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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工業材料雜誌在全球燃料電池早期應用市場蓄勢待發之際，給予國內業界

一個機會，簡要介紹目前燃料電池應用技術的趨勢，同時，介紹一部份國內應用技術的發

展現狀，期望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的分享。本專題的每位作者皆已盡力，但讀者若發現文

章內容仍有錯誤或所述已非現狀之情況，歡迎投稿指正，不勝感激。順便藉此機會感謝百

忙中仍配合出刊的獻稿業者，對您們的付出深感敬佩。

氫能與燃料電池是國際能源總署(IEA)積極減碳方案(Blue Map Scenario)的重要能源技

術選項（見圖一），在終端燃料使用效率 (End-use Fuel Efficiency)提升與氫燃料電池車

(Hydrogen FCVs)二個項目，都將有重要的貢獻。事實上，日本自 2003~2008年所進行的家

用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Combined Heat & Power System)示範驗證，經過實際運轉使用確

認，在日本的氣候與能源結構雙重條件下，使用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可達到節能 16%、

減碳 28%（見圖二）以上的效果，從『節能即發現新能源(Energy Saved is Energy Found)』及

人類需要更多時間以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角度而論，其效益著實顯著，但目前價格仍

然太昂貴，須仰賴日本政府補助始得逐漸進入市場，太陽光電市場模式或許值得大家參考。

技術主編：曹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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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積極減碳情境所賴以達成的各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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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與燃料電池在車輛動力系統上的發展，由於車載氫能儲存技術尚未完全解決，導

致燃料電池汽車使用上還不具競爭力，價格仍數倍於目前的汽車價格，且燃料電池在高動

態變化條件下耐久性不足，因此國際大車廠無不傾全力於儲氫、耐久性及新材料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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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日本家用熱電共生系統實際應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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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燃料電池備用電力與堆高機競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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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概略分佈現況

以便能實現未來氫能經濟的願景。在石油終將無法滿足交通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油電混合

動力車、酒精汽油與生質柴油車應運而起，近來電動車又引起各國政府與業界的高度興趣，

預期未來幾年電動車將有另一番景象，而今年美國新政府對氫燃料電池車技術，表現有別

於前政府的思維，因此氫燃料電池車技術未來的發展仍待觀察。

燃料電池除了熱電共生系統、氫燃料電池車的應用外，利基(Niche)應用產品市場導入

正悄悄的展開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燃料電池備用電力與電動堆高機。根據美國能源部委

託的市場研究指出（圖三），要求燃料電池備用電力連續使用在七天以內，在北美地區即

使沒有補助，其淨現值成本(Net Present Value Cost)已較電池為低，燃料電池電動堆高機與

電池堆高機相比，也有類似的情形，而且堆高機使用越頻繁，燃料電池堆高機便越具優勢。

一般認為即使在經濟發展較不富裕的地區，因為電網基礎設施不健全，現代的資通訊服務

如果要進入這樣的市場，燃料電池備用電力將是為業者帶來新市場、為社區帶來進步動力

的好幫手。國內燃料電池產業逐漸完整（圖四），政府企望能以『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及燃料電池示範驗證補助帶動我國新能源產業起飛，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並祝大家順利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