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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議)報告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The 7th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 

nference （APPEEC 2015）。 

二、活動日期：104年 4月 11日至 4月 15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武漢大學、清華大學、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SCIRP）、Engineering Infor- 

mation Institute（ENGII）等單位。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王課長宏魯。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 

 The 7th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 2015）為涵蓋「新能源、再生能源發電」、「電力系統管理」、

「電力傳輸與分配」及「智慧電網」等新興技術領域之國際性研討會

議；會議研討與交流之主題，亦側重在上述個別領域之技術發展情況

與應用趨勢，以及跨領域整合技術之研發（應用）模式等，理論與實

務兼備，與會者多為該等領域之專家、學者及相關產業人員。 

職奉派參與此國際學術盛會，藉由發表論文及交流討論等方式，

瞭解該領域之相關研究與技術的最新訊息，以及法規面的趨勢走向，

以擴大個人職能範疇，供本局政策規劃、業務推動之參考。 

 

二、活動內容 

（一）活動紀要 

APPEEC每年舉辦一次，本次為第七屆，於 2015年 4月 12日

至 15日假中國大陸北京市海淀區的燕山飯店舉行。此會議為專家、

學者及相關產業人員提供一個平台，就電力與能源領域進行交流與

探討，共享實務經驗與成果，並將委員會所收錄論文由“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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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ISSN：2327-588X）期刊予以公佈，

為學研界發表成果達到廣泛傳播。 

APPEEC 2015共收到全世界 140篇的論文摘要。經過學者專家

仔細評審，最後收錄全文（Full Paper）56篇及、簡要論文（Notes）

4篇，與會者來自20餘國約140學者專家左右。會議內容包含Plenary 

Speeches、Paper Sessions、Poster Sessions、Invited Speeches等，內

容結合理論及實務十分豐富和精采。近年由於電力需求的增加、環

保意識的抬頭及節能減碳的需求等議題受到關注，今年會議的討論

主軸主要著重於「新能源、再生能源發電及併網」、「儲能與節能減

碳技術」、「電力系統廣域測量、控制和保護」、「先進的輸配電系統

運轉與控制技術」、「智慧電網規劃、控制與模擬應用技術」、「電測

量、電力品質與能量管理相關技術」等議題上，藉由和與會的研究

人員討論，著實提供不少理論、研究與實務上的概念，以及電力品

質分析和優化、微電網規劃與控制、新能源發電與檢測、電器商品

監管（如性能退化失效分析與鑑定）等技術的想法。 

（二）論文發表 

本次出席會議主要目的是發表職所撰寫之“Analysis and Appli- 

cations of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in Electrical Testing”（全文）

和“Probabilistic Approach for Optimal Active Power Quality Compens- 

ation Device Placement in Power System”（簡要論文）等 2則研究論

文，並藉由此次的學術交流活動，相互交換和檢討研究成果與實務

經驗，期能提升個人職能範疇之深廣豐富。 

前述之第 1則研究論文，係鑑於電性測試作業之測量不確定性

問題，不僅會直接影響測量結果數據的準確可靠、規範要求符合性

評定的正確判斷及實驗室認證評核的資格認可，也會影響國家和企

業的經濟利益；因此，憑藉 ISO/IEC 17025、ISO/IEC Guide 98-3國

際標準指引，以及機率、蒙地卡羅模擬理論和方法，建立與驗證一

套合理、可行的機率解析模式和評定方法，以應用於電性測量之不

確定性問題的評估、表達與改善，使其確定測量結果的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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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測試作業之品質控制和規範管理的有效措施。 

