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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公務出差乃應“國科會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之邀請，參加於日本東京有

名國際展覽館舉行的 2009 日本 Nano Tech 奈米技術展覽會。本次奈米展包含各國廠商、

學校及研究機構等單位，如德國、英國、韓國、台灣及主辦國日本等 21 個國家參與，

共 606 家 905 個攤位進行展出，為目前世界最大規模之奈米科技展。我國參展團共 20

個單位，於“台灣主題館區(Taiwan Pavilion)”中以 33 個主題攤位同時呈現我國奈米技術

發展現況。本所展出包括固態氧化物燃料電池(SOFC)之陽極基板（ASC-Type），單元電

池（ASC-Type 與 MCS-Type；大小為 10x10cm2 與 5x5cm2），及“室溫可逆之超高儲氫材

料”等研發成果。其主題分別為“Application of Nanotechnology on SOFC Development”與

“Room Temperature Reversible and Ultra High Hydrogen Storage Material”。並於會場收集

相關研發資訊，以掌握國際奈米科技研發概況，以供本所計畫推動及未來策略擬定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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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應國科會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的邀請，參加本次在日本舉辦的奈米技術展覽 

(Nano Tech. 2009)，展示本所固態燃料電池(SOFC)及儲氫材料與技術發展的研發成果，包

括 SOFC 之單元電池(SOFC-MEA)（ASC-Type 與 MCS-Type；大小為 10x10cm2 與 5x5cm2），

極基板(ASC-Type)與儲氫材料與其吸放氫機制解說。參加本次總合型的奈米技術展覽，

可以廣泛的瞭解國際上各國在奈米技術上的研發、應用與產業技術現況，並收集國際研

發資訊，協助本所計畫推動及未來策略擬定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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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 程 

2 月 16 日:（一） 

08:50 由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發，於 12:55 到達東京成田機場(BR-2198)，再撘專車

於 1 小時後到達位於東京灣旁的台場(Daiba)太平洋美麗殿飯店(Grand Pacific LE DAIBA 

Hotel)。本日主要行程為住宿房間確定及行李定位。 

2 月 17 日:（二） 

本日行程主要為準備參展資料及熟悉展場附近環境，並在國科會奈米國家型計畫

辦公室執行人員及駐日人員協助下完成會場佈置工作。  

2 月 18~20 日(三~五) 

  參加於東京國際展示場 (Tokyo Big Sight)舉行，為期 3 日的 2009 日本國際奈米展，

圖一為展覽館的鳥瞰照片。本次奈米展包含各國廠商、學校及研究機構等單位，如德

國、英國、韓國、台灣及主辦國日本等 21 個國家參與，共 606 家 905 個攤位進行展出。

我國參展之相關單位，除本所外，另有工研院、國衛院、紡織中心、私人企業廠商、

奈米人力資源開發計劃辦公室及相關大學等 20 個單位參與。於“台灣主題區(Taiwan 

Pavilion)＂中以 33 個主題攤位同時呈現我國奈米技術發展現況。本所展出包括固態燃

料電池(SOFC)之單元電池（ASC-Type 與 MCS-Type；大小為 10x10cm2 與 5x5cm2），

Anode Substrate 與室溫可逆之超高儲氫材料。圖二為台灣主題區一偶，圖三為

INER-SOFC-MEA 展覽品陳列情形。 

 2 月 21 日:（六） 

  本日行程為收拾展覽樣品與相關資料打包，搭 BR-2195 班機由東京返台北

(20: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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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 得 

