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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再生能源在全球發電佔比逐年增加，電力的供給穩定度與可靠度成了重要的考量，

微電網整合再生能源、市電及儲能系統等，提供偏遠區域、社區間穩定電力的解決方案。為

順應世界能源趨勢，核研所近年來致力於再生能源研究，並在 048 館舍旁建置國家級微電網

示範場域，作為研究微電網電力調度、控制等相關技術之場所。本次核研所核儀組鄭金展研

究助理參加中國電工技術學會(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CES)及 IEEE 電力電子協會，在

大陸合肥主辦之2016年國際電力電子研討會(2016 IEEE 8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ECCE Asia)，其會議內容涵蓋替代能源系統、儲能系統、電力電

子轉換器、及微電網系統等最新的控制技術與應用，參與此會人員包含知名專家、學者、企

業之電力電子研發人員、以及學生等近千人參與。本次會議主題著重於再生能源及節能上的

應用，在各國相競投入風力、太陽能的開發，相關電力轉換器如變流器(Inverter)愈顯重要，

其變流器功率元件將比往常朝更低損耗方向前進，碳化矽(SiC)功率元件將可能取代現有矽功

率元件。 

此次會議中，核研所口頭簡報分享本所已開發，具備熱插拔功能的先進儲能系統。在開

發再生能源中，太陽能電池仍屬相對穩定之再生能源，在未來各國大量投入使用後，因太陽

電池中午尖峰發電、黃昏無太陽能電力輸出特性，將造成鴨型曲線負載調度問題，屆時將需

更多且穩定的儲能系統輸出電力，提供傍晚時刻急遽的負載調度需求。另外當再生能源相繼

併入市電，將造成市電供給不穩定情形，其中解決方案即發展微電網系統，提供穩定之頻率、

電壓輸出，在市電不足時，調節再生能源發電。而在市電充足時，改由市電發電，多餘電力

即儲存至儲能系統，並視需要放電，分散型區域電網將有效解決市電傳輸損失、提供偏遠地

區電力使用。 

在會議結束後，鄭員會同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及國內教授群，前往杭州浙江大學參

訪其電力電子實驗室，浙江大學電力電子領域在大陸學府中知名度頗高，藉此了解大陸學術

單位在電力電子領域的研究方向，作為本所微電網未來規劃與技術發展之參考。最後建議政

府能多提供資源，鼓勵參加國際會議，並結合產業與學術，共同舉辦大型研討會，吸引各國

優秀電力電子人才前來共襄盛舉。另對於本國再生能源的發展，可多參考先進國家之研究方

向，如德國、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使得台灣再生能源技術開發與世界潮流並駕齊驅。

此外因現今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等，均有其個別優勢與限制，目前仍無單一再生能源具

有絕對優勢，建議政府能朝多元化研究開發。綜合以上，藉由本次參與，達到蒐集國外最新

發展資料，推廣核研所研發成果，激發創意與構想，使未來計畫實施策略更有彈性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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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的  

    2016 年國際電力電子研討會(2016 IEEE 8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ECCE Asia)由中國電工技術學會(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CES)及

IEEE 電力電子協會合作舉辦，彙集工業界、學術界知名專家、及學者發表最新的電力電子及

控制系統相關技術，作為創新及革命性意見交流之場合，其會議每年在亞洲各國家舉辦一次，

今年吸引 43 個國家，約 950 名投稿者參與，其研究領域涵蓋電力轉換器、電力控制、及微電

網相關技術等，顯示該國際會議在電力電子領域中具有其影響力。 

    本次由核研所核能儀器組鄭金展研究助理參加此國際會議，係因核研所近年來致力於再

生能源研究，並在 048 館舍旁建置國家級微電網示範場域，作為研究微電網電力調度、控制

等相關技術之場所，在微電網系統中，儲能系統扮演電力儲存緩衝之重要角色，其功能係在

系統電力供給大於負載需求時，將電力儲存，並在系統電力供給不足負載需求時，將已儲存

之電力釋放至負載，達到電力儲備之功能。為提高儲能系統錯誤容忍度及儲能系統電池容量

擴充性，核研所已進行開發具備熱插拔功能的先進儲能系統，故本次會議以口頭簡報，分享

核研所開發成果。 

    於會議結束後，鄭員會同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及國內教授群，前往杭州浙江大學參

訪電力電子實驗室，浙江大學電力電子領域在大陸學府中頗負盛名，了解大陸學術單位在電

力電子領域的研究方向，以及本所微電網現況發展方向，藉此可激發更多創意與構想。 

    隨著再生能源在全球發電領域佔比逐年增加，相關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再生能源輸出方

