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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次出國行程係奉派出席「2013 年亞太清潔能源高峰會議暨國際展覽(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Summit and Expo 2013,APCESE 2013)」，主要目的係為了解亞

太地區清潔能源發展現況及趨勢，藉此機會得以與區域內專家學者交換發展經驗。

此外，並透過代表處安排，利用開會期間拜會夏威夷州眾議院議長 Mr. Joseph M. 

Souki 及州議員兼衛環委員會召委 Mr. Chris Lee、夏威夷州政府商業經濟及觀光廳

能源辦公室 Energy Conservation Program Manager, Ms. Carilyn O. Shon、夏威夷大學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Dr. Daniel M. Ishii 等，就未來可能進行之合

作方式及項目，作意見之交換。 

此次行程重要成果包括在地熱及生質燃料之研發及推廣應用上應可逐步建

立交流平台來推動實質技術合作；另在研發上和夏威夷大學達成在海洋能、水處

理(淨化)、生質燃料、RDF (廢棄物衍生燃料)等 4 項技術可先透過視訊會議讓雙

方技術人員交流，並逐步籌辦小型 workshop 來收斂雙方可推動具體合作之技術

內涵；再者是希望台灣能在明(103)年 APCESE 扮演更積極之參與角色，並將台灣

綠能產業帶入夏威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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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行程記要 

一、出國目的 

本次出國行程係出席「2013 年亞太清潔能源高峰會議暨國際展覽(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Summit and Expo 2013,APCESE 2013)」，主要目的係為了解亞太地區清

潔能源發展現況及趨勢，藉此機會得以與區域內專家學者交換發展經驗。此外，並

透過代表處安排，利用開會期間拜會夏威夷州眾議院議長 Mr. Joseph M. Souki 及州議

員兼衛環委員會召委 Mr. Chris Lee、夏威夷州政府商業經濟及觀光廳能源辦公室

Energy Conservation Program Manager, Ms. Carilyn O. Shon、夏威夷大學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Dr. Daniel M. Ishii 等。 

 

二、行程紀要 

此次行程重點係出席「2013 年亞太清潔能源高峰會議暨國際展覽(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Summit and Expo 2013,APCESE 2013)」，除藉此機會與會場上與會人員

進行技術及經驗交流外，並利用開會期間之空檔拜訪夏威夷州議會、州政府能源處、

夏威夷大學等單位，進行經驗交流及討論未來可能合作之領域及模式。茲將詳細行

程分述如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9/8 (星期日) 去程 
台北—美國夏

威夷 

9/9(星期一) 出席 APCESE 2013 美國夏威夷 

9/10(星期二) 

出席 APCESE 2013 

拜會夏威夷州眾議院議長 Mr. Joseph M. Souki

及州議員 Mr. Chris Lee 

拜會夏威夷州政府商業經濟及觀光廳能源辦

公室 Energy Conservation Program Manager, Ms. 

Carilyn O. Shon 及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rategic Marketing & Support Division Executive 

Director, Mr. Milton G. Kwock 

美國夏威夷 

9/11(星期三) 

出席 APCESE 2013 

拜會夏威夷大學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Associated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Dr. Daniel M. Ishii 

美國夏威夷 

9/12(星期四) 回程 美國夏威夷—

日本東京—台

北 
9/13(星期五) 返抵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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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活動及工作內容 

此次會議係由 4 個系列會議同步進行，包括：一、亞太清潔能源高峰會議及展覽會

(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and Summit and Expo，APCESE)； 二、國防能源相關議題技術

的挑戰與商機(Military Opportunities & Programs)； 三、島嶼與孤立社區綠能相關議題

(Island & Isolated Communities)；  四、國際海洋溫差技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OTEC 