此次公差乃赴日參加日本國際奈米技術展覽會，其展出內容包羅萬象，內容主要分

為七大項(與 nano tech 國際展 2007 類似)，包括: Materials, IT & electronics(光通信材料等), 

Biotechnology, Environment & energy(光觸媒，燃料電池材料，環境評估等), Evaluation & 

measurement(光學顯微鏡，AFM，SEM 等), MEMS(情報，通訊機器，紅外線，內視鏡等

內函), Nano fabrication technology(薄膜製造技術，電子製造用露光裝置，超精密表面加工

技術，粒子混合/分散術等)，其各項參展之產品及技術詳列於表一與附件原文。本次展覽

會包含各國廠商、學校及研究機構等單位，如德國、英國、韓國、台灣及主辦國日本等

21 個國家參與，共 606 家 905 個攤位進行展出。本所展出包括固態燃料電池(SOFC)之單

元電池（ASC-Type 與 MCS-Type；大小為 10x10cm2 與 5x5cm2），Anode Substrate 與室溫

可逆之超高儲氫材料。參加本次總合型的奈米技術展覽，可以廣泛的瞭解國際上各國在

奈米技術上的研發、應用與產業技術現況，並收集國際 SOFC 研發資訊，協助本所計畫

推動及未來策略擬定(圖四~七)。 

綜合參與此次奈米展之心得概述如下： 

1. 2009 年日本國際奈米科技展覽會，會場狀況摘要: 

(1) 2009 國際奈米技術展示及會議(即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xhibition & 

Conference) 簡稱 Nano tech 2009。共計 905 個攤位(Booth)展出。台灣館分配

於 C-28，位置適當，相當滿意。 

(2) 配合 Nano tech 2009 展示會，另有六項主題合併展出，分別敘述如下: 

a. Nano Bio Expo 2009 (即 5th Nano Bi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b. Nano &Neo Functional Material (新機能性材料展)。 

c. METEC 2009(第 38 屆表面處理材料聯合展)。 

d. ASTEC 2009 ( 4thP Advanced Surface Technology Exhibition & Conference: 第

四屆國際尖端表面技術展與會議)。 

e. Printable Electronics 2009(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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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onvertech Japan 2009(加工技術研究會) 依 2009 nano tech實行委員會 2009

年 2 月 20 日公佈參觀人數為 47272 人，盛況浩大(圖八)。 

(3) 結合前 1 與 2 項共有展示攤位眾多，每個攤位佈置多樣主題，聲勢甚大。 

(4) 主要參展家數最多者為日本之產、學、研發單位。各大公司皆派出陣容，擴大宣

傳與商機。 

(5) 主要國際參展館(Pavilion)，依序為:Australia (F-01), Belgium (B-49)，Canada (D-35), 

Finland (E-25), France (E-74), Germany (C-21), Fraunhofer (C-21), Korea (B-34), 

Swiss (E-17), UK (B-40), Taiwan (C-28)，較引人注目。台灣館與英國館相鄰，在

吳茂昆院士(國家型奈米計畫總主持人)帶領下，與英國館，加拿大館奈米計畫主

持人或駐日大使及參展主題主持人互相拜訪，了解技術及研究方向。吳茂昆院士

全程於會場坐鎮指揮，運作暢順。中華民國駐日大使（亞東關係協會總代表）馮

寄台先生亦親臨會場瞭解各項技術，並予肯定鼓勵 (圖九~十二)。 

2.我國奈米計畫中心表示台灣國際奈米展 2010 nano tech (Japan)之登記程序預定在 

2010/02/17~02/19 在原地舉行，屆時同時展出有 Nano tech Expo 2010， Nano & Neo

新機能性材料展 2010， ASTEC 2010 國際先端膜表面技術會議， METEC’10 第 39

屆表面處理材料綜合展，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2010 先端膜，分離技術

綜合展。 

3.依據日本“燃料電池產業推進協議會”在“奈米技術商事創評發起  (Nanotechnology 

Business Creation Initiative”資訊中，完善規劃 SOFC 研發、小型量產、產品低價格化

及普及化的進度與期程。這透露出日本對 SOFC 產業的高度期待與重視。雖然日本在

SOFC 技術與進展，對外相對資訊與產品封閉，但內涵可能不輸歐美，值得注意(參閱

圖四)。在其規劃中 (2007 年)主要內容為 : 

(1).對 SOFC 材料組件在 2005~2012 年完成研發製作，在 2012~2018 年導入奈米粒子

與介面技術應用，以提升相關特性。 

(2).在 2005~2015 年內完成 Cell / Stack 之量產/Cost down 及相關技術開發。 

(3).在 2005~2020 年完成 SOFC System 之可靠度/多元燃料/系統評估相關技術，以便

於 2015~2020 普及化小 Capacity 定置型(數 KW 級)與中 Capacity (10~100KW 級)



