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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107 年度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研究計畫徵求主題說明 

一、策略小組 

註： 

1.政策關聯性：以貼合政策與否做判定，以上徵求主題皆已過濾並提出較扣合當前政策。 

2.可具體產出之期程：經確認 107 年即有相當程度的產出者列為 A，其他則根據可能的產出成果，評為 B or C。 

No. 徵求主題 目的 研究重點 
政策關聯/

急迫性 1 

可具體產

出之期程 2 

1 能源科技發展之基礎

法制暨金融發展策略

環境 

為有效推動綠能產業發展、協助達成國家

綠能目標，規劃催生臺灣綠色金融市場以

促成綠能投融資，同時企釐清與盤點我國

能源政策工具與法制策略方向，健全綠能

產業發展之法規環境，以達成 2025年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 20%的國家綠能發展目標，

進一步促成臺灣綠能產業升級，提升資產

獨特性與獲利能力。 

配合階段性管制目標的擬定，盤點國內外能源政策工具及其法制

基礎，並對應 NEP-II轉型規劃及「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銜接推動需求，預先研析並提出政策所需法制規範與配套機制，

建立我國中長期能源產業發展基礎環境。 

A A 

分析國際綠色金融標竿案例實證及盤點我國綠色金融政策與資源

缺口，建立綠能產業之公私部門合作策略機制。 

國內可行之綠能多元資產基金操作模式研析，促成綠色金融投資

案，評估後續之環境效益暨融資帶動效果。 

離岸風場財務風險、籌資法規與成本結構分析。 

2 我國能源科技發展之

未來情境 

 

因應國際減碳趨勢、我國之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及能源政策方針下，我國能源供

需結構階段性發展策略規劃，並提供我國

產業之低碳轉型風險評估與對策。 

根據我國中長期能源供需情境研究，規劃能源技術之階段性發展

目標與推動策略 
A A 

從總體經濟面向規劃階段性碳排放管制目標，評估產業發展衝擊

並提出低碳化轉型路徑與策略建議。 

研析各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成本及其減量目標達成之情形，進

而評估我國新能源政策與產業政策對於產業低碳化轉型及綠能產

業之影響，並研擬政策建議。 

追蹤並定期彙整國內外重點能源／氣候相關會議進程與相關措

施，並針對重要事件提出對應策略。 

3 我國能源科技之產業

化應用分析 

考量我國能源科技發展目標多元化，探討

能源政策與相關的產業低碳化轉型策略之

推動時程及強度，對於新興能源產業化發

展之助益及其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研析適合我國綠能產業發展之商業模式，協助評估產業發展風

險，建立我國綠能產業生態地圖及應用模式。 
A A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建立通用性的能源數據分析方法與能源管

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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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接小組 

No. 徵求主題 目的 研究重點 
政策關聯/

急迫性 1 

可具體產

出之期程 2 

1 政策橋接議題 研擬綠能低碳科技跨政府部門溝通推動方

案，並協助完善再生能源發展所需法律體

系，促進政府各部門間橫向聯繫、政府與

民間、產業界間產生良性互動與溝通。 

研提跨政府部門溝通方案建議，並規劃具機動性的任務導向溝通

支援機制。 
A A 

再生能源(例：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等)爭議問題相關之

法令規章研析與因應措施研擬。 

2 社群與社區之溝通議

題 

 

運用彈性化決策處理機制，尋求與公眾及

社會參與，力求創造多方共存共榮。 

再生能源(例：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等)爭議問題處理機

制建立。 
A A 

風場、農地種電與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及農漁業共存研究。 

3 資訊媒體溝通介面議

題 

透過社群網站建置與實體活動，了解網路

輿情並創造互動，建立綠能有效推廣之公

眾溝通模式。 

綠能低碳科技推廣之分眾溝通模式研究、策略模式建立及素材宣

導。 
A A 

註： 

1.政策關聯性：以貼合政策與否做判定，以上徵求主題皆已過濾並提出較扣合當前政策。 

2.可具體產出之期程：經確認 107 年即有相當程度的產出者列為 A，其他則根據可能的產出成果，評為 B o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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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轉國合小組 

No. 徵求主題 目的 研究重點 
政策關聯/

急迫性 1 

可具體產

出之期程 2 

1 能源技術國際合作、

產業技轉推廣與檢測

認證研究 

 

推動零組件/產品/系統化整合測試，導入

國際前沿技術與國內合作，協助國內業界

競爭力提升，推動國內技術移轉及國外示

範，促進能源研發成果商業化，創造優良

就業環境。並導入國際認證制度，以國際

合作模式推動，建立我國能源產業標準認

證場域與國際接軌。 

 

鏈結國際大型工程廠商合作，協助技轉國內業界取得自主技術。 

A B 

國際大型場域量測及運維品質系統導入與技轉服務。 

協助申請雙邊研究計畫及聯繫參訪對象進行後續技術合作。 

培育國內人才技術與拓展就業環境。 

建立綠能國際規範與認證制度。 

研析綠能衍生應用可行性及產業結盟評估。 

2 能源科技研發專利成

果分享與技術產業化

鏈結 

 

盤點收集主軸技術與專利，協助高 TRL 之

主軸研發成果與廠商合作，促進技術商品

化，透過試製媒合，帶動更多廠商投入綠

能產業。.建構能源科技產業化鏈結與訊息

服務平台。 

建構綠能創新發明專利訊息平台，促成專利授權、產學合作及技

術商品化。 

A A 推動綠能基礎建設與示範推廣。 

分析國家關鍵能源技術與專利品質及影響力。 

註： 

1.政策關聯性：以貼合政策與否做判定，以上徵求主題皆已過濾並提出較扣合當前政策。 

2.可具體產出之期程：經確認 107 年即有相當程度的產出者列為 A，其他則根據可能的產出成果，評為 B or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