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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會議為 ISO 與 IEC 兩國際標準組織共同組成之

「 ISO/TC22/SC03/JWG1 Vehicle to Gri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V2G CI)」聯合工作組，主要討論電動車輛與供電

網路間 (V2G)通訊介面之系列標準，分別為 ISO 15118-1 至

ISO 15118-8 共 8 種標準，該系列標準之通訊介面定義依據網

路運作方式，共分成 7 個不同的層級，每個層級按照網路傳

輸模式進行定義，並依其不同層級有其相對應之試驗方式，

另外亦於本次會議針對電動車輛與電網間無線通訊之使用

案例、資料連結層及實體層之定義與規定，通過標準建議

案，並進行後續之草案研擬工作。  

會議召開時間為 101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4 日，會議地

點 為 美 國 洛 杉 磯 南 加 州 愛 迪 生 公 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由美國南加州愛迪生公司協辦此會議，與會

代表主要來自歐美亞等國際主要車廠與電力業者。  

此次參加會議緣由為我國於 100 年公告 CNS 15511 有關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之介面及安全要求之國家標準，財

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與歐洲五大車廠 (BMW、

DAIMLER、Audi、Volkswagen、PORSCHE)亦同時進行電動

車輛充電系統之技術性交流與合作，並於 101 年 3 月來台就

我國電動 車輛充 電系統 之國家 標 準內容提 供實質 上建 議

(例：未來國際標準發展方向及目前國際標準可能遭遇之問

題 )，並允諾尋求機會邀請我方參與國際標準討論。因該會議

之工作組秘書處為 Volkswagen(VW)擔任，分別於 101 年 5

月及 10 月以電子信件邀請我方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項會議。 

參與本次 ISO/IEC 國際組織會議，實為難得之機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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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國際標準推動之現況與方向外，亦了解到兩大國際標準

組織 ISO 及 IEC 聯合工作小組議事之進行，將有助於國內推

動電動車輛及智慧電網等相關標準之制定。並在最後提供未

來國內相關標準執行之建議，以作為國內未來推動電動車

輛、智慧電網相關計畫時之參考。  

我國目前主要電動車輛相關國家標準，大多參考 ISO、

IEC 國際標準制定，且國內相關車輛法規大部分亦參考歐盟

車輛法規 (UNECE)制定。藉由參與本次 ISO/IEC 聯合工作會

議，除可蒐集電動車輛與電網間國際標準制修訂之最新動態

及未來之標準技術發展的趨勢，亦可使得未來研擬及制修訂

相關國家標準時可與國際標準同步，並可提供我國電動車輛

相關產業及單位作為技術開發及市場因應之準備。在此時機

上，更可配合國內建構電動車輛運行環境，諸如電動車輛交

/直流充電系統及標準之建置、電動車輛營運系統之管理，並

可與歐、美、日、韓等各國車廠及電力業者建立日後良好之

互動管道，並作為持續爭取受邀參與國際標準組織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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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目的  

一、前言  

為因應全球暖化、石油危機使得世界各國均針對節能減

碳議題進行一連串的政策推動，以及因人口逐漸成長全球日

前已突破 70 億人口，尤其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及城市在

綠色運輸及空氣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議題更加重要。因此各

國政府正積極尋求高能量效率、零污染排放之電動車輛，成

為各國取代燃油車輛選擇，可同時達成節能減碳、減少能源

依賴、增進環境品質等諸多功效，也成為各國車輛產業重新

佈局的契機。  

依目前而言，無論電動車輛在產業上、技術能力、標準

化及政策面，各國均已完成第一階段的電動車輛技術研發，

且進行相關試量產並展開相關示範運行計畫，目前均已達到

相當之成效。在關鍵技術如整車性能 (例：續航力、爬坡力、

能量利用率等 )、鋰電池系統及充電系統上在技術上均有所突

破，使得純電動車顯然成為節能減碳、環境保護、控制交通

排氣污染的明日之星。此外應用面也從一般家用車輛，擴展

到大眾運輸車輛、商用車輛及輕型車輛 (例：電動巴士、電動

貨車、電動機車等 )，可逐漸提昇環境保護、交通運輸及能源

經濟等整體效益。  

目前世界先進各國尤其以歐美日為首的國家，均積極推

動電動車輛，依據丹麥及以色列相關研究 (如圖 1)，可預期

的在一定數量的電動車輛使用充電時，在未有相當電網管理

的情況下，勢必會衝擊到現有電力網路。若有相當的因應措

施，則可使用電安全之衝擊降到最低，因此建構電動車與電

網間之通訊介面即為首要工作。此外，國內相關單位亦正展

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其中在智慧用戶端部分，考量電動車

對電網間的衝擊，也將電動車充電與電網間之一致性通訊技

術納入相關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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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電動車輛與電網間通訊涉及道路車輛、電力設備與通