 5

定置型之機種。2017 年以後，能導入大 Capacity (數 MW 以上樣品機型)電器事業

用共生型機種。 

4.NEDO 在 nano tech 2009 國際展中公佈之 Fuel Cell and Hydrogen Technologies 專業介

紹，關注開發要項如圖十三~二十七所示，摘要說明研發主題如下： 

  (1)固體高分子型燃料電池 (PEFC: Proton Exchange Fuel Cell)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

(平成 20 年預算=55.7 億日元)。 

  (2)固體高分子形燃料電池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劣化機構解析/MEA 組合（膜電極結

合体）觸媒，電解質膜新材料研發，高性能，高可靠度/低劣化之研究及高耐久性之

研發。(平成 20 年預算=11.0 億日元)。 

(3)燃料電池先端科學研究事業(平成 20 年預算=9.0 億日元)。 

-PEFC 之基礎技術/電解質材料/界面物質移動機構/電極觸媒研究。 

(4)高耐久性 membrane 型 LP(Liquid Propane) Gas 改質裝置開發(平成 20 年預算=0.8 億

日元)。 

-H2 從液化石油氣(LP)之生產與重組研究(平成 20 年預算=0.8 億日元)/家庭燃料電池

普級化研究，含高效率/低劣化。 

(5)固態氧化物燃料電池(SOFC)系統關鍵技術開發(平成 20 年預算=13.5 億日元)。 

(6)氫先端科學基礎研究事業(平成 20 年預算=17 億日元)。 

-H2 貯存/運輸/高壓液化特性研究。 

(7)氫貯藏材料先端基礎研究(平成 20 年預算=9.1 億日元)。 

-氫之貯材料開發與相關基本研究/應用技術。 

(8)H2 之製造/運輸/貯存系統等技術開發(平成 20 年預算=17 億日元)。 

- H2 之製造/壓縮/貯存/釋出研究。 

(9)H2 相關產業共通基盤整備事業(平成 20 年預算=14 億日元)。 

(10)新利用形態燃料電池標準化等技術開發(平成 20 年預算=205 億日元)。 

   - 標準化研究開發（安全性/性能/互換性等日本主導之國際標準確立與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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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用化研究開發(高 Power Density/小型化/功能提升/耐環境性/耐久性/堅固性提升/

低劣化性/低噪音性。) 

   - 燃料電池利用範圍擴大(FC 自電車/家庭用 FC/攜帶情報機器用電源/災害緊急電源/

可搬移式電源/定置用電源/道路作業車/公共應急作業車)。 

(11) 定置用燃料電池大規模實証研發事業(平成 20 年預算=27.1 億日元)。 

     商業動力系統(普及化 1 kW PEFC 大規模實証)。 

一般家庭實際使用狀況實測取得實証資料，提出技術開發新題目。達 FC 實用化

目標。 

PEFC 系統性能提升-含回收效率(42.3 43.3% HHV) 

                     -機器發電效率(28.0 31.0%HHV)。 

(12)SOFC 實証研究(平成 20 年預算=8.0 億日元)。 

  -SOFC 系統要素技術開發 提高耐久性/實証/發現並解決未知變數/實用化。 

(13) 次世代自動車用性能蓄電系統技術開發(平成 20 年預算=29.0 億日元)。 

   -降低石油依存度/燃料電池自動車與電氣電動車/普及化/革新電池材料/電池控管

（充電/放電）/改善劣化/電池試驗基準法規制定。 

5.日本新能源產業總合開發機構(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為日本最大的研發機構，其技術領域涵蓋半導體材料、精密機械、

航空器、燃料電池、太陽能發電及環境技術開發等。NEDO的燃料電池研發以固態高分

子型燃料電池(PEFC)與固態氧化物燃料電池(SOFC)為主。目前NEDO的SOFC以管狀或

蜂巢結構為主，其管狀SOFC已可製備直徑 0.8mm的單元電池(如圖五與六所示)，並宣

稱具世界最高之功率密度(1W/cmP

2
P at 570 P

o
PC)。其蜂巢結構之燃料電池模組，在 650P

o
PC時

具 2W/cmP

3
P 的功率密度。NEDO目前開發出來的SOFC發電系統，如圖七所示，此發電

系統之電池堆由 36 根管狀SOFC(2mm diam.)所組成，目前最高輸出性能為 15W。未來

目標是在 650P

o
PC具 2kW / litter fuel的輸出性能。 

6.NEDO 主要研究領域共有十大項（如圖十三所示），其中與燃料電池與氫能部份與 SOFC

及儲氫技術最為直接。亦為本次國外公差收集資料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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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於 Nano 技術研發領域不斷擴大，專利申請量亦急速增加，此次大會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到場作 Special Symposium 題目為 “The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nd Issues Relating to the Drafting and Prosecution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8.日本 Nissan 公司（日本自動車（株）總合研究所）接受 NEDO 平成 18 年度第一日產

