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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能研究所為國內聚光型發電技術發展先驅，2012 年海峽兩岸首度將聚光型

太陽能發電技術納入兩岸搭橋計畫項目之一，核能研究所派員參加於大陸保定市

舉辦之 2012 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並以兩岸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

合作契機為題於會議中發表演說，獲得與會人士熱烈迴響，期望為兩岸聚光型太

陽能發電產業搭起合作之橋樑，有助於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爭取商機。此

行並參訪大陸再生能源產業與研發機構，進行資訊與技術交流，瞭解兩岸合作契

機，作為國內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策略擬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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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公差主要目的是參加於大陸保定市舉辦之 2012 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

作及交流會議，並以兩岸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合作契機為題於會議中發表

演說，期望為兩岸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搭起合作之橋樑。此外，參訪大陸

再生能源相關產業與研發機構，瞭解大陸市場發展趨勢，並進行資訊與技術

交流，以增進國內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對於大陸市場之瞭解，裨益合作策

略之擬定，進而爭取商機。 

近年來，全世界再生能源產業處於極低迷之狀態，2012 年海峽兩岸首度

將聚光型太陽能發電技術納入兩岸搭橋計畫項目之一，又核能研究所為國內

聚光型太陽能發電技術發展之先驅，期望藉由參加此次會議，促使兩岸聚光

型太陽能發電產業，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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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公差為期六天，自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行程由工研院綠能所

協助安排。詳細之行程請參考下表。 

 

日   期 行       程 

2012.8.27 
 去程 

 下午參訪金風北京風電生產基地 

2012.8.28 
參訪八達嶺中科院電工所延慶太陽能熱發電站與中材科技風電葉片

股份有限公司 

2012.8.29 
參訪保定國電風力機整裝廠與葉片廠、保定天威英利公司，以及保

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2012.8.30 參加「2012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2012.8.31 參加兩岸新能源產業搭橋執行小組會議/PV工作分組會議 

2012.9.1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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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綜合說明此次出差之心得如下： 

(一) 參訪活動 

1. 北京金風科創風電設備有限公司：該公司為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資子公司，致力於大型風力發電機組的研究開發與生產製造，是目前大陸最

大的風力發電機組整機製造商。此次參訪位於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是北京

金風科創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新建的運營管理總部，亦為該公司之研發生產基

地與維修服務基地。成立於 1998 年的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大陸風電設

備研發及製造行業的領軍企業和全球領先的風電整體解決方案供應商，亦是

全球最大的直驅永磁風機研製企業，也是大陸內地最早從事風電設備國產化

的企業。金風風機的問世結束了大陸風電設備單純依靠進口的歷史，目前已

經躋身全球風電行業十強行列。 

2. 電工所延慶太陽能熱發電站：該電站由大陸中科院、皇明太陽能股份有限公

司和華電集團聯合開發建設，總投資金額 1.2 億人民幣，是大陸首個自主智慧

財產權高溫熱發電專案，也是亞洲第一座塔式太陽能熱發電站。從太陽能塔式

電站的概念設計、初步設計、施工設計及設備安裝和調試工作，建立太陽能熱

發電技術的研發體系和標準規範體系，可以掌握高精度聚光器、聚光場、直接

過熱型吸熱器、儲熱和發電單元及系統設計技術，以及總體、光場、機務、儀

控和電氣設計技術，申請發明專利 43 件，目前已授權 11 件，並編制了首部太

陽能熱發電國家標準。電站建設六年之後，於 2012 年 8 月 9 日成功併網發電，

電工所延慶八達嶺太陽能熱發電實驗電站全系統貫通，首次太陽熱能發電實驗

成功。電工所人員詳細解說目前運作情形，並特別說明太陽能塔式電站流線外

型設計始末。圖一為延慶八達嶺太陽能熱電發電實驗電站全貌。 

2006 年延慶縣被北京市政府確定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範縣，經過近幾年發

展，新能源產業發展基礎日漸成熟，2010 年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比重已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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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位於延慶新能源示範基地內，中國科學院電工所的綠色能源分佈式

