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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建構之研究-以電動機車領導廠商 Gogoro個案

為例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system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case of Gogoro,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electric locomotives 

楊英賢1 林柏年2 陳昱安3 

  

摘要 

隨著創新觀念的興起，如何發展創新、取得競爭優勢是各企業所追尋的目標。生態

系統的創新觀念近年才被提起，培養生態系統創新能力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本研究方法

採取個案研究，以參與觀察及次級資料的蒐集進行分析。並以電動機車產業的領導廠商

Gogoro 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本研究發現建構生態系統創新能力步驟如下:(一) 搭配公司

核心價值，規劃創新構想。(二) 尋找資源及整合資源。(三) 發起創新號召，與合作夥伴

研發創新技術及模式。(四) 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及生態系統的擴張。(五) 合作夥

伴技術及商譽的共同提升。(六) 成為產業之主流標準規格。 

 

關鍵字: 競爭優勢、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innovative concepts, how to develop innovation and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 goal pursued by all enterprises.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novation has only 

been raised in recent years, and cultivating ecosystem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This research method adopts case study to analyze by participating in observation and 

collecting secondary data. And take Gogoro, a leading manufacturer in the electric locomotive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 obje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teps to construct the ecosystem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as follows: (1) Match the company's core values and plan innovative 

ideas. (2) Looking for resources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3) Initiate a call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with partners. (4) Attracting ecosystem innovation 

partners and ecosystem expansion. (5) Joint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goodwill of 

partners. (6) Become the mainstream standard specification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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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1.1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年，台灣因環保、空氣汙染、電力成本、停電及能源等議題，使電動機車產業備

受關注，加上許多國家已明定在未來將禁止售賣燃油車，這更推動台灣的電動汽機車市

場，而這個當下正是由油耗交通工具與電動交通工具轉換的當口，面對油耗交通工具這

個已經成熟且成為大眾習慣的產業，電動交通工具產業雖處初期，但其在穩定中成長，

台灣油耗機車大廠相繼進入電動機車市場，可知電動機車產業的未來態勢令人期待。 

2011 年起，Gogoro 用第一個十年，在號稱世界機車王國的台灣建立起一套包含電

池交換訂閱服務、智慧電池與電池交換站、電池交換網路管理系統、電動車輛及系統關

鍵零組件銷售的生態系。現在，Gogoro 已經準備好將成熟發展且完整的生態系推向世

界(2021-11-01，遠見)。而如何使產業凝聚在一起、如何共同創造更多優勢及價值對產業

未來發展相當重要，故值得探討。本研究將結合生態系統及創新能力之觀點來談討台灣

電動機車產業之發展，並由此建構出電動機車廠商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最早，生態系統的概念是由英國生態學家 Tansley(1935)所提出，強調生物(包括個

體、種族和群落)與其生存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生物與其生存環境是有規律

地組合在一起，彼此通過物質的循環、能量的流動和信息的交換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

形成的統一整體。 

商業生態系統則是引用了前述「生態系統」概念，而運用在企業經營及商管領域，

此概念最早是由 Moore (1993)所提出，商業生態系統包含了企業、客戶、供應商、主要

生產者、競爭者、以及其他的利害關係者等。Iansiti & Levien (2004) 所述是指「一群相

互連結，共同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的企業」，並認為商業生態系統與生物生態系統是類

似的，其特徵為大量鬆散連結的參與者，而系統中的所有參與者，彼此命運與共。陳明

哲(2013)指出商業生態系統必須存在著某種服務、工具、技術，讓成員可以在某個平台

上共同演化、獲益，才能健康的發展。又陳清祥(2016)主張商業生態系統，不是單純的

整合與結盟，而是不同的組織、個體間的互動，是共生、互生的關係，並將所有夥伴視

為一個整體。 

Furr, Keeffe & Dyer(2016)便以「思科超創新生活實驗室」為例，說明這種由多個組

織攜手合作，共同開發出創新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創新(ecosystem innovation)」。空中

巴士的創新主管Markus Durstewitz 表示：「我們相信，必須找到對的夥伴來管理和實施

這些大變動。生態系統創新流程是個大機會，向我們指出新的協作方式」。思科執行長

Chuck Robbins 說：「這個流程把我們的團隊和合作夥伴、顧客、其他公司聚在一起，一

起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機會。透過密集的分析與協作，這些實驗室會議產生一些突破性的

構想，可由包括思科在內的所有參與者來執行或投資」(Furr, Keeffe & Dyer, 2016)。 

 

1.2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說明，雖然有許多學者分別對生態系統及創新理論進行諸多論述，但是結

合生態系統及創新能力之觀點，建構廠商生態系統創新能力之相關研究仍不多見，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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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研究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將以電動機車產業為例，並以睿能創意股份有限

