 

在產業發展方面，因跨界進入電動車領域之業者將逐漸增加，如 

2019 年甫獲 5 億美元融資的美國自動駕駛公司 Aurora，衝擊原有

汽車製造產業之競合關係，傳統汽車大廠也加快電動化腳步。如 Audi 

奧迪宣布將投入 400 億歐元，研發電動化、數位化及自動駕駛等戰

略領域，規劃在 2025 年實現全系車型電動化；BMW 寶馬計畫到 

2025 年將推出 25 款新能源車產品，採取純電動車與混和動力車的

雙產品並進策略；Daimler 戴姆勒則將投入 100 億歐元研發，將在 

2022 年前發布超過 50 款新能源車；Telsa 特斯拉 於 2019 年初以 

2.18 億美元收購電池製造商 Maxwell，布局乾電池與固態電池未來。

其他如 GM 通用、Ford 福特、Honda 本田、Renault-Nissan 雷諾日

產聯盟與 Volvo 富豪等汽車大廠，也都紛紛向外界宣示電動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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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願景。(財報狗/大盤產業/電動車，2023 年) 

至於台灣的部分，目前前兩大電動巴士車廠華德動能及成運巴士，

皆已使用東元電動車動力系統，且完成國產化電動巴士認證，首批

DMIT（設計製造在台灣）電動巴士動力系統已交付客運業者，即將

投入路線營運，成運巴士看好電動巴士需求湧現， 預計 2023 年將交

388 輛，明年出貨預估 700 輛起跳，並可望上看千輛；另外，在國際

合作方面，成運已與日本、新加坡、印度相關業者簽約合作，未來可

望成為最快整車外銷，而且帶動國內相關業者。(經濟日報，2023) 

四、 中彰投轄區電動大客車產業鏈 

政府於去年頒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設定 2040

年推動車輛全面電動化，打造淨零碳排的友善運輸環境，各部會也積

極推動相關政策，例如：經濟部補助整車在地生產、關鍵零組件打入

國際供應鏈、帶動電動車內需市場等。(今週刊，2023) 

目前我國電動大客車與小客車整車已有開發與量產能力，零組件

產品都相當具有國際競爭力，並供貨給全球車廠，包括和大、華德、

成運、帝寶等中部企業也積極響應政府在台投資政策。此外，地方政

府也積極協助投資落地執行，促進在地經濟活絡及就業機會，中部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具備完整車輛驗證能量，可就近協助中部企業對應國

際車廠與各國法規測試需求，布局全球商機。(今週刊，2023) 

目前中部地區共有 4 家整車業者投入電動大客車營運或設立生

產，分別為凱勝綠能、華德動能、成運汽車與唐榮車輛科技，營業現

況分述如下： 

凱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稱為台灣比亞迪電動車業股份有

限公司，設立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發展初期即致力投入電動大客車

綠能產業的佈局，目前主要從事電動大客車、電動自小客車與電動堆

高機買賣及相關零組件保固維修，電動大客車銷售給桃園、苗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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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雲林、嘉義、高雄及花蓮等縣市客運業者。2016 年公司始承租太

平工廠，2018 年順利完成 K9F 電動大客車認證與量產，2019 年完成

開發純電動大客車 K9DA 底盤及車身認證；2020 年啟用嘉義馬稠後

生產中心。(MoneyDJ 理財網，2023)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 年 4 月，為車王電旗下

(1533)專注於電動客車開發的製造商，推出電動巴士自有品牌「RAC」，

公司總部位於桃園。公司分別在桃園及台中設有工廠，台中新廠於

2022 年 7 月開始投入生產，規劃 2025 年產能達到成車 1000 輛/年。

中彰投轄區往來客戶為台中客運、巨業交通與中鹿客運。(MoneyDJ 理

財網，2023)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3 年，為了滿足全球市場

需求，已圈地中科彰化二林設立電巴產業園區，佔地有 20 公頃。目

標將台灣建立為全球電巴供應主要體系之一，預計年產量達 20,000 輛

KD 件。園區規畫有 R/D 中心、自動化電池模組及 PACK 生產廠、自

動化大樑製造中心、車身底盤廠及海外發貨中心等。為配合淨零轉型

的政策，也會針對二林新廠進行規劃，其中包含導入綠能設備、自動

化系統及再生材料選擇等減碳措施，同時並採用自動化系統監測廠內

能源使用，找出其中能耗熱點並加以改善，該廠不僅做為全球研發中

心也將成為「綠能示範廠」，在成運積極向外展開海外市場的同時，

將此模式複製到海外組裝廠。成運自行研發的快充系統，充電樁建設

成本最低，對現有電網衝擊最小，且不改變現有停車場規劃，目前已

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嘉義市上路服務。(成運汽車官網，2023) 

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3 年，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為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唐榮公司除生產電動

巴士外，亦生產柴油低地板公車，透過設立市區客運車隊，實踐安全，

並提供民眾優良且卓越的運輸服務。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要在台

中營運路線，各路線在營運載客上皆有 20％以上的成長率，此一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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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彰顯市民接受並肯定四方電動公車的服務品質。 (唐榮車輛官網，

2023) 

五、 小結 

電動車產業主要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電池、電機、汽機車，電動

車輛產業鏈上游為電池材料之供應商，中游為電動車輛零組件之供應

商（如大功率電池芯/模組、電池管理系統、動力馬達、電源供應器等），

下游為電動汽機車、電動自行車之供應商。 

地方政府積極協助投資落地執行，促進在地經濟活絡及就業機會，

中部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具備完整車輛驗證能量，可就近協助中部企業

對應國際車廠與各國法規測試需求，布局全球商機，目前中部地區共

有 4 家整車業者投入電動大客車營運或設立生產園區，分別為凱勝綠

能、華德動能、成運汽車與唐榮車輛科技，且與當地客運業者結合，

也都開始具有初步生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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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動車保養維修人員培育 

一、 電動車人員培訓 

1. 交通部：臺灣 2050 淨零轉型「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

行動計畫 

各項研究顯示氣候變遷造成影響人類生活甚鉅，已是各國必須面

對並重視的議題，因此各國相繼提出以 2050 年為目標之淨零排放相

關策略與行動。為呼應國際趨勢並提升未來世代人民福祉，我國亦在 

2022 年 3 月，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

略總說明」，其中規劃十二項關鍵戰略，希冀藉由「能源轉型」、「產

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策略的推動，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之永續社會目標。(交通部，2023) 

我國運輸轉型策略，依循國際上推動綠色運輸策略三大面向(需

求減量 Avoid、運具移轉 Shift 與技術改善 Improve)，包含了運具電動

化及無碳化、人本綠運輸、私人汽機車管理等三項主要策略以及強化

都市規劃以公共運輸導向（TOD）之土地使用與推廣綠色運輸生活型

態兩項輔助策略。其中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聚焦於運具之技術發展、

電動車進程及使用環境等政策訂定與策略目標，將於本關鍵戰略計畫

中辦理推動，其餘兩項主要策略及兩項輔助策略，將納入關鍵戰略十 

「淨零綠生活」中「行」的面向之「低碳運輸網絡」 規劃推動。(交

通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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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階段(2023~2030 年)關於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計畫  

表 2-6 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_短期階段 

推動 

路徑 

編 

號 

行動措施計畫 推動工作重點 權責部會 

3-2 

保養
維修
技術
人員
轉型 

52 推動電動大客車保
養維修技術人力轉
型計畫 

1.建立公路人員訓練所內部師資能
量 (已完成)。  

2.教材編撰審查並提升與精進保修
技能。  

3.教學場地建置及設備採購。 

4.完成市區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
保養維修技術人力轉型。 

交通部(公
路總局) 

53 推動汽車修護技工
汽車檢驗員專業技
術轉型訓練計畫 

1.課程規劃與教材編撰。  

2.設備採購及場地建置。 

3.汽車修護技工及檢驗員轉型訓
練。 

交通部(公
路總局) 

54 辦理電動車產業人
才投資方案訓練 

推動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結合民間
訓練單位辦理電動車相關課程，協
助相關從業在職勞工提升知識與技
術。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
署) 

55 持續推動機車行轉
型計畫 

結合勞動部、環保署、機車廠及各
地機車商/工會，辦理機車行轉型
交流活動，並持續辦理機車行技能
培訓課程。 

經濟部(工
業局) 

(2) 中長期階段（2031~2050 年）關於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計

畫 

交通部行動計畫各推動路徑及行動措施，將依據短期階段推動情

形滾動修正，目前初步規劃中長期階段之推動構想如下： 

表 2-7 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_中長期階段 

推動路徑 2031 年~2050 年推動構想 

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 1.持續辦理汽車修護技工、汽車檢驗員轉型訓
練，納入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汽車檢驗員證檢定

訓練課程，並配合淨零轉型持續提升新能源車輛
如燃料電池、氫能源車等之保修技術。  

2.落實整體機車行具備電動化趨勢下之核心維修
量能，並持續擴散新型態多角化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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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動部投入電動車維修保養培訓 

在環境及氣候變遷下，各國陸續提出「2050 淨零排放」的宣示;

台灣也制定行動計畫，落實淨零轉型目標。鑑於環保節能已成為未來

趨勢，勞動部近年來也陸續開辦電動機車維修保養、機電整合等相關

課程，2022 年度迄今已培訓近 700 位專業人才，平均就業率近九成，

協助想投入電動車領域的民眾快速與業界接軌；隨電動車市場快速發

展，傳統汽修廠也面臨轉型挑戰，而為了因應未來產業所需，勞動部

也協助傳統汽車修護廠掌握轉型先機，家中開設汽車修護廠 30 年的

枋老闆，參加「油電複合動力車檢修基礎技術班」在職進修訓練課程

後，順利拓展服務項目，讓傳統老字號汽車修護廠，成功轉型，跨足

電動車維修市場，搶攻綠色商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23) 

中彰投分署指出，隨全球推動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以綠色能源

為主的電動車市場快速增長，依國際能源總署統計 2030 年全球電動

車滲透率預估將達 34%，平均路上，每 3 台就有 1 台電動車，中分署

為使現職汽車技師，能快速了解電動及油電車輛專業技術，110 年起，

在假日開辦在職進修訓練課程，每年約開辦 2-3 班次、訓練人次約 30-

45 人，讓參訓學員能掌握電動車檢修相關專業技能，在職場上保有競

爭優勢。(中廣新聞網，2023) 

政府為加速減碳腳步，已訂定「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等 12 項

關鍵戰略，以落實淨零轉型目標。為此，勞動部亦進行前瞻性人才培

育布局，積極培訓電池材料、系統設計與製造、機電整合、維修保養

等電動車產業關鍵技術人才。而為協助汽機車修護相關從業人員提升

有關電動車知識及技能，透過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結合民間訓練單位

提供相關訓練課程，補助參訓勞工 80%或 100%訓練費用，每人 3 年

內最高補助 7 萬元，使從業人員精進相關技能 2022 年預計培訓 100

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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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學合作訓練 

因應全球淨零碳排趨勢，電動車市場維修保養人才需求增加，勞

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將電動車相關檢修課程導入職訓，裕隆日產汽

車支持政府培育技術人才，連續二年分別捐贈 1 輛 Nissan Leaf 電動

車及 2 組全球首創量產 VC-TURBO 可變壓縮比引擎，供職訓學員實

習使用，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培育技術人才，未來也期盼能與分署在

人才培育上有更多合作的機會；捐贈儀式當日，該公司中部經銷商裕

民汽車的技術專家也特別到場為參訓學員介紹汽車新式科技和未來

電動車發展趨勢，以業界實務觀點讓參訓學員更瞭解汽車產業未來發

展重點，此外，裕民汽車也持續聘用分署職前訓練結訓學員，是產學

訓合作訓練長期合作的廠商，提供實務訓練崗位，共同為培育青年人

才而努力。(中廣新聞網，2023) 

二、 電動巴士人員培訓 

交通部(2023)臺灣 2050 淨零轉型「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

略行動計畫推動措施以「提高電動運具數量」、「完善使用環境配套」

及「產業技術升級轉型」 三大面向為推動路徑藍圖，其各推動路徑

下之 行動措施計畫 再由各部會和單位分工以主、協辦方式執行，其

中，在產業技術升級轉型具體行動分工情形詳如下： 

表 2-8 產業技術升級轉型具體行動分工 

面向 推動路徑 編號 行動措施計畫 主辦部會 協辦機關 

產業
技術 

升級
轉型 

3-1 關鍵
技術研發
與產業技
術升級 

45 研發電動載具關鍵次系統 經濟部 - 

46 推動鋰金屬固態電池小型 

試量產線建置計畫 

經濟部  - 

47 推動智慧電動巴士 DMIT 

(臺灣設計製造)計畫 

經濟部  交通部 

縣市政府 

48 推動智慧電動車輛產業發 

展計畫 

經濟部  - 

49 發展 AI 智慧充電與電能調 

度前瞻技術計畫 

經濟部  - 

50 開發低成本 DC 充電設備 經濟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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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辦理電動車輛電池汰役回 

收及再利用(於「資源循環 

零廢棄」關鍵戰略推動) 

環保署 交通部 

縣市政府 

3-2 

保養維修 

技術人員 

轉型 

52 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 

技術人力轉型計畫 

交通部 縣市政府 

53 推動汽車修護技工、汽車 

檢驗員專業技術轉型訓練 

計畫 

交通部 - 

54 辦理電動車產業人才投資 

方案訓練 

勞動部 - 

55 持續推動機車行轉型計畫 經濟部 - 

3-3 

國營事業 

轉型 

56 台電公司提供充換電服務 經濟部 - 

57 中油公司加油站轉型低碳 

能源供應服務站 

經濟部 - 

由《公路局人員訓練所 111 年度業務成果報告》中得知，為因應

行政院 119 年市區公車全面更換電動車之政策，並配合交通部電動

大客車示範計畫(以下簡稱示範計畫)之期程，公路總局人員訓練所

2020 年啟動 「電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人力培訓計畫」，協助國內市區

客運業者培育後勤維修人力，進而提升車輛妥善率及後勤維修保養體

系，目前已於 109、110 年完成內部師資培訓，並於 111 年開始進入

籌備期(111-113 年)，刻正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人力培訓教材編

撰，以及建置電動車培訓實習設備與場域，並持續與業界交流，精進

本所機務講師實務職能，以打造專業的電動車培訓中心為目標，成為

國內電動大客車維修人才孕育的搖籃。 

公路總局人員訓練所安排參訪電動大客車關鍵零組件廠商，了解

電動大客車發展趨勢，以及培養電動車維修人才所需之培訓實習設備，

作為建置電動大客車實習場域之參考，同時聘請車廠原廠技師針對電

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實務操作，辦理相關訓練課程，以接軌業界保修

技術，厚植師資能量。(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2022) 

1. 電動大客車關鍵零組件廠商參訪 

采埃孚股份公司（ ZF Friedrichshafen AG）總部位於德國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44 

Friedrichshafen，是全球汽車行業的合作伙伴和零配件供應商，該公司

所研發之驅動馬達係國內主流電動大客車所使用的電機系統(輪邊馬

達及中央式馬達)，公路總局人員訓練所藉由參訪該公司，了解設備建

置需求，以及針對高壓電人員訓練部分進行意見交流，以符合市場及

教學需求，規劃完善且安全的電動大客車實習環境。(交通部公路局公

路人員訓練所，2022) 

2. 師資能量提升計畫 

考量電動大客車蓬勃發展，保修技術日新月異，為接軌業界先進

保修技術，與業界保持良好互動與技術交流，接洽符合我國電動大客

車示範型計畫之電動大客車廠商：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華德

動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辦理電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實務訓練，強化

公路總局人員訓練所實務職能，精進所內師資培訓能量。課程內容係

針對電動大客車之故障診斷、車輛保養及電力及電池系統檢查等基礎

保養維修知能介紹，第 1 梯次成運汽車培訓課程已於國光客運五股

場完成辦理，共計培訓 54 人次；第 2 梯次華德動能培訓課程於欣

欣客運木柵廠站完成辦理，共計培訓 46 人次，二梯次合計培訓 100 

人次。(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2022) 

 

三、 小結 

中彰投分署提供現職汽車技師，快速了解電動及油電車輛專業技

術，110 年起開設假日開辦在職進修訓練課程，每年約開辦 2-3 班次、

訓練人次約 30-45 人，讓參訓學員能掌握電動車檢修相關專業技能，

在職場上保有競爭優勢。為協助汽機車修護相關從業人員提升有關電

動車知識及技能，透過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結合民間訓練單位提供相

關訓練課程，補助參訓勞工 80%或 100%訓練費用，每人 3 年內最高

補助 7 萬元，使從業人員精進相關技能 2022 年預計培訓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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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人員訓練所 2020 年啟動 「電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人力

培訓計畫」，協助國內市區客運業者培育後勤維修人力，進而提升車

輛妥善率及後勤維修保養體系，目前已於 109、110 年完成內部師資

培訓，並於 111 年開始進入籌備期(111-113 年)，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

及維修人力培訓教材編撰，以及建置電動車培訓實習設備與場域，並

持續與業界交流，精進機務講師實務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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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多元方法」（multi-method）進行調查，研究流程

說明如下： 

  

 

  

1.問卷與訪談題綱座談會：2 場至少各 4 人，共 8 人 

對象為整車業者、客運業者、學校單位、政府機關人員、與本

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 

2.深度訪談：至少 23 份有效樣本 

對象為整車業者(3)、客運業者(9)、學校單位(9)、縣市政府(2) 

