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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第五屆歐洲與地中海結構工程與施工會議研討會，議題涵蓋海岸工程、建築與建

築工程、施工、能源與成本和專案管理等多個不同的子領域，主要為加強結構、系統和施

工工程師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以實現工程專案的成功設計和施工，鼓勵跨學科融合和國際

合作等，近年因全球暖化與淨零排放議題，綠能減碳與環境永續更為今年度炙手可熱的議

題。本次參與會議所發表的「Maritime Deployme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or Field Testing of 

Ocean Current Power Generator」主要介紹本院發展洋流發電於2022年10月2日至8日在小琉球西南

海域進行了20kW 浮式黑潮水輪機（FKT）系統和錨定係統安裝規劃和現場試驗之海事工程研究

案成果，並透過20kW FKT 的安裝和現場錨泊試驗提供海事工程經驗，促進洋流發電的經濟效益

和商業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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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第五屆歐洲與地中海結構工程與施工會議為國際結構工程與施工協會(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Society (ISEC))每年為各國海岸工程、建築與建築

工程、施工、能源與成本和專案管理專業人員提供討論對發展建築、結構工程及施工

等領域而舉辦之歐洲區結構工程與施工之研討會，會議中各國專業人員 分享其最新研

究成果及提供最新技術及觀念。 

 
為提升本院於洋流能發展領域之專業，本次會議由李傳宗助理研究員以第一作者

身分發表論文，並以口頭報告方式呈現，論文題目為：「Maritime Deployme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or Field Testing of Ocean Current Power Generator」，發表由2050年淨零碳排

議題之內容開始介紹台灣為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之政策制度及努力；並介紹本院為發

展再生能源之黑潮洋流發電之發展歷程及之間所做之研究及於2022年10月2日至8日在

小琉球西南海域進行了20kW 浮式黑潮水輪機（FKT）系統和錨定係統安裝規劃和現場

試驗之海事工程研究案成果，並透過20kW FKT 的安裝和現場錨泊試驗提供海事工程經

驗，促進洋流發電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化之參考。本次與會除論文發表外，本次出國期

間亦透過積極參加專題演講、海報研討等多元方式積極與國外專家學者及廠商進行交

流，了解國際最新之工程技術進展，作為我國發展黑潮發電研究及未來合作之參考。 

貳、過程 
 

本案出國日期為 113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0 日，日程表如下(參加議程詳附件)： 
 

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5/11(六)~5/12(日) 前往立陶宛  

5/13(一) 維爾紐斯   會議報到、ice breaker 

5/14(二) 維爾紐斯 上午專題演講 

下午  口頭報告、海報交流 

5/15(三) 維爾紐斯 上午  專題演講 

下午  專題演講 

5/16(四) 維爾紐斯 上午 下午  技術參訪 

5/17(五) 維爾紐斯 上午 下午  文化參訪 

 

5/19(日) - 

5/20(一) 

維爾紐斯-桃

園機場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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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頭報告 

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內容如圖一所示，本次主要議題總共收錄76篇文章，其主要分類

可分為(一)永續材料和工程解決方案、(二)先進工程、(三)創新材料、(四)施工管理和教育、

(五)基礎設施和住房等共五大主要議題，各議場內容如圖二至圖六所示，從建築與建築工

程、材料、結構、空氣與水、建造及永續、、等等各個不同的技術領域來探討議題內容，

使參與者能夠從不同的視角、工作方法、結構設計與計算、材料、能源及永續等方案可能

遇到的潛在問題；並將新技術及研發提供與會結構、系統和施工專家與工程師之間的溝通

和理解，以實現工程專案的成功設計和施工等總體目標。 

本次投稿發表之議程為洋流發電機現場測試海事工程規劃與執行)，發表日為5 /14(研討

會的第二天)。為議程探討基礎設施和能源之下之一個分項，本次在筆者開始進行報告前先

由議程主持人開場介紹議程框架與演講者資訊，本次報告主題為： (Maritime Deployme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or Field Testing of Ocean Current Power Generator )，研究內容主要係世界

