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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通力合作

建立臺灣自給自足的能源實力
■文：編輯部

缺電限電儼然已成為國內急迫關鍵的問題，

而且臺灣主要能源供給來源為高碳排放量的化石燃

料，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已成為全亞洲之冠！如

何發展環保且穩定供應的能源成為國家的首要任務

之一。為此，行政院特別整合各部會資源，推動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依據「能源發展

綱領」，運用臺灣豐富的天然資源發展具備「安

全、效率、潔淨」等特性的綠色能源，並藉由產、

官、學的合作，培養臺灣能源人才，建立臺灣自給

自足的能源實力。

目前臺灣有 98% 所需能源仰賴進口，能源供

給易受國際政治、戰爭、天災等衝擊，不僅能源供

應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經濟發展和產業經營也可

能面臨同樣險境。為能提供臺灣產業與民眾穩定且

源源不斷的能源供給，行政院自民國 96 年開始籌

備， 98 年起推動「第一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並在民國 103 年因應國際政經形勢及國內民眾能源

使用習慣與產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整合科技部、經

濟部能源局、工業局、標檢局、技術處、地調所、

原能會核研所及交通部運研所既有之能源相關研究

計畫資源，進行「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豐富天然資源為利基，臺灣替代能

源發展不求人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追蹤委員

會執行秘書楊鏡堂表示：該計畫以「安全、效率、

潔淨」三大目標出發，將計畫區分為節能、替代能

源、智慧電網、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地熱與天然

氣水合物、減碳淨煤等六大主軸中心。期以節能科

技技術研發，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並發展替代能

源科技技術，降低臺灣對進口能源之依賴度，以及

協助建立臺灣智慧電力網路系統；計畫小組更以臺

灣豐富的天然資源，積極開發以下關鍵技術。

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

照片照人物：由右至左為：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追

蹤委員會執行祕書楊鏡堂教授、橋接與溝通小組許泰文召集人

及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潘永寧教授、專任助理莊雅筑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所長何無忌表示：

由於絕佳的地形與地理位置，臺灣擁有全球排名前

八大最佳離岸風力資源，讓臺灣在推動離岸風電發

展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能源局也因此積極推動離岸

風力發電，設定目標在 2030 年完成逾 800 架海上

風機的裝置，預計可帶動風電產業總產值超過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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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 , 0 0 0 億元。目前透過上緯、永傳、台電、中

鋼、東元、臺灣世曦等離岸風場開發商、風機系統

與設備開發商、海事工程相關企業以及各大學等產

學界的努力。例如，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的潘永

寧教授在此計畫下已開發出大型風力發電機之關鍵

性零組件，包含大型風力發電機(2.0~3.6MW)之輪

轂、轉軸、機座及齒輪箱元件之合金設計。離岸風

電的準備工作已大致完成，預計 2016 底我國首部

海上風力發電機就可啟用。

地熱

減碳淨煤

煤炭目前仍是臺灣主力的電力來源，然而使

用煤炭過程中容易產生大量汙染，因此本計畫投入

大量經費及人力致力於二氧化碳捕獲再利用及封存

(CCUS)與新燃燒系統等減碳淨煤技術。舉例而言，

清華大學鄭西顯教授與台塑合作二氧化碳捕捉示範

工廠，減少二氧化碳對外排放。此工廠已於 104 年

11 月正式完成建造及運轉，不僅降低排碳量並可同

時兼顧產業發展。

　　

