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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參訪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及相關單位出國報告 

 

壹、 背景及目的說明 

配合本局 106年度「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及檢測驗證發展計畫」，赴日本

參訪太陽能光電檢測發展先驅 JET inverter測試實驗室、日本綠色能源憑證

中心、海上求生訓練中心(Nippon Suvival Training Center, NSTC)、日本

再生能源憑證之發證單位 NEXT ENERGY 機構，了解日本在再生能源產業領域

之標準檢測驗證發展現況及產業所需人員訓練要求，並調查日本再生能源憑

證的申請流程，及其市場交易狀況、型態，以促進國內再生能源憑證之推廣

及相關產業之發展。 

本案至日本進行為期 7 天之考察與資料蒐集，考察目的主要為借鏡國際

其他國家能源產業管理制度，以促進國內相關產業之發展，期望藉此行的參

訪，能夠有助於推動我國建置健全完善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驗證標準以及

離岸風能產業之海事工程人員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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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行程簡述 

本次日本參訪行程共計安排訪問 4家機構，參訪行程表如表 1。 

 

表 1 參訪行程表 

日期 拜訪單位 地點 拜訪目的 

9/29 

(五) 

海上求生訓練中心 

(Nippon Survival 

Training Center, NSTC) 

福岡縣 

北九州 

1. 參訪日本海上求生訓練中心了解離

岸風場海事工程人員之安全標準法

令與證照要求 

2. 了解 Global Wind 

Organisation(GWO)訓練要求與內

容，作為未來離岸風電計畫規劃之

參考。 

10/2 

(一) 

ネクストエナジー・ア

ンド・リソース株式会

社 

(Next Energy & 

Resources Co., Ltd.) 

東京 

1. 為汲取國際間太陽光電、氫能、生

質能、風力發電技術相關技術新知

與新産品資訊，提升産品開發的知

識見聞，參訪日本 Next Energy 公司

了解太陽能面板重複使用之流程與

技術。 

2. 業者發證實務經驗。 

3. 裝置容量認定後之追蹤與監管。 

4. 合作事宜(網站互相連結、業務仲介

媒合等)。 

10/3 

(二) 

一般財団法人 電気安全

環境研究所 

(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JET) 

東京/ 

橫濱 

1. 蒐集日本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變流器

驗證制度，包括檢測標準相關作

法，與現行實施狀況。 

2. 參訪 JET 變流器檢測實驗室，進行

檢測技術交流及測試能量資訊收

集。 

3. 相關資訊可作為施行再生能源變流

器納檢措施之參考。 

10/4 

(三) 

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 

(The Green Energy 

Certification Center) 

東京 

1. T-REC 發展現況交流。 

2. 合作事宜(網站互相連結、業務仲介

媒合、MOU 簽訂等)。 

 

參、 參訪成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黃志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組長 

龔子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簡任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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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奇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經理 

林俊宏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副處長 

唐永奇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執行長特助 

詹育禔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組長 

藍右珊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驗船師 

黃宇祥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嚴治宇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肆、 參訪內容記要 

一、 海上求生訓練中心 (Nippon Survival Training Center, NSTC) 

 

(一)、 海上求生訓練中心簡介 

日本海上求生訓練中心 NSTC係專門從事國際要求之海上相關訓練的

機構，包括離岸風場海事工程安全及求生訓練，NSTC 是日本水產公司

NISSUI下的訓練中心，並具備相關求生設備及訓練設施，可執行離岸風力

發電施工時，全球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sation, GWO)所要求之

訓練，按照國際標準提供海上求生訓練以及離岸風場開發時所需之施工安

全訓練給海上施工或相關作業人員，目的在於訓練人員面對事故發生的時

候，能夠冷靜的判斷，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促進全球海洋產業持續健康

發展。 

 

NSTC主要提供的訓練課程可分為三大項目: 

1. 海洋石油產業訓練組織(Offshore Petroleum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zation, OPITO)所要求認證訓練。 

2.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所要求之訓練。 

3. 全球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sation, GWO)所要求之訓練項目。 

 

其課程對應之訓練項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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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NSTC訓練課程對應之訓練項目圖 

 

(二)、 拜訪人員 

原田厚-----社長 

山川仁彥---所長 

飯田隆一---副所長/品質管理部 部長 

坂本弘-----人事育成部 部長 

森下亮-----訓練業務部 部長 

近江寬子---品質管理部 

 

(三)、 參訪海上求生訓練中心 

 

1. OPITO 

OPITO的起源來自英國，由於英國約有 50萬人從事石油工業，為

代表性產業之一。 

1988年於 Piper Alpha發生一起工安意外，造成平台上的 229人

有 168人死亡，自此，為傳播安全工作標準和從業人員安全教育，英

國即於 1991年成立了海洋石油產業訓練組織(Offshore Petroleum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zation, OPITO)。OPITO 制定的工作標準

和培訓方法不僅在英國使用，在世界各地的從事海洋資源開發行業也

得到了應用，自 OPITO成立逾 20年來，海上工程意外的生還比例，也

由原本的 27%提升至 91%，可由此數值直接反映出訓練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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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TO當中的離岸基礎安全訓練 BOSIET(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需要由有 OPITO認證的設施來提

供，接受過認證機構培訓的人員能夠得到證書並可以從事許多海洋資

源開發行業的工作，BOSIET包含以下訓練： 

➢ 安全指導訓練(Safety Induction) 

➢ 直升機水底逃生訓練 (Helicopter Underwater Escape Training, 

HUET) 

➢ 人員急救訓練(First Aid) 

➢ 海上求生訓練(Sea Survival) 

➢ 救生艇訓練(Lifeboat Training) 

➢ 防火和消防訓練(Fire Prevention and Firefighting) 

圖 2 NSTC受 OPITO認證之課程 

 

OPITO認證設施會根據一些準則來審查設施，培訓人員和其他人

員是否滿足必要的要求。即使獲得認證後，為了保持訓練的品質，亦

會持續的進行監督，OPITO目前認證了 45個國家的 182個培訓機構。 

OPITO之課程訓練期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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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PITO課程項目 

訓練課程 訓練時間 

基礎離岸安全入門與緊急訓練 BOSIET 

(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 
3 天 

進階離岸緊急訓練 

FOET (Further Offshore Emergency Training) 
1 天 

直昇機水底逃生訓練 

HUET (Helicopter Underwater Escape Training) 
1 天 

 

2. STCW 

STC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為航海人員訓練、

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為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所制定，STCW為針對航海人員從事其

工作，所需受相關訓練之最低標準，並於 2017 年生效成為強制性規定，

要求航海人員依身分、工作內容不同，須具備相對應之證書，我國航

港局亦有明確的表列出航海人員根據 STCW 對照之訓練項目如下圖所示： 

 
表 3各職級船員依 STCW公約 2010年修正案應受專業訓練對照表 

 
項 
次 

              
        職務 
 
 

訓練項目 

一

等

船

長 

一

等

大

副 

一

等

船

副 

二

等

船

長 

二

等

大

副 

二

等

船

副 

三

等

船

長 

三

等

船

副 

航

海

實

習

生 

一

等

輪

機

長 

一

等

大

管

輪 

一

等

管

輪 

二

等

輪

機

長 

二

等

大

管

輪 

二

等

管

輪 

三

等

輪

機

長 

三

等

管

輪 

輪

機

實

習

生 

甲

板

助

理

員 

輪

機

助

理

員 

電

技

匠 

助

理

級

航

行

當

值 

助

理

級

輪

機

當

值 

乙

級

船

員 

泵

匠 

1 

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
系統（ECDIS） 
Electronic chart and material 

display system 

ˇ ̌  ̌  ̌  ̌  ̌                     

2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
源管理 
Leadership and bridge 

resource management 

ˇ ̌  ̌  ̌  ̌  ̌                     

3 
操作級雷達及 ARPA 
Radar navigation, radar 

plotting and use of ARPA 

ˇ ̌  ̌  ̌  ̌  ̌    ☆                 

4 
管理級雷達及 ARPA 
Radar, ARPA, bridge teamwork 

and search and rescue 

ˇ ̌   ˇ ̌                      

5 
助理級航行當值 
Rating forming part of a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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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al watch 

6 
甲板助理員 
Able seafarer deck 

                  ˇ   ˇ    

7 

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
管理 
Leadership and engine-room 

resource management 

         ˇ ̌  ̌  ̌  ̌  ̌            

8 
助理級輪機當值 
Rating forming part of an 

engine -room watch 

                      ˇ   

9 
輪機助理員 
Able seafarer engine 

                   ˇ   ˇ   

10 
電技匠 
Electro-technical rating 

                    ˇ     

11 
通用級 GMDSS值機員 
General operator’s 

certificate for GMDSS 

ˇ ̌  ̌  ̌  ̌  ̌  ○ ○ ☆                 

12 
限用級 GMDSS值機員 
Restricted operator’s 

certificate for GMDSS 

      ˇ ̌                   

13 

油輪與化學液體船貨
物操作基本訓練 
Basic training for oil and 

chemica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
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oi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 △  △ △     △ △  △ △           △ 

