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ER-F0847    

  
INER-F0847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赴日本參加台日風機國際會議及拜會

風機驗證與研究機構 

   

  服務機關： 核能研究所 
姓名職稱： 黃金城 研究員 
派赴國家： 日本 
出國期間： 103 年 7 月 29 日~103 年 8 月 2 日 
報告日期： 103 年 8 月 25 日   

  



 



摘 要

本次日本公差配合科技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灣中小型風機發展協會

及國內業者主要為促進台灣與日本之間小型風力機產業與標準之技術交流合

作，加速國內業者取得 日本產品驗證，以促成國內廠商海外合作機會，強化產業

之國際競爭力。因此，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特別籌組本次「2014 日本小

型風力機參訪團」參加台日小型風機國際會議並拜會風機驗證及研究機構日本

海事協會(ClassNK)及會晤日本產業技術總和研究所(AIST)與日本小型風機協會

(JSWTA)代表、參觀日本小型風力機設置實績與拜會日本小型風力機之有關廠

商。 由於本所擁有目前國內唯一之經TAF認證的小型風力機設計評估驗證實

驗室，並實際參與標準檢驗局所推動之國內小型風力機驗證計畫，實際協助國

內垂直軸小型風力機業者完成其風機之設計評估並已成功獲得日本驗證單位

ClassNK 之驗證核准。因而，本次公差行程也安排拜會 ClassNK 同時會晤 AIST

及 JSWTA 等研究人員，藉由風機之驗證標準與技術之研討，以加強雙方之技術

交流。此外，針對由國內與日方共同籌組台日小型風力機論壇，以推動區域化之

小型風力機產業與技術的合作，也進行有關的意見交流。由於，小型風力機之設

計技術研發也是本所風力發電技術重要的一部份，過去已逐步累積一定的技術能

量，並已逐步藉由自主風機的研發並落實加強協助業者之產品設計評估驗證，以

提昇國內小型風力機之技術。本次公差由政府機構結合國內業者拜會日本小型風

力機驗證單位、研究機構與日本相關業者，可加強雙方技術交流及了解驗證技術

與標準之需求及對風機安全及性能之重要性，對於未來本所於小型風力機之設計

評估驗證技術及有關標準的應用與研發計畫規劃，將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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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日本 2013 年起推動小型風電收購電價制度，高額收購價格約每度電 55 元日幣(16.5

元台幣)僅次於葡萄牙，因此吸引各國小型風力機廠商關注，多家國際廠商赴日申請產

品驗證，以取得進入日本市場機會。我國廠商不但是目前通過日本 ClassNK 驗證 7 台小

型風力機中唯一垂直軸小型風力機產品，也是唯一通過併網測試，可售電取得其日本電

價補助之產品；目前更將與日本業者 Fujita 公司合作，結合風機製造業、安裝業者與租

賃業者成立合資公司，拓展日本市場。為提供產業界觀摩此一創新之台日合作商業模

式，促進台灣與日本之間小型風力機產業與標準技術交流合作，加速業者取得日本產品

驗證，促成國內廠商海外合作機會，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

特別籌組本次「2014 日本小型風力機參訪團」，由科技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核能

研究所等政府單位結合國內中小型風機發展協會與國內業者前往日本參加台日雙方小

風機國際會議並拜會其主要驗證機構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及會晤日本產業技術

總合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及日本小型風電協會(Japan Small Wind Turbines Association；JSWTA)代表與參

觀日本小型風力機設置實績並拜會日本小型風力機之有關廠商。

本次公差主要目的在加強國內與日本於小型風力機之技術交流，落實台日小型風力

機產業與標準驗證實質合作，觀摩日本小型風電商業運作模式；並預期透過未來台日小

型風力機論壇及小型風力機亞太論壇之運作，啟動多元化國際合作機會，強化產業國際

競爭力。此外，對於小風機驗證技術與標準之交流，以及對風機安全及性能之重要性，

也將有助於本所未來於小型風力機之設計評估驗證技術及有關標準的應用與研發計畫

的規劃。

二、過 程

此行於 103 年 7 月 29 日由桃園機場搭機，中午抵達日本札幌。依據行程規畫，於 7

月 30 日由札幌經釧路前往位於北海道最東方之根室，參觀國內垂直軸小型風力機新高

(Hi-VAWT)公司於日本之設置實績並拜會日本有關廠商。7 月 31 日由釧路搭機前往日本

東京，依據行程規畫，8 月 1 日早上於東京地區參加我國新高公司及日本 Fujita 公司合

資成立之 Hi VAWT Japan 公司之合資公司正式簽約儀式，一同見證國內小風機業者首次

結合日本業者共同合作的歷史時刻。而下午則安排拜會日本海事協會(ClassNK)及會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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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型風電協會(JSWTA)及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代表。本次公差自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為期共 5 天。 