海洋探測技術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所長王兆璋表

示，此計畫除了找能源省能源外就是附加價值，要

突破傳統產業困境。深層的海洋探測技術所用到的

機具與技術，都是台灣傳統產業具備，只是沒去做

開發。在此計畫過程中，在國內廠商與零件建造，

此設備可下到海底 3000 公尺(台灣經濟海域的深

度)，做傳統產業的重組與重整，中山大學結合傳

統產業與電子產業共同開發海底探測設備，目前針

對某些團隊技轉，經濟部轄下船舶中心的 MIA 聯盟

(海洋產業聯盟)成員，一半與風力發電相關，另一

半具有基礎海洋設備加工能力的廠商，以此為平台

技轉。海底探測設備市場規模，一年有 2 仟億到 3

仟億產值。

技轉的案例，目前已出貨俄羅斯、馬來西

亞、新加坡、土耳其、中美洲等，此市場非價格競

爭市場，而是有能力製造的賣方市場，比如對海洋

掌握度夠的國家如西北歐國家、美國與加拿大。以

海底地震儀為例，全球能做的商業產品的國家不到

10 個。其競爭性在於技術與知識與門檻，而不是

在於價格，台灣有技術，但需仰賴政府大規模整

合，因為海洋知識非常獨門，是一個很高的門檻，

若沒有海洋知識，開發產品的失敗率達 90~95% 。

此產業要密切配合離岸風力才是最大的企機。

海洋設備的單價是一般電子產品的 100 倍但需

求量少，台灣的電子產業特性既精密又小又省電的

特性與海洋設備需求相同，所以轉向海洋設備也是

照片人物：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資源應用技術組柳志

錫副所長與宜蘭清水地熱發電廠模型

地熱能為一種取自地底源源不絕的熱能，乾

淨又環保的綠色能源，且其發電價格低廉、發電廠

土地使用面積小、抵抗天災能力強。也因為這些特

色，地熱能非常適合做為基載電力。臺灣蘊有豐富

的地熱，因此，有足夠的潛能可以自產能源並自主

化，以開創「能源、環保、經濟」三贏之永續發

展。地熱與天然氣水合物主軸中心項下工研院計

畫，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資源應用技術組柳志

錫表示：「針對淺層地熱開發，將舊有宜蘭清水地

熱發電廠，利用生物蛋白解決結構問題，採用雙循

環的發電廠，將產能提高之經驗做為參考示範區，

擬定今年年底開發大屯山地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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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機會。目前產業佈局是廠商在第一個階段完全

不需要投資新的設備、新的技術與新的人員，借由

學術界海洋的能量介入之後，把產能上面的 1 /10
或 1/20 轉移到海洋設備，王兆璋表示，這個產業

的特性是客製化，由賣方主導交貨期與價格，希望

台灣廠商撥出 1/5 或 1/10 費用到海洋設備投入海洋

設備，創造另一新的產業。

智慧電網

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理事長林法正表

示，台灣推廣再生能源的困難是台灣的電價太便

宜，無法忠實的反應實際的成本，台灣一度電 3

元，日本是台灣的二倍 6 元，日本 6 元中 3 元是石

化燃料的費用，另 3 元是更新智慧電表與補助再生

能源的費用。智慧電網無所不在，台灣在 20 年前

就推廣，台電的發電與輸電早就智慧化了，比其他

國家要穩定，現在所謂智慧電網談的是配電與用戶

端的智慧電錶，普及力靠配電系統，節電靠智慧電

錶，衍生智慧家庭、智慧工廠、智慧建築等的電能

管理。

林法正表示，缺電一個手段是節電，另一個

手段是再生能源。目前發展智慧電網的公司有大同

公司、中興電工、亞力電機、台達電，台灣傳統做

電力電子的大廠都進入智慧電網這行列。智慧電網

就是未來的變電設備都能連網，監控溫度、濕度、

電壓、電流就是個大革新：智慧電網的變革有 100

年以上的歷史，電力公司在節省經費的前提下，新

建與更新部份即智慧化。電力乃傳統產業，加入智

慧電網是台灣未來的一條生路。

在其他主軸也各有斬獲，如成功大學的分散

式電力資源電能管理系統，有效減少尖峰負載並降

低能源線路壅塞與損失情況；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

究發展中心研發的感應料管加熱技術與現存電熱式

技術相比可節省 70% 以上預熱時間；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首創導入 LED 製程，降低聚

光模組厚度且有效降低碳排放。

產學合作延續能源人才實力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沈榮

津次長指出：「『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匯

聚學界研究能量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透過聚焦國

內具發展潛力之能源領域研發項目，培育專業人

才，帶動綠能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進而提升我國

競爭力。」計畫的六大主軸中，產學合作的件數就

占了超過三成；在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主軸中心

中，產學計畫比例更高達七成，讓產業界跟學界的

研發可以真正的扣合。

照片人物：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所長 王兆璋與國

內自行研發之海底探測設備

圖說：智慧型微電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