3.人力需求端之量化問卷調查：至少 21 份有效樣本 

整車業者 6 份、客運業者 15 份，以轄區內廠商為優先 

4.人力供給端之量化問卷調查：至少 300 份有效樣本 

調查對象為保養維修從業人員或相關科系學生 

5.專家學者座談會：2 場至少各 6 人，共 12 人 

對象為整車業者、客運業者、學校單位、政府機關人員、與

本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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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量化問卷調查 

一、調查對象 

1. 人力需求端：21 份有效樣本，整車業者應至少回收 6 份、客運

業者應至少回收 15 份，並以轄區內廠商為優先，若轄區內廠商

回收份數無法滿足規定回收樣本數，得以轄區外廠商滿足之，惟

廠商需先行與分署確認後，方可繼續調查。 

2. 人力供給端：依期初會議決議，調查對象為汽車、大客車或機車

保養維修從業人員，或是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的學生，至少

300 份有效樣本。 

二、調查方法 

1. 人力需求端：以電訪為主，為提升問卷回收率，將依受訪者需求

輔以人員面訪或電子信件等方式，提供受訪者填答。 

2. 人力供給端：以人員面對面訪問方式為主。 

3. 本項正式問卷調查方向與題目，依期初會議決議實施。 

三、樣本配置 

1. 人力需求端：有效樣本數 22 份  

(1) 整車業者：實際回收樣本數 6 份 

(2) 客運業者：實際回收樣本數 16 份，其中有 9 份屬於轄區內

廠商，7 份為轄區外廠商。 

(3) 調查名單如下： 

編號 區域 類別 公司名稱 

1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中鹿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捷順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中台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台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全航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8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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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彰投轄區 客運業者 巨業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彰投轄區 整車業者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彰投轄區 整車業者 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彰投轄區 整車業者 凱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4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5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6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7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屏東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8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亞通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19 其他區域 客運業者 光華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20 其他區域 整車業者 總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1 其他區域 整車業者 鴻華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其他區域 整車業者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人力供給端：有效樣本數 317 份 

(1) 汽車或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為 104 份      

(2) 機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為 32 份      

(3)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15 歲以上)為 181 份  

(4) 居住縣市為臺中市 194 份、彰化縣 91 份、南投縣 32 份。  

四、有效樣本數與抽樣誤差 

1. 由於人力需求端樣本較少，不進行抽樣誤差估計。 

2. 人力供給端有效樣本數為 317 份，在 95%的信心水準內，整體

抽樣誤差為±5.50%。 

五、調查時間 

1. 人力需求端：平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00~6:00 

2. 人力供給端：平日與假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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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焦點座談會 

以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Discussion)方式蒐集資料，透過

主持人以座談方式深入瞭解受訪者各項意見，本案標規為辦理問

卷與訪談題綱討論座談會 2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2 場，共計 4 場。 

一、問卷與訪談題綱討論座談會 

1. 為使本案深度訪談及量化問卷調查能確實且充分獲得本案所需

資訊，廠商應先辦理 2 場次座談會，作為設計量化問卷及深度

訪談題綱之依據。座談會出席人數（不含分署及廠商人員）至

少 4 人，邀請對象得為整車業者、客運業者、學校單位、政府

機關人員、與本案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 

2. 第 1 場與第 2 場已於 7/24、7/28 辦理完成 

(1)第1場名單如下：(依姓名筆劃排序) 

座談會主持人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公司 劉仁豪協理（本案主持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蔡汯嶧老師（本案顧問） 

與會來賓 單位 

吳建勳 副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陳建安 專員 ARTC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莊家豪 經理 凱勝綠能科技公司 

黃倉閔 技師 豐原客運公司 

(2)第2場名單如下：(依姓名筆劃排序)  

座談會主持人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公司 劉仁豪協理 (本案主持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吳俊毅老師 (本案顧問) 

與會來賓 單位 

林榮財 董事長 豪賓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銘汶 總監 ARTC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施保重 經理 承雄實業有限公司 

黃宸崧 經理 台中汽車客運 

許樺軒 正工程師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50 

3. 討論座談會大綱 

(1) 台灣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產業發展與產業鏈分佈。 

(2) 中央/縣市政府推動燃油車轉換為電動大客車相關政策。 

(3) 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與燃油車在「保養流程」SOP 差異性。 

(4) 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人才專業性與燃油車差異討論。 

(5) 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設計、維修保養人才與職能探討。 

(6) 整車知識(各元件功能、效果)教育對維修保養電動車(含電動大

客車)必要性與原因探討。 

(7) 政府證照應包含那些內容與程度(與汽車修護技工、乙級證照相

較)較符合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職能需求。 

(8) 對中彰投分署未來規劃電動車(含電動大客車)人才媒合及培訓

課程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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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學者座談會 

1. 已於 112 年 10 月 6 日前完成上述(一)、(二)、(三)、(四)之調查

作業，並完成調查報告初稿，經分署確認後，為增加調查內容完

整性，針對本案初步調查結果擬定相關議題，辦理 2 場次焦點

座談會收斂各界意見。焦點座談會每場次出席人數（不含分署及

廠商人員）至少 6 人，邀請對象得為整車業者、客運業者、學校

單位、政府機關人員與本案領域相關專家學者。 

2. 第 3 場與第 4 場已於 11/1、11/2 辦理完成 

(1)第3場名單如下：(依姓名筆劃排序) 

 座談會主持人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公司 周佩華 副總經理 (協同主持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蔡汯嶧老師 (本案顧問 A7) 

編號 與會來賓 單位 

A1 吳旻儒 主任 霧峰農工 實習處 

A2 林秋宏 主任 達德商工 汽車科 

A3 林侑詳 主任 臺中高工 汽車科 

A4 莊家豪 經理 凱勝綠能科技公司 

A5 莊伯誠 主任 青年高中 汽車科 

A6 蔡學閩 主任 沙鹿高工 汽車科 

(2)第4場名單如下：(依姓名筆劃排序) 

座談會主持人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公司劉仁豪協理 (本案主持人)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吳俊毅老師 (本案顧問 B8) 

編號 與會來賓 單位 

B1 丁奕元 課長   鴻華先進科技公司 

B2 李泳霆 老師 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B3 李端道 技正 交通部公路局公路人員訓練所中部訓練中心 

B4 卓慶章 副教授 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B5 翁豊在 教授   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B6 蔡銘育 主任 僑泰高中 汽車科 

B7 羅玉林 教授 中興大學 智慧電動車及綠能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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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座談會訪談大綱 

(1) 對中彰投分署規劃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才培訓課程所需師資

與設備(培訓教學方法和資源)相關建議。 

(2) 對中彰投分署規劃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主題或方向與預期

效益探討。 

(3) 針對不同領域、類型學員(例如高中職/大學畢業培訓、保養維修

人員在職訓練或有興趣投入領域之畢業生)，課程規劃建議 

(4) 針對中彰投分署推動電動大客車人才媒合之相關建議。 

(5) 未來透過產官學合作，提升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才素質與數

量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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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深度訪談 

一、研究方法 

針對量化調查結果，採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方式蒐集資

料，透過專案研究人員以面對面訪談方式，深入瞭解不同對象受訪

者意見。 

二、訪問對象 

1. 訪談對象分別為 

(1) 整車業者：電動大客車之整車業者至少 3 家。 

(2) 客運業者：經營路線涉及臺中、彰化、南投市區公車路線之

客運業者至少 9 家。 

(3) 學校單位：轄區內高中職、大專校院設有汽車/汽修相關科系

者至少 9 間。 

(4) 縣市政府：轄區縣市政府主責市區公車業務之單位至少 2個。 

2. 本項訪談題綱及相關規劃，依期初會議決議實施。 

3. 訪談名單如下： 

編號 類別 單位 受訪者 

1 整車 鴻華先進 丁課長 

2 整車 凱勝綠能 莊經理 

3 整車 唐榮車輛科技公司 沈經理 

4 客運 彰化客運 陳課長 

5 客運 苗栗客運 唐先生 

6 客運 豐原客運 李總工程師 

7 客運 四方客運 沈先生 

8 客運 員林客運 陳副理 

9 客運 台中客運 黃經理 

10 客運 巨業交通 王廠長 

11 客運 中鹿客運  陳廠長 

12 客運 捷順交通 林副理 

13 學校 建國科技大學 黃技士 

14 學校 霧峰農業工業高中 實習處 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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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校 臺中工業高中 林主任 

16 學校 南投縣同德高中 實習處彭主任 

17 學校 致用高級中學 林主任 

18 學校 僑泰高級中學 汽車科  蔡主任 

19 學校 大明高中 汽車科 謝主任   

20 學校 青年高級中學 莊主任 

21 學校 私立達德商工 林主任 

22 政府 臺中市政府  

23 政府 彰化縣政府   

三、深度訪談大綱 

(一)整車業者 

1. 認為電動大客車的保養維修需求相較傳統燃油大客車，維修

人員應擁有哪些特殊的技術/知識？ 

2. 貴單位對保養維修人員的技能要求有哪些？(電車單元知識、

電腦偵錯，公安處理與預防)，維修人員需要具備哪些相關的

資格？ 

3. 您認為保養維修人員若擁有汽車修護技術士/iPAS電動車機電

整合工程師等證照是否對保養電動大客車有所幫助?證照內容

有沒有什麼應加強的? 

4. 您認為未來電動大客車所需的保養維修人力數量是否會大量

增加？您們預估需求為何（包含公司/該產業）? 

5. 在處理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需求時，您是否面臨人力資源不

足的挑戰？為什麼?（例如難以招聘足夠數量和質量的保養維

修人員） 

6. 貴公司如何培養/訓練人員保養維修團隊的技能和知識？（如

相關科系畢業、公司內訓） 

7. 請問貴公司目前或未來是否會指派技師至海外進行培訓，若

有，請問貴公司是如何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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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認為政府在保養維修人力培訓方面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二）客運業者 

1. 貴公司選擇使用電動大客車的主要動機是什麼？有哪些因素

促使您考慮轉換至電動大客車？ 

2. 在考慮轉換至電動大客車時，您所面臨的主要困難點是什麼？

(例如，政府補助，電動車價格、充電設施建設、續航里程等)。 

3. 認為電動大客車的保養維修需求相較傳統燃油大客車，維修

人員應擁有哪些特殊的技術/知識？ 

4. 貴單位對保養維修人員的技能要求有哪些？(電車單元知識、

電腦偵錯，公安處理與預防)，維修人員需要具備哪些相關的

資格？ 

5. 貴公司如何培養/訓練人員保養維修團隊的技能和知識？(如

相關科系畢業、公司內訓?) 

6. 您認為保養維修人員若擁有汽車修護技術士/iPAS電動車機電

整合工程師等證照是否對保養電動大客車有所幫助?證照內容

有沒有什麼應加強的? 

7. 在處理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需求時，您是否面臨人力資源不

足的挑戰？為什麼?(例如難以招聘足夠數量和質量的保養維

修人員)  

8. 請問貴公司目前多數維修技師對於從傳統油車轉換至電動車

時，是否有心態上或培訓上的過渡期？貴公司採取哪些方式

因應？ 

9. 您認為政府在保養維修人力培訓方面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三）學校單位 

1. 學校目前提供那些與電動車/電動大客車相關的課程或專業領

域？對相關課程對學生的預期效益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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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在推動電動車/電動大客車相關課程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難

是什麼？ 

3. 學校是否面臨培訓師資和專業知識方面的不足？如果有，是

否有計畫或管道解決這個問題？ 

4. 學校是否會鼓勵參與汽車修護技術士、iPAS 電動車機電整合

工程師或相關證照等相關考試? 

5. 對於這些證照考試規劃或相關內容有沒有什麼改善或加強建

議? 

6. 學校認為政府職業訓練單位能提供哪些資源和支援，以協助

學校開設/推動電動車相關課程？ 

7. 學校的電動車相關的課程或專業領域是否有助學生未來職涯

或就業，政府就業服務單位可對於學生在電動車產業就業有

哪些可以協助之處？ 

8. 請問貴校是否有（或思考）與業者進行產學合作培養電動車方

面之人才？若有，具體的規劃或計畫是什麼？ 

（四）縣市政府 

1. 縣市政府在公車業務中對電動大客車的使用考量和動機為何？

目前市府是否有特定的政策或目標推動使用電動大客車？ 

2. 使用電動大客車對縣市公共交通系統是否有優勢和效益？ 

這些效益是否與傳統燃油大客車差異在那？ 

3. 市府建置或使用電動大客車可能面臨的挑戰/阻礙是什麼？例

如，業者不配合?充電設施的建設緩慢?續航里程不佳?車輛成

本過高等。單位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 

4. 對使用電動大客車的司機或操作人員資格是否有所要求？是

否有規劃相應的培訓計畫或考核制度？ 

5. 您認為未來幾年內在市區公車業務中使用電動大客車的需求

和趨勢會有何變化？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57 

第四章 質量化研究結果 

第一節 深度訪談結果 

一、 整車業者 

1. 電動車保養與維修人才具備技能 

(1) 電動車維修人員具備三電系統（電池、電機、電控）概念，

對基本汽車修護、電動車電池、高壓作業有認識，鼓勵員工

取得相關證照，取得後會有加給；公司提供內部培訓，培訓

主題涵蓋完整維修課程，但實作經驗更為重要。 

(2) iPAS 考試更適合研究人員和工程師，而不是技師，考試內

容過於專業和理論化。 

(3) 偏好相關科系學生，具備車輛、機械及基本電路認識；年輕

員工更易學習新技術，提供誘因如研發部門、內部技術培訓

等，吸引年輕人才。 

(4) 建議將現有的汽車修護士證照修改或延伸，以涵蓋電動車

的維護知識，丙級技師知識深度已經足夠，只需將某些部分

由引擎技術更換為電動技術。 

2. 保養維修人力需求與缺口 

(1) 2030年政府電動化政策，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力需求將增加， 

客運業技師面臨老化，對新技術如三電、高壓有學習障礙，

年輕人較無意願從事機械維修工作，但電動車相對吸引較

高。 

(2) 許多年輕人認為維修工作是黑手、低端的工作，電動車維修

需要傳統汽車維修技能，而且維修保養相對較輕鬆。 

3. 公司人員培訓 

(1) 機電整合工程師對於新入行者的經驗有一定要求，新人通

常需要從簡單的工作開始，慢慢進行更複雜的任務。 

(2) 有兩年在其他車廠工作經驗的應徵者會更受公司青睞，完

全沒有經驗的新人會發現自己很難適應，對於維修人員來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58 

說，有汽車修護技術師的執照會更好。 

(3) 公司早期薪水較低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留任，但目前薪水已

有大幅提高，而主要問題變成了工作環境。對於一些已有經

驗的技術人員，薪水可能不再是唯一考慮的因素。 

(4) 公司會不定期派技師去海外培訓，例如去原廠實習學習新

車型的維修，以及對三電、馬達或電池等方面的知識進行深

入學習，這樣的培訓課程不僅有助於技術人員提升技能，也

有助於他們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 

(5) 目前有能力的電機類人才是稀少的，導致人才流動和高度

競爭，甚至挖角現象頻繁。 

4. 客運業者合作模式與維修差異 

(1) 客運業者可能同時擁有不同品牌的電動大客車，銷售車輛

後會提供技術轉移給客運業者，教他們如何維修保養，訓練

包括維修手冊、零件清冊等。 

(2) 電動車與傳統油車的主要差異在於高壓電作業安全及電控

電路查修，技師專精於電車系統及高壓電的部分，如電路圖、

線路查修、電腦檢測、動力和電池的發電特性，客運業者擔

心高壓電維修的風險，只要遵循安全操作，如斷掉高壓開關，

就能確保安全。 

(3) 整車業者提供的技術轉移時間取決於客運業者的學習意願，

較年長或傳統的技師可能需要較長時間適應新技術。 

5. 對政府相關建議 

(1) 建議政府設立電動車維修師證照，尤其在電動車市場需求

增加的情況下。 

(2)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課程適合剛畢業的學生學習，乙級、丙

級或 iPAS 證照對未來電動大客車保養有助益。 

(3) 中彰投分署或職訓中心應該提供更多有助於保養人力維修

的課程，並且要考慮到未來的發展趨勢，提供更深入的技術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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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的訓練與教育應該更加聚焦於實際需求，比如對於電

機類更適合進行專業培訓。 

(5) 建議培訓課程應該不僅要滿足當前的需求，還要考慮未來

的發展。比如課程可以包括微控制、微電子控制等新興領域，

這樣可以幫助從事保養維修的人員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職業

生涯。 

(6) 未來人才市場更需要具有深層設計能力與高階預警能力的

人才，特別是在電池模組研發方面，目前多數應徵者來自化

學材料背景，可能對於深入電池領域具有一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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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運業者 

1. 轉換電動大客車的困難 

(1) 電動車價格較高：購買電動車的成本較柴油車高，大約是柴

油車的兩倍，以及營運路線推動困難。 

(2) 充電樁互通性：目前充電樁不同廠牌之間無法共用，期望未

來能夠實現互通性，以減少建置成本，充電樁的兼容性和共

用性成為購車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3) 充電架設在取得地目和申請上有許多阻礙，特別是中南部

