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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公差主要是參加 102 年 0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之「第 9 屆臺日

能源合作研討會」，四大會議主題為：台日能源展望及能源政策、台日 LNG 展望及

能源政策、核電展望及核安現況及台日節能與再生能源之事業合作，以進行臺日能

源資訊交流及提出合作建議，會後轉赴韓國拜訪能源經濟研究所與韓國能源管理公

司，瞭解其相關運作及聽取經驗與建議，以作為本所設置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中心

之參考，並與日韓等研究單位進行交流與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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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此次公差主要是參加 102 年 0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之「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以進行臺日能源資訊交流及提出合作建議，會後轉

赴韓國拜訪能源經濟研究所與韓國能源管理公司，瞭解其相關運作，以作為本所

設置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中心之參考，並與日韓等研究單位進行交流與關係建

立。 

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是台日雙方為加強彼此間之能源資訊交流與合作，自民

國 90 年開始，每隔 1-2 年於台北或東京舉行之雙邊研討會(100-102 年為每年舉

行)。今年於東京舉行，其討論議題為臺日最新能源政策、臺日 LNG 展望、核能

發電展望與核能安全及節約能源與再生能源。我方團長為經濟部能源局王運銘副

局長，成員有能源局綜企組陳炯曉科長、駐日代表處經濟組簡志宇經濟副參事、

核能研究所葛復光簡任副研究員、台灣電力公司核能發電處楊業勳副處長、台灣

中油公司林勝益副總經理及天然氣事業部李皇章主任、工研院綠能所楊秉純組

長、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林文祥協理、台灣經濟研究院何玉麗副研究員及顏君

聿組長，共 11 人。日方團長為能源經濟研究所豐田正和理事長(前經產省常次)，

與會者有能源經濟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小山堅教授、能源經濟研究所能源資料及模

型中心 Yukari Yamashita 主任、新及再生能源與國際合作星尚志主任、亞太能源

研究中心(APERC)Takato Ojimi 所長、經產省資源署國際課木原晉一課長、能源

經濟研究所天然氣專家 Hiroshi Hashimoto 資深研究員、能源經濟研究所核能經

理 Tomoko Murakami、經產省資源署節能及新能源部國際協力推進室 Toshiaki 

Nagata 室長輔佐等十餘位。 

核研所目前正積極進行「我國能源科技及產業政策評估能力建置」計畫，本

次派葛復光副研究員與會，藉以掌握台日能源相關議題之最新看法與對策，拓展

與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之合作關係。會後轉赴韓國義王市拜訪能源經濟研究所國

合處國合組 Yongduk PAK 組長及 Jun Yeon Choi 研究員與龍仁市之韓國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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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源技術處 In Soo Kim 處長、外事組 Sohn, Na-Kyung 經理、政策及資訊技

術組政策規劃 Ik-Pyo Kim 經理等，與韓國相關單位進行交流與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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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本次公差行程安排如表 1。 

表 1. 行程安排 

行               程 公差地點 工  作  內  容 

日 星期 
地         點 

國名 地名  

出  發 抵  達 

3/27 三 台北 東京   去程 

3/28 四   日本 東京 參加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 

3/29 五   日本 東京 
參訪 JFE Stell Corporation 鶴見 CSP太陽能發電設施

及東京電力川崎火力發電廠 

3/30 六   日本 東京 會議資料整理與預備 

3/31 日 東京 
韓國 

義王 
韓國 義王 赴韓國 

4/1 一   韓國 義王 拜訪 能源經濟研究所 

4/2 二   韓國 龍仁 拜訪 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4/3 三 
韓國 

金浦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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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方面，有四大會議主題： 