(一) 參觀新高公司於日本之設置實績及拜會日本有關廠商 

新高公司(Hi-VAWT)為國內垂直軸小型風力機主要廠家，於 2005 年成立。2005 年

至 2008 年曾獲得經濟部鼓勵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BIR)有關垂直軸小型風力

發電研發之補助，專門從事垂直軸小型風機之研發製造。目前新高公司的垂直軸風機產

品行銷世界各地，目前各主要國家如美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都有代理商，詳細

公司資訊請參考該公司網站(www.hi-vawt.com.tw) 。 

由國內小型風力機協會籌組本次的 2014 日本小型風力機參訪團由科技部前瞻及應

用科技司司長陳宗權博士擔任領隊，成員包括標檢局、核能研究所等政府機構及台灣中

小型風機發展協會與國內風機相關業者。依據規劃於 7 月 29 日由桃園機場出發前往日

本札幌，安排旅館住宿。隔日 7 月 30 日一早首先由札幌經釧路前往位於北海道最東方

之根室市。由於札幌距離根室相當遙遠，交通不便。原定由札幌搭乘短程班機前往釧路，

再搭乘預先安排之出租巴士前往。但是暑期機票預訂不易，我個人因此無法直接由札幌

市近郊之丘珠機場搭乘，而改由搭乘 7:50 早班飛機由札幌新千歲國際機場前往釧路機

場，並與代表團會合，一起搭乘巴士前往根室。釧路前往根室約需要 2 個半小時車程。

代表團一行於 9:30 離開機場前往根室市，預計在 13:00 參觀位於根室的新高公司垂直軸

小風機的設置實績。

代表團一行於午餐後，由科技部陳司長率領幾位不同單位包括標檢局及核研所的代

表等先行前往根室市的行政中心拜會市長長谷川俊輔先生，尤其率領相關人員接待。我

方陳司長首先介紹各主要代表團團員，並致詞說明台灣與根室關係密切，尤其是在海鮮

方面的貿易，台灣可以享用到來自根室最新鮮的海鮮如螃蟹、牡蠣等，而此次小風機代

表團前來北海道根室參訪，除了參觀由日本 Fujita 公司與台灣新高公司共同合作所設立

的第一座獲得其日本電費 FIT 補助方案的小風機風場，也希望藉此加強台日雙方於小型

風力機產業及技術的合作交流，以達到雙贏，也邀請長谷川市長蒞臨台灣訪問。長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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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也表達歡迎之意，雖然一直沒機會前往台灣訪問，不過倒是一直有台灣的訊息，尤

