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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公差主要是參加 2016 年 9 月 6-9 日於北京舉辦的「能源革命與綠色

經濟峰會」及 10-11 日於北京科技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氣候變

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高峰論壇」。峰會主要是參訪北京數個重要的綠色經

濟公司及機構，論壇主題則包括能源與環境之適應協同、節能減排技術

與實踐、現代能源體系之構建及綠色經濟與社會進步，葛員並於高峰論

壇專題報告「台灣電力配比規劃研究」。本次公差之建議如下： 

(一) 水電及燃氣靈活調節電源是解決新能源消納的最有效措施，其他則是

統籌規劃、擴大範圍(外送)及網源荷協調。郭院士之建議及論述值

得國內參考。 

(二) 台灣目前仍有多處焚化爐抗爭，亦有不少焚化爐即將面臨汰舊更新或

延役，建議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環保品質及落實與民溝通，才能有效

解決問題。 

(三) 台灣在相關領域需有新的發展模式及用人彈性，才能持續保持競爭優

勢。 

(四) 建議國內及所裡科研同仁對技術研發的體現不僅是做得出來，更重要

的是產品要能具市場競爭力。 

 

關鍵字: 能源永續發展、綠色經濟、能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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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Green 

Economy Summit” held in Beijing on 6-9 September 2016 and the "Twelfth 

Cross-Strait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ganiz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October 10-11. The summit focused on visiting a number of important green 

economy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The topics of the forum 

include adap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nergy system and green economy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author 

had a special presentation "Electricity Portfolio Planning in Taiwan" in the 

Forum.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harnessing of renewable 

energies are flexible adjustment of hydroelectric and gas power, the others are 

the overall planning, to expand the scope (exporting electricity)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grid, source and load.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statements 

of academician Guo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2)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incinerators in Taiwan and most of them 

are about to be replaced by new ones or life-extende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3) Taiwan need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and employing flexibility in 

its related fields to sustain its competitive edge. 

(4) It is suggested that domestic and research colleagu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ve the insight “not only to have production technology, 

more importantly, products to be with market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economy, energy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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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此次公差主要是參加 2016 年 9 月 6-9 日於北京舉辦的「能源革命與

綠色經濟峰會」及 10-11 日於北京科技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氣

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高峰論壇」。峰會主要是參訪北京數個重要的綠

色經濟公司及機構，包括北汽集團新能源汽車體驗中心、北京神霧環境

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神華集團北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北京市規

劃展覽館、首鋼總公司及中國工程院。本屆論壇由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

續發展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會共同主辦，北京科技

大學承辦，為兩岸能源及環境領域專家學者重要的學術交流平臺(附件

一)。包括 11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1 名中國科學院院士、52 名台灣嘉賓在

內的 180 餘名專家學者、社會各界人士參加了論壇。 

論壇主題則包括能源與環境之適應協同、節能減排技術與實踐、現

代能源體系之構建及綠色經濟與社會進步。核研所目前正積極進行「我

國能源風險評估系統化研究能力之建立」計畫，本次派葛復光研究員兼

副主任與會並發表論文「台灣電力配比規劃研究」（附件二），與兩岸能

源與環境領域學者專家討論分享核研所這兩年在能源經濟的研究成果，

並掌握相關能源與環境議題之最新看法與對策，拓展與大陸研究單位之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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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本次公差行程安排如表 1。 

表 1. 行程安排 

註: 9/6-9 為能源革命與綠色經濟峰會行程。 

在論壇開幕前，9 月 6 日至 9 日舉辦了 2016 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

源可持續發展論壇能源產業峰會。在北科大張欣欣校長等陪同下，嘉賓

們參訪了北汽集團新能源汽車體驗中心、北京神霧環境能源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神華集團北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北京市規劃展覽館、首鋼

總公司及中國工程院，取得了豐碩的成果。嘉賓們與一線專業技術人員

進行了深入的交流探討，吸取他們的寶貴經驗，同時提出有建設性的意

見和建議。 

行               程 公差地點 

工  作  內  容 
月 日 星期 

地     

點 
國名 地名 

出  

發 

抵  

達 

9 6 二 台北 北京 中國 北京 去程及參訪北汽集團 

9 7 三   中國 北京 
參訪北京神霧環境能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及北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 