業技術實用化開發助成事業研究題目為「SOFC 之高信賴性接合技術與耐腐蝕金屬材料

開發」，建製出「急速起動高效率圓形平板型 SOFC Stack 之研究」。製作出 Φ=10 cm 之

SOFC-MEA(ASC-Type)(NiO+8YSZ//8YSZ//LSM Cell) 平板型其以 SS 材料於 MEA 內外

緣嵌封，作出類似汽車引擎型狀之 SOFC-Stack(詳如附圖二十八~三十一)，其以 H2 與空

氣發電 5-Cell Stack 之 Power Density 達 0.37kW/L(600oC)及 0.46kW/L(650 oC)，由室溫

升溫到 600 oC 共用 60 分鐘即 10 oC/min 速度升溫速率（高速起動），証明成功，技術可

靠。已經完成 12-Cell 之 Stack 繼續進行發展，將來可用以取代現有汽車引擎，確是一

件大事 (圖二十八~三十一)。 

9.由於Nano Tech 2009 國際奈米展及其他相關產業/技術/產品長年於日本東京Big Sight展

出，日本政府已成立JETR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機構來作為Invest Japan 

Business Supporter Center，負責世界各國對日本產業投資之窗口，在Tokyo，Yokohama，

Nagoyo，Osaka，Kobe，Fukuoka設立服務處，提供技術/產業/商品投資中心，加速日

本對外招商之能量。值得我國借鏡。目前其負責人為KAZUMASA TAKEUCHI (M.D.)    

(圖三十二) 。  

10.加拿大駐日本領事館及駐日大使發動外交動能，積極與世界各國參展單位互訪，ㄧ則

推銷自家產品，另則建立資訊，尋求技轉商機。分別於 98-02-18 及 19 兩天傍晚邀請各

國參展資深人員，赴其舉辦之茶會交流，用心可嘉。 

11.此次台灣館(Taiwan Pavilion)出展企業/機構共有 20 個，計有 33 展覽主題其中以工研院

6 項，奈米人力資源開發計畫 4 項，生化醫療與農業主題 4 項，奈米材料與奈米技術在

傳統工業應用主題 9 項，奈米電子與光學技術主題 4 項，能源與環境技術主題 4 項，

及奈米量測與製造設備之主題 2 項。核能研究所兩項為 SOFC 與奈米儲氫產品與技術，

深受會場肯定(參見圖十一&十二與附錄三)。 

12.本次參展之單位(含國際與日本單位)皆列入 Nano Tech Award 2009 之候選機構，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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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十項大賞。含 大賞(Grand Award)1 項 部門賞(7 項)分別針對奈米展 7 大主題，

每項主題一項獎 特別賞(1 項) 日刊工業新聞賞(1 項)合計十項大獎。其獎項由 Nano 

Tech 執行委員會委員評選而出。對各獲獎理由，明確説明，以昭公信。台灣光榮在本

次大展中獲頒“特別賞(Special Award)”，主因是台灣參展內函對奈米技術多元(在

bio-tech, nano-electronic, energy, 奈米計測等領域) 應用與高技術能力，具實用技術潛

力，廣受肯定。本所參加，與有榮焉 (詳如附圖 三十三~三十五)。 台灣是十大獎內唯

一非日本機構之外國參展者，確實可貴。 

13.我國駐日代表馮寄台大使(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在吳茂昆院士(奈米計畫總主

持人)之陪同下，至台灣館瞭解參展產品與內函，並鼓勵相關參觀工作人員，甚表認同

與感謝。 

14.本所展出之室溫可逆超高容量之吸氫材料，吸引包括日本之太陽化學株式會社、太陽

日酸株式會社、電器通信大學、山口大學、澳洲 SIGMA-ALDRICH 公司、韓國 ACTIPASS

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之魁北克經濟發展暨創新出口部、SOUCY TECHNO INC.、以及