其是與台灣的貿易往來非常密切。長谷川市長也介紹根室市的地理環境，由於位於北海

道最東方，面臨鄂霍次克海及太平洋，交通相當不便，感謝我方代表團千里迢迢前來訪

問，台灣與根室距離達 3000 公里以上，非常歡迎及感謝。根室目前是日本最大的海鮮

供應地，也是世界前 5 大的海鮮出口供應產地，他謝謝台灣喜愛跟室的海鮮產品。此外，

由於根室地理位置特殊，擁有良好的風況條件，年平均風速達 7.1 m/sec 以上，目前除

已擁有大型陸域風電外，也預計規畫進行小型風電的規畫，他也說明由於風機的噪音及

海邊水鳥棲息地，當地居民較為反對大型風機的設立，不過對於小型風機則相信較無此

顧慮，因此可以接受由 Fujita 公司及台灣新高公司所開發的小型風機設置風場，也希望

帶動界以帶動風電的發展。他也歡迎及樂見台灣與日本於小風機產業及技術繼續保持交

流。拜會最後由雙方代表我方由科技部陳司長及長谷川市長互贈禮物結束拜會行程並前

往小風機設置風場參觀。 

於 13:30 抵達位於根室的垂直軸小風機的設置風場(Wind Park)，如圖 1。此風場主

要位於根室的齒舞區目前已完成設置，也成功申請獲准日本電費 FIT 補助期限 20 年，

正等待最後的併網。目前共計有 6 台垂直軸小型風機產品為新高公司 Model DS3000，

額定發電容量 3 kW。此小風電 FIT 申請成功為日本之首例，相當值得重視以及具有特

殊的意義，而開發商則是日本 Fujita 公司與新高公司合資成立之 Hi-VAWT Japan 的首

宗成功開發案，當然也是此行最大之目的之一。促成此次垂直軸小風機 DS3000 成功進

入日本市場的關鍵，主要是該產品於去年 6 月正式獲得其驗證機構 ClassNK 的型式驗

證(Type Certification)通過。型式驗證包括設計評估及型式測試兩部分，型式測試需要由

實機於合格測試場完成各項風況條件的測試，至少需耗費 1 年半以上，所以新高公司於

稍早即於英國風機測試場完成測試並獲得測試合格證書。而設計評估驗證則是由核研所

的團隊協助完成包括設計分析報告及審查等等，並親自於前年接待日本 ClassNK 代表團

訪問本所，參觀風機研發能量及設施並進行技術研討，以及去年 2 月由本人親自偕同新

高公司前往 ClassNK 進行技術簡報與審查會議。DS3000 垂直軸風機順利於 2013 年 6 月

順利獲得 ClassNK 驗證通過，同時成為第一部獲得日本驗證通過之外國小型風機。 

 第 3 頁 



因此，國內新高公司 DS3000 之 3kW 垂直軸風機順利取得產品驗證後，即已具備進

入日本市場的資格，而與 Fujita 公司結合，更是成功於 1 年後的今年 7 月成功完成於日

本北海道根室首宗小風機風場設置及申請 FIT 補助，更促成 Fujita 公司與國內新高公司

的合資公司 Hi-VAWT Japan 成立。此次，我方代表團中小風機業者新高公司及綠十字

能源公司，也藉此機會與日本 Fujita 公司及 San-Esu 公司交流，互相交換對於台日之小

風機環境及設置狀況等等。日方業者表示小風電設置的阻礙主要有 4 項包括(1)開發商必

須與個別電力公司洽談 FIT 併網，時間難以預估及冗長，甚至將被要求進行額外的測試

及電力品質驗證等；(2)地方政府不同的設備認定標準對於小風電的設置推展之影響；(3)

適當設置地點之影響，變因複雜包括風機品質、風況、地方政府支持度及居民接受度等

等；(4)小風電設置成本較高，相較於太陽電，日方業者也認為小風電的成本仍高，尤其

日本對於小風電較無經驗等都是因素。Fujita 公司小風電事業簡報資料請參考附件一。 

整個拜訪位於根室之首宗小風機設置時績及拜會日本風機相關業者之活動，相當成

功，代表團及日本風機相關業者並且一同在位於根室之小風機設置場前合影留念，如圖

2。而由政府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陳宗權司長擔任領隊，標檢局及核研所政府機構，

偕同台灣中小型風機協會與業者一同前來，不僅拜會根室市市長長谷川先生，成功拓展

國民外交，透過台日雙方業者交流，相信一定可以促進台日小風機業者合作開發日益龐

大的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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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位於根室的垂直軸小風機的設置風場 

 

 

圖 2、代表團及日本風機相關業者於根室之小風機設置場前合影 

 

 (二) 見證台灣新高公司與日本 Fujita 公司合資成立 Hi-VAWT, Japan 公司 

    簽約儀式  

新高公司(Hi-VAWT)成立於 2005 年為國內垂直軸小型風力機主要廠家，近年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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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拓展國際市場包括大陸、日本、韓國及歐美等國家。過去 3 年針對日本市場非常積極

