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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費昌仁 /台灣電力公司/副總經理/ 2366-6247  

楊金石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電機工程監/ 8078-2269 

出國類別：□1 考察□2 進修□3 研究□4 實習■5 開會 

出國期間：100 年 5 月 9 日~ 5 月 15 日    出國地區：瑞典 

報告日期：100 年 6 月 10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綠能(Green Energy)、資通訊技術 (ICT)、智慧型電網(Smart 

Grid)、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自民國 75 年貣每年輪流於兩國定期舉行，該

會議為兩國政府與工商界交流之重要管道，本年為第 27 屆，訂於 5 月

12 日在斯德哥爾摩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由大部 林次長率團，台電公司

由 費副總經理率職 楊金石與會。 

本年度會議主題包括資通訊、綠能等產業合作研討，本公司屬綠能

組，應瑞典貿易委員會之邀，於會中進行 - 智慧電網在我國之應用 專

題演講。本年會另安排產業參訪以了解當地產業與經貿環境，推動兩國

產業合作，包括赴 ABB 公司與斯德哥爾摩市近郊參訪永續城市參訪。 

鑒於綠能產業係我國六大新興產業之一，而瑞典近年在永續能源發展

成效卓著，瑞典再生能源已占其能源總消耗量的 28％，較歐洲國家平均

值 6％高 4 倍多，且其石油替代率為世界第一，而 ABB 與 Ericsson 公司

在智慧電網、資通訊等相關發展著墨頗深，本次出席藉此機會與瑞方就

此領域充分交流，進而推動相關互訪，有助於本公司未來綠能與智慧電

網的推動。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gs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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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任務 

參加 5 月 12 日在斯德哥爾摩世界貿易中心舉行之第 27 屆台瑞(典)

經濟合作會議，於會中進行-智慧電網在我國之應用 專題演講，並赴

ABB、Scania、Ericsson 等公司參訪研討，以及觀摩斯德哥爾摩市近郊

Hammarby Sjöstad 永續城市的設計、發展情形，了解瑞典當地產業與

經貿環境，推動兩國產業合作，尤其與 ABB 公司研討其在智慧電網

發展。 

本次出席該會應可藉此機會與瑞方就綠能等領域充分交流，進而推

動相關的合作，有助於本公司未來智慧電網與智慧社區的推動。 

 

貳、出國行程 

本次行程如下： 

時間 行程 

100/05/09 (一) – 

100/05/10(二) 

往程（台北－阿姆斯特丹－奧斯陸 － 斯德

哥爾摩） 

100/05/11 (三)~ 

100/05/13 (五) 

參加參加第 27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及產業

參訪 

100/05/14 (六) – 

100/05/15(日)   
返程 (斯德哥爾摩－阿姆斯特丹－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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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產業參訪與台瑞會議議程 

一、產業參訪 

產業參訪行程共二天半，安排情形如下： 

05/11 星期三  

上午參訪 ABB 公司 

地址: Mäster Ahls Gata (ABB Business Center) Tel: 002 46-21-32-9300 

參訪行程包括：ABB 公司簡介、智慧電網發展策略簡報、Ventyx 子公司簡

介、FACTS and Energy Storage 簡報，以及 ABB 發展趨勢說明。 

 

下午 參訪 Scania 

Scania head office , Scania AB (publ) 

(Nyköpingsvägen 33, Södertälje; contact person: David Lin, Mobile: +886 967 

894620) 

參訪行程包括： 

- 公司簡介(Welcome and presentation of Scania bus and coach business) 

- 參訪重型卡車與大巴士裝配工廠(Visit to chassis production line and guided 

tour)  

 

05/12 星期四 

上午 參訪易利信總部(Ericsson) 

(Grönlandsgågen 4, Kista, Stockholm; contact person: Julia Chen, mobile +46 

70 9863547) 

 

下午 第 27 屆台瑞經濟合作會議(JBC Meeting) 

(World Trade Center Stockholm, Room New York , Kungsbron 1, Stockholm; 

contact person: Irene Enstrom, Mobile: +46 70 883 8611) 

會議議程如表一。 

 

05/13 星期五 

上午 拜會瑞典生質能協會與參訪斯德哥爾摩市政廳 

下午 參訪Hammarby Sjöstad綠能永續城，該種程式之設計方式已成為瑞典

出口產業。 

 

二、會議進行 

台瑞(典)第 27 屆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世

界貿易中心紐約會議室舉行，主題為資通訊、智慧電網與綠能產業等。 

參加人員總共約 40 位，開幕式由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之瑞典主席 Mr. 

