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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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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智慧化發展進程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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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 緊急救援、
車輛診斷等
車載資通訊
服務 

[應用] 遠端操控、車載資
訊娛樂服務、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ADAS)等 

[應用] 跨界應用、車
車間(V2V)與車
路間(V2I)通訊
應用等 

[應用] 自動駕駛
車輛、車輛
共享等 

感測元件與通訊技術演進 智慧手持裝置興起 外部驅動力 

ADAS 

註1: TSP  (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 為車載應用服務提供商 

註2: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為智慧運輸系統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aaa-machine.com/i/14472/cat_0_13274_7466_Nissan-logo.gif&imgrefurl=http://aaa-machine.com/theme/14472/index.php?dir=products&pg=list.php&cat=1366&parent=1365&usg=__bIPXYiUN5CjARAZvBFjJwwVe7vU=&h=356&w=420&sz=17&hl=zh-TW&start=1&sig2=4w0mcK3tQhcZx1Zuud-xog&um=1&tbnid=P3u8nurH9QudKM:&tbnh=106&tbnw=125&prev=/images?q=nissan+logo&hl=zh-TW&lr=lang_zh-TW&um=1&ei=WqTBSsntIomPkAXbm4G0BQ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1st-car-insurance.com/wp-content/uploads/2009/08/honda_logo.jpg&imgrefurl=http://1st-car-insurance.com/&usg=__QumWAHVC6JJdM097Fju9Fs4Q1SU=&h=304&w=450&sz=17&hl=zh-TW&start=1&sig2=WunDeEv2yruzSwdauI6wjw&um=1&tbnid=BiS1wJoORhVu_M:&tbnh=86&tbnw=127&prev=/images?q=honda++logo&hl=zh-TW&lr=lang_zh-TW&um=1&ei=6KvBSq_JLI2IkAX97cixBQ
http://www.premium-club.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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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聯網車輛系統市場規模預測 

 估計2014年全球聯網車輛系統（Connected Car Systems）市場規模達294.3億美元，
較2013年成長逾3成；其中以美國市場占比最高，其次為歐洲市場與亞太市場，但
預估亞太地區2017年市場規模將超越歐美市場 

Worldwide Connected Car Systems Market forecast , 2012～2017  

Growth Rate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MIC整理，2015年10月 

Unit: Billion Dollars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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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車載影音娛樂市場與應用 

車用安全輔助市場與應用 

車聯網便利服務市場與應用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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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影音娛樂市場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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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車載娛樂系統成長潛力不凡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Total 7.42 10.78 16.94 23.93 32.45

Middle East and

Africa
0.05 0.07 0.12 0.21 0.35

Asia-Pacific 2.41 3.73 5.63 8.51 12.64

Eastern Europe 0.13 0.23 0.53 0.80 1.15

Western Europe 2.24 3.03 5.42 7.48 9.73

Latin America 0.11 0.19 0.29 0.41 0.56

Canada 0.16 0.21 0.28 0.34 0.40

United States 2.32 3.32 4.67 6.18 7.61

Growth Rate 50.88% 45.42% 57.09% 41.26%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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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Billion USD 

Growth Rate Revenue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Total 12.02 20.77 40.05 71.09 115.40

In-car Wi-Fi 1.03 2.17 4.92 9.87 17.22

Social Media

Integration
0.72 1.64 4.12 8.96 18.85

Multimedia

Streaming
1.53 3.56 8.86 19.83 33.16

Connected

Navigation
8.74 13.39 22.16 32.43 46.18

Growth Rate 74.58% 72.82% 92.89% 77.48% 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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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Car Infotainment System Shipments 

by Category 

Unit: Million 

Shipment Growth Rate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MIC整理，2015年10月 

 估計2015年全球聯網車載娛樂系統市場規模達169.4億美元，較2013年成長約57.09%

，其中以亞太市場占比最高；另估計2015年聯網車載娛樂系統出貨量達4,005萬台，
以導航類別裝置出貨量占比最高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MIC整理，2015年10月 

