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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達到

技術

畫須清楚

TRL 的目

NEP

終 TRL

綜上所述

1. 評量

使用

增減

一的

項技

2. 評量

針對

表ㄧ

約略

體計

在評

將其

若相

評估

3. 訂定

訂定

TRL進

 

系統

而技術成

演進，自

屬之研發

 

                     

此評估過

到相符之水

術成熟方案

楚表示各關

目標，以及

P-II 訂定之

目標與達

述，技術成

量關鍵技術

用WBS（或

減，並提供

的第1欄及第

技術之關鍵

量技術成熟

對每項關鍵

的第4欄及

略描述於表

計畫之TRL

評量技術成

其填入表二

相似技術之

估發展此CT

定技術成熟

定總體計畫

進程。請

統發展之W

成熟度之發

自 TRL1 逐

發項目，則

                     

過程確保一

水準。 

案（TMP

關鍵技術元

及相關因應

之 TRL9

達成時限，

成熟方案之

術元素： 

或SFD）參

供所用以判

第2欄，以

鍵性，參酌

熟度： 

鍵技術元素

及表二的第

表一的第5欄

L。 

成熟度之後

二的第3欄

之TRL遠高

TE之必要

熟方案： 

畫之最終T

請將目標及

WBS為由

發展，則是

逐步落實至

則需就個別

 

                     

一項計畫之

）是指將

元素現有

應辦法。

並非各細

並據此規

之規劃包含

參考判定計

判定之WB

以及表二的

酌判定條件

素，參酌技

第2欄。T

欄。表二的

後，請與國

。在此，

高於本計畫

要性。 

RL等級及

及達成時限

由上而下，從

是由下而

至 TRL9。

別項目，分

5        
                   

之關鍵技

將關鍵技術

有 TRL 等

 

細部計畫的

規劃各關鍵

含下列 3

計畫中3至

BS（及/或

的第1欄（

件組一及組

技術成熟度

TRL之判定

的第2欄

國際上相似

相似技術

畫CTE之T

及目標達成

限填於表二

從主系統到

而上，從零

因此，若

分別分析

                     
                     

技術，得於

術元素之技

等級及其在

的最終目的

鍵技術元素

步驟，其

至5項關鍵技

SFD）。請

（見附錄1

組二，做約

度檢核表

定需提供佐

，依最低關

似技術之最

術指可用以

TRL（例如

成時限，並

二的第4、

到分項與

零件、組件

若科技發展

析其技術成

                     
            第二期

於整體計畫

技術成熟度

在規劃的時

的。各細部

素之技術成

其流程圖如

技術元素

請將判定之

），並在

約略描述

，判定其T

佐證資料

關鍵技術元

最高技術成

以取代本技

如TRL6/TR

並據此訂定

5欄。 

與子項產品

件、模組

展計畫中

成熟方案。

       
期能源國家型

畫進入 TR

度提升的方

時程內，預

部計畫應訂

成熟度提升

如圖一所示

，並得視計

之CTE逐項

在表一的第

述。 

TRL等級

，請依提供

元素之TR

成熟度相

技術之已知

RL3），則

定各項關鍵

品研發的分

、次系統到

，含有互不

 

型科技計畫 

RL 下一階

方案。計

預計提升

訂定其最

升的方案

示。 

計畫規模

項填入表

第3欄對此

，並填入

供之資料

RL決定整

相比較，並

知技術，

則應重新

鍵技術的

分工結構。

到系統之

不直接隸

階

計

升 

最

案。

模

表

此

入

料

整

並

新

的

之

隸



 

               

 

分級 定

TRL 9 
系統

化 

TRL 8 
真實

展示

TRL 7 
全尺

型於

環境

TRL 6 
原型

似環

試 

TRL 5 
準系

相似

測試

TRL 4 
元件

驗證

TRL 3 
關鍵

可行

試 

TRL 2 
技術

成型

TRL 1 
基礎

發現

 

                     

定義 

統商業系統成

業化階

實系統

示 
全尺度

之測試

尺度模

於相似

境測試 

全尺度

試，系

型於相

環境測

接近真

於相似

技術展

展示系

系統有

系統於

似環境

試 

系統由

為高真

近似於

上為縮

階段研

試準系

似環境

造成之

有價值

件整合

證 

在實驗

件（技

此模型

重點在

是否可

型與目

鍵功能

行性測

 

進入積

段包含

各元件

的為以

預測。

術概念

型  

基礎原

導向之

提出之

行性尚

礎原理

現  

此階段

研究開

（R&D
關基本

標在於

理。  

                     

說明 

成功通過試運

階段。 

度真實系統通

試。處商業化

度模型於相似

系統已近似最

真實尺度之模

似環境下進行

展示階段。著

系統技術，並

有價值之重要

由基本技術元

真實度系統，

於最終系統，

縮小版之實驗

研發著重於相

系統之可靠程

境與真實環境

之差異，以及

值之重要實驗

驗室環境下驗

技術）組成之小

型僅包含少數

在於測試個別

可正常運作，

目標之差異性

積極研究開發

含解析及實驗

件與個別技術

以實驗方法證

。 

原理被驗證後

之概念被提出

之概念為創新

尚未有任何科

段為 TRL 最初

開始轉換至

D）階段。著

本性質之研究

於驗證相關技

                     