Kurt Hellstrom 致歡迎詞，接著由我方代表團劉兆凱團長致詞，之後由瑞典

與我方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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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第 27 屆台瑞經濟合作會議議程 

 

AGENDA 

for the Plenary Meeting of the 27
th

 Swedish-Chinese 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 

May 12, 2011 

 
Venue: Room New York, World Trade Center Stockholm (Kungsbron 1) 

13.30  Registration 

14.00  Opening and Welcome Remarks by Mr. Kurt Hellström 

  Chairman, Swedish-Chinese (Taiwan)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14.05 Opening Remarks by Dr. C.K. Liu, (劉兆凱團長) 

  Chairman, Chinese (Taiwan)-Swedish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14.10  Greeting by Mr. Andreas Skinnars, Senior Vice President Marketing and 

Sales, Swedish Trade Council  

14.15 Keynote Speech by Mr. Gunnar Oom , State Secretary for Foreign 

Trade, Sweden 

14.30  Keynote Speech by Dr. Sheng-Chung Lin,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林聖忠次長) 

14.45 “Find you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Sweden” by Per-Erik 

Sandlund, President and Director-General, Invest Sweden 

15.00   Coffee break  

15.30  “The Networked Society” by Mr Patrik Regårdh, Head of Strategic 

Marketing, Ericsson AB 

15.50 “The trend and opportunity of telecom services in Taiwan”  by Dr. 

San-Wei Sun,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Corporate Planning 

Department,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中華電信 孫三為處長) 

16.10   “Smart Grid from the source to the socket.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concrete actions” by Mr. Mats Holmberg, Vice 

President and International Liaison Officer, ABB 

16.30 “Smart Grid in Taiwan” by Mr. Chang-Ren Fei, Vice President, 

Taiwan Power Company(台電 費昌仁副總) 

16:50  Closing Remarks by Dr. C.K. Liu 
  Chairman, Chinese (Taiwan)-Swedish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16.55 Closing Remarks by Mr. Ingvar Krook 
  Vice Chairman Swedish-Chinese (Taiwan)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17.00  Adoption of Joint Statement /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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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產業參訪與台瑞會議紀要 

一、瑞典簡介 (Kingdom of Sweden) 

面積 449,964 平方公里、人口約 942 萬人、首都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使用瑞典語，屬於日耳曼語系，和丹麥語及挪威語之間，基

本上是互通的。同為日耳曼語系的英語，和瑞典語的發音也極為相似，為

瑞典的主要外國語。宗教：95%的瑞典人為路德教派基督徒。 

氣候類型及氣溫 ：斯德哥爾摩最高氣溫在七月，平均 17ºC；夏天北方

山區的平均氣溫是 11ºC。由於高緯度，瑞典的夏天特別長，冬天特別短，

在最南方，盛夏時的日照時間也有 17 .5 小時，極圈內的 Sundsvall 在六月下

旬開始日不西下。年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在哥特堡附近，年雨量超過

700mm。貨幣使用瑞典克朗(Krona) ，通常被瑞典人用英語稱為 Crown，匯

率：瑞幣一克朗約折合台幣 4.7 元。 

瑞典的能源政策方面，瑞典政府為了鼓勵業者開發投資新能源產業，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貣至 2030 年止實施了「保障新能源計畫〈The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system〉」。主要發展原則包括：有效利用資源(有效利用能源、持

久性的都市發展、改善基礎建設) ，新科技市場(交通運輸及能源生產) ，

穩定的全球碳排放價格。主要綠能產業市場包括風力發電、核能發電、生質

燃料、地熱能源及地源加熱等。 

在政府、業者和消費者合作之下，再生能源目前已占瑞典能源消耗量的

26%，有望再接再厲，步步提高。愈來愈多民眾發揮環保精神，購物往「有

機」方向思考，開車當然也走綠色，愈來愈多車子既吃汽油，也跑甲烷。 

在瑞典，甲烷來自垃圾處理，供大小型車輛使用。今天，新出廠的汽車

已有 15%使用這類替代燃料，2005 年只有 1%，可見這個國家的綠化速度。

富豪汽車(Volvo)的卡車部門，計畫在 2007 年成為全球第一個無污染的重工

業，也就是溫室廢氣零排放。富豪卡車的雄心，是瑞典 2020 年從化石燃料

「斷奶」大計的一環。瑞典處處可見的森林也有助綠化，木屑不丟棄，都收

集貣來做成煤球似的木屑球，燃燒取暖，取代暖氣，而化糞池也成為能源來

源，供應城市住家。 

2020 年目標： 50%再生能源， 20%更有效的應用能源， 10%再生能源

應用於交通運輸。2050 年目標：再生能源可望成為第三種與水力發電和核能

電廠相比之系統，網狀建立-再生能源與消費產品，單一消耗包括：智慧電錶、

智慧居家設備/房子、混合動力汽車、儲能 ，生產：發電站、停車場、分散

能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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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風力發電：運作中:3.5 TWh (約佔瑞典 2.4%的電力消耗)，批准：10 