的了解及準備，針對其優良的 3kW 的小風機產品，不僅主動送往英國測試場，依據 IEC

技術標準完成測試驗證外，亦委由國內核能研究所協助準備 DS3000 小風機相關的設計

分析報告，主要依據 IEC 61400-2 技術標準，並採用簡易負載模式(SLM)對於各項風機

設計載重執行檢核。並於 2013 年 6 月新高公司 DS3000 產品正式通過 ClassNK 的小風

機型式驗證，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也是台灣優良的小風機產品受到日本驗證單位的認

可及具備申請日本國內 FIT 電費補助的資格，應算是國內小風機正式進入日本市場的先

驅。我認為此成功案例，是結合科技部(國科會)的經費補助、國內標檢局持續推動小風

機驗證機制、核能研究所提供技術支援、台灣中小型風機協會的協助推動與新高公司的

積極準備，產官學研共同努力重要的成果。 

日本 Fujita 公司成立於 1987 年，代理行銷之經營領域包括醫療、食糧、環保及觀

光等，3 年前日本福島核災後，日本受創嚴重，許多地方沒水沒電，尤其原 Fujita 公司

相當重視醫療設備的供應，但是電力不足卻是最大的影響變因。因此，自從 2011 年起，

Fujita 公司就積極規劃能從事小風電的市場，不僅搭配其醫院醫療設施的供應使其更具

有競爭力，而開發小型風機風場也是其中重要的構想。因此，透過市場的了解及資料蒐

集，於拜會台灣新高公司後，希望可以引進 DS3000 3kW 之垂直軸風機進入日本市場。

而今日透過台灣新高公司與日本 Fujita 公司的共同成立合資公司 Hi-VAWT, Japan 就是

過去 3 年來，雙方努力的重要成果，希望藉由彼此的共同合作，拓展日本、台灣、亞洲

甚至全球的市場。 

代表團一行由科技部陳司長擔任領隊，於 8 月 1 日早上 10:30 抵達位於東京市區的

Fujita 公司，參加台灣新高公司與日本 Fujita 公司之合資公司 Hi-VAWT, Japan 之簽約儀

式。由於這是台灣小型風機進入日本市場重要的里程碑，此次特別邀請科技部前瞻及應

用科技司陳司長蒞臨見證，雙方公司負責人台灣新高公司陳震國董事長及日本 Fujita 公

司負責人 Fujita 先生分別致詞，陳董事長說明於 7 月 30 日親自前往位於根室的小風機

風場參觀，親眼看見新高公司 DS3000 3kW 垂直軸風機順利地運轉，內心相當感動，過

去多年來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感謝許多人的協助，才有今日的機會進入日本市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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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樂意與日本 Fujita 公司合作，希望藉由未來合資公司的成立，更能加速開拓日本之

小風電市場。Fujita 先生也隨後致詞，歡迎代表團一行人前來 Fujita 公司拜訪及見證與

台灣新高公司之合資公司 Hi-VAWT, Japan 的簽約儀式。他表示過去 3 年多來，感謝台

灣新高公司的協助及合作，雖然碰到許多困難，但是也都一一克服，才有大家所見的 一

點成果。DS3000 3kw 垂直軸風機是相當良的產品，也通過日本驗證機構 ClassNK 的驗

證通過，感謝許多人的協助，於日本方面，他們要繼續努力開拓小風電的市場，與台灣

新高公司互利達到雙贏的局面。之後，雙方在科技部陳司長的見證下，簽約及換文，於

8 月 1 日 11:15 正式完成簡單隆重的 Hi-VAWT, Japan 合資公司簽約儀式。 

簽約儀式完成後，代表團成員也與與會的 Fujita 公司人員及其律師、會計師等一同

攝影留念，如圖 3。 

 

 

圖 3 代表團與 Fujita 公司人員及律師與會計師等於簽約儀式後合影 

 (三) 參訪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 

日本海事協會成立於 1899 年，在全球有 120 個分部，而在亞洲地區也有超過六十

處的檢查服務據點，全世界入級日本海事協會的船舶總噸位數達一億九千萬噸以上，是

位居全球首位的船級協會。日本海事協會的主要業務，是制定確保船隻安全的各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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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查正在建造或已啟用的船隻是否符合安全標準。海事協會制定的規則範圍包括