Connected Automotive Infotainment System  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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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裝置與傳輸技術驅動車載應用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車
外
情
境 

車
內
情
境 

2010 2011 2012 2013 

車輛監控服務 
• 車身控制 

• 車況查詢 

跨界應用服務 
• 汽車租賃分享應用 

• 電網整合、公共充電應用 

PAYD/PHYD服務 
• 行為分析 

• 車輛保險 

  

個人化資訊 
• 旅運規劃 

• 交通資訊 

2014 

其
他
業
者
主
導 

其
他
業
者
主
導 

車
廠
主
導 

車
廠
主
導 

智慧手持裝置成長普及 聯網服務與內容擴增 無線傳輸技術進步 市場驅動力 

強化資訊娛樂服務 
• 線上音樂、廣播 

• 即時新聞、生活資訊 

• 即時適地性服務 

智慧手持裝置資訊同步 
• 免持聽筒 

• 同步通訊錄、簡訊 

• 同步影音資訊 

延伸安全與監
控服務 
• 車身控制 

• 車況查詢 

• 路徑規畫 

電動車充電管理 
• 充電控制 

• 電況查詢 

• 充電站搜尋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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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車廠同時支援CarPlay與Android Auto 

平台 CarPlay Android Auto 

主導廠商 / 聯盟 Apple / CarPlay Google / OAA 

發展時間 
2010年發表概念； 

2014年 3月發表CarPlay 

2014年1月成立OAA聯盟； 

2014年 6月發表 Android Auto 

作業系統 QNX Android 

APIs 開放度 Open APIs 
Open APIs 

(僅限 Audio、Messaging相關App) 

合作車廠 34家 28 家 

非車廠合作廠商 硬體裝置: Alpine, Pioneer 半導體: 2 家、軟體公司: 3 家 、電子裝置: 11家 

產品上市時程 

After market IVI 

Alpine, Pioneer 於2014年； 

Parrot 於2015年推出支援裝置 

支援車款 

Ferrari 2014年推出支援 CarPlay 的FF  

Honda, VOLVO, Hyundai, Mercedes-

Benz 預計2015年推出支援車款 

After market IVI 

Parrot 於2015年推出支援裝置 

支援車款 

• Hyundai於2015年5月25日宣布，旗下車種 

Sonata 將成為支援 Android Auto 的車型 

• VW預計2015年推出支援車款 

• Chevrolet 宣布將在2016年正式車款同時配
備Android Auto和CarPlay車載系統，並普及
給旗下的14款車系 

應用服務商 

Podcasts, Beats Music, iHeartRadio, 

MLB.com, Spotify, Rdio, Stitcher,  

CBS Radio, Overcast等 

iHeartRadio, Joyride, MLB, Pandora, NPR, 

PocketCasts, Songza, SoundCloud, Spotify, Stitcher, 

TuneIn, Umano WhatsApp等 
註：IVI為In-Vehicle Infotainment System，即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資料來源：各業者， MIC整理，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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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undai 之BlueLink系統
將支援CarPlay與
Android Auto 

合作平台 
汽車集團 

Apple  
(CarPlay) 

Google  
(Android Auto) 

CCC 
(MirrorLink) 

1 TOYOTA  ○   ○ ▲ 

2 VW ○ △  ○ ○ ▲ 

3 G.M. ○ ○ ○ ▲ 

4 
NISSAN ○ ○   

RENAULT ○  ○ ○ 

5 HYUNDAI ○ △ ○ △ ○ 

6 FORD ○ ○   

7 FIAT ○ ▲ ○ ○ 

8 HONDA ○ △ ○ ○ ▲ 

9 PSA ○   ○ ▲ 

10 SUZUKI ○ ○   

11 DAIMLER AG  ○ △   ○ 

12 B.M.W. ○   ○ 

車廠與IT大廠合作 藉手機擴充IVI系統應用 

○ : 合作或聯盟成員關係 ▲: 已推出支援車款 △: 預計 2015 推出支援車款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5年10月 