TWh ，申請牌照：5 TWh ，公佈：32 TWh ，總共：51 TWh，24 000 MW。 

瑞典願景是將斯德哥爾摩成為世界最大的港口都市，亦是世界級永續發

展的都市，基於和能源系統智慧互動來解決能源問題，目標為在 2030 年建

造全新的斯德哥爾摩市，在 2020 年 CO2排放量將低於 1.5 噸/人，集中在有

效的能源使用、世界級的運輸中心、資源回收當地化、生活型態等議題。 

智慧電網計劃分別在斯德哥爾摩港口與哥特蘭(Gotland)島進行，為能永

續發展將達成下述條件(圖 1): 

1. 智慧住宅/大樓  

2. 分散式能源系統  

3. 整合使用電動車  

4. 儲能設備和建立客戶之間橋樑  

5. 智慧電氣化海港  

6. 智慧變電站  

7. 智慧電網實驗室(創新與研發) 

經由發電與能源使用者有效管理，產生創新和商業機會，以吸引年輕一

代進入這個行業。 

圖 2 為瑞典風力發電廠位置圖，其開發計畫係以瑞典國民同意未來最終

負載以 2008 年之負載為準，並計算各種發電所得。 

        
圖 1 斯德哥爾摩港智能電網計畫      圖 2 瑞典風力發電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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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電動車發展趨勢如圖 3 所示，計畫在 2030 年 PHEV 數量達到 150 萬

輛，瑞典能源機構今(2011)年將投入 2 億瑞典幣研究經費應用於電動車與充

電站基礎設施的研究。 

未來展望：參與國際智慧型電網 

瑞典政府於 2011 年 3 月 31 日決議，參與一項國際性的合作方案 – 

ISGAN (International Smart Grid Action Network)，目標在建立智慧型電力網

絡。瑞典能源局專責在瑞典有關此專案的工作，並協調瑞典參與公司的合作

事宜。ISGAN 的主要目的，在於能源轉換以及有效運用電力，這是瑞典對於

能源的策略性長期計畫，這項於 2010 年啟動的國際能源機構，瑞典參與的

部份屬於永續性高的能源技術。 

 

 
圖 3 電動車發展趨勢 

 

二、經濟合作會議過程紀要 

經濟部林次長於專題演講(圖 4)時，首先提及台灣去年(2010)GDP 成長

10.8%，為 26 年來最高，並與歐盟簽署合作協定加強貿易。去年亦與大陸簽

訂的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為兩岸彼此降低關稅的協議，先挑

選部分對台灣產業有利的產品來降低關稅，之後再看發展情形，未來幾年間

分階段降稅，瑞典可應用台灣以台灣為基地發展大陸市場。 

林次長提出到台灣投資之優點，如營業稅降至 17%，ECFA 的簽定(適合

瑞典中、小企業欲進軍大陸的跳板)，以及積極推展綠能，其中在 ICT 產品

鏈上，台灣有 19 個工廠名列世界 ICT 前 250 大，而在大陸上之 ICT 工廠很

多是台商投資的，因此 ICT 項目可供雙方合作。 

太陽光電與 LED 產值亦名列世界前茅，而電動車正推動 3 年 3000 輛的

示運行計畫等。另提及智慧型電網的推動與核廢料貯存議題，並於此次年會

拜訪瑞典專業核燃料與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 SKB 公司，該公司於 2009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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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一個核廢料的貯存地點。與 SKB 公司交換核廢料處理經驗，並現場

坑道參觀，該公司之經驗(與居民長期溝通及進用當地區民至核能廠工作)可

供台灣參考，另自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也加強核能安全的評估，此可互相

研討。 

而瑞典則提出清潔技術為投資該國的理由，包括：地理位置位於北歐代

表地、新技術的理想測試場所、瑞典的技術可供投資或合夥，或是其它的合

作型式。瑞典有非常進步的工業基礎、靠近產品的市場，而開放的商業環境

使其成為替代態源產品的投資天堂。 

費副總簡報台灣智慧型電網的發展情形(圖 5) ，首先簡介台灣能源政策

與台電公司概況，其次說明台灣發展智慧電網的目標，希望提升台灣能源的

自主與安全可靠，以及能源效率改善與增加再生能源可併網的佔比，並提出

澎湖將發展成低碳島，此與瑞典的哥特蘭島發展智慧電網類似，可互相參考。 

  
圖 4 林次長專題演講             圖 5 費副總簡報台灣智慧型電網發展 

 

