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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一、能源局與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共同於 97 年 3 月 10-14 日在日本東

京舉辦「台日新及再生能源技術研討會」，針對台日再生能源供需現

況、政策及相關技術共同討論並現場觀摩，內容涵蓋太陽光電、風

力、生質、酒精工廠、氫氣及燃料電池等領域。本次我方由能源局

陳金德組長擔任團長，由能源局、亞東關係協會、台灣新日化公司、

大同公司、中油公司、台電公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單位相關人員



參加。 

二、本次除台日雙方以會議討論交流技術外，並安排參觀太陽光電、加

氫站及酒精工廠等行程。日本在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領域，投入研究

發展費用龐大且技術經驗豐富，可供學習借鏡之處甚多，台日雙方

實有需要經由技術交流尋求合作機會，本公司亦宜掌握時機引進各

項新及再生能源技術，配合達成政府再生能源開發目標。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gs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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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緣起及目的 

台日雙方為加強彼此間之能源資訊交流及合作，民國 90 年進行

台日雙邊會談時初步達成「加強台日能源合作」之共識，嗣後台方由

能源局委託工研院能環所，日方則由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委託日本

能源經濟研究所，雙方於民國 90 年 10 月 5 日在台北共同召開第 1 屆

「台日能源合作研討會」，此後，第 2、3 屆研討會則分別於民國 91

年、93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第 4 屆於 95 年在台北召開，第 5 屆研討

會於 96 年 9 月在東京召開。 

第 5 屆研討會後雙方咸認尚有許多議題值得加開會議交流，能源

局與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爰共同於 97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日本

東京舉辦「台日新能源及再生能源技術研討會」，此次出國之主要任

務，即配合能源局組團出席該項研討會。本次會議我方代表團由經濟

部能源局陳組長金德率團，參與單位包括經濟部能源局、台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大同公司、台

電公司、台灣中油公司、台灣新日化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等 16 人

代表出席；日方則由經濟產業省(METI)、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

發機構(NEDO)、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日本太陽光電協會

(JPEA)、日本有機利用協會(JORA)、日本國立先進產業科學與技術協

會(AIST)、Eurus 能源控股公司、新神戶電機公司、等單位代表出席。 

本次會議主要目的是就太陽光電、風力、生質燃料、酒精工廠、

氫氣及燃料電池等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相關技術，作廣泛意見交流與討

論，並安排實地參訪東京瓦斯之瓦斯汽電共生及氫氣站、朝霞(Asaka)

淨水廠之 PV 發電系統、宮古島乙醇製造廠，以加強了解技術發展現

況及問題。此外，本次台方有大同、台電、中油、新日化等公司，日

方亦有相關協會及公司參與，期能透過本次交流，分享雙方經驗論及

促進合作，以帶動台日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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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行程及人員 

（一）出國行程 

 

日期 行程及內容 地點 

3 月 9 日 去程(台北-東京)  

3 月 10 日 

研討會開場/雙方致詞 

演講：○1 日本新能源政策 

     ○2 新能源技術研發支援策略 

     ○3 新再生能源隊亜洲的重要性 

議題研討：新能源技術及其推廣現況 

東京 

3 月 11 日 

現場參觀 

○1 東京瓦斯千住技術站(瓦斯汽電共生，氫氣站) 

○2 埼玉縣朝霞淨水廠 PV 發電系統 

東京近郊

3 月 12 日 

研討會演講與議題研討： 

○1 太陽光電市場的開拓 

○2 電力電池的蓄電技術 

○3 風力發電產業的機會與挑戰(日本之例) 

○4 日本的生質能產業 

○5 生質能燃料開發的最新技術 

○6 生質能燃料製造相關的研發與亜洲推展策略 

東京 

3 月 13 日 

研討會議題研討： 

○1 國際能源政策動向 

○2 台灣的新、再生能源政策 

○3 成果檢討 

移動(東京-那霸) 

東京 

那霸 

3 月 14 日 

那霸-宮古島 

生質能燃料設施參訪參觀(宮古島) 

 利用糖蜜的乙醇燃料製造與 E3 示範測試 

 乙醇製造廠與製糖廠的合併 

宮古島-那霸 

返程回國（那霸-台北） 

宮古島 

台北 



 3

（二）台方出席人員 

 

單位 中文姓名 職稱 

能源局 陳金德 組長 

亞東關係協會 
科技交流委員會 陳鏡潭 委員 

台灣新日化公司 張志毓 總裁 

大同公司 林明憲 處長 

台灣中油公司 洪克銘 資深計畫經理 

台電公司 胡克鴻 主管 

工研院太電中心 林江財 副主任 

工研院太電中心 白立文 管理師 

工研院材化所 潘金平 組長 

工研院材化所 李秋煌 副組長 

工研院機械所 羅展興 組長 

工研院機械所 張永源 經理 

工研院能環所 曹芳海 組長 

工研院能環所 盧文章 主任 

工研院能環所 吳振中 研究員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經濟組 林明秋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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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簡報及討論摘要 

