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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陪同經濟部林次長訪問及出席「圓桌論壇會議」等出國報告 

  頁數 36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灣電力公司/陳德隆/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陳一成/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處/處長/04-26578899 

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101.4.21-101.4.30 出國地區：英國、丹麥 

報告日期：101.6.6 

分類號/目 

關鍵詞：圓桌會議、離岸風力、台英商務聯席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此次出國為奉董事長核派陪同經濟部林次長訪問、出席「台英商務聯席會

議」及「台丹圓桌論壇會議」，並考察 Vattenfall公司 Kentish Flats離岸風

機海域，及拜會丹麥風力發電設備大廠 Vestas 等活動，目的在藉由此次行程

與英國及丹麥相關機構及廠商交換意見、學習並瞭解目前再生能源發展趨勢及

離岸風力發電最新發展情況，並希望能擷取其開發、規劃與工程經驗，可作為

本公司未來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的參考。 

開發離岸風電所面臨的問題比陸域更多更複雜，發展離岸風電從可行性評

估、規劃設計、發包採購到運轉維護各階段皆需更審慎且完整的考量。依丹麥

風力發電設備大廠 Vestas 的經驗，事前妥善的規劃工作是非常重要，所面臨

的挑戰包括前期資料必須是廣泛全面性的，並須考慮到海床條件是變動性的、

海底的流砂會移動、海象影響及鹽渍環境，還有更複雜的安裝及維護工作，在

前期資料的蒐集必須注意到風、海、距離及碼頭等重要風險因子。 

以英國的經驗，其離岸風機產業鏈甚廣，包括風機製造、基礎結構、電氣

工程、海事工程、電纜製造、電纜安裝、統包合約、港埠運作等，我國推廣設

置離岸風機同時，相關產業鏈亦應輔導業界投入。而目前我國離岸風電產業鏈

非常缺乏，將來開發離岸風場面臨的問題及風險應特別謹慎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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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緣由與行程 

一、出國緣由 

本次出國為奉董事長核派，陪同經濟部林次長參加由經濟部安排之出

國會議與參訪行程。本次行程除了陪同次長參加「台英商務聯席會議」及

「台丹圓桌論壇會議」，並規劃拜會英國 GL Garrad Hassan 公司、考察

Vattenfall公司 Kentish Flats離岸風機海域及拜訪丹麥風力發電設備大

廠 Vestas及 BWE電廠，目的在藉由此次行程與英國及丹麥相關機構及廠商

交換意見、學習並瞭解目前再生能源發展趨勢及離岸風力發電最新發展情

況，並希望能擷取其開發、規劃與工程經驗，可作為本公司未來推動離岸

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的參考。 

英國再生能源技術先進，如風力發電、波浪發電及潮流發電等，尤其

是離岸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為世界第一，英國共有250家以上的風力發電廠，

地理位置的優勢使英國成為歐洲最適合離岸風力發電機運轉的地方，離岸

風力發電產業目前正迅速擴展。目前全球運轉中的離岸風機共有 3,568 MW，

其中英國 1,858 MW占比約 52%；其次為丹麥 868 MW，占比 24%，兩國皆有

許多經驗值得國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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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 

 

日期 內容 

4月21日（六） 台北 - 法蘭克福 

4月22日（日） 1.法蘭克福 - 倫敦 

2.沈大使午宴 

3.團務會議 

4.經濟組晚宴 

4月23日（一） 1.出席台英商務聯席會議 

2.拜會行程核能除役局倫敦辦公室 

4月24日（二） 1.拜會 GL Garrad Hassan公司倫敦辦公室並聽取

Vattenfall風場簡介 

2.出發往Herne Bay 

3.考察Vattenfall公司Kentish Flats離岸風機海域 

 

4月25日（三） 1.倫敦 - 丹麥哥本哈根 

2.拜會風力發電設備大廠Vestas，由該公司資深副總裁

Mr. Peter Brun、政府關係部門主任 Mr. Morten 

Dyrholm及新興離岸風電市場部門主任Mr. Casper 

Toft接待 

3.參訪丹麥 BWE電廠，由該公司營運長 Mr. Claus 

Andreasson接待 

 

4月26日（四） 1.出席圓桌論壇會議 

2.哥本哈根 - 倫敦 

4月27日（五） 參訪Thanet離岸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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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六） 1.參訪Thanet離岸風場 

2.倫敦 - 法蘭克福 

 

4月29日（日） 

4月30日（一） 
法蘭克福 - 台北 

 