9 8 四   中國 北京 參訪北京市規劃展覽館及首鋼總公司 

9 9 五   中國 北京 參訪中國工程院及理事籌備會 

9 10~11 六~日   中國 北京 
參加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論

壇第十二屆年會 

9 12 一 北京 台北 
中華 

民國 
台北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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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論壇」方面，會議主

題為「節能減排與綠色能源」，聚焦於括能源與環境之適應協同、節能減

排技術與實踐、現代能源體系之構建及綠色經濟與社會進步。葛員於高

峰論壇專題報告「台灣電力配比規劃研究」。表 2 為「第十二屆海峽兩岸

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論壇」論壇會議日程安排。 

論壇開幕式(圖 1)在北京科技大學天工大廈舉行。中國工程院能源與

礦業學部主任彭蘇萍院士，北京市委副秘書長郭廣生，北京科技大學校

長張欣欣，青島科技大學校長馬連湘，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

會董事長、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論壇台灣方面理事長簡又

新，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

永續發展論壇大陸方面理事長謝克昌院士先後致辭。開幕式由北京科技

大學副校長王戈主持。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為論壇

發來賀信，他在賀信中指出，氣候變遷關乎人類未來，能源安全事關人

民福祉。十餘年來，來自海峽兩岸的各界人士同心協力、奮勇前進，做

出了應盡的貢獻。減緩氣候變遷、保障能源安全、維護生態環境是功在

當代、利在千秋的偉大事業，需要一代代人不懈奮進。他也期待著能有

更多的年輕人加入進這項事業中，事業才能薪火相續，繼往開來。 

彭蘇萍院士首先致辭，他指出，中國工程院作為國家高端智庫，在

科學決策、引領社會發展等方面做出了巨大貢獻，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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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對環境、能源等方面高度重視，所開展的工作對於國家相關領域的

戰略決策起到了積極作用。他表示，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論

壇至今已十餘年了，十餘年來，眾多的兩岸專家學者就能源、氣候、環

保等領域展開具有戰略性和前瞻性的對話、研討與合作，凝聚了海峽兩

岸專家學者的智慧，與“綠色發展”的時代理念相吻合，已然成為兩岸相

關領域專家學者共同研討應對氣候變遷之策、謀求能源永續發展之路的

交流合作平台。  

郭廣生副秘書長簡要介紹了北京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他指出，近

年來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越來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地球

正面臨極端氣候帶來的一系列問題，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引起各方重

視。北京一直高度重視能源、環境問題，以提升首都可持續發展能力為

核心，將綠色發展理念貫穿首都整體發展，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

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力點。北京將進一步圍繞

建設北京“四個中心”開展能源領域的重大改革。同時他也衷心希望來自

海峽兩岸的專家學者能夠用更多的前沿技術、科研成果助力於北京的綠

色經濟發展，兩岸交流合作成果必將造福兩岸人民。 

張欣欣校長首先代表北科大對本次論壇的召開表示熱烈祝賀，對來

自海峽兩岸的各位嘉賓和專家學者表示誠摯歡迎，並就學校的歷史沿

革、發展現狀等情況作了簡要介紹。他表示，在工業化、現代化的歷史

進程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能源和環境問題關乎國計民生，引起世界各國



 5

廣泛關注。他指出，近年來，北科大在原有的強勢學科基礎上，高標準、

高起點地瞄準國際相關領域的技術前沿，在能源、環境、新材料等“綠色

發展”的研究方面也取得了很多成果，得到了社會的廣泛認可。他認為，

這是一次海峽兩岸攜手合作的學術盛會，借本次會議契機，學校相關領

域和學科專業的專家學者及在校同學能夠開闊眼界，獲取新知，必將對

學校相關學科的發展和研究水平的提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本屆論壇

的舉辦，能夠推動兩岸加強交流與合作，進行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共

同努力建設經濟高效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馬連湘校長的致辭圍繞“台”字展開，他指出，論壇已召開十二屆，