（一）「台日新能源及再生能源技術研討會」由台日雙方共同舉辦，3

月 10、12 及 13 日假東京新宿區華盛頓飯店舉行會議，3 月 11

及 14 日則分別安排現場參訪。 

（二）雙方專題報告及討論議題如下： 

日本新能源政策 

新能源技術研發支援策略 

新再生能源隊亜洲的重要性 

新能源技術及其推廣現況 

太陽光電市場的開拓 

電力電池的蓄電技術 

風力發電產業的機會與挑戰(日本之例) 

日本的生質能產業 

生質能燃料開發的最新技術 

生質能燃料製造相關的研發與亜洲推展策略 

國際能源政策動向 

台灣的新、再生能源政策 

（三）雙方引言及議題分工如下： 

太陽光電（工研院太電中心、日本太陽光電協會 JPEA） 

氫能及燃料電池（工研院能環所、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 IEEJ） 

風力發電（工研院機械所、Eurus 能源控股公司） 

生質能源（工研院能環所、日本有機利用協會 JORA） 

儲能電池（工研院材化所、新神戶電機公司） 

以上議題部分報告資料如附錄（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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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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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議題之討論 

受限會議時間緊湊，僅就本公司目前推動工作較相關之領域請

日方評論及提供意見，摘述如下： 

1.Q：台電目前正辦理離岸風力之可行性研究，不知日方有進

行相關計畫，能否交流包括調查、規劃、工程、環境等

各方面的考量及做法。 

A：依據初步資料研判，日本在北海道、青森、東北及九州

等地區之風能較佳，惟考慮對漁業活動之影響、以及日

本有頻繁的颱風、雷擊及地震等自然條件威脅，投資離

岸風力之風險及工程技術難度較高，日本對於離岸風力

的發展需更謹慎評估，所以目前除了在碼頭邊興建幾部

風力機組外，日本尚未推動真正的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過去 2年日本只針對國際間離岸風力發展趨勢、工程方

法、相關法規、環境影響、規劃考慮因素、引進必要性

等進行概略研究，預計在 2008 年度將補助業者進行離岸

風力發電計畫的調查，NEDO 將公開招募及評選出幾處適

當地點，給予業者補助（NEDO 公告內容如后），之後目

標在 2009 至 2011 年度間能建置完成離岸風力的實證試

驗機組（預計推動時程表如后）。 



 7

NEDO 公開招募 2008 年度離岸風力發電計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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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O 過去幾年評估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所需考慮事項 

 

 

 

 

 

 

 

 

 

 

 

 

NEDO 預定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實證試驗計畫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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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日本政府對於扶植國內發展風力機產業的看法如

何？依據日方資料，三菱重工生產的風力機組在日本市場

占有率不高，請問原因為何？ 

A：日本政府早期有針對本土研發風力機組廠商進行補助，

三菱重工公司亦已具備量產風機之能力，達成政府預期

目標，且政府基金有限，故已停止相關設備研發之補助。

目前國際間風力開發已回歸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三菱重

工公司因美國市場較大，故將發展重心移往美國，故在

日本市佔率不高，2006 年度日本國內三菱重工風機僅佔

16%，日本國內市場反而以歐洲風機廠家佔有率較高。 

 

  

 

 

 

 

 

 

 

 

2006 年底止之日本風力市場佔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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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日本過去積極發展太陽光電，以政府補助方式獎勵設置，

累計裝置容量逐年成長明顯，光電產業發展亦十分成

功。據悉日本逐年降低補助額度，並於 2005 年 10 月停

止對住宅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的補助，不知成長率是否因

此影響？  

A：日本會計年度係從 4 月至翌年 3月底止，目前 2007 年度

尚未結算，故無法提供正確數字供參。惟目前看來，Sharp

公司全球第一的寶座，今年已被德國 QCELL 取代，至於

中國無錫尚德公司亦可能超越，至於台灣茂迪公司未公

佈出貨量，無法得知其排名變化。以 2007 年度與 2006

年度比較，2007 年日本太陽電池出口減少，僅達 2006

年之 92%，但全球出貨量仍增加，推估可能 QCELL、尚德、

茂迪等公司之銷售量增加。此外，可能或多或少受到政

府停止補助的影響，2007 年度日本國內住宅太陽光電裝

置容量減少，這也間接影響廠商投入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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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參訪行程紀要 