台灣參展廠商之熱烈討論。由於此項吸氫材料在室溫下即可進行吸氫與放氫之反應，

突破傳統金屬氫化物需要高溫才能釋放、或是多孔性材質需要低溫才能吸附氫氣的缺

點，因此許多參與討論之廠商、提出願意代為銷售量產後之產品。 

15.日本太陽化學株式會社 Dr. Kapoor Mathendra 討論中、提及他們公司藉由在矽化物之奈

米孔隙中擔持白金與另一種未揭露之元素也做出室溫可逆超高容量之吸氫材料、並打

算於五月份在加拿大舉行的燃料電池與氫能會議中發表成果。由於兩種材料之特性非

常接近，我們必須趕在他們之前在國際會議或期刊上發表，以保護我們的研究成果。 

16.加拿大 SOUCY TECHNO INC.拜訪本所展出之攤位，詳細介紹其所發展之全天候不限

環境之改良型履帶式休閒、農作、軍用機動車輛，並留下簡介檔案（參見圖三十六）。

由於改良型履帶式機動車輛，能在沙灘上快速移動，非常適合在台灣西岸濱海地形操

作。因此引進或是發展此種履帶車輛，將對台灣西面海岸的整體經濟結構產生變革性

的影響。 

17.利用參展機會，協助國內參展企業(台伸藝陶)解說產品特性與功能，向國際參展人員

推銷，深獲該公司之肯定與感謝。 

18.中國大陸與日本合資公司 ITOCHU SysTech Corporation 掌握趨勢研判，未來能夠主控電

池(Solar Cell, 2 次電池與未來之 FC)之國家或機構，即可掌握世界能源與經濟，值得吾

人關切與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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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此次配合本所“97 年核能技術在奈米科技之發展與應用計畫”與國科會“奈米國家型

科技計畫辦公室”作業，參與日本 nano tech 2009(Tokyo Big Sight Exhibition)展覽會，展示

本所 SOFC-MEA’相關之奈米粉料、陽極基板及單元電池及奈米儲氫材料，主要目的在宣

揚我國奈米科技研發內容。與會人員包含產業、官方(教育部奈米科技人才培育及訓練計

畫)及學界(學校與國家實驗室)，一方面展示我國科技能量，了解國際奈米科技水準，另

一方面產業界尋求商機，向外推銷國內產品，向內引進關鍵技術及設備(含 IP 智財)，促

進國際合作，並收集國際研發資訊，協助本所計畫推動及未來策略擬定。為彰顯以上效

益，筆者粗淺建議如下: 

   1.加拿大駐日大使與奈米計畫主持人透過加國駐各國領事館(在台灣為魁北克政府駐

台北辦事處(Government DU QUEBEC BUREAU DU QUEBEC)動員，將世界各國在

Japan Nano tech 2007 參加展覽人員，動員邀請至 Big Sight 之展覽會場餐廳進行

Networking reception 交流。廣收參加者名片，建立互動關係，以便執行後續交流網

脈。非常積極而有效的促行研發合作及商業交流。值得台灣外交機構之參考與借

鏡。本次奈米展我國台北駐日經濟文化負責代表馮寄台大使即親臨會場瞭解參展內

函與鼓勵參展人員，甚為可貴。 

   2.為增加參展之可觀性與擴大交流及人員建構聯絡規劃，參展內容已增加電腦動畫，

於現場撥放及解說，吸引參觀者之注意。另印刷 1~2 Pages 之小廣告(類似 DM(Daily 

Mail))，以宣傳品換取參觀者之名片，係本次各機構行銷手法與策略，值得加強。

如德國館設立咖啡 Bar 提供免費點心啤酒，其他館有麵包/三明治等點心或提供趣味

競賽，目的皆在吸引參觀者，以建立人脈資料。 

   3.與過去相同展覽目的是尋找商機或實驗研發瓶頸突破。合作與技轉，IP 綜合與新商

品推廣，即是主要管道。台灣私人企業參與展覽或參展，非常積極，對探索商機與

推展國內技術/產品，具耐力與衝勁。亦有國內去之參觀者廠商(如大同大學)對 SOFC

有興趣，未來可能與 INER 進行相關訪問或技轉，屆時將引進拜會所長及相關領域

研發人員。 

   4. 我 國 國 家 型 奈 米 計 畫 總 主 持 人 吳 茂 昆 院 士 及 相 關 秘 書 人 員 ， 在 展 覽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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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8~20)全程坐鎮指揮，解決相關需求，工作精神與作為，值得令人學習(參