是一個學術交流的平台，兩岸學者以論壇為平台，互通有無；也是一個

引領創新的舞台，論壇每年一個主題，大陸台灣高校輪流舉辦，形式與

內容均力求創新；還是一個解疑釋惑的講台，論壇的年輕面孔越來越多，

借助大師們的言傳身教，青年一代開闊視野、提升素養；同時也是一個

事業昌順的肇台，社會各界攜手奮進十二年，論壇已蜚聲海內外，以此

為基礎，邁向美好未來。 

簡又新董事長跟與會人員分享了“三個觀點”：其一，論壇的召開恰

逢“天時”，去年聯合國氣候變化巴黎大會通過《巴黎協定》，全世界在聯

合國主導下取得共識，前不久 G20 峰會期間，中美兩國共同宣布批准《巴

黎協定》，這是人類發展史上的關鍵時刻，邁入“起而行”的時代；其二，

論壇在北京舉辦可謂“地利”，北京作為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高校匯



 6

聚、精英薈萃，北京在低碳城市、環境保護等方面得建設成果令人振奮；

其三，“人和”最為重要，論壇召開十餘年，兩岸學者積累起良好的人際

關係，兩岸交往頻繁，為共同的事業奮進。 

謝克昌院士借用台灣聖嚴法師《人生自在語 108》中“河山猶在，景

物遷移；日月長運，人事全非”一句談到當前兩岸溝通機制疲乏，兩岸關

係陷入僵局，在此形勢下，論壇能夠如期召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而論壇的兩岸同仁共同具有“民族道德”、“生態信仰”和“綠色思維”。他指

出，本次論壇將從能源與環境之適應協同、現代能源體系構建、節能減

排技術與實踐、綠色經濟與社會進步等方面對“能源革命與綠色經濟”這

一宏大主題進一步展開深入研討。最後，他表示，通過本次論壇的交流

研討，相信大家一定會對能源革命與綠色經濟的關係有進一步的理解，

推動能源革命、發展綠色經濟。 

開幕式結束後，六位在能源、環境領域的知名專家圍繞能源革命、

綠色經濟發展從不同角度向與會嘉賓分享自身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他與

會嘉賓從能源改革、資源整合、能源轉換、工業節能、能源戰略、生物

質能技術、電力規劃研究、海綿城市建設、低碳家園實踐、垃圾磁化裂

解等多方面介紹了先進做法、最新研究進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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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論壇開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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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會議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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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一) 能源革命與綠色經濟峰會 

1. 新能源車有油電混合車、電動車及燃料電池車，北汽集團原先考

量商業化難度，選油電混合車，但車輛排放對北京霧霾貢獻占

31%，因此政府要求選電動車來開發，期能減緩北京霧霾問題。

2013年徵求100名試用者，2016年預計產銷50,000輛。目前採用鋰

電池，快充20分鐘可充80%，慢充5小時。出租車採交換電池方式，

約1-3分鐘可完成。下一步推售價4-5萬元之國民車。 

2. (1)北京神霧環境能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市值400多億，

由節能與低碳技術研究院科技部長阮立明博士簡報，認為煤化工

在油價低於60-70元/桶時效益差，若跌到低於40元/桶時無法生

存。大陸煤消費有50.3%用於非電業，其污染較難控制且工業民

用燒煤鍋爐是大陸SO2第二大排放源。因此，神霧希望以氣化技

術達到用煤不燒煤，清潔又節能。神霧開發燃燒技術3.0，可進排

氣換向(蓄熱式高溫空氣燃燒)，以提高爐膛效率。神霧的特色是

用低品味煤，搭配其技術，未來海外市場將大於國內。天然氣燃

燒溫度高，氮氧化物比煤多；而傳統焚化爐會產生二噁英(戴奧辛）

及酸性氣體，因此，用熱解（隔絕空氣加熱）及氣化方式，可解

決其問題。在高爐方面，認為高爐直接還原，不需焦炭，可提高

能效30%。神霧認為用三噸電石可產生一噸乙烯，成本可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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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道洪博士(圖2)為神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不到50歲，創業過

程坎坷。至今仍每兩年率公司同仁參加國際燃燒與能源利用大

會。定位神霧做的是綜整技術，他認為技術不換代，不能生存；

要做研究前沿，但得快速賺錢。他的自身經驗是大量商業化（建

立能力的真義）就不怕被罵，因為學者專家的評估僅是參考，最

終評估仍是市場。  

 