（一）3月 11 日上午參觀東京瓦斯千住加氣站 

1.燃料電池示範住宅 

 四種較普遍燃料電池：磷酸型 PFAC、固體氧化物 SOFC、

溶融炭酸塩形 MCFC 及固體高分子型 PEFC。 

 此家用系統採用固體高分子型 PEFC，效率約 30-35%，

可於常溫下使用。運轉時可產生 90℃的熱。使用的脫硫

劑約可使用 1 年，燃料電池可使用 10 年，其間需更換

脫硫劑，目前燃料電池價昂，實證家用系統是採租用方

式，耗材更換費用亦包含於租金內；10 年 100 萬日幣，

含燃氣瓦費用 9500 日幣/月，與一般家用瓦斯，使用同

一瓦斯表。 

 參加實證研究：700 戶。對象為有環保意識的 4 口之家，

且白天要有人在家消耗熱水。 

 實證系統為 1kW，以 4 口之家用電，此容量可達最佳的

熱電使用效率。 

 燃料電池合作廠商：松下電器、荏原 barade。 

 

2.燃料電池汽車 

 目前一輪燃料電池車售價 1億日幣以上。東京瓦斯展示

品是向車廠借的，每月租金 100 萬日幣。合作車廠豐田

汽車及富士電機。 

 JHFC 有 10 處燃料電池實證處，均採用不同燃油生產氫

氣。 

 JHFC 網站 www.jhf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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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瓦斯千住加氣站內燃料電池示範住宅實景 

 

 

 

 

 

 

 

 

 

 

 

 

1kw 住宅型燃料電池熱電整合示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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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電池汽車 

 

 

 

 

 

 

 

 

 

 

 

 

東京瓦斯千住加氣站內設加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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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月 11 日下午參觀埼玉縣朝霞淨水廠 PV 發電系統 

1.淨水部份 

 處理量 170 萬噸/天。 

 使用「高度淨水處理技術」。 

 原水來自荒川、利根川及多摩河。 

 供應東京地區 23 區及鄰近多摩、八王子等地區用水。 

 處理程序：凝具洗淨、急速過濾、高度淨水技術(臭氧)、

生物活性碳。前二者為傳統處理法，現因民生用廢水排

入河川日多，為提高供水品質，增加後二項處理程序。 

2.太陽光電部份 

 設置動機：環保，東京水道處用電量大，太陽光電裝置

可發電，亦可提昇形象。 

 加太陽光電板的目的： 

 防止投入危險物。 

 防止陽光照射而滋生藻頪。 

 防止清洗時的噪音。 

 生產電力。 

 系統設置於過濾池上方，系統容量 1200kW，使用京都陶

瓷 170W 模組 6912 片，50 台 inverter，年發電量約

0.75MkWh，產生的電力可供 200 戶家庭使用，每年減少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 120 台汽車的年排放量，300

噸二氧化碳/年，提供水廠 0.5%用電需求，所產生的電

力就近用於臨近的澱沈池及過濾池。 

 5 月份發電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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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板靠下雨自動清洗。 

 系統設置費用 18 億日幣，NEDO 補助 1/2。費用包含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鋁合金蓋子及其他相關設備。 

 系統從設計、施工至完工約 1 年半，完工後，NEDO 依原

先繳交的計畫書檢查系統是否符合原設計圖及系統

圖，以及是否正常運轉及是否符合原提設置目標，並無

性能的檢查。 

 系統完工後需繳交年發電量及日射量資料(系統設有日

射計)，每年一次。 

 NEDO 補助案的申請由水道局處理，並非透過施工廠商。 

 

 

 

 

 

 

 

 

 

 

 

光電系統展示看板 



 16

 

 

 

 

 

 

 

 

 

 

 

過濾池上方以太陽光電板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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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月 14 日 

參觀沖繩縣宮谷島利用糖蜜的乙醇燃料製造與 E3 示範測試 

 

 燃料乙醇生產與飲用乙醇不同，前者製程較短；醱酵 1

天，蒸餾脫水 1天，2 天即可完成一批次。 

 三種燃料乙醇生產成本比較 

 蒸餾+共沸
蒸餾+PSA 

(沸石吸附) 
蒸餾+沸石膜 

耗能量

(kcal/lEtOH) 
9000 5360 3970 

使用國家 巴西 美國 日本(專利特有製程)*

現況 大量生產  小量試產 

 現在使用無機膜，未來可能會用有機膜，專利不在膜的

材料，而是製程技術上。 

 沸石膜的壽命約 10 年，目前的系統已運轉 2年。 

 膜滲透脫水製程約 4 小時，處理量 1200 公升/天。 

 從生產-運輸-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較 

 汽油 生質酒精

排放量(g/l) 76.4 14.1 

 生產成本比較 

 巴西 日本(宮古島) 