15 

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
進階訓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chemica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 △  △ △     △ △  △ △           △ 

16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
基本訓練 
Basic training for liquefied 

gas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
進階訓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liquefied gas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 △  △ △     △ △  △ △           △ 

18 

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 
Passenger ships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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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 management training, 

Safety train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human 

behaviour training) 

19 

駛上駛下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旅
客安全及貨物安全與
船體完整性訓練) 
ro-ro passenger ships 

(Crowd management training, 

Safety train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human 

behaviour training, Passenger 
safety, cargo safety and hull 

integrity training) 

△ △ △ △ △ △    △ △ △ △ △ △    △ △ △ △ △ △  

20 

基本安全訓練 
(包含人員求生技能、
防火及基礎滅火、基
礎急救、人員安全及
社會責任) 
Basic training (Personal 

survival techniques, Fire 

prevention and basic fire 

fighting, Elementary first 

aids, Personal safe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
縱 
Proficiency in survival craft 

and rescue boats 

ˇ ̌  ̌  ̌  ̌  ̌  ̌  ̌  ☆ ̌  ̌  ̌  ̌  ̌  ̌  ̌  ̌  ☆ ̌  ̌  ̌  ̌  ̌   ˇ 

22 
快速救難艇 
Proficiency in fast rescue 

boat 

△ △ △ △ △ △    △ △ △ △ △ △         △  

23 
進階滅火 
Advanced fire fighting 

ˇ ̌  ̌  ̌  ̌  ̌  ̌  ̌  ☆ ̌  ̌  ̌  ̌  ̌  ̌  ̌  ̌  ☆        

24 
醫療急救 
Medical first aid 

ˇ ̌  ̌  ̌  ̌  ̌  ̌  ̌  ☆ ̌  ̌  ̌  ̌  ̌  ̌    ☆        

25 
船上醫護 
Medical care 

ˇ ̌   ˇ ̌                      

26 
船舶保全人員 
Ship security officer 

◎ ◎  ◎ ◎                     

27 
保全意識 
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保全職責 
Security training for 

seafarers with designated 

security duties 

◎ ◎ ◎ ◎ ◎ ◎    ◎ ◎ ◎ ◎ ◎ ◎           

29 
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High speed craft type rating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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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30 
高速船基本訓練 
High speed craft basic 

training 

                  △ △ △ △ △ △  

30 
客船安全訓練 
Passenger ships safety 

tran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符號註解： 
ˇ：各職級船員強制性要求之訓練項目。 
○：三等船長及船副可依本身需求選擇參加之訓練項目。 
：特殊船舶上服務之船員須完成之訓練項目。 
◎：經指派擔任船舶保全人員或經指派負有保全職責之船員須完成之訓練項目。 
☆：自 105年 8 月 1日起須完成之訓練項目。 

二、備註： 
第 2、7、11、13-19、21、22、26、28-31 等十七項之專業訓練，另以附註說明船員參訓
資格等相關事宜。 

  附註 

項
次 

訓 練 項 目 說                      明 

2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
源管理 
Leadership and bridge 

resource management 

本項次結訓證明得以國內船員訓練機構開立之證明文件或國內海
事校院航海系科修習學分之成績證明。 

7 

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
管理 
Leadership and engine-room 

resource management 

本項次結訓證明得以國內船員訓練機構開立之證明文件或國內海
事校院輪機系科修習學分之成績證明。 

11 
通用級 GMDSS值機員 
General operator’s 

certificate for GMDSS 

三等船長及船副可依本身需求選擇參加第 11 項次「通用級 GMDSS
值機員」訓練，取代第 12項次「限用級 GMDSS值機員訓練」。 

13 

油輪與化學液體船貨
物操作基本訓練 
Basic training for oil and 

chemica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受僱任職於油輪與化學液體船之事務部人員如未經指派擔負與液
貨或液貨設備相關職責時，得准予免參加訓練。 

14 

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
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oi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油輪之船長、大副、輪機長、大管輪
及泵匠。但其他甲級船員及具當值資格之乙級船員因自身或船公
司業務需求，得准予參加訓練。 

15 

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
進階訓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chemica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化學液體船之船長、大副、輪機長、
大管輪及泵匠。但其他甲級船員及具當值資格之乙級船員因自身
或船公司業務需求，得准予參加訓練。 

16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
基本訓練 
Basic training for liquefied 

gas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受僱任職於液化氣體船之事務部人員如未經指派擔負與液貨或液
貨設備相關職責時，得准予免參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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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
進階訓練 
Advanced training for 

liquefied gas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液化氣船之船長、大副、輪機長、大
管輪及泵匠。但其他甲級船員及具當值資格之乙級船員因自身或
船公司業務需求，得准予參加訓練。 

18 

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 
Passenger ships 

(Crowd management training, 

Safety train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human 

behaviour training) 

1.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或航行於兩岸直航港口間距離逾
三百浬之客輪上所有船員。 

2. 領有「駛上/駛下客輪訓練」證書者，本項訓練得予免訓。 

19 

駛上駛下客輪訓練 
(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
及行為管理訓練、旅
客安全及貨物安全與
船體完整性訓練) 
ro-ro passenger ships 

(Crowd management training, 

Safety train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human 

behaviour training, Passenger 
safety, cargo safety and hull 

integrity training)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或航行於兩岸直航港口間距離逾三
百浬之駛上/駛下客輪上所有船員。 
 

21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
縱 
Proficiency in survival craft 

and rescue boat 

1. 事務部人員如未經指派擔負釋放或操作救生艇筏及救難艇相關
職責時，本項訓練得予免訓。但因自身或船公司業務需求，得
准予參加本項訓練。 

2. 航輪實習生本項次結訓證明得以國內船員訓練機構開立之證明
文件或國內海事校院航輪系科修習學分之成績證明及實作訓練
成績證明。 

22 
快速救難艇 
Proficiency in fast rescue 

boat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備有快速救難艇設備之所有船員。但
事務部人員如未經指派擔負釋放或操作快速救難艇相關職務時，
得准予免參加訓練。 

26 
船舶保全人員 
Ship security officer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航行國際航線船舶之船長或大副，經
船公司指派擔任船舶保全人員。但一等、二等之其他甲級船員，
因自身或船公司業務需求，得准予參加本項訓練。 

27 
保全意識 
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領有「船舶保全人員」或「保全職責」證書者，本項訓練得予免
訓。 

28 

保全職責 
Security training for 

seafarers with designated 

security duties 

1.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航行國際航線船舶之甲級船員，經
船公司指派擔任船舶保全職務人員。但乙級船員因自身或船公
司業務需求，得准予參加本項訓練。 

2. 領有「船舶保全人員」證書者，本項訓練得予免訓。 

29

、 

30 

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High speed craft type rating 

training、 

高速船基本訓練 
High speed craft basic 

training 

高速船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度致受僱海員不及參加本二項訓練
者，得於海員辦理任職之日起六個月內，檢附船長已依高速船安
全國際章程第十八章「營運要求」A 篇之一般規定第 18.3 節「訓
練與資格」第 18.3.6 款規定，施予受僱海員第 18.3.3.6 目至
18.3.3.12 目所定訓練項目之解說與訓練證明文件，向航政機關
申請核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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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客船安全訓練 
Passenger ships safety 

training 

1. 受僱任職於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五百航行國內航線或兩岸直
航港口間距離三百浬以內客船之甲、乙級船員。 

2. 領有「客輪訓練」或「駛上/駛下客輪訓練」證書者，本項訓
練得予免訓。但艙面部門甲級船員尚須完成航海氣象及船舶操
縱等訓練課程；另客船如有裝設夜航設備者，併應完成夜航設
備操作使用訓練課程，船員如領有一、二等船長或大副適任證
書者，毋須受上述三項訓練課程。 

 

3. GWO 

全球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sation, GWO)是由風場開發業

者和風力發電設備製造商共同組成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以支持風力

發電產業的安全為目標，並將歐洲為中心向外推廣。 

為響應業界對風能產業作業安全規範的需求，GWO的成員共同制

定了安全標準，該標準明訂了作業人員所需受之相關訓練，及其證照

有效年限，另外，對於任何欲受 GWO認證的訓練機構亦有培訓提供者

的工作能力。為了獲得 GWO批准，組織需要經過認證的驗證機構進行

深入的審核。GWO 的目標是實現一個共同的全行業工作實踐，旨在減

少在現場工作人員的安全和健康問題。 

NSTC於 2014 年取得 GWO的認證資格，在北九州建立了相關的訓

練課程及設施，NSTC 之 GWO課程期程主要如下： 

 

表 4 NSTC之 GWO課程期程 

訓練課程 訓練時間 

GWO BST (GWO 基本安全訓練) 

GWO Basic Safety Training 
6 天 

GWO BSTR (GWO 基本安全訓練) 

GWO Basic Safety Training Refresher 
4 天 

 
表 5 NSTC之 GWO認證詳細訓練課程及費用 

GWO 認證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日數 
訓練費用

(日幣未稅) 
完成證書 

有

效

期

間 

GWOBST4 

GWO 基 本

安全訓練 (4

訓練模組) 

