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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的影響日漸嚴重，我們都無法預測下一秒會有怎樣的災

害發生，不過我們卻能透過現在科技的發展，節能減碳及環保的概念，將災害發

生的機率降低。 

  氣候異常的變遷、石油危機、環境汙染等，這些問題為何會越來越嚴重？我

們應該如何改善？許多的國家開始不斷研究及開發新的綠能科技產品，同時也帶

動綠能產品的經濟發展，包括生質能源、太陽能發電、LED、風力發電等等，這

些既經濟又環保的科技令人類燃起拯救地球的希望，全球都關注著這個議題，不

僅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運用著這些科技拯救我們的地球！ 
 

二、研究目的 

（一）何謂綠能科技？ 

（二）台灣綠能科技種類和問題。 

（三）近年來綠能科技帶來的趨勢。 
（四）綠能科技帶來的經濟效益。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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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言 
 
一、何為綠能科技 

綠能主要是潔淨能源，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能源，就是所謂的綠色能源。所

謂的綠色能源泛指能提供能源技術，且對環境友善的能源使用種類或方法都含在

率能的定義中。狹義的綠色能源包括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水資

源、生質能及海洋能等。能源是推動國家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而綠能產

業就是專門解決環境污染、節能和替代性能源的相關技術與產業。舉凡太陽能、

LED 照明、氫能與燃料電池、風力發電、生質能源（玉米、大豆、甘蔗所做的酒

精）能源服務等等都屬於綠能產業的範圍。 

二、台灣綠能科技種類和問題 

 
（一）生質能源 

 

生質能源就是利用含有機物的生物質（Biomass）經直接或間接轉換成的能源。

例如將玉米、小麥等植物原料，經發酵及蒸餾後製成乙醇，再進一步脫水，經不

同形式的變性處理後成為變性燃料乙醇，即生質酒精。在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之

生質酒精，可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生質柴油亦是目前台灣正積極擴展的能

源之一，以動植物油或廢食用油脂，經轉化技術後所產生之酯類，直接使用或混

合市售柴油使用做為燃料，這種生物燃料可以像柴油一樣使用。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統計，目前生質能是全球第四大能源，僅次於石

油、煤及天然氣」（註一）。近幾年生質能的技術發展日漸增長，其原料來源

已從第一代的人畜糧食作物、植物油，發展到第二代木質纖維素的利用，因此

從農業廢棄物或是非糧食作物取得生質燃料，是目前國際上生質能技術研發的

重要趨勢。生質能源的發展問題在於成本及資源，產出的能源必須大於投入的

能源，若種植能源作物的農田太過於分散，相對自然在採收及煉製的過程中運

輸成本提高，亦使碳排放變高等等。 

 
(圖一) 生質酒精之製程圖(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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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利用風力來產生能源的發電，通常採用水平式軸型式，利用風輪

將風力轉換為機械能。由於風的方向難以估計，且為了要有效運用風力而裝有

自動迎風的裝置，利用風向感測儀測得的風向信號，控制器自動控制偏移電

機，驅動小齒輪並推動塔架上的大齒輪，使整個機艙藉由此自動控制系統一直

處於迎風面。風力發電問題在於設置地點及無法預測風力強度和方向，加上風

車葉片旋轉時發出的噪音，當然成本太高亦是問題之一。台灣的風力發電能量

密度含量居全球排名第二(第一是紐西蘭)，特別以桃園和雲林沿海一帶，由於

有強勁的夏季西南氣流與冬季東北季風吹襲，因此成為台灣發展風力發電之最

佳地點。「由於每座風力發電機皆可獨立運轉，故每座風力發電機均可視為單

獨的風力發電廠，是屬於一種分散式發電系統」（註三）。 
 

 
(圖二) 台灣風力發電累積裝置容量圖(註四) 

 

（三）太陽能 

 

  太陽能就是吸收太陽所放射的輻射線轉換為電力，例如太陽能熱水器、太

陽能建築物等。「在技術方面分為主動式與被動式兩種」（註五）。主動式是

利用太陽能光伏板及泵、風機來收集能源，將陽光轉換為有用的輸出，依靠外

部能源運作可增加能源供應；而被動式是利用建築物的設計，在選擇材料上具

有良好的熱性能、自然且空氣流通的空間，按照太陽來安排建築物的位置，以

減少替代資源的需要。太陽能發展的問題亦主要是成本過高，已造成許多企業

的虧損，且太陽能輻射雖呈分散式分佈，其能量強度不高難以產生大量電源、

缺乏的土地、安裝等問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6%95%A3%E5%BC%8F%E7%99%BC%E9%9B%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6%95%A3%E5%BC%8F%E7%99%BC%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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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太陽能的應用(註六) 