三、ABB 公司智慧電網參訪紀要 

於 ABB 公司參訪行程安排為，首先由該公司副總經理 Martin Gross 接

待，並作 ABB 公司簡介(welcome and introduction)，其次由 Haken Johansson

簡報智慧電網發展策略(Smart Gri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接著由 Peter 

Andersson 介紹 ABB 子公司 Ventyx 在能源資通訊領域的業務，最後 Anna

簡介彈性交流系統與儲能(FACTS and Energy Storage) 等發展情形。 

3.1 智慧電網發展策略 

ABB 公司提出今日能源挑戰包括能源效率提升與再出能源的推廣，在經

濟成長下，可不增加能源的消耗，以降低能源消耗與經濟的相關性，而智慧

電網是今日電力系統演代者與推動者，提供用戶更多的永續能源，目前仍在

學習過程，將來電力系統結合所有悡益相關者共同來發展，包括新的標準 、

商業模式與市場管制架構。 

智慧電網資源基於：電網效率與可靠度、分散型能源整合、用戶參與及

需量反應，以及市場管理與參與。智慧電網可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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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建築、家庭和設備，能源生產、儲存當地化，增加安全並供應分佈

式發電，邁向永續的能量。  

 動態的能源交易，創新和商業機會，吸引年輕一代進入這個行業  

 自動化先進讀表系統，更有效的利用系統內的能力，邁向一個真正以客

戶為導向的市場。  

 有效管理能源使用者，能源效率的提升可減少 30%的損失，而輸電與配

電之節能潛力(Saving potential)為：電網電能損失可達 6~10%、 低效率

老化設備和導線的熱損失是主要原因、低效的配電變壓器約佔 30%損

失、 歐盟電網損失估計每年 13 萬個家庭消耗 50 億 KWh。 

整合再生能源： 遠距離橋接(Bridge) 

 未來 20 年大型水力電廠可提供最大的再生能源貢獻  

 幾個千 MW 的電力必須傳送至數千公里之消耗中心(centers of 

consumption ) 

 需藉由科技提升經濟與可靠的傳輸電力  

對於風力與太陽能需求更多的平衡電力，電網互連提供廣域之儲能技術

和靈活性的供電能力，可減少儲能需求，控制中心需整合風力/太陽能應用，

提供風能 /太陽能預測至不同應用、加強風能 /太陽能系統變化和停電安全

分析、應用遠程操作自動發電控制。 

在提升可靠度與安全性方面，網路管理可提高對電網的感知能力，另需

增強自動化與系統保護能力來改進系統各點的能見度，提出預防訊息與智慧

警報處理，而監測設備需考慮自動檢測和校正故障，以及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 功能。 

在高壓直流輸電組件連接與穩定電網方面，高壓直流輸電系統(HVDC)可

運行在不同頻率（50 或 60 Hz），而不穩定之部分電網可以被隔離。該公司

推出輕型高壓直流輸電技術(HVDC  Light)，可整合再生能源，而電力傳輸

線的 FACTS 控制器可補償最大電力傳輸線的電感（串聯補償）、補償設備

減輕了干擾且穩定電網(動態並聯補償)，以及傳輸容量可高達一倍。 

ABB 改善案例：在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安裝 4 個 SC banks ， 使

現有傳輸線的傳輸容量提升了 80% 。 

廣域監控系統(WAMS) 方面，其可進行廣泛領域的監測、隨時收集電網

的資訊、因使用 GPS 衛星所以有準確的時間計時器，以及利用相量來分析網

路數據，評估電網非線性發展，做到早期發現與預防，可以避免不穩定與停

電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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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變電站自動化功能主要為自動檢測和故障排除，並在通訊方面符合

IEC 61850 標準的通信協定，進行：故障評估 、遠端遙控與通訊、保護 ，

以及資料蒐集。ABB 在莫斯科已安裝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變電站，擁有 482

個數據採集點。 

未來電力系統必須提供經濟與可靠的解決方案，整合可再生能源所面臨

的挑戰，提供有效與自由的平衡電力，電網互連以提供廣域之儲能技術和靈

活性的供電能力，可減少儲量需求。  

智慧電網研發技術與商業模式及規管架構： 

 Stockholm Royal Seaport (斯德哥爾摩皇家海港，圖 6)  