TOP12 車廠與IT大廠合作現況─車載資訊娛樂系統(IVI)  Volkswagen第二代車載資訊
娛樂系統將 支援CarPlay、
Android Auto與MirrorLink平台 

CCC: Connected Car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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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安全輔助市場與應用 



11 

主動式行車安全系統成焦點 

•車體結構 

•可收縮式方向盤 

•安全帶 

•安全氣囊 

•膝墊保護 

•主動式轉
向頭燈 

被動
防護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ADAS定義：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由多個子系統組
成，提供駕駛人車輛工作情形與車外環境變化
資訊並進行分析，主動預警可能發生的危險，
讓駕駛人提早因應，降低交通意外發生的機會 

減少
碰撞
事故 

減小
傷害 

主動
避免
事故 

ADAS 

適應性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行人/動物偵測系統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停/倒車影像輔助系統 

盲點偵測系統 

疲倦駕駛預警系統 

夜視系統 

前方碰撞警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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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汽車品牌將ADAS視為差異化利器 

 ADAS配備從高階車擴展到國民車。高價車將ADAS納入新車標準配備，
並將等級視為產品差異化來源；中階車款與國民車款則多以選配方式提供 

Audi BMW Benz Volvo Lexus Infiniti Ford GM Hyundai VW Toyota Honda Nissan 

ACC △ ◎ ◎ ◎ ◎ ◎ 

NV △ △ △ △ 

LDW/ 

LKA 
◎ ◎ ◎ ◎ ◎ ◎ 

FCW ◎ ◎ ◎ ◎ ◎ ◎ 

PA ◎ ◎ ◎ ◎ ◎ ◎ 

BSD △ ◎ ◎ ◎ ◎ ◎ 

DAW △ ◎ ◎ ◎ △ △ 

PD/AD △ ◎ △ ◎ △ △ 

備註：◎表5成以上車款有標配或可選配；△表低於5成車款有標配或可選配 

資料來源：各車廠，MIC整理，2015年10月 

• ACC：適應性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 NV：車用夜視系統 

• PA：(倒)停車影像輔助系統 

• BSD:盲點偵測系統 

• DAW：疲倦駕駛預警系統 

• PD/AD：行人/動物偵測系統 

• LDW：偏離車道警示系統 

• LKA: Lane Keeping Assist 

• FCW：前方碰撞警示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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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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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供應鏈廠商間的合作與購併活動驟升 

 廠商積極透過「策略聯盟」或「購併方式」取得特定技術知識，以降低產品開發時間與成本 

 「感測」、「影像辨識」、及「巨量資料應用」為技術為布局重點 

備註： ●為取得車用晶片相關技術； ▲為取得感測技術；＊為取得軟體技術；  ▓表其他(如：自駕車技術、資安技術) 

資料來源：各公司，MIC整理 ，2015年10月 

2013 2014 2015 2012 

●  Mobileye、
STMicroelectronics 

▲Continental購併
ASL Vision 

合
作
研
發 

投
資
或
購
併
活
動 

＊Freescale、
東軟、Green 

Hills 

▲ ADI 

購併Hittite 
● Infineon    

     購併IR 

● Renesas 、 

    Green Hills 

▲ Google、
Continental 

ZF 購併TRW 
 ▲ ＊  

LG、賓士 

● NXP購併
Freescale 

● 聯發科、 

  陸系車廠   

▲ ▓  

● ▲ 
 Mobileye、Veleo 

 ▓  Valeo、Safran 

▓ 惟享科技、揚
明光學和晨云 

＊ ● 
Continental 購
併Elektrobit 

Automotive 

 ▲ Panasonic、Tesla 

Motors、Ficosa 

▓ 百度、BMW 

▲ Infineon、Google  

＊Bosch、
TomTom 

＊Audi、BMW、
Daimler共同購併
Nokia Here業務 

▓ Continental、
Here 

▲ Continental、 

      IBM 

Continental、
Cisco 

▓ ▓ Bosch、賓士 

▓ Bosch購併 

ZF Lenksysteme 

▲ Bosch購併 

     ADASWorks 

＊Freescale、 

    東軟、  

    Green Hills 

 ＊Denso 投資
ADASENS 

Automotive GmbH 

＊Denso投資Ease  

    Simulation Inc 

▲ Valeo、 

     Fujitsu Ten 

▓ Delphi購併Ottomatika 

▲Continental購併Qua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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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北美及日本帶頭推動車輛安全法規 