運轉並進入商

通過真實環境

化前置階段。

似環境下測

最終設計。 

模型（原型）

行測試。此為

著重於測試並

並分析對最終

要實驗結果。

元件整合。此

各方面皆已

唯獨在尺度

驗室尺度。此

相似環境下測

程度，分析相

境對準系統所

及對最終系統

驗結果。 

驗證由基本元

小尺度模型。

數重要元件，

別元件整合後

並且評量模

性。 

發階段，此階

驗研究。著重

術之開發。目

證明解析法之

後，相關應用

出。此階段所

新發明但其可

科學之驗證。

初等級。科學

至研究開發

著重與科技相

究與探討。目

技術之基礎原

表一、技

6        
                   

系統發展

商
全尺度真實系

境
全尺度真實系

測
全尺度原型

為

並

終

放大為接近

度之原型 

此

已

度

此

測

相

所

統

元件整合為

系統原型 

元

後

模

個別元件或

試驗證 

階

重

目

之

以實驗方法

用概念 

用

所

可
提出技術應用

學

發

相

目

原

科學原理轉

用技術 

 

技術成熟度檢

                     
                     

展階段

系統 進入量

系統 真實環

相似真

測試

真實尺
實驗室

小尺度
實驗室

模組測
實驗室

證明應
實驗室

用概念 發明與

換為應
理論研

檢核表格

                     
            第二期

測試階段 

量產 

環境之驗證測

真實環境之驗

室環境驗證 

室環境驗證 

室技術驗證 

室嘗試 

與創新之研析

研析 

       
期能源國家型

持續改

度與成

測試 
太陽光

台電電

驗證
5KW 系

區內進

條件測

5KW 系

內以儀

（例如

500W
實驗室

備測試

光模擬

聚光型

件開發

聚光型

可行性

析 
聚光型

統之技

反向運

平行光

平行光

源。不

光之光

探索。

型科技計畫 

範例 

改善系統可靠

成本 

光電系統併聯

電力系統 

系統於測試場

進行自然環境

測試 

系統於實驗室

儀器設備測試

如水霧測試）

系統模組於

室內以儀器設

試（例如太陽

擬器） 

型太陽電池元

發 

型太陽電池之

性測試 

型太陽電池系

技術應用概念

運用點光源到

光之原理，將

光轉換為點光

不同頻譜太陽

光電轉換效率

 

靠

聯

場

境

室

試

於

設

陽

元

之

系

到

將

光

陽

率



 

               

 

                     

符合關鍵
判定條

判定條

符合技
檢核表之
明、系
段、測

                     

鍵技術元素
條件組一
與
條件組二

技術成熟度
之定義、說
系統發展階
測試階段

圖

                     

關

系

技

規

圖一、技術成

7        
                   

關鍵技術元
CTEs

系統產品W
及/或

製程SFD

規劃開始

系統產品開
及/或

製程技術開

評量
關鍵技術元

CTEs

技術成熟
TRL

評量

技術成熟度
TRL

技術成熟方
TMP

規劃技術成
方案TM

 

成熟方案之

                     
                     

元素

WBS

D

始

開發

開發

元素

熟度

度

方案

成熟
MP

之規劃流程圖

                     
            第二期

填入表一
表二第

填入表ㄧ
表二第

填入表二

圖 

       
期能源國家型

一第1/2/3欄
第1欄

ㄧ第4/5欄
第2及3欄

二第4/5欄

型科技計畫 

 



 

【佐

[1] 
[2] 
[3] 
[4] 

項

次 關

請

Ex 

1. 

2. 

3. 

4. 

5. 

佐證資料】 

專利 
論文 
網頁 
其他可供佐證之

系統名稱

關鍵技術元素CT

請填入系統名稱

請填入CTE名

 

 

 

 

 

               

之參考文獻或說

TE名稱 

TR
計畫團

現有技

稱 

( 以本

最低階

為團隊

現況) 

名稱 3

 

 

 

 

 

                             

說明 

RL等級判定(參
團隊

技術

國內外相

技術(最
欄之

階TRL
隊技術

(以本欄之

階TRL為國

技術現況)

3 5

                             

表二、

參考TRL檢核表)
相似 
最高) 

團隊預

達成目

之最低

國內外

) 

(以本欄之

低 階 TR
團隊預定

成目標)

5

 

 

 

 

 

8            
                               

、技術成熟方案

預定達成

目標時間

(年/月)
預定

目標 
之最

RL 為

定達

(請考量國

外現況定

計畫達成

標之期程)

2018/12

 

 

 

 

 

                             
                            第

案表格 

成 
間 

內

出

目
可加強說明

2 

1. 團隊現有

/規模…
2. 國內外技

3. 本計畫預

率/產能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

系統、關鍵

明計畫團隊發展

有技術為利用…
…為………。 
技術佐證資料如

預期於2018年1
能/規模…為……

型科技計畫 

鍵技術及TRL判定

展此系統之必要性

………，目前成

如[1]、[2]、[3]
2月完成……，

….。 

 

 

 

 

 

定之描述 

性、獨創性等特

成果/效益/效能/效

、[4]等。 
預估成果/效益

特性。 

效率/產能

益/效能/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