Symposium)等。 

APCESE 主要係由政策面及推動面在探討潔淨能源之推動願景、模式及成果；國防

能源相關議題技術的挑戰與商機(Military Opportunities & Programs)則廣泛說明美國軍方

在推動節能減碳之活動及計畫；至於島嶼與孤立社區綠能相關議題(Island & Isolated 

Communities)系列研討會，則是由一些島嶼系列國家或地區提出一些現身說法，來強調

如何落實永續發展，這部分與我國推動「澎湖低碳島」之理念頗為類似；國際海洋溫差

技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OTEC Symposium)則是針對海洋溫差發電技術及應用現況和趨

勢進行探討。 

此次出席場合係以 APCESE 為主，但也同時可自由參與國防能源相關議題技術的挑

戰與商機(Military Opportunities & Programs)及島嶼與孤立社區綠能相關議題(Island & 

Isolated Communities)等兩個會議場合了解其進行內容及與參與人員有些互動。 

一、出席 APCESE 2013 

(一)日期：102 年 9 月 9 至 11 日(星期一至三) 

(二)與會人員：夏威夷州州長及來自 25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400 家公司及 1,000 人 

(三)會談紀要： 

此次夏威夷政府主辦會議共有 4 項會議係同步進行，分別是亞太清潔能源

高峰會議及展覽會(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and Summit and Expo，APCESE)、國防

能源相關議題技術的挑戰與商機(Military Opportunity & Programs)、島嶼與孤立社

區綠能相關議題 (Islands & Isolated Communities)及國際海洋溫差技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OTEC Symposium)等。議程之安排，每天均安排有不同主題之 Keynotes，

就不同之議題，進行引言。 

第一天上午引言代表首先是由夏威夷州州長 Mr. Neil Abercromble 開始，他

特別強調於就任州長(2010)時所提出「A New Day in Hawaii」中對能源之宣示，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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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夏威夷對能源之推動計畫是追求能源的獨立，希望透過夏威夷當地充沛之潔

淨能源來逐漸減少對化石能源之進口；其中重點大部分還是著重於供應端，尤其

是電力供應的穩定；其次則是交通部門(約消耗全夏威夷三分之一的能源)如何導

入潔淨車輛(電動車、油電混和車、生質燃料車等)；至於在需求端也提出在 2030

年提升能源效率 30%的目標。另於潔淨能源部分，則致力於風力、太陽能、地熱、

海洋能、生質燃料等之研究發展。 

第二位則是由夏威夷州國會參議員 Mr. Brian Schatz 以預錄之錄影帶發表看

法，內容亦呼應州長之說法，強調夏威夷需要逐漸擺脫對化石能源之依賴，並擴

大對各項再生能源之使用，如此才能維持一個良好之環境品質。 

第三位則是美國陸軍負責能源相關的助理秘書 (Assistant Secretary) Ms. 

Honorable Katherine Hammack，她特別說明美國陸軍在各個營區推動的淨零排放策

略(Net Zero Strategy)，包括能源、水資源及廢棄物等 3 項；在能源部分則是採取

再生能源之安裝、能源儲存再加上區域性智慧電網之建置。當然這推動過程中最

大困難是機動車輛所需之各式燃料，由於無法大量引入生質燃料，因此在目標上

是較難真正達成淨零排放；但對於電力部分則因為太陽光電之配置，預期目標是

可以達成的。 

第四位則是美國海軍負責能源之副助理秘書(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Mr. 

