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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line Solar Cell(矽晶太陽光電電池)、Photovoltaic Conference(光電展) 

內容摘要： 

本次出國的主要目的為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辦的「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31th 

European Photovoltaic Solar Energ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EU 太陽光電 SEC)，藉由參與

不同主題的研討會以了解國際間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現況、遭遇的困難與各個國家對太

陽光電的政策與法令，這些資資訊將有助於了解與規劃台灣太陽光電產業未來的研究方

向與未來研擬政策之參考。 

此外還將參與太陽光電技術相關的研討會，了解最新的太陽光電技術與發展。會議

其間也將拜訪太陽光電電極廠商，了解目前太陽光電後端產業的狀況，並評估台灣太陽

光電之技術提升與產業升級可能性，增加台灣太陽光電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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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摘要 

（一）出國目的 

本次出國的主要目的為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辦的「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31th 

European Photovoltaic Solar Energ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EU 太陽光電 SEC)，藉由參與

不同主題的研討會，了解歐洲、亞洲、美洲和新興國家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現況與遭

遇的困難。同時也蒐集不同國家對於太陽光電的補助政策、躉購電價、相關法令與永續

發展的資訊，做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未來的研究方向與政策研擬之參考。 

除研討會之外還將訪問太陽光電電極廠商，因為現今太陽光電除了高效率外還需要

降低成本，所以此次訪問兩家電鍍電極廠商，以了解現今太陽光電後端製程的發展趨勢，

並評估此技術是否有助於台灣太陽光電廠商之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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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紀要 

本次出國的主要目的為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辦的「第 31 屆歐洲光電太陽光電研討

會」(31th European Photovoltaic Solar Energ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EU 太陽光電 SEC)，

藉由參與不同主題的研討會以了解國際間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現況、遭遇的困難與各

個國家對太陽光電的政策與法令，此外也將參訪太陽光電電極廠商以了解產業趨勢。

這些資訊將有助於了解台灣太陽光電產業未來的研究方向與政策研擬之參考。 

 

日   期 工 作 概 要 

104/09/13 
去程 

(臺灣→德國/法蘭克福→德國/漢堡) 

104/09/14-18 
參與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了解國際間太陽光電產業

發展的現況。 

104/09/19 
回程 

(德國/漢堡→德國/法蘭克福→臺灣) 

 

 

圖 一、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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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活動紀要 

(一) 研討會內容紀要 

1.研討會演講： 

研討會中有許多研究單位對於國際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趨勢做了詳細的分析，

其中以分析歐、日、美、中等國家為主，因為這些國家最早開始推動太陽光電產

業，並且政府相關法令也較為完善，故較有分析研究的價值。在眾多演講中有四

場特別有參考價值： 

(1) IEA 太陽光電 PS (7DO.5.1 Trends in Photovoltaic Applications - the Latest Survey 

Results on 太陽光電 Markets and Policies from the IEA 太陽光電 PS Programme) 

Gaetan Masson 研究團隊，對於太陽光電的設置量做了市場趨勢、太陽光電模

組製造分佈與各國的市占、再生能源比例的分析，此外也分析了新興國家太陽光

電產業發展現況。 

由圖二、三可得知，2014 年歐洲整體太陽光電設置量下滑，而中國、日本、

美洲設置量提升，此與歐洲太陽光電設置量已趨飽和，所以設置數量逐年下滑有

關；而中國、日本、美洲則是因為政府大力扶持，並且太陽光電成本降低，所以

設置量有所提升。細部分析 2014 年之太陽光電設置量分佈，中國占 27%、日本占

24%、美國占 15%(如圖四)。而模組製造商，則是由早期的美、日、德為主要製造

商(如圖五)，轉變為近年的大陸為主要製造商(如圖六)，這顯示現現今太陽光電技

術門檻降低、且大陸策略性利用低價太陽光電模組搶攻太陽光電市占所造成。也

是因為此原因，太陽光電目前是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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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太陽光電設置量全球趨勢 

 

 
圖 三、各國太陽光電設置量隨時間的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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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014 年各國太陽光電市場佔有率 

 

 
圖 五、1995 年各國太陽光電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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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2014 年各國模組製造比例 

 

 
圖 七、模組製造量與銷售量隨時間變化曲線 

 

(2) Chris Werner Energy Consulting (7DO.5.2 Latest Developments in Global Installed 

Photovoltaic Capacity and Hidden Growth Markets) 