5 天 395,000 

GWO MANUAL HANDLING 2 年 

GWO FIRST AID 2 年 

GWO FIRE AWARENESS 2 年 

GWO WORKING AT HEIGHT 2 年 

GWOBST5 

GWO 基 本

安全訓練 (5

訓練模組) 

6 天 515,000 

GWO MANUAL HANDLING 2 年 

GWO FIRST AID 2 年 

GWO SEA SURVIVAL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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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O FIRE AWARENESS 2 年 

GWO WORKING AT HEIGHT 2 年 

GWOBST 

SS 

GWO 基 本

安 全 訓 練 

(海上求生訓

練) 

2 天 120,000 GWO SEA SURVIVAL 2 年 

GWOBSTR4 

GWO 基 本

安全訓練複

習課程 (4 訓

練模組) 

3 天 256,000 

GWO-BSTR MANUAL 

HANDLING 

 

2 年 

GWO-BSTR FIRST AID 2 年 

GWO-BSTR FIRE AWARENESS 2 年 

GWO-BSTR WORKING AT 

HEIGHT 
2 年 

GWOBSTR5 

GWO 基 本

安全訓練複

習課程 (5 訓

練模組) 

4 天 335,000 

GWO-BSTR MANUAL 

HANDLING 
2 年 

GWO-BSTR FIRST AID 2 年 

GWO-BSTR SEA SURVIVAL 2 年 

GWO-BSTR FIRE AWARENESS 2 年 

GWO-BSTR WORKING AT 

HEIGHT 
2 年 

GWOBSTR 

SS 

GWO 基 本

安全訓練複

習課程  (海

上求生訓練) 

1 天 79,000 GWO-BSTR SEA SURVIVAL 2 年 

 

4. NSTC之訓練中心 

待 NSTC針對其公司架構及服務內容介紹完畢後，即驅車前往位於

工業區的訓練中心做參觀如下圖。NSTC的訓練中心可分為兩類，位於

工業區的消防設施(Firefighting Facilities)是針對消防滅火訓練等，

並擁有仿造船上以及風機的構造，另外位於港區海上生存設施(Sea 

Survival Facilities)係針對水上相關訓練課程，如翻艇、海上求生

等，採用室內泳池做設計與台灣的露天場地較不同，泳池並保持恆溫。

另外值得一提，在消防滅火訓練時為了防止使用滅火器帶來的粉塵，

NSTC亦在消防訓練場加裝水霧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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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NSTC訓練設施位址圖 

 

以下將針對各訓練項目以及相對應之訓練設施做整理。 

 
項目 對應要求 設施照片 

安全指導訓練 

Safety Induction 

OPITO 

 
 

個人及社會責任

安全 

Personal Safe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CW - 



17 

 

直升機水底逃生

訓練 (Helicopter 

Underwater 

Escape Training, 

HUET) 

OPITO 

 
 

人員急救訓練 

First Aid 

OPITO 

STCW 

GWO 

 
 

海上求生訓練 

(Sea Survival) 

OPITO 

STCW 

GWO 

 
訓練水池:寬 14m ×長 14m ×深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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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艇相關訓練 

(Lifeboat 

Training) 

OPITO 

STCW 

 

 
 

防火和消防訓練

(Fire Prevention 

and Firefighting) 

OPITO 

STCW 

G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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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業安全訓

練 Working at 

Height 

G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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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Handing GWO 

 
 

(四)、 CONCEPT 研究船 

日本水產股份有限公司(NISSUI)身為日本指標性的水產公司，除

了成立 NSTC訓練機構以外，亦有研究船針對捕撈上的海中生物以及生

態環境做研究，CONCEPT 研究船之設備完整，並配有聲納設備，能夠

對海底地形進行繪製模擬，原田厚社長希望臺方可以了解 NISSUI不僅

僅是水產公司，亦有跨足在水下研究及訓練部分。 

 

圖 4 CONCEPT研究船駕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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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船上人員對臺方進行講解 
 

圖 6  CONCEPT參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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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單位交流 

於當天行程最後，NSTC特別安排綜合討論，讓臺方對於參訪設施

及制度介紹所提出的疑問，有詳細的討論時間，並希望針對台日雙方

的訓練機構發展現況，以及未來可能的合作內容作討論。在討論的過

程中瞭解到 NSTC 已經通過 GWO認證外，世界上目前已有 216家通過

GWO認證的訓練中心，而在 NSTC認證的過程，由 GWO指定 SGS Japan

來認證原有的訓練設施，GWO則給予一些建議讓 NTSC來進行改善，完

成設施的建置之後立刻投入相關業務的營運，籌備時間共花了 1 年多，

經費也不多，詳細數字 NSTC保留不回答，山川所長只提到 GWO給予的

認證規範只是參考不是強制，但具有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滿足，最好的

方法當然是從歐洲買訓練設備，但是歐洲不一定會願意賣，以及經費

的限制，所以非必要都是由本身自己發想後，請人來建造。 

現階段 GWO要求之訓練雖不是強制，但在執行離岸風機之相關業

務或維運人員之訓練，GWO 占全世界很大的比重，因此就算不是強制，

廠商都會盡量去完成 GWO的規定要求，在日本來說比起法令政策更重

要的是民間的共通性，日本目前關於整套包含一開始的風機建置到驗

收完之後的維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標準，但每一個零件的廠商有其

各自人員訓練中心，進行跟自家風機零件產品有關包含操作、防災等

等的訓練，但還是會派人員到 NSTC來進行訓練，其原因是未來這些受

訓人員大部分的工作場所在歐洲，因為有些大企業跟歐洲合作，所以

去歐洲工作的時候就會被要求 GWO的訓練，跟 ISO 類似不是強制性，

但是大家都會去遵循這樣的規範，且受過 GWO的訓練，在全世界都會

被承認，因此在日本當地受訓由於語言使用的關係，比較容易了解訓

練內容。 

目前 NSTC的課程需要有多少的學員一起參加沒有特別的規定，訓

練只有 1個人也可以，訓練池的課程可以一次讓很多人同時受訓，但

高空作業的課程由於場地的關係可能無法一次容納很多人，且每項課

程都有預定要完成的天數，所以規劃課程的時候還是會考量人數，另

外需要 2個人進行的訓練時，如果只有 1位受訓者，NSTC會派一名員

工協助完成，但是只有受訓者可拿到認證資格，通常一個機構或公司

要送員工來受訓時會了解世界各國有認證的訓練中心的環境，視認證

訓練中心設備的狀況再決定派受訓人員接受什麼樣的受訓課程。 

先前所提到日本目前於離岸風機相關業務執行或維運的人員，並

非強制性一定要接受訓練，因此沒有這方面的要求，但最近兩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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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協會(Japan Wind Power Association, JWPA)開始制定一個關於

離岸風機維運的 Guideline，不是強制性的標準，是由民間協會來制定，

訂完之後交給日本政府審查，政府認可之後從此納入政府的監督，日

本的標準是由產業協會出來主導，包含各種各樣例如做葉片、電池、

變壓器等等的廠商一起針對離岸風機維運或海事工程設置的工作人員

需要什麼樣的資格或內容來開會討論出結論，由協會提出標準，有一

定程度之後再交給經產省審核，由協會主導最後定出這個產業共同遵

守的標準。 

圖 7  NSTC機構參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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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ext Energy & Resources Co., Ltd 

(一)、 Next Energy 簡介 

Next Energy (全名為 Next Energy & Resources Co., Ltd.,)於

2003年創設於日本長野縣，初期扮演綠能運用之輔助角色，經營二手太陽

能模組之買賣仲介；之後隨著日本修正電業法申請成為電力零售業者，開

始經營售電事業，同時也申請成為日本 REC制度下發證單位，公司目前主

要營運據點包括中野總部/產品科技中心、東京分部、大阪辦公室、名古

屋辦公室、越南胡志明市代表辦公室，資本額約為 2 億 8千萬日圓、營業

額約為 205.8億日圓，員工約有 220人，本次參訪的地點即為該公司之東

京分部。 

“通過傳播自然能源促進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為 NEXT ENERGY 秉

持的理念，自成立以來，該公司不斷挑戰太陽能發電領域的新舉措，以

“自然能源傳播”為業務主軸。目前，公司主要業務內容包括太陽能發電

系統銷售平台、太陽光電模組的 EPC 業務、O＆M 服務提供解決方案、發

電收益極大化、離網（獨立存儲型）系統、太陽能電池等，應用公司在各

種領域的獨特技術，經驗和成果提供專業服務，例如電池模組的再利用和

提供 100％天然能源電力的電力零售業務。 

該公司認為隨著地球暖化之問題日益嚴重，使用的能源將逐漸從“化

石燃料”開始轉變為“可再生能源”。在各項防止全球暖化的具體措施，

包括“巴黎協定”等正在加速推進全世界。在此運動潮流的背景下，日本

政府也正在穩步轉向可擴展再生能源的利用，可再生能源之市場將繼續快

速擴張。 

有鑑於此，該公司訂定目標將累積的專門知識和技術，不再侷限於新

建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而是逐漸擴及已經開始運行的太陽能發電設備，為

其提高價值(最大化發電)如二手市場(開始購買和銷售已經運行之太陽能

發電設備)，預期其成為巨大市場，開始建立相關布局，確保未來挑戰的

堅實基礎和驅動力，以實現廣泛使用自然能源。 

主要公司的營運項目包括如下： 

1. 太陽光電模組銷售； 

提供具有 10年保固、25年輸出電力保證之太陽光電模組銷售服務，

產品經該公司太陽光電科技中心多項測試及 TUV驗證，包括耐久性之測試

如 PID等，可確保產品品質及耐用性。 

2. 系統設備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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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變流器及遠端監控系統等系統設備產品銷售，太陽光電變流器具