Thamas Hicks，他特別強調對海軍而言，是船艦及飛機對各式燃料油之需求，這

部分短期內是很難利用生質燃油來取代，因此目前推動的項目較著重在各陸域上

營區之節能減碳；同時在夏威夷地區積極參與海洋能之開發，其重點則在海洋溫

差發電之建置，此外也進行潮汐和波浪發電系統之探討和測試。 

第二天上午安排之專題演講全部是來自 NGO 團體，從民間的角度來看整體

潔淨能源及永續環境之推動。第一位是美國 Blue Planet Foundation 的 Mr. Henk 

Rogers，他先強調，對一些島嶼國家或地區將面臨比一般地區更大之挑戰，包括：

(1)必須要儘快結束化石燃料的使用；(2)每個人都是推動永續發展的一塊拼圖，

必須從每個人身體力行去實踐；(3)太陽光電、風力均是極佳的再生能源，但節能

則是更重要的能源來源之一；(4)交通部門耗能是島嶼國家之最大挑戰。接著亦說

明該組織的任務係從民間的角度持續關注夏威夷在推動百分百潔淨能源之進展

及成效。總體而言，分成 5 個面向來評價，分別是交通、能源效率、再生能源、

智慧電網及經濟發展。他們每年會出版 1 份報告，來說明各個領域之評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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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2 年對夏威夷推動潔淨能源之總體評價而言是(C-)；其中以交通部門及智慧

電網之進度和表現最差(D)，其次是經濟(C-)、再生能源(B-)，節約能源則是在這

五者間表現較為令人有所期待(B)。在其演講中，特別強調民間力量參與的必要

性，但如何讓民間充分了解政府資訊則是避免雙方在認知上不同而產生無法正確

溝通的窘境。他的說法令職感受良多，因為目前台灣對能源議題的討論，常常因

為角度及認知上的差異，迫使政府和民間的溝通無法正常進行。該組織所出版

「Energy Report Card」的模式，以較為淺顯模式來說明夏威夷追求能源永續發展

的現況，也許可以作為國內之參考。 

第二位係來自日本 GAIA(Global Assimilation of Information for Action) 

Initiative 的 Ms. Tomoyo Nonaka，她強調如果從宇宙之角度來看，地球何嘗不是

也可以視為一個島嶼，因此我們目前在一些島嶼上所從事之努力，未來也可以同

樣之思維模式放大至整個地球。目前 GAIA 在日本沖繩一個約有 8,000 多人居住

的小島(Kunejima)上所做的示範，是將空氣、水、土壤、能源做整體性之考量，

也就是考慮島上居民的生活及地球之永續，而在串連這些因素，資通訊技術就成

為解決問題極佳的手法。所有供電系統係以一組 50kW 的海洋溫差發電為基礎，

再搭配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當然因應緊急情況仍有柴油發電機作為備用機組。

而為了在這有限的電力條件下，也積極推動各項節約能源措施，在其演講中，亦

提出了一個也許可以讓我們共同省思的問題，那就是為了有效降低地球環境之持

續惡化，並使地球能回歸永續發展，是否人類的生活應該回歸到簡單化？ 

第三位係來自非洲外海的塞席爾(Republic of the Seychelle)群島國家之

榮譽大使 Ambassador Ronald Jumeau，他從一個來自島嶼國家的角色提出了島嶼國

家在面臨能源之挑戰時所應採取之作為，他認為目前在推動之建築節能應該不能

侷限在政府建築，而應該擴大至所有商業及住宅之建築，才能發揮最大之節能效

果，甚至衍生至再生能源之應用。以該國而言，屋頂型太陽光電為推動重點之一，

而目前是採用類似 ESCO 模式推動，也就是以租屋頂的模式推動，因此可以增加

全民參與的誘因，同時又因導入專業公司，使系統均能維持較高的使用率。他也

提到，目前該國在推動再生能源上還是面臨能源儲存的問題。此外，他也認同前

面兩位演講者之意見，也就是節約能源才是推動地球永續發展之主要及最有效的

作法；因此該國也將節約能源視為重點推動項目，並以 2015 年前減少電力消耗

6%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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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則來是 Carbon War Room 的 Mr. Peter Boyd，他首先說明該組織的任

