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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第 24 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 (24th TAIWAN-AUSTRALIA JOINT ENERGY 

AND MINERALS,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CONSULTATIONS , 

JEMTIC 2019)於 8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 Pullman King George Square 飯店舉辦，此

會議為我國與澳洲官方單位輪流舉辦，本年度由澳方主辦，並將整體會議層級拉高至次長級

會議。澳方為了讓我國成員進一步了解澳洲再生能源科技整合性發展現況，議程包含參訪澳

洲Griffith大學附設之 Sir Samuel Griffith 研究中心，展示已建置完成之太陽能與氫能發電系統，

可提供自主負擔能源所需，整體約可供應 800 人次用電，為澳洲首座整合性再生能源運用之

研究與驗證建築。該校校長 Evans 教授及相關研發學者亦出面接待代表團，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機會與我國進行年輕學人之學術合作及共同研發。此外，本次會議延續過去的進程，雙方

在針對能源轉型等多項議題上達成合作共識，包括液化天然氣投資、建立臺澳天然氣供需聯

繫機制、礦業投資、再生能源合作、創新太陽能發電、能源創新技術與應用、氫能技術研究

等項目。其中，氫能技術為本次新增合作項目，為澳方提議加入之議題，然而氫的儲存與運

送仍是技術應用瓶頸，我方代表認為仍以在地生產較為適當。而澳方亦對於臺灣先前所建立

之地熱系統提問，惟地熱技術因腐蝕及溫差等效應仍屬不成熟之技術，雖具展示概念但在實

用上仍有技術瓶頸需克服。而在關鍵礦物資源的合作方面，我方代表說明目前中美貿易戰的

國際趨勢上有需求，然新建置礦場時間較長，對於瞬息多變國際趨勢也難以掌握，無法成案。

此外，創新區塊鏈售電應用於我國再生能源憑證方面，我方代表表示兩國之售電機制有一定

的差異性，無法成案。由於澳洲對於再生能源之應用廣泛，可做為臺灣能源轉型之參考依據。

作者榮幸能代表本所參加此次會議，除讓研究思維更加廣闊外，更進一步見證到再生能源實

際應用與所面臨之困境，並藉由參訪掌握國際研究發展方向，可藉機創造更多的國際合作空

間，掌握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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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臺澳能礦諮商會議逐年分別在臺、澳兩地舉行，雙方就亞太經濟、

能源、礦產等合作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本（第 24）屆會議於 108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擬藉由參與會議，評估

本所能源相關領域技術未來可參與之能源相關合作議題。臺澳能礦諮

商會議旨在希望雙方能建立能源與礦產部門政策諮商管道，加強能源

與礦產貿易、投資與合作關係，並由雙方定期討論相關事務，並就亞

太經濟合作能源工作發展情形及兩國間石油、天然氣、煤炭、電力、

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等合作相關議題進行廣泛意見交換。藉由參與議

程中之能源與節能議題討論，評估本所發展之節能膜技術、再生能源

及儲能技術未來參與合作之可行性，並瞭解相關領域之現況、政策、

市場及趨勢。評估本所發展之節能膜技術、再生能源及儲能技術未來

參與合作之可行性，並瞭解相關領域之現況、政策、市場及趨勢。同

時藉由參與會議之機會，與國內外的相關領域之傑出的研究人員及工

業界人士互相交流汲取知識，以獲得更多節能、儲能及光電技術之應

用資訊及相關發展方向，對本所技術應用和創新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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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本次公差之行程如下： 

 

8 月 26 日(一)晚上 11 時 50 分自桃園國際機場出發，經 8 小時的航程於當地時間

8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45 分抵達澳洲布里斯本磯國際機場。從機場附近搭車前往布

里斯本 Pullman King George Square 飯店會議地點，並於 12 時 30 分到達飯店辦理

入住事宜。本次會議所在地，如圖 1。 

 