訊等。道路車輛相關國際標準目前由道路車輛技術委員會

(ISO TC22 road vehicles)進行標準制修訂，技術層面涉及車

輛上之電子電機設備技術者，由該委員會下轄之分組委員會

(ISO TC22/SC 03)進行相關標準工作。另外電動車輛與電網

間通訊電器設備，諸如充電系統及配電設備，則由電動道路

車輛及電動道路貨車技術委員會 (IEC TC69 Electric road 
vehicles and electric industrial trucks)下轄之電源供應及充電

器工作組 (IEC TC69/WG4  Power supplies and chargers)進行

標準制修訂。因此上述國際標準組織 ISO 及國際電工組織

IEC 兩工作組針對電動車輛與電網間之通訊介面進行合作，

並組成聯合工作組 (Joint Working Group, JWG)進行國際標準

制定。目前該聯合工作組已針對 ISO/IEC 15118-1~ISO/IEC 
15118-8 等 8 種電動車輛與電網間通訊標準進行研擬工作。  

我國電動車輛相關 CNS 國家標準均以國際標準為主，截

至 101 年 12 月底，已完成制修訂電動車輛整車 (不含電動機

車 )、充電系統、電池、馬達 /控制器及電磁干擾 /耐受等 44
種國家標準，作為國內現階段智慧電動車發展之參考依據，

相關標準內容詳如圖 2。後續將掌握 ISO/IEC 15118 系列標

準制定進度，依此標準調和為 CNS 國家標準。  



 7  

 
資料來源：  APEC Workshop on  Energy and Green  Transpor t  Benefi ts of E lect r ic 

Veh icles,  24,  25 & 26 October  2011,  Hong Kong 

 

圖 1 電動車輛對電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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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9-2、 ISO 6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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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標準調和22種，制定
中1種(ISO 7637 series、ISO 

11451 series 、ISO 11452 
series 、)

參照國際標準及國內產業現
況2種，規劃及制修訂中6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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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標準規劃制定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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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國電動車輛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現況  



 8  

二、目的  

本案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本局「參與新興

科 技 之 國 際 標 準 化 活 動 」 科 發 基 金 計 畫 ， 項 下 之 出 席

「 ISO/TC22/SC03/JWG1 Vehicle to Gri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V2G CI)」國際標準工作組會議。藉由參與該系列

標準會議可掌握國際最新相關標準發展動態及方向，並獲取

及研析國際最新的產業趨勢、技術標準發展方向等，並提出

因應之建議，提升標準業務之承辦同仁對於國際趨勢之掌握

能力。此外，未來參考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調和為國家

標準可為電動車輛及未來充電基礎設施間達到良好的互操

作性，並成為帶動能源經濟價值鏈的關鍵因素。  

三、行程簡介  

本次會議召開時間為 101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4 日，會

議地點為美國洛杉磯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由美國南加州愛迪生公司協辦此會議，本次

會議一同出席者有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藍培

修經理。此外並於 11 月 15 日與韓國現代汽車工程師一同拜

訪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討論電動車輛 V2G 實際檢測驗證技

術與設備等。參與會議之行程表詳如表 1，ISO/IEC JWG V2G 
CI 會議內容詳如圖 3。  

因 本 次會 議 為 討 論 電 動 車與 電 網 間 通 訊介 面 國 際 標

準，另外其他如電動車輛電系統之安全要求、介面規定、通

訊要求均與本次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息息相關。有關電

動車輛相關之 ISO 及 IEC 標準規劃及分工詳如圖 4 及圖 5，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將於 2013 年中陸續完成公告，將作

為國際間電動車輛充電系統與電網或電動車輛間一致性通

訊之重要參考依據，更使得 ISO 及 IEC 兩組織在密切合作分

工下，相關國際標準終將成為一套具系統性及廣泛性的標

準，以利達成推動標準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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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加會議緣由為我國於 100 年公告 CNS 15511 有關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之介面及安全要求之國家標準，另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大 電 力 研 究 試 驗 中 心 正 與 歐 洲 五 大 車 廠

