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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動機 

日本以國家政策層級戰略性研究推展氫能超過 20年，擁有氫能專利數量為全球第

一，掌握氫在「製造」、「儲存」、「運輸」的關鍵技術。主要原因是使用氫能可節

省能源、解決環境問題與增加能源安全性。2020 年奧運，日本東京將建置 35 個

加氫站，6,000 輛氫燃料電動車，100 輛氫氣巴士上路，接送所有選手往返比賽場

地。全球第一個氫社會已在日本成型，也展現日本推行氫能政策的決心。 

 

2016年 3月 5日，中華民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參加「氫能城市論壇」時表示，台

灣氫能的發展已經起步，為建立永續的能源系統與建立非核家園的目標，氫能可

以說是台灣能源轉型的一個戰略選項。對內，會打造綠能創新生態系，結合產官

學，全力支持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也會協助氫能及燃料電池的研發工作進一步商

業化，在市場上找到更多應用的空間；對外，要積極尋找國際交流的機會，特別

是氫經濟的議題，希望能擴大並深化與日本的產業合作。可以預見發展綠能不只

帶來經濟上的產值，更是人跟環境共生的新模式。 

 

台灣與日本對進口能源依存度高，而現有之能源產生方式多造成環境負擔，氫能

是台灣未來走向能源自主、減低碳排放的戰略選項，台灣學習氫能技術，不僅是

跳躍式的突破，在東亞地區率先領先其他各國，創造 only one 之價值，更是與環

境共生、永續發展的前瞻思考。台灣應積極參考日本發展氫能之目標，擴大合作，

進一步成為日本的能源戰略夥伴，打造雙方不可逆轉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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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氫能發展現況 

近年政府推動方向 

 台灣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6年發表之「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中，將氫能源與

燃料電池項目作為重點目標，要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檢驗標準，並就氫能源的生產、 

供應及儲存等技術列為發展技術目標。經濟部部長李世光也於 2016年 9月，在「我

國新能源政策及展望」簡報中指出，2025年使用氫氣燃料發電目標為 60MW(所有

再生能源須達到總發電量的 20%)，2030年將以 300MW為目標；初期將以國內的

工業剩餘氫氣純化作為主要來源，長期將以天然氣為主要料源擴大推廣。雖目前

規模仍小，但將著力於技術研發與示範應用。「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指出，現階

段台灣燃料電池裝置累計至 2015年止為 0.755MW，並以電信業者基地台備用電力

與兩輪機車應用為主，並涵蓋分散式發電系統、電動堆高機、城市觀光遊艇、移

動式電源等應用，未來目標至 2020年可望超過 2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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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產業推動方向 

    「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指出，目前三大類燃料電池應用類別依序為定置型、

運輸動力及可攜式燃料三種，應以定置型而向後順序發展，並將電信基地台備用

電力作為產業首要發展；其次發展交通載具可以堆高機、輕型機車等，開發具有

市場潛力之產品；可攜式應用電池則須凸顯產品性能，發揮供電時數長之優勢，

並與量產產品完成整合。但除上述之方向外，建立標準檢驗與使用規範，使用上

便利安全及性能突出，才能獲得消費者信任。現階段，台灣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

發展已經形成上、中、下游供應體系，上游為氫氣的供應、生產。中游則包含電

池組組、系統周邊零組件。下游則是系統應用廠商。目前台灣為中、下游廠商居

多，如何擴大應用範圍、降低成本才具有競爭力，目前政府政策未有針對產品補

助有積極推動，應參考美、日大國等推動之獎勵措施，鼓勵廠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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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氫能發展現況 

近年政府推動方向 

 近年來，日本是目前國際上對氫能源開發最積極的國家，日本與台灣在能源

進口上處境類似，幾乎百分之百仰賴能源進口，而自 311 大地震後，能源安全一

直都是日本政府最關心的政策議題之一，氫能被認為是符合未來期待的替代能源

方案，如發展順利並將氫能技術普及至國際，日本將可能由能源輸入國逆轉為能

源輸出國。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的氫能社會地圖，氫能源的市場規模將再 2050

年達到 8 兆日圓，並於 2030 年擴大氫燃料的需求，在 2040 年建立二氧化碳零排

放的氫能供應體系。 

以氫氣做為能源載體，可延長再生能源之效率，待需使用時發電，根據「日本在

興戰略」中表示，為了實現氫能社會之目標，將加速氫氣站的設置，使燃料電池

車商用化普及，並設定 2030年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的量化目標，

從氫能的製造、儲存、運輸及應用及產品準檢驗等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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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氫能之推動做法 

 

雖然目前已有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以及燃料電池車的商品化銷售，

日本政府則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及經費約在 100 億日圓，有關研發預算請參照下表

( 參 考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之 製 表 ) 

 

日本推動氫能運用的未來規劃  

根據「氫、燃料電池戰略路線圖」中，第一階段將擴大氫能利用，在家用定置型

燃料電池方面，在 2020年前持續提供市場導入支援，透過量產及維護工程的持續

降低成本，拓展國內市場；在燃料電池與加氫站方面，由政府及企業推展到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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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調整法規及標準，及完善加氫站建置環境，在 2025年後朝市場化發展。第

二、三階段則透過氫混合發電效率提升，降低碳排放，完善自用或電力部門發電

市場，達到再生能源製氫系統的目標。日本政府將持續提供家用電池導入支援，

並結合民間企業設置降低成本，擴大銷售管道及對象，以達成 2020年東京奧運全

面氫能運用與 2030〈ENE-FARM〉530萬台的設置目標。 

  

 

第三章 研究後續建議 

 經參考日本發展氫能經驗後，對台灣發展方向做出以下幾點建議： 

1. 氫能的生產、運輸及儲存存在成本過高之問題，如尋找技術突破可取得市場

先機。 

2. 台灣中、下游燃料電池廠商居多，可專心投入研究並尋求國際整合，降低成

本運用。 

3. 善用台灣在電子產業、機車方面的優勢，並導入氫能運用，擴大產業利基。 

4. 善用日本政府及企業提供之專利技術，並由政府導入合適管道，媒合台灣廠

商計入國際供應鏈。 

5. 政府應主動完備相關法規、電池檢驗標準或產品補助計畫，鼓勵廠商投入。 

6. 氫能產品目前價格高昂，初期須仰賴政府扶植潛力廠商，甚至與日本等友好

國家商談交涉，共組台日氫能公司或基金，建立雙邊長期合作關係。 

7. 政府增加研發預算並培養技術人才。 

8. 擴大國內應用市場並配合國家發展目標，吸引國際投資，帶動本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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