有各種輸出功率範圍規格，適用各類大小電站及系統之需求，為國際一流

品牌大廠製造，期能提供高效能及效率。 

發展具有高品質數據擷取之遠端監控系統，可收集電站之所有資料，

提供精緻報告服務及有效檢視之服務。 

3. 系統安裝及基座架設服務 

搭配安裝之地點設計最佳之安裝基座服務，發展特別之連接技術，使

得架設更加穩固。 

4. 運維服務 

提供電站運行及維護相關服務，使得發電效能達到最佳狀態，發展電

站之評估及分析技術，提供技術諮詢等項目，針對電站特點進行維護要求

指導及例行服務。 

5. 發電、儲存及獨立型系統 

提供電站所需之發電架設、儲存、併網或獨立供電等系統之設計服務，

可針對太陽光電案場之條件進行最佳化之設計及諮詢服務。 

6. 住宅型太陽光電系統 

累積多年相關技術及經驗，發展可用於工業或家庭住宅使用之太陽光

電系統產品，提供複合型儲能及獨立型之系統服務，提供具有品質保證可

靠之產品，促進太陽光電系統產品之普及和發展。 

7. 太陽光電電力證書發行業務 

隨著日本修正電業法後成為電力零售業者，開始經營售電事業，並申

請成為日本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下之發證單位。 

Next Energy從 2003年起家資本額 1億日圓隨著日本政府電力收購制

度(Feed-in Tariff, FIT)制度從 2010年開始推行，從 2012年 2016年之

間資本額增加為 200 億日圓的公司，目前公司在東京、大阪、名古屋及越

南胡志明市都有設據點，旗下 Next Holdings主要管理大設備、大場所的

建造，在整個公司裡面做電力零售及發證的工作部門，除了太陽光電的設

備方面還有子公司是做建築結合綠能方面的事業部，同時還有子公司專門

做整合方案的供應商，由這些部門構成了 Next Energy 的品牌。 

 

(二)、 拜訪人員 

津崎莊平-----綠能電力事業課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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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口生正-----綠能電力推進課 課員 

圖 8  與日本 NEXT ENERGY 人員合影 

(三)、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簡介 

本次會議由主要負責電力零售及綠電證書發行業務的綠色電力事業課

津崎莊平課長、森口生正課員就目前日本再生能源憑證以及我國再生能源

憑證(T-REC)的發展現況進行相關交流與討論。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就是綠電的身分證，透過第三方公正單位驗證再生

能源設備及發電量後，核發再生能源憑證，再生能源憑證可證明綠電的使

用量，提升企業之環保形象，促進低碳產品之國際競爭力，提升綠能發電

產品之產值，促進綠電開發商之投資意願，目前已有歐盟、美國、日本、

印度及澳洲等自行推動與再生能源憑證相關之制度，我國政府推動再生能

源憑證制度有兩大目的： 

1.擴大再生能源使用：藉由再生能源憑證可確認綠電之來源及電力品

質，協助我國再生能源發展及推動非核家園之目標，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

量要達到總發電量之 20%。 

2.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再生能源憑證可由綠電發電量估計總溫室氣體

排放量，協助我國達到減碳目標，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減量目標 2050

年總溫室氣體排放量須降為 2005年排放量之 50 %。 

再生能源憑證由行政院指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政，透過創新產業旗

艦計畫之「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發展計畫」執行發證業務，發證領域包含風

力、太陽能、生質能、川流式水力與地熱發電。台灣再生能源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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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簡稱 T-REC)已於 2017年 5月

發出第一批憑證，標記著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的新的里程碑。建立再生能源

憑證制度是使再生能源之設備及電量經查驗證後，透過憑證來證明使用再

生能源與其環境效益。現階段政府鼓勵再生能源是採用躉購電價補貼(政

府電力收購制度 Feed-in Tariff, FIT)政策，透過較高的補助金額，提供

政策誘因鼓勵民間投入興建再生能源發電廠，再生能源市場建立初期對補

貼政策的配套措施有其必要性，然而，長期而言，仍須回歸市場的競爭機

制，並以憑證制度取代補貼政策。 

再生能源憑證可針對特定單位數量的再生電力提供身份資料並保證其

來自某個特定的再生能源發電來源，可提供的資料包含：發電設施地點、

設施擁有者、發電方式、發電容量、發電設施開始運轉日期及電力產生之

時間等。因此，再生能源憑證可視為再生電力這項產品的身分證明，同時

也清楚地點出了再生能源所提供的零碳排放環境效益。再生能源發電廠能

提供電力以及透過憑證制度所給予的身分證明，且由於這項身分證明同時

包含了對環境效益的認證，因此，在歐盟，再生能源憑證是可與電力本身

切割，單獨進行憑證交易來進行減碳的環境效益交易。 

 

(四)、 Next Energy 發證簡介 

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主要做綠電設備容量的認定、發電量的驗證及

發證，另外還有證書販賣狀況的管理，發證證書會有序號，避免重複會統

一管理，相較於台灣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較不一樣的地方為日本的憑證中心

不發證，單純做查核的動作，下文有針對憑證中心做詳細的介紹。 

Next Energy得到日本憑證中心，也就是經產省底下一般財團法人日

本能源經濟研究所(日本エネルギー経済研究所)的認證後，發行綠色電力

證書(以下簡稱綠電證書)，包含綠電設備容量的認定、綠電量的驗證以及

綠電的販售管理，綠電證書是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能，小水電，生

物質等自然能源產生的電力，含有「環境價值」的證書，Next Energy發

行的證書將以「Energy Green」的品牌發放。 

對於綠電設備容量的認定，Next Energy是介於日本憑證中心及發電

所中間執行業務，Next Energy 先跟發電所簽一個基本合議的暫訂契約，

發電所會提供申請時需要的相關資料，再由 Next Energy 將資料向憑證中

心提出申請，日本憑證中心驗證的時候不是驗證發電所，而是驗證發證業

者，正常在日本來說憑證中心與發電所不會直接接觸，是透過管理發證業

者來進行管理，對於發電量的驗證，Next Energy也是介於憑證中心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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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所中間執行業務。發電所必須要根據契約期間跟契約範圍裡面的規定提

供資料給發證事業者 Next Energy去向日本憑證中心申請，發電所提供基

本資料之後依據契約期間例如一年，讓發電所運作一年之後再由中心去驗

證。發電跟輸配電都會裝置電表，發電端之電表是由發電所業者裝置，輸

配電端則由輸配電業者裝置，將這兩個電表做數據對照得到實際出來自發

自用的綠電度數。 

圖 9日本憑證制度概念圖 

 

圖 10日本憑證交易制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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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Energy也進行綠電證書的販賣管理，當客戶買了綠電之後會由

Next Energy公司把證書發給客戶，在客戶要買證書的時候會需要填寫 2

份文件，綠電證書採購申請文件(採購書)，以及 Next Energy 設計的一個

綠能標章的使用申請書，如下圖 11 中，左邊表格是綠電證書採購申請書，

右邊表格是綠能標章的使用申請書，綠電證書採購申請書填寫內容包含用

途、期間、使用單位、綠電種類、發電量及計算方法等，由 Next Energy

公司發行的綠電證書還會特別規定如果購買者想要藉此來宣傳達成什麼程

度的環境效益時，就要配合使用 Next Energy公司的綠能標章，綠能標章

申請書內容以綠電來源做分類如風力、太陽能、生質能、水力等種類，買

哪一款的綠電就得使用那一款的標章，同時購買者在宣傳時也需要將宣傳

內容及方式告知 Next Energy 公司以方便管理。日本憑證中心的準則有提

到，綠電證書的購買者想要藉此來宣傳達成什麼程度的環境效益時，就必

須要使用該發證業者所發行的標章來執行(日本目前有 40 幾家發證業者)，

綠電證書的需求者填妥這兩份文件之後，Next Energy 公司就會將證書發

給需求者。 

 

圖 11日本憑證交易制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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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的綠電證書上面記載包含發行者、發電量、發電種類、發電期間、