 車輛安全法規持續推動，直接影響大型車廠的產品發展與布局策略，促使全球
ADAS市場需求持續攀升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歐美日交通部 ，MIC整理，2015年10月 

• 2012年起：FCW及LDW列入新車安全評鑑項目 

• 2015年起：一般車輛與商用車強制裝設倒車顯示器 

• 2018年起：新車全數裝設倒車顯示器 

• 2013年11月起：新款商用車強制裝設LDW

與煞車系統 

• 2014年起：FCW, AEB, LDW和 BSD納入
新車安全評鑑項目 

• 2015年起：新出廠商用車強制裝設LDW 

• 2016年起：「可偵測到行人」之技術納入
新車評鑑項目 

• 2013年起：大於3.5公噸的新款卡車需裝設LDW 

• 2014年11月起：新大卡車與巴士車款須裝置FCW 

• 2015年起：陸續研擬相關法規，規定車輛安裝
ACC、LDW、BSD，及NV等ADAS子系統 

• 2017年11月起：所有新出廠的車輛均須裝置FCW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d/BlankMap-World.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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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ADAS市場成長動能強勁 

 西歐地區為目前全球最大的ADAS市場，占比約41%；其次為北美地區
，占比約31%；亞太地區ADAS市場占比約25% 

 亞太地區成長動能最高，估計2018年ADAS市場規模將超越北美地區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MIC整理，2015年10月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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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情形 
發表內容 

VW 

Volkswagen △ Golf Parking Assist 可自動停車 

Audi O 

A7 高速公路自動駕駛實測，從
加州矽谷行駛至拉斯維加斯，
全長共 550 英哩(約805公里) 

FORD 
△  

O 

目前推出部分自動化車款； 

現正推動全自動車款 Ford 

Fusion Hybrid 研究 

DAIMLER AG 

(Mercedes) 
O 

F 015 Luxury in Motion  

全自動概念車款 

BMW △ Active Assist 可自動停車  

汽車集團 

自動駕駛 

各大車廠競推自動駕駛概念  宣示意味濃厚 

O：完全自動駕駛    △：部分自動駕駛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5年10月 

Active Assist 自動停車   

A7 完全自動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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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便利服務市場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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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Telematics OBU Worldwide Passenger Cars Sold 

(Millions)

Telematics OBU市場滲透率低但具發展潛力 

 由於一般消費者付費意願不高，Telematics OBU多搭載於中高階車上，且集中於美、歐、日
、中等地區，目前市場滲透率仍偏低(2013年約僅達13.3%) 

 伴隨技術及服務成熟普及，預期2010-2016年市場發展之年複合成長率將可望達到48% 

Penetration 

Rate 
5.1% 6.9% 8.8% 13.3% 20.0% 32.7% 42.6%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MIC整理，2015年10月 註：OBU(On Board Unit) 為車用載具機 