務係從經濟角度來思考如何降低地球上之碳排放。因此他強調任何節能減碳措施

必須於政策、資金、技術三方的配合下才能產生最佳的處理方式，其中資金扮演

相當重要之角色在於提供對各種阻礙提供合理的解決模式。他同時說明，針對全

球在 2020 年所需達成之減碳目標所需之各類技術在目前均是存在的，但問題在

於我們如何善用這些既有的技術並使其符合成本效益；也就是說以目前的技術是

可以解決全球目前因為化石燃料過度使用所衍生暖化的問題，關鍵是在我們有沒

有決心要去推動及落實。基於這樣的考量，該組織亦提出節能減碳的成本曲線(如

圖一所示)。這條曲線導和目前工研院所提出的減量成本曲線頗為類似，同樣強

調節約能源係成本最低的減碳手法，其他如再生能源、CCS 等均是相當高成本之

手法。 

 

 

圖一、Carbon War Room 所完成的減量成本曲線 

 

第三天上午則是由夏威夷州商業、經濟發展及觀光廳廳長 Mr. Richard Lim

針對夏威夷州在 2008 年開始推動清潔能源政策之進度及成果進行說明，然後和

其它幾位來賓，Mr. Robin Campaniano、 Ms. Jennifer DeCesaro (Department of Energy)、

Mr. Scott Seu (Hawaii Electric Company)、Mr. George Kailiwai III (Department of 

Defense)針對這些推動現況及成果進行補充說明及討論，重點著重於使用端的能

源效率、再生能源之電力供應、生質燃料、交通部門之永續發展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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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im 在報告時特別說明，因為夏威夷大量依賴進口化石能源已經影響到

夏威夷寶貴的天然資源，如土地、空氣及水，甚至威脅到生活品質及環境，也將

夏威夷的經濟發展帶入極大之風險；因此為維繫夏威夷的永續發展及經營，於

2008 年由州政府及聯邦政府之能源部共同推動 Hawaii Clean Energy Initiative 

(HCEI)，希望將商業界領袖(經濟發展)、政府官員(政策制定)及民眾結合在一起共

同推動夏威夷之能源自主性，並減少對進口化石能源之依賴。但誠如州長於開幕

所強調的，夏威夷過去幾年於推動能源自主上仍遭遇極大的困難，仍有許多瓶頸

亟待突破，因此這次特別把這樣的議題提出來，期望能透過專家之討論，為夏威

夷未來推動潔淨能源找出一條較為可行之路。 

茲就幾位來賓幾個回合之討論，整理出 6 個主要觀點： 

1. 能源效率的提升是降低夏威夷對化石能源依賴的重點，透過高效率產品之導

入；LED 照明為積極推動的項目之一，建築節能則是高效率技術整合應用的

模式，可以透過 ESCO 模式來推動；ESCO 模式已在一些學校及政府部門達成

不錯之績效，未來應可以繼續擴大推動。 

2. 由於交通部門仍是消耗化石能源的最大宗，因此除了提升各式車輛之能源效

率、導入 hybrid 車輛外，更應積極投入生質燃料之開發及生產，以降低交通

部門之排碳量。 

3. 積極推動電動車輛(含燃料電池車輛)應該也可以列入重點。 

4. 為配合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風力、甚或海洋能)之逐步導入電力系統中，應提

早及積極推動智慧電網，以因應電力系統之調配。 

5. 這中間有個較難解的問題是由美國國防部代表Mr. George Kailiwai III所提出的。

因為夏威夷是美國海空軍的主要基地之一，甚多化石能源系提供飛機及船艦

之消耗，而這部份雖然軍方也全力在推動節能減碳，甚至所謂「零排放」之

政策，但畢竟只能針對岸上之設施，因此如何在這方面減少化石燃料之使用，

確實是未來的一大挑戰。 

6. 夏威夷有豐沛之海洋能及地熱，但如何開發及如何匯入電網中，尤其是夏威

夷在島與島之間是否需要將電網完全連結也是一項重要議題。 



 

 -7- 

二、拜會夏威夷州議會 
(一)日期：10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00 ~ 3:30 (星期二) 