公司(Gogoro)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如何建構個案廠商之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因 Gogoro

於 2015 年首次推出消費性產品，至今獲得台灣電動機車市場高達八成以上的市占率，

成為台灣電動機車市場龍頭廠商，深具代表性及重要性。 

本研究相關研究成果，也將成為電動機車廠商思考如何在新興商業生態系統發展過

程中，建構出本身獨特的生態系統創新能力，這除了有別於過去既有文獻強調廠商核心

能力之建構外，同時也將結合生態系統及創新理論觀點並擴大其應用範圍，值得實務界

參考及借鏡之。 

 

2.文獻探討 

2.1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概念是由英國生態學家 Tansley(1935)所提出，強調生物(包

括個體、種族和群落)與其生存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生物與其生存環境是有

規律地組合在一起，彼此通過物質的循環、能量的流動和信息的交換相互作用、相互依

存而形成的統一整體。簡而言之，生態系統是自然界生物與其生存環境組成的整體。 

生命的存在與發展完全依賴於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交換，是一切

生命活動的齒輪，也是生態系統的三大基本功能，三者是不可分割、緊密結合的一個整

體，是生態系統的中心。 

生態系統中，各生物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聯繫是食物鏈，通常在一個生態系統中

不會只有一條食物鏈，通常是複數的。食物鏈彼此交叉聯結所形成的網狀結構稱為“食

物網”。能量是生態系統的動力基礎，一切生命的活動過程中都存在著能量的流動和轉

換。生態系統中全部生命活動所需要的能量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太陽。太陽能被生物

利用，是通過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實現的(鄧慰先，2007)。 

 

2.2商業生態系統 

2.2.1商業生態系統之定義及意涵 

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的觀點是引用了前述生態學上的「生態系統」概

念，而運用在企業經營及商管領域，此概念最早是由 Moore (1993)所提出，商業生態系

統包含了企業、客戶、供應商、主要生產者、競爭者、以及其他的利害關係者等。以生

態學觀點來看，在商業生態系統中餐與者通過競爭或合作來達到創新 (Pilinkiene 

&Maciulis,2014) ，主要在強調經濟主體之間透過相互依賴，而達到生存與成功的事實

(Anggraeni, Den Hartigh & Zegveld,2007)。Camarinha-Matos & Afsarmanesh(2008)將商業

生態系統定義為「類似於集群或產業區的長期戰略合作網絡，儘管不僅限於某個行業，

更傾向於在地理區域內涵蓋的關鍵行業」，換句話說許多的經濟活動不是在單一產業下

進行，而是跨產業的，因此建議以「商業生態系統」來取代「產業」的概念來進行企業

策略的分析。相較之下，商業生態系統更強調了成員彼此之間的共生關係。此觀點突破

產業界線的限制，既可以在產業內尋求合作夥伴，也可以跨越產業的疆界，使本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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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企業結合在一起，從而擴展市場機會(蕭家柔, 2012)。 

有關商業生態系統的構成及特徵，依照 Iansiti & Levien (2004) 所述是指「一群相互

連結，共同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的企業」，並認為商業生態系統與生物生態系統是類似

的，其特徵為大量鬆散連結的參與者，而系統中的所有參與者，彼此命運與共。又陳明

哲(2013)指出一個商業生態系統通常涵蓋了數個關聯產業，包含各種競爭對手、合作伙

伴、互補企業、相關產品、技術、服務供應商，及衍生出的非營利組織等。生態系統中

必須存在著某種服務、工具、技術，讓成員可以在某個平台上共同演化、獲益，才能健

康的發展，否則就可能縮減或危及成員的生存。陳清祥(2016)主張商業生態系統，不只

是單純的整合與結盟，而強調的是不同的組織、個體間的互動，是共生、互生的關係，

並將所有夥伴視為一個整體。 

有關商業生態系統的形成原因，如蕭家柔(2012)對行動通訊產業的研究指出近十年

來行動通訊產業因技術創新和融合，資訊與網路的技術日漸成熟，讓利用手機行動上網

的用戶逐年增加。有效地整合其他產業的資源，是滿足終端消費者所需的必經之路。過

去單一產業鏈的結構，在結合網際網路產業、傳媒產業、娛樂產業後，不再是一條產業

鏈而是多條交織而成的網狀結構。Apple及 Google所主導的手機作業系統就是在這樣的

背景下誕生的，以整合零散至各產業的「價值」活動，加速了商業生態系統的形成。至

於其背後形成的原因來自於「建立標準」、「尋求互補資源」、「策略聚焦」及「提高企業

經營彈性」等驅動因子。 

2.2.2商業生態系統之價值 

有關商業生態系統的功能方面，Gossain & Kandiah (1998) 強調，在商業生態系統

中，一個企業能透過與眾多供應商及夥伴的合作，跨越過去競爭者與互補者的角色，甚

至透過單一的品牌(例如 IKEA)，提供各式各樣的產品與服務。並建議企業應善用網路科

技與夥伴以及供應商合作，建構新的商業生態系統， 以提供新的資訊、產品及服務，共

同為客戶創造出新的價值。另外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史欽泰表示，創新需要「生態系統」，