 智能電網，充分發揮城市對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和海港環境  

 主動消費者（住宅，港口）和峰值負荷減少  

 主要的合作夥伴 – ABB 和 Fortum  

 Smart Grid Gotland (哥特蘭，圖 7) 

 充分發揮農村智能電網  

 主要有風能的整合，有可靠度與穩定度的問題  

 有 30% 的間歇性再生能源  

 Gotland 的規劃顯示出在未來許多國家將面臨的問題  

 主要的合作夥伴，Vattenfall 和 ABB  

 

     

圖 6 斯德哥爾摩皇家海港             圖 7 哥特蘭電力系統 

 

3.2 能源資通訊 

ABB 的一個子公司-Ventyx 主要為資通訊技術的提供，包括：關鍵基礎設

施的管理-可作即時的示警與安全、資產的健全、安全與承諾可靠、啟動工作

執行力與最佳化，以及資產的最佳使用與性能保持。對未來的電力補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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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啟動核能再評估、再生能源的擴充與營運、第五代燃料(更有效率的燃料)

之採用。 

智慧型電網傳輸 - SCADA/EMS 可靠且有效率的電網運作： 

 SCADA 系統模擬與監測數以千計的遠端與區域電網量測點  

 他們執行網路模型、模擬電力運行，找出故障點，取得停電資訊，參

與能源交易市場  

 須注重資通安全  

Ventyx 亦集中在未來作業的挑戰，包括用戶端配電網工作管理、運轉與

資訊技術整合(OT and IT integration)等。 

 

3.3 彈性交流系統與儲能 

由 ABB 專家 Ms. Anna Jonsson 簡報，其說明基於時代變化，不斷增加的

電力需求，以及同時需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處

理這些永續、可靠和經濟挑戰的電力系統，亦即需要一個更聰明的網路，可

以接收所有從集中式和分散式來的電源，並提供可靠的電源來滿足不同消費

者的負載需求，此時需要進行動態電壓控制和平衡功率，而 DynaPeaQ 是推

動智慧電網的重要設施。 

在發展智慧電網上，DynaPeaQ 允許再生能源發電佔比可顯著增加，最

大化無二氧化碳的發電方式。它使現有的網絡可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對環

境有吸引力的，以及高品質的服務。 

儲能係可接收和儲存從風力發電機與電網來的多餘電能，例如其可以在

晴朗的時候將太陽光電的能量存入高容量電池組，而 DynaPeaQ 利用現代

電子技術，提供網路上適量的在每一個瞬間所需之無效功率和有效功率，

無效功率和有效功率是相互獨立，其並使用最少的粗重濾波器。該系統是

基於 SVC Light，再加上鋰離子電池儲能。 SVC Light 是 ABB 的

STATCOM 的概念，利用電壓源轉換器系統（VSC）並接到輸電網，以及次

輸配電階層。使用最先進的 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作為開關裝置。 

DynaPeaQ 採用鋰離子電池技術主要為獲得下述功能： 高能量密度、響

應時間非常短、無論是在充電和放電均可得高功率能力、優秀的循環能力、

強不斷發展的技術、高充放電效率、高充電維持率(charge retention)、免維護

設計。 

儲能系統的儲存電力的能力是具高可擴展性。目前，額定功率和容量通

常在 20MW 範圍與數十分鐘充放電週期，但該技術允許最多為 50MW 和 60

分鐘的週期。將此種動態能量儲存整合到輸配電系統具有對供應鏈提供重

大利益的潛力，基於再生能源之分散式發電普及程度可提高，以及推動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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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儲能服務，使現有的網絡提供可靠、經濟高效、環境吸引力，以及高品質

的電力。 

DynaPeaQ 可應用處包括：再生能源併網、負載支援、儲存電能、地區

性的監管服務、應急電源、全黑啟動支援、間歇性鐵路負載、電力品質、

主動濾波以維護電力品質。圖 8 為典型±30 Mvar, 20 MW 15 分鐘週期之佈置

示意圖，地基為 50x60 m，圖 9 為 DynaPeaQ 基本電路架構。 

圖 10 與圖 11 為展覽室內部分擺設，圖 10 為智慧電網示意，將 ICT 加到

既有電網上，而圖 11 上標示 ABB 可為工業提升生產力。 

圖 12 為參訪行程結束後於 ABB 會議中心前合影，前排由左至右分別為：

雷正義協理(ABB 台灣公司)、中華電信孫三為處長、研華公司黃經理、Haken 

Johansson、費副總、朱潤逢總經理、張西龍副總等。 

 

 
圖 8  ±30 Mvar, 20 MW 15min DynaPeaQ        圖 9 DynaPeaQ 基本架構 

 