(一) 台日能源展望及能源政策： 

分別由經產省資源署國際木原晉一課長及能源局綜企組陳炯曉科長簡

報。 

(二) 台日 LNG 展望及能源政策： 

分別由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李皇章主任及能源經濟研究所天然氣專

家 Hiroshi Hashimoto 資深研究員簡報。 

(三) 核電展望及核安現況： 

分別由能源經濟研究所核能經理 Tomoko Murakami 及台灣電力公司核

能發電處楊業勳副處長簡報。 

(四) 台日節能與再生能源之事業合作： 

分別由工研院綠能所楊秉純組長及經產省資源署節能及新能源部國際

協力推進室 Toshiaki Nagata 室長輔佐簡報。 

 

表 2 為「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圖 1)議程安排。圖 2 為第 9 屆臺日

能源合作研討會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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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 9 屆臺日能源 合作研討會」議程安排 

時間 
3 月 27 日 3 月 28 日 3 月 29 日 3 月 30 日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8:00 

台方團員 

自行赴東京 

& 

旅館 Check-in 

 

 

旅館 Check-out 

& 

台方團員 

自行返台 

08:30 

09:00 

第 9 屆臺日 

能源合作 

研討會 

上午場次 

09:00~12:30 

09:30 

10:00 參訪 

JFE Steel 

Corporation 

鶴見 CSP 太陽能發

電設施 

10:00~ 

 

午餐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午宴 

12:30~14:00 

13:00 

13:30 

14:00 

第 9 屆臺日 

能源合作 

研討會 

下午場次 

14:00~17:30 

 

參訪 

東京電力 

川崎火力發電所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歡迎晚宴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0:3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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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會場 

 

圖 2 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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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一) 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 

1. 日本能源現況(經產省資源署國際課木原晉一課長)： 

福島事故後，日本僅剩兩座核電機組運轉，目前核電佔比從 2010

年的 29%降至 2%，龐大的電力缺口主要由 LNG(從 29%增至 48%)填補，

其次由燃油(從 8%增至 16%)填補(圖 3)。 

 

圖 3 1990-2012 年之日本發電組合 

 

核電廠停爐及 LNG 與原油價格攀升導致 2012年日本燃料成本大幅

增加，造成日本過去 31 年來第一次貿易赤字(圖 4)，並加速製造業空洞

化，因此降低成本已是當務之急。日本 2012 年貿易平衡較 2010 年減少

13.6 兆日圓，燃料進口費用自 17.4 兆日圓增至 24.1 兆日圓，共增加 6.7

兆日圓，其中原油增加 2.9 兆日圓、LNG 增加 2.5 兆日圓、石化產品增

加 1.1 兆日圓、燃煤增加 0.2 兆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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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本貿易平衡及經常帳平衡 

 

2. 與會書面資料日方有提供能源經濟研究所豐田正和理事長於今年一月

發表之簡報資料”Energy Policy in Japan-Challenges after Fukushima-“，裡

面有一些不錯的內容: (1)引用成本等檢證委員會報告書，顯示核電於

2004 年估算之均化成本為 5.9 日圓/度(圖 5)，但 2010 年及 2030 年均是

8.9 日圓/度(3.3 NTD/度)，此成本包含碳價(40$/噸-CO2)、核事故處理成

本及政策經費等社會成本，假設折現率為 3%及核電廠容量因素為

70%；上述核電成本增加(圖 6)主要是運維(維修、建築及勞動力成本增

加)增加 1.0 日圓/度；政策經費(R&D、補助、廣告等費用如表 3)增加 1.1

日圓/度；事故對應費用(廢爐、損害賠償及除污等，福島事故費用約 5.8

兆日圓如圖 7)增加 0.5 日圓/度(損害額每 1 兆日圓，增加 0.1 日圓/度)以

上。其他 2030 年成本如離岸風電為 8.6-23.1 日圓/度，燃煤發電為 10.3

日圓/度，NGCC 為 10.9 日圓/度，太陽光電為 9.9-20 日圓/度，因此該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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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認為核電於 2030 年仍具經濟效率。(2)說明日本與德國主要有兩大差