(BMW、DAIMLER、Audi、Volkswagen 及 PORSCHE)進行電

動車輛充電系統之技術性交流及合作，並於 101 年 3 月來台

就我國電 動車輛 充電系 統之國 家 標準內容 提供實 質上 建

議，並允諾尋求機會邀請我方參與國際標準討論。又本次會

議之工作組秘書處為 Volkswagen AG(VW)，因此於 101 年 10
月以電子信件邀請我方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項會議。  

 

表 1 赴美國行程表及參訪目的  

起迄日期  到達地點  工作項目主題  

11 月 12 日 (一 ) 台北→美國洛杉磯  去程  

11 月 13 日 (二 ) 

11 月 14 日 (三 ) 
美國洛杉磯 (LA)南加州

愛迪生電力公司  
參加 ISO/IEC JWG V2G 

CI 工作小組會議  

11 月 15 日 (四 ) 美國洛杉磯 (LA)致茂電

子美國分公司  參訪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  

11 月 16 日 (五 ) 美國洛杉磯→台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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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SO/IEC JWG V2G CI 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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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動車輛相關之 ISO、 IEC 標準規劃藍圖  

 

 
圖 5 依據 7 個不同層級的網路運作方式與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 6 個起草團隊之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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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調查概要  

一、  參與「 ISO/TC22/SC03/JWG1 Vehicle to Gri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V2G CI)」國際標準工作組

會議  

(一 ) 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分為 2 天舉行，第 1 天主要針對進行

ISO/IEC15118-1~ISO/IEC 15118-8 等 8 種標準議題

討論。第 2 天主要就第 1 天所討論內容與結果進行

確認。  

1. 會議內容  

(1) 會議說明  

本次會議為 ISO/IEC JWG V2G CI 聯合工作組

針對電動車輛與電網間通訊系列標準內容行

討論。會議現場及討論情況如圖 6 及圖 7。  

會議開始首先由會議主席開場說說明本次會

議緣由。並由此次會議協辦單位 SCE 說明承辦

本次會議之經過後，隨後由與會人員逐一自我

介紹。本次會議人員主要來自德、法、美、日、

韓等國，均為整車廠及電力行業所派出之代

表，報名人員與取得之名片詳附件 1 及附件 2。 

該會議與會人員名牌僅顯示姓名及公司名

稱，並無顯示出國家別，會場發送之名牌如圖

8，另限於名牌長度單位別僅以〝Bureau of 

Standards〞表示。  

經與會人員自我介紹後，由主席先就本次會議

前之所有草案狀況進行簡要說明後，即依本次

規劃之會議內容進行討論及決議，如圖 9。  



 13 

  
圖 6 會議現場  圖 7 會議討論情況  

 

  
圖 8 會議名牌  圖 9 主席說明本次會議情況  
 

(2) 本次會議討論順序及內容如下：  

  就上次會議 (2012 年 6 月 5 日~6 月 6 日南京會

議 )及  決議情況進行報告 (略 )。  

  ISO/IEC DIS 15118-1 標準草案現況說明 (說明

 者： Jundel，單位：RWE 德國萊茵集團 ) 

－  報告自上次南京會議後之標準工作進度。  

－  報告後續推動之目標。  

備考 1.  德國萊茵集團 (RWE)為德國第二

大、歐洲前五大提供公共事業企業電

力、瓦斯及水等能源服務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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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5118-1 討論內容及會議決議：  

  總意見數量 :278。  

  同意 /修正後同意之意見 :93%。  

  開放意見 :<1%。  

  意見駁回註解=7%。  

決議：  

該標準 (ISO/IEC 15118-1)將逕提為國際標準。  

  ISO/IEC DIS 15118-2 標準草案現況說明 (說明

 者：Heinrich，單位：戴姆勒集團 (Daimler)) 

－  報告自上次南京會議後之標準工作進度。  

－  報告 DIS(技術委員會通過之版本 )狀態，檢

討標準技術內容及後續推動之目標。  

ISO/IEC 15118-2 討論內容及會議決議：  

首先報告 ISO/IEC 15118-2 投票結果，該標準

為 ISO 及 IEC 聯合進行之標準，因此由個別組

織進行投票，投票結果與決議如下：  

ISO P-members voting 

  15 位中 13 票贊成=87%(通過條件

 >66.66%)。  

  8 位 P-member 棄權 (不計算在本次投票中 )。 

  由會員體投票。  

  15 位中 2 張反對票=13%(通過條件<25%)。 

  提供之意見均已處理完畢。  

IEC P-members voting 

  22 位中 20 票贊成 =90.9%(通過條件 >66.7%)。 

  6 位 P-member 棄權 (不計算在本次投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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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會員體投票。  