  

圖 10 展覽室內智慧電網示意       圖 11 展覽室標示 ABB 為工業提升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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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參訪行程結束後於 ABB 會議中心前合影 

 

四、 SCANIA 參訪紀要 

首先由該公司主管大巴士之總裁接待與簡介該公司，並由 SCANIA 台

灣代理林日尉經理翻譯，同行並有大陸來的參訪團。 

該公司為全球重名大巴士與大卡車製造商，今年剛好滿 100 年(圖 13)，

公司的目標在於提供優質的大卡車、巴士、引擎與服務給顧客(圖 14)，使其

能在產品的生命週其裡有最佳的獲益，並成為業界的龍頭。 

該公司策略：以客戶為價值的核心、了解客戶的業務、提供解決方案、

了解所有員工的知識並加以應用，以及從日常的運作獲得構想與靈感。對

於個別用戶機及加以回應以改善用戶需求，並不停提升品質。公司認為未來

巴士為商業經營的推動力，因其可避免擁塞，並符合 CO2與 NOX 排放減量

之環保要求，因此積極開發，其引擎可使用酒精、生質柴油，以及沼氣作為

燃料(圖 15)，以符未來能源需求。 

簡報完畢後安排參觀該公司裝配廠，了解大巴士與動型卡車之裝配分成

二條線，每條線約 8-10 站，各站上方都有 LED 顯示器標示今天的目標數，

至當時為止的實際數，每步驟剩餘時間等，此如同 TOYOTA 的看板系統，

時間可有效的控制。 

另 SCANIA 有子公司負責相關的物流，可即時提供裝配所需零件，使

裝配廠的庫存相當少。若那一站跟不上進度時，則會有檢討會議，即時找

出問題點，並加以解決。本次參訪，約下午 3 時 30 分即完成預定 36 部卡車

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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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SCANIA 100 周年圖示                 圖 14 產品與服務項目 

 
圖 15 SCANIA 引擎可使用酒精、生質柴油，以及沼氣作為燃料 

 

五、ERRICSON 公司參訪紀要 

瑞典通訊產業龍頭易利信的主要營運項目分為四大範疇：即行動通訊

設備、固網通訊設備、專業通訊服務、和通訊網路架設。易利信在 2009 年

獲利衰退後，將縮減股利配發。2010 年的營業額約 149 億 5400 萬美元，

盈利為 7 億 4600 萬美元。 

易利信公司提出，因 M2M(物與物的互聯，亦即物聯網)使未來的網址達

500 億個，因此如何因應通信量的增加，建置通訊網時應注意。 

技術發展趨勢包括：連結任何東西、開放式技術、高速、合乎頻寬需求、

處理容量足夠、智慧化裝置，以及寬頻可涵蓋範圍廣。 

圖 16為各種通訊標準之發展趨勢其中 LTE 4G較WiMAX有較高的成長

性，而 LTE 系統為易利信公司於二年前最先推出。 

圖 17 為展示易利信公司所開發之無線通訊家庭自動化系統，其以觸摸

式螢幕設備，例如 iPAD，來控制家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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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為各種通訊標準之發展趨勢 

 
圖 17 無線通訊家庭自動化系統展示 

 

六、瑞典生質能協會研討 

由我國駐瑞典外貿協會的吳香霓小姐帶領，中鋼公司張西龍副總與職一

齊拜會瑞典生質能協會，並由該協會 Joachim Davidsson (B-Open Nordic AB)

與 Markus Wejletorp(AB TORKAPPARATER)等接待，主要由張西龍副總與

對方洽談生質能與汙泥處理技術，返國後其並寄來相關資料，積極聯絡有否

需要協助的，相當敬佩其積極態度。有關生質能與汙泥處理簡述如下： 

Markus與中鋼公司有接觸過，因此積極宣導該公司有關污水淤泥乾化處

理機器(圖18)、瑞典LillaEdet的SCA Edet 廠的脫墨污泥乾化技術：不需燃燒

乾化原料的間接鼓式乾化機，可回收廢紙中脫墨污泥富含的纖維。 

雙階鋸末乾化(Derome Bioenergy, Kinnared Sweden)技術：間接式雙階管

乾化機，原料：各種磨碎的生物量和鋸末，蒸發容積：約5噸/時。 

Torrefaction綠色能源可以稱為一種柔和的有機生物高溫分解材料，揮發

物的流逝導致了30%容積的減少，但是只造成了10%的能量流逝（就木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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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留下更多的能量密集的材料。此外，此材料變成了疏水性材料，更加