意思是說就像生物學提出生態系的概念，企業與國家、學術、產業等各個環節相互影響，

是跨領域、跨產業的，「現在的產業創新談的早不只是供應鏈的關係，而是分享式的經濟

模式」(李郁怡, 2013 ) 。 

打造成功商業生態系統的關鍵因素方面，陳清祥(2016)歸納出六點： 

1.建立井然有序的共生關係，協助創造價值及提高經營績效； 

2.保持多方互動，加強信息的交流與分享； 

3.進行產品、服務、金融多元的交互服務，將生態系統的價值極大化； 

4.利用多種資源擴展生態系統，形成聯盟，為企業注入新活力； 

5.保持警惕、應對風險； 

6.培育核心競爭能力，強化生態系統凝聚力。 

2.2.3生態系統創新之意涵 

    在創新領域中，有關生態系統創新之議題及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受到矚目。近年來為

因應科技環境之快速變化，企業要如何善用及因應 AI 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等新

科技所帶動的革命，特別是在目前這樣高度連結的世界，即使是再大型的公司，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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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各方力量，以抓住各種商機。Furr et al. (2016)便以「思科超創新生活實驗室」為例，

說明這種由多個組織攜手合作，共同開發出新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創新(Ecosystem 

Innovation)」。 

    詳言之，在這個相互連結、愈來愈數位化的環境中，公司領導者常發現自己面對的

機會是自家公司甚至是所屬產業無法單獨掌握的。思科採取一些行動，例如規劃出柏林

「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即號召產業供應鏈的相關主管聚會，目標在未來六個月內

結成夥伴關係，希望能以嶄新的創新做法，處理關係夥伴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改造他們

所屬的產業。這種獨特的模式下，企業並沒有仰賴新創公司產生創新然後收購它們，而

是共同參與了這個新流程，我們稱為「生態系統創新」，協力合作開發新概念，並加以商

業化。 

    思科已經運用這種生態系統創新流程，來處理多個領域的挑戰，例如供應鏈、零售

（號召 Nike、Costco、Visa等參與）、健康照護，而且不久將設立財務實驗室。但不是所

有的專案都能開花結果，但遠比這重要的事正在發生：參與者培養出在生態系統層級進

行創新的新能力。空中巴士的企業創新主管 Markus Durstewitz 表示：「我們相信，必須

找到對的夥伴來管理和實施這些大變動。生態系統創新流程是個大機會，向我們指出新

的協作方式」(Furr et al., 2016) 。 

    思科執行長 Chuck Robbins 說：「這個流程把我們的團隊和合作夥伴、顧客、其他公

司聚在一起，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機會。透過密集的分析和協作，這些實驗室會議產生一

些突破性的構想，可由包括思科在內的所有參與者來執行或投資」(Furr et al., 2016)。本

研究也希望藉由學習思科的生態系統創新流程，進一步建構企業本身的生態系統創新能

力。 

    Wessel et al.(2016)也認為產品開發需要一個互相依賴的合作夥伴網絡，當產品創新

的程度愈大，夥伴彼此依賴的程度可能就必須更高。例如，當我們進入自動駕駛汽車和

電動汽車的世界，似乎就再度需要類似垂直整合的互賴夥伴關係，亦即必須創造更互相

依賴的架構來支持創新。 

 

2.3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有關何謂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由於至今可參考資料與相關文獻缺乏，故本研究將參

酌 Iansiti & Levien (2004)對生態系統的定義，以及 Furr, Keeffe & Dyer(2016)對生態系統

創新的研究，嘗試提出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的定義如下:「核心企業結合一群相互連結，共

同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的企業(包括該產業上下游廠商、顧客、互補企業、競爭對手及相

關產品、技術、服務供應商等)，透過密集分析和共同協作發展創新的解決方案，並加以

商業化的創新能力，以便處理夥伴共同面對的問題，改造他們所屬的產業」。簡言之，生

態系統創新能力可視為關鍵廠商在生態系統層級進行創新的能力。 

在這科技快速變動、數位化與相互連結的環境中，企業領導人常發現自己面對的機

會是自家公司又甚至是所屬產業無法單獨掌握的。所以，藉由將公司團隊和合作夥伴、

顧客與其他公司聚在一起，透過密集分析和協作產生一些突破性構想，培養出參與者在

生態系統層級進行創新的新能力，處理夥伴共同面對的問題，甚至改造所屬產業將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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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戴婉如(2012) 從商業生態系統探討樞紐者策略發現，例如 Apple藉由核心技術能力與連