上因全球碳排放及溫室效應問題影響，而積極推動2050年淨零碳排議題，目前世界上已有

135國加入此一協議中，我國為符合2050淨零排放目標，加大國內再生能源供應之佔比，以

達成我國能源自主之目的，針對世界上第二大洋流北太平洋環流(黑潮)，黑潮流經臺灣東

部時具有流速及流向穩定且離岸近等優點，若利用此洋流來發電，將可成為我國穩定綠能

基載電力來源；台灣東部黑潮介紹及 近年來國內對於黑潮量測及發展黑潮發電可能遭遇到

之困難(包含低流速發電機研發以及水深動輒超過1000公尺及遭遇極端氣候時如何解決等問

題；據此本院自109至112第一期計畫完成20瓩實驗機組之研發；自108年開始完成10瓩(單一

發電機組)直驅式永磁同步發電機設計製造、海流發電 FRP 葉片設計分析與製造技術、被動

式油壓補償水密軸封設計製造技術等三項海流發電關鍵技術之開發工作，109年完成傳動系

統、電力後處理系統、控制系統規劃及所需錨碇系統之設計與建置，並以10瓩發電渦輪機

組為基礎，整合細部設計、加工與組裝，建置一組10瓩發電渦輪機組，並於當年10月於安

平外海完成實海域船拖發電測試驗證及60米水深水密測試試驗，證明機組發電效率與可工

作深度。110年完成20瓩浮游式洋流發電機組開發，研製該機組上浮下沉的避颱關鍵技術設

計製作，並於10月在高雄外海完成實海船拖試驗證明其避颱系統可用性，111年完成20瓩浮

游式洋流發電機錨碇系統與海事佈放設計規劃，並於小琉球海域完成實海100米水深之洋流

發電機組錨碇發電測試之海事工程布放及實驗方式與測試結果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等研究結

果向與會專家學者介紹；得到與會專家學者高度興趣與討論，一致認為對於工程與結構領

域，此一研究屬於前瞻及創新方法，間接宣傳本院於會議中之能見度，相關發表及討論照

片如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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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會議的主要議題 

 
圖2 永續材料和工程解決方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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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先進工程議題 

 
 

圖4 創新材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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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施工管理和教育議題 

 

 
圖6 基礎設施和住房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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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李傳宗助理研究員於會場進行口頭報告 

 

 
 

 

圖7報告結束後與議程主持人及聽眾交流研討 

 

二、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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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本次會議期間除了口頭報告外亦積極參加與所學專題發表、研讀研討會發表文

章及相關參訪，吸收國際最新之研究與技術發展趨勢，包含探索微電網作為公平用電解決

方案、數位孿生協作議題、基礎設施的緊急通訊移動的定位系統、結構計算、、等領域，

期能應用於本院後續發電業務規劃與推動能有所助益，筆者於本次會議參加之照片如圖8所

示，研討會議程詳見附錄，以下彙整部份相關之演講如下： 

1. 探索微電網作為公平用電解決方案： 

此研究通過使用微電網等分佈式能源系統來改善電力基礎設施，理解確保城市地

區公平的電力，首先須了解公平性問題及識別潛在的實施挑戰，使用歷史數據調

查人們的社會經濟背景與其電力獲取之間的潛在關聯。這將有助於確定當前的電

力系統是否公平地服務於所有公民。其次，通過半結構化訪談收集專家的見解，

以揭示實施廣泛的分佈式能源系統和公平能源解決方案的潛在挑戰。通過結合數

據分析和專家意見，此研究為未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些研究將專注於識別新

的潛在解決方案，以改善城市地區的電力公平獲取。 

2. 數位孿生協作議題： 

此研究說明數位孿生技術已廣泛使用於汽車工業中，成為規劃和模擬生產線的常用

工具，作者汽車工業中應用數位孿生經驗，及解決建築業數位化程度還未先進及工作

流程、數位化程度和所使用的軟體工具差異很大之問題，開發一個共同結構，使兩個行業

能夠在規劃過程的早期階段就進行合作並分享數據。通過對各自領域專家的訪談，分析了

兩個行業的當前工作流程，從三維空間的規劃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添加更多細節信息，