8 月 27 日(二)下午 3 時於飯店大廳集合，搭澳方準備之天然氣巴士前往參訪地點

澳洲 Griffith 大學附設之 Sir Samuel Griffith 研究中心。並由中心負責學者解說及

展示已建置完成之太陽能與氫能發電系統，並於參訪後與 Griffith 大學研究學者

進行交流。 

 

8 月 28 日(三) ~8 月 29 日(四)參加本（第 24）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 (JEMTIC 

2019)，雙方依議程排序簡報合作內容以及現況，提供與會人員進行

討論與交流。 

 

8月29日(四)~8月30日(五)於澳洲當地時間晚間7時自飯店出發，搭乘地鐵前往布里

斯本國際機場。7時30分抵達布里斯本國際機場國際機場，並於10時50分自澳洲

布里斯本國際機場返程前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經8小時的航程抵達臺灣時間為8

月30日(日)上午5時45分，順利完成本次公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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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次會議所在城市澳洲布里斯本(上圖)及會議舉辦之飯店(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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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2019年第24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於8月27日至29日在澳洲布里斯本Pullman 

King George Square飯店舉辦，會議由我國與澳洲官方單位輪流舉辦，本年度輪由

澳方主辦，並將會議層級拉高至次長級會議。會中主要針對兩國之能源與礦產貿

易、投資與合作關係，並就亞太經濟合作能源工作發展情形及兩國間天然資源如

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電力、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等能源合作相關議題進行廣

泛意見交換。我方代表團由經濟部曾次長文生率團共計有31人出席，參與單位共

計有經濟部、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本所)、臺灣電力公司、臺灣中油公司、工

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及臺灣經濟研究院等單位。澳方代表團則有45

人出席本次會議，整體議程安排如圖二所示。本所代表僅參加前半段議程，即29

日晚間啟程返台。 

     於正式會議開始前一天，澳方為讓我國代表團成員能進一步了解澳洲再生

能源科技整合性發展現況，以包車方式帶領代表團成員參訪澳洲Griffith大學附設

之Sir Samuel Griffith 研究中心，展示已建置完成之太陽能與氫能發電系統。所安

排搭乘之交通巴士為使用天然氣為燃料之巴士，顯示澳方對於本次代表團參訪之

用心。圖三為本次參訪所搭乘之天然氣巴士。 

    圖四為本次參訪之Sir Samuel Griffith 研究中心，目前可自主負擔能源所需，

整體約可供應800人次用電，為澳洲首座整合性再生能源運用之研究與驗證建築。

整棟示範建築面積約6000 m
2
共計建構包含320 kW的太陽能電池(PV)系統、1 MW

的儲能電池系統、160 kW的電解水產氫系統、120 Kg(等價於2 MWh)的氫氣儲存

系統以及60 kW 的氫燃料電池(PEM fuel Cell)系統，總建置成本高達4700萬澳幣，

折合幣約10億3千萬元。 

    由於澳洲天氣一年當中約有70%以上的天氣屬於晴朗的天氣型態。因此，本

棟示範建築可藉由太陽能電池直接供應整棟建築所需用電，而過多的電力也可經

由儲能電池系統進行儲存，或是另外供應電解水產氫系統所需之電力。電解水產

氫系統經電解過程所產出之氫氣可供氫燃料電池系統進行發電應用，而過量的氫

氣則可進一步藉由金屬合金儲氫材料進行高安全性的固態儲氫，供應氫燃料電池

系統運轉所需之氫氣。此外，由於由固態儲氫系統提取氫氣時需加熱固態儲氫系

統，可進一步利用氫燃料電池系統運轉時所產生之熱能來提供固態儲氫系統的氫

氣提取過程，達成整體系統性廢熱的有效再利用。由上述說明可以發現，再生能

源電力需搭配多元的儲能系統以提供穩定的供電需求。圖五為參訪時聆聽介紹所

拍攝之照片，圖六則為參訪後參訪後由代表團團長代表致贈校方禮品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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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屆會議簡要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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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本次參訪所搭乘之天然氣巴士 

 