異：其一為德國與周邊國家電網密切(圖 8)，這些電網的供電能力是德

國自身電網的 10 倍。第二項差異為德國規劃從鄰國進口電力。從圖 9

可以看出 2050 年德國電力需求因效率改善可減少 25%，規劃進口電力

約 25%，此二項就可減少電力 50%，是非常樂觀的假設且是德國電力情

景的基石，其中進口電力的效益在日本應該是不太可能考慮的。剩下的

電力需求規劃有 80%來自再生能源，但因電力需求已大幅減少，故相當

於 2008 年電力之 40%，再生能源電力為 2008 年的三倍或是 2012 年的

兩倍。 

        

 

圖 5 各類發電之均化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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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04 年與 2011 年試算之核能發電成本 

 

表 3 政策經費實績(2011 年度預算)(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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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福島事故對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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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歐洲電力系統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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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德國 2050 年之電力規劃 

Aaa 

3. 豐田正和理事長對日本發電組合的觀點如下： 

(1) 綜合觀點：a.需考慮 S+3E-安全、能源安全、效率(能源效率及成本)

及環境(環保及因應全球暖化)，(2)對資源貧乏如日本的國家並不存

在完美的能源，(3)除了節能，核能(25%)、再生能源(25%)、化石能

源(35%)及汽電共生(15%)這四類能源應以平衡及多元化的方式，建

立完美的能源組合。能源經濟研究所核能經理 Tomoko Murakami

在簡報中也提到短期而言，日本似乎已無全黑威脅，但仍有燃料成

本增加的威脅。長期而言日本是否可以沒有核能依舊存活？再生能

源是零核的替代選項？事實上，減少核電只會增加火力發電，而非

再生能源(圖 10)。Murakami 經理也認為推動核能的關鍵是資訊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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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核電、火力發電及再生能源組合 

 

(2) 國際觀點：a.德國可自歐陸國家進口電力(這些電網的供電能力是德

國自身電網的 10 倍)。b.中國及印度在未來 20 年其核電將增為現在

的 4-7 倍。 

(二) 第 9 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參訪(3 月 29 日) 

1. JFE 鋼鐵公司 

日本鋼鐵株式會社（簡稱 NKK）創立於 1912 年 6 月 8 日、川崎製

鐵株式會社（簡稱川鐵）創立於 1950 年 8 月 7 日，兩家鋼鐵公司於 2002

年 9 月 26 日共同成立 JFE 集團；直至 2003 年 4 月 1 日 JFE 集團旗下的

川崎製鐵株式會社改名為 JFE 鋼鐵公司。 

JFE 集團合併之目標係為利用其強大的客戶基礎，並擁有先進技術

與國家最先進的鋼鐵廠和製造工廠，其創新的企業文化更創造一個具有

挑戰性的精神，以實現最高標準的全球競爭力。 

3 月 29 日上午參訪 JFE 鋼鐵公司時，由 Shigeki Tonooka 董事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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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處長主持(圖 11)、海外事業部 Atsushi Okamoto 處長簡報，簡介時特

別提到中油永安接收站地下儲氣槽為 JFE公司製造。其後參觀RAPIDAS

系統(圖 13)，其不僅可用於電動車充電，也可當作儲電電池，停電時可

做為供電系統，目前一套系統 80,000 美元。 

 

 

圖 11 Shigeki Tonooka 董事兼資深處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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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JFE 公司製造之中油永安接收站地下儲氣槽 

 

 

圖 13 RAPIDA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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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參觀鶴見 CSP 太陽