智能電網研究示範園區正式啟動，前面提到的電工所延慶太陽能熱發電實驗電

站就位於示範園區內。據介紹，示範園區包括低碳太陽能科技館和 1MW 太陽

能發電技術示範區。太陽能示範區包含晶矽、薄膜、聚光等 3 種不同之發電系

統，此外，尚有逆變器區、光熱發電區等 50 多種不同技術類型展示區，大陸

國家氣象局已規劃建立中國太陽能發電光資源檢測試驗基地。延慶已形成的新

能源產業優勢，將為該示範園區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圖二是立於示範園區

內之大型廣告板，可以清楚看到整個智能電網的規劃與架構，圖三是初步建置

完成的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系統(12.767kWp)，此外尚有 CIGS 薄膜太陽電池發電

系統(11.34kWp)及雙接面非晶矽薄膜太陽電池發電系統(10.84kWp)。 

3. 中材科技風電葉片股份有限公司：中材科技風電葉片股份有限公司隸屬於大

陸中材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並承繼了北京玻璃鋼研

究設計院五十多年玻璃鋼/複合材料研究開發的技術和經驗，是一家專業從事風

電葉片的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和服務的高科技企業。中材葉片總部位於北

京八達嶺經濟開發/北京市新能源產業基地，擁有北京總部、甘肅酒泉、吉林白

城三個兆瓦(MW)級風電葉片產業基地，其中北京總部擁有兆瓦級葉片示範生

產基地、新產品設計開發中心、研發實驗中心和模具製造中心，目前公司具有

年產 3000 套兆瓦級風電葉片的生產能力，規模化、專業化水準在大陸地區位

居行業前列，並躋身風電葉片製造行業前三名，在行業內打響了“中材葉片”品

牌。 

4. 保定天威英利公司：英利綠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太陽能公

司，也是全球首家擁有完整產業鏈的光伏元件製造商之一。業務主要包含光伏

元件的研發、生產和銷售，產品主要銷往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法國、

韓國、中國和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在太陽能光伏產業上，保定之中國電穀是大

陸最大的太陽能光伏設備生產基地。英利是世界第四家、大陸具備完整產業鏈

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擁有大陸唯一的太陽能電池研發中心和大陸首家國

家級光伏技術重點實驗室。公司總部位於大陸保定，員工總數超過 16,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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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設有二十多個分支機構及辦事處，於 2007 年成功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安裝在全球範圍內的英利元件已經超過 4 GW，獲得多項國際權威

認證，包括社會責任管理體系認證 SA8000、國際品質管制體系認證 ISO 系列

認證等。參訪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獨特的公司文化與員工對公司的強烈向心

力。圖四是英利公司光伏屋頂 10MW 並網發電系統之矽發電模組。 

英利集團首席技術官宋登元博士於參訪過程特別提到“熊貓”電池技術，宋博士

表示“熊貓”電池技術是一種高效率低成本的技術路線，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

和發展潛力。“熊貓”組件具有數種技術優勢：一是領先的光電轉化效率，目前

英利生產的熊貓電池的平均效率已達 19%，最高效率達到了 20%；其次是實驗

數據顯示，與普通 P 型單晶矽組件 2%的初始光衰減相比，熊貓組件的初始光

衰減幾乎為零。因此，在長期使用過程中熊貓組件的效率更穩定，發電量更多；

再者，與普通 P 型單晶矽組件相比，熊貓組件具有優異的高溫特性，溫度係數

比傳統組件低 6%—9%，尤其適用於高溫地區。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已

經證明，熊貓組件具有優異的弱光特性，在早晨和傍晚比普通 P 型單晶矽組件

能發更多的電，性價比非常高。宋博士最後指出，採用透明背板封裝或雙面玻

璃封裝技術，更讓熊貓組件具有獨特的雙面發電功能。此項研發技術與本所規

劃的矽晶太陽電池未來研發方向不謀而合。 

(二) 參加 2012 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1. 2012 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於河北省保定市電谷國際飯店舉

行，會議議程請參考附錄，本次會議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風電技術與太陽光

伏技術。2012 兩岸可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約有 200 人(含台灣 53 人)

與會。大會主題發言及光伏技術論壇內容涵蓋廣泛，包含政策、融資、市場、

標準、技術、經驗(案例)等，惟美中不足之處為時問控制不佳(延遲半小時以

上)。 

2. 核能研究所太陽能專案計畫主持人郭成聰博士以兩岸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

合作契機為題發表演說(圖五)，獲得與會人士熱烈迴響，期望為兩岸聚光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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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發電產業搭起合作之橋樑，有助於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爭取商機。