地區，取得示範型的補助對公司有利。 

(4) 購買電動大客車時，主要評估標準為續航力和妥善率。一台

車如果續航力足夠，但常出故障，會給公司帶來更多的困擾，

比如增加保養維修人力和調度上的問題，也會引起乘客的

抱怨。 

(5) 電車的維修和保養還不夠成熟，特別是三電電控系統，與原

廠的技術移轉還在進行中，電動車與柴油車的維修有所不

同，尤其是在電控和電機部分。 

(6) 示範型計畫可以獲得幾乎全額補助，但公司採購的是一般

型，補助不超過六成。 

(7) 目前政府補助政策僅涵蓋特定品牌的電動車，這些品牌的

電池未必是最佳選擇，比亞迪的電池較優質，但由於它是中

國製造，政府政策有所限制，影響業者購買電池選擇，迫使

選擇質量較差的產品。 

(8) 會考慮租賃電池的方式以及尋找有更好充電性能的電池廠

商，他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統一和相容的充電設施，並且希望

有真正的技術轉移，以解決目前的困難和挑戰。 

(9) 雖然電池通常保固八年，但因為路線、駕駛和車輛電子結構

的問題，電池壽命會有衰退，影響行駛路程和充電時間，原

先的充電模式是車輛晚上收班後利用離峰時間充電，但電

池衰退可能需要調整充電時段，這也可能影響電價申請和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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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動車的主要成本在於電池，當電池需要更換時，成本會明

顯增加，一台電動大客車的電池成本大約占總成本的一半，

一台車有三個電池區段，每個區段都有一個大單節，而每個

大單節內都有多個小電池，電池壽命受品質、路況、操控、

天氣等因素影響。 

(11) 停車場需求增加，場地難以尋找，電動大客車所需停車面積

大約是柴油車的 1.5 倍，造成停車場面積不足。 

(12) 用電申請困難，如申請至供電完成需耗費數月時間。 

2. 傳統油車與電動車維修技術差異 

(1) 電動車和柴油車在底盤和相關元件上差異不大，但電控部

分較為封閉，使得維修人員無法參考原廠的數據。 

(2) 電動大客車維修時需要專門的技師負責高壓電部分，例如

進行斷電等操作，因此維修電動車風險比傳統燃油車高，為

確保安全，現場需至少兩名技師進行高壓電維修工作。 

(3) 公司目前的維修能力主要集中在底盤和冷氣的部分。對於

電動大客車的三大電子系統：電池、電機和電控，以及充電

樁，公司完全沒有處理能力，都要依賴原廠來處理。 

(4) 電動車三電系統是車廠或系統製造商的商業機密，客運公

司維修人員需要增加對電動車故障的判讀能力，以正確與

系統廠商溝通。 

(5) 除了電動車的三電系統，其他系統如制動、懸吊等大多相似，

因此沒有要求技師具備特殊資格，公司會與車輛原廠或系

統廠商合作提供相關課程或技術指導。 

(6) 公司目前擁有 2-4 個品牌的車子(向不同整車業者購買，車

子妥善率高可以減少保養維修的工作量，不同車商的保養

維修技術可能有所差異，特別是電腦診斷系統。 

3. 電動車維修保養團隊培訓方案 

(1) 電控部分的技術與知識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培養，估計傳

統技師從油車轉換到電動車的學習周期為一至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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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巴士保養維修人力招募困難，公司內部技師已進行電

動車維修培訓，五十多歲的技師從小電轉大電有難度，接受

度在逐漸提高。 

(3) 主要依賴原廠提供的技術支援，以前高職、大學技術人才培

養已有斷層現象，導致技術人員不足；目前會優先委由原廠

做維修保養，同時邊做邊學，但目前技術人員還是有所欠缺。 

(4) 維修人員在處理高壓電的預防與公安方面並未具備特殊資

格，但有一些基本的配備和標準操作程序，例如充電時的穿

著和操作。維修方面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充電和記錄，如果有

需要修理會報修，並由其他師傅或原廠進行維修。 

(5) 技師擁有基本的技工執照及乙級汽車維修證照，現階段電

車問題較少，未來計劃培訓技師獲取電車專業證照。 

(6) 技師主要是內部培訓，且有車商駐廠技師協助技術轉移，年

輕技師較容易接受新技術，但資深技師較抗拒，目前還未找

到合適的課程。 

(7) 主要是透過駐廠技師轉移的技術，以及車商提供的教育訓

練，但車商不會無償提供技術給非客戶。 

4. 外包由整車業者/下游廠商負責維修保養-部分客運業者 

(1) 部分客運業者在中部彰化縣有合約保養廠商，按實際維修

費用支付，與自行培訓維修保養人員相比，外包成本並不會

比較低。 

(2) 由於技工師傅薪資偏低，使得招募新人困難，所以在保固期

限內由整車業者技師提供支援，超過保固期後則由下游廠

商進行維修。 

(3) 公司未直接聘請維修技師，而是透過購車時與供應商簽訂

的委保合約，由供應商提供專業技師進行維修，技師不只專

精於一部分（如電機或底盤），而是全方位的知識，包括電

器和底盤等相關知識，技師都需完成某些基本認證，例如機

電整合的初級檢定。 

(4) 考慮到電動車的特殊性和高壓電的風險，公司選擇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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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全外包給專業供應商，短期和長期都不考慮自己維

修，由於電動車技師的專業性，對於公司來說，外包是更經

濟、更專業且更方便的選擇。 

5. 現有維修技師心態或培訓過渡期 

(1) 多數技師已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年齡介於三十至四十歲

間，目前難以招募年輕技師，原因為該工作環境及性質較為

困苦。 

(2) 部分較年長的技師可能會感到學習電動大客車維修有困難，

但公司鼓勵技師學習新技術，以適應未來的變化。 

(3) 對於中高齡的技師來說，他們在學習新技術和處理高壓電

方面會感到困難和擔憂。英語能力和電腦操作能力的缺乏

是他們的主要障礙。 

(4) 電動巴士保養維修人力招募困難，公司內部技師已進行電

動車維修培訓，五十多歲的技師從小電轉大電有難度，接受

度在逐漸提高。 

(5) 對於有心學習並轉型的傳統機械類技術人員，進一步深化

電機知識是可行的，有助於他們更好地進行維修工作，並提

高工作效率。 

(6) 客運業者面臨技工師傅欠缺的問題，年輕的維修技師不願

進來或留不下來，多數技師年齡偏大，缺少進修意願。 

(7) 鼓勵技師繼續進修、考取相關證照，獲得公司額外津貼，目

前技師主要持有乙級證照。 

(8) 傳統技師初步對電動車的恐懼與拒絕，原因是電動車需要

使用電腦進行查修，而許多傳統技師對電腦和新科技不熟

悉。擔心觸電和動力電池爆炸的危險，公司讓技師參與電動

車的維修保養，認識與傳統柴油車並無太大差異，只是動力

來源不同，技師逐漸建立起對電動車的信心。 

6. 維修人力需求與招募方式 

(1) 年輕的維修人員和駕駛員很難招募，原因可能是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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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學歷越來越高、以及工作興趣和薪水待遇等因素。年輕

人偏好固定工作時間和較高薪水的職業，注重工作與生活

的平衡。對於工作態度和需求與過去不同，使得招募遇到困

難。 

(2) 年輕人對電腦和自動化設備更為熟悉和擅長，而中高年齡

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可能會遇到困難，因此公司會依照他

們的專長和年齡做出合適的分工。 

(3) 修電池的人員通常需要有較高的學歷，最理想的是高職畢

業，主修電機，會有電路學基礎知識。 

(4) 需要辦公室分析人員進行數據分析，預警可能出現問題。 

(5) 電池維修相對於車輛維修在穩定性上較高。有需求的公司

和機構可以為此類技術人員提供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不

僅限於所在的公司。儘管有難度，但機械類工程師可以進一

步學習電機知識，通過職業訓練和進修，進入這領域。 

(6) 未來有汽修背景的年輕人會是首選，薪資和福利會根據技

師的學歷和證照進行調整，進行重型設備或電池更換時，會

使用輔助工具如千斤頂或吊桿。 

(7) 有一定機電基礎的人較適合學習維修電動大客車，可以更

快速上手，電動大客車和油車的底盤基本上是相容的，主要

差異在於驅動力部分，電動大客車有更多的大電流相關部

件要處理。 

7. 技術士證照 

(1) 現有維修人員大多數都有乙級技術、丙級技術士、技工執照

以及汽車相關證照。 

(2) 台灣的高壓電維護人員證照取得人數不足，相關培訓課程

很少，這類證照較難取得；高壓電證照技師在現場很少，但

對於電動車現場維修是很重要，原廠技師取得高壓電維護

證照的人數較少。 

(3) 關於 iPAS 機電整合工程師證照，目前公司沒有鼓勵員工考

取 iPAS 證照的計畫，因為相關培訓和改變觀念需要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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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4) 現場維護人員並不需要這麼高階的證照(指 iPAS)，取得此證

照的人應該會投身於研發領域而非當現場維修技師。 

(5) 技師若持有證照的話，有利於了解車輛的基本結構，但建議

增加車用匯流控制器區域網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bus)的知識與故障判斷。 

8. 政府保養維修人力培訓協助事項 

(1) 提供更多培訓課程與實務，加強講師專業知識。 

(2) 職訓中心提供實際操作和實習課程，使受訓者瞭解如何操

作和維修，協調整車業者技術轉移，讓客運業者有能力自行

維修。 

(3) 建議開設與電動車相關課程並提供補助，讓現有維修技師

與想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了解電動車技術，增加對電動車基

本知識，提高維修效率和安全性。 

(4) 希望政府能在保養維修人力培訓課程後，辦理人力媒合活

動，促進培訓人員就業和業者找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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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單位 

1. 電動車課程規劃與培訓 

(1) 大學：學校針對電動車維修市場進行專門培訓課程，讓學生

具備入門至專業的技能，鼓勵學生考取汽車修護技術士和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的證照，學生在大三時需要拿到至

少兩張乙級證照。 

(2) 高中職：部分學校有開設電動車概論及電動車檢修實習，課

程偏向概念性，不夠完整；部分學校目前沒有電動車或電動

大客車相關課程，以電動機車為主。 

(3) 提供關電動車課程專注於初步訓練與教材。目前有油電混

合動力車、GOOGRO 等不同品牌的車輛，但沒有純電動車。

基本的三電（電機、電控、電池）原理、馬達與電路的量測

等都會教授給學生，但由於資源有限，例如電池的價格過高，

學校並沒有提供完全拆卸或深入的訓練，多半僅做基礎量

測。 

(4) 學生對於高電壓、高電流的部分可能會感到畏懼，不敢接觸，

需要接受安全教育，以確保維修電動車時的安全。 

2. 學校推動電動車課程困難 

(1) 電動車課程因場地、高壓電等因素受限，電動大客車需要大

型場地及特殊設備，安全是主要考量，學校缺乏原廠完整技

術及實做版本。 

(2) 沒有購入電動車原因為經費及政府補助，僅透過參加研習

和大專交流來瞭解電動車知識。 

(3) 在學習油電車時，學生會學習電動車維修的基本概念。學生

會學到如何使用電動車工具和電動車的基本操作。 

(4) 電動車推廣主要困難為經費和購買電動車，師資短期內應

該能解決，但考慮因素是學生的安全和興趣，學生需要有興

趣和實務經驗才能安全從事電動車維修工作。 

(5) 業界可能視電動車技術為商業機密，不易與學校共享。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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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原廠配備及知識產權均存在問題。 

3. 企業實習與產學合作 

(1) 學校會進行就業媒合，與企業進行合作，提高就業成功率，

企業也會贊助學校，提供高價設備培訓未來公司人才。 

(2) 學生在學校中學習油電車的基礎知識，因此在三電（動力電

池、驅動電機和控制器）部分有基礎概念。由於純電動車的

系統與油電車在電的系統上有相似之處，所以學生在學到

基本原理後，對於電動車保養維修會比較快上手。 

(3) 學生進行三個月在學校學習，三個月在汽車公司進行實習，

確保理論學習與實務經驗得到均衡發展，畢業後可能在該

公司工作，達到長期就業效果。 

(4) 「產攜 2.0 合作方案」：汽車修護業界回饋認為學生三個月

工作後再返回學校，所學技能容易遺忘。因此產攜 2.0 合作

方案規劃學生先在高中職學習基礎，進入大學後在日間工

作，週五和週六晚上則返回大學上課，這種模式有助於人員

穩定性。 

4. 企業留任人才與培訓 

(1) 進入客運公司的學生，即便缺乏經驗，初始薪資也相對較高，

對於留任率表現較好，鼓勵員工進修並提供晉升機會。 

(2) 學生留任電動大客車行業的主要因素，老師傅會特別照顧

年輕技師，公司福利也較為優渥；另外大客車工作環境和設

備已有改進，提升設備和輔助工具，讓工作更為方便和安全。 

(3) 畢業後參與電動大客車的維修工作，擔任助理技師或技師，

與學校合作廠商確保提供最低基本薪資，不能回到舊有低

薪學徒制。 

(4) 電動大客車電池很重，中高齡技師難以搬運，缺乏適當輔助

工具導致需依賴年輕技師搬運，使得年輕技師也不願久留；

例如成運汽車和 TOYOTA 都有提供輔助工具，若客運業者

缺乏相關輔助工具，建議加強改善，否則可能會流失年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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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員。 

5. 對證照相關建議 

(1) 學校主要鼓勵學生參加汽車修護技術士乙、丙級考試，對於

iPAS 考試，因為報名和受訓費用較高，少數學生認為職場

用途不大，意願並不高。 

(2) 乙、丙級汽車修護土證照偏向傳統汽油車，但是否適合電動

車產業仍需進一步評估。 

(3) iPAS 目前分為兩個等級，第一等級是筆試，第二等級才涉

及維修，建議加強初階考試中對電動車維修的基礎工安訓

練。 

(4) 目前對於電動車維修的證照考試並不完善，大多只涵蓋理

論知識和基礎技能，缺乏針對實際維修操作的考核。政府應

該加強制定更為細緻和實用的考試內容，以確保維修人員

具備足夠的安全知識和操作能力。 

(5) 由於電動車維修涉及高壓直流電，操作不當可能帶來重大

危險，應該將更多實際操作和安全知識納入培訓和考試內

容，比如電瓶拆裝、電控偵測等。此外，維修人員應該熟悉

和遵循安全操作規程，例如斷電操作、等待時間..等，避免

意外發生。 

6. 就業市場與缺工問題 

(1) 電動大客車的維修保養人才需求很大，但留任率偏低，與市

場狀況有關，大客車失業率較低，薪資也相對較高。 

(2) 因為少子化因素，學生直接投入汽車產業的比例由早期的

四成降低到一成，升學比率由早期的八成降低到五成。 

(3) 目前許多客運公司的技師都是中高齡，對於電動車的維修

較不熟悉，造成了人力的缺口，年輕的技師對於新技術如三

電及英文較為了解，對於未來電動車維修有更大優勢。 

(4) 福利待遇的差異會影響員工的留任，許多留任或回聘員工

都是中高齡，面臨新技術如電動車和模組控制系統方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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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差異可能會影響工作效率和企業競爭力。 

(5) 為了吸引年輕人才，企業需主動與學校合作，親自介紹公司

發展和未來前景，以及職涯發展，才能更有效地吸引學生。 

7. 對政府職訓單位提供資源與支援建議 

(1) 政府提供資源與培訓：職訓單位提供電動車專班，學生可於

六個月內完成課程，包括電動車和電動機車。 

(2) 教師培訓課程開設：提供高中職教師資源或開設相關課程，

提供實際操作機會，確保獲得足夠知識和技能。 

(3) 提供實車設備與場地，以及電動車實車維修保養師資。 

(4) 推動實習建教合作，讓學生學以致用，再回學校強化不足部

分，希望中彰投分署能與教育局共同推動實習的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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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縣市政府 

1. 臺中市政府在公車業務的推動與考量 

(1) 打造幸福永續城市，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推廣綠色交

通並減少廢氣排放，目前情況從 102 年的 10 輛電動公車增

至 408 輛。 

(2) 目前推行政策：優先於主要幹線使用電動公車、提供電動公

車營運補貼和電池汰換補助、吸引客運業者參與交通部的

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與透過全面規劃充電站及路網，鼓勵

使用電動公車。 

(3) 未來目標：中期 640 輛電動公車；長期至 2030 年公車全面

電動化。 

2. 臺中市推動電動大客車的效益與挑戰 

(1) 環境效益：減少空氣汙染和溫室氣體排放，電動公車低噪音，

降低路段和場站噪音汙染。 

(2) 營運效益：省略進出加油站的成本和時間。 

(3) 透過場站的充電設施和營運規畫提升調度效能。 

(4) 主要挑戰：業者汰換電動公車的意願不高、購置和維修成本

高與電動公車技術尚未完全成熟。 

(5) 應對策略：提供電動公車購置補助、協助建置維修保養體系，

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建設充電站，規劃充電時間和方式以

應對不同路線需求。 

3. 電動大客車司機或操作人員的要求和培訓 

(1) 資格要求：需具備甲類或乙類大客車駕照。 

(2) 培訓要求：必須通過交通部或相關訓練中心的電動大客車

定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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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彰化縣政府在公車業務的推動與考量 

