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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為承續 2016 年 3 月 5、6 日分別於高雄及台北所辦理的「2016

氫能城市論壇」及「臺日氫能城市座談會」之成果，並擴大未來氫

能利用、燃料電池利用的市場規模，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

與氫能產業聯盟合作，籌組「日本九州氫能社會訪日團」。由亞東

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玥女士親自率團，希望能強

化臺日在氫能產業技術、基礎建設、制度作法等各方面的交流。 

本次參訪團組成，包括：亞東關係協會、趙天麟立委、經濟部

能源局、學研機構(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華經

濟研究院等)、業界等共 29 人參與。本次參訪機構等行程，包括：

日本氫能製品研究試驗中心（HyTReC）、九州大學、北九州氫能城 (八

幡鋼鐵廠餘氫示範)、J-power 電源開發(若松研究所)、岩谷加氫站、福岡

中部水處理中心，並拜訪福岡縣小川洋知事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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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行程紀要 

一、出國目的 

氫能是一項清潔能源，能源效率極高，原料來源也極為多樣化，

雖然製造過程中可能會排放二氧化碳，但在使用階段時不會有溫室氣

體排放。根據日本經產省「氫能燃料電池戰略藍圖」，氫能在日本產

業政策意義為隨燃料電池市場規模擴大，相關產值將由 2030 年 1 兆

日圓至 2050 年達 8 兆日圓 規模。 

另一方面，政府現階段提出「五大創新計畫」，綠能科技創新產

業政策規劃在南部設立創新綠能科技園區，支持綠能產業發展，並推

動節能及儲能科技研發，希望以能源自主和潔淨發電需求來扶持產業，

帶動新台幣上兆投資金額。 

本次出國由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籌組「日本九州氫能社

會訪日團」，並由主任委員何美玥女士率團。目的希冀強化台日在氫

能產業技術、基礎建設、制度作法等各方面的交流，有助於未來營造

商業應用環境，以利國內氫能及燃料電池後續之產業化，綜合了解日

本能源產業目前發展技術能量與未來規劃，作為台灣未來推動產業發

展政策之重要參考。 

期望藉由實際訪談以分享產業發展經驗，推動未來台日雙方相關

產業之合作，此外，本次參訪與相關企業商轉案例實地勘察，以瞭解

日本發電系統之節能減碳及經濟效益與相關政府獎勵補助措施，作為

日後國內推動區域分散式電力與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協助國內工業

區或是用電大戶建立穩定之自主電力來源，以助於提升國內企業自發

電占比進而舒緩國內尖峰電力需求。 

二、行程紀要 

本次出國由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籌組(日本九州氫能社

會訪日團)，並由主任委員何美玥女士率團。出國行程規劃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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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 

指導單位： 經濟部技術處 

協辦單位： 氫能產業聯盟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1 日本九州氫能社會訪日團行程表 

日期 活動 地點 

10/23(日) 啟程 臺灣→日本 

10/24(一) 
氫能製品研究試驗中心（HyTReC） 
TOYOTA 燃料電池車 Mirai 
九州大學 

福岡 

10/25(二) 
北九州氫能城 (八幡鋼鐵廠餘氫示範) 
J-power 電源開發(若松研究所) 

福岡 

10/26(三) 
福岡縣政府拜訪小川洋知事  
岩谷加氫站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福岡 

10/27(四) 返程  日本→臺灣 

  

http://www.hytre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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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活動及工作內容 

一、參訪「氫能製品研究試驗中心(HyTReC)」- 氫能相關研究平台 

(一)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一) 