見附錄三)。 

   5.本次本所參展海報，已提前聯絡奈米計畫辦公室，配合其日文文宣製作，將海報資

料以英日文同步呈現由奈米計畫承辦，相當完善，有效吸引日本參觀人士注目。 

6.日本主要新能源發展計畫研發，由公法人 NEDO(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主導，漸漸類似美國 DOE 之角色，其計畫內函，筆者特別

詳細瞭解，尤其有關氫能與燃料電池部份。由其內函精算日本於 2008 投入日幣 214.2

億日元(約 US$ 2.142 億美元)於日本方面之研究，對 PEFC 與 SOFC 及相關氫燃料之

生產，儲存與商業運轉機製特別重視實用化，可靠度，耐久度及方便性，同時於國

際法規制定，非常重視，顯示 SOFC 與 PEFC 市場成熟度，慢慢成形。值得我們重

視(參見附表二)。 

7.此次德國於攤位展出ㄧ輛以壓克力製作之透明汽車模型，非常有創意且清楚的標示

出奈米材料於汽車零件之應用。也許核能所以後進行整合型研發計畫成果發表時，

也可考慮以此種展出方式，拉近ㄧ般民眾與尖端科技的距離。 

8.本次台灣參展單位之海報統一由得標廠商製作，也許由於風格與版面的規劃，因此

海報標題與內文字體過小，使得參觀民眾無法從海報得知參展主題，而減少參觀的

意願。希望往後海報的製作，可以在統一規格的前提下，由參展單位提供文件檔案，

在不改變內容（或大小）的前提下，由得標廠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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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東京有明國際展覽館(Tokyo Big Sight) 

 

 

 

 

 

 

 

 

 

圖二、台灣主題館外貌 

 

 

 

 

 

 



 12

 

 

 

 

 

 

 

 

 

 

 

 

 

 

 

 

 

 

 

 

 

 

 

圖三、INER-SOFC-MEA 展覽品陳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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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日本“燃料電池產業推進協議會” 對燃料電池規劃的進度與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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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NEDO 研發管狀 SOFC 單元電池(直徑 0.8mm) 

 

 
圖六、NEDO 研發蜂巢結構 SOFC 單元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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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NEDO 所研發 SOFC 發電系統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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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2009 nano tech 執行委員會會場時況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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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009 nano tech  7 項主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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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09 nano tech 台灣館出展機構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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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009 nano tech 台灣館展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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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專家學者蒞臨台灣館瞭解與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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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NEDO 主要研發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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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NEDO 氫能與燃料電池研發主題與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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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PEFC 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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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PEFC 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電解質膜開發與材料劣化機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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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PEFC 先端科學研究-電極觸媒電解質先進材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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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高耐久性 FC 燃料供應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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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SOFC 系統關鍵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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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氫先端科學基礎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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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儲氫材料先端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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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氫之製造、輸送、儲存系統等技術開發 

 

 

 

 

 

 

 

 

 

 

 

圖二十三、氫之社會建構共通基準整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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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新利用型態燃料電池標準化等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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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定置型燃料電池大規模實證研究事業 

 

 

 

 

 

 

 

 

 

圖二十六、SOFC 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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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次世代自動車高性能蓄電系統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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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日本 NISSAN 汽車公司 SOFC 研發成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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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日本 NISSAN 汽車公司 SOFC 研發成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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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日本 NISSAN 汽車公司 SOFC 研發成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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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日本 NISSAN 汽車公司 SOFC 研發成果(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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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日本外貿協會業務推廣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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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Nano tech award 2009 獎項及獲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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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Nano tech award 2009-台灣館獲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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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Nano tech award 2009-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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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六、改良型履帶式機動車輛 (SOUCY TECHNO INC.) 