(1) 交通政策與推動策略：彰化縣政府正積極推動「一軸一環雙

樞紐」交通政策，目的為促進中部地區的交通發展與區域連

結。推動電動公車、強化智慧化交通服務，並長期規劃發展

輕軌捷運系統。 

(2) 電動大客車計畫：從 110 年開始，彰化政府根據示範型電動

大客車計畫進行車輛汰換，新設 20 條快捷路線並已投入正

式營運。 

5. 彰化縣推動電動大客車的效益與挑戰 

(1) 與傳統燃油車比較：電動大客車提供了更安靜、無震動的乘

車體驗。它為市區的行人和騎車族群提供無廢氣的環境，管

理上更為高效。這種舒適的體驗可以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

交通。 

(2) 電動車輛的技術發展：隨著電動車技術的進步和成本降低，

彰化縣政府預計將更多傳統燃油車輛汰換為電動大客車，

目標是在 2030 年前達到全面電動化。 

(3) 充電設施問題：不同的客運業者有不同的充電規範，而公車

路線的里程和站點也各有不同，因此充電設施的位置和設

計都需要仔細考慮。縣政府已在重要的轉運站設置了通用

充電樁。 

(4) 司機或操作人員的資格與培訓：相關的維護人員需要經過

客運業者的訓練，並且由業者自行定義相應的培訓和考核

制度，彰化縣政府主要扮演輔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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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量化調查結果 

1. 人力需求端調查 

1.現有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數量(平均數/人)  

客運業者現有負責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的技師，平均人數為

5.19 人，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8.40 人。 

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現有平均人數為 1.19 人，整車業者平

均人數為 1.25 人；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現有平均人數為 5.63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1.75 人。 

中彰投轄區業者現有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5.17

人，助理技師平均 0.42 人，一般維修人員平均 4.92 人。 

表 4-1 現有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數量(平均數/人)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1.技師 5.95 5.19 8.40 5.17 7.00 

2.助理技師 1.00 1.19 1.25 0.42 1.88 

3.一般維修人員 4.85 5.63 1.75 4.92 4.75 

註：中彰投轄區 12 家包括整車業者 3 家，客運業者 9 家，名單詳見第三章研究

設計。 

2.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公司目前招募數量(平均數/人)  

針對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客運業者目前招募維修保養技

師，平均人數為 2.89 人，整車業者目前招募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

數為 11.75 人。 

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目前招募平均人數為 4.00 人，整車業

者平均人數為 2.00 人；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目前招募平均

人數為 8.25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2.67 人。 

中彰投轄區業者目前招募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7.13 人，助理技師平均 4.67 人，一般維修人員平均 1.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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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公司目前招募數量(平均數/人)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1.技師 5.62 2.89 11.75 7.13 3.20 

2.助理技師 3.60 4.00 2.00 4.67 2.00 

3.一般維修人員 5.86 8.25 2.67 1.67 9.00 

3.預估未來 2030 年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需求(平均數/人)  

未來 2030 年人力需求，客運業者預估維修保養技師人力需求，

平均人數為 8.91 人，整車業者預估維修保養技師人力需求，平均人

數為 16.25 人。 

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預估人力需求平均人數為 14.00 人，

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3.00 人；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預估人

力需求平均人數為 41.25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9.00 人。 

中彰投轄區業者預估招募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12.80 人，助理技師平均 9.40 人，一般維修人員平均 2.67 人。 

表 4-3 預估未來 2030 年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需求(平均數/人)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1.技師 10.87 8.91 16.25 12.80 7.00 

2.助理技師 12.43 14.00 3.00 9.40 20.00 

3.一般維修人員 30.50 41.25 9.00 2.67 58.33 

註：首都客運與臺北汽車客運預估 2030 年一般維修人員人力需求為 80 人 

4.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技師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及零件更換技術

指導」(73.3%)比例較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客

戶車輛售服維修」(5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維修保養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及零件更

換技術指導」(63.6%)比例較高。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74 

表 4-4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技師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19 N=15 N=4 N=11 N=8 

維修及零件更換技術

指導 

63.2% 73.3% 25.0% 63.6% 62.5% 

電池維修 5.3% 0.0% 25.0% 9.1% 0.0% 

督導及技術指導 10.5% 13.3% 0.0% 0.0% 25.0% 

客戶車輛售服維修 10.5% 0.0% 50.0% 9.1% 12.5% 

冷氣系統/底盤/電池

動力系統 

5.3% 6.7% 0.0% 9.1% 0.0% 

一般甲類大客車保養 5.3% 6.7% 0.0% 9.1% 0.0% 

註：因樣本數較少，百分比僅供參考。 

5.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助理技師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保養檢查車

輛」(58.3%)比例較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

「機械維修」(10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保養

檢查車輛」(62.5%)比例較高。 

表 4-5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助理技師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13 N=12 N=1 N=8 N=5 

機電系統 7.7% 8.3% 0.0% 12.5% 0.0% 

機械維修 7.7% 0.0% 100.0% 12.5% 0.0% 

機件潤滑打油 7.7% 8.3% 0.0% 0.0% 20.0% 

維修保養檢查車輛 53.8% 58.3% 0.0% 62.5% 40.0% 

協助技師 7.7% 8.3% 0.0% 0.0% 20.0% 

一般甲類大客車保養 7.7% 8.3% 0.0% 12.5% 0.0% 

註：因樣本數較少，百分比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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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一般維修人員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一般維修人員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保養檢

查車輛」(50.0%)比例較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一般維修人員主要工

作內容以「機械維修」、「調校電動車與維修電動車」與「客情維繫

與車況維護」(皆為 33.3%)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維修保養一般維修人員主要工作內容以「維修

保養檢查車輛」與「基礎保養」(皆為 25.0%)比例較高。 

表 4-6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主要工作內容-一般維修人員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11 N=8 N=3 N=8 N=3 

機械維修 9.1% 0.0% 33.3% 12.5% 0.0% 

調校電動車與維修電

動車 

9.1% 0.0% 33.3% 0.0% 33.3% 

維修保養檢查車輛 36.4% 50.0% 0.0% 25.0% 66.7% 

基礎保養 18.2% 25.0% 0.0% 25.0% 0.0% 

客情維繫與車況維護 9.1% 0.0% 33.3% 12.5% 0.0% 

二、三級車輛保養 9.1% 12.5% 0.0% 12.5% 0.0% 

一般甲類大客車保養 9.1% 12.5% 0.0% 12.5% 0.0% 

註：因樣本數較少，百分比僅供參考。 

7.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平均每月薪資(平均數/元)   

客運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7,000 元，整車業

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7,250 元。 

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平均每月薪資為 41,250 元，整車業者

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4,000 元；一般維修人員方面，

客運業者平均每月薪資為 38,125 元，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

均每月薪資為 38,466.67 元。 

中彰投轄區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2,545.45

元，助理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37,000 元，一般維修人員平均每月薪

資為 36,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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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平均每月薪資(平均數/元)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1.技師 47,052.63 47,000.00 47,250.00 42,545.45 53,250.00 

2.助理技師 41,461.54 41,250.00 44,000.00 37,000.00 48,600.00 

3.一般維修人員 38,218.18 38,125.00 38,466.67 36,750.00 42,133.33 

8.對於電動大客車平日使用，公司是否特別配置保養維修人員  

客運業者在平日使用電動大客車方面，56.3%不會特別配置保養

維修人員，與一般客車共用；43.8%會特別針對電動大客車配置後勤

保養人員。 

中彰投轄區業者，66.7%不會特別配置保養維修人員，與一般客

車共用。 
表 4-8 電動大客車特別配置保養維修人員 

 客運業者 

N=16 

中彰投區 

N=9 

其他區域 

N=7 

不會，與一般客車共用 56.3% 66.7% 42.9% 

會，會特別針對配置後勤保養人員 43.8% 33.3% 57.1% 

9.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應具備技能重要度 TOP2  

客運業者與整車業者認為維修保養人員應應具備技能重要度

TOP2 的項目比例相近；認為重要度偏低的項目比例亦相近；而「更

換電機冷卻油與變速箱油」與「車身線束、燈號、車門系統檢修」，

重要度 TOP2 比例有明顯差異；中彰投轄區業者與整體及其他變項

分析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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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應具備技能重要度 TOP2 

 整體 客運 

業者 

整車 

業者 

中彰投

區 

其他 

區域 

具備專業技能 N=22 N=16 N=6 N=12 N=10 

(01) 電 動 車 系 統 診 斷 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 

系統檢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2)更換電機冷卻油與變速箱

油 

95.5% 100.0% 83.3% 91.7% 100.0% 

(03)三電原理-電池、電機、電

控(車載充電器)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

更換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5)正確拆解、裝配車輛零部

件與功能檢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6)底盤系統(懸吊、剎車)檢

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7)車輛緊急應變處理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車輪檢修更換、定位 90.9% 93.8% 83.3% 83.3% 100.0% 

(09)車輛內裝修護 63.6% 68.8% 50.0% 50.0% 80.0% 

(10)車身板金修護 59.1% 62.5% 50.0% 50.0% 70.0% 

(11)車身線束、燈號、車門系

統檢修 

95.5% 100.0% 83.3% 91.7% 100.0% 

(12)電動車/電動大客車保養

標準工作流程(SOP)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3)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

維修標準工作流程(SOP)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重要度 TOP2 定義：回答非常重要+重要的加總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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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技師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

士執照」(86.7%)與「交通部汽車修理技工執照」(60.0%)比例較高，

整車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執

照」(75.0%)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照(iPAS)」

(5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

護技術士執照」(72.7%)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照

(iPAS)」(63.6%)比例較高。 

表 4-10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技師 

 整體 客運 

業者 

整車 

業者 

中彰投

區 

其他 

區域 

應具備專業證照 N=22 N=16 N=6 N=12 N=10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84.2% 86.7% 75.0% 72.7% 100.0% 

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

電整合工程師執照

(iPAS) 

52.6% 53.3% 50.0% 63.6% 37.5% 

交通部汽車修理技工

執照 

47.4% 60.0% 0.0% 54.5% 37.5% 

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31.6% 33.3% 25.0% 0.0% 75.0% 

高壓電證照技師執照 10.5% 13.3% 0.0% 0.0% 25.0% 

應具備專業技能      

整車控制 5.3% 0.0% 25.0% 9.1% 0.0% 

三電維修 5.3% 0.0% 25.0% 9.1% 0.0% 

車輛獨立維修 5.3% 6.7% 0.0% 0.0% 12.5% 

故障診斷分析 5.3% 0.0% 25.0% 9.1% 0.0% 

車輛修護保養查修 5.3% 6.7% 0.0% 0.0% 12.5%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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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助理技師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

技術士執照」(66.7%)與「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執照」(66.7%)比例較

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

技術士執照」(50.0%)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照

(iPAS)」(5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助理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

術士執照」(75.0%)比例較高。 

表 4-11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助理技師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應具備專業證照 N=22 N=16 N=6 N=12 N=10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64.3% 66.7% 50.0% 75.0% 50.0% 

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57.1% 66.7% 0.0% 37.5% 83.3% 

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

電整合工程師執照

(iPAS) 

35.7% 33.3% 50.0% 37.5% 33.3% 

交通部汽車修理技工

執照 

28.6% 33.3% 0.0% 12.5% 50.0% 

高壓電證照技師執照 14.3% 16.7% 0.0% 0.0% 33.3% 

應具備專業技能      

底盤維修 7.1% 0.0% 50.0% 12.5% 0.0% 

電動車三電原理有基

本認識 

7.1% 0.0% 50.0% 12.5%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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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一般維修人員 

客運業者一般維修人員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

士執照」(72.7%)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一般維修人員需具備專業證照

以「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照(iPAS)」(50.0%)比例較

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一般維修人員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

護技術士執照」(66.7%)比例較高。 

表 4-12 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人員需要具備專業證照-一般維修人員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應具備專業證照 N=22 N=16 N=6 N=12 N=10 

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60.0% 72.7% 25.0% 66.7% 50.0% 

交通部汽車修理技工

執照 

33.3% 45.5% 0.0% 22.2% 50.0% 

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

執照 

33.3% 45.5% 0.0% 11.1% 66.7% 

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

電整合工程師執照

(iPAS) 

33.3% 27.3% 50.0% 44.4% 16.7% 

高壓電證照技師執照 13.3% 18.2% 0.0% 0.0% 33.3% 

政府應規劃電動汽車

修護技術士執照 

13.3% 18.2% 0.0% 0.0% 33.3% 

應具備專業技能      

底盤維修 6.7% 0.0% 25.0% 11.1% 0.0% 

低電壓維修 6.7% 0.0% 25.0% 11.1%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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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司目前人力招募困難原因  

公司目前人力招募困難原因，客運業者以「薪資問題」(92.3%)

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以「工作環境不佳」與「工作負荷量大」(皆為

50.0%)比例較高。 

外在因素方面，客運業者與整車業者皆以「應徵者數量不足」

比例較高，分別為 86.7%與 100.0%。 

中彰投轄區業者人力招募困難原因以「薪資問題」 (83.3%)比例

較高，外在因素則以「應徵者數量不足」(91.7%)與「應徵者技能不

符需求」(50.0%)比例較高。 

表 4-13 公司目前人力招募困難原因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內在因素 N=22 N=16 N=6 N=12 N=10 

工作環境不佳 21.1% 7.7% 50.0% 33.3% 0.0% 

工作地點偏遠 10.5% 15.4% 0.0% 16.7% 0.0% 

薪資問題 68.4% 92.3% 16.7% 83.3% 42.9% 

工作負荷量大 47.4% 46.2% 50.0% 25.0% 85.7% 

工作時間過長 5.3% 0.0% 16.7% 0.0% 14.3% 

福利措施不佳 15.8% 23.1% 0.0% 16.7% 14.3% 

外在因素      

找不到合適管道 15.0% 13.3% 20.0% 25.0% 0.0% 

產業前景不明 0.0% 0.0% 0.0% 0.0% 0.0% 

應徵者數量不足 90.0% 86.7% 100.0% 91.7% 87.5% 

應徵者工作經驗

不足 

30.0% 26.7% 40.0% 16.7% 50.0% 

應徵者技能不符

需求 

50.0% 60.0% 20.0% 50.0% 50.0% 

職務未來發展性

不足 

0.0% 0.0% 0.0% 0.0%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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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司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  

公司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客運業者以「工作/收入穩定/不加班」

(68.8%)與「福利比其他同業更好」(62.5%)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以「完

整的員工訓練」(66.7%)、「試用期後保證提高薪資」(50.0%)與「未

來發展前景佳」(5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以「完整的員工訓練」

(50.0%)與「工作/收入穩定/不加班」(50.0%)比例較高。 

表 4-14 公司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試用期後保證提高薪資 50.0% 50.0% 50.0% 41.7% 60.0% 

薪水比其他同業更好 36.4% 50.0% 0.0% 41.7% 30.0% 

福利比其他同業更好 50.0% 62.5% 16.7% 33.3% 70.0% 

完整的員工訓練 54.5% 50.0% 66.7% 50.0% 60.0% 

完整的升遷管道 50.0% 56.3% 33.3% 33.3% 70.0% 

未來發展前景佳 45.5% 43.8% 50.0% 33.3% 60.0% 

工作/收入穩定/不加班 50.0% 68.8% 0.0% 50.0% 50.0% 

人力交由外包廠商處理 4.5% 0.0% 16.7% 8.3%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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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招募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常用求才管道  

公司招募人員常用求才管道，客運業者以「內部人員進修與晉

用」(62.5%)與「民間人力銀行網站」(50.0%)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亦

以「內部人員進修與晉用」與「民間人力銀行網站」(皆為 66.7%)比

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常用求才管道以「民間人力銀行網站」(66.7%)

與「內部人員進修與晉用」(58.3%)比例較高。 

表 4-15 招募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常用求才管道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內部人員進修與晉用 63.6% 62.5% 66.7% 58.3% 70.0% 

同行介紹 27.3% 25.0% 33.3% 33.3% 20.0% 

民間人力銀行網站 54.5% 50.0% 66.7% 66.7% 40.0% 

報章雜誌求才廣告 0.0% 0.0% 0.0% 0.0% 0.0% 

人才/人力仲介公司 22.7% 25.0% 16.7% 25.0% 20.0% 

政府求職網站 18.2% 25.0% 0.0% 25.0% 10.0% 

企業自己的求才網站 18.2% 25.0% 0.0% 16.7% 20.0% 

學校就業輔導單位推薦 4.5% 6.3% 0.0% 0.0% 10.0% 

校園徵才活動 13.6% 12.5% 16.7% 16.7% 10.0% 

產學合作留用 22.7% 25.0% 16.7% 0.0% 50.0% 

FB/PTT 社群媒體網站 18.2% 25.0% 0.0% 33.3%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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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招募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職缺時間點  

公司招募保養維修人員職缺時間，客運業者與整車業者皆以「不

一定，有缺就補」與「全年都有招募」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招募保養維修人員職缺時間，亦以「不一定，

有缺就補」與「全年都有招募」比例較高。 

表 4-16 招募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職缺時間點 

 整體 客運業者 整車業者 中彰投區 其他區域 

 N=18 N=13 N=5 N=12 N=10 

第一季(1-3)月 0.0% 0.0% 0.0% 0.0% 0.0% 

第二季(4-6)月 0.0% 0.0% 0.0% 0.0% 0.0% 

第三季(7-9)月 0.0% 0.0% 0.0% 0.0% 0.0% 

第四季(10-12)月 5.6% 7.7% 0.0% 9.1% 0.0% 

不一定，有缺就

補 

44.4% 38.5% 60.0% 45.5% 42.9% 

全年都有招募 50.0% 53.8% 40.0% 45.5% 57.1%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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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  