C. Werner 發表他們公司在太陽光電設置量的預測與潛在市場的評估之結果。與

上篇相同，C. Werner 也預測未來幾年中、日、美將會是最大太陽光電設置量的國家

http://www.eupvsec-planner.com/speaker/74910/Wern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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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八)。並且經由市場調查與分析，C. Werner 認為未來潛在市場為東歐、中東與

非洲(如圖九、十)。 

 

 

圖 八、2014 年各國太陽光電設置量分布 

 

 

圖 九、世界各國潛在太陽光電市場發展性分析 

http://www.eupvsec-planner.com/speaker/74910/Wern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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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C. Werner 預測之未來潛在太陽光電市場之國家 

 

(3) RTS(7DO.5.3 太陽光電 Market Status in Jap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 Matsukawa 討論目前日本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狀況與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相

較於德國用 10 年設置 7 GW，日本只用 3 年就設置 10 GW(如圖十一)，這顯示經過

2011 年日本大海嘯與福島核災後，日本政府積極發展替代能源以早日取代核能發

電，並且目前為止已設置 82.5 GW(如圖十二)。在躉購電價方面，隨著設置量變多

而開始逐年遞減，目前裝置容量小於 10 kw 的躉購費率為 35 Yen/kWh，大於 10 kw

的躉購費率為 27 Yen/kWh(如圖十三)。H. Matsukawa 也預估 2030 年日本太陽光電設

置量將達 150 GW(如圖十四)。 

 

http://www.eupvsec-planner.com/speaker/74910/Wern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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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一、歐洲與日本太陽光電設置量隨時間之變化曲線 

 

 

圖 十二、日本太陽光電設置量隨時間之細部分析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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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三、2014、2015 日本太陽光電躉購費率之變化分析 

 

 

圖 十四、日本未來太陽光電市場之預測曲線 

 

(4) Becquerel Institute (7EO.2.2 Cost and Benefits of Past and Current Support Schemes for 

太陽光電 in Europe) 

Sinead Orlandi 團隊發表了歐洲政府對於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補助政策的分析

與太陽光電的設置量的變化。目前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占歐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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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陽光電設置量的 82%(如圖十五)，並且各國在 2011 年時設置量達到最高峰，

而後逐年遞減(如圖十六)。太陽光電補助金額以德國和義大利最高，分別為 8.23 億

歐元/年和 6.8 億歐元/年(如圖十七)，並且滲透率也是以這兩國最高(如圖十八)，這

表示政府對太陽光電補助的多寡，對於太陽光電設置量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另外

這五個國家中，政府為推廣太陽光電設置，分別透過電能躉購制度、淨計量法、

稅金優惠及競標等方式(如圖十九)。所以 Sinead Orlandi 認為，現階段太陽光電仍需

要仰賴政府的政測推動以提升設置量，並同時也須提高太陽光電的品質、降低成

本與強化太陽光電電網的設置，才能使太陽光電之發電成本具有競爭力。 

 

 
圖 十五、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太陽光電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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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六、歐洲各國太陽光電設置量隨時間分布之曲線 

 

 
圖 十七、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每年補助太陽光電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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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八、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之太陽光電滲透率 

 

 
圖 十九、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之太陽光電政策補助分析 

 

2.研討會海報： 

除了演講外，會場還有眾多不同研究機構、太陽光電廠商對於太陽光電效率、

創新結構、國家太陽光電產業分析等主題做非常豐富的成果發表，其中較有參考



 

14 

價值的為新興國家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資訊，這對於推廣台灣太陽光電產業至世

界各國非常有幫助。 

在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非洲或是熱帶國家新加坡這些較晚發展太陽光電的國

家內(如圖二十)，雖然有良好的日照環境，但是缺乏政府法令、計畫性的發展與相

對較低的投資報酬率，所以市場資訊還相當混亂。為了提高太陽光電的設置量，

政府需要做長期的規劃，並且統整太陽光電上、中、下游廠商，才能發展出較為

完善且易管理的太陽光電網路。 

 
圖 二十、巴西、非洲、新加坡之太陽光電市場分析 

 

(二) 參訪廠商 

台灣多家太陽光電廠商對於電鍍電極技術有高度興趣，因為電鍍能大幅降低

製程成本與提高產量，所以此次行程亦訪問兩家電鍍電極廠商，討論與台灣太陽

光電產業合作的可能性。 

1.電鍍設備商 MECO： 

MECO 為荷蘭廠商，使用的電鍍方式為垂直掛鍍。其優點有速度快且能依客

戶需求做單面或雙面電鍍。MECO 之設備規格與重點如下： 

(1)機台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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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一、MECO 電鍍機台 layout 