貳、拜會及參訪活動紀要 

一、拜會 Garrad Hassan  

(一)時間：4月 24日（星期二）10：00〜11：30 

(二)地點：GLGH London office 

(三)會談紀要： 

拜會英國 Garrad Hussan 公司：該公司負責離岸風力系統資深工程師

Huw Traylor 及研究分析師 David Williams 接待我方團員，並各就該公司業

務範圍、全球離岸風機發展現況及我國目前推動情形與我交換意見。該公

司主要業務為海陸域風場、波浪潮汐發電、太陽光電等之工程規劃及策略

分析等項目。目前全球運轉中的離岸風機共有 3,568 MW，其中以英國最

多，1,858 MW，占 52%；其次為丹麥，868 MW，占 24%。我方概略說明

我國離岸風力發展規畫，現階段盼從各方汲取相關經驗，作為我國推動之

參考。Garrad Hussan 公司表示離岸風機產業鏈甚廣，包括風機製造、基礎

結構、電氣工程、海事工程、電纜製造、電纜安裝、統包合約、港埠運作

等，我國推廣設置離岸風機同時，相關產業鏈亦應輔導業界投入。另該公

司認為臺灣離岸風電產業鏈尚未齊備，將來開發離岸風場面臨的問題及風

險較高。另有關施工噪音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參考國外經驗，應可研究

使用泡沫減緩聲音，或先有警告聲讓海豚遠離以為保護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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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ad Hassan 

簡介 Garrad Hassan & Partners 公司（GH）是 Germanischer 

Lloyd AG 集團（GL）旗下成員之一，屬於 GL 再生能源顧問業

務的一部分。GH 提供整合式全球服務，在全世界 40 個營運處

擁有超過 650個員工，提供計劃全生命週期的服務及軟體產品。 

GH主要提供技術及工程服務、軟體產品和訓練，包括岸上

及離岸風力發電，以及迅速發展中的波浪、潮汐及太陽能領域。 

憑著將近 30年來所累積的經驗，Garrad Hassan在再生能

源技術、計劃和市場方面，擁有無與倫比的技術知識，其客戶

包括大多數主要發電機製造廠商、開發商、融資機構、投資者

和物主。 

立場與

看法 

1.GH 首次離岸工程研究始於 1993 年。到目前為止，GH 的離岸

風力發電團隊已完成 200 項商業合約和 150,000 個工程時

數，包括 10GW 的營運與維護研究、10GW 的能源產量研究、

7.5GW的合理盡責檢討、和超過 1GW的 FEED研究。 

2.GH亦成立了海洋再生能源團隊，為海洋能源設備與計劃之開

發商、投資者、承包商、融資機構、及其他利害相關者，提

供廣泛的顧問服務，包括波浪及潮汐資源評估、海洋能源設

備之設計及測試、計劃可行性評估、前端工程研究、和技術

合理盡責。 

 

二、參訪 Vattenfall 風場 

(一)時間：4月 24日（星期二）16：00〜17：30 

(二)地點：Herne Bay 

(三)會談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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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Vattenfall 公司 Kentish Flats 離岸風機海域：該風場為英國第一座

裝設 3MW 風機之案例，亦為英國第三個具商業規模的風電計畫。惟本日

因天候不佳，海象惡劣，致無法冒險出船。未能近距離觀察英國離岸風機

設置情形，實屬可惜。 

 

Vattenfall集團 

簡介 Vattenfall 集團是歐洲最大的發電機組和最大的產熱者

之一，主要產品有電力、熱能和天然氣。在電力和熱能方面，

Vattenfall集團於發電、配電和銷售等整個生產鏈均有參與；

在天然氣方面，Vattenfall 集團主要從事銷售事業。此外，

Vattenfall公司還從事能源貿易和褐煤開採。 

母公司 Vattenfall AB為瑞典國家全資所有，核心市場是

在瑞典、德國和荷蘭；於 2010 年，亦在比利時、丹麥、芬蘭、

波蘭和英國等國發展。截至 2010年，共約有 38,000名員工，

綜合銷售額達 213572億瑞典克朗。 

立場與

看法 
Vattenfall的立場： 

1.瑞典的可再生能源生產法規是導致 Vattenfall 公司將主要

資源集中在建造風電場上的主要原因。為了配合能源政策，

在 Vattenfall公司宣佈建造風電場的計劃之後，關閉了一座

主要的核電廠。政府還提出了「綠色許可」以鼓勵發展可再

生能源，這些便利的許可都是促進 Vattenfall公司下決心建

造風電場的動力，許可審批及電廠建設得越快，瑞典的用戶

也就能夠更快的用上綠色能源，這樣一來也就推進了國家的

稅收，從而也就盡快的抵銷了建造風電的成本開銷。 

2.Vattenfall 公司的五年投資計劃，由原本規劃的 2011-2015

年期間有 46％於電力和熱能的投資將用在低二氧化碳排放

的發電，調整為 2012至 2016年期間有 55％用於此。其中大

多投資是在風力發電，將建置大設置容量的風場，主要位於

英國，德國，丹麥，瑞典和荷蘭的海上和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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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風力發電設備大廠 Vestas 