客運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以「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

課程」、「規劃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初級、中級、高級)」

與「協助保養維修人才媒合」(皆為 81.3%)比例較高。 

整車業者亦以「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課程」、「規劃電動大

客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初級、中級、高級)」與「協助保養維修

人才媒合」(皆為 100.0%)比例較高。 

中彰投轄區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以「協助保養維修人才

媒合」(83.3%)、「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課程」與「規劃電動大客

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皆為 75.0%)比例較高。 

表 4-17 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 

 整體 客運 

業者 

整車 

業者 

中彰投

區 

其他 

區域 

 N=22 N=16 N=6 N=12 N=10 

車輛零組件翻譯名詞統一 27.3% 31.3% 16.7% 16.7% 40.0% 

鼓勵中高齡或二度就業民

眾投入轉職培訓課程 

31.8% 37.5% 16.7% 25.0% 40.0% 

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

課程 

86.4% 81.3% 100.0% 75.0% 100.0% 

規劃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員

培訓分級制度(初級、中

級、高級) 

86.4% 81.3% 100.0% 75.0% 100.0% 

培訓電動大客車相關領域

師資 

63.6% 68.8% 50.0% 58.3% 70.0% 

協助提供如電池、車輛零

部件等教學設備，以利拆

解和裝配教學實作 

68.2% 68.8% 66.7% 50.0% 90.0% 

協助保養維修人才媒合 86.4% 81.3% 100.0% 83.3% 9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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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供給端調查 

1.受訪者基本資料  

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與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

系學生基本資料如下表。 

表 4-18 受訪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車

保養維修從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N=317 N=136 N=181 

 合計 100.0% 100.0% 100.0% 

年齡 15-24 歲 59.9% 8.1% 98.9% 

25-34 歲 7.6% 16.2% 1.1% 

35-44 歲 10.7% 25.0% 0.0% 

45-54 歲 11.4% 26.5% 0.0% 

55 歲及以上 10.4% 24.3% 0.0% 

居住 

縣市 

臺中市 61.2% 58.1% 63.5% 

彰化縣 28.7% 26.5% 30.4% 

南投縣 10.1% 15.4% 6.1% 

學歷 高中/職 67.5% 46.3% 83.4% 

專科 9.5% 19.1% 2.2% 

大學 17.0% 20.6% 14.4% 

研究所以上 0.6% 1.5% 0.0% 

國中 4.4% 10.3% 0.0% 

國小 0.9% 2.2% 0.0% 

性別 男性 97.2% 95.6% 98.3% 

女性 2.8% 4.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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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較有興趣參加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 

對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較有興趣參加「基礎電學、車身電路檢修與修

護」(49.3%)、「拆解、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34.6%)與

「電動車構造與原理」(30.1%)。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拆解、裝配車輛零

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65.7%)、「基礎電學、車身電路檢修與修護」

(51.9%)、與「電動車構造與原理」(38.7%)。 

此外，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底盤系統(懸吊、剎車)檢測

課程」、「電動車/電動大客車保養標準工作流程(SOP)」與「車輪更換

與車輪定位」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表 4-19 較有興趣參加政府【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

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初階課程 N=317 N=136 N=181 

基礎電學、車身電路檢修與修

護 

50.8% 49.3% 51.9% 

更換電機冷卻油與變速箱油 19.2% 22.8% 16.6% 

拆解、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

檢測課程 

52.4% 34.6% 65.7% 

底盤系統(懸吊、剎車)檢測課

程 

26.5% 21.3% 30.4% 

車輛緊急應變處理課程 21.8% 22.8% 21.0% 

電動車構造與原理 35.0% 30.1% 38.7% 

車身鈑金與內裝 11.7% 6.6% 15.5% 

車輪更換與車輪定位 11.4% 1.5% 18.8% 

電動車/電動大客車保養標準

工作流程(SOP) 

18.6% 8.8% 26.0% 

都沒興趣 11.0% 25.7% 0.0% 

沒意願/要退休 0.6% 1.5%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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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較有興趣參加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 

對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較有興趣參加「電動車系統診斷與 CAN(控制

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50.7%)、「三電原理-電池、電機、電控(車載

充電器)」(33.8%)與「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更換」(28.7%)。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電動車系統診斷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38.7%)、「三電原理-電池、電機、

電控(車載充電器)」(34.8%)與「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更換」(29.3%)。 

此外，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引擎更換、電子冷卻油與

變速箱油」與「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維修標準工作流程(SOP)」

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表 4-20 較有興趣參加政府【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

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進階課程 N=317 N=136 N=181 

電動車系統診斷與CAN(控制

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 

43.8% 50.7% 38.7% 

引擎更換、電子冷卻油與變速

箱油 

22.1% 15.4% 27.1% 

三電原理-電池、電機、電控(車

載充電器) 

34.4% 33.8% 34.8% 

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更換 29.0% 28.7% 29.3% 

電動車綜合檢修實習 26.2% 23.5% 28.2% 

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維

修標準工作流程(SOP) 

24.6% 20.6% 27.6% 

都沒興趣 14.8% 27.9% 5.0% 

沒意願/要退休 0.6% 1.5%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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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較有興趣參加政府規劃【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 

較有興趣參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機車/汽車/大

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與「電機系統檢

查維護與實習 」(皆為 42.6%)，「電池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與「電

控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皆為 33.8%)的比例較高。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以「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60.8%)、

「電機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48.1%)、「電控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39.1%)與「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37.6%)的比例較高。 

此外，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電動大客車發展現況」

(27.6%)、「底盤系統」(37.6%)與「高電壓與電動車事故危害緊急處

理」(26.5%)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表 4-21 較有興趣參加政府【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

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N=317 N=136 N=181 

電動大客車發展現況 17.7% 4.4% 27.6% 

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 53.0% 42.6% 60.8% 

電池系統(含檢查維護與實習) 34.1% 33.8% 34.3% 

電機系統 (含檢查維護與實習) 45.7% 42.6% 48.1% 

電控系統 (含檢查維護與實習) 36.9% 33.8% 39.2% 

底盤系統 29.3% 18.4% 37.6% 

充電系統 22.1% 22.1% 22.1% 

車載網路系統 21.5% 20.6% 22.1%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28.1% 15.4% 37.6% 

高電壓與電動車事故危害緊急

處理 

21.5% 14.7% 26.5% 

都沒興趣 17.0% 38.2% 1.1% 

沒意願/要退休 0.6% 1.5% 0.0% 

   註：本題為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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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吸引有興趣民眾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理想薪資 

吸引有興趣民眾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的平均每月

經常性薪資(不含獎金)，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5

萬-未滿 6 萬元」(25.7%)與「4 萬-未滿 5 萬元」(18.4%)的比例較高。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以「8 萬元及以上」(31.5%)與「5

萬-未滿 6 萬元」(30.4%)的比例較高。 

對於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理想薪資達「8 萬元及以上」與

「5 萬-未滿 6 萬元」占比較高。根據勞動部 111 年 7 月職類別薪資

調查「車輛維修人員」經常性薪資，「公共汽車客運業」為 38,327 元，

年總薪資（含獎金）為 52.3 萬元；「汽車貨運業」為 50,080 元，年

總薪資（含獎金）為 77.5 萬元，以維修人員而言，大客車的薪資較

貨車為低。另根據 104 與 1111 人力銀行 2023 年 12 月招募職缺所登

載之薪資資訊，汽車維修技師月薪約為 35,000~60,000 元(因個人資

歷或績效而異)，電動大客車維修技師月薪為 30,000~50,000 元。顯

見民眾對於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薪資期待較高，也高於目前勞

動市場該類職缺的平均水準。 

表 4-22 吸引民眾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理想薪資(平均數/元)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車

保養維修從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相

關科系學生 

 N=317 N=136 N=181 

4 萬-未滿 5 萬元 11.4% 18.4% 6.1% 

5 萬-未滿 6 萬元 28.4% 25.7% 30.4% 

6 萬-未滿 7 萬元 17.4% 14.7% 19.3% 

7 萬-未滿 8 萬元 6.9% 7.4% 6.6% 

8 萬元及以上 21.5% 8.1% 31.5% 

拒答 14.5% 25.7% 6.1% 

總計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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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薪資符合個人期待，未來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意願 

若薪資符合個人期待，29.4%的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

人員表示未來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與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

維修人員，52.2%表示沒有意願(不太有意願與完全沒有意願)， 

18.4%表示普通。 

59.1%的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表示未來有意願(非常有

意願與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11.6%表示沒有

意願(不太有意願與完全沒有意願)，29.3%表示普通。 

表 4-23 薪資符合個人期待，未來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意願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車

保養維修從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相

關科系學生 

 N=317 N=136 N=181 

非常有意願 5.7% 0.7% 9.4% 

有意願 40.7% 28.7% 49.7% 

普通 24.6% 18.4% 29.3% 

不太有意願 8.2% 12.5% 5.0% 

完全沒意願 20.8% 39.7% 6.6% 

總計 100.0% 100.0% 100.0% 

註：回答普通、不太有意願與完全沒意願者，追問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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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沒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主要原因 

沒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主要原因，機車/汽

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要退休了」(29.2%)與「專業領域相

差太大，要從頭學太複雜/太困難」(25.0%)比例較高。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以「本身學板金對電動車沒興趣」

(24.3%)、「專業領域相差太大，要從頭學太複雜/太困難」(16.3%)與

「要學太多項目/太麻煩」(13.5%)比例較高。 

表 4-24 沒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主要原因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

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N=170 N=96 N=74 

專業領域相差太大，要從頭

學太複雜/太困難 

21.1% 25.0% 16.3% 

要退休了 16.5% 29.2% 0.0% 

本身學板金對電動車沒興趣 15.9% 9.4% 24.3% 

要學太多項目/太麻煩 6.5% 1.0% 13.5% 

滿意目前工作不想換工作 3.5% 6.3% 0.0% 

沒有考慮轉做維修大客車 5.9% 1.0% 12.2% 

維修大客車消耗體力 2.9% 4.2% 1.4% 

目前為機車業者/沒有規劃從

事大客車業務 

2.9% 5.2% 0.0% 

怕發生電器類的危險 2.4% 0.0% 5.4% 

只對二輪電動車有興趣 2.4% 4.2% 0.0% 

只對二輪事業有興趣 2.4% 4.2% 0.0% 

危險性較高/比一般小客車所

需付出勞力更多 

2.4% 0.0% 5.4% 

會比一般汽油車更加複雜 1.8% 2.1% 1.4% 

註：本題為複選，僅列出百分比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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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就業主題需求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增加哪些主題比較符合目前或未來的

就業需求，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無意見」(30.0%)

的比例較高，其次為「電動車基礎知識」(10.0%)與「電動車教學與

修護」(7.5%)。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以「無意見」(9.3%)、「基礎電學課

程」(7.5%)、「電動車教學與修護」(5.6%)與「多給學生實習時間」

(5.6%)比例較高。 

表 4-25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就業主題需求 

 整體 

 

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

業人員 

汽車/汽修/機械

相關科系學生 

 N=317 N=136 N=181 

無意見 15.0% 30.0% 9.3% 

電動車教學與修護 6.1% 7.5% 5.6% 

基礎電學課程 5.4% 0.0% 7.5% 

多給學生實習的時間 4.1% 0.0% 5.6% 

電動車基礎知識 3.4% 10.0% 0.9% 

車身電路檢修修護 3.4% 0.0% 4.7% 

簡單的輪胎維修 2.7% 0.0% 3.7% 

增加培訓時間 2.7% 0.0% 3.7% 

電控技術和電腦程序控制 2.7% 0.0% 3.7% 

校外參訪 2.7% 0.0% 3.7% 

車子聯網功能 APP 程式(手機

可連電動車) 

2.7% 0.0% 3.7% 

在高職汽車科先以油電車或電

動車進行基礎檢修教學 

2.7% 0.0% 3.7% 

充電系統 2.7% 0.0% 3.7% 

電路控制 2.0% 0.0% 2.8% 

電動車未來趨勢課程 2.0% 5.0% 0.9% 

電池和馬達相關課程 2.0% 5.0% 0.9% 

培養電動車能源持久研究人員 2.0% 0.0% 2.8% 

註：本題為複選，僅列出百分比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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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座談會 

一、專家學者座談會第 1 場 

學校目前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的困難點 

目前學校的油電車和電動車設備資源不足。設備、場地和安

全性是主要障礙之一，學校普遍缺乏針對電動車的正確教育課程，

儘管有理論部分，但實務操作相對不足。  

以我們已經走在很前面了，可是我們並沒有純電動車設備，那我一直

思考一件事情，我要帶領汽車科往電的領域走，其實會有一大門檻，舉例特

斯拉我要電池包下來，其實我們現行所有頂車機，都是不可以用的，那在安

全部份還是有一定很大的問題在。所以我在想說有沒有辦法建議提供各校

類似試教台、模擬機台或是電器的用品，進到各學校之後，學校老師真實看

到東西才會真實發展我們所謂電車裡面的教學模式、方式、方針去改變。

(A2) 

因為我們學校的現況，我們只有一台車、大部份學校都只有一台車，先

不討論他是不是電動車，我們在分組上課上面只有一台車要上課本身就會

有他的困難度，會造成效率非常非常低，一次只有一台車，二十幾個人擠一

台車，也不用怎麼分，大概有十五個左右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玩了，因為根本

沒有東西給他碰，所以設備要怎麼充實是學校目前最大的問題。因為以電

動車來說如果先不考慮安全性這些問題，我們真的學校直接更新成為電動

車，那一次買四台車進來，大概一百五十到兩百萬，跑不掉，這還不包含其

他設備更新，包含要用在電車上面的工具這些的，所以你說學校要怎麼規

劃這些課程，光這些設備都沒有，你說要怎麼規劃，回到問題根本，有很大

一個部份是錢的問題。(A1) 

專家們建議中彰投分署可協助模式，1.分署開設課程，以利

後續實務銜接 2.提供學校設備資源，以利學生進行實際操作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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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3.提供或介紹業師與學校合作 

分署開設課程，讓學生在畢業後有課程培訓，以更好地銜接

到業界 

我們油電車也是如此，因為有牽扯到高壓電的問題我們都不太敢讓學

生去碰。那我們現在有做到建教合作電動車的合作，那建議能不能由中彰

投分署採取產官學的合作，假如中彰投分署有一些設備，讓我們學生進來

可以先去在那邊讀個一年、半年，再投入業界做實做的部份，我想這對學生

的一些知識及相關領域操作會比較好一點。(A5) 

那如果像分署這邊有意願開設讓學校過去上課，那嘉義高工是我們的

汽車技術教學中心，他大概每年都會提供我們噴漆的體驗課程，為期三天，

像我們今年也要去，就連續去三天，這是一個模式。那另一個我不曉得勞動

部這邊有沒有要跟教育部配合，如果我們要做 108 新課綱多元選修的話，

其實應該有蠻大的機會可以做得到把課程納進各校多元選修裡面。(A1) 

分署提供場地大客車場地，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讓學生到

中彰投分署進行實際學習，學校場地不足的問題。 

其實高職端蠻看中場地跟師資，如果我們要給中彰投分署建議的話，

看有沒有機會跟學校端像第五題講的產學合作的方式，讓學生到中彰投去

學，因為我們場地嚴重不足，根本不太有可能有辦法教學到電動大客車這

樣的東西。(A6) 

引進更多電動車專家來提供產學演講和業師授課，以幫助學

生更好地了解電動車技術 

我們要怎麼把學生帶到電動車的領域是一個很頭痛的點。可是電動車

我還是一直不敢跟我們學校提我要進入到電動車。那目前我們學校的電動

車開始在尋找各領域的電動車專家來先跟學生做類似產學演講、業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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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份我也一直思考，中彰投分署這邊有沒有這種師資來提供給我們各校

聘請來當業師。(A2) 

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的各種建議 

課程目標應區分幾個項目，包含初、中階課程區隔、高壓電

培訓、產學合作、資料分享等多個方面，以確保課程能夠有效地

滿足市場需求和學生需求。 

建議將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分為不同區塊，包括一般車

輛保養、高壓電端（電池、電力、電阻、馬達）、整車開發。 

所以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要銜接的是原本的車輛修護，只有去除

引擎修護的區塊。那像傳動系統在某些車輛只有齒輪箱，那在整車修護來

講動力端就會變得比較簡單。那這區塊有涵蓋馬達和馬達驅動器，一般來

講會採用診斷儀去看故障的情況，我認為是這樣。(A7) 

初階課程可著重於基本故障排除和簡單的元件更換，讓學生

能夠使車輛正常運作，進階課程可包括更深入的電動車維修技巧

和原理，特別針對高壓電和複雜的系統 

現在對於機電的部份在基層來說，他們其實不太會去教他們裡面的原

理(指車廠)，他只會講功能是什麼，那對於更換的部份，現在都是模組化，

所以他們假設裡面有一個東西損壞了，他其實把整個模組抽出來，再更換

上新的模組上去，就完成維修了，這模組維修的部份會丟到後端由機電的

部份去做維修。那初階比較簡單應該是要教如何去量測出元件端的部份到

底有無故障，然後進行簡易更換，讓這台車可以正常行駛。(A3) 