電鍍設備為長 11m、高 2.4m 的體積，槽體共分為 1 個前處理槽、4 個電鍍槽、1 個

中和槽與 5 個風刀機，電鍍槽容量分別為鎳 150L、銅 200L、銀 80L。 

(2)管線規格： 

純水管線(Pure water main connection)太陽光電 C DE 32  

廢水管線(Waste water drain)PP DE 63  

廢氣管線(Exhaust header) 太陽光電 C DE 200  

(3)保養頻率： 

每月一次，量測鍍液 pH 值與清洗電鍍 belt。 

(4)藥水、陽極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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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95% 

 

  

圖 二十二、MECO 攤位照片 

 

2.電鍍設備商 RENA： 

RENA 電鍍方式為水平電鍍，優點為不容易溢鍍與破片，其電鍍設備規格整理

如下： 

(1)電鍍方式：水平式電鍍，只能鍍單面。 

(2)電極附著力數據：2.5-3N/mm(業界表準 1.2N/mm)，finger peel rate~0.2-0.5% 

(3)Finger width：30um 

(4)Throughput：3000 wafer/hr 

(5)Breakage rate：<0.1% 

(6)電鍍電極效率最高可提升 0.5%(須考慮雷射開孔)。 

(7)Capping layer(200nm)：Ag 比 Sn 佳，因為 Ag 鍍液較易控管。 

(8)搭配藥水商：Macde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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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三、RENA 攤位照片 

 

三、本次研習具體成果 

「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為歐洲一年一度太陽光電及相關產業的研討

會，會議中國際各大研究機構與太陽光電廠商均分享最新太陽光電相關技術與研

發成果。此會議每年在不同歐洲國家展出，今年於 9 月 14 日至 9 月 18 日為期 5 天

在德國漢堡舉行，主要分為主題演講發表研討會(Oral Presentation Conference) 以及

海報論文展示交流(Visual Poster)二大部分。 

（一）主題研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主題演講分為五個主題領域：矽晶太陽光電、薄膜太陽光電、有

機化學太陽光電、異質接面陽電池與太陽光電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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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四、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議中匯集了世界各國在太陽光電領域的研究成果，其中參與太陽光電

產業相關的會議是本次參訪的主要目的。目前太陽光電發展最蓬勃的國家為歐洲

五國(德、義、西、法、英)、日本、美國與中國，歐洲因為發展得最早，所以目前

太陽光電設置量已趨飽和；日本、美國與中國則是近年發展快速，為現在太陽光

電最大製造與最高設置量的國家。另外，這些國家太陽光電的快速發展，都需倚

靠政府的扶持，利用政策補助、躉購電價等措施吸引社會設置與投資，這些經驗

都能做為台灣發展太陽光電時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海報論文展示交流 

海報交流主要是了解太陽光電新興國家的發展策略。巴西、非洲與新加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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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較晚發展太陽光電的國家內雖然有良好的日照環境，但是缺乏政府法令、計畫

性的發展與低投資報酬率，所以市場資訊還相當混亂。為了提高太陽光電的設置

量，政府需要做長期的規劃，並且與太陽光電廠商上、中、下游做好搭配，才能

將太陽光電網路完善且有系統的發展。 

 

四、研習及考察心得 

（一） 歐洲為發展太陽光電產業最早的地區，故每年會在歐洲舉辦「歐洲太陽

光電研討會」，除了讓世界各地的研究團隊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會針對太

陽光電市場的變化、政策與推廣做詳細的分析。 

（二） 目前歐洲國家太陽光電設置量已趨飽和，所以現今最大的太陽光電市場

在日本、美國與中國。新興國家的市場尚缺完善政策與法規，所以太陽光電產業

資訊還相當複雜。 

（三） 為了提升台灣太陽光電廠商的競爭力與推動產業升級，訪問 2 家太陽光

電電極廠商，了解其設備需求與規格，並評估合作可能性。 

（四） 這次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辦的「第 31 屆歐洲太陽光電研討會」，除了蒐集

太陽光電產業的最新資訊與研究成果，也了解目前發展太陽光電產業仍然需要政

府的政策補助、躉購電價等措施吸引社會設置與投資，並且需要完善的政策和長

遠的規劃，太陽光電產業才能永續發展。 

 

五、檢討與建議  

本次會議與展覽是並行的，會議分為口頭與海報，場次相當緊湊繁多，建議

可以分派人員針對不同的主題進行更深入且更充分的瞭解，相信對我國在太陽光

電領域的研究與推廣會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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