(二)會議紀要 

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是福岡縣 Hy-Life 計畫（福

岡氫能戰略）5 項主要對策中，為了推動「培育及形成氫能

新產業聚落」的主要設施，於 2009 年 3 月成立於日本福岡

県糸島市富 915-1，如圖 1 所示，研發經費經費 4 億 1000

萬日元。設立目的為解決地球暖化及能源資源枯竭問題，該

中心可支援中小、創投企業的研發及產品試驗，以推動氫能

的實用化，進而育成氫能新產業，為了支援中小及新創企業

參與氫能新產業，主要提供下述服務。 

1. 氫能相關產品的產品實驗: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環

保、震動、壓力循環等）或是性能實驗（耐壓、密合度、

氣體滲透等）的共同實驗。 

2. 氫能相關產品實驗方式的研發 :研發氫能相關產品模擬實

際使用環境的實驗方式，以便因應日本國內外標準化以及

基準制定。 

3. 開發氫能相關產品: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閥門、配件等產品

及材料。 

4. 氫能相關的研究交流。 

(1) 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測試實驗室包含： 

‧高壓氫氣實驗室：擁有 2,400m3/hr 氫氣供給能力，

可進行燃料電池汽車實際使用環境試驗。 

‧ 溫度曝露實驗室、水壓循環測試實驗室等完善的高

壓氫氣試驗設備，可進行高壓氫氣的各種試驗，同

時配備了振動試驗機、燃燒試驗機可對應顧客的多

樣化需求。 

(2) 針對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發展方向可作為台灣氫能

發展參考，建議可從以下三點進行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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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共同實驗室：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環保、震

動、壓力循環等)及性能實驗(耐壓、密合度、氣體滲透

等)等共同實驗室。 

‧ 關鍵組件研發：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氫氣使用「閥門」,

「感測器」,「輸送軟管」等產品及材料。 

‧技術規劃與試驗場域建置：國內氫能產業交流平台建立，

提供前瞻或關鍵技術交流，逐步整合國內既有產業能量，

建構屬於國內自主型氫能製品技術。 

 

 

圖 1 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於福岡縣總部外觀 

 

  

圖 2 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技術介紹及氫能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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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觀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設施 

 

二、參訪「九州大學」 - 氫能研究及產業鏈結 

(一)時間：10 月 24 日(星期一) 

(二)出席人員/地點 

氫能源國際研究中心  (佐佐木一成 中心長/教授) 

九州大學伊都校區「三菱日立 Power System」HYBRID-FC

燃料電池開發所 

家庭用燃料電池「ENE-FARM」實例 

岩谷加氫站(固定式) 

豐田燃料電池車(MIRAI) 

(三)會談紀要 

1. 九州大學接受來自日本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及 NEDO

的補助，並與 AIST 及福岡氫能戰略會議等合作，同時進

行基礎研發乃至產業合作的整合性工作。 

2. 2005 年設立「氫能國際研究中心」，為氫氣利用技術研

究據點。2006 年完成相關設備整備，正式進行氫氣、燃

料電池相關研究。 

3. 2010 年起開始進行「利用產、學、官地區合作推動氫能

社會的實證研究」，為全球唯一的氫能教育研發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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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不同的低壓氫氣共同研究實驗室、系統實驗室、數據

解析室、精密測量室等 11 間個別室所構成。有氫氣暴露

實驗大樓、氫氣材料強度實驗大樓，能夠在較高壓 1,000 

atm 以下的氫氣環境下進行材料強度試驗。 

5. 學研機構研發模式：九州大學地區型的產、學、研合作成

功案例，可作為國內大學院校在地化產業合作經驗借鏡，

由學界負責基礎或前瞻型技術研究，將研究成果移轉至在

地產業進行試量產或商品化開發。 

6. 氫能人才培訓：學生可連貫性直接至產業服務，讓就學與

就業不中斷，學以致用以提升人力資源應用，提升整體就

業環境。 

 

圖 4 九州大學外觀 

  

圖 5 九州大學伊都校區於 2014年購入的「三菱日立 Power System」

HYBRID-FC 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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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九州大學加氫站(水電解式)及低壓氫氣共同研究實驗室  

 

圖 7 九州大學氫能運轉資料分析畫面 

 

 

圖 8 聽取九州大學氫能研發內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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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北九州氫能城(八幡鋼鐵廠餘氫示範)」-氫能示範驗證社區 

(一)時間：10 月 25 日(星期二) 