能發電設施。JFE 鋼鐵公司已

成功於神奈川縣橫濱市鶴見

區開發一座「塔式聚光型太陽

發電設施」，該發電設施將達

到原有太陽能發電系統 2 倍以上的發電量，其利用定日境將太陽光聚集

到塔上，將產生的電力安裝在一座 20 公尺高的塔頂接收器，接收器利

用不同波長的太陽能電池，以提高轉換效率，該設施計劃在 2013 年實

現商業化。相較於傳統的太陽能發電，該座太陽能發電器在現有技術

中，擁有 2 倍以上之效率，其單位面積產生的電力輸出增加到 1400 倍

的發電量。JFE 公司並於 2011 年 10 月 5 日舉行開幕典禮，出席的貴賓

包括日本國會成員以及諸位大使館代表官員。 

2. 東京電力公司－川崎火力發電廠 

下午參訪東京電力公司－川崎火力發電廠 

東京電力公司創立於 1951 年 5 月 1 日，資本額 14 億 6 千萬日圓；

1956 年至 1961 年，由於對電力需求的大幅增加，推進現代化建設，提

高輸變電設施；1962 年至 1972 年，面臨經濟快速成長，高速公路與新

幹線的開啟，加快燃油發電的發展腳步，東京電力公司於 1965 年引進

LNG 發電燃料，及於 1971 年建立福島第一核電站 1 號機組；1973 年至

1980 年，由於在 1973 年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東京電力公司進入動盪

時期，卻加速了節能減排的發展；1981 年至 1988 年，由於東京市區對

電力需求的增長，啟動柏崎刈羽核電站，並推進現代化電力配送設施，

並努力減少傳輸過程的損耗，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東京市區之電力需求；

1989 年至 1999 年，1995 年對「電業法」進行修訂，更於 1995 年宣布

「計劃管理的效率」，另外，受到全球環境問題的挑戰，因此發起了綠

色動力基金，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2000 年後為電力自由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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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透過開放電力零售，以瞄準高電壓的客戶，東京電力公司更發揮區

域的電力公司，並試圖進入新階段。 

川崎火力發電廠(圖 14)是東京電力公司位於神奈川縣川崎市川崎區

千鳥町的火電廠；佔地面積約 28 萬公尺，其輸出 2,128MW，其燃油是

使用液化天然氣（LNG）。川崎火力發電廠第 2 組 1 號機係於 2009 年 10

月 6 日動工，於 2012 年 5 月 13 日開始運行，並於 2013 年 2 月 1 日商

業投產；其發電系統係 1500℃級聯合循環發電，川崎火力發電廠實現了

燃燒溫度為 1500℃，具有最新耐熱材料和製冷技術的燃氣輪機，實現

59%的最高熱效率(圖 15)。相較於傳統 LNG 火力發電，熱效率已提升

40%，而在燃料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約 25%。另外，川崎火力發

電廠為環境友好型電廠，其採用最新技術（減少空氣污染）環境友好型

設備。 

圖 14 川崎火力發電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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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火力電廠效率演進 

川崎火力發電廠參訪先由谷島聰副廠長(圖 16 左四)簡報，谷島聰副

廠長看起來相當年輕，相形之下台灣的管理階層則年齡偏高。圖 17 為

氣渦輪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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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川崎火力發電廠簡報合影 

 

 

圖 17 氣渦輪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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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參訪 

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 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於 1986 年成

立，隸屬貿易產業能源部。其任務是集合能源領域之專家，領先掌握國內外能源

產業情勢之變化，以引導能源政策、穩定研究基礎設施並強化組織能力；藉由國

際能源政策訊息的蒐集、分析及傳播，提供政策制定者多元化的能源及天然資源

之趨勢和訊息達成「發展國家能源及天然資源政策，促進國家經濟」的願景。能

源經濟研究所的三大目標是能源政策倡議、穩定基礎研究設施、強化組織功能及

透明管理 。 

 

圖 18 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組織架構 

4 月 1 日前往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參訪，當天因國合處處長臨時有其他重要

會議，不克出席主持，故實際晤談對象為國合處國合組 Yongduk Pak 組長及 Jun 

Yeon Choi 研究員。主要會談摘要如下： 

1. KEEI 核心任務 

(1) KEEI 著重於能源政策研究，成員以經濟博士為主，目前約 160 人，

但有 60%為約聘。韓國能源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of Energy Research, 

KIER)則主要以工程背景為主，故此二機溝常有互動。貿易產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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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下還有能源技術評估規劃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of Energy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KETEP)，為政府機構。 