容易粉碎。 

經過烘烤的小球的能量密度較原材料增加了60%。在ECN（荷蘭能量研究

中心）的報告中也表明儘管torrefaction需要更高的投資成本，總生產成本/GJ

高達至少15%，這也意味著torrefaction具有非常高的經濟潛力。 

 

 
圖 18 脫墨污泥乾化設備 

 

七、哈馬碧永續城(Hammarby Stockholm Sweden)參訪 

哈馬碧濱水永續城位於斯德哥爾摩郊區輪哈馬比湖，面積約 200 公頃，

根據總體規劃，2018 年將包括 11,000 公寓，約 20000 人，另有 20 萬平方米

的商業用房面積。本永續城計畫成立於 90 年代初，是擴大內城並以向湖水

為中心為發展重點，其轉換了一個老工業和港口地區成為一個現代化、可持

續的社區。 

哈馬碧濱水新城高度重視生態和環境的永續性，北邊以丘陵為自然邊

界，南邊為哈馬比湖(圖 19)，在開發規劃時即採傳統的瑞典結構，促進可持

續發展的設計，遵循現代建築的原則，並嘗試採與斯德哥爾摩市區同樣街道

尺寸、區塊長度、建築物高度(4 - 8 層)、人口密度方式，並採混合用途提供

優質的鄰里交流。 

這個城市結合了一個新的建築風格，反應具體的水邊環境，提高光與水

的意涵和綠地空間，大多數公寓都有陽台，可以俯瞰街道、湖濱人行道和空

地。社區提供一個現代化的玻璃教堂、兩家學校（6-16 歲），一所私立學校，

一所學前和幼兒園學校，有圖書館，體育中心，滑雪坡，足球場和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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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主要為輕軌捷運設施，其使該地區能連結市區，並減少約 40%的自

行開車機會。 

瑞典馬碧濱水永續城有個很有創意的特色，他們蒐集人體熱氣，轉換成

為新大樓的暖氣來源和動能。對於垃圾蒐集分類後放置垃圾蒐集管道，即可

以壓縮空氣方式最遠可傳送到 1 公里外的蒐集場來回收處理，另使用河底汙

泥來製造沼氣，並提供社區部分住戶燒飯使用。 

 

圖 19 哈馬碧永續城 

八、斯德哥爾摩市區景點 

1. 市政廳：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外觀是紅磚色古樸的大建築，花費 12 年才建

造完工，室內有一間鑲金馬賽克壁畫，屋外的尖塔上是金色的太陽或月

亮，屋外面臨河流景色很美。市政廳被視為斯德哥爾摩的精神象徵與地

標性建築，每年諾貝爾獎均訂於 12 月 10 日，也就是諾貝爾先生逝世紀

念日舉行頒獎典禮，其中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

及經濟學獎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Stockholm Concert Hall）舉行頒

獎典禮，隨後在音欒廳外的廣場舉行慶祝活動，並在市政廳舉行晚宴。 

2. 皇家公園 (Kungstad garden)：位於斯德歌爾摩的中心 廣場，非常安靜，

原本是皇宮的庭園。十八世紀末期，開始開放參觀，園裡花團錦簇，噴

泉林立。 

3. 音樂廳( Konserthuset)：位於皇家公園的西方，中央火車站北方的

Hotorget 廣場上，是斯德歌爾摩的音樂中心，建於西元 1926 年，此處也

是舉辦諾貝爾頒獎典禮的地方。音樂廳前的廣場也是斯德歌爾摩的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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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市集之一(另外兩個是 Ostermalm 和 Kornkamnstorg 市集) 。露天市

集每天自上午九點開始，供應鮮花，蔬果等。 

4. 王宮 (Kungliga Slottet)：皇宮是橫列的三樓建築，從西元 1690 年就開始

建造，花了 65 年及三代建築師的心血才完成。每天中午 12 點有衛兵交

接儀式。皇宮裡面有國家議事廳，禮拜堂，寶物館等。 

5. 大教堂 (Storkyrkan)：位於皇宮南方，是斯德歌爾摩最古老的建築物，其

歷史可追朔至 1250 年，當時國王加冕儀式都在此舉行。這座教堂雖不

大，但氣象森嚴，讓人有肅穆之感，教堂裡展有歷代皇家騎士的徽章。 

6. 卡姆拉〃斯坦舊市街 (Gamla Stan)：舊市街是斯德歌爾摩最古老的街

道，位於大教堂出口與皇宮反方向的地方，街道上保存著歷代的遺跡，

因為舊市街的道路崎嶇不平且交通流量小，因此到此遊覽最好隨意漫步

而行，較能體會此地特有的風味。另外在舊市街附近，擁有斯德歌爾摩

最美的廣場－Stortorget 廣場。 

九、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此次參加之瑞典經貿訪問團係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國經協會)