http://www.google.be/imgres?imgurl=http://custom-logo-designers.logodesigningtoday.com/images/infiniti-logo-design-3.jpg&imgrefurl=http://custom-logo-designers.logodesigningtoday.com/infiniti-logo-design/&h=260&w=468&sz=19&tbnid=m59V3XdWHwynGM:&tbnh=69&tbnw=124&prev=/search?q=infiniti+logo&tbm=isch&tbo=u&zoom=1&q=infiniti+logo&docid=Z3kMiZCRAbH70M&hl=en&sa=X&ei=gBTeTpKMCKfo0QHT5czVBw&ved=0CCQQ9QEwA
http://www.google.be/imgres?imgurl=http://4.bp.blogspot.com/_34t8ucDEdYA/TMAz12VnSVI/AAAAAAAABsw/odshKYzXc8c/s1600/Chrysler+Logo.jpg&imgrefurl=http://chrysler-guides.blogspot.com/2011/04/chrysler-logo-2010.html&h=576&w=768&sz=28&tbnid=xKAKH_9V47fTXM:&tbnh=117&tbnw=156&prev=/search?q=chrysler+logo&tbm=isch&tbo=u&zoom=1&q=chrysler+logo&docid=X0siFa_mJpD1KM&hl=en&sa=X&ei=C9yGT8jZDeqQ4gTa2sCpBw&sqi=2&ved=0CDoQ9QEwAw&dur=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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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資通訊應用服務加強與智慧終端連結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註1：OBU  (On Board Unit) 為車用載具 

註2：OBD ( On Board Diagnostic) 為車輛自動診斷系統 

前裝市場 

內容/服務 

提供者 

車廠供應鏈體系業者 (車廠主導模式) 

如：BMW、Lexus等 

非車廠業者 (企業合作模式) 

如： Progressive、All State (車輛保險)；
Mojio、Automotive、Zubie (車況監測)等 

服務模式 

目標客戶 該品牌車主 
[商用市場] 車隊、公司車輛 

[消費市場] 家長、年輕駕駛 

應用服務 
•車況檢測 

•動態導航 

•防盜保全 

•緊急救援 

Smartphone App 

•導航路徑傳送 

•遠端車身控制 

•車輛狀況回報 

核心服務 

後裝市場 

OBU 

智慧終端 前裝車機 

雲端應用 

緊急救援單位 

OBU 

智慧終端 後裝車載資通訊裝置 

OBD II 

+通訊模組 

雲端應用 

Smartphone App 

•車輛狀況回報 

•與其他加值應用 

(如旅運規劃、保險等) 

車況 
保險 

... 

Cal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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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D-II與雲端應用加速UBI車險服務開發 

美國 

服務內容  （2011年推出） 

•個人化車輛保險 

•駕駛行為分析：包括距離、
駕駛時間與習慣等 

•駕駛行為監控：當急煞車
時會發出警示聲 

•駕駛歷史記錄查詢 

計費方式：依保險費用訂
定；影響費率因素包括急
煞車次數、駕駛距離、半
夜駕駛總時數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5年10月 

Progressive  

英國 

服務內容（2010年推出） 

• 個人化車輛保險 

•駕駛行為分析：駕駛時間、
速度、煞車狀況、距離等 

•駕駛歷史紀錄查詢 

計費方式：依里程方式計
算保險費用（六千英哩至
一萬英哩不等），主要針
對年輕族群 ，優良駕駛可
獲贈額外保險哩程 

Insure the box 

美國 

服務內容（2011年推出） 

•個人化車輛保險 

•駕駛行為分析：包括駕駛
時間、速度、煞車狀況、
距離等 

•駕駛歷史紀錄查詢 

•可選擇裝置遠距通訊儀器
或手機App（2014年推出） 

 
計費方式：依據個人行車
風險估算，要保人可以取
得最高30%的保費減免 

Allstate 

註1：OBD II( On Board Diagnostic )為第二代車輛自動診斷系統 

註2：UBI為Usage Based Insurance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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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業者以外接式裝置切入聯網汽車後裝市場 

 產品定價介於80美元至150美元不等，鎖定國民車主、青年駕駛的家長，或車隊管理者等 

 將裝置插入儀表板下方的OBD-II插孔，透過藍芽或3G連結，從行動裝置取得車輛資訊 

 業者均採取開放合作態勢，企圖藉此加速增加多元化功能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5年10月 