船隻結構、電路、電子系統、動力裝置、安全設施、起貨設備等方面。因此，日本海事

協會除具有力士相當悠久的驗船技術與經驗之外，近年來也開始從事日本國內小型風力

機及大型風力機甚至是海上風力機的驗證工作，由於日本海事協會內部已具有技術研發

部門包括結構分析、材料安全及技術標準開發應用等等。日本海事協會目前為日本國內

唯一經認可的風機驗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y)其針對廠家送驗的風機產品，將依據其個

別的申請驗證設計標準例如針對小型風力機 大都以國際電工協會 IEC 61400-2 標準進

行驗證以說明其風機是否滿足設計標準的要求，但風機驗證並不說明或比較個別風機的

優劣性。此外，依據日本海事協會說明，為達成日本風機驗證國際化的需求，以協助日

本國內風機業者順利開拓海外市場，國際間不同國家驗證機構的互認相當重要，可加速

風機驗證流程，降低成本，因此日本海事協會也與國外驗證機構進行互認，例如美國的

小型風力機協會 AWEA 等。  

此行代表團一行由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司長陳宗權博士領隊，包括經濟部標檢

局、核能研究所、台灣大電力研究中心、台灣中小型風機協會及國內業者等拜會日本海

事協會及會晤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及日本小型風電協會代表，藉由雙方互訪、技術

研討建立交流管道，以逐步達成未來國內風機驗證國際化之目的。參與會議之人員清單

如附件二。 

依據行程規劃，代表團於 8 月 1 日下午 13:30 抵達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經換證

直接前往會議室，由其次長 Sasaki 先生接待，並與 HikaruWind 實驗室 Matsumiya 教授、

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技術顧問 Aoki 先生、日本小型風電協會會長 Tanaka 先

生及副會長 Nakamura 先生與 ClassNK 風能技術主要人員等會晤並展開會議。會議開始，

首先進行台灣中小型風機協會與日本小風電協會之合作備忘協議簽訂，由我方代表團領

隊科技部陳司長見證，雙方會長及理事長簽署及換文生效，簡單隆重，期許未來台日雙

方藉由協會的力量，結合台日小風機業者共同推動與強化雙邊合作。台灣中小型風機協

會與日本小風電協會之合作備忘協議簽約儀式後，與會雙方合影留念，如圖 4。圖中前

方座位中間者為科技部司長陳宗權博士，其他由左至右分別為標檢局陳光華副組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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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小型風機發展協會理事長鍾俊能先生、日本小型風電協會會長 Tanaka 先生及副會

長 Nakamura 先生。 

 

                

圖 4、台灣中小型風機協會與日本小風電協會於簽約儀式合影留念 

 

其次，技術會議進行首先由經濟部標檢局陳光華副組長說明此行拜會之目的及國內

小風機驗證之現況，以及加強台日小風機驗證之重要性，期望透過驗證提昇風機品質，

互相合作推動小風電市場開發，除了說明國內目前已擁有經國際認證單位認可的小型風

機測試場分別是位於七股及澎湖的測試場歡迎日本業者到台灣進行小風機測試，同時誠

懇邀請日本驗證單位、相關技術單位及業者於 2014 年 11 月 5 日蒞臨台北參加預計舉辦

的台日小型風機論壇。 會議進行 3 場簡報，依序分別由 Matsumiya 教授簡報日本小風

機的研發現況；台經院顧問張欽然博士簡報說明國內小風機驗證技術能量現況及未來的

規劃；以及由 ClassNK 次長 Sasaki 先生簡報日本小風機驗證現況。簡報資料詳見附件三

~五。 

Matsumiya 教授說明截至 2013 年日本風電累積裝置容量達 2.67GW 離原訂目標

3GW 尚未達成。整個風電佔日本全國供電僅約 0.5%，仍有待努力。日本仍透過相關研

究活動加強技術研發包括持續參加 IEA/Task 27；由政府技術標準委員會支持參與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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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風機技術標準的專家會議。而研究計畫方面則面臨經費短缺之問題，亟待解決。日本