 
圖四 本次參訪之Sir Samuel Griffith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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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參訪時聆聽介紹所拍攝之照片 

 

 

 
 

圖六 參訪後由代表團團長代表致贈校方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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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上午8時30分於Pullman King George Square飯店2F之多功能會議廳舉

辦本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會議議程共分為策略概況、能源與資源概況、資源展

望、能源創新、能源效率與轉型、能源系統管理、能源安全、資源關係等9個議

程，圖七為本屆會議全體與會人員之合影。以下，分別針對上述會議議程之重點

進行摘要說明。針對策略概況，我國由經濟部能源局陳科長炯曉進行臺灣能源情

勢簡報，主要論述重點為2025年臺灣於非核家園政策下，臺灣的能源供給配比分

布，如圖八所示。其中，再生能源由現有占比4.6%逐年提升至20%、天然氣發電

由現有占比34.3%逐步提升至50%以及燃煤發電由現有占比45.5%逐年減至30%。

而澳洲的整體能源策略整體偏向務實應用，包含價格為可負擔、長期穩定性、高

安全性以及減少暖化等四大面向，目前澳洲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為16%。與會澳

方人士肯定臺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同時認為臺灣於2025年達成再生能源占比

20%的目標具高度挑戰性，需要多項再生能源技術及建置同時到位，才能達成上

述目標。而澳方在政策面上除了持續投入較為匱乏的能源市場領域外，並盡力減

少售電市場的複雜性及集中能源市場。另一方面，則持續調整氣體供需市場、評

估國際氫能的情勢以及氣候整體解決方案等三項關鍵發展領域進行開發，如圖九

所示。因此，本屆會議澳方加入氫能應用與需求的議題進行未來市場的評估依

據。 

 

 

圖七 本屆會議全體與會人員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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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25年臺灣的能源供給配比分布 

 

 
圖九 澳方於政策面提出三項關鍵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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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能源與資源概況，主要探討礦物的進出口議題，我幫由礦物局副局長

周副局長國棟簡報我國近期在礦物的進出口方面的統計結果，根據周副局長的剪

報內容揭示澳方我我國進口礦物的主要夥伴，不論是在煤、天然氣、鹽、鐵礦等

礦物領域，在2018年整體進口金額高達72.2億美金，如圖十所示。而臺灣本身在

礦物資源並不豐富，因此採礦的許可申請件數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而澳方則說

明臺灣近年來從澳方進口礦物的趨勢圖，其中天然氣的成長最為明顯，其次是燃

煤，而此類項目的成長也與目前臺灣的能源政策相關，如圖十一所示。此外，針

對稀有礦物方面，澳方亦提議列入策略夥伴計畫項目，惟臺灣因受限於天然資源

有限，故婉拒此項目之提議。 

 

圖十 2018年臺灣進口礦物統計 

 
圖十一 臺灣近年來從澳方進口礦物的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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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資源展望方面，接續上一個議程所提到的氫能源議題。主要探討氫能

源的儲存與應用。我方由工研院綠能所的楊副組長昌簡報我國在氫能及燃料電池

的研發目標，如圖十二所示。短期策略為現地採用氫氣及利基市場推廣，中期策

略為藉由天然氣管路的佈建，進一步擴展100kW熱電聯產型燃料電池於產業及商

業區之應用，長期策略則以分散式電力及能源儲存系統應用為標的進行開發。並

藉由目前於沙崙科學城所執行之綠能科技計畫進行應用展示。而澳方主要說明氫

氣的應用以及預期未來電解產氫之成本曲線及各項應用價格區間及瓶頸提出說

明，如圖十三所示。並進一步列出氫能研發領域之議題，如圖十四所示。並再次

強調採用所開發之太陽電解產氫能作為備用能源之成本優勢，如圖十五所示。 

 
圖十二 我國在氫能及燃料電池的研發目標及策略 

 
圖十三 電解產氫之成本曲線及各項應用價格區間及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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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氫能研發領域之議題 

 

 