會後郭博士接受新華通訊社河北分社採訪，針對新華社提出的(i)聚光型與矽

晶型太陽光電之差異，(ii)聚光型太陽光電之優勢，以及(iii)對美國採取雙反等

問題，發表看法。聚恒太陽能公司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弋洋先生表示關切，

並交換名片，咸認為聚光型太陽光電目前成本仍高，持續降低成本為市場發

展之必要條件。弋洋先生亦表達與森瓷科技公司(台灣廠商)合作進行聚光型太

陽電池封裝之意願。 

3. 近一、兩年，太陽光電產業因供過於求問題，呈現一片黯淡，廠商無利可圖，

並出現重整/整併/結束營業的現象。惟與會人士普遍認為太陽光電需求仍持續

增長，並沒有停滯，因供過於求造成的降價求售現象，已經慢慢改善，如廠

商能撐過未來一、兩年，則前景仍可期。 

(三) 參加兩岸新能源產業搭橋執行小組會議/PV 工作分組會議 

1. PV 工作分組會議之主持人為北京鑒衡認證中心副主任萬琳先生與我國 PV(光

伏)工作分組召集人吳駿寬先生。討論議題包含：(i)兩岸光伏建築應用合作探

討，(ii)兩岸光伏電站融資與投資平臺探討，(iii)兩岸投資環境評估及融資風險

探討，及(iv)兩岸系統驗收標準化及鑑價機制探討。 

2. 對於兩岸搭橋會議，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得，就是會議之決議事項無法有效

落實。因此，與會之海峽科技公司總經理駱建國先生主張以 6 項 KPI 來檢驗

會議成果，包括(i)成立合資公司件數，(ii)成立合作計畫件數，(iii)作為國際標

準(案例)件數，(iv)金太陽示範工程補助台商比例(經費、家數)，(v)異業整合(如

智能電網)件數，以及(vi)專家研討(Seminar)次數等，以作為檢討成效之評估標

準。整體而言，大家仍希望有關規範(標準)、融資及光伏應用等待努力之課題，

在下次會議前有具體成效。 

3. 與會人員提到金太陽示範工程補助政策搖擺，內容不透明，申請流程繁複。

北京鑒衡認證中心首席專家/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王斯成先生認為，大型電站(聚

光型)目前並未被列入金太陽示範工程補助項目，惟可爭取提高電價補助。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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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達電通公司(台達電子公司之子公司)表達願意提供申請金太陽示範工程

補助之經驗予其他廠商，國泰世華銀行歡迎大家詢問再生能源相關之融資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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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 聚光型太陽能發電技術有別於其他太陽能發電技術，涵蓋 III-V 族化合物太

陽電池、玻璃矽膠透鏡、射出成型壓克力透鏡及追蹤系統等技術，都是國內

產業發展成熟之技術，若能有效進行垂直整合，有機會成為國內重要之本土

化產業。2012 年兩岸雙方首度將聚光型太陽能發電技術納入兩岸搭橋計畫

項目之一，建議積極協助廠商於大陸建置驗證系統，以開拓大陸市場，進而

爭取全球商機。 

(二) 太陽能協會理事長吳駿寬先生表示，協會後續會盡量協助蒐整台商面臨問

題，與大陸相關再生能源單位協商，以解決台商面臨之問題。建議核能研究

所加入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保持與廠商交流之機會，亦可與兩岸搭橋會

議資訊不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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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圖 

 
圖一、延慶八達嶺太陽能熱發電實驗電站。 王疆煒攝. 中國服務外包網版權及免

責聲明 ..延慶八達嶺太陽能熱發電實驗電站全貌照片 

圖片來源：

http://big5.mofcom.gov.cn/gate/big5/chinasourcing.mofcom.gov.cn/c/2012-08-17/1321

02.sht 

 
圖二、示範園區內之大型廣告版，清楚勾勒智能電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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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示範園區之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系統，裝置容量 12.767kWp 

 

 
圖四、英利公司光伏屋頂 10MW 併網發電系統之矽發電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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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核能研究所郭成聰博士以兩岸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產業合作契機為題 

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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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2012 兩岸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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