小風電重新修正 FIT 電力補助由 2012 年 7 月實施，以 20kW 風機為分野，小於 20kW 之

FIT 補助為 55 元日幣/度電，大於 20kW 則為 22 元日幣/度電，期限皆為 20 年。而由實

施近 2 年數據觀察，FIT 對於 PV 的應用提昇影響較大，對於風電可能由於申請及驗證

不易通過與耗時，成效尚未顯著。日方對於垂直軸小型風機的簡易負載模式(Simplified 

Load Model, SLM)相當有興趣且已透過實際的實驗驗證數值模型，並將其列入日本小型

垂直軸風機的設計標準附錄 C(JSWTA0001 Annex C)，日文版已完成，英文版則正準備

中。幾項重點假設包括適用於 H 型垂直軸葉片數量小於等於 5；驅動軸變為應小於 0.3% 

與不考慮風切所引起的疲勞效應。有關垂直軸風機的計算流體動力 CFD 與實驗量測比

較研究主要由 Kanazawa 大學 Kono 教授等於 Nasudenki-Tekko 設施完成。 

台經院顧問張欽然博士簡報說明國內小風機驗證技術能量現況及未來的規劃，其中

包括關於小風機型式驗證，國內有 2 座國際認證公司認可的測試場分別為金工中心的七

股風機測試場及台灣大電力之澎湖風機測試場。此外，國內政府研究機構核能研究所也

已成小型風機設計評估實驗室並經 TAF 認可。國內並正由標檢局推動 VPC 小風機產品

的自願性產品驗證，藉以鼓勵優良小風機產品驗證，有助市場行銷。目前並規劃進行 11

月由台灣主辦首屆之台日小風機論壇，希望獲得日方的支持並誠懇邀請日本方面技術專

家及業者的參與，以強化雙邊的合作關係。 

ClassNK 次長 Sasaki 先生於 15 分鐘之會議休息後，接續簡報日本小風機驗證之現

況以跟日本及台灣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及雙方協會代表與業者進行交流。 首先介紹小

風機之主要零組件及重要性，並介紹最新 2014 年日本政府對於風電 FIT 電費補助，大

型陸域風電(> 20 kW)為 22 元日幣/每度電，小型風電(<20kW)為 55 元日幣/每度電，離

岸風電為 36 元日幣/每度電，簽約補助期限 20 年。對於小型風電申請日本 FIT 補助而言，

風機本體須通過依據 JSWTA0001 技術標準之型式驗證。在電網並聯方面，也需滿足日

本 JET(Japan Electrical Safety and Technology Lab.)之 PCS(Power Conditioning System)電

網併聯規範。至於塔架及基礎結構，小於 15 公尺高度則無需驗證。JSWTA0001 目前為

日本針對小風機主要的設計標準，依據日本小風電協會與相關業者共同制定，由政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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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風機驗證單位 ClassNK，依據此標準針對小風機造商送驗的風機進行型式驗證並於

核准後授予通過驗證之證明。Sasaki 先生說明除驗證程序外，整個風電之 FIT 過程及手

續也相當繁複，也要地方政府的核可。 

ClassNK 對於小風機的型式驗證，主要依據 IEC 61400-22 的要求執行，而其所依據

的設計標準為其日本小風電協會出版的 JSWTA0001(2011 年出版)，並說明截至 2014 年

8 月 1 日最新的通過 ClassNK 之小風機驗證清單，共計有 7 台，其中 5 台為日本國內製

造，2 台為日本國外製造。我國新高公司之 DS3000 3kW 垂直軸風機為其中唯一的垂直

軸風機產品，另一台獲得驗證通過的外國風機為美國 Bergey 公司的 Excel 10 水平軸風

機。此外， DS3000 3 kW 風機也是第一個獲得驗證通過的日本國外小風機產品。關於

風機之型式驗證，ClassNK 除了進行必要的技術報告的審查、評估與驗證外，針對測試

驗證也特測試場都已獲得 ClassNK 的核可，將鼓勵日本業者考慮前往台灣利用我國測試

場進行測試驗證，因為目前日本國內尚無小風機之測試場，將可節省成本及加速驗證流

程。最後，Sasaki 先生也提出幾項議題討論，尤其是針對目前日本已針對小型風電 FIT

補助，要求進行產品的型式驗證，但是台灣、韓國及中國大陸都尚未執行此項要求。因

此，市場上小風機產品相當混亂，劣質產品充斥，由於跨國的產品無法避免，應加強各

國的小風機產品的型式驗證，甚至應有區域性的風機驗證合作及技術標準調和

(Harmonization)，以加速推動小風機的設置、業者因市場明確更願意積極投入更優良的

產品，與強化區域性的合作達成雙贏的合作關係。 

代表團一行於拜會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 後，於歷史悠久的日本海事協會與日方代

表合影留念，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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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代表團與日方參與 ClassNK 會議代表於拜會行程結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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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一) 此次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特別籌組本次「2014 日本小型風力機參訪團」參