認證單位、證書序號，如果是 Next Energy發的證書，還會將是哪一座電

廠記載到證書內，證書中記載的內容都會跟日本憑證中心回報，憑證中心

會收取證書中記載驗證商標的使用費。 

Next Energy為了擴大販賣證書的業務，也有代理商的制度，由經銷

商賣給各地的用戶，目前底下約有 30幾家經銷商，全日本目前只有 2家

發證業者有代理商來販賣證書。在全日本目前有 32 個綠能電力發電所是

由 Next Energy來認定，但並沒有檢測或量測的單位去認定，完全由發電

所提供資料進行書面審查，也不會去檢查發電所的設備，證明的方式是會

去檢查是不是實際有這個發電所，但怎麼證明有沒有浮報，是因為發電所

不管是自發自用或是賣，在輸配電時一定得跟電力公司簽約，發電的文件

是要由發電業者去提供給發證業者，這方面的文件是要由發電業者跟電力

公司要，跟發證業者無關，發證業者只負責收資料不負責跟電力公司要資

料。 

 

(五)、 單位交流 

憑證制度已經在日本 10幾年了，最興盛的時候有 55家發證公司，現

在只剩下 33家，其中最大的是自然能源公司及 Next Energy，發證業者跟

發電公司簽約時，可以規定是買斷制或有人買再付錢的方式，目前如果要

求立刻跟發證業者拿錢的發電公司都很快就倒了，原因在於憑證制度開始

至今購買憑證的風氣還不普及。 

目前日本綠電證書沒有期限，所發出來的證書其環境效益不管幾年一

直都存在，直到有買家買去使用後才會失效，比較像電證分離，綠能發電

出來時，一部分是電力部分，另一部分的環境效益則由憑證來證明，所以

日本企業為了企業社會責任及降低碳排放去購買率能憑證時，比較不在乎

憑證是什麼時候發行，企業購買的憑證後，就可以主張那段時間使用這張

綠電證書的價值，在這段時間達成多少噸的減碳或創造多少的經濟價值及

企業社會責任。台灣則是今年要完成減碳多少量就買多少張今年的憑證，

隔年同理，日本則屬於買使用權，憑證相當於使用權證明。 

範例裡面的證書是由 Next Energy公司依照日本憑證中心的格式發行

證書，Next Energy跟發電所簽的基本合議暫訂契約，最長可達 10年，但

是基本上可以根據客製化的需求修改，3年或 5年都有。另外證書上顯示

的電量沒有一定要整數，上面度數依實際發電量多少就多少，不需累積到

百位或千位來發行，當然不同發證公司也有不同的規定，不像我國憑證一



31 

 

張就是 1000度(1MWh)。目前該公司一年大概發出 5 千萬度的憑證，另外

日本有更大的綠電證書公司例如自然能源公司一年可以發出 2 億度的憑證。

Next Energy 在電量查證上面，並沒有真正去現場確認，期間也沒有追蹤，

只有一開始累積電量前拍一張發電端電表上的數據照片作為依據，最後再

拍一張照片來統計期間電量。 

另外在憑證的價格收費方面，買賣憑證是自由市場競爭，所以在日本

33家發證公司，在售價上大家都一樣還是機密，在 Next Energy通常會跟

發電業者談一個價錢，之後賣價大約是談好的 1.5倍，因為各種綠電種類

不一樣，在市場上或多或少都會聽到別家的價格，利用客戶提供別家的資

訊去訂出可以接受的售價，接下來發證公司的成本(即發證公司的收費)，

在設定單價的時候根據量不一樣有所不同，買的量越多單價就越低，買的

越少單價就越高，主要因為繳給認證中心的手續費都一樣，所以當買電越

多的時候，繳給認證中心的手續費所占的比例就會越低。 

日本企業買綠電證書的目的跟用途，除了降低碳排放外，有時為了企

業活動宣傳或舉辦大型活動的企業形象，還有例如日本的一些印刷工廠，

印刷學校教科書的時候也會放上綠電證書，panasonic 充電電池裡面的出

廠時電池內的電量是使用綠電…等，顯示對環境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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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電氣安全環境研究所(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JET) 

(一)、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電氣安全環境研究所(JET)簡介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電氣安全環境研究所(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以下簡稱為 JET)成立於 1963 年，

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實施型式認可實驗的機構，日本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指定其進行電氣產品製造廠生

產上市前的工廠檢查和產品檢測驗證單位。 

JET的主要驗證業務在日本電氣產品方面，由於日本的電氣產品市場

極大，同時日本消費者對電氣產品的安全性也非常的重視。從 2001年 4

月 1日起，在日本行之多年的電氣用品取締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Control Law)，已被電氣用品安全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所取代，於日本境內銷售的大多數

家用或商用電氣產品及部分重要零、配件，均受新法的管制。新法中，執

行檢測的測試機構也由公營法人，放寬至政府認可的民間實驗室，加入了

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同時新法增加了危險品回收的相關規定，也加重了

違規的罰則。日本市場的電氣產品依據日本政府制定的電氣用品安全法和

通產省頒布的省令(技術標準)分為甲種產品(Category A)和乙種產品

(Category B)。甲種產品為強制性認證產品，包括電線、保險絲、配線器

材、限流裝置、小型變壓器、電熱器具、電動應用機械器具、電子應用機

械器具、其他使用交流電的機電器具、攜帶式發電機等產品類別，共計

116項產品。甲種產品必須由授權評估單位來執行強制性第三者驗證。 廠

商取得符合性證明書後才能貼上菱形 PSE(Product Safety of Electrical 

Appliance & Materials)標誌。乙種產品為業者自我宣告的方式，包括非

特定電氣用品認證範圍(即非甲種產品)之電線、電線管、保險絲、配線器

材、限流裝置、小型交流電動機、電熱器具、電動應用機械器具、光源應

用機械器具、電子應用機械器具、其他使用交流電的機電器具等產品類別，

共計 341項產品。乙種產品製造商若根據電氣用品安全法的安全要求，保

證電氣產品之安全結構者，即可自行貼上圓形 PSE標誌。 

發展迄今 JET涵蓋家用產品之各項檢測驗證如圖 12 所示，包括類別

如下： 

1. 太陽電池模組驗證 

2. 家庭用電氣製品安全驗證 

3. 用電器具適合性檢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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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線控制設備驗證 

5. 併聯系統保護裝置驗證 

6. 智慧機器人驗證 

7. 再生能源用蓄電池驗證 

圖 12 JET 提供之產品安全驗證服務及驗證標誌 

 

(二)、 拜訪人員 

薦田康久-----理事長 

尾崎愛太郎---專務理事 

古谷毅-------常務理事 

久保木正-----理事/橫濱事業所  所長 

初見隆司-----理事/業務推進部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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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靖之-----電力技術試驗所  副所長 

佐藤恒之-----業務推進部  國際擔當部長 

平野麻実-----業務推進部  統括組  主查 

圖 13 JET機構參訪合照 

 

(三)、 參訪日本 JET 東京本部 

本次參訪活動進行日本現行驗證制度之討論與交流如圖 14，並安排進

行材料試驗室及電力開關試驗室之導覽，參觀之試驗設備主要包括有電源

插接器插拔試驗、用電器具溫箱試驗等，參見如圖 18 - 圖 23所示。 

圖 14 參訪 JET 東京本部薦田理事長致詞(左)及黃組長志文代表致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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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材料耐電弧試驗機(左)及熾熱線試驗機(右) 

 

圖 16機器開關試驗裝置 

 

(四)、 參訪日本 JET 電力技術試驗所 

本次主要參訪之 JET電力技術試驗所，其座落於橫濱鶴見區 JET橫濱

試驗所旁，該所於 2011 年完成建築物之落成後，3月起即陸續進行原本位

於東京試驗所之併聯設備系統驗證測試之轉移，4月後開始進行提供多台

式系統併聯驗證檢測服務，9月建置完成配光曲線試驗設備，2012年 7月

持續將太陽光電相關試驗設備自總部搬遷至該所，進行相關產品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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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電力技術試驗所主要的業務在提供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其分散式

電源所需設備之驗證檢測、節電高效型照明器具可靠度評估、太陽電池模

組驗證、系統併聯保護裝置驗證、照明燈具配光曲線及相關研究和委託測

試服務等。 

本次參訪之變流器系統併聯試驗設備，主要包括 

➢ 交流側模擬電源：80 kVA x 1、40 kVA x 2、 3相 2組、單相 4

組 

➢ 直流側模擬電源：64台，共計容量 160 kW  

➢ 電力計量測設備：32台 

➢ 模擬負載裝置：電阻負載 15台、LC負載 6台、模擬系統等，如圖

17所示。 

圖 17機器開關試驗裝置 

 

參訪太陽光電模組量測設備包括長脈衝型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電模組

性能量測設備、冰雹試驗設備、UV試驗設備、機械負荷試驗設備、穩態太

陽光模擬器溫升試驗設備、濕漏電絕緣試驗設備、模組撞擊試驗設備、環

境溫箱試驗設備(如圖 18)、短脈衝太陽光模擬器大面積太陽光電模組性能

試驗設備(如圖 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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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太陽光電模組試驗溫箱 

 

圖 19短脈波型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電模組性能試驗設備 

 