(一)時間：4月 25日（星期三）13:30-15:00 

(二)地點：Hedegaardsvej 88,3rd Floor,2300 CPH S 

(三)會談紀要： 

拜會風力發電設備大廠 Vestas：該公司資深副總裁 Peter C.Brun 及新

興市場行銷處長 Casper Toft 等人接待。首先由工研院綠能所童所長遷祥簡

報我國再生能源現況及未來發展。該公司對於我國發展離岸風力有幾點建

議：發展政策應注重長期規劃且有足夠強度、要有清楚的時間表、設立許

可之核發要注重效率、穩定的金融支持體系、選擇有經驗且具規模之供應

商等。另該公司認為離岸風力示範計畫因規模小，不足以攤提相關成本。

另外，離岸風力相關之結構、海事、電氣、電纜等適合在地化（localization）

供應的比重已達 50%至 70%，風機本身應選擇具專業及規模之供應商。該

公司亦表示，有關永續發展的議題，丹麥盼在 WTO 場域內單獨就綠色貿

易協定進行談判，以及早降低綠能商品的關稅及非關稅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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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s Wind System A/S 集團 

簡介 丹麥的 Vestas Wind System A/S 集團創建於 1945

年，1979 年開始製造風力發電機，1987 年開始專門集中

力量於風能的利用研究，此後便從一個行業先鋒發展至在

全球設有 60個高科技的市場領軍團隊、員工逾 9500人（至

2004年 6月）的大型企業，是全球風機設備供應商之首，

其核心業務包括開發、製造、銷售和維護風力發電系統。 

立場與

看法 

Vestas的立場： 

1. Vestas亞洲區總裁 Thorbjorn Rasmussen看好台灣風

力發電市場，決定來台設立公司，同時與經濟部達成

工業合作協議，未來台電公司風力發電計畫將是高度

爭取的目標。 Rasmussen表示，台灣西部沿海的風力

資源、架構和地理條件非常適合風力發電，再加上政

府強力支持風力發電產業，未來對岸上和離岸的風力

發電都是高度可預期的，因此 Vestas 決定在台灣設

立分公司，將風機零組件供應鏈延伸至台灣，與台灣

業界加強合作。 

2. Vestas公司已擁有 20年的離岸風力經驗，20年的經

驗教會他們「數據的品質」是最關鍵的，據關乎整個

計畫的成敗，所以事前妥善的規劃工作是非常重要，

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前期資料必須是廣泛全面性的，並

須考慮到海床條件是變動性的、海底的流砂會移動、

海象影響及鹽渍環境，還有更複雜的安裝及維護工

作，在前期資料的蒐集必須注意到風、海、距離及碼

頭等重要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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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丹麥 BWE 電廠 

(一)時間：4月 25日（星期三）16:00-17:30 

(二)地點：Lundtoftegaardsvej 93A,2800 Kgs.Lyngby 

(三)會談紀要： 

參訪丹麥 BWE 機電公司：該公司由副總裁 Paolo Danesi 及營運長 Mr. 

Claus Andreasson 等人接待我團，就丹麥能源政策及多元燃料之節能效率簡

報。由於丹麥政府對再生能源的堅持，該公司乃配合電力公司的需求，發

展出多元燃料混燒鍋爐，用當地自產之木片、稻穀等生質燃料，仍可達成

電廠之超高效率。這點對丹麥追求高占比之再生能源非常重要。 

因為高比重風力及太陽光電上網，使電力的供應難以制約，容易造成

系統供需失衡，此問題必須提早防範。該公司發展多元燃料而容量較小，

反應較快之鍋爐，較有利於電力調節，且適合電網朝向分散式電力系統發

展的趨勢。用生質能發電來調節其他再生能源，更有助於達成丹麥在 2020

前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50%，2050 年達 100%免除石化燃料的目標。該國能

實現能源多樣化的目標，關鍵就在於能源政策明確而確定，使電力公司能

與產業界攜手合作，開發出具有彈性的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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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meister & Wain Energy A/S （BWE）集團 

簡介 丹麥的 BWE成立於 1843年，是一家從事先進的超臨

界蒸汽鍋爐設計的歐洲知名工程公司，它還設計、加工系

列的鍋爐配套設備，主要包括低氮氧化物的燃燒爐、煤粉

超級分離器以及高效熱交換器等，此外，BWE公司也對現

有鍋爐進行改造和改進。 

BWE是全球生物質發電技術的領導者，率先研發秸稈

燃燒發電技術，在這家歐洲著名能源研發企業的努力下，

丹麥於 1988年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座秸稈生物燃燒發電

廠。 

議程 Agenda for Taiwan Delegation headed by Deuty Minister Mr. 