結關係的運用，經營發展商業生態系統。生態系的健全度不只對利基者有影響，也是樞

紐者維持影響力的關鍵。因此，生態系關鍵廠商之創新或核心能力會影響到生態系統之

建構發展。又最近 Gogoro 與鴻海科技集團宣布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在技術與生

產上形成策略夥伴。這項合作讓 Gogoro 能透過鴻海舉世聞名的高科技製造實力，提升

電池交換技術及智慧電動機車生產的能力與規模，從而促進 Gogoro 的全球拓展規劃。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表示：「這項合作將 Gogoro 先進的電池交換和智慧電動車輛科技結

合鴻海廣大的全球生產製造能力，讓 Gogoro 得以在世界各地大量佈建智慧電池交換生

態系及車輛。」 

Gogoro 創辦人與執行長陸學森認為「當 Gogoro 的生態系，持續領導業界向都會能源

補給與電池交換系統演進時，我們是否具有快速增加生產量能、並滿足全球需求的能力

將極為重要 (2021-06-23 經濟日報) 。」擁有高度垂直整合生態系能力的 Gogoro，也能

因應不同市場的限制與需求輸出不同的應用服務，從能源網路、車輛製造，甚至是移動

共享服務等，使他們在策略結盟上更具彈性優勢(2021-11-01，遠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質化研究法作為研究取向。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會將焦點放

在「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與「人們於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

(胡幼慧，1996)。Pivcevic(1997)轉引自廖仁義「現象學的目的在於研究經驗(experience)，

從而接露經驗的本質(essences)以及隱藏在經驗裡面的理性(reason)」。 

質性研究是在現象學取向下所衍生的研究方法，而本研究選擇質化研究法作為研究

取向，選擇以個案研究法之方式，並利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參與觀察法對個案公司及產

業及進行研究，期許了解生態系統創新及其能力如何建構及培養。 

 

3.1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Case Study)歸屬於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即描述和形容某特殊事

物和特徵的研究設計，可作為判斷相類似事物和決策之參考。其中個案研究特別注重情

況發展或事件的過程及其相關的因素。個案研究法以蒐集資料試圖了解事件的情境脈絡

與意義，再分析真相、解釋導因、解決或改善其中問題，它具有描述、歸納、啟發、探

索和解釋等特性。 

Andrews(1951)認為個案是對真實情況的描繪，不僅是事實或是相關事件，更能夠提

供一連串的問題來讓人思考並嘗試著去解決。Eisenhardt(1989)提出個案研究方法是一種

研究策略其注重個別背景之下的動態現象，亦特別適用於新研究主題之領域。 

Yin(1994)認為個案研究法是以經驗為主的一種實務性調查方法，以深入研究現實生

活與當前的社會現象，其認為當現實生活與研究的現象之間的界線較不容易區分之時，

個案研究法能以透過多種來源之證據，對該現象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Yin(1994)對個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Gogoro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B4%BB%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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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提出的三大原則:(一)利用多重證據來源，(二)建置個案研究之資料庫，(三)保持證

據之關聯性。 

個案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特質，以了解其獨特性及

複雜性。個案研究亦可定義為：研究者透過多重資料來源，對當前真實生活脈絡之各種

現象所做的一種探究方式(徐宗國譯，1997) 

 

3.2資料蒐集方法 

3.2.1次級資料分析法 

個案研究需蒐集豐富的資料並加以整理分析，以期許使研究具有一定之完整性。次

級資料包括不同的資料來源，可以是由其他研究人員所搜集的資料或各式各樣不同形式

的檔案(包括書籍、期刊、工商業界的研究、企業組織資料、文件記錄資料庫及政府部門

的報告等)。次級資料的取得成本相當經濟及便利，其重要意義為將原始研究所搜集的資

料，作新的方向分析 (David W. Stewart；Michael A. Kamins，1984)。 

本研究採用之次級資料包含書籍、期刊、報紙、政府資料、網路資源及媒體資料作

為次級資料對台灣電動機車產業及個案公司進行分析及探討。 

3.2.2參與觀察法(Observation) 

觀察法、訪談法及檔案分析法被並列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大資料收集方法，觀察法

是社會調查方法中最基本的，卻也是資料蒐集的重要方法。以嚴謹的觀察將所得資料做

出客觀的記錄，並加以分析以結論。透過觀察脈絡及情境互動的感應，創造觀察的意義、

理解與詮釋。 

參與觀察法是指研究者深入所研究對象的生活背景中，實際參與並對研究對象進行

觀察。本研究使用以了解電動機車產業及其生態系統之現象，並對所觀察之現象以系統

性的觀察與記錄進行詳盡的描述。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方法以個案研究法及參與觀察法透過實地接觸多家電動機車