高壓電的培訓可參考車廠的維修方式，在學校中難以實際操

作。或使用電池模擬器進行實驗，但需考慮實際電池操作的落差，

同時可保留原本丙級和乙級汽車修護的內容，只去除引擎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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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銜接學生的知識。 

所以其實在課程建議，我認為他在本來丙級汽車修護來說，除了引擎

以外其他東西其實是可以保留，包含乙級。另外要再延伸電動車動力系統

的佈建以及電池，那電池屬於高壓端檢修，所以在馬達、電池區塊需要有參

考車廠維修方式做人才培訓，這就要看中彰投分署是否有能量去跟車廠洽

談合作的事宜，因為在學校這一區塊沒有辦法做高壓電的授課。因為電池

那邊還是以電池模擬器讓學生做實驗，這畢竟跟實際電池有落差。(A7) 

整車業者看法 

整車業者認為，業師可以適用於電動車課程，但視課程安排

而定，電動車的基本原理大致相似，但應關注具體的課程安排和

實習內容。 

單獨對我們公司的電動車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應該說要看課程安排，

如果是概論的話，或是只單對我們電動車是沒有問題。因為我剛剛前面講

的，各家業者系統可能部一樣，雖然大同小異，原理概論上應該是 OK。(A4) 

證照建議 

將電動車課程納入大學的升學課程，提供相關認證和薪資激

勵，以鼓勵學生參與，但目前已有市場上的各式證照建議能釐清

相互間的差異以避免學生混淆，降低證照公信力 

那如果是我們要怎麼提升學生去接觸到電動車，不單純只是開設什麼

課程、怎麼接觸電動車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IPAS，反正學生是人嘛！有利

益的東西就比較容易推動他，所以如果真的有要推這些課程、認證的東西，

直接找大學端在升學上面有採計，這樣效果一定非常好。像我們也有幾個

學生是就業導向的學生，我們剛好有幸運接受到一個廠商的人才招募，就

直接寫明了持有汽車修護丙級證照起薪多少、乙級證照底薪直接加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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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著這個東西去跟學生講的時候，對於他們想要考乙級的意願就會蠻

明顯的。(A1) 

我剛剛看大家都說 IPAS跟乙、丙級的關係，除非我自己不知道，據我

所知汽車修護乙丙級應該在這內容裡面是沒有所謂大客車相關的東西，雖

然車輛概念差不多，但其實我有許多學生畢業後從事大客車維修，他還是

跟我說有差異在的，所以我相信在電的方面不論是小客車、大客車多少會

有些差異，那當然這個是我們未來當老師的挑戰，並且跟業界如何銜接都

是一個學習的面向。(A6) 

剛剛講到 IPAS 的證照，其實他是一個推的方式，我們學校有很多老師

有 IPAS 的初階，那有沒有辦法直接套用到教學領域，，乙丙級如果是電車，

到底跟我們汽車的乙丙級會有什麼差異，先說汽車以及跟電動車以及要有

什麼差異。那各位先進在想一下，如果我們創了電動車乙級，到時候題目會

不會跟電機科、汽車科很雷同。(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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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學者座談會第 2 場 

提升電動大客車行業吸引力的方法 

學校和業界可以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秀或對行業有興趣的

學生，以吸引他們進入電動大客車行業。這種獎學金可以幫助學

生減輕負擔，並鼓勵他們留在行業中。  

所以他們從一年級開始就頒發獎學金給一些成績比較好的，然後對我

企業比較有興趣的，先綁住人才，畢業先綁住一年。那我們汽車科未來可能

明年也會開始這樣做，因為像旭益汽車還有福斯太古他也表明就是，真的

大家都在搶人才，他們不想搶輸人家，所以他們現在也表達意願說他們想

要頒發獎學金。(B6) 

重視師徒教導與系統化教育訓練 

業界應該鼓勵師傅提供專業、有耐心的指導，避免對學生的

教導方式和態度造成負面影響，或是建立自己入職教育訓練中心，

讓學生在實習之前接受系統化的培訓。 

有時候是要看他在廠裡面跟的師傅是否有認真在教他，或是說他有沒

有願意繼續留下來，那師傅才會願意教他深入一點的東西這樣子。(B2) 

我們這次跟 Toyota 配合的話中都這邊的話，他們自己也成立訓練的，

教育訓練的總部，就我們學生去的話，我們先實習兩個禮拜，那個什麼畢業

生先實習兩個禮拜，廠商如果覺得可以他當然就留下來，那這實習兩個禮

拜他能幹嘛呢？以前是直接到現場去工作，結果他現在不是，先到他們訓

練中心去訓練，所以他們自己汽車界他們也再提升。(B6) 

差別化的薪資等級與鼓勵培訓 

對於已經取得技工證照的技工師傅，提供職業發展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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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他們參與電動車的進一步培訓和提高技能。這可以通過補助

和證明電動車職能的方式來實現 

提高大客車行業的薪資和福利待遇，特別是年輕人與比較年

輕的技師，如果他們可以期待有競爭力的薪水和福利，他們會更

願意進入這個行業。 

未來我們導入後，他們來持續來我們這邊取得證照的話，其實他就可

以學習到相關有關電動車的知識跟技術，那我們剛剛也提過我們對之前已

經取得技工證照的那些人員，也會用回訓的部分希望他們能夠用補助的方

式，請他們回來接受電動車的訓練。(B3) 

他當初就是在學校裡面學的東西並沒有與時俱進，所以說他的能力不

足，他到了車廠之後呢，不可能會有好的待遇，其實待遇是跟人的能力是成

正比的，對不對？如果說你今天只會換輪胎換避震器的話，你說車廠一個

月會給你多少錢薪水？如果你會電控診斷，就是電控系統的故障診斷的話，

你會拿著這個診斷儀去做一些故障排除的話，那你看你的薪水是多少。(B7)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薪水問題，這學生回饋的，當然大車

起薪比較高，但是整個我不確定，就他的升遷制度跟以後的薪水會不會比

小車好，這個我沒有細部去看，可是這些可能都是學生所在意的。(B4) 

學校教育與業界結合 

學校可以針對現有的維修師傅提供電動車相關知識和實務

技能的培訓，有助於提升現有師傅對電動大客車的信心和能力，

使他們更容易進入行業 

其實很多維修的師傅，他們其實也是非常有意願來學習有關電動車方

面的一些知識跟這個實務的技能，所以這個在推廣教育的部分，也是可以

就是說在這個方面的一些課程的部分的做一個就是協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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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的一些維修師傅，他們不是說不願意，但是有透過我們的一個

課程的輔導之後，慢慢的他們也非常的就是說對這個部分會有信心了，那

因為剛剛在規劃的這個部分就是說被規劃進來比較多的一些實務，我想這

個是需要的。(B5) 

我們導入的部分先期的預設的訓練對象是現職在車廠的技工師傅，我

們其實也有去接觸過，其實比較資深的師傅都認為他快退休了，他不想再

學新的，那比較有興趣的是比較年輕的師傅，這個也是他們客運業也是期

望我們能做到的部分就是幫他們把維修能力提升。(B3) 

打破刻板印象，分享經驗和獎勵 

學生和師傅普遍存在一個刻板印象，認為大客車和電動車維

修比較困難，大客車因為空間大，可能比小車更容易維修，讓學

生了解大客車和電動車維修的潛力和可能性。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電動大客車可能去得人比較少，然後電動汽車人比

較多，好像是愈大的車好像是愈難修，其實這是刻板印象為什麼？因為他

可能還是以燃油車的那種觀念 

可是在電動車上面，其實邏輯上如果在維修電動車的話，大巴士應該

是比汽車要容易，為什麼呢？因為汽車小，所有東西全部都擠在一堆，你反

而拆得時候全部都被擋到，你拆起來會非常辛苦，如果空間大的話，你也不

需要彎個腰對不對？。(B7) 

這邊幫羅老師補充一下，幫羅老師補充一下，其實正確，就是大巴士其

實無論是在研發還是維護，都比汽車容易很多，原因就是因為它的空間，空

間大很多，其實維護方面我覺得門檻相對是比較低的。(B1) 

業界想辦法吸引學生參與這個領域，如提供長期的培訓和實

習機會，讓學生了解大型車輛的特點和要求，並展現公司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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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便畢業生能夠更多地參與電動汽車行業。 

先到學校去宣導，不要只是因為校外實習說明會都一下子而已，就直

接看是要把…就是時間要久一點，不要只說一兩個小時或半天一天這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效果，要整個系統不要介紹太深入，不過就是每個系統大概

都介紹，讓學生了解每個系統在做什麼，那他的危險性在哪邊，他們進來做

的時候，那一些他們要做的工作，然後重點學生還是想知道的以後他的升

遷、他的工作環境、他的薪水是怎樣。(B4) 

學生在業界實習時，不僅僅是低端的工作，需要有機會學到

更多實用知識。業界提供良好的導師和設備，以確保學生在實習

過程中能夠真正學到東西，並提高他們的技能。 

學生對電動大客車較不熟悉，即使進入電動車行業，選擇的

人數偏少，期待業者提供學生長期和系統性的實習機會，以便他

們更深入了解維修電動大客車市場。 

其實業界實習現在有個很大的氛圍，如果學生在學校裡面並沒有受到

基本知識的話，他貿然到業界去實習，因為他的能力不足，所以說業界只是

把他當作一個臨時工在用。(B7) 

那我們學校學生像進修部的產學班，他們其實都會去公司去做維修保

養，但實際上做得東西其實還是類似就是換輪胎，那公司叫他們做什麼就

做什麼這樣子，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是還可以，只是說有沒有真正學到東西。

(B2) 

因為大客車這塊以我所了解，以我們科大這邊以我們學校來講，除非

學生很有興趣，不然他不想去大車，那不然如果你現在要用電動巴士的這

個的話，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可以請業者跟學校合作，那當然這些師資就是

大車的這個師資或者是要去他們那個場域實習，客運業者應該是要先無條

件的要看遠一點，就無條件的先訓練這些學生，讓學生了解整個工作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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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那當然大車這邊的環境一定會比小車這邊差很多，以現在小車來講比

較先進的廠房，他們已經都全冷氣廠房，學生看到就是跟傳統不一樣，他們

的觀念就是他們就比較想要去小車。(B4) 

電動車教育師資培訓 

大部份教師或技工對學習電車最主要的困難點是電控知識，

普遍性感到困難，因為對電子學科感到害怕，因此普遍需要接受

電動車相關知識的師資培訓。 

師資培訓可在寒暑假進行，以維修保養領域的實務應用為主，

建議結合現有教材，篩選合適的題目，以培養維修師所需的知識

和技術。 

現在不是電動車跟燃油車的問題，現在主要問題是汽車電控的問題，

不管是燃油車還是電動車還是油電車，你不管什麼車，它現在就是因為以

前從傳統的化油器跟這種機電控制的時代，已經換成電子跟電腦控制時代，

所以現在有很多學車的人，他並不太懂這個汽車電子，所以說它現在面臨

的問題就是在這裡。(B7) 

有很多老師他願意學，可是他沒有地方學，像我當初在學的時候，我也

沒有地方學，我是直接把車子全部拆完之後自己學的，我直接看著電路圖，

然後每個針腳我去找，找完之後用示波器去量，我是自己學的，對，現在的

問題是台灣幾乎沒有人在教，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還有一點就是學校的

老師，高工老師我也去問過，他們不學的原因就是說第一個他們覺得說，他

們上課已經很辛苦了，他沒有時間學，所以我說如果是訓練老師的話，我覺

得最有可能就是寒暑假的時間，我們做密集培訓的話，十天就可以完全學

完了。(B7) 

不是說不參與，老師課平常課務量真的蠻多的，如果寒暑假其實老師

應該會蠻希望去學，因為這個是未來趨勢。(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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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業者電動車訓練課程建議建議強調實作訓練 

建議藉由提供實體教具和實車，讓學習者實際操作、拆解、

維護電動車的各個部件，並制定明確的標準作業程序（SOP），注

意高壓電系統的危險性，教導學習者電力安全知識，包括高壓部

件的拆卸程序及關注電池相關知識，可加入些基本類型的電池，

如鋰離子電池、磷酸鋰鐵電池差異性等。 

一定要從實作開始，東西擺出來，從東西開始學，這樣才是合理的。那

但是這個跟一般的傳統燃油車又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危險性，因為它是

高壓系統，它有高壓電系統，所以這邊還是想要想辦法就是，還是得讓就是

所謂我現在就是我的定義比較單純，就我定義為說做汽車維修師的人，就

對於讀書是真的比較沒那麼有興趣，想要直接實作照著 SOP 去實作，去操

作實際東西的這類型的人 

可以去規劃好 SOP去讓他們練習電動車的一些部件的拆解、一些維護，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點困難的就是要讓他們想辦法去學習到電力，電力電子，

基本的電力電子。(B1) 

像現在不是鋰離子電池還有磷酸鋰鐵電池，像特斯拉他們在用，那或

者是說之後固態電池，那是否是需要稍微介紹一下一些基本知識這樣子。 

自己是覺得可能需要講一點，但可能不用教得太深，但至少要介紹。稍

微介紹一下應該就可以。(B2) 

高職的話，他直接要出去工作，那最好是能夠教他有實際案例，比如說

我這簡報裡面最後可能會有一些實際案例，發生什麼情況什麼東西壞掉，

反向去學他可能比較有興趣，有問題故障點在去找他的原理在哪裡，他可

能會比較有興趣。(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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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需求 

修護證照考試應與時俱進，專注於故障診斷和邏輯思考，而

不僅僅是記憶選擇題。未來的汽車修護更需要具備思考和診斷能

力的專業人員，而不僅僅是換件工。修護證照的制度應該反映這

一變化 

部份專家認為應該針對汽車科學生提供更實際的證照，而不

僅僅是理論觀念。他強調實際設備的重要性，以培養更適合電動

車維修的學生。 

其實我們講得修護就等於在換件，就是拆裝跟換件的問題。所以現在

證照也沒有與時俱進，證照的制度也沒有與時俱進，你看那些題目有很多

都是選擇題，其實邏輯上面，我們現在汽車是靠一個邏輯，就是腦袋是一個

邏輯的問題，他並不是靠選擇題，因為選擇題大部分大家都會用記憶的方

式去背，因為你的目的是要考上證照，選擇題的原因就是說為什麼這個是

答案，沒有人想要知道，他是說邏輯給他記起來就好，考試的時候我那個把

答案寫出來就可以了，反而造就他的這個腦袋他並沒有什麼。 

真正汽車要發的證照應該是要推行教做診斷師證照，因為現在汽車全

部都是電控系統，真正機械的東西並不多，而且要修的東西也不多，幾乎都

是換件，所以以後的汽車修護，是沒有修理工了，主要就是診斷師，就是故

障診斷，要抓到哪個問題，抓到問題之後去換件就可以了。(B7) 

那當然 iPAS 這個中級一開始我們學校是由我去整個是由我去建立的，

當初我也有跟他們提議，就是說你們現在考這種東西，他是偏電機電子方

面，對我們汽車科學生而且他放在科大，其實是不適合的，而且說實在的那

種東西你要真的運用到實際，你沒有實際東西給學生去看，學生沒有實際

去操作，當然我們現在有那台示教台，那台示教台一開始他也不讓我們動

得太深，因為那台示教台很貴很容易壞掉，所以我建議如果以後你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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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要弄一張證照出來，然後這張證照應該是符合我們汽車去維修這種

電動車的證照，而不是比較偏向理論的。(B4) 

這個是訓練以後會在他的技工證照後面會註記他有電動車的職能，那

未來的證照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科目已經涵蓋，其實那張證照就是包含電

動車，目前還沒有思考說單獨發電動科的證照。(B3) 

中彰投分署可協助事項 

提供實車的教具，將實車拆解成教材，以便老師透過示波器、

黑板等教學工具學習。勞動部建議應提供場地和教具，讓老師能

夠輕鬆地學習和教授電動車知識。 

那我們學電動車最快的方法，其實就是用教具，就是把實車全部拆成

教具，最好是一台車全部拆光了，所有的零件全部放在桌子上面，這樣第一

個很好教學，然後再配合黑板跟電腦好教學 

像勞動部如果能夠提供一個場域，能夠提供教具，就是一個教具教室，

提供出來以後呢？我們就把實車全部拆完之後做成教具。(B7) 

中分署現在這邊規劃的就是前置就是讓已經有具備乙級技工執照或是

乙級證照的，像是這些修護人員他可以做換證，就後面可能標註說具備電

動車修護保養的能力。(B8) 

建立產業攜手班，與企業合作，提供專門的課程和實習機會，

讓學生專注於電動車相關領域的學習。這有助於培養更多電動大

客車的專業人才 

就是分署這邊為主要，去找相關有意願的老師一起來去開設這樣的產

攜班，因為我相信現在其實很多學校在轉型，都蠻多這種產攜班的，可以往

這個方向去做，因為這樣就可以聚焦產業，然後跟學校跟分署這邊。(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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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調查結論 