圖2 與神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吳道洪博士座談 

3. (1)參訪神華集團(世界最大煤炭企業)北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

時，是由衛昶所長親自簡報，說明該所之創新文化與技術戰略。

低碳所2009年成立，研究以煤為主再加上再生能源，是仿我國工

研院模式成立，其學術技術委員會（含兩位諾貝爾獎得主）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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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一年召開兩次，提供一周的戰略諮詢與指導，聘用20%美

籍專家（如所長及首席技術官等人，前兩任所長是美國人）及數

位台灣人在低碳所工作。顯示我國過去諸多成功的發展模式已被

大陸複製，台灣在相關領域需有新的發展模式及用人彈性，才能

持續保持競爭優勢。 

(2)參訪時，由先進技術開發平台翁立技術總監介紹，說煤分析實

驗室一年就建立起來，並說用對人最重要。低探所之多相流裝置

是全世界最大，高10公尺，20大氣壓，300-400OC。參觀透射電

鏡實驗室，實驗室消磁且無熱對流以控制溫度。 

4. (1)參訪首鋼公司。首鋼石景山廠區已完成搬遷，2008年前北京舊

廠將鋼鐵產能從800萬噸壓縮一半，2010年後北京不再生產鋼

鐵，而根據中共國務院要求，首鋼搬遷將分兩階段進行。首鋼新

廠址位於河北省唐山市曹妃甸港，共計約有1.5萬名工人。石景山

區的發展定位是城市職能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和文化娛樂中心。

首鋼目前大力發展電子機電業、建築房地產業、服務業等已有的

產業，同時發展現代資訊產業、文化博覽和創意產業，全力打造

“首鋼總部經濟＂，以支持首鋼在曹妃甸的巨大投入。 

(2)參訪首鋼魯家山生物質能源項目，配置4*750噸焚化爐和

2*30MW抽氣凝汽式汽輪發電機組，滿抓垃圾重量為10噸，日處

理3000噸，年處理量100萬噸，為單體一次投運規模最大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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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燒發電廠，2013年12月試運轉。大陸亦有環保抗爭問題，魯家

山焚化廠亦處偏遠山區，較不會有抗爭問題。 

5. 參訪中國工程院(1994年成立，圖3)，觀看其建院20周年的宣傳影

片「天命」，強調把推動中國工業發展及國家現代化視為工程院

的天命(國家與人民賦予的使命)，看到該院很多院士不計名利，

鍥而不舍的奉獻精神，確實激勵人心，影片內容及拍攝手法溫

馨，值得參考。其後參觀工程院展示館，提到大陸是第一個成功

建設和營運特高壓交直流輸變電工程的國家，由於大陸煤礦地處

偏遠，若能於當地發電後以特高壓傳輸，將更具效率與環保。工

程院大廳(圖4)視野良好，讓參訪嘉賓均留下深刻印象。 

 

圖 3 參訪中國工程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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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國工程院大廳 

(二) 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論壇 

1.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會董事長、論壇臺灣方面理事長簡又新報

告《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趨勢與展望》，認為在低碳減排和改變能

源的使用方面，至少要做好三件事：一要改變現有的生活形態和

生活行為；二要進行新時代的工業革命，思考如何既盡可能少消

耗煤炭也能高速發展經濟；三要在前兩項改變的基礎上帶來國家

競爭力的改變。簡董事長的簡報結論提到:a.認為2015年為可再

生能源發展重要的里程碑年。b.優質的政策為可再生能源成敗最

重要因素。c.太陽能與風能為可再生能源發展主軸，惟佔總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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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例仍低。d.再生能源技術快速發展，成本將繼續快速下降。

e.分散式、多元、間歇性發電特色，改變目前電力經營模式。f.

