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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因電動汽車發展議題與技術的蓬勃發展，燃料電池議題相較之下似乎顯得

黯淡許多；然而攤開車廠的規劃，燃料電池混成供電卻是未來真正的解決方案。由於燃料

電池仍然面對著成本過高、相關耐久議題的最終證明等問題的困擾，本技術專題嘗試用燃

料電池的應用發展，來探討未來燃料電池發展的重要方向及所產生的影響。

過去一年多來，燃料電池的應用發展可說是方興未艾；先是直接甲醇燃料電池導入軍

方的應用，繼之日本推出家用燃料電池的擴大應用補助，以及燃料電池導入基地台的整合

應用等，在在說明燃料電池技術相對成熟，如能找到適當的系統應用，相信對產業的進一

步發展將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因此，本技術專題特別邀請邀請了國內中興電工吳啟斌處長

及工研院能環所張文振經理就定置型燃料電池的應用發展，以及相關技術的挑戰進行分析

與探討，希望藉此能夠對相關開發人員有所啟發，進一步帶動產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我

們也邀請材化所蔡英文博士的團隊，就目前攜帶式應用所開發之燃料電池技術進行分析，

以各家公司的發展進度與方向，討論各技術之優缺點與應用特性。

燃料電池的效能受其材料組件的影響極大，若想要降低成本及提高耐久性，觸媒效能

與低貴重金屬觸媒的導入一直備受期待，本技術專題邀請黃炳照教授團隊從觸媒的運作原

理著手，介紹目前在質子交換膜系統所使用之觸媒發展方向，希望這些分析可以協助國內

燃料電池材料相關開發廠商未來的發展；最後介紹工研院材化所進行之燃料電池相關研究

現況，與面對不同應用所開發之差異化設計，並嘗試透過這些分析，讓開發人員了解燃料

電池的問題通常不是透過單一解決方案來改善，而必須透過系統工程的觀點，以上中下游

的整合來開發最佳化設計。

台灣一直驕傲於快速高價值整合解決方案之提供能力，燃料電池目前雖還成本過高，

但未來對環境與產業的效益卻極大，而這正是台灣產業能夠發揮影響力的新興工業。然而，

正當歐、美、日、中、韓等國的各大公司積極投入布局此產業之際，台灣投入的資源與規

模雖然漸有成長，但國內整體產業的整合性發展卻仍待連結。如何透過產業整合，掌握適

當切入點，找出台灣適切的全球角色，以利氫能世紀的早日到來，也許是國內產業先進可以

好好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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