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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EA提交「自行車產業
發展白皮書」

圖、文◎陳柏如

月 9 日，TBEA 理事長楊銀明偕同 6

位理監事：常務理事劉金標、召集

人陳威達、常務監事高 翔、常務理事林

茂青、常務理事吳盈進、榮譽顧問廖學金

以及自行車新文化基會長執行長劉麗珠、

CHC 總經理梁志鴻與輪彥公司副總編輯陳

柏如、 TBEA 總幹事劉錦泉、 秘書范雪琴，

前往行政院與吳敦義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

會談，並提交「自行車產業發展白皮書」

給吳敦義院長，敦請政府作為施政參考。

當天與會的行政院官員包括：行政院

長吳敦義、 經濟部次長黃重球、組長邱求

慧、科長葉維煜、交通部 / 觀光局副局長

謝謂君、運研所所長林志明、觀光局技術

組科長陳煜川、環保署副署長張子敬、技

正李簡任、新聞局主任秘書蘇瑞仁、行政

院第五組副組長蕭秀琴以及諮議張明芳。

拜會行政院長

楊銀明：自行車作為國家形象的代表產品

TBEA 理事長楊銀明指出，在自行車產業

的全球發展趨勢下，自行車產業不再是單

一的工業發展，自行車是節能減碳、綠色

運輸、健康休閒，可以和異業結合，創造

出新營運模式的產品，和馬英九總統提出

的「黃金十年」國家發展計劃相吻合。有

鑒於此， TBEA 就馬總統的「創新強國、文

化興國、環保救國及福利安國」主張，以

自行車產業為出發點，提出在創新、環保、

文化、福利各方面可以貢獻國家建設的建

言，如自行車的路權、大陸台商回台投資

的工地勞力問題、建構中部大型展覽館、 自

行車博物館以及碳足跡等， 彙整於「自行車

產業發展白皮書」， 提請府院參酌。

▲TBEA楊銀明理事長（左）提呈「自行車業發展白皮書」給吳敦義院長（右）作為施政參考。

▲長久以來，經濟部次長黃重球對於自行

車產業的提升與發展給與很大的支持

與協助。



55 NO.135 自行車市場快訊http://www.wheelgiant.com.tw

國內業界動態
Taiwan Company News

楊理事長指出，台灣自行車產業是一個

完整、團結、有良好組織運作的國際化產

業，產值高達 940 億台幣，希望未來成為

自行車生產、出口、消費大國以及全球設

計創意的領導者、技術領先者，更期許成

為全球自行車產業實施碳足跡的典範，為

台灣的「低碳新經濟」（綠色產品、綠色

製程）做出貢獻，因此在後 ECFA 時代，

希望政府能選定自行車作為國家形象的代

言產品，將未納入 ECFA 早收名單的自行

車零部件產品納入早收清單，以及後續

貨品貿易談判。此外更要加速與歐盟、 美

國、日本與東南亞各國洽簽 FTA，以利自

行車產業擴展市場。並請交通部擔任主管

機關，規劃自行車的合法騎乘路權，推動

以人為本之交通政策，並完成台灣綠色運

輸自行車路網之目標。楊理事長補充道，

目前彰化縣政府積極規劃設立「自行車主

題園區」，並且爭取興建自行車博物館，

希望行政院給予經費支持。

韓國經驗

談到台灣自行車產業的威脅，楊理事

長舉韓國為例，過去韓國政策推動的產業

發展項目與台灣重疊比例甚高，唯獨自行

車產業除外。而韓國國內實際居住人口已

超過 5,000 萬人，規模之大使得韓國在聯

合 194 個成員國中，人口數列第 24 位，

若加上北韓 2,300 萬人口，整個朝鮮半島

的人口總數將達 7,300 萬，則列世界第 18

位，僅略低於德國（8,240 萬），但比法國

（6,370 萬）、英國（6,070 萬）、義大利

（5,810 萬）等歐洲強國還要高。

韓國自行車產業直到 1990 年約略具有

400 萬量的生產規模，可自給自足且有能

力外銷，但因韓國自行車產業在 90 年代

無法度過亞洲金融風暴，產業全數移往中

國以降低成本，在韓國總統李明博上台

後，用「綠色韓國」作為國家的形象，以

綠色科技作為帶動產業成長的引擎，而自

行車則被選定為達成此目標的重要產業。

故自行車產業也重新獲得重視，挾帶著韓

國汽車產業在 20 年內成為世界第五的霸

氣，韓國政府宣示「5 年內韓國將成為世

界第三大自行車生產國」的目標，其具體

措施如下：

1. 建立全國自行車道，並提供公共自行

車系統供國民使用。

2. 鼓勵公私部門提倡自行車的使用

（Green Corporate Management 策略）。

3. 建立研發群聚，以設計更輕、更舒適

▲SR AM亞洲區總經理高 翔（左）為台商在台

灣投資的土地與勞力瓶頸請命。

▲K M C總經理吳盈進（左）表示，希望未

被列入E C FA早收清單的自行車零部

件，能被納入第二波談判中。

▲巨大董事長劉金標（左）積極為自行車

族請命，爭取以人為本的自行車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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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行車於全球市場競爭。