  22 票中 2 張反對票=8.7%(通過條件<25%)。 

  有 8 個國家提供意見。  

決議：  

－  核准 ISO/IEC 15118-2 進入審批 (FDIS)階

段。  

－  2013 二月底針對 15118-2 之文件進行最後

相關面對面會議討論。  

－  後續工作部分，規劃 2013 年 3 月以前完成

FDIS 作業。  

  電力線載波通信 (power line carrier 

 communication, PLC Communication)多系統

 共存性問題探討 (韓國 KATS 針對上次南京會

 議後之技術報告 ) 

會議技術性討論內容：韓國代表針對 ISO/IEC 

12139-1 適用於電力線載波通信 (PLC)系統之

智慧電表所進行的示範運行計畫，並依上次南

京會議之決議，於本此會議再次進行更詳盡之

技術說明，針對 PLC 多系統共存性之問題，比

如發電、輸電、配電、用電端均使用 PLC 系統

後，對於多系統共存性所造成之問題提出看

法，與會代表並針對該議題進行廣泛性討論。  

韓國自 2004 年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自動讀表

(Automatic Metering Reading, AMR)系統裝設

計畫。韓國並於 2010 年開始大規模依照

ISO/IEC 12139-1 裝設使用具 PLC 系統之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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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表系統。於 2012 年時將自動讀表系統裝設

在 50 萬戶家庭，規劃 2013 年至 2015 年裝設 1

千萬戶家庭，至 2020 年裝設 1 千 8 百萬戶，

會場現況如圖 10 至圖 13。  

報告結論：針對 ISO/IEC 12139-1 與 HPGP 間

之干擾 (interference)進行試驗，其進行之相關

試驗均顯示結果為失效。  

－  不僅 HPGP 使用於市電情況，連於主幹線

(main line)上，以 HPGP 技術主之具區塊效

應濾波器 (blocking filter)之主通訊協議

center protocol(CP)均具有顯著的訊號損

耗。  

－  如使用於相同的傳輸介質 (coupling to a 

same media)損失率高達 60%、使用於分離

的傳輸介質損失率高達 8%、連結至具區塊

效應濾波器的分離傳輸介質其損失率亦高

達 3%。  

因此即使在最好的環境下 ISO/IEC12139-1 技

術內容及 HPGP 技術內容還是不能共存。  

在使用多節點多點、批量加載 (bulk load)的情

況下，損失率預計將指數增加。  

決議：  

會議中技術性討論甚多，惟須更多的細部技術

資訊及說明，主席裁示由韓國代表於下次會議

(巴黎會議 )中提出更多建議性作法，並列於會

議決議內。  



 17 

 
圖 10 韓國代表依照 ISO 12139-1 裝設使用 PLC 系統之

智慧電表之計劃說明  

 

 
圖 11 韓國代表就 ISO/IEC 12139-1、Home Plug GP、

G3-PLC 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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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韓國代表說明試驗結果與結論  

 

 
圖 13 韓國代表說明試驗結果與結論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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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 DIS 15118-3 標準草案現況說明 (說明

 者：Szychter，單位：法國雷諾汽車 (Renault)) 

－  報告自上次南京會議後之標準工作進度。  

－  報告 DIS(技術委員會通過之版本 )狀態、總

覽標準技術內容及後續推動之目標。  

ISO/IEC 15118-3 討論內容及會議重要決議：  

－  雷諾所主導的起草團隊 (PT4)經多次討論

後，決議將使用 HomePlug GreenPHY 技術

於 ISO/IEC 15118-3 中。  

－  原先本本提出之 HP GP 及 G3 技術內容將被

刪除。  

有關 ISO/IEC 15118-3 將 HomePlug GreenPHY

技術以規定性附錄納入該標準強制規定中，並

刪除 HP GP 及 G3 技術內容，現行先調整為該

標準之參考性附錄以玆比對，屆時 ISO/IEC 

15118-3 國際標準正式公告時不會有此附錄。

相關標準資料如圖 14 至圖 16，因標準內容過

多僅呈現 ISO/IEC 15118-3 項目、附錄 A 及附

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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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強制性之附錄 A－HomePlug GreenPHY 及控制導引線  