圖十五 澳方所開發之太陽電解產氫能作為備用能源之成本優勢 

 

    緊接著在能源創新議程方面，我方由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王副所長人謙

針對臺灣再生能源技術與發展進行簡報，簡報內容為延續先前能源局之簡報內容，

主要強調2025年的再生能源建置規劃，其中臺灣在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建置在過去

一年內有大於1GW容量的建置，而在風力發電領域更已規劃128MW離岸風力發

電進行建置中，展現臺灣轉型線有能源比例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如圖十六所示。

簡報中也大量提及工研院在再生能源領域之技術發展，包含太陽能電池技術、風

力發電預測及風機維護、地熱、碳捕捉循環、海洋能發電、微電網等技術。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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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則澳洲再生能源機構簡報，澳洲截至今年投入在再生能源研發資源的技術領域

及相關統計數據，如圖十七所示。整體研發資源投資的優先順序為提供安全與可

靠的電力、加速太陽能光電技術開發、提升電力製造技術、探索再生能源技術等

領域，如圖十八所示。

 

圖十六 臺灣2025年的再生能源建置規劃 

 
圖十七  澳洲截至今年投入在再生能源研發資源的技術領域及相關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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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澳洲再生能源研發資源投資的優先順序 

    

    此外，在能源創新論壇的議程中還邀請了臺灣與澳洲的公司進行交流，臺灣

的NextDrive著重於整合型硬體的開發，主要透過 IoT 技術與能源技術的整合，

研發智慧能源閘道器Cube，如圖十九所示。而澳方的Power Ledger 公司則為能源

區塊鏈應用提供軟體技術。藉由上述兩家公司的技術合作可為單一再生能源發電

單位提供及時的電力買賣服務，為一再生能源電力創新應用市場，概念如圖二十

所示。 

  

 
圖十九 臺灣NextDrive所研發智慧能源閘道器Cube 



第 15 頁 

 

圖二十 澳洲Power Ledger 公司為能源區塊鏈應用提供軟體技術 

 

    緊接著在能源效率與轉型的議程中，我方由台電公司綜研所楊資深化學研究

專員明偉進行簡報，除了再次強調2025年的臺灣電力分配比例外，主要說明臺灣

在為電網建置的研發，除了智慧電表的裝設目標外，如圖二十一所示。並以金門

所佈建的微電網系統測試項目說明，如圖二十二所示。而澳方的簡報則說明由於

建築物佔了48%的能源消耗以及23%的碳排放量，如圖二十三所示。因此，澳洲

政府藉由政策的執行，即建築物的能源分級管考，進一步來達成能源效率提升的

目標，如圖二十四所示。 

 

圖二十一 臺灣智慧電表的裝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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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金門所佈建的微電網系統測試項目 

 

圖二十三 澳洲整體建築物佔了48%的能源消耗以及23%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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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澳洲政府藉由建築物的能源分級管考達成能源效率提升的目標 

 

    緊接著在能源系統管理的議程中，我方由台電公司綜研所楊資深化學研究專

員明偉進行簡報，簡報內容一開始仍強調臺灣2025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以及相關

電廠的汰除所造成的能源供給議題。另一方面，則強調臺灣在夏季及冬季用電需

求量的不同。因此，需藉由其它的輔助措施，如儲能技術進行電力的有效管理與

調度。尤其未來臺灣電力在再生能源的占比逐年提高的前提下，穩定且迅速的能

源系統管理將更為重要。有鑒於此，臺灣除了既有的抽蓄式水力發電系統提供備

用能源外，台電也於積極於所屬廠區建置儲能系統進行實際測試驗證，希望藉由

實際的驗證能提供臺灣未來在能源調度上更加彈性。整體儲能系統建置目標規劃

如圖二十五所示。並規劃未來在電力調度的時間上能夠有效縮短，提供更為即時

且穩定的電力供應。而澳洲方面則提出再生能源導入分散式電力系統的整合議題，

隨著再生能源系統的建置量持續不斷攀升，所衍生的分散式電力系統整合議題需

要更進一步被檢視與討論，並預測澳洲未來面臨到反向電力輸送的情境，如圖二

十六所示。澳方主要的論點在於由再生能源所組成之分散式電力系統的整合不易

達成，包含併網所造成的電網電壓的擾動、反向電力輸送、電力可視性等三項問

題皆不易解決，不易達成澳洲政府所希望達成的可信賴及可負擔的能源基本需求，

未來仍投入大量資源持續進行開發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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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臺灣整體儲能系統建置目標規劃 

