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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國目的 
近年國內在有機太陽能電池（DSSC 和 OPV）之研發上有相當紥

實且亮麗之基礎，為整合資源、增強國內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者

的研發能量及國際競爭力，自然處已於 99 年 12 月補助中央大學

建置「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量測實驗室」。為進一步協助國內「有

機太陽能電池研究量測實驗室」能建立具國際公信力的量測及驗

證技術與認證標準，特前往目前國際公認太陽能電池/模組之效

率量測與一級基準太陽能電池校正的三個單位之一「AIST」進

行訪問並實質討論未來合作模式。 

2. 行程內容 
8 月 21 日從松山機場起飛，搭車抵達築波時已下午四點多了，因

此當天並沒有安排任何正式活動。8 月 22 日早上，與中央大學

吳春桂教授在駐日科技組蔡明達組長及吳悅榮秘書陪同下，與築

波 AIST 之國際部部長 Koichi Sakuta, 國際部對外窗口 Keizo 
Hashimoto 及 Research Center for Photovoltaics 
Technologies (RCPVT)的負責人 Yoshihiro Hishikawa 會談，隨

後共進午餐。下午即前往 AIST 參訪，AIST 除了向我們介紹

AIST 的概況外並安排 RCPVT 之 solar light energy conversion 
group 的 leader Kazuhiro Sayama 博士介紹其研究群在 DSSC
方面的研究，接著 Dr. Yoshihiro Hishikawa 也介紹其部們的主

要工作，最後安排實驗室實地參訪，讓我們近距離參觀他們的設

備。22日晚上廖處長另外宴請RCPVT 之Calibration Standards 
and Measurement Team 的資深研究員 Dr. Sanekazu Igari 及
其秘書，感謝他們對吳春桂教授在購買有機太陽能電池效率驗證

設備時給予全力的專業協助，Dr. Sanekazu Igari 亦承諾日後會

持續協助吳教授建立完整設備，賓主盡歡後回到飯店已超過晚上

九點。23 日旋即返台。 

3. AIST 簡介 
AIST 前身是屬於日本政府機構的工業技術廳，歷經不同階段性

變革「Catching up advanced nations→Aiming at Front 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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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ing at COE」在 2001 年轉型為獨立行政法人。AIST 在全

日本共有 11 個分支，研究涵蓋內容則以生命科學/生物技術、奈

米技術/材料/製造、地質調查/應用地球科學、資訊通訊/電子

學、環境/能源、計量/標準六大領域為主，各領域研究人員與經

費分布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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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AIST 提出「本格研究」的概念（Concept of Full 
Research），簡而言之就是將 Type-1 基礎研究經由 Type-2 基礎

研究過程到產品化研究。所謂 Type-1 基礎研究是指發現、明白

新的科學知識，Type-2 基礎研究則是集成和運用知識在不同的

領域。經由這種概念讓 Type-1 基礎研究能與社會需求及民生福

祉結合。 
4. 心得 

日本在三月份因地震引發的核電場失控/毀壞，目前東北部仍在

限電中，即使在如此嚴苛的環境下，RCPVT 的 team leader 菱
川善博博士(Dr. Yoshihiro Hishikawa)仍讓吳春桂教授實驗室之

博士後研究陳家原博士在 100 年 8 月 22 日至 8 月 26 日前往

AIST 受訓一週，學習太陽能電池效率驗證技術，顯示日本人重

允諾之態度。 
吳春桂教授已是第四次前往築波的 AIST，此次在自然處處長領

軍的官方拜訪下始看到菱川博士替業界作太陽能電池模組效率

驗證的實驗室，進一步了解將來要結合業界部分的設備。國科會

補助吳春桂教授建置「有機太陽能電池研究量測實驗室」主要目

的之一，是盼其能在國內建立具國際公信力的量測及驗證技術與

認證標準，然，量測技術或可藉由博士後前往學習獲得，將材料

最佳化的關鍵點則需靠經驗之累積，故，吳春桂教授仍有辛苦的

路要走。 
至於 AIST 提出的「本格研究」概念，則應是我們自然處在轉型

為自然司後該肩負的重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