4. 建立自行車生產線及所需的生產架構

與技術。

5. 與當地汽車業者合作，將 Hybrid 及

IT Convergence技術應用於自行車產品上。

6. 結合世界知名品牌，擴展韓國自行車

的全球化。

7. 政府從 2009 年起推動碳標籤，同

時發展 Eco Efficiency Index 用來免除加值

稅，鼓勵更多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

韓國汽車產業發展在 20 年內達到世界

第五，可見其高科技實力之雄厚、其在國

際市場上是台灣的競爭對手，今韓國傾國

家之力發展自行車產業，雖然目前尚未構

成威脅，但我們必須體認到韓國有廣大的

內需市場，以及機械（汽車）及電子產業

強大工業實力，還有國際知名品牌與進步

的文化創意產業，加上韓國和歐盟、美國

簽署 FTA，又具備鄰近低生產成本地區的

製造基地等優勢。綜觀而言，韓國對台灣

自行車產業將會造成威脅，因此政府更需

加以重視，並未雨綢繆及早因應。

劉金標：自行車的路權

巨大董事長劉金標在會談中特別請求

行政院能重視自行車的「路權」問題，期

望在軟硬體的交通建設政策上能「以人為

本」！劉董事長指出，這次的會談是台灣

自行車業的第一次，透過產官交流，希望

政府能將自行車列入標竿產業，重視其所

創造出的深遠價值，建構台灣成為自行車

騎乘天堂，同時也協助提升台灣自行車產

業的出口競爭力！

高禩翔：投資瓶頸 綠足跡

A-Team 副會長高 翔則提出大型工業

生產用地取得的障礙、外勞相關議題、

建議籌建中部大型展覽場地以及新貿易障

礙—碳足跡等，請相關部會能提供協助。

高禩翔指出，未來在國際競爭上，關稅與

非關稅障礙將退位，取而代之的是「綠」

門檻，所謂的「綠平方」，等於綠色產品

× 綠色製程，這也是下一輪的產業核心

競爭優勢，希望台灣能與全球同步制訂新

標準。  

吳院長總結

針對自行車產業提出的建言，行政院長

吳敦義總結如下：

1. 自行車擁有健康、活力、綠色形象等

優良特質，適合作為台灣多元文化之代

▲吳敦義院長（右）十分重視TBEA提供的各項建議，當下也指示各

相關部會進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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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請經濟部協同新聞局研商將自行車

選定為國家優良形象代言產品，並結合

台灣觀光、美食等特色，共同對外行銷

之可行性。

2. 請交通部持續推動自行車道路及路網

系統之建置計劃，至自行車騎乘者路權使

用部分，請運研所及路政司從以人為本之概

念，研議適當之使用管制方式，並請運研所

及觀光局於中潭公路規劃、打造一條結合當

地人文、藝術及觀光特色之自行車道。

3. 請經濟部於後續貨品貿易談判中，將

未納入本次早收清單之自行車產品，積極

爭取列入清單品項，並研議與台灣重要自

行車輸出市場（如歐盟、 美國、 日本等國）

簽訂 FTA 之可行性，協助自行車產業拓展

▲TBEA理監事一行人於行政院門口合影留念，右起：CHC總經理梁志鴻、KMC總經理吳盈進、信隆董事長廖學金、常昌總經理林

茂青、盛傑董事長陳威達、SR AM亞洲總經理高 翔、巨大董事長劉金標、TBEA理事長楊銀明、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劉

麗珠、TBEA總幹事劉錦泉、TBEA秘書范雪琴。

國際市場。

4. 請經濟部提供中部地區工業用地資訊

供自行車業者參考，並協助其投資設廠相

關事宜。

5. 請經濟部將自行車公會需大型展覽場

所之需求告知台中市政府，俾利該府後續

規劃設置適切之展覽會場。

6. 請環保署輔導自行車業者申請各類產

品碳足跡認證，並積極建立及推廣碳足跡

標示制度。

7. 對於業界各先進之努力及所提自行車

產業發展白皮書，表達敬佩與感謝，請經

濟部、交通部、環保署等部會參考評估，

以納入未來相關計劃據以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