成本(日幣/l) 40 150 註 

註：不含原料費用，含人事費約 60 日幣/l。明年將擴

產 4-5 倍，預期成本可降至 100 日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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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生產量為 2噸/天，預計 2013 年商轉。 

 經費來源：去年以前 100%METI，自平成 16-19 年，已投

入 12 億日幣，今年起環境省亦編列經費，預計 5 年內

的研究經費提高至 48 億日幣。未來預期農林水產省(農

作物利用)及國土交通省(車輛研究)。 

 宮古島種植甘蔗的契機：始於 2002 年完成的地下水庫。 

 

 

 

 

 

 

 

 

 

 

 

 

 

 

聽取宮谷島生質燃料事業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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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雙方赴沖繩參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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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因考慮颱風、雷擊及地震等自然條件威脅，對於離岸風

力推動相對謹慎保守，在工程安全、相關法規、環境影響等

因素充分釐清，且完成必要調查後，才會逐步推動開發。我

國與日本自然環境條件相似，但海事工程能力與經驗遠比日

本欠缺，相較之下我國推動離岸風力的目標及進程卻比日本

積極。國際間離岸風力發電開發雖已具雛形且日益蓬勃，惟

相關風力機組及工程技術仍不斷進展中，且目前為賣方市

場，日本在發展離岸風力的審慎思維與放慢步調，或許值得

我國訂定政策之比較參考。 

(二)日本原訂目標在 2010 年累計風力裝置容量達 3000MW，惟截

至 2007 年 3 月底止僅設置 1491MW，距開發目標相去甚遠。

考慮日本風能分布不均，且山坡地與國家公園所佔面積廣

大，亦無法設置風機，加上離岸風力風險高，不敢貿然投入

開發，故近年日本風力發電容量之成長速度不如預期，達成

2010 年目標恐有困難，而台灣地狹人綢，遭遇困難即問題與

日本相似，均有風力開發趨緩的態勢。 

(三)日本因停止住宅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補助，導致國內 PV 市

場下滑，連帶影響廠商生產意願，顯見現階段太陽光電因價

格昂貴，仍需靠政府政策來推動。台灣若為能源供應多元

化，增加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佔比，且希望帶動本土太陽光電

產業，則政府仍需持續投入太陽光電的設置推動及獎勵，才

可能達到立竿見影的功效。 

(四)多晶矽材料仍將持續缺貨，預計 2010 年以前亦未能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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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薄膜型太陽電池產品將可能提早大量普及，我國應協助

廠商及早準備，以掌握市場先機。 

(五)日本 PV 家用系統大多靠廠商的推銷員登門介紹推銷，因此

廠商的管理及素質非常重要。我國推動設置太陽光電未來也

將有相同情境，故政府規劃中的「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系統供

應商登錄管理」，必須加速建構(註：將融入再生能源發展條

太陽光電子法)。 

(六)日本於 2003 年推出使用 LPG 的燃料電池示範汽車(FCV)，因

造價昂貴，目前只租不賣，每台租金約為每月 1 百萬日圓，

並配合建置若干處加氫站。日本雖在 2004 年時訂定目標在

2010 年要推動 5萬台 FCV，惟依目前績效檢討，很難達成目

標，顯見燃料電池汽車技術雖已成熟，但離民生廣泛應用仍

有差距，如何降低 FCV 成本將是一大挑戰。 

(七)日本推動住宅型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故考慮日本家庭熱

水需求，1KW 燃料電池配備 200 公升熱水儲槽，符合一般家

庭所需，且可提升整體使用效率，但燃料電池其實只是輔助

發電，用戶主要仍須靠市電支援。惟該系統因熱水儲滿即停

止發電，故僅適合約四口之家，須白天有人使用熱水，且家

中有足夠空間可供設置者，限制條件頗多，推廣不易。我國

工研院已研發成功 3KW 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單以發電效率

而言並不突出。台灣熱水使用需求不高，若不配合熱水回收

利用，目前燃料電池效率與傳統火力發電相比，並不具競爭

優勢。惟如何提升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整體效率，以替代傳統

發電方式，是我國發展燃料電池需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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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日方簡報資料 

1. Toward Expanding New Energy Introduction (METI) 

2. NEDO’s Activities in New & Renewable Energy (NEDO) 

3. Recent Technology Trends in New & Renewable Energy 

(IEEJ) 

4. Photovoltaic Market in Japan (JPEA) 

5. Wind Power Generation in Japan (Eurus Energy Group) 

 

（二）台方簡報資料 

1. The Policy and Strategies of Promo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aiwan (BOE,MOEA) 

2. Development of PV Market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ITRI) 

3.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Wind Energy Industry 

in Taiwan (ITRI) 

4. Hydrgen Energy & Fuel Cel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T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