案，本所近年來在再生能源上研究成果，已是國內能源科技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新型的儲

能系統技術將可有效運用電力能源、增加電力電網穩定度。 

    綜合以上，藉由本次參與，達到蒐集國外最新發展資料，推廣核研所研發成果，使未來

計畫實施策略更有彈性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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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 程  

(一)、核研所核能儀器組鄭金展研究助理本次公差時間含去程及回程共 7 天，主要行程分

兩部份： 

1、參 加 2016 IEEE 8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ECCE Asia 國際會議。 

2、參訪杭州浙江大學電力電子實驗室。 

      日期 工作重點 

105/05/21 去程(由桃園至大陸合肥市) 

105/05/22~105/05/26 參加 IPEMC 2016―ECCE Asia 國際會議，並簡報發表成果 

105/05/27 參訪杭州浙江大學電力電子實驗室 

105/05/27 回程(由大陸杭州市至桃園) 

 

(二)、會議議題及程序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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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會議議題及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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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 加 2016 IEEE 8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ECCE Asia, IPEMC 2016―ECCE Asia 國際會議 

        本次會議在中國大陸合肥市白金漢爵會館舉行，由中國電工技術學會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CES)及 IEEE 電力電子協會合作舉辦，彙集工業界、學術界知名

專家、及學者發表最新的電力電子及控制系統相關技術，作為交換創新及革命性意見之

場合，其會議每年在亞洲各國家舉辦一次，今年會議共吸引 43 個國家，約 950 名投稿者

參與，其研究領域涵蓋電力轉換器、電力控制及微電網相關技術等，顯示該國際會議為

在電力電子領域中具有其影響力。在會議第一天開幕儀式中，主辦單位邀請業界、學術

界電力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1、Si and SiC Power Modules Enabling Power Electronics Growth—Semiconductor & 

Device Group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Mr. Gourab Majumdar (India). 

2、State-of-the Art PV Inverters—Sungrow Power Supply Corporation, Mr. Jack Gu (China). 

3、Motor and Inverter Developments for EVs—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STECH), Mr. Kwang Hee Nam (Korea). 

4、Grid Modernization: Electronic, Fractal, Structured, Fault-Tolerant, Resilient, and 

Asynchronous—Power Products Manager with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ies (NGAs), 

Mr. Don Tan (USA). 

 

 

圖 二：合肥市白金漢爵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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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Si and SiC Power Modules Enabling Power Electronics Growth—Semiconductor & Device 

Group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Mr. Gourab Majumdar. 

 

    此專題是由 Gourab Majumdar 先生演講， Majumdar 先生為三菱電機公司半導體元件部

門研究員，於半導體功率元件領域發表過多篇論文、書籍及多項專利，因此在此會議上發表

三菱電機公司研發現況與功率元件未來趨勢發展。電力電子發展突破係於 1956 年貝爾實驗室

發明了 PNPN 觸發電晶體，定義為閘流體(Thyristor)或稱為矽控整流器(SCR)，自此之後，陸

續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功率半導體元件以及轉換技術，並朝向模組化及系統整合方向前

進，圖三為電力電子發展史，在 1980 年後，日本三菱電機提出智慧功率元件模組(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IPM )，以提供過電流偵測保護之系統整合方案，電力電子革命已有日益加速

的趨勢，隨著先進製程技術發展，開發出性能更佳的碳化矽(SiC)功率元件。 

 

圖 三：電力電子發展史 

電力電子元件整體功率消耗從 1985 年至 2000 年間降低至原來的 1/3 倍，今後的功率元

件將朝向更高操作溫度、高可靠性、及高功率密度發展，以提供更低消耗、更長使用壽命、

及更小尺寸的高性能產品。 

 

圖 四：功率元件整體損耗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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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步，元件操作在更高電壓，造成元件功率密度逐漸攀升、元件

接面溫度提升，為了達到未來應用需求，耐高壓元件(碳化矽)及新的封裝技術成為現今重要

的研究項目。 

 