觀日本小型風力機設置實績與拜會日本小型風力機之有關廠商，見證台灣新高公司與日

本Fujita公司之合資公司Hi-VAWT, Japan簽約儀式與拜會日本海事協會及會晤日本產業

技術總和研究所與日本小型風機協會代表等，主要由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司長陳宗

權博士擔任領隊，而經濟部標檢局及核能研究所主要的政府參與單位、結合產業界共同

為藉由小風機技術標準、風機驗證與日方交流，並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力量及資源，協

助台灣新高公司成功拓展國內業者於日本的小風電市場，是相當成功的一項藉由政府出

面整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提昇及拓展產業價值的案例，也相信國內小風機廠商於日本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可以藉由日資及台資共同經營，快速拓展日本甚至海外的廣大市場。 

 

(二) 以日本根室作為進入日本小風電 FIT 補助電費首例申請，應是相當好的開始，不僅

新高公司 DS3000 3kW 風機成功獲得 ClassNK 型式驗證，該區具有良好及甚具經濟價值

的風況其年平均風速約 7.1 m/sec，便宜的租地費用，市民尚可接受(據悉雖然擔心風機

運轉噪音及對於豐富水鳥的影響，經溝通已可接受)，地方政府的支持核可等，是可以

成功啟動此首宗日本小風電 FIT 案關鍵因素。待累積更多的運轉數據及績效後，對於未

來日本小風電 FIT 開發，一定會有當亮麗的成績。當然，此經驗未來也可以回饋給國內

政府推動小風電開發、設置及躉購電價補助訂定的參考。 

 

(三) 由於國內新高公司所研發之小型垂直軸風機相當具有特色，品質優良。垂直軸風機

有別於水平軸風機，無需具對風裝置，而可接受任何方向的風產生電力，所以構造及維

修一般較簡易。但是，卻是需要較精確的設計及分析，確認設計強度以避免疲勞損害，

以及更精確的氣動力計算以提昇其發電效率。Fujita 公司應是對於新高公司垂直軸風機

產品的特色，具有相當強的合作及引進的意願。因此，特殊的產品定位應是重要的成功

要素之一。  

 第 13 頁 



(四) 台灣中小型風機發展協會結合風機業者，經常與政府相關單位包括標準、技術研發

等，雙向的讓政府的研發技術方向及資源與技術標準的訂定，符合業界的需求，此點相

當特殊及重要，與日本小型風電協會研討時，給日方相當大的啟示，都確立是一個積極

且有效率的結合方式，日方 JSWTA 應允將效法更積極整合日本小風電業者，並適時拜

會日本相關政府機構如通產省等尋求支持，以利推動日本小風電設置及相關技術研發。 

 

(五) 日本方面於小風電領域的研發經費相對有限，但是還是持續透過國際合作如參與國

際能源署 IEA 及國際電工協會技術標準 IEC 的有關技術活動，不僅保持國際能見度，對

於風機技術標準及技術提昇，盡量與世界最新現況維持同步，相當重要。 

 

(六) 日方對於技術標準的建立與技術基盤投入，非常仔細。由於其對於原國內核研所研

發提出適用於小型垂直軸風機設計之簡易負載模式(SLM)相當感興趣，且可加速設計流

程及降低成本，此次參訪會議，依據其報告，雖然引用部分我方的數據，但其已自行完

成適用於小於 5 葉片垂直軸風機的實驗驗證，修正相關數據後，已正式納入其日文版

JSWTA0001 技術標準附錄 C 之垂直軸風機設計標準，由於世界上目前並無適用垂直軸

風機的國際標準，因此算是相當大的改進，英文版則是研擬中，預計對國際發布。 

 