一、 對應調查目的二：（人力需求端）瞭解未來電動大客車保養

維修需求人數及所需職能，相關人力補充方式，未來培訓規

劃與建議 

1. 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力缺口原因 

訪談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結果發現，2030 年政府電動化政策，

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力需求將增加，客運業技師面臨老化，對新技術

如三電、高壓有學習障礙，年輕人較無意願從事機械維修工作，認

為維修工作是黑手、低端的工作但電動車相對吸引較高。電動車維

修需要傳統汽車維修技能，而且維修保養相對較輕鬆。 

(1) 客運業者電動巴士保養維修人力招募困難，公司內部技師已進

行電動車維修培訓，五十多歲的技師從小電轉大電有難度，接

受度在逐漸提高。 

(2) 客運業者面臨技工師傅欠缺的問題，年輕的維修技師不願進來

或留不下來，多數技師年齡偏大，缺少進修意願。 

(3) 年輕的維修人員和駕駛員很難招募，原因可能是工作時間長、

學歷越來越高、以及工作興趣和薪水待遇等因素。年輕人偏好

固定工作時間和較高薪水的職業，注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對

於工作態度和需求與過去不同，使得招募遇到困難。 

(4) 年輕人對電腦和自動化設備更為熟悉和擅長，而中高年齡的技

術人員在這方面可能會遇到困難，因此公司會依照他們的專長

和年齡做出合適的分工。 

2.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需求人數  

(1) 客運業者現有負責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的技師，平均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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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人，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8.40 人。

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現有平均人數為 1.19 人，整車業者

平均人數為 1.25 人；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現有平均

人數為 5.63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1.75 人。 

(2) 針對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客運業者目前招募維修保養

技師，平均人數為 2.89 人，整車業者目前招募維修保養技師，

平均人數為 11.75 人。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目前招募平

均人數為 4.00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2.00 人；一般維修人

員方面，客運業者目前招募平均人數為 8.25 人，整車業者平

均人數為 2.67 人。 

(3) 未來 2030 年人力需求，客運業者預估維修保養技師人力需

求，平均人數為 8.91 人，整車業者預估維修保養技師人力需

求，平均人數為 16.25 人。助理技師方面，客運業者預估人

力需求平均人數為 14.00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3.00 人；

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預估人力需求平均人數為 41.25

人，整車業者平均人數為 9.00 人。 

(4) 若排除中彰投轄區以外業者，僅就中彰投轄區業者統計結果：

現有電動大客車維修保養技師平均人數為 5.17 人，助理技師

平均 0.42 人，一般維修人員平均 4.92 人；目前招募維修保養

技師平均人數為 7.13 人，助理技師平均 4.67 人，一般維修人

員平均 1.67 人；預估 2030 年人力需求需招募維修保養技師

平均人數為 12.80 人，助理技師平均 9.40 人，一般維修人員

平均 2.67 人。 

3.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所需職能 

如報告第 74 頁及 75 頁調查業者對於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

應具備技能重要度，電動車系統診斷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

檢測、更換電機冷卻油與變速箱油、三電原理、高壓電、正確拆解

及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檢測、底盤系統檢測、車輛緊急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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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標準作業流程、更換或維修標準作業流程等，都是廠商一致認

為非常重要的職能。 

訪問也發現，整車業者普遍鼓勵員工取得相關證照，取得後會

有加給；公司提供內部培訓，培訓主題涵蓋完整維修課程，但實作

經驗更為重要。針對實際職場細節，經訪問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表

示： 

(1) 電動大客車維修時需要專門的技師負責高壓電部分，例如進行

斷電等操作，因此維修電動車風險比傳統燃油車高，為確保安

全，現場需至少兩名技師進行高壓電維修工作。 

(2) 電動車三電系統是車廠或系統製造商的商業機密，客運公司維

修人員需要增加對電動車故障的判讀能力，以正確與系統廠商

溝通。 

(3) 除了電動車的三電系統，其他系統如制動、懸吊等大多相似，

因此沒有要求技師具備特殊資格，公司會與車輛原廠或系統廠

商合作提供相關課程或技術指導。 

(4) 公司目前擁有 2-4 個品牌的車子(向不同整車業者購買，車子妥

善率高可以減少保養維修的工作量，不同車商的保養維修技術

可能有所差異，特別是電腦診斷系統。 

(5) 維修人員在處理高壓電的預防與公安方面並未具備特殊資格，

但有一些基本的配備和標準操作程序，例如充電時的穿著和操

作。維修方面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充電和記錄，如果有需要修理

會報修，並由其他師傅或原廠進行維修。 

4.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證照內容需求  

整車業者認為 iPAS 考試更適合研究人員和工程師，而不是技

師，考試內容過於專業和理論化。建議將現有的汽車修護士證照修

改或延伸，以涵蓋電動車的維護知識，丙級技師知識深度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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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將某些部分由引擎技術更換為電動技術。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

認為： 

(1) 技師擁有基本的技工執照及乙級汽車維修證照，現階段電車

問題較少，未來計劃培訓技師獲取電車專業證照。 

(2) 現有維修人員大多數都有乙級技術、丙級技術士、技工執照

以及汽車相關證照。 

(3) 台灣的高壓電維護人員證照取得人數不足，相關培訓課程很

少，這類證照較難取得；高壓電證照技師在現場很少，但對

於電動車現場維修是很重要，原廠技師取得高壓電維護證照

的人數較少。 

(4) 關於 iPAS 機電整合工程師證照，目前公司沒有鼓勵員工考取

iPAS 證照的計畫，因為相關培訓和改變觀念需要相當的時

間。 

(5) 現場維護人員並不需要這麼高階的證照(指 iPAS)，取得此證照

的人應該會投身於研發領域而非當現場維修技師。 

(6) 技師若持有證照的話，有利於了解車輛的基本結構，但建議

增加車用匯流控制器區域網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 

bus)的知識與故障判斷。 

5.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與證照分級  

(1)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

士執照」(86.7%)與「交通部汽車修理技工執照」(60.0%)比例較

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

技術士執照」(75.0%)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

照(iPAS)」(50.0%)比例較高。 

(2) 客運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

技術士執照」(66.7%)與「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執照」(66.7%)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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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較高，整車業者維修保養助理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

汽車修護技術士執照」(50.0%)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

工程師執照(iPAS)」(50.0%)比例較高。 

(3) 客運業者一般維修人員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

士執照」(72.7%)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一般維修人員需具備專業

證照以「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執照(iPAS)」(50.0%)

比例較高。 

(4) 中彰投轄區業者維修保養技師需具備專業證照以「乙級汽車修

護技術士執照」(72.7%)與與「經濟部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

師執照(iPAS)」(63.6%)比例較高；而助理技師與一般維修人員

需具備專業證照皆以「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執照」比例較高。 

6.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人力培訓  

整車業者偏好相關科系學生，具備車輛、機械及基本電路認識；

年輕員工更易學習新技術，提供誘因如研發部門、內部技術培訓等，

吸引年輕人才。機電整合工程師對於新入行者的經驗有一定要求，

新人通常需要從簡單的工作開始，慢慢進行更複雜的任務。 

有兩年在其他車廠工作經驗的應徵者會更受公司青睞，完全沒

有經驗的新人會發現自己很難適應，對於維修人員來說，有汽車修

護技術師的執照會更好。整車業者公司會不定期派技師去海外培訓，

例如去原廠實習學習新車型的維修，以及對三電、馬達或電池等方

面的知識進行深入學習，這樣的培訓課程不僅有助於技術人員提升

技能，也有助於他們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 

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方面，電控部分的技術與知識需要一定的

時間進行培養，估計傳統技師從油車轉換到電動車的學習周期為一

至三年。電動巴士保養維修人力招募困難，公司內部技師已進行電

動車維修培訓，五十多歲的技師從小電轉大電有難度，接受度在逐

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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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賴原廠提供的技術支援，以前高職、大學技術人才培養

已有斷層現象，導致技術人員不足；目前會優先委由原廠做維修保

養，同時邊做邊學，但目前技術人員還是有所欠缺。技師主要是內

部培訓，且有車商駐廠技師協助技術轉移，年輕技師較容易接受新

技術，但資深技師較抗拒，目前還未找到合適的課程。 

7.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等級與薪資 

整車業者表示，公司早期薪水較低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留任，但

目前薪水已有大幅提高，而主要問題變成了工作環境。對於一些已

有經驗的技術人員，薪水可能不再是唯一考慮的因素。 

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7,000

元，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7,250 元。助理技

師方面，客運業者平均每月薪資為 41,250 元，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

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4,000 元；一般維修人員方面，客運業者平

均每月薪資為 38,125 元，整車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

為 38,466.67 元。 

中彰投轄區業者現有維修保養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42,545.45

元，助理技師平均每月薪資為 37,000 元，一般維修人員平均每月薪

資為 36,750 元。 

8.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相關人力補充方式  

(1) 公司目前人力招募困難原因，客運業者以「薪資問題」(92.3%)

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以「工作環境不佳」與「工作負荷量大」

(皆為 50.0%)比例較高。外在因素方面，客運業者與整車業者皆

以「應徵者數量不足」比例較高，分別為 86.7%與 100.0%。 

(2) 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客運業者以「工作/收入穩定/不加班」

(68.8%)與「福利比其他同業更好」(62.5%)比例較高，整車業者

以「完整的員工訓練」(66.7%)、「試用期後保證提高薪資」(50.0%)

與「未來發展前景佳」(50.0%)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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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募人員常用求才管道，客運業者以「內部人員進修與晉用」

(62.5%)與「民間人力銀行網站」(50.0%)比例較高，整車業者亦

以「內部人員進修與晉用」與「民間人力銀行網站」(皆為 66.7%)

比例較高。 

(4) 中彰投轄區業者，人力招募困難原因以「薪資問題」 (83.3%)比

例較高，外在因素則以「應徵者數量不足」(91.7%)與「應徵者

技能不符需求」(50.0%)比例較高；吸引求才者主要方式以「完

整的員工訓練」(50.0%)與「工作/收入穩定/不加班」(50.0%)比

例較高；常用求才管道以「民間人力銀行網站」(66.7%)與「內

部人員進修與晉用」(58.3%)比例較高。 

9.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產業鏈與合作模式  

1. 整車業者 

(1) 客運業者可能同時擁有不同品牌的電動大客車，銷售車輛後會

提供技術轉移給客運業者，教他們如何維修保養，訓練包括維

修手冊、零件清冊等。 

(2) 電動車與傳統油車的主要差異在於高壓電作業安全及電控電

路查修，技師專精於電車系統及高壓電的部分，如電路圖、線

路查修、電腦檢測、動力和電池的發電特性，客運業者擔心高

壓電維修的風險，只要遵循安全操作，如斷掉高壓開關，就能

確保安全。 

(3) 整車業者提供的技術轉移時間取決於客運業者的學習意願，較

年長或傳統的技師可能需要較長時間適應新技術。 

2. 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 

(1) 部分客運業者在中部彰化縣有合約保養廠商，按實際維修費用

支付，與自行培訓維修保養人員相比，外包成本並不會比較低。 

(2) 由於技工師傅薪資偏低，使得招募新人困難，所以在保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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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由整車業者技師提供支援，超過保固期後則由下游廠商進行

維修。 

(3) 公司未直接聘請維修技師，而是透過購車時與供應商簽訂的委

保合約，由供應商提供專業技師進行維修，技師不只專精於一

部分（如電機或底盤），而是全方位的知識，包括電器和底盤等

相關知識，技師都需完成某些基本認證，例如機電整合的初級

檢定。 

(4) 考慮到電動車的特殊性和高壓電的風險，公司選擇將維修工作

完全外包給專業供應商，短期和長期都不考慮自己維修，由於

電動車技師的專業性，對於公司來說，外包是更經濟、更專業

且更方便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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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應調查目的三：（人力供給端）瞭解汽車/汽修相關科系學

校單位目前課程規劃方向、未來配合低碳及電動車政策課

程發展方向、希望政府協助項目。  

1. 學校單位目前課程規劃方向  

學校單位深訪結果發現，電動車課程規劃與培訓，在大學方面，

學校針對電動車維修市場進行專門培訓課程，讓學生具備入門至專

業的技能，鼓勵學生考取汽車修護技術士和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的證照，學生在大三時需要拿到至少兩張乙級證照。 

高中職方面，部分學校有開設電動車概論及電動車檢修實習，

課程偏向概念性，不夠完整；部分學校目前沒有電動車或電動大客

車相關課程，以電動機車為主。提供關電動車課程專注於初步訓練

與教材。目前有油電混合動力車、GOOGRO 等不同品牌的車輛，但

沒有純電動車。 

2. 學校單位配合低碳及電動車政策課程發展方向  

學校單位深訪結果發現，學校主要鼓勵學生參加汽車修護技術

士乙、丙級考試，對於 iPAS 考試，因為報名和受訓費用較高，少數

學生認為職場用途不大，意願並不高；乙、丙級汽車修護土證照偏

向傳統汽油車，但是否適合電動車產業仍需進一步評估；有關 iPAS

方面，目前分為兩個等級，第一等級是筆試，第二等級才涉及維修，

建議加強初階考試中對電動車維修的基礎工安訓練。 

目前對於電動車維修的證照考試並不完善，大多只涵蓋理論知

識和基礎技能，缺乏針對實際維修操作的考核。政府應該加強制定

更為細緻和實用的考試內容，以確保維修人員具備足夠的安全知識

和操作能力。 

由於電動車維修涉及高壓直流電，操作不當可能帶來重大危險，

應該將更多實際操作和安全知識納入培訓和考試內容，比如電瓶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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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電控偵測等。此外，維修人員應該熟悉和遵循安全操作規程，

例如斷電操作、等待時間..等，避免意外發生。 

3. 學校單位希望政府協助項目  

學校單位深訪結果發現，基本的三電（電機、電控、電池）原

理、馬達與電路的量測等都會教授給學生，但由於資源有限，例如

電池的價格過高，學校並沒有提供完全拆卸或深入的訓練，多半僅

做基礎量測。學生對於高電壓、高電流的部分可能會感到畏懼，不

敢接觸，需要接受安全教育，以確保維修電動車時的安全。學校推

動電動車課程困難如下： 

(1) 電動車課程因場地、高壓電等因素受限，電動大客車需要大型

場地及特殊設備，安全是主要考量，學校缺乏原廠完整技術及

實做版本。 

(2) 沒有購入電動車原因為經費及政府補助，僅透過參加研習和大

專交流來瞭解電動車知識。 

(3) 在學習油電車時，學生會學習電動車維修的基本概念。學生會

學到如何使用電動車工具和電動車的基本操作。 

(4) 電動車推廣主要困難為經費和購買電動車，師資短期內應該能

解決，但考慮因素是學生的安全和興趣，學生需要有興趣和實

務經驗才能安全從事電動車維修工作。 

(5) 業界可能視電動車技術為商業機密，不易與學校共享。學校需

求的原廠配備及知識產權均存在問題。 

4. 學校單位-企業實習與產學合作  

(1) 學校單位深訪結果發現，學校會進行就業媒合，與企業進行合

作，提高就業成功率，企業也會贊助學校，提供高價設備培訓

未來公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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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在學校中學習油電車的基礎知識，因此在三電（動力電池、

驅動電機和控制器）部分有基礎概念。由於純電動車的系統與

油電車在電的系統上有相似之處，所以學生在學到基本原理後，

對於電動車保養維修會比較快上手。 

(3) 學生進行三個月在學校學習，三個月在汽車公司進行實習，確

保理論學習與實務經驗得到均衡發展，畢業後可能在該公司工

作，達到長期就業效果。 

(4) 「產攜 2.0 合作方案」：汽車修護業界回饋認為學生三個月工作

後再返回學校，所學技能容易遺忘；產攜 2.0 合作方案規劃學

生先在高中職學習基礎，進入大學後在日間工作，週五和週六

晚上則返回大學上課，這種模式有助於人員穩定性。 

5. 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學生理想薪資與就業意願  

(1) 吸引有興趣民眾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的平均每月

經常性薪資(不含獎金)，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

「5 萬-未滿 6 萬元」(25.7%)與「4 萬-未滿 5 萬元」(18.4%)的

比例較高。 

(2) 對於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工作理想薪資達「8 萬元及以上」與

「5 萬-未滿 6 萬元」占比較高。透過民營人力銀行與勞動部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勞動部，2022)等次級資料發現，電動大客車

維修技師薪資約為 4-5 萬元，汽車維修技師薪資約為 3-6 萬元，

貨車維修技師薪資約為 5 萬元；因此調查發現民眾對於電動大

客車保養維修人員薪資期待較高，且也高於目前勞動市場該職

類的平均水準。 

(3) 若薪資符合個人期待，29.4%的機車/汽車/大客車保養維修從業

人員表示未來有意願(非常有意願與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

保養維修人員，52.2%表示沒有意願(不太有意願與完全沒有意

願)， 18.4%表示普通。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18 

(4) 59.1%的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表示未來有意願(非常有

意願與有意願)從事【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員，11.6%表示

沒有意願(不太有意願與完全沒有意願)，29.3%表示普通。 

6. 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學生留任意願原因  

(1) 學校單位深訪結果發現，進入客運公司的學生，即便缺乏經驗，

初始薪資也相對較高，對於留任率表現較好，鼓勵員工進修並

提供晉升機會。 

(2) 學生留任電動大客車行業的主要因素，老師傅會特別照顧年輕

技師，公司福利也較為優渥；另外大客車工作環境和設備已有

改進，提升設備和輔助工具，讓工作更為方便和安全。 

(3) 畢業後參與電動大客車的維修工作，擔任助理技師或技師，與

學校合作廠商確保提供最低基本薪資，不能回到舊有低薪學徒

制。 

(4) 電動大客車電池很重，中高齡技師難以搬運，缺乏適當輔助工

具導致需依賴年輕技師搬運，使得年輕技師也不願久留；例如

成運汽車和 TOYOTA 都有提供輔助工具，若客運業者缺乏相

關輔助工具，建議加強改善，否則可能會流失年輕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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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應調查目的四：政府相關政策推動，轄區縣市政府配合推