圖 五：元件功率密度趨勢 

圖六顯示功率元件之應用及其頻率範圍，直流傳輸系統、汽車逆變器 UPS 等功率元件，

在追求更高的操作頻率和更高功率處理能力的情況下，從原本的矽閘流體、矽 IGBT 元件，

將往碳化矽 IGBT、碳化矽 MOSFET 方向發展。 

 

圖 六：功率元件之應用及其頻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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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傳統矽(Si)功率元件，碳化矽(SiC)功率元件可明顯降低功率損耗及其他優越特

性，使其成為各家電子元件大廠研究對象，日本三菱電機公司自 1990 年開始投入碳化矽功率

元件研究開發，現今已開發出多款自家模組元件，雖然目前主流產品仍是傳統矽功率元件，

但在近年來節能減碳的訴求下，日本三菱電機公司預測碳化矽功率元件需求量將逐年增加。 

    碳化矽材料相較於矽材料具有四大主要優勢，第一優勢為允許元件在較高溫的情況下工

作。傳統矽材料在溫度升高將造成元件漏電流增加，導致元件發生異常工作，但由於碳化矽

材料本身能隙為矽材料的 3 倍(如圖七)，使得在相同的溫度情況下，碳化矽材料有更低的漏

電流，進而允許其可操作在較高溫的環境下仍可正常工作。 

   

圖 七：碳化矽材料能階示意圖 

 

圖 八：碳化矽與矽材料 MOSFET 元件結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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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優勢為較低的功率損耗，碳化矽材料具有高於矽材料 10 倍的崩潰電場強度，顯示其

元件可承受較高的逆向偏壓，此外碳化矽載子行經路徑僅為矽材料的十分之一(如圖八)，故

有較低的內部電阻，進而降低功率損耗。 

    第三優勢為高速切換操作與散熱效果，由於具備高介質崩潰電壓、低功率損耗，使得元

件容易於高電壓操作，在製作成碳化矽蕭特基二極體 (Schottky Barrier Diodes, SBDs)時，可

進行高速切換操作；另因其熱傳導率為傳統矽材料的 3 倍，故其散熱較好。 

 

圖 九：碳化矽與矽材料特性比較圖 

    圖十為應用一般工業領域混合式碳化矽智慧功率元件模組(Hybrid SiC-IPM)，其使用碳化

矽蕭特基二極體(SiC-SBD)，其具備內建驅動電路及保護電路，功率損耗較一般傳統矽智慧功

率元件模組減少 20％。 

 

圖 十：600V/200A 混合式碳化矽智慧功率元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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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為應用於冷凍空調之高效率功率因數校正(Power Factor Correction, PFC)變流器，

在功率因數校正(PFC)電路部分，由於高頻操作與低損耗要求，二極體元件採用碳化矽蕭特基

二極體(SiC-SBD)，整體電路封裝部分使用DIP(Dual In-Line Package)封裝，變流器電路(Inverter 

Circuit)部分則採用 DIP-IPM 封裝，使得系統零件簡化並達到高操作效率。 

 

      圖 十一：碳化矽功率因數校正模組 

    圖十二為應用一般工業領域混合式全碳化矽智慧功率元件模組(Full SiC-IPM)，其使用碳

化矽 MOSFET 及蕭特基二極體(SBD)，其具備內建驅動電路及保護電路，功率損耗較一般傳

統矽智慧功率元件模組減少 70％。 

 
圖 十二：1200V/75A 混合式全碳化矽智慧功率元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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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全球氣候變化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關注的焦點，使得電力消耗在節能減碳、生態

相容共生等訴求上逐年增加，功率電子元件的發展在抑制全球氣候變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碳

化矽功率元件具有優異的操作特性，可取代傳統矽功率元件不足之處，而碳化矽功率元件應

用在生活情境上，亦需在成本、穩定度、額定功率及需求等考量上取得平衡，才可使其各適

其所。 

 

  圖 十三：SiC 功率元件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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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2：State-of-the Art PV Inverters—Sungrow Power Supply Corporation, Mr. Jack Gu. 