Sheng-Chung LIN 

April 25th, 2012 

16:00          Arrival to BWE 

16:00–16:10   Welcome to Claus Andreasson , COO of BWE 

16:10–16:30   The Danish Political Move within Power 

Production - by Clause Andreasson 

16:30–17:15   Utilization of Multi fuel boilers for 

enhanc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by Paolo 

Danesi, Vice Presidenet 

17:15–17:30   Questions 

 

Participants from Burmeister & Wain Energy 

Claus Andreasson, COO 

Paolo Danesi, Vice President Sales 

Flemming Skovgaard Nielsen, Vice President Engineering 

We hope that this program will reflect the wishes of the 

Deputy Minister, the Taiwan embassy and the Delegation and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the BWE pre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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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與

看法 

BWE立場： 

1.於 1998年安裝在丹麥 Nordjyllands發電廠的超超臨界

機組，為全球最早投入運行的，其即由 BWE公司設計生

產，發電效率創造當時的世界紀錄，達到 47%。 

2.去(2011)年 BWE公司的 Paolo Danesi來台訪問時介紹

分析多元燃料之可行性，若能使燃料之來源多元化、提

升能源效率，將能更兼具成本考量，讓燃料價格影響降

至最低。 

 

五、出席圓桌論壇會議 

(一)時間：4月 26日（星期四）09:30-11:00 

(二)地點：丹麥工總會議室 

(三)會議紀要： 

 

1.致詞稿 

Meeting with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Opening Remarks by Deputy Minister Sheng-Chung LIN 

26. April 2012 

 

Director Hans Peter Slente,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t is indeed my great honor to attend this meeting with the most renowned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Denmark toda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for organizing this meeting and for inv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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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experts from business and politics to share with us their own views on 

future Denmark-Taiwan relations. 

Last year, Taiwan enjoyed a st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recovery. Our GDP 

increased 4.5 percent.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grew, by 12.3% and 12.1%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our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4.4%, the best 

performan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However, 

dark clouds have been gathering over the economy.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the Euro-zone has exerted an increasingly 

adverse impact on Taiwan’s external trade. Our exports grew by merely 0.6% 

last December while our imports decreased 2.7% during the same time. 

As for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ccording to our statistics, the total trade amounted 

to US$658 million, an increase of 18.1%. Taiwan’s exports to Denmark grew by 

14.2%, and our imports from Denmark jumped 24.3% last year.  

To cope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global economic, we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free trade and deepen cooper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with our partners 

will bring prosperity and job opportunities. Denmark enjoys an advantage in 

renewable energy, clean technology,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industries while 

Taiwan is developing green energy,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boutique 

agriculture with its strong ICT foundation. There is much room for cooperation 

in these sectors.                                                                                                                                                 

As for energy, Taiwan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Currently, our goal is to meet 16% of the island’s electricity needs 

with renewable energy by 2030, and we are providing market-based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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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ew and existing utility-scale facilities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Later, Director Sue from Bureau of Energy will brief you more detail about our 

energy policy. As we share the same goal and Denmark is one of the world leaders 

in these areas, I look forward to exchanging views with you today. 

Regarding Danish another well developed industry, pharmaceutical, I 

learned that R&D is one of the highest expenditure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With the sig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with 

Mainland China in 2010, we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s on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on investment. Medical service is one issue included in 

trade in services. Currently, hospital establishment in Mainland China can be 

100% owned by Taiwanese and several Taiwanese has established medical center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can serve as a bridge for Denmark to tap the huge 

potential in this potential market.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work with us, 

so that we can create another success story in Denmark, in Taiwan and probably 

also in China. 

Danish products and services bring people in Taiwan better and brighter 

life. Quaker milk powder, Lego bricks and Danish hams shipped by Maersk to my 

country make our living style connected. We sincerely hope to increase bilateral 

relation by a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A Taiwan-EU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an not only lower the tariff but also eliminated some technical 

requirement, as well as providing consumers both in Taiwan and Denmark more 

high quality products.  