動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現況、預定期程、以及所遭遇困難。  

本調查成功訪談到臺中市、彰化縣之市區公車主管機關，其

所回覆如下：  

1. 臺中市 

打造幸福永續城市，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推廣綠色交

通並減少廢氣排放，目前情況從 102 年的 10 輛電動公車增至 408

輛；未來目標：中期 640 輛電動公車；長期至 2030 年公車全面

電動化。目前推行政策如下包括：優先於主要幹線使用電動公車、

提供電動公車營運補貼和電池汰換補助、吸引客運業者參與交通

部的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透過全面規劃充電站及路網，鼓勵使

用電動公車。 

主要挑戰為業者汰換電動公車的意願不高、購置和維修成本

高與電動公車技術尚未完全成熟；應對策略為提供電動公車購置

補助、協助建置維修保養體系；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建設充電站，

規劃充電時間和方式以應對不同路線需求。 

2.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正積極推動「一軸一環雙樞紐」交通政策，目的

為促進中部地區的交通發展與區域連結。推動電動公車、強化智

慧化交通服務，並長期規劃發展輕軌捷運系統。從 110 年開始，

彰化政府根據示範型電動大客車計畫進行車輛汰換，新設 20 條

快捷路線並已投入正式運營。推動電動大客車挑戰如下： 

(1) 充電設施問題：不同客運業者有不同充電規範，而公車路線

的里程和站點也各有不同，充電設施的位置和設計都需要仔

細考慮，縣政府已在重要的轉運站設置了通用充電樁。 

(2) 司機或操作人員的資格與培訓：相關維護人員需要經過客運

業者的訓練，並且由業者自行定義相應的培訓和考核制度，

彰化縣政府主要扮演輔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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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應調查目的五：分署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之就

業服務、職業訓練業務規劃參考。  

1. 人力需求端-整車業者 

整車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以「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

課程」、「規劃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初級、中級、高級)」

與「協助保養維修人才媒合」(皆為 100.0%)比例較高。 

(1) 建議政府設立電動車維修師證照，尤其在電動車市場需求增加

的情況下。 

(2)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課程適合剛畢業的學生學習，乙級、丙級

或 iPAS 證照對未來電動大客車保養有助益。 

(3) 中彰投分署或職訓中心應該提供更多有助於保養人力維修的

課程，並且要考慮到未來的發展趨勢，提供更深入的技術培訓。 

(4) 目前的訓練與教育應該更加聚焦於實際需求，比如對於電機類

更適合進行專業培訓。 

(5) 建議培訓課程應該不僅要滿足當前的需求，還要考慮未來的發

展。比如課程可以包括微控制、微電子控制等新興領域，這樣

可以幫助從事保養維修的人員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職業生涯。 

(6) 未來人才市場更需要具有深層設計能力與高階預警能力的人

才，特別是在電池模組研發方面，目前多數應徵者來自化學材

料背景，可能對於深入電池領域具有一定的優勢。 

2. 人力需求端-客運業者 

整體客運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以「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

維修課程」、「規劃電動大客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初級、中級、

高級)」與「協助保養維修人才媒合」(皆為 81.3%)比例較高。 

(2) 提供更多培訓課程與實務，加強講師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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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訓中心提供實際操作和實習課程，使受訓者瞭解如何操作和

維修，協調整車業者技術轉移，讓客運業者有能力自行維修。 

(4) 建議開設與電動車相關課程並提供補助，讓現有維修技師與想

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了解電動車技術，增加對電動車基本知識，

提高維修效率和安全性。 

(5) 希望政府能在保養維修人力培訓課程後，辦理人力媒合活動，

促進培訓人員就業和業者找尋人才。 

中彰投轄區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以「協助保養維修人才

媒合」(83.3%)、「增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課程」與「規劃電動大客

車維修人員培訓分級制度」(皆為 75.0%)比例較高。 

3. 人力供給端-學校單位與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學生 

學校單位希望政府提供資源與培訓：職訓單位提供電動車專班，

學生可於六個月內完成課程，包括電動車和電動機車；教師培訓課

程開設：提供高中職教師資源或開設相關課程，提供實際操作機會，

確保獲得足夠知識和技能；提供實車設備與場地，以及電動車實車

維修保養師資；推動實習建教合作，讓學生學以致用，再回學校強

化不足部分，希望中彰投分署能與教育局共同推動實習的建教合作。 

維修保養從業人員與相關科系學生希望政府單位協助事項如下： 

(1) 對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較有興趣參加「基礎電學、車身電路檢修

與修護」(49.3%)、「拆解、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

(34.6%)與「電動車構造與原理」(30.1%)。 

(2)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拆解、裝配車輛零

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65.7%)、「基礎電學、車身電路檢修與修

護」(51.9%)、與「電動車構造與原理」(38.7%)。此外，相關科

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底盤系統(懸吊、剎車)檢測課程」、「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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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電動大客車保養標準工作流程(SOP)」與「車輪更換與車輪

定位」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3) 對政府規劃【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機車/汽車/大客

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較有興趣參加「電動車系統診斷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50.7%)、「三電原理-電池、

電機、電控(車載充電器)」(33.8%)與「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

更換」(28.7%)。 

(4)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電動車系統診斷

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38.7%)、「三電原理-電池、

電機、電控(車載充電器)」(34.8%)與「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

更換」(29.3%)。此外，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引擎更換、

電子冷卻油與變速箱油」與「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維修標

準工作流程(SOP)」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5) 較有興趣參加【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機車/汽車/大

客車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以「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與「電機系

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皆為 42.6%)，「電池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與「電控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皆為 33.8%)的比例較高。 

(6) 汽車/汽修/機械相關科系學生以「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60.8%)、

「電機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48.1%)、「電控系統檢查維護與

實習」(39.1%)與「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37.6%)的比例

較高。此外，相關科系學生較有興趣參加「電動大客車發展現

況」(27.6%)、「底盤系統」(37.6%)與「高電壓與電動車事故危

害緊急處理」(26.5%)的比例高於從業人員。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23 

第二節 調查建議 

本調查將著眼於電動大客車未來發展，雖現階段尚無明顯人力需

求，且企業端或學校端的人力供給也尚未成熟；然而交通部已推動

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將分為先導期（2020-2022 年）、

推廣期（2023-2026 年）及普及期（2027-2030 年）等三階段推動，

協助客運業者將燃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以期在 2030 年達到市區

公車全面電動化的目標，朝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前進。因此，推動

電動大客車政策發展方向明確，相關職業訓練須事先準備以因應未來

人力需求。 

配合政府計畫與提前因應維修保養人需求，後續未來 3 至 5 年職

業訓練建議方向，避免與其他政府機關（如公路總局）資源疊床架屋，

本次調查建議將以協助轄區整車業者或客運業者辦理內部訓練為優

先，例如產訓合作、補助企業辦理員工訓練企業、移地訓練等模式，

從中建立教材及師資。透過人才培育課程地圖，依學校端、職訓端與

產業端課程類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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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端-與學校單位或相關工會合作，辦理高中職相關科系

種子教師訓練，向下紮根技職教育  

建議與學校單位或中彰投地區相關工會合作，辦理高中職相關

科系種子教師訓練，向下紮根技職教育。相關建議列出如下： 

(一) 業師授課：高中職和大學實習設備在車輛檢測實驗方面差異不

大，大學在機電整合設備可能更加專精，尤其在控制器區域網

路(CAN bus)等系統解析；但高中職專注於基本拆裝和周邊設

備維修，學校普遍缺乏針對電動車正確課程，儘管有理論部分，

但實際操作相對不足；建議引進更多電動車專家來提供產學演

講和業師授課，協助學生了解電動車技術。 

(二) 學校老師：建議在寒暑假進行電動車相關知識師資培訓，強調

維修保養領域的實務應用，結合現有教材與篩選合適題目，以

培養維修技師所需的知識和技術。 

(三) 大專院校學生：建議大四學生有一年的課程銜接業界，直接到

電動車或電動機車相關實習，以快速培養相關技能。初階課程

應該著重於基本故障排除和簡單的元件更換，讓學生能夠使車

輛正常運作；進階課程應包括更深入的電動車維修技巧和原理，

特別針對高壓電和複雜的系統。 

(四) 高中職學生：建議高中職與大學的課程銜接，將電動車課程納

入大學的升學課程，提供相關認證和薪資激勵，鼓勵學生參與；

大學端合作模式包括專題合作計畫和校外實習，以及電動車相

關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育方式。 

(五)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建議可開設「基礎電學、車身

電路檢修與修護」、「拆解、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

「電動車/電動大客車保養標準工作流程(SOP)」與「電動車構

造與原理」等課程。 

(六)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建議學校建立產學攜手專班，與企業合作，

提供專門課程和實習機會，讓學生專注於電動車相關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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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培養更多電動大客車的專業人才；整合勞動部、經濟部

等各項資源及獎勵，強化升級企業人才培育、專業與就業能力

養成及落實技職教育。 

二、 職訓端-透過分署既有設備與師資，協助相關從業人員或畢

業學生學習維修保養相關職訓課程  

建議分署規劃自辦在職訓練，透過分署既有設備及師資，於夜間

或假日為各行業之在職人員辦理各項專精進修或第二專長訓練，增進

在職技術員工專業技能與知識，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學員參訓期間僅

須負擔部分訓練費用，餘由政府補助。分署目前已有電動車相關職訓

課程，可協助客運業者中高齡相關從業人員或畢業學生學習電動車初

階與進階課程，相關建議列出如下： 

(一) 推廣教育課程：建議辦理推廣教育課程，針對現有維修技師與

相關科系畢業學生提供電動車相關知識和實務技能培訓，有助

於提升現有從業人員對電動大客車的保養維修信心和專業能

力。 

(二)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初階課程：建議可開設「基礎電學、車身

電路檢修與修護」、「拆解、裝配車輛零部件與功能檢測課程」、

「電動車/電動大客車保養標準工作流程(SOP)」與「電動車構

造與原理」等課程。 

(三)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建議可開設「電動車系統診斷

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三電原理-電池、電機、

電控(車載充電器)」、「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更換」、「引擎更

換、電子冷卻油與變速箱油」與「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維

修標準工作流程(SOP)」等課程。 

(四)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建議開設「電動車技術基礎知

識」、「電機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電池系統檢查維護與實

習」、「電控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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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電動大客車發展現況」、「底盤系統」與「高電壓與

電動車事故危害緊急處理」等課程。由於分署場地有限，建議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可與整車業者或客運業者合作，

辦理移地培訓。 

三、 產業端-規劃企業內訓課程，協助企業人力升級與轉型  

規劃企業內訓課程，提供客運業者、整車業者內部培訓職訓課程、

企業專班，採企業內訓、移地培訓方式進行，協助產業人力升級。針

對不同業者的個別需求設計客製化專業課程，達到人才培訓、企業升

級的目的。相關建議列出如下： 

(一) 課程主題：建議將電動大客車人才培訓課程分為不同區塊，包括

一般車輛保養、高壓電端（電池、電力、電阻、馬達）、整車開發。

建議保留原本丙級和乙級汽車修護的內容，介紹基本電力電子觀

念，如電壓、電流、電阻、直流電與交流電等，以便學習者理解

電動車的基本原理。 

(二) 高壓電培訓課程：建議使用電池模擬器進行實驗，但需考慮實際

電池操作的落差，高壓電的危險性需要特別注意，應教導學習者

電力安全知識，包括高壓部件的拆卸程序。建議整車業者提供特

定車型高壓電維修的 SOP，包括斷電和安全操作流程，以確保安

全。 

(三) 電動車保養維修職訓進階課程：建議可開設「電動車系統診斷與

CAN(控制器區域網路)系統檢測」、「三電原理-電池、電機、電控

(車載充電器)」、「高壓電-電線檢測與維修更換」、「引擎更換、電

子冷卻油與變速箱油」與「電動車高壓零組件更換或維修標準工

作流程(SOP)」等課程。 

(四)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職訓課程：建議開設「電動車技術基礎知識」、

「電機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 」、「電池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電

控系統檢查維護與實習」、「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電動大



              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力供需調查報告 

 

                                     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27 

客車發展現況」、「底盤系統」與「高電壓與電動車事故危害緊急

處理」等課程。 

四、 規劃電動大客車人才媒合之相關建議  

調查結果發現，中彰投轄區業者人力招募困難原因以「薪資問題」 

(83.3%)比例較高，外在因素則以「應徵者數量不足」(91.7%)與「應徵

者技能不符需求」(50.0%)比例較高。 

協助學校與企業進行合作進行就業媒合，提高就業成功率，企業

也會贊助學校，提供高價設備培訓未來公司人才；建議中彰投分署未

來除了開設電動大客車職訓課程外，也能協助整車業者、客運業者與

學校單位進行人才媒合。 

 

(一) 企業徵才說明會：建議業界應該針對維修保養人才提供更全面的

介紹，不僅在校外實習說明會，而是長期的宣導和教育計畫；包

括深入介紹不同系統、工作內容、潛在升遷機會等，讓學生對行

業有更清晰的認識。此外，建議提高電動大客車行業的薪資和福

利待遇，比較能吸引年輕技師或相關科系學生進入行業，期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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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的薪水和福利。 

(二) 企業實習：建議業界提供長期培訓與實習機會，讓學生有足夠時

間了解公司運作，熟悉維修流程，參與汽車相關行業，提高就業

競爭力。可透過大專院校生暑假實習，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深入

了解電動車的維修和保養知識，產業界目前面臨維修保養人員嚴

重短缺的問題，對學生的實習需求很高，提供實習機會可以有助

於解決此項需求。 

(三) 教育訓練計畫：建議業界可以建立教育訓練中心，讓學生在實習

之前接受系統化的培訓，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技能，使他們更有信

心並更願意留在行業。 

(四) 差異化招募策略：建議為不同級別的技師制定差異化的招募策略，

以滿足不同需求；例如高中生可能更適合基礎保養工作，而大專

畢業生可以從事更複雜的電腦診斷系統工作。 

(五) 推動師徒制提高留任率：師傅的教導對學生的意願至關重要，業

界應該鼓勵師傅提供專業、有耐心的指導，避免對學生的教導方

式和態度造成負面影響；深訪結果發現，學生留任電動大客車行

業的主要原因之一為老師傅會特別照顧年輕技師，公司福利也較

為優渥。 

(六) 提供獎學金和獎勵：建議企業可以提供獎學金和獎勵計畫，吸引

有潛力的學生進入行業，可以在高中開始，鼓勵有興趣的學生參

與汽車相關的學習和活動；幫助學生減輕負擔，鼓勵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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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協助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中高齡再就業與輔具應用  

訪談中彰投轄區客運業者結果發現，傳統技師從油車轉換到電

動車的學習周期為一至三年，電動巴士保養維修人力招募困難，五

十多歲的技師從小電轉大電有難度，對於中高齡技師來說，學習新

技術和處理高壓電方面感到困難和擔憂，英語能力和電腦操作能力

缺乏是他們的主要障礙；建議分署辦理保養維修從業人員中高齡再

就業相關職訓課程，鼓勵技師學習新技術，以適應未來的變化。 

此外，部分客運公司在進行重型設備或電池更換時，會使用輔

助工具如千斤頂或吊桿，但仍有部分客運業者使用傳統人力搬運； 

依據「推動職務再設服務計畫」第 8 點規定，雇主或中高齡及高齡

勞工，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工作上需要輔具協助者，得向工作所在地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建議

分署可針對需要輔具進行維修保養之客運業者，規劃職務再設計與

輔具應用。 

六、 透過產官學合作提升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才素質與數量  

目前我國電動大客車與小客車整車已有開發與量產能力，零組件

產品都相當具有國際競爭力，並供貨給全球車廠，包括和大、華德、

成運、帝寶等中部企業也積極響應政府在台投資政策。此外，地方政

府也積極協助投資落地執行，促進在地經濟活絡及就業機會，中部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具備完整車輛驗證能量，可就近協助中部企業對應國

際車廠與各國法規測試需求，布局全球商機。(今週刊，2023) 

為落實勞動部推動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結合民間訓練單位辦理電

動車相關課程，協助相關從業在職勞工提升知識與技術。建議中彰投

分署可透過產官學合作，共同提升電動大客車保養維修人才素質與數

量。 

(一) 電動車維修保養人才培訓方針：現代汽車修護已不再是過去的黑

手職業，而是高端技術領域，建議培養學生學會診斷和思考，而

不僅僅是換輪胎等基本工作，這樣才能在未來汽車行業中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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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電動車維修人才培育面臨挑戰，從傳統油車轉向電動車需要

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學校和業界應共同討論如何培育電動車維修

人才，並建立共同的培訓方針。 

(二) 推動電動車保養維修證照：建議電動車維修領域成熟後，導入專

用電動車維修證照，要求維修人員具備證照有助於提高維修人員

的專業水平，保障人身安全，確保電動車的維護質量和安全性。

此外，維修證照考試內容應與時俱進，專注於故障診斷和邏輯思

考，不只是記憶選擇題；未來的汽車修護更需要具備思考和診斷

能力的專業人員，不僅是換件技工，透過專業證照制度吸引更多

有志於進入汽車保養維修領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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