(二)美方會談人員/職稱：Mr. Joseph M. Souki/議長及 Mr. Chris Lee/州議員兼衛環委員會

召委 

(三)會談紀要： 

此次拜訪行程係由我國駐夏威夷辦事處朱處長為正及黎副處長倩儀代為安

排及陪同前往，雙方就下列議題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換。 

1.交換能源政策及法規推動經驗 

職說明了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之目標及新能源政策有關逐步走向非核

家園之目標(報告內容詳附件四)；而 Mr. Joseph M. Souki 則簡短說明了夏威夷追

求能源自主性之目標和作法。共同的交集是雙方均是依賴進口能源之地區，因

此再生能源就成為比較能自主之能源；但雙方也均面臨到再生能源在推動上之

困難，一方面是成本因素，另一方面則是再生能源很難成為基載之電力供應來

源。 

2.交換海洋能、地熱相關推動作法及遭遇之困難 

台灣曾和夏威夷在海洋溫差發電上已有可行性評估之合作，惟後來因雙方

海洋條件尚有差異，而無法進入實質合作。此次特別向議長說明了我國在波浪

發電上之進展，惟夏威夷海象是否符合波浪發電之發展則有待進一步之評估，

因此議長建議我們在這部分可以與夏威夷之天然資源研究所討論進一步之合作

評估及研究。至於地熱之發展上，夏威夷有不錯之資源，同時也投入地熱資源

之探勘和評估分析技術建立，應該有機會建立雙方合作之機會。 

3.生質能源未來之合作 

在生質燃料的發展上，夏威夷有技術上之需求，因為他們亟需生質燃料來

減少交通部門之化石能源使用量，惟與台灣面臨相同的問題就是料源的問題；

爰海藻產油的技術發展亦於談話中提出。此外，亦向他們說明了我國在丁醇技

術上的突破，目前正進入尋求投資者進行量產的階段，他們也表達了興趣，因

此未來應可進一步就生質能的部分進行交流及尋求合作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

夏威夷目前也面臨垃圾掩埋的問題，因此對我們已成熟的 RDF 技術頗為關注，

這也是下一階段可以和夏威夷談如何將台灣技術或產業帶進去以協助他們處理

垃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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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拜訪夏威夷州議會 

(左起)楊組長秉純、陳主任秘書玲慧、議長、Mr. Chris Lee、朱處長為正 

 

三、拜會夏威夷州政府商業經濟及觀光廳能源辦公室 

(一)日期：10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4:00 ~ 5:30 (星期二)  

(二)美方會談人員/職稱：Ms. Carilyn O. Shon / Energy Conservation Program Manager；Mr. 

Milton G. Kwock/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rategic Marketing & Support Division 

Executive Director 

(三)會談紀要： 

此次拜訪行程係由我國駐夏威夷辦事處朱處長為正及黎副處長倩儀代為安

排及陪同前往，雙方就下列議題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 

1.ESCO 推動機制 

此次 APCESE有特別安排一個會議是由夏威夷政府部門人員及 ESCO 業者

介紹夏威夷地區利用 ESCO 模式推動節能改善之成效；因此特別就他們如何推

動 ESCO 業者評鑑機制進行了解。根據 Ms. Carilyn O. Shon 的說法，他們根據

ESCO 業者過去的實績及公司制度來評定這家 ESCO 公司是否為合格之業者，

並作為政府或公部門在規劃節能改善時，他們具備參與競爭之依據。而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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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同業公會亦試圖建立這樣之評鑑機制，但因目前評鑑內容仍有爭議地方，