I wish all of us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and fruitful discussions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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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程 

Round Table Meeting with Taiwan 

April 26th 9.30-11:00 

Agenda 

09.30  Welcome by Director Hans Peter Slente, Danish Energy Industries 

Federation – part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Danish Industries 

09.40   Remarks by Deputy Minister Sheng-Chung Lin, MOEA, Taiwan 

09.45   Presentation by Mr. Martin H. Thelle, Director and Partner, Copenhagen 

Economics: Potential Gain for Denmark from EU-Taiwan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10.00   Presentation on cross-strait Economic Framework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F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by Mr. 

Ming-Shy Chen, DDG,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MOEA, Taiwan 

10.10   Briefing on Energy policies and possibilities in Taiwan, by Mr. 

Jin-Sheng SU, Director, Bureau of Energy, MOEA, Taiwan 

10.20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CNAIC, Fritz J.C. Jang, Secretary General, 

CNAIC 

10.25   Presentation of Danish companies 

10.40   Q&A – dialogue 

11.00   End of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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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 Thanet離岸風力發電場 

(一)時間：4月 27~28日 

(二)地點：Thanet離岸風力發電場 

(三)參訪紀要：詳如肆、附件及參考資料二、參訪 Thanet風場簡報 

 

參、會議暨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經由本次出國參加會議與參訪的行程，瞭解了英國及丹麥在再生能

源發展及風力發電的經驗。開發離岸風電所面臨的問題比陸域更多

更複雜，發展離岸風電從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發包採購到運轉

維護各階段皆需更審慎且完整的考量。依丹麥風力發電設備大廠

Vestas 的經驗，事前妥善的規劃工作是非常重要，所面臨的挑戰包

括前期資料必須是廣泛全面性的，並須考慮到海床條件是變動性的、

海底的流砂會移動、海象影響及鹽渍環境，還有更複雜的安裝及維

護工作，在前期資料的蒐集必須注意到風、海、距離及碼頭等重要

風險因子。本處刻正辦理「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南區海氣象觀測

塔」的規劃建置工作，期望將來藉由海氣象資料的充分蒐集與分析，

降低公司投資設置離岸風場的風險。 

二、依英國的經驗，離岸風場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技術與產業能力，技

術因素包括較大的風力機、較佳的基礎、較合適的安裝船等，產業

能力則包括連續生產（serial production）、安裝技術的進步等，

以降低離岸風場開發的成本，而產業界（包括開發商與承包商）為

驅動此一進步的主要力量。離岸風機產業鏈甚廣，包括風機製造、

基礎結構、電氣工程、海事工程、電纜製造、電纜安裝、統包合約、

港埠運作等，我國推廣設置離岸風機同時，相關產業鏈亦應輔導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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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投入。而目前我國離岸風電產業鏈非常缺乏，將來開發離岸風場

面臨的問題及風險應特別謹慎面對。 

三、台灣雖可以學習歐洲的離岸風電開發經驗，但也不宜直接引用他國的

經驗，因為各國的供應鏈、產業強項、資源條件都不同。在投入離岸

風場開發之前，必須先考慮技術可行性，而示範計畫即相當重要，因

其能提供早期的試驗與學習機會。近期能源局即將推動的「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獎勵設置離岸示範機組，應可為本公司開發

離岸風力的試金石，由實際施作中累積經驗與技術，可降低首次開發

大型離岸風場的風險。 

四、參訪 Thanet離岸風場心得 

(一)Thanet 風場 100 架離岸風機可在 100 天內完成安裝，表示英國

在離岸風力之規劃與施工，已具備豐富的經驗及能力。 

(二)該風場運轉 2 年，其可用率均能維持在 95%以上，顯示風機之開

發已臻成熟，並有足够的運轉維護之能力及能量。 

(三)環視歐洲離岸風力之發展，已將進入 ROUND 2較深海之進程，此

時，我國正要推展離岸風力，如能引進歐洲成功的經驗，妥善規

劃並運用其既有資源，應可大大減低工程風險，提高可行性。 

(四)唯工程中，民情溝通與生態環境議題之共識如何達成，應是國內

大力推動離岸風力所面臨的大問題。 

(五)另國內業界如何整合，如耗資龐大的工作船隊是否國內自製？涉

技術轉移的零組件之國產化問題，碼頭是否共用？均亟待定調。 

(六)台灣可開發之海域有限，能源、港務、漁業、觀光及國防等資源

運用如何分配，應及早解決，避免因衝突而使各項計劃無法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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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及參考資料 

一、英、丹、葡能源供需概況與再生能源發展現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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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英國 Thanet離岸風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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