門市藉以了解電動機車產業之現況及經營模式，配合次級資料的蒐集及整理分析使本研

究更能具體且明確的進行資料歸納與整理。  

 

3.3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結合生態系統及其相關文獻，以台灣為背景進行電動機

車產業分析與討論。因為電動車之發展，符合生態系統是一群相互連結，共同創造價值

與分享價值的企業，系統中的所有參與者，彼此命運與共之概念。 

以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Gogoro)為個案研究公司之方式，進行相關資料的搜集。

研究目的是探討環境建構及其對生態系統創新影響，並探討個案廠商之生態系統創新能

力該如何建構。 

本研究選擇 Gogoro 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因 Gogoro於 2015年首次推出消費性產品，

至今獲得台灣電動機車市場高達八成以上的市占率，成為台灣電動機車市場龍頭廠商，

深具代表性及重要性。它以創新的商業換電模式(Gogoro能源網路)進入電動機車產業，

開啟電動機車產業不同的可能，以馬達技術、電池技術及其服務平台被公認為台灣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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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產業的領先者。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配合次級資料分析法及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之記錄及整理，除

蒐集電動車產業及 Gogoro之相關資料(如.次級資料、車廠門市參與觀察、與使用者之對

談、其他車廠經銷商之對談)，亦透過不同資料來源相互對照，以此檢視訊息降低資料主

觀詮釋造成偏頗的可能性。 

 

3.4信度效度之評估 

    一般而論，質性研究比起量化研究較無法客觀衡量信度(可靠性或一致性)與效度(正

確性或真實性)。唯 Neuman(2002)提到大多數質性研究者仍接受信度與效度的原則，質

性研究者使用許多技巧(如訪談、參與、文獻探討)，一貫地記錄他們的研究觀察，並追

求一致性，以落實質性研究的信度。又 Denzin(1978)指出三角驗證法利用各種不同的方

法以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可增加研究效度。Robson(1993)也說明使用多種方法

來研究同一現象的三角檢證法，是質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本研究整理分析次級資

料，透過多方管道的資料來源查核並確定研究成果，以順利搜集到正確資訊，強化本研

究資料的三角驗證，以減低研究者的主觀偏見。 

 

4. 產業與個案之整理分析 

4.1電動機車產業生態分析 

陳信榮(2018)的報導指出『電動機車產品競爭力升級，加上政府政策多推一把，2017

年國內電動機車銷量衝出 4.4 萬輛，較 2016 年翻倍增』。『2017 年電動機車市占率來到

4.4％的新高，業界咸認國內市場已逐漸打開』。知名市調機構 GII更預期:全球高性能電

動機車市場，2016 至 2020 年間，將以 45.2%的年複合成長率高速成長。由上述資料可

知台灣電動機車的需求漸增，市場擴張快速。電動機車產業於全球的發展態勢也是值得

期待的。 

根據下表 1所示， 2017年生產量為 2016年之兩倍，又 2018 年 1~4月即超過 2016

年之總生產量，可知台灣電動機車需求及市場正快速地成長，可能原因為電動車產品功

能、技術的進化，價格下降，民眾接受度日高。 

表 1 各車廠電動機車生產數量統計表 

廠商名稱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4月 

數量 占比 數量 占比 數量 占比 

睿能創意 12,896 52.3% 36,104 69.2% 18,515 84.3% 

中華汽車工業 4,637 18.8% 6,674 12.8% 1,518 6.9% 

易維特科技 4,637 18.8% 6,674 12.8% 1,285 5.8% 

三陽工業 632 2.6% 716 1.4% 3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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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陽工業 1,093 4.4% 1,446 2.8% 205 1.0%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 700 2.8% 499 1.0% 100 0.5% 

其他廠商 66 0.3% 70 0.1% 45 0.2% 

合 計(輛) 24,661 100% 52,183 100% 21,972 100% 

資料來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根據 Raymond Vernon(1966)所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如圖 1所示，根據定義推斷

台灣電動機車產業應屬於產品生命周期之成長期初期，成長期是指產品試銷效果良好，

市場逐漸接受該產品。此時生產成本也因經驗及規模經濟效益而下降，競爭者因有利可

圖，將紛紛進入市場，使相似產品供給量增加，價格隨之下降，需求明顯成長，銷售額

快速上升，利潤迅速增長。 

 

 

 

 

圖 1 產業生命週期 

來源: Raymond Vernon(1966) 

 

4.2個案簡介 

4.2.1 Gogoro簡介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Gogoro Taiwan Limited)為台灣電動機車產業代表之一，總

部位於桃園市龜山區，於 2011年 8月 29 日在中華民國核可設立，資本額：21.62億元，

第 1 款電動機車於 2015 年 7 月上市。目前員工人數約 1400 人(2018 年 3 月 30 日)。截

至西元 2018 年 6 月 Gogoro 電池交換站共 606 座(資料來源 Gogoro 官方網站)。於全台

展示銷售據點共有 41間，維修保養據點共有 53間，如下表 2所示。 

 

