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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電技術發展與未來應用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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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行政院宣布了「國家自主減排貢獻」(INDC)目標為：2030年時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相當於比我國在2005年時的碳排放量再減少20%，此

一目標並在2015年底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再次確認。此外，隨著未來新政府將減少核能發電比

例，甚至達到完全廢核的政策方向，在保持經濟成長的前提下，發展節能減碳相關技術與推

展應用，將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為了達成前述目標，盤點各種能源組合以及規劃合理能源

成長限制和減碳方法，將是未來我國政府的重要工作。

綜觀目前各種節能減碳相關技術，包括風力、太陽能等一般大眾已耳熟能詳的技術，

主要是以清淨產能(綠能能源)為主，減少對石化燃料發電與核電的需求，而連帶發揮對於減

碳的貢獻。不過，由我國總體能源消耗統計資料來看，長期以來工業部門耗能比例均佔全

國總耗能的50%左右，龐大的工業製程廢熱及排碳是我國排碳量快速成長的主因。目前利用

傳統的汽電共生及鍋爐預熱等方式，可將絕大部份的中高溫廢熱(>400˚C)回收利用，但對於

100~400˚C的低溫且分散型的廢熱，則尚無理想的對策。由於熱電發電(Thermoelectric Geneta-

tor)在有溫差環境下即可產電，具無動件、媒介及裝置量門檻，高稼動率及低維護費用等特

色，同時由於熱電發電可同時達成減廢減碳及產能產電的雙重效益，因此在美國、歐盟及日

本等先進國家均獲大力投入發展，期待未來應用在工業及車輛排氣的廢熱回收上。

有鑑於此，本期熱電元件與應用技術專題首先向各位讀者介紹在熱電應用系統中，有關

熱電模組的運作原理及目前全球主要商業應用的現況與未來機會；其次說明在熱電系統中，

當模組產生電力之後，如何建置熱電模型及運用電源管理模式，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以有

效擷取產生的能源，使熱電轉換為可靠電力來源；在第三部分，以宏觀的角度分析全球，包

括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發展熱電技術的佈局及其目標，特別是在車輛應用領域；最後介紹熱電

應用系統構裝整合設計技術，考量材料及模組於不同環境熱源型態下對應散熱方式，使系統

發揮最高效能；並介紹工研院在熱電材料、模組及系統整合的發展成果，期望能使各位讀者

對熱電技術有更清晰的瞭解與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