故遲未能建立這項評鑑機制。未來也許公部門可以參考國外之實際推動狀況來

考慮是否以建立廠商等級之模式來規範 ESCO 公司設計及施工之能力資料系統，

並提供公部門或私部門之參考。 

2.明(103)年擴大台灣在 APCESE 的參與 

職表達台灣似可更積極參與 APCESE 的活動並帶領產業界進入夏威夷節

能減碳的市場； Ms. Carilyn O. Shon 則代表主辦單位 DBEDT 表達誠摯的歡迎，

因為今(102)年日本即由政府協助組團，將其國內一些中小企業帶到夏威夷，除

參與搭配活動同時進行之展覽外，主辦單位亦特別安排一個時段，由這些廠商

進行產品說明。因此 Ms. Carilyn O. Shon 表示，將在他們檢討完今(102)年辦理情

形及規劃明(103)年主軸時，請台灣提出參與構想，再來討論是否將其納入整體

活動的一部分。 

3.能源效率 

Ms. Carilyn O. Shon 表示她了解台灣在推動各項節約能源措施之成就，因此

希望雙方能在這方面有更多之交流，因為夏威夷條件和台灣較為類似，因此希

望借重台灣之經驗來協助夏威夷擬定及推動各項節約能源措施及方案，以達成

州長希望提升能源效率 30%的目標。職表達了樂觀其成，也願意協助將台灣各

項節能技術或產品引進夏威夷，希望未來能就這方面之交流建立一個技術交流

機制。 

4.LED 合作 

由於我國在 LED 產業上有相當成熟之技術，而夏威夷政府在推動節約能

源上將 LED 照明列為重點；我們也特別說明台灣於交通號誌燈、路燈等實際推

動所產生之節能效益。而台灣產品如要進入美國市場先要通過各項檢測，並可

以夏威夷作為一個橋頭堡及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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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拜訪夏威夷能源處 

(左起) Mr. Milton G. Kwock、楊組長秉純、陳主任秘書玲慧、Ms. Carilyn O. Shon、朱處長為正 

四、拜會夏威夷大學 

(一)日期：10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00 ~ 11:30 (星期三) 

(二)美方會談人員/職稱：Dr. Daniel M. Ishii / Associated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三)會談紀要： 

此次拜訪行程係由我國駐夏威夷辦事處黎副處長倩儀代為安排及陪同前往，

首先就雙方技術研發重點及成果作簡短之介紹和說明；隨後就可能之交流領域進

行討論，主要之結論有 2 項： 

1.以雙方地理條件及發展狀況來看，建意雙方可初步交流之主題：海洋能、水處

理(淨化)、生質燃料、RDF 等 4 項。 

2.至於交流模式則可先透過視訊方式，讓雙方研究人員進行技術討論，以實際了

解雙方目前各項技術發展程度及未來規劃，然後再就實際可能有交集及合作可

能性之項目進行規劃召開小型之 workshop，以讓雙方研究團隊能面對面的規劃

如何展開實質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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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此次 APCESE 2013 是以 4 個會議方式同步進行，亦包含一個小型展示會，據主辦

單位表示計有來自 25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400 家公司 1,000 人參與此次活動。在職與參加