智慧電網與儲能設備為兩大支柱。g.太陽能光伏電池板廢棄物成

為循環經濟新亮點。 

2. 中國工程院院士、論壇大陸方面理事長謝克昌以《能源革命與現

代能源體系構建》為題，作大會主題報告。提出新型能源安全觀

(圖5)並建議能源革命舉措有:a.優先節能。b.統籌優化電力產、

輸、用。c.能源控量低碳轉型。d.擴展低碳能源。e.能源技術突破。

f.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圖5 新型能源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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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峰論壇有12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與會，其中郭劍波院士之「新能

源消納的挑戰」專題報告，引起兩岸專家諸多關注，郭院士認為

以水電及燃氣靈活調節電源是解決新能源消納的最有效措施，其

他則是統籌規劃、擴大範圍(外送)及網源荷協調。我國目前正努力

積極擴大再生能源，郭院士之建議值得國內參考，而其研究分析

與論述亦可作為本所TIMES模型之研究參考。 

(三) 其他 

1. 中國近年霧霾問題迫切且嚴重，過去北京常被開玩笑有APEC 

blue及北京咳，但此次在北京一週的時間，天空均有藍天。北科

大王立院長認為是北京諸多中小型煉鋼廠均強制停工，而使得空

污問題獲得明顯改善，成效的確令人刮目相看。 

2. 此次參訪點有許多單位都都與煤研究有關，一則是因大煤產量為

世界第一，另一原因則是大陸霧霾問題嚴重，顯示大陸對煤的研

究相當重視。 

3. 九月份北京雖是秋天，但白天氣溫仍高，然而會議場地及餐廳之

空調溫度通常設定較高，舒適度不若台北空調，而馬路上汽車也

都開窗。台灣要推節能減碳在使用行為上仍有改善空間，而非一

味要求舒適度。 

4. 吳道洪董事長認為中國報告後常不交流及提問，不如台灣。這次

論壇亦有此現象，安排場次多，但只有15分鐘簡報且無與談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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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討論時間，較為可惜。 

5. 筆者於「海峽兩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論壇」第二天專題報

告「台灣電力配比規劃研究」(圖6)，報告獲得台灣多位與會專家

肯定。(附件二) 

6. 此次峰會行程每天參訪至少兩處，行程非常扎實，取得了豐碩的

成果，第一天抵達北京後，下午即開始參訪第一站-北汽集團。參

訪團與一線專業技術人員進行了深入的交流探討，吸取他們的寶

貴經驗，同時提出有建設性的意見和建議。 整體而言，峰會及高

峰論壇之素質及內容均極高，非常值得持續參加。 

 

圖6 葛復光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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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本次公差之建議如下： 

(一) 高峰論壇時，中國工程院郭劍波院士之「新能源消納的挑戰」專題報

告，引起兩岸專家諸多關注，郭院士認為以水電及燃氣靈活調節電

源是解決新能源消納的最有效措施，其他則是統籌規劃、擴大範圍(外

送)及網源荷協調。我國目前正努力積極擴大再生能源，郭院士之建

議值得國內參考，而其研究分析與論述亦可作為本所 TIMES 模型之

研究參考。 

(二) 大陸亦有環保抗爭問題，魯家山焚化廠處偏遠山區，從北京到魯家山

生物質能源項目(垃圾焚化廠)車程三個半小時才到。台灣目前仍有多

處焚化爐抗爭，亦有不少焚化爐已運轉多年即將面臨汰舊更新或延

役，建議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環保品質及落實與民溝通，才能有效解

決問題。 

(三) 神華集團北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複製我國工研院模式而建立，顯示

我國過去諸多成功的發展模式已被大陸複製，台灣在相關領域需有

新的發展模式及用人彈性，才能持續保持競爭優勢。 

(四) 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由衛昶所長親自簡報，說明該所之創新文化與技

術戰略。筆者參訪國內外單位或參加會議極少見到單位首長/主管親

自簡報，建議國內可部分採納此模式，以提高規劃視野及企圖心。 

(五) 神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吳道洪博士認為技術不換代，不能生存；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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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但得快速賺錢。他的自身經驗是大量商業化（建立能力

的真義）就不怕被罵，因為學者專家的評估僅是參考，最終評估仍

是市場。建議國內及所裡科研同仁對技術研發的體現不僅是做得出

來，更重要的是產品要能具市場競爭力。 

(六) 此次參加之峰會及高峰論壇之素質及內容極高，非常值得持續參加，

以獲取兩岸能源研究新知及進行高階交流。 

(七) 參訪中國工程院，觀看其建院 20 周年的宣傳影片「天命」，強調把推

動中國工業發展及國家現代化視為工程院的天命(國家與人民賦予的

使命)，影片內容及拍攝手法溫馨且激勵人心，值得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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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錄	

附錄(一) 交流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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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題報告「台灣電力配比規劃研究」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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