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會議）

參加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第 3 屆
兩岸三地氫能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黃振家 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報告日期：99 年 11 月 15 日
出國時間：99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



摘要

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第 3 屆兩岸三地氫能研討會於 10 月 24～27 日在中國杭
州浙江大學紫金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主辦單位為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氫能專業
委員會，承辦單位為浙江大學。本次研討會議主題包括氫能的製備、儲存、運輸、
利用、燃料電池等，會議期間就各專業領域的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新材料、
新應用等成果進行交流。共有367篇論文發表，出席會議學者專家來自兩岸三地
學者專家共300餘人。台灣地區有台灣經濟研究院、經濟部商檢局、核能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興大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明道大學、東海大學、勤益科大、
台北科大、宜蘭大學及雲林科大等校學者專家與會，共發表21篇論文。 
 
 
 
 
 
 
 
 
 
 
 
 
 
 
 
 
 
 
 
 
 
 
 
 
 
 
 
 
 
 
 
 



目次

1. 目的………………………………………………………………………….. 1

2. 過程 ………………………………………………………………………… 1

3. 心得………………………………………………………………………….. 2

4. 建議事項…………………………………………………………………….. 2

5. 附錄…………………………………………………………………………. 3



1. 目的
此次出國主要目的是參加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第 3 屆兩岸三地氫能研討
會，藉與研究氫能學者專家進行學術交流。本次研討會議主題包括製氫、儲
氫、燃料電池、氫能應用等。本人研究奈米結構碳材儲氫，會中與多位學者
交流儲氫材料的研究成果。

2.過程 
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兩岸三地氫能研討會於 10 月 24～27 日在中國浙江省
杭州市舉行。本人於 10 月 23 日晚抵達杭州市，進駐大會安排坐落在浙江大
學紫金校區旁的紫金大酒店。

第一天早上由住宿的飯店步行至浙江大學紫金校區國際會議廳，參加開幕大
會。由大會學術會議組委會主席，浙江大學鄭津洋教授主持開幕典禮，首先
邀請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致詞。楊校長指出浙江大學成立可持續能源研究
院，開展各種新能源研究，建立可持續能源基地，在浙江大學有關氫能研究
以高壓儲氫容器及金屬氫化物為發展重點，已取得重要成果。接著邀請中國
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也是中國國務院能源參事石定寰先生致詞，致詞中特
別提到在北京奧運及世博期間，提供由中國自行研發的 196 輛燃料電池轎車
及 6 輛大巴士作為示範用車，進行超過 2 年的示範運行，零故障。並已在北
京及上海建立全球最大的加氫站。中國發展氫能燃料電池汽車已取得領先地
位。另外大會亦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一所左峻德所長報告台灣燃料電池機車
示範驗證計畫評估。左所長介紹台灣氫燃料電池機車裝 2 罐低壓儲氫罐可以
跑 60 公里。另外台灣亦發展 3C 電腦用燃料電池。開幕典禮結束後在圖書館
廳外拍大合照。

第一天的議程除了開幕典禮外，大會請上海交通大學馬紫峰教授主持主題演
講。邀請浙江大學岑可法院士、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衣寶亷院士、
南開大學特聘教授陳軍等特邀報告。演講主題分別為生物質製氫及其多聯產
的前景、車用燃料電池耐久性解決策略、高效儲氫：納米結構和輕質材料相
結合。

下午分組討論，共分成化石能源製氫、其他製氫方法、合金儲氫、PEMFC 及
DMFC、SOFC 等五各分會場進行。

第二天會議地點仍在浙江大學紫金校區國際會議廳，上午分五組發表學術論
文，包括：其他製氫方法、氫能應用、其他儲氫方法、SOFC、其他類型燃
料電池。

下午進行兩岸三地氫能座談會、壁報自由討論及大會特邀報告。大會特邀報
告有上海交通大學馬紫峰教授、華南理工大學朱敏副校長、西安大學郭烈錦
教授、江蘇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顧為東院長、香港大學梁國熙教授等演
講，主題分別是：氫電混合動力汽車研究與展望、輕質高容量儲氫材料進展、
利用太陽能規模製氫研究進展、非并網風電/電解水製氫系統的研究、燃料電
池的無膜化：亞微升尺度下的流體力學和電化學。



另外有 121 篇學術會議以海報報告展出。交流時間為第一天中午至第二天下
午。本人此次發表論文：改質有序中孔碳材 CMK-3 儲氫研究。

第三天上午大會安排參觀浙江大學玉泉校區，主要參觀鄭津洋教授的高壓儲
氫、陳立新教授的合金儲氫材料、李洲鵬教授燃料電池、吳素芳教授的化石
能源製氫、成少安教授的微生物電化學製氫實驗室。

 
3.心得 

此次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第 3 屆兩岸三地氫能研討會，共有367篇論文發
表，其中來自台灣和香港地區者有27篇。出席會議學者專家來自兩岸三地共
約300餘人，台灣地區計有台灣經濟研究院、經濟部商檢局、核能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興大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明道大學、東海大學、勤益
科大、台北科大、宜蘭大學及雲科大等校學者與會。參加的人數較2008年第
一屆國際氫能論壇時更多。而此次中國大陸學者專家發表的論文超過 300
篇，亦較往年增加。顯示氫能燃料電池的相關研究在兩岸三地都相當熱門。
除特邀演講外，所有發表論文中以製氫佔137篇、儲氫佔78篇、燃料電池應
用佔120篇、氫能應用佔22篇為主。顯示有關氫能研究仍以生產氫氣為主，
包括相關觸媒及生物製氫。儲氫方面仍以金屬氫化物為主，碳材微結構次之，
主要趨勢為結合物理吸附與化學吸附。另外燃料電池研究非常熱門，特別是
PEMFC、DMFC及SOFC為主要重點。 
 
氫能是一種來源豐富、綠色環保、能量密度高、利用形式多樣的無碳二次能
源。在未來的能源體系中，氫能可以成為與電能並重而互補的終端二次能源。
氫能及燃料電池結合是未來解決移動車輛能源供應的方法之ㄧ，在氫能燃料
電池的研發過程，製氫是基礎、儲氫是關鍵，而燃料電池是核心。 

 
4.建議事項 

氫能是乾淨能源，已成為全球發展永續能源的重點研究對象，國內主要能源
依靠進口，且近年石油價格高漲，亟需積極研發各種替代能源，氫能相關議
題，包括製氫、儲氫、氫能安全法規等已成為全球競爭的綠能產業。中國大
陸已在北京及上海建立加氫站，預計在未來幾年內生產上萬輛氫能燃料電池
汽車，值得國內借鏡。

在杭州市所見摩托車大多為電動車，當地政府推動補助電能車及油電混合
車，使杭州市區空氣品質維持相當好。國內宜加速鼓勵研發及使用電動摩托
車及汽車， 氫能燃料電池零污染排放的綠能車亦應加速推動。

5. 附錄
A. 大會開幕儀式照片
開幕大會台灣經濟研究院一所左峻德所長報告台灣燃料電池機車示範驗證
計畫評估



B. 攜回相關文件
第 11 屆全國氫能會議暨第 3 屆兩岸三地氫能研討會論文摘要乙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