表 2 Gogoro服務據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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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 

  縣  市 
展示銷售+維修保養 展示銷售 維修保養 

基隆市 0間 0間 1間 

台北市 5間 3間 6間 

新北市 4間 2間 9間 

桃園市 4間 1間 3間 

新竹市 1間 0間 1間 

苗栗縣 0間 0間 1間 

台中市 2間 3間 6間 

彰化縣 1間 0間 0間 

嘉義市 1間 0間 0間 

台南市 4間 1間 3間 

高雄市 8間 0間 2間 

屏東縣 1間 0間 0間 

合計 31間 10間 22間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Gogoro官方網站(西元 2018年 7月 18日) 

 

4.2.2負責人簡介 

陸學森為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之一。在此之前，他是科技業

首屈一指的設計人。2006 年至 2011 年任職於 HTC 期間，領導研發團隊以優異的產品

令世界驚艷，且頻頻獲得國際獎項的肯定，包括全球通訊協會在 2010 年將英雄機選為

年度最佳手機、2011 年將 HTC 選為年度最佳手機公司。更早之前，陸學森服務於 

Microsoft 長達十年，負責創意的發想與品牌的建立，第一代 Xbox、Windows XP 與 

Windows Mobile 等重要的產品，皆是出自其手。此外，陸學森也曾任職於 Nike，在許

多新品牌建立的過程中擔任核心的關鍵角色 (資料來源: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

站) 。 

 

4.3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的建構 

電動機車產業在台灣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在 2015年後 Gogoro 踏入市場後展開全新

的產業蛻變發展生態系統創新，促成電動機車產業及生態系統的磅礡成長及繁華發展。

Gogoro的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對於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是功不可沒的。本研究將整合 Iansiti 

& Levien (2004)對生態系統的概念，以及 Furr, Keeffe & Dyer(2016)對生態系統創新的研

究，加上戴婉如 (2012)生態系關鍵廠商之創新或核心能力會影響到生態系統之建構發展

之觀點，並將生態系統創新能力視為關鍵廠商在生態系統層級進行創新的能力。並根據

Gogoro之公司沿革及次級資料分析，嘗試將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建構整理出以下步驟: 

4.3.1配合公司核心價值及理念，規劃創新構想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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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需要創新構想、先進技術及相關資源，在創新前應以產業環境及生態系統現況

考量創新後欲得到何種效果?擁有理念及完善構想，實踐創新價值時方能獲得利害關係

人及環境的支持及合作機會。 

4.3.2尋找資源及整合資源 

為尋找資源及合作的可能性，核心公司需具備吸引他人合作的優勢及可能被投資的

條件，如: 

1.核心公司擁有優異的創新構想或創新技術: 

核心公司的創新欲在創新前後創造何種差異，產業技術或生態系統是否能達成創新目

標。創新的成果及達成目標的可能性將影響被投資及合作機會。如.Gogoro 的創新技術

及商業模式讓許多投資人期待而進行投資。 

2.公司已具備成功經驗及條件: 

公司可能已擁有明星產品及市場，以過去經營情形及獲利讓人預想公司是擁有光明未來

的。如. iPhone及蘋果公司 

3.管理階層已擁有成功經驗及條件: 

公司領導人及高階管理人若有成功經驗，其觀念及能力是相對可令人相信的，管理階層

的成功經驗、管理模式及決策是相對容易讓公司再造佳績的。如.Gogoro 之執行長陸學

森、營運長雷憶瑜及董事鄭慧明都曾於 HTC 的黃金時期任職。 

4.擁有成功經驗之企業及投資人的支持或投資: 

擁有影響力及成功經驗的投資人投資能說明公司能力達一定水平且根據投資人眼光公

司未來是相對光明的，如.知名運動品牌 NIKE 與豐泰為密切合作夥伴，使豐泰成為台灣

鞋廠明星。 

4.3.3發起創新號召，與合作夥伴研發創新技術及創新模式 

這階段處於實現創新構想的研發期，是創新過程中投入大量資金、資源及相關技術

以提升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價值及競爭優勢的階段。當成功經歷這個階段將產生創新。

本研究將此研發期過後的創新分為以下三種: 

1.產品創新(創造): 

創造全新的產品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及開拓新的市場。如.西元 2002 年時推出的掃地機器

人 iRobot Roomba。此類創新，在市場初期能擁有良好的獲利。但一段時間過後，潛在

競爭者隨時間經過而完成研發將踏入該市場。當市場競爭劇烈時，競爭通常會著重於價

格及產品功能之上。創新通常會著重於強化產品的功能之上(以下第 2點)。 

2.產品創新(強化): 