 

 
圖 15 參考性之附錄 B－G3 於控制導引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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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ISO/IEC 15118-3 標準草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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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 NP 15118-4 及 ISO/IEC NP 15118-5

 起草現況 (說明者：Nagel，單位：西門子公司

 (SIEMENS)) 

－  報告目前現行工作狀態及後續推動目標。  

－  預計下次會議 (預計於法國 )討論之內容。  

備考 2.西門子為世界最大的機電類公司之一。 

ISO/IEC 15118-4 及 ISO/IEC 15118-5 討論內

容及會議重要決議：  

－  該標準已由主要的 P-member 投票通過成立

新工作組 (NWIP)進行草案研擬專案。  

－  需要 5 個以上的 P-member 投票同意該項標

準專案並提名為專家。  

－  由 Robert Nagel(Siemens)領導起草團隊

(PT6)。  

－  NWIP 要在 36 個月法定期內被接受，並在

12 個月內完成草案 (CD)。  

下一階段工作及目標  

－  可由現有之相關研究計畫提供相關技術性

資料及數據 (例： eNterop 及 PowerUp 

project)。  

－  持續結合及搜尋國際上各單位可適用於

ISO 15118-4 及 -5 之相關數據。  

備考 1.  eNterop 計畫為 2012 年 7 月起，由

BWM 車廠所主導之電動車輛示範

運行計畫，主要目標為 2020 年前

使德國具有 1 萬量電動車。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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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為確保電動車與充電站間

的可互操作通信。只有透過如此，

一個被廣泛接受的電動車方可被

實現。該計畫成員有 BMW、VW、

RWE、Daimler、Siemens 等單位。 

備考 2.  PowerUp project 計畫為歐盟執行

電動車輛對電網間通訊之計畫，主

要以 G3 HPGP 等 PLC 技術為主。  

－  規劃於 2013 年六月前完成起草 (CD)工作。 

  新標準建議案 (New Work Item Proposal, 

 NWIP)－ (無線通訊議題 )(說明者：Bertrand，

 單位：法國電力集團 (eDF)) 

－  報告目前現行工作狀態及後續推動目標。  

－  預計下次會議 (預計於法國 )討論之內容。  

討論內容及會議重要決議：  

－  該提案欲規劃電動車輛無線通訊之使用者

案例、實體層及資料傳輸層定義等 3 種標

準，並預定標準號碼為 ISO/IEC 15118-6、

ISO/IEC 15118-7 及 ISO/IEC 15118-8。  

－  預計參加該計畫之成員達 23 位，成員名單

詳如圖 17，成員分別來自日 (11)、德 (10)、

法 (1)、韓 (1)。  

－  決議於 2013 年 1 月 4 日前完成建議標準項

目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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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參加 ISO/IEC 15118-6~ISP/IEC 15118-8 起草計畫之成員 

 

  聯合工作小組 (JWG)行政工作作進度 (說明

 者：Harbs(代表 ISO/TC22/SC3/JWG1 主席 )，

 單位：Volkswagen) 

－  總結本次會議議題之結論與目標。  

－  預計下次會議討論之內容及下下次會議地

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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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議決議  

1. 此次會議內容為 ISO 及 IEC 聯合工作組會議，逐

一討論 ISO/IEC 15118-1~15118-8 各標準之進度並

討論相關技術及程序性問題，主要決議事項整理

如下：  

(1) 前次於南京之會議決議內容由與會代表一致

確定並認可。  

(2) ISO/IEC 15518-1 即將於 2013 年 5 月公告為國

際標準。  

(3) ISO/IEC 15118-2 及 ISO/IEC 15118-3 標準草案

投票通過情形及預計可公告時間 (預計 2013 年

10 月 )。同時 ISO/IEC 15118-3 中電動車端與電

網間之通訊技術，將由原先之〝HP GP〞及〝G3 

PLC〞通訊技術改為〝HomePlug GreenPHY〞

技術。韓國代表需要在下次會議針對 ISO/IEC 

12139 相關技術並存問題，進行更細部之技術

說明。  

(4) 針對 ISO/IEC 15118-4~-5 有關 V2G 之符合性測

試標準草案進行檢討。  

(5) 所有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 (已確定之

ISO/IEC 15118-1 至 ISO/IEC 15118-5)經過討論

與決議後，調整制定時間表詳如圖 18。  

(6) 會議中所提之 ISO/IEC 15118-6 至 ISO/IEC 

15118-8 電動車輛與電網間無線通訊技術與定

義標準的建議案，該案需要在規定時間內投票

通過該建議案，以利研擬後續標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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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與會代表確認後，下次會議預計於 2013 年 4