 主要功能 

• 行車路線追蹤 

• 車輛位置資訊 

• 車況檢測等功能 

 透過3G連線 

Automatic 

 主要功能 

• 車輛位置資訊 

• 車況檢測 

• 駕車行為建議 

• 遭嚴重撞擊時自動撥號求救 

 透過Bluetooth連線 

Mojio Zubie 

 主要功能 

• 車輛位置資訊 

• 車況檢測 

• 駕車行為監測 

• 有效行車路線規劃 

 透過3G連線 

 企業雲端服務採月費或年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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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聯網與智慧手錶連結 持續激發創新應用  

 車輛狀態提醒 

 導航方向指示 

 安全警示 

 

車
況
資
訊 

車
輛
定
位 

記
錄
追
蹤 

 顯示車輛位置 

 協助停車—指示方向 

 自動停車—搭配自動
停車功能 

 

 駕駛行程記錄 

 個人活動追蹤 

 

 受惠汽車聯網滲透率提升，車輛與智慧裝
置連結推出多種創新應用，智慧手錶成
2015年CES展場焦點 

 展示車廠：包括Volkswagen、Hyundai、
Audi、BMW等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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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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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基礎建設與法規推動 聯網智慧車發展可期 

 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興起、感測元件與通訊技術演進，及ITS基礎建設佈建等外部
驅動力帶動，加上各國政府、各大車廠積極推動下，聯網智慧車輛發展可期 

RSU (Roadside Unit) 

Intelligent Vehicle 

Smart Devices 

 Public TSP  

(Traffic Center) 

 Private TSP  

Pedestrian 

安全 

娛樂 

便利 

DSRC 

Sensor 
3G/4G 

3G/4G 

已落實實際應用 

尚屬演示階段 

多元連網模式 

多方資訊匯流 

新型應用服務 

註：TSP (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為車載應用服務提供商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i.ehow.com/images/GlobalPhoto/Articles/4880244/CallCenterHeadset-main_Full.jpg&imgrefurl=http://www.ehow.com/how_5086462_work-home-call-center.html&usg=__RHkRKLlP6G6LoibmPOtdG76ZvkE=&h=400&w=600&sz=30&hl=zh-TW&start=8&sig2=ANtDC05kfMR6wueaXq4UdQ&um=1&tbnid=bPypmTDC07wnGM:&tbnh=90&tbnw=135&prev=/images?q=call+center&hl=zh-TW&rls=com.microsoft:zh-tw:IE-SearchBox&rlz=1I7SUNA_zh-TW&um=1&ei=_2LFSoDBFNCSkAWV3a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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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 共創多元化應用服務 

 通訊技術提升帶動多元新興服務成長，促使既有汽車供應鏈業者向外找尋新合作
夥伴，以提升內容與服務質量。然而如何在整合多方資訊及支援新型應用服務，
同時兼顧駕駛安全，將是未來聯網智慧車輛發展之重要挑戰 

 

Turn-by-Turn 
導航 

遠端操控 

跨域 
傳送資訊 

影音娛樂 

租車/車輛分享 

車用保險 

日常資訊 

防盜 
保全 

車隊管理 

即時監控 

時間 

導航/交通 
資訊/娛樂 

安全 便利 跨界服務 

緊急 
救援 

電動車 
應用 

資料來源：MIC，2015年10月 

服務 
類型 

服務 
供應商 

少 多 

車廠、系統廠、 
車載資通訊服務商 
(汽車供應鏈體系) 

智慧手持裝置 
業者 

手機應用程式 
開發商 

車隊 

保險業者 

政府 

租車業者 

新型應用服務 跨界合作趨勢 

後裝車載 
設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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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暨引用聲明 

本活動所提供之講義內容或其他文件資料，均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非經資策會或其他相關權利人之事前書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為重製、轉載、傳輸或其他任何商

業用途之行為 

本講義內容所引用之各公司名稱、商標與產品示意照片之

所有權皆屬各公司所有 

本講義全部或部分內容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整理及分

析所得，由於產業變動快速，資策會並不保證本活動所使

用之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於未來或其他狀況下仍具備正確

性與完整性，請台端於引用時，務必注意發布日期、立論

之假設及當時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