參訪照明器具性能及安規試驗設備介紹如下： 

➢ 積分球量測系統(參見圖 20)：直徑 2 m、1.5 m、1.0 m 積分球 

➢ 量測範圍包括白熾燈在 500 W以下，螢光燈管 40 W以下、波長範

圍：380 nm – 780 nm 

➢ 配光曲線量測系統(參見圖 20)：LMT測角分光計 

➢ 量測範圍包括尺寸大小 1.6 m以下，設置高度 8 m 、量測距離約為

10 m 及 20 m ，波長範圍：380 nm – 780 nm 

➢ 光生物安全量測系統：英國 BEMTHAM系統 

➢ 波長範圍：200 nm – 40000 nm，設有滑軌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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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積分球量測系統(左)及配光曲線量測系統(右) 

 

(五)、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驗證制度介紹 

日本於 2009年 4 月至 2010年 3月編列近 200億日圓預算，用以促進

太陽光電產業之發展，對於太陽光電模組之補貼條件中設有產品驗證條件，

如結晶矽太陽光電模組效率須要大於 14％，薄膜型之產品效率須大於 8％，

另外有一項極重要的門檻即是須取得日本電氣安全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

JET)的驗證和保證，因此輸往日本之太陽光電產品在申請相關補貼時，必

須先取得相關驗證。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之產品驗證採自願性驗證，目前由 JET扮演第三者

驗證之角色負責發證和檢測，JET之 PV實驗室目前設置於東京總部，該實

驗室通過 IA-Japan(ILAC-MRA)認證，同時為國際實驗室 IECEE認可之

CBTL實驗室，當初推動太陽光電相關產品驗證之主要目的在讓太陽光電模

組使用者有更多之信心，也呼應太陽光電模組製造業者希望經由第三者驗

證，讓太陽光電模組之性能及安全品質得以確保。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之驗證開始於 2003年四月，驗證標示制度則開始

於 2005年四月，剛開始以性能之檢測為主，一直到了 2006年十月後，才

將安全的驗證加入，其驗證制度之適用範圍主要針對家庭使用之太陽光電

模組，工業用則需有另外之考量，產品種類則包括結晶矽太陽光電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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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單晶矽及多晶矽)和薄膜型太陽光電模組(包括非結晶矽(a-Si)、串

疊型電池模組(Tandem cell module)、銅銦硒(CIS)等)，聚光型的太陽光

電模組則不在涵蓋的範圍內。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申請驗證之流程如圖 21，首先向 JET申請進行產品

檢測，在進行檢測接近完成時，JET會派員進行工廠檢查，在太陽光電模

組驗證制度中，除了模組須符合相關之測試標準規定外，製造工廠之品質

系統也須符合品質相關之規範，且對於製造工廠之檢測設備也有規定，通

過產品驗證之工廠每年由 JET進行工廠檢查，工廠檢查主要著重於太陽光

電模組製造過程中之品質及技術控制，申請流程如圖對於所有之產品測試

項目如目視檢查、I-V特性測試、絕緣測試等皆須逐一通過品管檢驗，當

產品測試和工廠檢查都合格後，廠商將獲准合格之驗證證書，得以在產品

上貼上合格標籤。 

通過驗證之產品有效期限為 5年，通過驗證之型式將列於 JET之網站

(http://www.jet.or.jp)，驗證標籤須貼於每一個驗證產品上。 

 

圖 21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申請驗證流程 

申請 JET 太陽光電模組驗證作業流程如圖 22所示，工作項目如下： 

1. 驗證申請及流程 

(1) 填寫模組驗證申請書(規格書/工廠調查表/相關附件資料)後連

同樣品寄至日本 JET，待 JET受理後與客戶確認申請內容之相

關疑點，並於釐清所有疑點後，正式完成受理。 

(2) 通過測試及首次工廠檢查後，核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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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室依照規定之測試標準進行試驗： 

(1) 性能測試標準 

結晶矽模組 JIS C 8990 (IEC 61215) 

薄膜型模組 JIS C 8991 (IEC 61646) 

(2) 安全性測試標準 

構造要求：JIS C 8992-1 (IEC 61730-1) 

安全測試要求：JIS C 8992-2 (IEC 61730-2) 

3. 特殊要求及規定：針對尺寸超過 1.8 m的模組，由於有一部分

的試驗無法對應，若是使用其他機構之數據，或是測試用之特殊

模組測試，需要向 JET進行諮詢。 

4. 工廠檢查一年一次，分為首次工廠檢查、定期工廠檢查及臨時工

廠檢查三大類，其流程及內容大致如下說明： 

(1) 首次工廠檢查：事前提出工廠調查報告書，JET將依據工廠調

查表上所記載之內容為參照依據，針對製造、試驗/檢查、組織、

品質系統等進行調查。 

(2) 定期工廠檢查：依工廠調查表之調查項目基準，針對製造、試

驗/檢查、組織、品質系統等進行調查。另同首次與定期工廠檢

查的檢附相關表單證明，調查其有關之檢附表單證明的記錄維

持是否適當。 

(3) 臨時工廠檢查：登錄之產品、材料不符試驗規範時；於首次工

廠檢查或定期工廠檢查，為辨明登錄產品、材料有不適性之重

大影響時；其它 JET 判斷認為有必要實施時； 

5. 申請通過後之證書有效期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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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本 JET太陽光電模組驗證申請流程 

 

(六)、 JET 小型分散式電力系統用電網併聯型變流器(電力調節

器)產品驗證制度介紹 

1. 驗證系統概要 

小型分散式電力系統用電網併聯型變流器產品驗證系統旨在

執行產品檢測，確保其能符合 JET 基於「電網併聯技術要求指引」

(現為「電力品質確保之電網併聯技術要求指引」及「電氣設備

技術標準解釋」)與「電氣用品與材料安全法」等相關驗證試驗

標準之要求。並透過執行工廠檢查，確保持續生產之產品能與送

測符合驗證之樣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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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驗證目的 

為了確保主要安裝於家庭使用之小型分散式電力系統及其電

網併聯程序之安全性，JET受理小型分散式電力系統之電網併聯

型變流器(電力調節器) (簡稱為「電網併聯設備」)製造廠、經

銷商及進口商之申請，在產品通過驗證測試及工廠檢查之要求後

發給驗證符合證書及授予產品使用符合之標誌。 

3. 適用範圍 

驗證的範圍是涵蓋電氣事業法之小型發電設備變流器等電網

併聯設備，該設備須先符合低壓配電線路之併聯相關要求(小型

分散式發電系統系統併聯保護裝置 JET驗證業務規定)，包括如

下： 

(1)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輸出功率小於 20 kW 之設備。 

(2) 燃氣發電機熱電聯產系統，輸出功率小於 10 kW之設備。 

(3) 固定式小型燃料電池系統，輸出功率小於 10 kW之設備。 

(4) 固定式鋰離子蓄電池之充放電系統，輸出功率為 10 kW以下之

設備。 

(5) 太陽能電池和輸出小於 10 kW 的固定鋰離子蓄電池之多項輸入

設備。 

(6) 具多台燃氣發電機聯合輸出和輸出小於 10 kW 之固定式鋰離子

蓄電池設備。 

(7) 靜態小型燃料電池和輸出小於 10 kW 固定式鋰離子蓄電池之多

路輸入設備。 

(8) 對於配備電動汽車等的電池(DC 連接型)，輸出功率小於 10 kW。 

(9) 對於具有安裝有電動車輛等的太陽能電池和蓄電池(DC連接型)

的多個輸入，其輸出小於 10 kW。 

(10) 對於配備電動車輛，固定式鋰離子蓄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的多輸

入蓄電池(直流連接型)系統，輸出功率小於 10 kW(或輸出小於 

10 kW)。 

4. 驗證流程，各步驟介紹如下： 

(1) 驗證申請 

申請驗證時申請人應提交電網併聯設備產品之識別碼（型

號），其應與驗證產品銷售之相同型式。 

(2) 驗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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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測試係在查驗電網併聯設備具有保護功能、性能及安全

符合驗證測試之標準。 

(3) 工廠檢查 

工廠檢查於首次申請及每年例行進行，查驗生產相關品管方

法，確保持續生產之設備能符合驗證測試之標準。 

(4) 驗證登錄 

申請驗證之產品經測試及工廠檢查符合後，可取得驗證登錄

證書，並公告於 JET之網站。 

(5) 驗證有效性 

驗證有效期為 5年。但如電網併聯法規進行改版時，有效期

可能會縮短。 

(6) 驗證標誌 

產品在運出製造工廠前取得驗證後，應於適當可見位置張貼

下列適用之標誌。依照各種產品類別選用合適的標誌，例如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單機用之變流器如使用圖 23 左上方之標示。 

圖 23各式驗證產品類別之驗證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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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驗證試驗概要 

電網併聯驗證過程之測試方法包括每個系統共通項目試驗方

法之通則及每個系統之個別試驗方法。驗證測試過程中進行之相

關試驗係基於結合上述兩者，針對各個發電系統進行通則及特有

適用之個別試驗方法。包括如下： 

(1) 小型分散式發電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等試驗方法通則。 

(2) 太陽能發電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3) 燃氣發電系統(用於燃氣熱電共生)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