後述之第 2 則研究論文，則鑑於 21 世紀的電力系統將是傳統

電力系統與各種 FACTS 技術裝置、DFACTS 技術裝置和其他電力

電子裝置，所構成具有高度安全、穩定、經濟、可靠、節能和運行

效率，並提供優質電能的現代化電力系統，因此電力電子補償技術

在電力系統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故以供電業者的角度，考量電力

系統實際運轉情況，對先進非機械式具有響應快速與可控性的電力

品質調節控制裝置（Active Power Quality Compensation Device, 

APQCD），應用至系統層級以解決或改善電力品質的分析演算法進

行開發，並實現多個目的之電力品質治理與控制規劃，以提升新型

電力品質改善技術與理論之研究。 

（三）其他收穫 

在會議期間也參與多個海報張貼之 Poster Sessions與口頭發表

之 Paper Sessions，聆聽學者闡述其論文之基本精神、方法與其研究

結果及相關應用，並針對個人感興趣之論文向作者請益，從中釐清

了許多相關技術的觀念，進而了解未來相關技術可能發展的趨勢。

另亦參加「先進的儲能與能源管理相關技術」之 Plenary Speeches，

以及「新能源發電相關技術」之 Invited Speeches，來自世界各地專

家學者講授相關經驗，讓我獲益良多。本次會議經由 Paper Sessions

之口頭發表討論、Poster 論文之面對面討論及 Panel Sessions 專家

發問，讓我能在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上有了新方向與感受，同時

亦結識了許多研究人員與學者教授，更令我體驗到目前發展的研究

技術，以及認識到更具前瞻性與創造力的研究議題。 

 

三、遭遇之問題 

無。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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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藉由此次的國際會議，讓我了解到三點：一是隨著可再生能源

使用的廣泛與深入，伴隨著間歇性和分散式之發電源集成到當前的

電力系統中，新電網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二是現代之電力系統

EPS、資訊通信系統 ICS、監測控制系統MCS和能源管理系統 EMS

等四個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一些新問題；三是智慧電網

之標準檢測驗證的規劃設計重點方向，應放在電網與可再生能源的

結合運行之相關基礎設施上；也體驗到各國電力與能源領域研究的

進步、同時對於自我的研究方向和思維也有不同的體認，增廣了不

少見識。 

藉由出席會議過程中全力聆聽各國專家學者精湛演說與報

告、蒐集相關研究訊息並和與會人士分享研究成果及交換研究心

得，也讓我獲得不少表達自我的經驗。除此之外，經由結識各國學

者與研究人員，更令我體認到學術人員應有的風度。這次的國際會

議讓我增廣不少見聞，深刻感受到國際級、大型實驗室之研究能力

與財力，除了得到很多相關的研究知識，學習與觀摩各國學者的研

究成果，更體驗到產業發展的現況與業界之需求，現今正值我國發

展綠色能源、智慧電網的重要階段，其中實有諸多值得參考之處。 

（二）建議 

目前西歐、美、日等國皆為節能減碳而積極發展「智慧型電網」

（Smart Grid），而整體的智慧型電網包括發電、輸電、配電、儲電

及用戶端。面對「智慧型電網」發展此一國際潮流，我國應利用國

內成熟的資通訊技術優勢，積極投入人力進行相關建置技術之研

究，本局亦應從標準、測試、度量衡及驗證等職掌業務，進而協助

相關產業（如電力電子、自動控制、感測元件、計算機、通訊等）

提升競爭效益，確保其產品安全與保護消費者權益。 

此外，大量分散式能源系統的開發，勢必在未來將會對目前的

電力系統結構造成衝擊，因此對各項電力品質嚴重程度及用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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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若能準確評估且快速地獲得，電力系統業者便能客觀且公平地

要求干擾源與用電戶，也因此能達到電力品質與能源使用之控管與

高效率的調節。另外，對於用電戶來說，準確的電能分析儀表技術

不但能為用戶提供即時的能源使用狀況，提醒用戶節能與節費外，

亦能提供用電戶當地的電力品質資訊，進而促成電力干擾的改善，

減少能源的浪費。有鑒於此，我國在發展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基礎

建設時，應多加考量電力品質問題，藉以提升系統穩定運轉。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備查。 

職 王宏魯 

                                            104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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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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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接受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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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議議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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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收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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