會議人士接觸過程中，絕大部分是以美國人為主(其中有些來自美國本土)，其餘則多是

來自太平洋地區之ㄧ些島國，但亦有來自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其中甚至有一團是來

自泰國軍方，他們是以參加有關 Military Opportunities & Programs 為主，他們表示希望透

過這個機會和美國軍方人士交流。此外，以日本為例，他們則是以政府為主導，帶領一

些日本小企業前來展示他們本身之產品(絕大部分係以住商應用為主之創意或實用產品，

這可能和夏威夷有很多日籍僑民有關)，同時亦請主辦單位安排一個時段，由這些企業

代表上台介紹及說明自已的技術及產品(由企業代表以日文介紹，主辦單位同步翻譯方

式進行)。這讓人見識到日本的團隊力量(其實這幾年出國參加一些會議，偶而會碰到類

似的情況)。 

由於此次會議安排極為緊湊，再加上我們又安排了一些正式的拜會行程，因此只能

利用會議中間的休息時段和與會人士就一些議題交換意見，並無法做太深入的交流；但

透過和幾位來自太平洋上一些島嶼國家人士的交談中，發現這些國家對珍惜大自然資源

之重視。這也讓職反思，科技進步到底是帶來幸福或不幸呢？到底是改善了我們的生活

亦或破壞了我們原本的環境呢？這真的是一線之隔，光賴人們如何面對這些問題及因應

這些問題了。 

另外，為保握難得前來夏威夷參訪的機會，亦透過我國駐夏威夷代表處的積極安排，

總共利用會議空檔進行 3 項的拜會行程，其中 2 項是官方行程，另 1 項則是技術交流。 

綜合這次的出席研討會及拜訪行程，有以下之心得和感想： 

一、 夏威夷政府之魄力召開此項大型會議，希望引進美國本土及其他國家的力量，讓

夏威夷在追求能源自主性之努力上能有較大之突破。這種面對問題及企圖解決問

題的努力，也許可以讓我們作為借鏡。 

二、 日本政府協助有創意的日本小公司(在聊天過程，發現其中有一個公司僅為 5 個人

之小型公司，甚至負責人連以英文溝通都有困難)出國前來參加展示及會議，並同

時幫助他們準備翻譯人員，更向主辦單位爭取時段讓他們親自上台介紹及說明他

們產品的特色(當然也提供即時翻譯)。這讓我有些感觸，我們的政府是否也能有這

樣的模式來協助中小企業，而不是讓我們的中小企業自已拎著皮箱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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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生能源之利用必需因地制宜；因此技術交流是有必要的，也就是透過技術交流

來達成雙方之互補，如此才有機會加速及落實各項再生能源技術之推廣應用。 

四、 夏威夷雖然市場量不夠大，但因為美國有意將夏威夷建構為潔淨能源之示範島嶼，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思考以夏州作為進入美國市場的一個橋頭堡。 

五、 在此次會議中有甚多 NGO 來參與，從他們的報告中或交談中，感覺上他們通常扮

演推動潔淨能源並協助政府之角色，如 GAIA 實地參與日本琉球一個小島的建設

來落實維繫地球永續發展的推動工作。這點應該可以讓我國政府省思如何協助國

內 NGO 團體和國外接觸，以促使他們能較為理性探討國內所面臨的問題。 

經由這次會議參與及 3 項拜會行程，並和參與 APCESE 2013 會議之各國人員和專

家交換意見，以及和夏威夷州議會及能源主管部門進行會談中，發現雙方有甚多未來可

合作之契機，綜合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由於 APCESE 是採取多個會議及展示會方式同步進行，出席人員除一些島嶼

國家外，亦有不少美國海軍及陸軍之軍方單位，他們基本上對技術及產品均

有某種程度的需求，因此這項會議除了有相當多產業之贊助單位外，亦同時

吸引不少產業界人士參與。我國應該有機會以一個提供者的角色來提供技術

或產品。因此下次倘有類此會議，建議可以由政府籌組一個參訪團，包含研

究單位及產業界，藉由展出及特別安排之說明會，來推廣我國已開發成熟之

技術及產品，以達成為我國再生(潔淨能源 )能源產品尋求另一個出海口 (其實

節能技術及產品也有相對之需求 )的機會。  

二、由於我國已和夏威夷州政府在 2008 年 9 月簽署「Exchange Note」，雙方同

意未來推動各項實質性合作，因此後來也衍生出我國在 OTEC 方面持續關注

可能合作之內容，但因為雙方對推動之力道有些差異而暫無具體合作內容；

但今(102)年透過這次高峰會之多方接觸及幾個正式之拜會行程，發現台灣及

夏威夷在很多方面有許多合作及創造雙贏的契機，而這些單位也表達較為強

烈之合作意願。  

(一)研發單位之互補，目前初步有意願之議題有 4 項：海洋能、水質淨化(小型可移

動式)、生質燃料、及 RDF(我國有機會技術輸出)等；執行方式可由研究人員就

個別議題先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討論，在有初步共識後，則透過小型 workshop