方法。 

(4) 固定式燃料電池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固定式

小型燃料電池）。 

(5) 多級電網併聯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6) 蓄電池系統（蓄電池）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等個別試驗方法。 

(7) 多重直流輸入系統（PV+BS）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8) 多重直流輸入系統（GE+BS）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9) 多重直流輸入系統（FC+BS）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10) 具有電動汽車等的蓄電池（EV）（直流連接型）系統電網併聯

保護裝置個別試驗方法。 

(11) 多路直流輸入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PV+EV）個別試驗方法。 

(12) 多輸入系統的系統電網併聯保護裝置（多輸入）個別試驗方法。 

(七)、 單位交流 

日本太陽光電變流器等系統併網保護裝置主要採用 JET 產品驗證制度，

部分安全要求應隸屬經產省電安法相關電力轉換裝置之管理範疇，但相關

系統併聯要求等則屬於電力公司與裝置業者共同遵守之協定，取得驗證之

產品才得以在併入電網系統。 

驗證制度電網併聯之相關法源及試驗方法依據包括： 

1. 電氣事業法(法律) 

2. 電氣設備技術基準(法律) 

3. 電氣設備技術基準之解釋(法律) 

4. 系統連系指針(電網併聯指引)(國家要求事項) 

5. 系統併聯規程(電網併聯規範) (電力公司團體協會要求) 

太陽光電變流器等系統併網保護裝置之驗證係為自願性，但使用通過

驗證產品之系統，才能併入電力公司電網使用，因此雖為自願性但也等同

具有強制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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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太陽光電變流器等系統併網保護裝置驗證，以 JET進行相關檢測

為主，原因是相關檢測方法係由 JET召集裝置製造廠商業者及電力公司共

同討論研發得出，因此許多檢測要求係因應電力公司電網特性所需，有通

則及特定要求，因此目前並無其他實驗室可以進行相關檢測，相對的 JET

也對維持經過驗證產品之品質及可靠度有相當的責任。 

目前主要之太陽光電系統併聯保護裝置之容量為 20 kW，主要測試地

點即為本次參訪之橫濱 JET電力技術試驗所，如申請系統之裝置容量超過

20 kW之設備則送往福島 FREA實驗室(FREA實驗室測試能量為 3 MW)進行

測試，試驗人員仍由 JET人員進行。另外在時程及費用方面，太陽光電變

流器驗證所需測試時間依系統之複雜度有所不同，如順利無需進行測試改

善時，大約需要 1-2 個月的時間，包括安全、併網及電磁相容等測試，費

用大約需 400萬日幣，如有不符合需要進行重測時，將視情況進行費用加

收。 

JET在產品驗證之檢測安規有部分係採用電氣安全技術規範-電源轉換

裝置，電磁相容採用部分國際規範或電器安全技術規範-電磁相容要求，

併網要求則大多為自行開發及電力公司要求，雖然部分可能與國際現行規

範相似包括防止孤島效應及諧波失真要求等，目前並無採用其他實驗室測

試結果數據之狀況，但許多項目如與相關測試內容與國際規範一致時，未

來是否可採認其他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比較有可能採用國際上比較一致的

如電磁相容檢測等，在併網方面因各國電力公司的情形不一樣，比較難以

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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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The Green Energy Certification 

Center) 

(一)、 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簡介 

日本綠電證書制度緣於西元 2000年時，由於日本民間企業發起商品

化的綠電證書需要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驗證，故於 2001 年成立「綠電認

證機構(任意團體)」即為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的前身，後為確保綠電證書審

核之公正性，於 2007 年依據該「認證機構委員會」會議結論將綠電驗證

機構法人化，正式成立綠色能源憑證中心並成為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IEE)的附設機關，而該中心在 2008年

正式向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提出日本綠電證書制度準則相關報告。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除內部執行證書核發作業的部門外，亦由中心委託

相關領域之產學研及其他第三團體專家，設立數個專門委員會以供中心諮

詢專業意見與確保中心基準策定與驗證業務的中立性(圖 24)，其中包含

「認定認證委員會」，其主要業務為審議新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申請

以及過去無類似案例的申請案之認定基準及相關認定業務制定；「調查研

究委員會」則是當綠色能源憑證中心制定新的發電設備認定基準草案時，

將委由該委員會提供專家建議，或支援執行相關研究調查；此外，營運委

員會的組織初期為政府關係良好、國際關係良好、非營利組織，如世界自

然基金會( World Wildlife Fund , WWF)等成員組成，主要負責與政府與

相關單位進行雙向協商，後期則由日本國內各大型企業的高層或技術人員

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主要業務為審議綠色能源憑證中心相關業務的重要議

題，例如費率訂定，並負責監察中心業務執行狀況。 

圖 24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營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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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訪人員 

大谷豪-------專務理事 

小笠原潤一---總括研究主幹 

荒木基曉-----經理 

圖 25 日本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參訪合影 

 

(三)、 參訪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 

為了解日本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發展情形及管理機制，此行拜訪日本綠

色能源憑證中心，就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之設立，再生能源憑證相關法

規制度、申請流程、收費方式及執行現況等進行訪查，以作為我國再生能

源憑證制度規劃之參考，就我國目前再生能源憑證的發展現況及日本綠電

證書制度進行相關介紹與討論。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在執行綠電證書核發與審查等業務時，會向申請者

酌收相關費用，費用項目與定價係由營運委員會審定，並由申請者集會審

議合理性，收費說明請參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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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日本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手續費項目說明 

費用名稱 說明 

長期合作契約費(年) 

發證單位跟 REC 中心簽署長期驗證合作契約時收取的

費用。每一申請團體收一次費用，依各類別設備容量比

例計算，其有效期限為該登錄年度。初次登錄者的登錄

費用為扣除初次申請審查費之金額。 

個案憑證申請與審查

費用 

於認定認證委員會進行審議且未與 REC 中心簽約之業

者，在申請時須繳交費用。 

發電量查證費用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查證發電量時，根據驗證電力量乘以

單價計算的手續費。 

但未滿 10kW 之太陽能發電之電力量驗證申請若累積超

過 2000 個據點，從 2001 個起，以費用表上制定的單價

乘以據點（數量）計算。 

設備查核費用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查核新的發電設備容量時收取的手續

費。 

取消申請費用 
電力量查證及設備查核之申請，根據作業程序規定，取

消時須課以費用。 

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標

誌使用費 

當要使用中心的標誌作為使用憑證之證明時，需支付相

關使用費。計費方式以發行的綠電證書電力量計算。 

 

日本綠電證書系統的運行架構係由證書發證單位向第三者機構(即綠

色能源憑證中心)取得代表再生能源電力之環境附加價值的「綠電證書」，

再由企業及公家機關向證書發證單位購買「綠電證書」，取得證書記載之

綠電電量的使用證明(請參照圖 26)。其運作模式係由證書需求者向證書

發證單位提出要求並簽署發行綠電證書相關契約證書，再由發證單位向與

其簽屬合作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索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發電實績報

告，並向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提出申請，待證書發證單位取得證書後，會將

獲得查驗證後的綠電量，依照契約容量分配給客戶，客戶則以付費購買綠

電證書的方式取得證書記載之綠電電量的使用證明，該證書之驗證範圍為

躉購及履行 RPS義務以外所交易的或自發自用的綠電。然而，在此制度下

客戶實際使用的電力源並無更動，而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實際產出的物理電

力則是賣給所在區域的電力公司、或是供該發電業者的工廠自行使用，並

非售予綠電證書之購買者，即為「電證分離」模式。 

發證單位向綠色能源憑證中心提出申請時，須進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查核與發電量查證等程序(圖 27)，其中在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方

面，須提交綠電發電設備查核申請書、綠電發電設備概要書、綠電查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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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相關誓約書、綠電查核要件之確認表、綠電可查證電力量之確認方法、

太陽能發電系統基準試用說明書、太陽能發電場詳細資料與顯示綠電發電

設備狀況之配線圖予憑證中心，而在經過綠色能源憑證中心審查與認可後，

將獲得「綠電發電設備查核報告」，以記載設備查核編號、發電類別、綠

電發電設施名稱、設備容量、申請者、認定日、申請編號等設備資訊，同

時綠色能源憑證中心將於官網上公布認定結果及相關訊息。倘若「憑證中

心」、「營運委員會」或「認定認證委員」會於核發發電設備查核後，仍

對其認定內容產生疑慮，可要求追加補充資料或要求現場調查並配合實行。 

圖 26日本綠色電力證書市場結構與運行機制 

 

圖 27日本綠電證書驗證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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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電量查證則是取設備淨發電量扣除設備運轉所需電量以計算綠電