     

    此專題是由 Jack Gu 先生演講，Gu 先生現任職於中國大陸陽光電源公司，陽光電源公司

主要提供太陽能變流器、儲能系統及電動車控制器等產品，故本次聚焦在太陽能電池變流器

的最新技術。在併網應用的太陽能發電站，是經由功率調節單元(變流器)連接到電網，變流

器控制太陽能電池陣列(PV Array)輸出在最大功率點(Maximum Power Point, MPP)，故在系統

發電效率及穩定度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變流器(Inverter)將由太陽能電池陣列所產生的直

流電源，轉換為期望的交流電電壓與頻率，目前太陽能併網結構的基本逆變器技術可分類如

下： 

A、中央式變流器：在這種拓撲結構的太陽能電池發電站（> 10 千瓦），許多太陽能電池陣

列採並聯、串聯到單一中央變流器上，其優點為具有最低的成本，然而，太陽能電池的

發電量會因太陽能電池陣列彼此不匹配、及遮光狀態而降低。此外，當中央變流器故障

時，將導致整個太陽能發電系統無法運作。 

B、並聯串式變流器：類似於中央式變流器，在這個概念的太陽能發電站分為幾個並聯串，

每個並聯串連接到每個中央變流器上，每個並聯串變流器具有單獨的 MPP 追蹤能力，

可降低太陽能電池陣列匹配損失及陰影損失。 

C、模組式變流器：每個太陽能電池模組有各自的變流器，每個變流器有各自 MPP 追蹤能

力，但有較高的維護成本。 

 

     圖 十四：太陽能發電系統連接架構(a)中央式變流器；(b)並聯串式(string)變流器； 

(c)模組式變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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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者針對目前太陽能發電系統的變流器，提出四個改善轉換效率的選項，其中認為使

用高能隙(Wide Band Gap)功率元件(如碳化矽、氮化鎵)來降低切換損失，以及使用多準位

(Multilevel)系統結構來降低太陽能電池模組間不匹配問題，可提升變流器轉換效率。 

 

圖 十五：增加太陽能變流器轉換效率選項 

    使用碳化矽 MOSFET 功率元件組成的變流器，在 40 kW 太陽能系統變流器，可達到峰值

效率 99.4％。 

 

圖 十六：碳化矽元件應用於 PV 變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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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多準位(Multilevel)系統結構，具備較低的切換頻率、低諧波失真度、開關低電壓應

力等優點。 

  

圖 十七：使用多準位結構 PV 變流器 

    未來太陽能發電系統中，其變流器將朝向中壓(MV)/高壓(HV)輸出，以減少現況因多級

轉換器連接，造成整體發電效率下降情形，使系統邁向更高轉換效率。 

 

圖 十八：未來太陽能發電系統轉換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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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3：Grid Modernization: Electronic, Fractal, Structured, Fault-Tolerant, Resilient, and 

Asynchronous — Don Tan   

  

    此專題是由 Don Tan 先生演講， Tan 先生為 IEEE 院士並參與多場國際會議演講，本次

演講以電網現代化為主題。電網現代化需考量地理環境、使用者習慣及電網架設成本，以提

供雙贏的服務方案，電子化提供智慧管理與遠端遙控功能，在採用分型式電網結構時，可依

需求達成電網擴充。微電網架構將整合再生能源、儲能系統並提供自主式能源平衡與控制，

並在故障發生時可進行局部隔離，以降低對系統的衝擊，故系統內建錯誤管理，可使系統從

人為或自然災害中自主恢復。 

    傳統電力網路架構有以下先天劣勢(如圖十九)，首先是配接的電力線已有一百年之久有

老化現象，單向電力傳輸路徑，過度集中式發電，超載傳輸容量，錯誤容忍度較差、及無法

進行錯誤隔離等缺點，在近年來再生能源的開發，使得電力輸出品質、穩定度成為重要考量，

微型電網或智慧電網整合市電、再生能源，並提供穩定電力的一個選擇方案，關於智慧電

網， EISA(the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作了功能上的定義: 

    A、可接收、傳送及儲存電力成本、價格、使用情形、運作情形等數位資訊。 

    B、量測或監控每日電力使用、電力品質並整合輸出數位資訊。 

    C、感測且局部改變功率流，以提供系統自動保護，穩定、保護電網運作。 

    D、在系統有安全威脅時，以數位資訊進行偵測、預防、溝通並反應。 

    E、系統設備依據所得到的數位資訊進行反應。 

    F、以數位訊號操控電力輸出功能。 

    G、使用數位控制去管理、修正電力需求，電壓控制及調節頻率等功能。 

 