月於法國巴黎召開會議，持續討論 ISO/IEC 

15118-1 至 ISO/IEC 15118-8 共 8 種標準之標準

工作內容及後續進度規劃。此外再下一次會

議，將預計於 2013 年 11 月於亞洲區 (日、韓或

大陸擇一 )舉辦，會議召開時間與地點如圖

19，最後於上述事項確認無誤後散會。  

 

 
圖 18 調整後之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制定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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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ISO/IEC JWG V2G CI 會議召開時間與地點表(直接於線上投

影片輸入) 

 

(三 ) 會議其他事項  

SCE 公司針對電動車及智慧電網相關計畫進行報告

並開放參觀智慧電網計畫試驗室。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 SCE 就該公司之電動車輛與電

網間通訊、智慧電網相關計畫進行簡介與介紹，如

圖 20 至圖 22。另外藉由會議中午短暫午休時間，

由 SCE 代表帶領各與會人員參觀該公司有關電動

車及智慧電網相關計畫之主軸試驗室，其中包含本

次議題所涉及之電動車輛與電網間通訊技術開發與

示範，智慧電表及智慧家電 (如冷氣機、3C 產品 )間

通訊技術展示，惟此次參觀時間甚短，且該試驗室

內禁止拍攝並未提供相關書面資料，僅能夠進行一

般性質參觀，建議相關單位後續可持續與 SCE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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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取得相關資訊。  

最後會議結束後與大陸國家電網工程師合影如圖

23。未來大陸就電動車相關標準部分已投入相當資

源，除參與國際標準制定過程吸收技術能力外，並

規劃以自身能力來主導電動車相關國際標準，不可

不重視大陸電動車及電網相關技術能力之發展。  

 

 
 

圖 20 SCE 代表說明有關電動車與電網通訊相關計畫與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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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CE 代表說明該公司有關電動車與電網通訊相關計畫與執行

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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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 Lay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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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 Lay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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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美國 SAE 有關電動車與電間標準對應至 ISO/IEC 標準與相關

技術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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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會議結束後與國家電網公司代表－吾喻明工程師合影 

 
二、參訪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  

本次 ISO/IEC 會議後，原本行程欲參訪 Tesla 公司

之電動車及相關展示，惟因該公司接待人員因緊急公事

未能接待，且該公司距離本次參與之會場過於遙遠，因

此由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藍培修經理安

排參訪位於 LA 之台灣致茂電子 (Chroma)美國分公司。

致茂電子公司積極與國際各重要 實驗室進行電動車

輛、再生能源及相關電源系統之檢測技術開發與合作，

如台灣大電力與致茂電子已針對電動車輛充電系統之

測試進行合作，並提供業者依電動車輛充電系統相關之

CNS 國家標準、 IEC 及 SAE 等標準進行測試。目前國

內電動車輛示範運行計畫中的充電系統，其系統安規測

試均即由台灣大電力執行。  

此外本次參訪致茂電子公司之人員中除我方 2 人

外，尚有還有韓國現代車廠工程師。該公司近年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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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動車、油電混合車等，並欲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亦參加本次 ISO/IEC 聯合工作組會議，針對電動車對電

網間之相關標準技術內容極為有興趣，且早已規劃拜訪

訪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因此於 ISO/IEC 會議結束隔天

一同參訪該公司。  

參訪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時，由該公司經理 Luis 

Veliz 接待，並就該公司之電動車與電網間通訊之檢測

技術，以及與各大車廠或電動車推動計畫之合作現況進

行說明，此外並帶領此次人員參觀該公司實驗室之試驗

設備，會後於公司門外進行合照如圖 24(公司內不得進

行拍照 )。並且於返台後，韓國代表即以電子信箱進行

聯繫並交流相關標準資訊，電子郵件內容如圖 25。  

 

 