(2) 韓國的能源政策超過 90%由 KEEI 負責研究與評估，特定的能源題

目則由其他智庫負責。如韓國發展研究所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負責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則負責韓國與國際經濟之

關係與海外發展。 

2. 對本所能經策略中心的建議： 

(1) KEEI 非常忙碌(Pak 組長也說工作時間太長，遭致家人抱怨)，所以

需要更多人力，才能應付部裡要求；但有時可拒絕對部要求的快速

反應。 

(2) 一開始人少時，建議先從 2-3 個小組開始。人才決定一切，特別是

優秀的博士。 

(3) 統計及預測對能源政策重要，沒有數字就沒用。 

3. 核研所改隸並成立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中心後，KEEI 願意和本所簽備忘

錄、建立網絡、合辦研討會。 

4. 其他 

(1) 認為韓國 2030 年再生能源達到初級能源 11%的目標應是不可能。 

(2) 韓國認為核能不是選項(option)，而是必要(must)。 

(3) 反核的人提到調高電價，就會分成贊成與不贊成。韓國必須維持低

電價，才有產業競爭力。 

(4) 韓國今年會提出第二次能源基本計畫，應會略微調降核電規劃佔比。 

(5) 曾問法國專家應如何推核能，答案是透明、溝通與信任。 

(四) 參訪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4 月 2 日仁荷大學經濟與國貿學院經濟系 Hi-Chun Park 教授陪同參訪

KEMCO，會議由能源技術處 In Soo Kim處長主持，與會有外事組 Sohn, Na-K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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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政策及資訊技術組政策規劃 Ik-Pyo Kim 經理等。 

韓國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案(日本習慣用節能，韓國則用能源合理化)1979 年立

法，根據其 45 條要求，於 1980 年成立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rporation, KEMCO)，為政府機構，目前員工 477 人，預算為 0.6

億美元，90%來自政府。KEMCO 目的宗旨為促進能源利用合理化、二氧化碳減

排並為經濟的健全發展做出貢獻。主要是業為建築物節能、氣候變化對策、運輸

節能、新/再生能源、熱使用器材檢查、能源診斷。 

KEMCO 四大專案為： 

1. 擴充新及再生能源部署。 

2. 降低能耗及強化基礎。 

3. 建立氣候變遷反應體系。 

4. 創造綠色文化。 

在韓國 KEEI 負責支援政策制訂，KEMCO 則為執行機構，台灣好像沒有類

似 KEMCO 的組織，其工作項目似乎包含於我國能源局。韓國今年 3 月將知識

經濟部改為貿易產業能源部(MOTIE)，下設能源資源室。KEMCO與KEEI及KIER

形成能源鐵三角。目前韓國再生能源產業化重點為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仁荷大

學經濟與國貿學院經濟系 Hi-Chun Park 教授認為韓國 2030 年再生能源達到初級

能源 11%的目標是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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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KEMCO 四大專案 



 

 25 

四、建 議 事 項 

本次公差之建議如下：  

(一) 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實際開會時間僅一整天，但在會前準備的討論議題卻多

得驚人，若雙方無法延長開會時間，建議應將研討會分為兩個區塊，一塊

純粹資訊交流，另一塊則聚焦少數議題並具體討論後續可行合作方式，應

可增加實質效益。 

(二) 臺日合作除了在產業面與能源面外，兩國能源政策目前均面臨極大難處，應

可進一步分享與交流，對兩國的能源政策制訂應極有助益。日本與法國均

強調核能推動應更透明與多溝通，建議政府多參考國外作法。 

(三) 人才決定一切，特別是優秀的博士。本所將成立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中心，

建議提早做人力規劃與預備。此外，未來在應付部裡要求方面，也需要更

多人力。 

(四) 核研所改隸並成立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中心後，建議及早和 KEEI 簽備忘

錄、建立網絡、合辦研討會。 

(五) 統計及預測對能源政策重要，國內在這部分均應朝向更具公信力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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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錄 

附錄(一)交流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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