(二)會談紀要 

1901 北九州成立鋼鐵公司，在經濟繁榮之餘，造成嚴重

空氣及環境污染(1960)，故著手進行空氣環境改善。 

九州氫能城市為了實現利用供給氫氣以實現低碳社會，由

民間企業、團體等組成的「氫能供給、利用技術研究團體

（HySUT）」，『接受日本經濟產業省「2009 年度建構氫能

利用社會體制實證業務』的補助，設立在北九州市八幡東區東

田地區。 

北九州氫能城利用製鐵廠副產品氫氣，利用鋪設在市內的

管線，穩定及安全的供應住宅、公共設施，店鋪等的純氫型燃

料電池供應，並在 2010 年度之前收集各項的數據以供分析。

自 2011 年度起接受福岡氫能戰略會議實證活動推行的『活用

北九州氫能城實證研究』的補助，持續由 HySUT 進行將來氫

能城事業運用相關資料的收集工作。尤其是針對技術面或是應

用面相關課題，以及長期輸送管線的耐久性等課題進行評估，

以 2011-2014 的三年期間進行實證研究。  

2011 年獲得 OECD Green Griown City in Asia：風力發

電、太陽光電、生質燃料、氫能/燃料電池、高效率使用煤炭等

諸多推動項目，減少 50% CO2 排放、20% Peak out 電力輸出。

氫能推動部分相關數值： 

1. 氫氣來源自鋼鐵廠餘氫(50%氫氣含量)，透過地下管線近

距離輸送，提供居民、辦公室等燃料電池使用。 

2. 2009.9~2014.11 透過，設立日本首座地下管線輸送

(off-site)加氫站。氫氣供應規格為 35 MPa/70 MPa.  

3. 氫氣輸送/管線 ：以 I.D.10 cm 管線，鋪設長度為 1.2 km

長，利用 0.18 MPa 壓力進行氫氣輸送 (鋼鐵廠 0.7 MPa，

輸送壓力 0.18 MPa, 燃料電池 0.16 MPa)，所輸送的氫氣

純度達 5N，為辨識及防洩漏故在氫氣中添加環已烷

(cyclohezane)藉以由味道來辨別氫氣外洩，而管線安全則

利用光纖針對震動及壓力偵測器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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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北九州氫能節電所及電力監控室 

 

  

圖 10 參觀節電所及運轉簡介 

 
 

北九州氫能示範場域如圖 11 所示，為世界上第一個氫能

社區示範，包含住宅、商業、公共設施與交通載具。示範區以

燃料電池發電，以儲氫罐提供給燃料電池，應用載具為自行車

及堆高機。於 2011 年 1 月 16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示範運

轉期間，獲得效益為二氧化碳排減量達 276 噸，使用氫氣量達

265,198Nm3 及產生電力 391,621 kWh。燃料電池發電裝置

容量包含下列設施： 

 Museum (100kW*1)(PAFC) 

 Multiple Residences (1kW*7) 

 Eco-Club house (1k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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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 house (1kW*1) 

 Store (1kW*1) 

 Birdhouse(1kW*1) 

 

北九州氫能示範場域餘氫回收純化技術為實現氫能城關

鍵，而其運轉經驗可供台灣規劃： 

1. 氫能城：北九州氫能城示範社區，使用新能源技術整合工

業、民生與載具等多元應用。可借鏡其建置經驗與運轉實

績，作為國內工業密集污染城市(如高雄或雲林等)，轉型

為綠能城市規劃參考。 

2. 綠能示範場域展示：可借鏡該中心展示「結合再生能源、

智慧電網等」展現模式。 

 

 

圖 11 北九州氫能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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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J-POWER(電源開発株式會社)．若松研究所」- 先進煤炭

應用研究中心 

(一)時間：10 月 25 日(星期二) 

