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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 

14:00~14:15  菲凡能源公司董事長致詞 

理事長致詞 

來賓致詞 

羅凱耀主委 

14:15~14:30  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討論 

 現任委員名單及職掌 

 組織架構調整 

 委員會簡介及工作項目 

鍾獻慶執秘 

14:30~15:00  相關法案及修正進度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修正(儲能獎勵) 

 金門夏興電廠儲能系統一案(金門案) 

 台電貨櫃式儲能案(樹林案) 

羅凱耀主委 

15:00~15:10  下次會議日期、地點  羅凱耀主委 

15:10~15:50  與立委雙向溝通  羅凱耀主委 

15:50~16:00  臨時動議  羅凱耀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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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以下是會議重點節錄。 

 

柯祺禾董事長:   

介紹立委高潞以用及辦公室主任陳士章。 

介紹與會人員。 

這次是兩個委員會合併成現在的環安暨政策委員會。是兩倍的規模，成員也比過去來得多。

歸功於李桐進理事長。 

 

李桐進理事長: 

太陽能、風力、儲能等系統，需要進行系統整合，才有活路。 

跟著政策，前進東南亞，走出台灣市場，也是方式之一。 

委員會有推動能源法修正，未來可望加入區域性的儲能系統建置獎勵。 

在 10 年前，國際上有句話，人類沒有做儲能系統的能力。現在的狀況是，不僅儲能系統會做，

連循環經濟的問題都得納入考量。將來要 costdown 儲能，要靠循環經濟。 

 

陳士章主任: 

能源法第 11 條修正，大概在本會期會通過。 

雖然只是三個字  “及儲能”，但這代表了政府可以透過相關的辦法來補助。這樣產業才會起來。

這裡辦公室還是會積極地跟大家配合。 

 

湯淺 and 台灣杰士: 

湯淺跟廣隆生產鉛酸電池。現在汽機車會往電動化發展，這樣鉛酸電池在經營上會受到影響。

同時由於汽機車電動化，我們兩家公司的電池銷售量有減少，但是在回收基金的部分並沒有

調降，這是問題。 

進口電池的管制問題，建議要控管鉛酸電池的進口量(從以前的 15%到現在已經 30%)，否則會

影響國內廠商。 

我們兩家的電池產量都有實際的申報給基金會(經濟部廢電池基金)，但進口的部分就有狀況

了，到底有沒有人去查核?  是進口商申報就好了嗎?  是否有申報不實?  如果他進 25 頓，但只

有報 20 頓，那繳的回收基金就變少了。 

 

進口商的補助也應該要減少，不要讓補助造成廠商競爭的問題。 

 

羅凱耀主委: 

該問題會書面到高潞以用辦公室，進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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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獻慶執秘: 

介紹議程。 

推動議程進行。 

討論委員會組織架構。 

 

宋瑞義副主委: 

工研院主導時，當時電池協會是電池聯誼會。 

協會的委員會要 focus 在某些特定議題上，力道才會強。 

前兩屆，在環安的費率上，都有慢慢往下修正。 

 

蔡志昌: 

做事要務實。 

降低鉛酸電池回收費率。 

 

李桐進理事長: 

1. 12 月 18 日，有 30 個買主要來看 pack 廠。希望來台灣組裝。 

2. 有會員反映，明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的電池進到台灣來，要規範，要檢驗。對組裝廠會

有很大的影響。我也沒收到文，聽說是標準局發文的。我會再請藍秘書(協會總秘書)發文

給會員。 

 

呂學隆秘書長: 

鉛酸電池目前並沒有相關管制，鋰電池進口就需要相關文件去做依據。 

 

鉛酸的原料，在鉛板方面有管制。整顆沒有。 

 

宋瑞義副主委: 

那個牽涉到 CC code 的修改。而且現在要執行到電芯層面。 

目前鉛酸進口沒有規定，鋰電的規定反而比較嚴格。 

標準局公告的這個部分是屬於進口檢驗的規定，因為鋰電的安全性潛在問題比較高。 

小型成品  15387 

應用到電動車有其它標準 62619 等。 

會請藍秘書寄送相關資料給會員。 

 

呂學隆秘書長:   

談到儲能相關業務，標準局對於 IEC 62619 的部分，正在進行轉 CNS 的過程。一兩個月前已

經先行文到電池協會等相關單位，請各方出具相關意見。 

而協會這邊已經針對內文出具相關意見。預計過幾個月，大約明年就會有草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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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討論 

因再生能源已獨立成一個委員會。今年徵詢過副主委顏瑞賓建議，本委員會將由原本下轄 3

個小組，調整為 2 個小組。 

經討論後，決議組織圖如下 

 

 

委員會簡介及執行任務討論 

由於環安及政策兩委員會合併，那網頁上的簡介及執行任務也需要進行修正。 

經討論後，決議修正如，修改部分用紅字標明 

 

簡介 Introduction  宗旨 Scope 

掌握國產化再生能源政策契機，並結合聯盟協會成員之專業技術，拓展行銷全球市場，建構

營運技術，群策群力，共同推動技術開發及商業模式並建立產官學研對話平台，同時也進行

水平及垂直價值鏈之整合，促成產業共用關鍵技術發展，整合各界資源，建立產業秩序，強

化國際創投及行銷，並因應產業需求對台灣能源產業發展政策提出具體建議。 

 

執行任務 Tasks 

1、國產化電動車發展 

2、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營合作制)模式推動電動巴士租賃 

3、台灣動力能源供應服務系統 

4、協助各委員會政策推動事宜 

5、電動車及儲電系統獎勵與補助 

6、國產化之材料比率，外銷或自製電池補助建言 

 

另外針對鉛酸電池部份: 

1、配合與協助政府對於廢電池的回收，使得回收體系與工作更趨完善。(蔡志昌、陳枝協委員

會提供修正條文) 

2、爭取降低「廢電池回收處理費率」的低減。 

3、與協會、本土機汽車製造業者協力，向政府爭取機汽車「以舊換新」  的補助辦法或立法，

藉以間接降低空汙。(第 3 點刪除。因為是 4~5 年前的東西了) 

43、推動  Idling‐Stop  或稱  Start‐Stop  (啓停電池)的製造與配合廠商推動 i‐Stop  (Ideling‐Stop 

System、ISS)怠速熄火系統及其車用電池的導入，對於藉以降低空汙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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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1: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修正(儲能獎勵) 

 

法案目前已經二讀通過。待三讀通過後，政府部門會編列儲能的補助款。 

 

討論案 2:  金門夏興電廠儲能系統一案(金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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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3:  台電貨櫃式儲能案(樹林案) 

 

 

 



8 
 

未來會議時間，地點 

例行性會議，時間可以每半年或每季召開。需討論並決定下次時間。 

 

會議地點並不限定要在協會會址。只要委員們有共識，於全台灣各縣市皆可舉辦會議。過去

的方式為每次開會場所選在不同會員的公司。需討論並決定下次開會地點。 

 

決議: 

例行性會議每季(每三個月)召開一次，開會通知於一個月前發送。原則上訂在 2019 年 1 月。 

下次會議地點，優力國際安全認證有限公司(UL)，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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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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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席人員 

本次會議共有 21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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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