圖 24 與韓國現代汽車代表及致茂電子美國分公司人員合影，由左

至右分別為：Kangju Cha(現代汽車)、Kim Ji-hwon(現代汽

車)、Luis Veliz(茂電子美國分公司經理)、童建強(標檢局)及藍

培修(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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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會議後韓國現代汽車代表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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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以下就本次參與會議之心得及建議分別依持續參與國際

標準、國家標準及國內產業因應措施及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後續工作等 3 部分說明。  
一、持續參與國際標準  

本次會議因緣際會與歐洲五大車廠代表交流後，得

以觀察員身分參加該次會議實屬不易，應把握每一次參

加之機會，本次會議中所涉及之議題為電動車與電網間

通訊協議，該項標準將影響整體電網與使用電網設備之

通訊介面，實為重要的國際標準，對於落實後續的智慧

電網計畫，完善智慧電動車輛運行，確保用電安全上都

具有代表性意義。  

值得一提的，本次會議中韓國代表於會議中針對電

力線載波通信 (PLC)，以該國現推行之示範運行進行驗

證，並具體提出 ISO/IEC12139-1 技術內容與 HPGP 技

術內容不能共存之問題，提供會議所有代表進行參考，

並考量後續該 ISO/IEC 15118 標準施行時所面臨之實務

性問題。  

其中韓國針對是項議題所進行的示範運行 (裝設 50

萬戶具 PLC 系統之自動讀表系統 )以及相關配套之技術

發展計畫與技術結果，已使本次會議之聯合工作小組注

視到該項議題之重要性，均於上次 (南京會議 )及本次會

議中要求下次會議，針對該項問題提供相關技術性研究

結果，並於合適時針對 ISO/IEC 15118 內容進行修訂或

補增，確保未來 ISO/IEC 15118 國際標準之可執行性。  

韓國雖然非該草案負責起草者，但依照國際標準趨

勢，積極參與 ISO/IEC 15118 國際標準會議，並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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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利用該國家資源進行相關研究計畫 (KATS)、示範

運行計畫 (韓國電力公司 )進而影響本次國際標準。  

我國目前雖非 ISO、 IEC 會員，但是相關產業發展

上均會受到國際各國注意。本次會議即為歐洲廠商注意

到我國已經在推動智慧電動產業、先導運行計畫及建置

電動車輛標準檢測驗證計畫，而由該聯合工作組秘書處

－Volkswagen 邀請我國相關人員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

項會議。  

韓國此種作法可作為我國影響國際標準可行方式

之一。所以除了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組織會議外，更

應該整合國內更多資源，將政府資源有效投入並直接影

響在終端標準上，使得國內產業在國際舞臺上具有相對

的優勢。  

後續若有機會更應積極帶領國內電力業者或電動

車輛廠商參與相關會議討論，先由參加會議開始，然後

方有機會主導國際標準。  
二、國家標準及國內產業因應措施  

因應國內積極推動電動車輛示範運行計畫，未來將

有不少數量之電動車輛 (含電動巴士、電動機車等 )進行

運行以及充電，將影響一定程度之供電穩定度，除應積

極依國際標準 ISO/IEC 15118 系列標準調和成為國家標

準外，後續將持續與國內研究單位及相關產業進行溝

通，如台灣電力公司、工研院、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

心，以及推動電動車輛相關單位 (例：工業局、環保署

等 )，以規劃後續相關國家標準制修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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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後續工作  

目前已規劃針對今年即將公告之 ISO/IEC 15118-1

調和為國家標準，亦將後續進行中之 ISO/IEC 15118 系

列標準納入國家標準工作規劃。此外有關與電動車充電

系統及智慧電網等標準亦需全盤考量。並積極與國內現

行推動之智慧電網計畫結合，確保由電動車端到電網端

具有一致且互通之通訊介面。  

另外後續將召開相關技術委員會討論有關電動車

輛，以及智慧電網關於發電、輸電、配電及用電端之標

準需求內容，並制定成為國內電力及消費者所能適用之

國家標準，以符合國內市場需求並與國際接軌。  

此外本次會議為 ISO 與 IEC 兩大國際標準組織聯合

工作組會議，為道路車輛與電機兩大不同領域之國際標

準組織合作模式，參與該項會可了解兩大聯合組織嚴謹

之行政工作，並且針對系列標準之分工與進度進行追蹤

與管制，此寶貴經驗可作為未來涉及不同領域標準的參

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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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參與 ISO/IEC 15118 聯合工作組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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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會議與會人員之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