(二)會談紀要 

J-POWER 的若松研究所的前身是 1955 年代開始運轉的

J-POWER 最早的煤火力發電廠（1989 年已不再運轉）。基地

面積約 810,000 m2，主要事業為煤灰之埯埋事業、火力技術

研修、煤炭汽化技術之研發等。 

J-POWER 從 1963 年開始發展煤炭火力發電，為提高熱

效率，導入超臨界發電技術 (USC)。2010 年全年火力平均熱

效率達到 40.5％，目前在全國 7 個地方設有火力發電廠，總

發電量為 841 萬 kW，煤炭火力發電量為日本第 1 名。目前則

是以煤為中心進行技術開發，或是進行火力發電時所需的人才

培育，或是作為新對策時的據點等各項的業務。2015 年之前

曾經進行為了燃煤清潔發電將煤炭氣化以便大幅提升燃煤效

率的「煤炭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 IGCC）的「EAGLE」研

發計劃。該項計畫利用 IGCC 的 CO2 分離回收技術，大幅提升

燃煤效率，並減少 CO2 的排放。 

相關研發示範包含，氣化複循環發電、產氫、燃料電池發

電、捕碳、微藻生質油品、陸上風力發電、煤灰埯埋新生地(利

用新生地生產蕃茄)、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等。 

目前事業發展重點為先進火力技術研發、煤炭氣化技術、

太陽光電及生質藻類之研發等。預計於 2015-2017 年 3 年間

投入 7 億日元研發經費。 

以 J-POWER 發展經驗，對照台灣以燃煤火力發電為主

(104 年耗用 24.501 百萬公噸)，可借鏡該單位發展： 

1. 先進低碳排放煤炭發電技術：研發 IGCC 或 IGFC 技術經

驗與煤灰、CO2 再利用等二次資源再生技術，可持續使用

低價煤炭為燃料平穩電價，並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2. 先進技術研發概念：初期效率提升 20%，成本增加 20%

以內；長期成本則相當。 

 

http://www.iceee.jp/sisetudb/prev.php?id=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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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參訪團成員於 J-POWER 總部合照 

 

 

 

圖 13. 煤炭氣化複循環發電技術的「EAGLE」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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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參觀 J-POWER 聚光型太陽能發電相關研究設施 

 

五、拜訪「福岡縣政府」、參訪「岩谷移動式加氫站」 

(一)時間：10 月 26 日(星期三) 

(二)參訪紀要 

1.福岡縣政府 

訪日團在拜會縣政府時，福岡縣知事小川先生提到希望今

後與台灣能有更多的交流，預期今後雙方在此氫能議題上將

可有更多討論與發展空間。 

岩谷加氫站為豐田、岩谷產業與大陽日酸三家公司於

2015 年 2 月 6 日成立「日本移動式加氫站服務公司」，主

要目的為加速加氫站的普及，投入研發經費為 81 億日元，

預計 2020 將完成 160 座加氫站建置。該設施技術重點為： 

1. 氫氣壓縮與供給：運用壓縮氫氣鋼瓶組，透過站內壓縮機

升壓後，利用蓄壓器和燃料電池車(FCV)的車載容器間差

壓，以高壓氫氣加氫槍進行車輛氫氣填充。 

2. 高壓氫氣供給能力:供氫能力: 100 ~ 300 Nm3/hr，壓力最

高可到 700 atm 

在移動式加氫設施上，福岡市於 2004 年 8 月以九州大

學為主成立福岡水素戰略聯盟，以推動氫能應用，  三年共

約投入 8 億日圓，日本則將於第二階段 2020 擴大氫氣製造、

第三階段  2040 全面採用新及再生能源、目標為完全沒有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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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岩谷加氫站經驗，移動式加氫站有下列優點，

可方便配合台灣地區初期氫能載具的示範運轉。 

1. 建置成本低：約為  2-3 億日元，比起固定式加氫站  5 億

日元的成本低了將近一半。 

2. 場地易取得：根據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法的規定，只要在距

住宅區以及道路 8 米以上就可設置。因此，所需占地面

積僅需固定式加氫站的 30%。 

3. 建置週期短：不需要為移動式加氫站專門整地和建置配套

管線，建置工期只需固定式加氫站的六成左右。 

 

  

圖 15 訪問團成員與福岡縣議員們攝於移動式氫能供給站 



 

15 

 

 

圖 16 壓縮氫氣鋼瓶組 

  

圖 17 高壓氫氣加氫槍進行燃料電池車(FCV)車載容器氫氣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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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訪「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廢水產氫及加氫站 

(一)時間：10 月 26 日(星期三) 

(二)會談紀要 

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的氫氣站是以生質能所產生的氫

氣，供應給燃料電池車（FCV）使用而開始的。廢水產氫提供

燃料電池車輛使用，由日本政府投入 1200 萬美元，再加上 

Mitsubishi, Toyota , 九州大學( Kyushu University)研發製造。

自 2015 年底開始 Toyota Mirai, Honda Clarity 燃料電池車已

經能夠到這個汙水處理廠補給氫氣燃料，為世界首座由都市廢

水轉化為汽車燃料的氫燃料補給站，加氫站建置成本，設備約  

7~8 億元日圓，含土地約 12 億日圓。 

廢水轉化為汽車燃料的氫燃料之加氫站，每天提供 12 個

小時服務，所產出氫氣每日可提供 65 輛燃料電池汽車(FCV)