 

 

 

 

 

 

 



 43

表一、參展內容之領域分類 

 

 

 

項目 技術及產品 

1. Materials Fullerence, Carbon nanotube, Photonics materials, Composite materials, 

Excellent magnetic materials, Nano cluster, Nano glass, Nano particle 

colloid, Nano coating, Nano metal, Nano ceramics, Nano composite 

materials, Highly pure material 

2. IT & Electronics Quantum dots, Quantum wires, Quantum devices, Molecular devices, 

Photonic devices, Next-generation LSIs, Data storage, Next-generation 

cells, Next-generation displays, Optical communications materials 

3. Biotechnology Drug design, DNA chips, Protein chips, DDS, Genome-based drug 

discovery, Bio reactors, Health care chips, Micro TAS, DNA manipulation, 

Molecular imaging 

4. Environment & 

Energy 

Photocatalyst, Hydrogen absorption storage tanks, Exhaust gas catalyst, 

Fuel cell materials (films, electrodes, systems), Secondary battery materials, 

Energy storage, Environment evaluation / monitoring /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system, Environmental cleanup, technology with less adverse 

impact 

5. Evaluation & 

Measurement 

Optical microscopes, SPM, AFM, LSI test probers, Ultra precision 

measuring instruments, designing tools, simulation, Electron microscopes 

(SEM, TEM), Molecular designing software, Piezo stage 

6. MEM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Sensors, Gyros, Infrared 

imagers, Mini-motors, Ultra fine and narrow-space tools, Catheters, 

Endoscopes 

7. Nano fabrication 

technology 

Thin film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tching, Laser ion beam processing, 

Electron beam processing, Priming charge processing, Exposure equipment 

for micro circuit manufacture, Ultra precision surfa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Nano particle mixture, Dispersion, Fusion bonding technology, 

Next-generation lithography, Nano imprint, Femto second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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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NEDO Fuel Cell and Hydrogen Technolpgies 之預算分配（平成 20 年（2008

年）） 

項次 計  畫  名  稱 Budget(2008)(億日元) 

1 固體高分子形燃料電池(PEFC)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 55.7 

2 固體高分子形燃料電池(PEFC)實用化戰略的技術開發/

劣化機構解析/高活性，高耐久性 Catalyst 開發/電解質

膜開發/基礎材料研究。 

11.0 

3 )燃料電池先端科學研究事業(電解質構造/Transfer/界面

物質移動/電極觸媒之研究(PEFC)。 

9.0 

4 高耐久性     型     設質裝置之開發 0.8 

5 固態氧化物燃料電池(SOFC)系統要素技術開發（耐久性

/信賴性/劣化要因解析）（10kW 100kW） 

13.5 

6 氫先端科學基礎研發（高壓下氫之基礎務性/吸附/反應/

加工變質/容器設計/脆化） 

17.5 

7 氫貯藏（儲氫）材料先端基礎研究（貯藏基本原理/解

析/材料應用技術） 

9.1 

8 H2 之製造/運輸/貯藏系統技術開發（製造/壓縮機/儲氫

桶/使用系統） 

17.0 

9 H2 之社會構築共通基礎整備事業（FC 自動車及 SOFC

系統普及化/相關法規基準規格製作，達國際標準） 

14.0 

10 新利用形態燃料電池標準化等技術開發（FC 自動車/家

庭用 FC/攜帶情報機器用電源/電源供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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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  畫  名  稱 Budget(2008)(億日元) 

11 定置用燃料電池大規模實証研發事業（1 kW PEFC/FC 實

用化/性能/效率提升） 

27.1 

12 固態氧化物燃料電池(SOFC)實証研究（耐久性/實用性/

實証資料收集評估與解決未知變數） 

8.0 

13 次世代自動車用高性能蓄電系統技術開發（高性能單元電

池/相關材料/週邊機器裝置開發） 

29.0 

  

合  計 

214.2 

（相當 2.142 億美元）

（匯率：1US$約 100 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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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錄 

附錄一、日本 SOFC 技術研發與產品推廣內容 (Nanotechnology Business 

Creatio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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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核研所大會(2009 Nano Tech.) 參展手冊及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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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展覽會現場記實情況 

 

 

 

 

 

 

 

 

 

 

 

 

 

 

 

 

 

 

 

      Tokyo Big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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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合約 Daiba Grand Pacific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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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Nano tech 現場實況 (馮寄台大使與吳茂昆院士蒞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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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Nano tech 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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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C.Lee)會場協助國內參展廠商(台伸企業)向英國參展團員解說並推

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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