促進了有組織的數據交換並改善了跨學科合作。 

3. 基礎設施獨立緊急通訊議題： 

在自然或人為災害後，快速確定需要緊急援助的人員位置至關重要。本研究介紹了

一種新的無基礎設施通訊系統，依靠基本的行動裝置功能來應對緊急情況。該方法

使用多邊定位結合路徑損耗理論，將接收訊號強度轉換為距離，並透過最小平方法

優化演算法來提高定位精度。系統將一些裝置轉換為臨時基地台，促進公民和急救

人員之間的通訊。裝置會搜尋鄰近的基地台，找到至少四個後變為臨時基地台，進

而幫助更遠的裝置定位，形成連鎖效應。模擬結果顯示，即使在環境噪音下，系統

的發現率也達到 97%。然而，現實中的驗證仍然是評估該系統性能的關鍵。 

4. 地下輸電線議題： 

這項研究深入探討了夏威夷將地上電力線轉為地下電力線的必要性，特別是在暴風

雨期間倒塌電線對逃生路線構成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研究綜合考量了環境、視覺、

美感、經濟和安全等因素，並參考了紐約市和佛羅裡達州的相關研究，這些地區的

經驗為夏威夷提供了重要借鑒。研究指出，地上電力線對夏威夷的自然景觀和生態

系統造成了負面影響，而地下化電力線可以減少視覺干擾，保護當地的自然美景，

提升整體的視覺美感。儘管初期成本較高，但地下電力線的維護成本較低，長遠來

看經濟效益更為顯著。此外，地下電力線在暴風雨期間可以顯著提高公共安全，避

免電線倒塌對居民生命安全的威脅。總結來說，這項研究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

者提供了有力的論據，證明在風暴多發地區推行地下電力線不僅可行，而且能為夏

威夷居民帶來長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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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竹子結構受壓的數值模擬 

竹子是一種可持續且環保的材料，具有取代傳統建築材料如混凝土和鋼材的巨大潛

力。然而，準確預測竹子的行為對於改進結構設計規範至關重要，這將有助於竹子

作為結構構件的更廣泛應用。本研究中，竹子在具有不同彈性模量的圓柱形和錐形

圓柱中數值模擬，並將結果與均質橫截面圓柱和錐形圓柱的歐拉方程進行比較。結

果顯示，橫截面彈性模量不同的柱體，其臨界屈曲載荷能力比外部楊氏模數為基準

的均質橫截面柱體低1.5至2.3倍；而與內部楊氏模數（Ei）為基準的均質橫截面相

比，彈性模量變化的橫截面柱體的屈曲載荷能力高出1.7至2.7倍。這項研究強調了

建立一個簡單的解析方程，以考慮竹子柱體中彈性模量變化來計算屈曲載荷的重要

性。 

6. 影響建築業競爭力的因素 

建築公司若要在當今全球化且競爭激烈中生存，必須深入的了解其競爭力。建築業

的競爭力受多種因素影響，如何理解加強對這些影響競爭力的各種因素之間關係。

本研究通過回顧分析了2003年至2023年間27篇英文同行評審文章，分析相關文獻

探討塑造建築業各方面競爭力，以及定影響建築業競爭力的因素。結果發現影響競

爭力的主要因素可歸納為八大主題：技術因素、組織因素、人力資源與策略因素、

經濟與政治因素、財務因素、運營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研究特別強調數位技術在提

升建築業競爭力中的日益重要性，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指導方向。透過這些分析，

本文為建築企業理解競爭力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有助於其在不斷變化的市場中保

持優勢。 

7. 施工財產損害民事訴訟及糾紛解決 

隧道施工涉及許多複雜變數，建設新的地鐵線路不可避免地會引發爭議，特別是在

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無論在設計階段還是施工階段。即使公司在合約中獲得適當

的保證，但是提出索賠時常伴隨著爭議，這些爭議可能在雙方對抗中解決，或是引

發法律訴訟。本研究在米蘭新地鐵線「藍線」的施工過程中，大量投入在管理因挖

掘和其他施工階段引發的損害索賠上，通過介紹兩個地鐵線施工中反覆出現的爭議

案例與解決方式，透過多家保險公司的支持，承包商得以在施工過程中同步收集並

處理損害索賠。解決一些爭議，另外有一些則進入了法庭訴訟的索賠涉及現有建築

物的損害（如裂縫和變形），但也有部分爭議涉及財產權損害和財產徵收補償。  

 

8. 法院專家學者對有效解決爭議的貢獻 

法院專家學者在技術問題上為法官提供建議，從而幫助他們做出公正的裁決，使得

專家成為許多歐洲國家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支柱。由於各個歐盟成員國的專家任命系

統各不相同，除了國家系統任命的專家外，另根據 EN ISO/IEC 17024標準任命的專

家人數也逐漸在增加中，但由於各國任命技術專家之標準不同，例如意大利和德國

雖然標準不同，但均要求專家具備高水平的知識和個人誠信。因此一些法院和律師

事務所正在評估針對某些類型的爭議創建統一專家名冊的可能性。本研究比較了這

些國家專家系統，並分析了根據 EN ISO/IEC 17024標準進行專家任命的新歐洲體系



11 

 

的相關性。他們探討了統一建築爭議專家名冊的利弊，並分析透過教育計畫培養一

批卓越的專業人才，以確保技術爭議得到最佳解決。 

9. 專案中選擇專案交付方法的決策支援模型 

本研究介紹了一種新穎的決策支持模型，旨在幫助業主在關鍵選擇過程中做出明智

決策。研究通過對阿聯酋建築專家的問卷調查，確定了36個對專案交付方式選擇

至關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涵蓋設計-競標-建造（DBB）、設計-建造（DB）以及風