使用 ，如果該汙水廠的所有沼氣能夠利用，產出氫氣可提供  

600 輛 FCV 汽車使用。而日本政府自 2015 年對燃料電池的

補助加倍，加氫站及製氫農場的建設資金由 1.2 億美金增加到

大約 2.8 億美金。日本目前有約 80 座正在運作加氫站，德國

有 50 座，美國加州已開放 20 座加氫站，根據加州燃料電池夥

伴聯盟，另有 16 座預計今年開放。 

對於福岡市發展氫能意義，除降低 CO2 排放、取代化石

燃料、帶動產業及提高災害防制能量(FCV)之外，於 2015 年 3

月 31 日設立之首座加氫站，採用廢水厭氧醱酵產甲烷，重組

產氫具有相當指標意義。下水道污泥厭氧醱酵：60% CH4 / 40% 

CO2 (2,400 NM^3/day)，經膜分離，分離 CO2(提供植物成

長)/CH4；CH4 + H2O (steam)產 H2 (3,300 m^3/day)，經壓縮

儲存，提供加氫站，供應 FCV 車輛使用，而 FCV 車輛使用主

要與物流公司合作，進行車隊使用 H2/FC 卡車等使用。 

2015 年統計我國污水來源主要有三，包含生活污水(1,032

公噸/日)、工業廢水(485 公噸/日)與畜牧廢水(596 公噸/日)，

皆需倚賴汙水淨化處理方可排放。未來若能借鏡該污水再生應

用實例，讓國內污水處理過程中可衍生產甲烷或氫之附加經濟

價值，讓污水排放大戶願意投入再生能源行列，將可同時達到

環保、能源及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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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日本福岡汙水處理廠，氫氣產自汙水沼氣的加氫站 

 

 

圖 19 維護人員準備將來自於沼氣的氫氣加入到 Toyota 燃料電池車 Mi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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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參訪團成員聽取福岡汙水處理廠技術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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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針對氫能產品研究研究試驗中心發展方向，台灣氫能發展應

朝建置共同實驗室、關鍵組件研發、術規劃與試驗場域建置

著手，特別是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及性能實驗，並與

民間企業共同研發氫氣使用「閥門」 ,「感測器」,「輸送軟

管」等產品及材料，逐步整合國內既有產業能量，建構屬於

國內自主型氫能製品技術。 

二、九州大學地區型的產、學、研合作成功案例，可作為國內大

學院校在地化產業合作經驗借鏡，由學界負責基礎或前瞻型

技術研究，將研究成果移轉至在地產業進行試量產或商品化

開發。 

三、北九州氫能城示範社區，使用新能源技術整合工業、民生與

載具等多元應用，可借鏡其建置經驗與運轉實績，作為國內

工業密集污染城市(如高雄或雲林等)，轉型為綠能城市規劃

參考，而綠能示範場域展示，可「結合再生能源、智慧電網

等」展現模式。 

四、台灣以燃煤火力發電為主(104 年耗用 24.501 百萬公噸)，應

聚焦於先進低碳排放煤炭發電技術發展，投入研發 IGCC 或

IGFC 技術經驗與煤灰、CO2 再利用等二次資源再生技術，

可持續使用低價煤炭為燃料平穩電價，並解決溫室氣體排放

問題。 

五、移動式加氫站具有建置成本低、場地易取得、建置週期短等

優點，可方便配合台灣地區初期氫能載具的示範運轉。 

六、2015 年統計我國污水來源主要有三，包含生活污水 (1,032

公噸/日)、工業廢水(485 公噸/日)與畜牧廢水(596 公噸/日)，

皆需倚賴汙水淨化處理方可排放。未來若能借鏡該污水再生

應用實例，讓國內污水處理過程中可衍生產甲烷或氫之附加

經濟價值，讓污水排放大戶願意投入再生能源行列，將可同

時達到環保、能源及減碳效益。 

七、訪日間媒體採訪團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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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經濟部長何美玥：「日本發展氫能同時把產業鏈建立起來，也就