圖 十九：傳統市電的先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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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智慧電網功能定義 

    電網的電子化取代早期人工操作電力設備情形，以下為現今連接在電網上各種電力設

備，有些設備甚至可透過數位訊號進行溝通，並具備智慧控制。 

 

圖 二十一：電子化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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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二：電子化其他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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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網的分型化(Fractal)，藉由整合風力、太陽能、潮汐等乾淨的再生能源，可提供分散式、

區域型的發電系統，具備可複製、無限擴充特性，並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圖 二十三：現代電網分型化特性 

     



第 20 頁 

    微電網的架構，是由負載、能源(市電及再生能源)、儲存裝置、偵測器與資料匯流排組

成，並具有電力平衡、孤島與市電模式切換、故障容忍與故障孤立、雙向電力流及模組化特

性，直流匯流排提供新的微電網架構，使得電力需求從傳統的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 

 

 

圖 二十四：直流匯流排微電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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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分散型太陽能電池發電的大量導入，在未來將出現白天發電量超過用電量，但在傍

晚時太陽能停止發電時，出現電力需求急遽上升現象，造成市電供給端無法及時供應，如圖

二十五鴨型負載調度曲線顯示，故隨著太陽光電推動加速，未來將遭遇許多電力系統運轉之

穩定與安全問題。 

 

圖 二十五：鴨型負載調度曲線 

 

 

圖 二十六：替代能源每日發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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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峰填谷手段為解決鴨型負載曲線的一種方法，所謂削峰填谷即將白日再生能源所產生

的過多電力儲存，並在晚間時釋放電力供用戶使用，如此即可舒緩供需曲線的差異，減少變

動，屆時將需要有足夠且穩定性高的儲能系統提供以上功能，故儲能系統在未來能源儲存、

市電平衡訴求下更顯重要。 

 

圖 二十七：電力削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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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報發表成果 

    在這次國際會議上，由核能儀器組鄭金展研究助理發表核研所開發具備熱插拔功能

的先進儲能系統。有別於一般傳統儲能系統，僅有一組中央集中化電池作為電力儲存並

經轉換器(Inverter)輸出交流電，一旦中央集中化電池發生故障時，系統即無法運作。而

本所開發之儲能系統係由五組轉換器串接輸出，每組轉換器各別有鋰鐵電池(52V)模組連

接，使總交流輸出之有效交流電壓為 110V，當其中一電池模組故障時，每組轉換器各自

提供權重電壓，以維持總輸出電壓值，儲能系統仍可穩定運轉，大幅增加儲能系統可靠

度，另外電池模組如於系統運轉中更換，系統仍可正常運作。  

 

圖 二十八：發表儲能系統架構 

 

圖 二十九：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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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杭州浙江大學電力電子實驗室 

    鄭員會同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及國內教授群，前往杭州浙江大學參訪電力電子

實驗室，浙江大學電力電子領域在大陸學府中知名度頗高，藉此了解大陸學術單位在電

力電子領域的研究方向，作為本所微電網未來規劃與技術發展之參考。 

 

 

 

圖 三十：浙江大學工業電子技術實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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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一：浙江大學自行開發的智慧功率元件模組 

 

 

 

 

 

 

 

 

 

 

 

 

 

 

 

 

 

 

 

 

圖 三十二：浙江大學自行開發 30kW I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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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三：浙江大學開發的 400kJ 超級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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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大學智慧電網研究室 

    浙江大學自主構建的電力系統，透過太陽能電池和風力發電機、鋰離子電池和超級電容

等儲能系統以及完備的變電設施，進行電網控制策略研究。 

 

 

 

 

 

 

 

 

 

 

 

 

 

 

 

 

 

 

 

 

 

 

圖 三十四：浙江大學智慧電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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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大學—富士電機創新中心微型電網示範平台 

    位於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東教學樓 500 公尺走廊頂部，由浙江大学和日本富士電機合

作，建設波浪狀的非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發電系統，主要用於微型電網與智慧配電網技術解

決方案研究與性能展示，因太陽能電池發電是目前發展速度較快的技術產業，故成為浙江大

學智慧電網平台重要研究內容，此系統採用富士電機非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以及富士電機和