險管理施工（CMR）等交付方式，決策支持模型包含三個主要功能：篩選關鍵因素、

評估專案交付方式，本研究運用層次分析法對這三種交付系統進行配對分析。結果

顯示，與傳統的 DBB 交付方式相比，CMR 和 DB 等替代交付方式更能滿足可持續建

築專案對整合與協作的需求，以及將專案目標與交付方式的關鍵因素進行戰略對齊。 

10. 添加短纖維增強紡織混凝土的承載性能 

研究主要為展示製造短纖維增強紡織混凝土構件的新工藝。這種將混凝土連續包覆

在模板上的方法對混凝土和增強材料的性能要求相當高。本研究研究了拉伸試驗中

對未塗層玻璃紡織增強材料的短纖維增強紡織混凝土承載行為，研究顯示混凝土的

放置方式（如澆注、層壓或噴塗），以及短纖維含量和未塗層織物的經緯方向，對

試樣的承載行為有重大影響；通過噴塗或層壓工藝製造的構件在織物經向顯示出較

低的極限織物應力和不理想的裂縫模式，這是因為纖維束排列緊密，導致基材滲透

性降低。相反，若在將紡織織物安裝於模板時稍微收緊，並選用澆注工藝，則試樣

顯示出顯著較高的織物斷裂應力。此外，相較於噴塗工藝，對細粒混凝土進行振動

處理能顯著改善纖維束的滲透性。 

本次研討會資料及上述發表皆有一些新技術、觀念及經驗，包含了工程專案選擇決

策模式、施工糾紛及爭議解決，皆可做為本院後續黑潮示範電廠之規劃執行上參考

及引用，避免錯誤增加成功之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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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今年夏天，我有幸參加了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辦的第五屆歐洲與地中海結構工程與

施工會議，這次旅程對我來說是一段充滿啟發和收穫的學術之旅。為了響應會議的環保

理念，我始終保持攜帶飲水瓶的習慣，儘管無法避免飛行，但在維爾紐斯的城市內，我

全程選擇步行、搭乘火車和公車等公共運輸，以減少個人碳足跡。這種環保意識不僅體

現了個人的生態責任，也是對會議主題的實際支持。在會議的發表議程中，我有幸與來

自世界各地國際學者進行討論和技術交流，除了介紹台灣、本院及我個人的研究項目外，

我從他們的建議中獲益良多，對研究結果和文獻進行了寶貴的修正和增進。同時，我還

有機會觀摩了眾多學者在各自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新興的研究技術和方法，例如工程

人員較不擅長的部分，包含了工程專案選擇決策模式、施工糾紛及爭議解決，對於後續

黑潮示範電廠工程時，推動及解決問題之參考，由本次參與會議也得到信息交流的重要

性。除了會議本身，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了技術和文化參訪活動，讓我們有機會深入了解

維爾紐斯豐富的中世紀建築及其保護技術。建築和結構專家們從專業角度出發，詳細介

紹了這座城市的建設、交通規劃以及古城的永續性設計與保護，這些知識不僅擴展了我

的專業視野，也為我帶來了深刻的學習和啟發。這次國際會議對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通過補助資助實際出國參與學術活動。在與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互動

中，我不僅加深了對國際研討會的理解和體驗，還提升了我的學術交流能力和語言表達

能力。同時，我還深入瞭解當前技術發展的最新趨勢和未來的潛在方向 ，這對於我未來

的研究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總結來說，參加第五屆歐洲與地中海結構工程與

施工會議是一段充實而難忘的經歷。通過這次旅程，我不僅拓展了學術視野和專業能力，

還深化了對國際合作和跨文化交流的認識。維爾紐斯這座充滿歷史魅力和現代活力的城

市，為這次學術探索提供了寶貴的背景。我期待著將這些收穫應用於未來的研究工作中，

並繼續為結構工程與建設領域的國際交流作出貢獻。 

(二)建議： 

本次參與國際研討會，了解國際研討會辦理操作方式，舉辦國際研討會不但可以集合國

際知名專家學者分享最新研究與技術外，更可以藉此宣傳舉辦單位提高國際能見度及增

進國際合作之機會，並可進一步透過技術及文化參訪介紹行銷主辦城市及國家之觀光，

爰此建議可於國內多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專家及學者來台分享最新研究與技

術，並提高台灣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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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論文發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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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參加之議程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