是說當時機成熟的時候，可一步就要到位，但是這樣的策略，完

全要得到充分的預算支持。」 

(二) 立委趙天麟：「我們認為氫能，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學術名詞，它

其實已經是一個，發電的主流項目之一，很值得我們學習。」 

(三) 業者(元寧馮天安)：日本對氫能未來的投資，也激勵台灣的廠商，

對投資台灣氫能設備的信心。元寧企業負責人馮天安：「絕對不可

能回收，但是你要設想在 5 年、10 年以後，在全世界的市場，台

灣的競爭力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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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單位介紹與訪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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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地點  背景說明  技術內容  

氫能製品研

究試驗中

HyTReC (研

發經費 4 億 

1000 萬日

元)  

設立目的： 

因應產業需求而

設立，用於支援

氫能相關之中

小、創投企業的

研發及產品試

驗。  

1.完善高壓氫氣試驗設備與平台，可提

供做為相關設備測試與驗證之用。  

2.擁有可供給約 44 台 FCV (2,400 m
3

/hr)

供氫能力，可進行燃料電池汽車充氣

試驗。  

3.TOYOTA Mirai FCV:搭載 114 kW 的燃

料電池，以及 5 公斤重的 700 大氣壓

氫氣，續航力為 502 公里。 

 

九州大學

（2015 研發

經費為 47.8

億日元）  

推動重點： 

產、學、官地區

合作，推動氫能

社會的實證研

究，為全球氫能

教育研發據點最

完善之一。  

1.由低壓氫氣共同研究實驗室、系統實

驗室、數據解析室、精密測量室等 11

間個別研究室所構成。  

2.Hybrid FC 示範: 250 kW，天然氣之

SOFC/turbine，效率可達 54% (L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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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地點  背景說明  技術內容  

北九州氫能

城  (建設經

費 120 億日

元)  

設立目的： 

利用市內鋪設氫

氣管線，將製鐵

廠 副 產 品 - 氫

氣，穩定且安全

地供燃料電池

（ 2009─2014 ）

，驗證氫能技術

可行性。  

餘氫純化回收利用，作為電力供給來

源：降低該地區尖峰用電 20%。  

 

電源開發：

J-POWER、若

松研究所 

(2015-2017年 

3 年間研發

經費 7 億日

元)  

 

事業重點： 

先進火力技術研

發、煤炭氣化技

術、太陽光電及

生質藻類之研發

等。  

 

致力於提升發電效率的「煤炭氣化複循

環發電技術(IGCC) - EAGLE」研發計

畫。未來將使用煤炭產氫，結合燃煤及

燃料電池（IGFC）。  

 

岩谷加氫站- 

移動式加氫

站 (研發經

費 81 億日

元)  

日本加氫站現

況： 

豐田、岩谷產業

與大陽日酸三家

公司， 2015 年

2 月 6 日成立「日

本移動式加氫站

服務公司」，以加

速加氫站普及。

2020加氫站建置

1.氫氣壓縮與供給:運用壓縮氫氣鋼瓶

組，透過站內壓縮機升壓後，利用蓄

壓器和燃料電池車(FCV)的車載容器

間差壓，以高壓氫氣加氫槍進行 FCV

車輛氫氣填充。  

2.高壓氫氣供給能力:每小時約可提供給

2~4 台車豐田 mirai 車（700 atm）使用。  



 

24 

 

參訪地點  背景說明  技術內容  

目標為 160 座，

目前已完成 80

餘座加氫站建

置。  

 

福岡市中部

水處理中心

&加氫站 (研

發經費 

1,200萬美金)  

 

設立目的： 

廢水產氫 :採用

廢水厭氧醱酵產

甲烷，重組產生

氫氣，提供燃料

電池車輛使用。  

自 2015 年底開

始提供燃料電池

車使用，為世界

首座由都市廢水

轉化為汽車燃料

的氫燃料補給

站。  

 

廢水處理加氫站：每日產 H2 3,300 m3，

一天約可供應 65 輛 FCV 車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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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訪紀要及我國發展氫能 

初步評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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