浙江大學各自開發的太陽能併網系統，系統發電容量為 68kWp。 

    結合浙江大學玉泉校區之再生能源微型電網，及紫金港太陽能電池發電系统，建構一個

跨區域、電力與資訊雙向流通的智慧電網研究平台。 

 

圖 三十五：浙江大學―富士電機創新中心微型電網示範平台 

 

圖 三十六：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東教學樓走廊薄膜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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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省海洋可再生能源電器裝備與系统重點實驗室 

    由於中國海域面積遼闊，擁有相當多數量的海島(離島)，大部分海島未與大陸主電網連

結，海島用電普遍依靠島上的自備柴油發電機組，居民無法獲得穩定可靠的電能，近年來海

島的保護、開發愈來愈受到政府重視，積極研究和建設海島微電網，充分利用島上豐富的風

能與太陽能，以最小化建置成本，達到最大化再生能源使用效率及可靠性為目標。 

    此實驗室提供先進的海洋可再生能源發電併網裝置研發與測試、海洋微電網系統模擬分

析研究、海洋微電網儲能系統優化與性能測試研究、海洋多種能源混合發電系統研究與試驗

等的平台。 

   

 

 

圖 三十七：浙江大學海洋可再生能源電氣裝備與系统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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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 得 

    參加本次在中國大陸合肥舉辦 IPEMC 2016—ECCE Asia 會議論文，除了發表本所開發之

先進儲能系統外，也在各專家、學者演講中了解電力電子領域未來發展，尤其是再生能源及

節能上的應用。再生能源部分，各國相競投入風力、太陽能的開發，相關電力轉換器如變流

器(Inverter)愈顯重要，其變流器功率元件將往更低損耗方向前進，碳化矽(SiC)功率元件將可

能取代現有矽功率元件。 

    開發的再生能源中，太陽能電池仍屬相對穩定之再生能源，在未來各國大量投入使用後，

因太陽電池中午尖峰發電、黃昏無太陽能電力輸出特性，將造成鴨型負載調度曲線現象，屆

時將需更多且穩定的儲能系統輸出電力，提供傍晚時刻急遽的負載調度需求。此外當再生能

源相繼併入市電，將造成市電供給不穩定情形，其中解決方案即發展微電網系統，提供穩定

頻率、電壓輸出，在市電不足時，調節再生能源發電。而在市電充足時，改由市電發電，多

餘電力即儲存至儲能系統，視需要放電，分散型區域電網將有效解決市電傳輸損失、提供偏

遠地區電力使用。 

    最後，在參訪杭州浙江大學，了解大陸學府在微電網領域的開發，可作為本所微電網未

來規劃與技術發展之參考。綜合以上，藉由本次參與，達到蒐集國外最新發展資料，推廣核

研所研發成果，激發創意與構想，使未來計畫實施策略更有彈性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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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 議 事 項 

    因應全球用電量攀升，傳統電力線已無法提供足夠電力使用，在環境保護與節能省電的

議題下，各國無不致力於再生能源的開發，當更多的再生能源併入市電，將造成市電波動，

電力的供給穩定度與可靠度成了重要的考量，微電網整合再生能源、市電及儲能系統等，提

供偏遠區域、社區間穩定電力的解決方案。核研所近年致力於再生能源研究，並在 048 館舍

旁建置國家級微電網示範場域，作為研究微電網電力調度、控制等相關技術的場所，順應世

界能源趨勢。 

    本次會議內容主要涵蓋替代能源系統、儲能系統、電力電子轉換器、及微電網系統等最

新的控制技術與應用，旨在追求更高的電力轉換效率、更穩定的供電系統，在會議中，除了

以口頭簡報分享核研所已開發，具備熱插拔功能的先進儲能系統，同時藉由與專家、學者、

企業研發人員的簡報交流，獲取電力電子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獲益良多。因此建議政府能多

提供資源，鼓勵參加國際會議，並結合產業與學術共同舉辦大型研討會，吸引各國優秀電力

電子人才前來共襄盛舉。 

    另對於本國再生能源的發展，可多參考先進國家之研究方向，如德國、美國、中國大陸、

日本等，使得台灣再生能源技術開發與世界潮流並駕齊驅，此外因現今再生能源如風力、太

陽能等，均有其個別優勢與限制，目前仍無單一再生能源具有絕對優勢，建議政府能朝多元

化研究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