產品的創新以求改善產品設計及強化功能，達到滿足消費者需求之目的。 

如.DYSON吸塵器主打強化吸力、配備完整性及過濾空氣之功能。 

3.生態系統的創新: 

廣義來說，本研究認為創新不僅僅止於產品之上(上述 2 種)。創新能為生態系統、市場

創造優勢與機會時，即為生態系統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創新需要創造關鍵的核心技術及

建立生態系統商業模式與該技術的獨特連結。如.Gogoro的智慧電池及 GoStation 電池交

換站之技術創新創造的換電式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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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及生態系統的擴張 

當核心企業於生態系統發起創新後，與合作夥伴進行創新技術的整合進行資源共

享，參與合作夥伴越多將對創新模式越有利，能擴大創新生態系統的共同能量以提升產

業的競爭力。此階段生態系統的擴張快速，需特別維持生態系統的創新品質。 

4.3.5合作夥伴技術及商譽的共同提升 

所有的創新都有被追上的一天，而唯有創新能超越創新，需持之以恆的研發或對生

態系統提出更新，方能達到長久經營。而在不斷研發及更新的過程中，生態系統中的合

作夥伴們將受惠於共同技術及商譽的提升。 

4.3.6成為產業之主流 

當一個生態系統創新達成上述五個步驟，將越多產業相關合作夥伴加入生態系統創

新，使生態系統創新的模式或是平台慢慢成為業界主流的標準規格。自 2015年 Gogoro

加入電動機車市場，推出台灣首個以換電模式的電動機車，有別於以往車廠的充電模式，

建立完善的換電站網絡使便利性大幅提升，促使之後加入的 eReady、山葉等電動機車大

廠也使用換電模式。 

綜合上述，要想建構生態系統的創新能力，須擁有創新構想及創新的核心技術，以

此尋找資源吸引合作夥伴並加以整合，發起生態環境的創新後吸引產業廠商成為合作夥

伴，不斷對生態系統的創新提出更正及更新，壯大創新生態系統後並成為業界的標準規

格(如下圖 2)。 

 

圖 2 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建構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配合公司核心價值及理念 

規劃創新構想 

尋找資源及整合資源 

發起創新號召，與合作夥

伴研發創新技術及其模式 

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 

夥伴及生態系統的擴張 

合作夥伴技術及 

商譽的共同提升 

成為產業之主流標準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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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對產業之影響 

本研究將根據施振榮(1992)所提出的微笑曲線(如下圖 3)說明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對

產業之影響。施振榮所提出之微笑曲線是以產業價值鏈之附加價值說明競爭策略。 

 

 

圖 3 微笑曲線 

資料來源:施振榮(1992)  

 

本研究嘗試以微笑曲線提出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的應用將使合作夥伴、產業廠商獲得

附加價值的提升。本研究將此附加價值之提升分為兩種:第一種為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合

作夥伴之附加價值提升；第二種為加入平台之電動機車廠商附加價值提升。 

4.4.1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合作夥伴之附加價值提升 

微笑曲線之中，技術及專利屬於研發位於產業鏈的前端，當創新產品的產生並獲得

市場肯定時，與該創新技術、產品有關的供應鏈廠商通常也將水漲船高。如.Intel 推出新

的中央處理器(CPU)，而配備該處理器的電腦售價較高(包含 Intel 之 CPU成本)也擁有較

好的效能，電腦品牌也使用該處理器作為產品特色吸引消費者購買(最終售價)。生態系

統創新能力的建構需要核心企業技術的創新，Gogoro 的換電模式可謂生態系統創新能

力對於電動機車產業關鍵零組件的創新。技術創新能提升產品價值帶動產業附加價值的

成長，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的模式創新亦將提升此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的附加價值。 

4.4.2加入平台之電動機車廠商附加價值提升 

本研究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將以 Gogoro 建構創新的商業生態系統為例，假設此創新

的商業生態系統換電模式(Gogoro 能源網路)為一個『平台』，將使加入此平台的其他車

廠獲得微笑曲線整體附加價值的提升，如圖 4所示。 

對於加入平台的車廠而言，此換電平台之核心技術及專利將成為平台應用廠商的整

合資源，而促使微笑曲線中研發附加價值的提升，讓新加入平台的應用廠商免去許多研

發的成本及時間，即可享有市場領導者的部分技術。 

對於平台應用車廠及消費者而言此平台為一個品牌，將促使微笑曲線中行銷附加價

值的提升。平台的永續經營將建立於核心技術更新、品質及服務提升，平台應用車廠以

上述條件作為平台發展的共同願景及目標時，此平台將得以成長，平台應用車廠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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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車廠將獲得生態系統創新的共同競爭優勢。 