 

 

 

圖二十六 澳洲未來面臨到反向電力輸送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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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在能源安全的議程中，我方一樣由經濟部能源局陳科長炯曉進行臺灣

能源安全進行簡報，除了再次強調2025年的能源配比外，陳科長強調臺灣的能源

安全主要是在於電力穩定供應以及進口燃料的穩定供應。而澳洲則由於是以資源

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因此也面臨到能源與經濟要同時發展的困境，其中每年更有

接近50%的能源被用於製造燃料輸出至國外，而50%的能源消耗中又以運輸消耗

70%最高。因此，如何有效提升運輸的效能將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如圖二十七所

示。 

 
圖二十七  澳洲經濟的主軸與能源議題相互影響 

 

    而在資源關係的議程中，我方由台電、中油及中鋼進行簡報，主要針對目前

中油在澳洲的礦場開採進度以及天然氣及燃煤的進口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而目

前中油在澳洲所開採之礦產仍以現地買賣為主，並持續評估運送回臺灣之可行性。

此外，由於臺灣在2025年的天然氣發電配比將大幅提高。因此，必須建造多個的

接收站以接收天然氣維持整體能源的穩定供應，然而中油強調，雖然臺灣的天然

氣需求逐年增加，但臺灣的天然氣來源仍需務實的考量到成本及效益等問題，但

仍需澳方提供長期且穩定的天然氣供給，以利臺灣能源轉型的實現。此外，澳方

學者於會中提出運用天然氣達成分散式燃料電池發電議題，而我方代表回覆則是

此方面的應用發展有一定的限制，臺灣現階段不易執行。而中鋼於簡報中亦展現

配合國家政策投資及推廣太陽能及離岸風力發電的決心。此外，於台電簡報後，

針對燃煤的進口議題，澳方也關切在臺灣將燃煤發電配比降低的趨勢下，是否會

影響到進口燃煤的數量，我方代表則回覆，因應臺灣政府能源政策轉型以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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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民眾對於空污議題的關切，此趨勢將無法避免，如圖二十八所示。而在上

述議程結束後，由經濟部能源局李副局長君禮代表與澳方代表共同簽訂本屆會議

策略夥伴行動計畫合作項目，如圖二十九所示。 

 

 
 

圖二十八  配合能源政策執行台電預估燃煤進口量將逐年降低 

 

 

 

 

圖二十九 雙方代表共同簽訂本屆會議策略夥伴行動計畫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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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一) 氫能及相關技術的發展於未來儲能領域及發電應用上將備受矚目，可朝此

方向進行多樣化的技術開發，主要的關鍵仍是降低成本以及氫氣安全儲存

的技術。 

(二) 澳洲發展再生能源多年，可借助澳洲於再生能源發展之相關經驗，如再生

能源結合氫能與電池的儲能應用，提供實際的技術評估，做為我國能源轉

型參考依據。 

(三) 減碳及能源效率仍是重要的議題，各國經驗皆顯示借助相關政策的輔助與

引導以及創新能源技術的輔助，可有效促成減碳及提升整體能源效率。 

(四) 穩定可靠的能源供給需借助多樣化儲能系統的建置，建議本所持續朝儲能

技術領域進行研發，以因應未來儲能系統大量應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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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錄 

附件一、本屆會議詳細議程 

附件二、雙方代表團成員 

(註:本出國報告之引用圖片皆來自本屆會議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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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屆會議詳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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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雙方代表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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