方式來找出可以互補之技術項目，最後才展開實質之合作(含研發及應用)。 

(二)雖然夏威夷市場量可能引不起國內廠商之意願，但由於美國政府有意將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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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為一個潔淨能源之示範島，同時夏威夷州長也宣示擴大潔淨能源之運用

來追求能源之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則訂有節約能源之目標；亦即夏威夷對能源

之未來供需有相當明確目標。而我國在節能減碳推動過程已建立不少技術及產

品，並在國內均有實際安裝之成果及實績，因此我國技術及產品應該有機會切

入夏威夷市場，並成為進入美國的轉運站。建議這部分可以結合第 1 項之建議

來協助國內產業界在夏威夷建立知名度，以利後續之市場行銷。 

三、由於這次會議亦有不少 NGO 受邀出席發表他們在推動地球永續發展上之作

法及成果，如來自日本的 GAIA Initiative，特別介紹了他們在 Okinawa 推動

無碳島之成果和經驗；而來自印度洋中島國 Seychelles 的一位榮譽大使介紹

了該國如何建設低碳島之經驗。這樣之介紹均在現場獲得極大之迴響，也增

加與會人員對這些國家努力之認同。因此建議未來如果我們也能以台灣團模

式參與的話，可考慮邀請國內一些 NGO 團體參與或協助安排在會中進行專

題演講，讓他們實際了解國外較為實務之作法，以期將他們在國內之影響力

轉換為能在國內更務實推動潔淨能源或低碳技術之助力。  

四、夏威夷積極推動屋頂型太陽光電，故對 PV 有強大之需求，我國應可強化目

前「PV 擴大海外市場」之方案，協助國內產業進入夏威夷市場。  

五、夏威夷大力推動電動車，對技術及產品均有需求；然夏威夷環境條件和國內

較為類似，且國內經濟部工業局已輔導國內建立電動車產業，因此，建議可

輔導國內電動車產業開拓夏威夷市場。  

六、美國軍方有甚多推動節能減碳之計畫，並對外尋求技術或產品之提供，我國

產業界如能和美國本土企業合作，將有不少商機；建議國防部亦可派員出席，

並透過與美國軍方之交流，了解美國軍方在節能減碳之成功作法。  

七、我國雖和夏威夷州政府在 2008 年 9 月簽署「Exchange Note」，但因為雙方

在推動之力道有些差異而暫無具體合作內容；但今(102)年透過這次高峰會之

多方接觸及 3 個正式拜會行程，發現雙方在海洋能、水質淨化 (小型可移動

式)、生質燃料、及 RDF(我國有機會技術輸出)等 4 項議題應有互補之機會；

建議可先透過研究單位之交流，再擴大至產業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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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及參考資料 

附件一、APCESE 議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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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出席會議過程及和其它與會人員交流照片  

 

會場入口牌樓  

 

 

開幕儀式前的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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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楊組長和主辦單位負責人 DBEDT 的 Mr. Mark B. Glick 交換意見  

 

 

夏威夷公園內的 LED 路燈(風光電整合) 

 



 

 -18- 

 

夏威夷州政府及州議會大樓  

 

 

 

大會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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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主要交流及會面人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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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向夏威夷州議會議長說明用簡報  
簡報題目：Energy Policy in Taiwan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重要規劃資料，禁止複製、轉載、外流，請依規定保管使用。 1

經濟部能源局

Bureau of Energy

Energy Policy in Taiwan 

The 2013 Asia Pacific Clean Energy Summit and Expo 

9-11 September, 2013

Speakers:

Ling-Hui Chen, Secretary-General, BOE, MOEA, Taiwan

Dr. Bing-Chwen Yang , Division Director, GEL, ITR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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