對於平台應用車廠而言，產業的競爭將著重於產品的差異性，如產品外觀、產品功

能、產品配件及非平台技術(如.引擎技術)…等。平台應用者將免去平台的競爭成本，而

擁有更多的資源發展於產品的設計及製造上。     

綜合上述，生態系統創新能力能建造創新的生態系統及商業模式，讓共同參與者擁

有各自產品差異性的同時，也將能享受此商業生態系統的技術，受惠於此生態系統平台

之品牌的服務及效益。當平台不斷精進，平台應用者亦將獲得整體附加價的提升及此平

台之共同競爭優勢。 

 

 

圖 4 微笑曲線之附加價值提升 

圖片來源:本研究修自施振榮(1992)微笑曲線 

 

5.結論與研究意涵 

5.1研究結論 

綜合上述，本研究經整理可發現如下數項結論。 

第一，吸引創新合作夥伴的加入是生態系統創新能力之建構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嘗試以台灣電動機車產業及生態系統的創新將生態系統創新能力步驟分為

規劃創新構想以實踐核心價值與理念、尋找資源進行資源整合、發起創新號召與合作夥

伴研發創新技術開展創新模式、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進行生態系統之擴張、合作

夥伴技術與商譽的共同提升。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進行生態系統之擴張是生態系

統創新能力之建構的最重要的關鍵，讓生態系統的創新技術或模式成為產業鏈廠商間共

同合作主導業界的標準規格，創新合作夥伴也將受惠於共同技術及商譽的提升。 

第二，新的產業生態系統的建構需依賴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新的產業生態系統的建構需仰賴核心技術創新或模式的創新以發展

產業業界的共同標準規格以獲得共同的技術、規格與商譽的共同提升及產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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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推論出命題:新的產業生態系統的建構需依賴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第三，建構個案廠商生態系統創新能力之步驟。 

 本研究嘗試將 Gogoro 生態系統創新能力建構整理出以下步驟:1.配合公司核心價值

及理念，規劃創新構想。2.尋找資源及整合資源。3.發起創新號召，與合作夥伴研發創新

技術及創新模式。4.吸引生態系統創新合作夥伴及生態系統的擴張。5.合作夥伴技術及

商譽的共同提升。6.成為產業之主流。 

 

5.2研究意涵 

最後，本研究提出相關研究意涵提供學術及實務界參考之用。 

第一，結合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創新、創新能力之理論，提出建構生態系統創新能力之

整合性觀點。 

本研究嘗試將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創新、創新能力理論做結合，過去許多學術研究

僅是單一理論的應用。本研究將上述理論進行結合建立研究獨特性，嘗試提出建構生態

系統創新能力之整合性分析觀點，探究新的未知策略能力，希望有助於關於創新生態系

統的研究。 

第二，生態系統創新能力之建構有助於微笑曲線向上提升。 

根據研究發現，Gogoro 之生態系統創新能力能建造創新的生態系統及商業模式，讓

共同參與之電動機車廠商擁有各自產品差異性的同時，也將能享受此商業生態系統的技

術，受惠於此生態系統平台之品牌的服務及效益。本研究以施振榮(1992)所提出的微笑

曲線解釋生態系統創新能力有助於平台應用者整體附加價值的提升，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亦提供平台應用者共同的競爭優勢。 

第三，對實務建議，藉由學習思科的生態系統創新流程，進一步建構企業本身的生態系

統創新能力。 

生態系統創新能力的建構將成為未來競爭的核心要素，運用核心企業之核心技術或

創新模式所建立的創新生態系統，吸引產業合作夥伴共同建構業界的技術標準規格，將

提升創新生態系統參與廠商的共同商譽、附加價值及競爭優勢。 

 例如，近年來為因應科技環境之快速變化，企業要如何善用及因應 AI 人工智慧、

大數據、物聯網等新科技所帶動的革命，特別是在目前這樣高度連結的世界，即使是再

大型的公司，都必須集合各方力量，以抓住各種商機。Furr et al.(2016)便以「思科超創

新生活實驗室」為例，說明這種由多個組織攜手合作，共同開發出新解決方案的「生態

系統創新」。思科已經運用這種生態系統創新流程，來處理多個領域的挑戰，例如供應

鏈、零售（號召 Nike、Costco、Visa等參與）、健康照護，而且不久將設立財務實驗室。 

 所以，藉由把自已公司團隊和合作夥伴、顧客、其他公司聚在一起，透過密集分析

和協作產生一些突破性構想，培養出參與者在生態系統層級進行創新的新能力，處理夥

伴共同面對的問題，促進產業整體發展，甚至改造所屬產業，將愈形重要。本研究也希

望藉由學習思科的生態系統創新流程，進一步建構企業本身的生態系統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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