(七) 日方對於小風機驗證之驗證技術及技術標準調和，表達高度合作興趣。此外，對於

未來的驗證技術內容及方向，應當以小風機的特色加以考量，尤其是成本及時程。例如

其驗證機構 ClassNK 建議是否減少部分的設計評估評估項目，以耐久性測試取代等，都

是可以考慮的方向。於此點，我也提出看法，驗證及技術標準的調和相當重要，尤其對

於區域性或跨國的合作等，可以降低成本及提升產品的品質。而在技術標準的調和檢討

應更注意各項標準訂定的合理性，因為技術標準主要是由工業界在使用，一定是可行，

否則訂的標準窒礙難行，就不違背工業標準的目的。所以，朝此方向努力是對的，但是

要對技術標準加以更多的研究及了解，才能進行所謂的技術標準調和。 

 

(八) 由於國內風機驗證目前與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 交流密切，標檢局正推動國內小風

機之 VPC 自願性產品驗證，藉以鼓勵國內小風機業者提出申請，提升品質，降低成本，

拓展海外市場。同時，於 ClassNK 參訪會議中，標檢局陳光華副組長也邀請日本小風機

業者，因為日本目前並無小風機測試場，可以考慮前往位於台灣七股及澎湖兩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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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NK 及國際認證機構認可之小風機測試場，台灣及日本地理條件近似，距離也不遠，

是一個很好的風機測試場地。此外，台灣中小型風機發展協會預計於 2014 年 11 月 5 日

舉辦台日第一次的台日小型風機論壇，誠懇邀請日方驗證單位、研究機構及相關業者參

加，對於提升未來台日雙方於小風機的業務推展及技術合作，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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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此次公差行程除前往根室參訪由國內新高公司與日本 Fujita 公司合作開發的小型

風機通過 FIT 電費補助的風場開發案，也見證上述兩家公司成立合資公司

Hi-VAWT, Japan 的簽約儀式。此為一相當不錯的快速進入日本市場的商業開發模

式，將來如累積足夠的運轉數據及績效，應當會有更亮麗的日本市場開發成績出

現。核能研究所一直以來參與及協助新高公司此型 DS3000 3kW 的設計評估相關

技術工作，因而對於此次新高公司於日本成功拓展的案例，個人也覺得相當的榮

幸及感動。榮幸的是藉由政府研究計畫之補助，核研所於小風機技術研發確實協

助及參與國內的技術廠家之優良產品開發，突破技術瓶頸，並與業者共同努力，

順利取得日本風機驗證機構 ClassNK 驗證通過。感動的是第一次前往參觀成功開

發的日本首宗 FIT 小風電補助案採用新高公司之 DS3000 3kW 風機，親眼目睹風

機在遙遠的北海道最東方根室順利的運轉，令人印象深刻。這目前看起來可能是

開拓國內小風機業者於日本市場的一小步，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更多的台灣業者進

入日本小風電市場邁出更成功的一大步。而核研所應當更堅持技術領導的角色，

扮演業者國內風機技術諮詢之顧問，建議政府之研發經費也應持續投入小型風機

的技術研發。 

(二)、風機之研發及應用有其地域性。因此，國際電工協會 IEC 標準雖為國際標準，但

是各國於其國內應用時，於技術標準通常會有其他特殊的要求。舉例而言，此次

日本驗證機構ClassNK及其小風機協會 JSWTA針對垂直軸風機透過實驗及分析負

載計算及整合相關技術標準納入其 JSWTA0001 附錄 C 以供採用。技術標準的內

涵為技術基盤，未來國內標檢局及核研所對於技術標準的基盤技術的研發應更密

切合作。 

(三)、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 目前是日本主要的風機驗證機構，包括小型風機及大型風

機。此外，ClassNK 近年來也從事有關日本國內離岸風機的技術標準研定，主要

仍參考 IEC 61400-3 國際技術標準。國內目前也正計畫快速發展離岸風電，因為日

本與台灣地理條件相似，颱風及地震都是主要的考量因素，此特殊影響因素有別

於其他國際技術標準如 IEC，甚至 GL 及 DNV 等。因此，建議應持續保持與日本

ClassNK 的技術交流管道，以獲取最新的離岸風電技術標準資訊，將有助於國內

未來離岸風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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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一、日本 Fujita 公司小風電事業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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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加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 台日小風機技術會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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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日方 Matsumiya 教授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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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台方張欽然博士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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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日方海事協會小風機驗證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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