主辦，因此特別說明該協會成立宗旨與本次安排供相關活動參考。 

面對 21 世紀的來臨，經濟上所帶來的自由化、全球化以及科技不斷創新

的激烈競爭，政治上更將在兩岸問題的強大壓力下面臨國際舞台上的孤立或

排擠，民間企業的活動，勢必在爭取國際活動的空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加上非政府組織（NGO）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活動的空間，因此整合台灣目

前各個從事國際事務的民間團體，於民國 89 年 8 月 9 日在台北成立一專責

推動全國國際經濟合作事務的民間機構-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協助政

府加強拓展與世界各國的實質關係，增進雙邊貿易、促進雙向投資、推動科

技交流、拓展民間經貿外交的目標。 

本次為協助我商持續開拓瑞典市場，由國經協會主辦，車載資通訊產業

推動辦公室協辦，針對「資通訊」、「綠能」、「車用電子」等相關產業加

強合作與拓銷。主辦單位負責聯繫及安排相關參訪行程與住宿 (並提供內陸

參訪所需巴士交通)，行程除將依團員需求安排參訪外，另將由我駐地代表處

及經濟組、瑞典貿易委員會安排拜會相關產業及當地指標性企業，如瑞典

ABB 總部(智慧電網)、Ericsson 總部、Scania 車廠、永續城、生質能協會，

並廣邀當地廠商出席與本團團員辦理一對一洽談會，以進一步協助我商獲取

更多貿易及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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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感想與心得: 

心得: 

1.  經由此次會議與參訪，認識瑞典從事智慧型電網、資通訊、再生能源與

電力電子相關人員，對將來交流、請益有進一步管道，並了解工業進步

的原因包括，注重有商業利益之研發、大公司研發人力佔比高達 25%，

因此創新能力強。 

2. 瑞典進行之研究題目亦以有商機者為考量，例如所執行的生質能、永續

城、智慧型電網等計畫，由政府做政策補助並協助推廣，將其轉成可拓

展外銷的商機。 

3. 瑞典之行政以外貿為重點，國人的英語相當流利，有利於外貿進行，對

於以外貿為主之我國，此方面可供參考。 

4. 對於永續能源的推動瑞典除了在政策上透過法規外，也輔以財政、稅收

等相關措施，例如依 CO2排放量收取二氧化碳稅，貫徹各項有關替代能

源、節約能源等執行方案，其再生能源已占能源總消耗量的 28％。 

5. 於 ABB 公司參訪中了解該公司在智慧型電網、資通訊與電力電子應用等

相關發展著墨頗深，專業領域又與本公司相關，可推動相關的交流，另

瑞典在智慧電網發展策略上對於商樣模式相當注重，此有助我國未來在

綠能與智慧型電網的推動策略訂定。 

6.  電業 ICT 之整合是永遠的 ICT 創新，其可最大化事業的效率、客戶滿

意度及永續發展，而智慧型電網的執行項目多，可視同拼圖般一塊一塊

的拼湊貣來，第一步則專注於與用戶關聯之智慧電網的運轉、維護。 

7.  分散式電源、新世代電力網管理、用戶的參與、未來電力系統與電力政

策之規劃整合，為新的電力網需面對的挑戰；另在經濟性方面，透過創

新、效能管理、建構公平競爭環境，創造電源、電網服務的交易環境。 

8. 易利信公司提出，因 M2M(物與物的互聯，亦即物聯網)使未來的網址達

500 億個，因此如何因應通信量的增加，建置通訊網時應注意。 

9.  瑞典工會力量大，經常決策係由下而上，勞工決議後就認真去執行，大

家有參與感與成就感；另員工注重休閒生活，4:00 下班後會從事戶外活

動、喝酒聊天，而生病除非已很嚴重，否則醫師會叫您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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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瑞典經由歐盟資助於哥特蘭島進行智慧型電網示範計畫，項目包括風

力、太陽光電、高壓直流輸電、電動車、儲能系統、智慧電表等整合測

試，此與我國將於澎湖、金門進行的低碳島計畫類似，將來可互訪研討。 

2. 瑞典注重實用與有商業價值之研發，其研發人力佔比高，創新能力強，

並積極行銷，此可供本公司研發參考。 

3. 瑞典 SKB 公司為核燃料與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公司，其選取之核廢料永久

貯存地點於 2009 年獲公民投票通過，該公司之經驗，如與居民長期溝通

及進用當地居民至核能廠工作等來化解阻力等，可供本公司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