發電量，在證書申請時中心僅須審核由發證業者所附的檢測驗證證明，該

檢測驗證證明來自設備併網時電力公司所要求之檢測驗證項目及相關文件，

量測的數值可源自發電廠設備併網時，電網公司既有裝設的電表，或是自

發自用的發電源(者)，自行記錄的發電數據。倘若申請綠電認證的設備係

透過儲能系統併網，則由中心的「認定認證委員會」或「調查研究委員會」

判定以儲能輸出量計算綠電發電量之方法，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有搭配儲

能系統，其再生能源發電量的量測儀器(電表)須裝設於儲能系統併電網端。

若該儲能系統有併接市電，查證綠電量的方式有下列兩者：量測經過儲能

系統的電量後，將其按再生能源發電與市電的電量比計算；量測經過儲能

系統的電量後，直接扣除所接之全部市電電量。發電業者的售電量資訊來

自電網公司，其他如設備運轉所需電力、綠電售電量等須扣除的量則由發

電業者提供。 

此外，日本綠色電力證書制度並不含相關追蹤機制，僅透過綠色能源

憑證中心記錄發證單位每季一次回報的綠電證書現況報告，及向電網公司

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電量相關佐證資料以有效追查裝置量與發電量，

避免重複申請的情形發生。 

 

(四)、 單位交流 

日本的綠電證書跟台灣再生能源憑證之價值其實差不多，最主要是用

在企業社會責任及溫室氣體盤查，當然綠電證書也有很多不同用途，發證

單位也會在發證的時候問使用者拿憑證的用途是什麼，但當下回答不出來

的使用者太多了，所以現在就是先賣給使用者，以後要使用的時候再跟發

證業者回報用途，發證業者還是有統計調查用途，但是並不會放太多注意

力在上面。 

在制度上最大的差別在於，日本綠電證書全部均採「電證分離」也就

說環境效益歸環境效益，電力歸電力，而目前台灣再生能源憑證在自發自

用部分「電證合一」及「電證分離」均可，但在直供及轉供部分則採「電

證合一」，相較之下「電證分離」來的較有彈性。另外日本發電業申請綠

電證書後，其證書會暫存在發證業者代為保管，等有客戶來買時再售出，

台灣所申請之憑證則會由發電業自行保管，待有客戶購買時，在至憑證中

心轉移至客戶手上。 

日本去(105)年發了 3億度綠電證書，今(106)年應該會再創新高，最

主要的誘因讓日本的綠電證書蓬勃發展的因素，是微軟在日本買了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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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度的綠電證書，其他企業看到微軟這樣做，也開始效法，買不到綠電就

買綠電證書來補。微軟購買綠電證書不直接購買綠電的另一項因素，是通

常微軟辦公室不是整棟，只是一棟大樓其中一層而已，就算整棟大樓整個

都是用綠電，對微軟來說也無關，也無法把整棟大樓的綠電歸到企業本身

上，所以與其買綠電，不如買綠電證書，也只是要去宣傳企業環境效益。 

日本綠電證書在追蹤上並沒有像美國一樣有建立 e-Tracking 的制度，

因為日本的量不像美國那麼多，同時日本的證書由發證業者發了之後，為

了方便管理，由發證業者發出去之後的證書是無法轉賣的。 

最後日本 FIT正式啟用在 2011年，2009年時就有 FIT的前身，太陽

光發電剩餘電力買取制度(太陽光発電の余剰電力買取)，契約很單純一簽

就是 10年，也不會依照設備年限去更改簽約年限，2019年 FIT前身制度

到期之後，這些本來簽約的業者就沒辦法繼續享受優惠價格，需要重新簽

約，再重新簽約的價格就不會有 2009年簽約的時候那樣優惠，如果要這

樣的話，業者是不是可以把證書用別的方式取代，就不一定要維持 FIT，

因為 FIT每年公告價格不一樣，也許會用別的方式去賣電或是直接跟電力

公司談。在 2019年一定會出現 FIT前身的契約時間終了的業者，這些業

者還是可以透過原本的電力系統把電輸出出去，但是要輸到哪裡或調度還

是需要跟輸配電業者談相關的議題，但環境效益需要透過什麼制度來做解

決，也尚未決定。 

伍、 心得及建議 

依據經濟部整體再生能源發展方案，將於 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邁

入減碳新能源時代，為落實達成減碳目標，邁向低碳社會，政府已將綠能產

業列為五大創新產業主要推動政策計畫之一，全力發展低碳綠能的再生能源，

規劃於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要達 20%，其中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預計達

20GW，離岸風電裝置容量預計 3GW，水力發電裝置容量約 2GW。而電業法修正

後第一階段將開放民間設置再生能源電廠，並透過直供、轉供等方式將綠電

售於再生能源需求者，同時 Google、Apple等國際企業除自有營運設施使用

100%再生能源外，也鼓勵其國際供應鏈使用再生能源，因此地方政府也看上

再生能源這塊市場，欲成立地方電力公司，將臺灣綠電銷往國外。 

因日本再生能源綠電證書系統為 2001年由民間發起與制定，發展已久，

且其電力系統與自然環境與臺灣相似，故此次協同國內相關檢測驗證及研究

單位赴日本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及再生能源憑證發行事業者進行參訪，以了解

日本再生能源憑證運作方式及建立交流管道，期望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能

夠吸取日方的經驗，並將制度建立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作共同的商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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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與我國制度有異，其將發證單位與憑證中心做分隔，與我國憑證中心即

為發證單位有所不同，在本次參訪當中，即針對雙方制度不同之處做相互的

交流，其中日本雖然沒有像美國有 e-Tracking系統，但為了管理方便，不要

重複計算其環境效益，由發證業者發出去之後的證書是無法轉賣的，綜合來

看為了追蹤方便，不要重復計算環境效益，又不要限制憑證的買賣行為，建

議在管理方面在憑證使用環境效益時，必須強制向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登記，

之後將憑證註銷而公布於中心網站上供查詢，避免環境效益重複計算。 

日本自從 311事件後，積極推動的再生能源政策係採用高經濟誘因之躉

購(FIT)制度，再生能源環境效益已計入國家排放係數使用，不得再發行綠電

證書，故綠電證書制度發展受到限制，這部分與我國情形相同。惟日本在綠

電證書發展上有二大利多值得我們觀察，一是隨著國際大廠全面使用綠能的

政策影響，日本有越來越多企業或活動購買綠電證書使用，像微軟公司在日

本買了 5000萬度的綠電證書後，其他企業便開始效法，帶動整個買氣，在我

國，雖然交易量體不大，卻也有金融業者跟隨其同業而緊急購買再生能源憑

證情形，足見知名大企業或同業的帶動作用，將可在買氣的開發達到很好的

效果，值得我國推動綠電交易時參考。二是日本在推行躉購(FIT)制度時，便

非常明確的公告周知其躉購價格將逐年下降並據以實施，由於日本人的守法

性與遵從性，較不易像我國每年年底均要上演的公告下一年度再生能源躉購

價格拉鋸戰，也因日本躉購價格下降速度頗快，代表自由市場的再生能源憑

證便有逐漸成長的態勢。日本自 2012年 7月導入躉購(FIT)制度，其價格一

路從 2012年 40日元/度、2013年 36日元/度到 2016年 24日元/度、2017年

21日元/度，已經逼近日本工業用電電價 15日元/度，亦低於日本民生用電

電價 25日元/度，並自 2017 年 4月 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針對大型太陽光電

案場推出競標制度，種種減少躉購補助的制度出爐，對於代表自由市場的綠

電證書來源將無匱乏之虞。相信相同的模式，亦將逐步複製在我國。 

另一個議題是有關「電證合一」與「電證分離」，在日本，綠電證書制

度的原始設計概念便係為了交易，故為交易的便利性，綠電證書制度採取

「電證分離」，亦因其綠電購買用戶多僅用在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宣告，故

可以購買數年前綠電證書，而在我國，再生能源憑證的原始設計概念係為了

證明綠電，再加以一開始便鎖定憑證價值除了企業社會責任宣告外，主要還

可以配合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使用再生能源憑證可以在用電計算時，

以排碳係數零計算，為避免環境效益重複計算，故除了少數自發自用案場可

以用「電證分離」模式交易外，主要將還是以直供、轉供等「電證合一」模

式，可望在商業模式成形後，帶來大量的綠電交易。且因我國皆在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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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盤查前一年度的溫室氣體，或提出前一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故本年

度發行的憑證在下一年度結束後，應再無交易價值。惟「電證分離」確係綠

色價值(或稱環境效益)交易的主流與較具有彈性的方式，仍應關注其在國際

上發展動態，也許我國在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將逐步帶動的綠

電自由化、綠電商品多元化後，將有使用該模式的時機。 

行程中也安排參訪海上求生訓練中心，並拜會財團法人電氣安全環境研

究所，了解日本海事工程人員訓練及太陽能模組與變流器檢測驗證相關設備，

深入了解日本在離岸風力機、太陽光電再生能源產業領域之標準、檢測驗證

發展現況及產業所需人員訓練要求，藉由考察先進國家離岸風力機及再生能

源發展現況，借鏡國際其他國家能源產業管理制度，促進國內相關產業之發

展，有助於推動我國建置健全完善之產業產品標準、檢測與驗證制度以及海

事工程人員訓練系統。 

陸、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