 

三、近年來綠能科技的趨勢 
 
（一）生質能源 

  過去幾年生質能源在燃料方面引發許多爭議，包括與糧爭地、糧食安全、

環境衝擊等等，為此鼓勵避免使用糧作物生產生質燃料，並延伸出許多相關的

議題及政策，例如運輸部門政策、燃料品質、及環境績效驗證機制與國際貿易

等。生質燃料的未來希望鎖定以纖維製造酒精和藻類生質燃料等為主流，目前

仍努力改善技術及生產方式，便能漸漸提升及發展市場趨勢。 
 
（二）風力發電 

過去全球風力發電市場最具有優勢的業者均由本土市場帶來的商機進而

培養出品牌與系統整合能力，帶動供應鏈的其他廠商。由於台灣土地與環境限

制的因素，陸上風電的應用漸趨飽和，「各主要應用國家均朝向海上(離岸)風
力發電推展，其成本雖然較高，但是風場條件與環保因素可以提供平衡條件」

（註七）。未來亞洲市場需求成長將會高於其他地區，以台灣技術基礎為基礎，

成為零組件生產設計基地，除了在關鍵零組件與維修市場上，以技術優越性打

入市場供應鏈之外，離岸風電的興起將會是風力發電產業的新機會。 
 
（三）太陽能 

太陽光電產業近年的發展下，「已使得電網等價(grid parity)的條件能夠在

2015 年之前發生，使太陽能大量應用並逐漸脫離補貼的需求」（註七），但再

許多方面的應用，均仍需各國法規、政策及價格條件等的配合。目前世界缺乏

貨物，台灣除了要掌握關鍵原料外，亦應該研發其他技術太陽光電的主流技術

(多晶矽、薄膜、聚光三五族…)在效率、產率及價格之競爭條件仍在發展與演

進中。透過研究來帶動技術突破，預期在十年內可發展出更多的應用和市場。

台灣的半導體與顯示器面板產業已經掌握不同太陽光電的設備與量產之核心

技術，如果能與國際領先的技術掌握者合作，將擁有優勢以擴大全球的市場占

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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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綠能科技帶來的效益 
 

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議題，使根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邀集

各國制定約束力的抑制氣候暖化的國際公約，並列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

要求各國提出具體的排放量數據，達到控制全球暖化溫度在2℃以下為目標。 

 
(圖四) 各國抑制氣候暖化目標(註八) 

 

因此，哥本哈根氣候高峰會，點燃了全球綠能熱潮。在全球高度重視氣候

變遷與節能減碳的趨勢中，綠色新政為全球施政新潮流，在各國積極發展綠色

能源。美國知名綠色科技市場調查公司 Clean Edge 在 2009 年的「Clean Energy 
Trends 2009」報告指出，未來 10 年全球再生能源產業可望持續維持榮景：「預

估 2018 年全球產值將達 3,251 億美元，2008 至 2018 年平均成長率為 10.9％。」

（註八） 

 
(圖五) 再生能源 2008~2018產值預估圖(註八) 

參●結論 
 
    為了撰寫綠能小論文，經過了幾個禮拜的研究，在龐大的資料中找尋更能讓

讀者了解的資料，而整理出了這份小論文。在詳細研究綠能科技後讓我對地球環

境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因為科技不斷進步而造成環境受到破壞，若想改變提高

生活品質，相對的亦必須付出同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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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創造出便利的汽車，卻因為排放過多有害氣體導致全球暖化的影響。隨

著全球暖化日漸嚴重，人類不斷創新開發出更具節約及環保的科技，雖然常必須

考量到成本及燃料、人才等問題而無法創造出更實質的科技產品，相信若能改善

這些問題、提高科技的品質和減少負面災害的發生，不僅降低汙染且還能帶動經

濟的發展，令人類逐漸邁向更好的未來！ 

現今政府是很重要的推動幫手，要有良好的政策引導和明確的指令，還有科

技的輔助，將綠色能源落實在生活中，使成本最低又不會汙染環境的方式發揮最

大的效益，以帶動經濟的成長，顯得個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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