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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力不足、環保意識抬頭之環境下，低污染及低危險的新能源開發是當務之急，然而新能源開發不易，電力需求與日遽增

，太陽能由於具有不污染環境、生態，又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因此，太陽能作為替代能源已越來越受重視。目前，太陽

能發電系統，漸漸被各式各樣場合普遍使用，高山、平地、離島等。由於台灣地區地小人稠土地取得困難，而分散型發電

系統可同時避免土地徵收與公害問題，因此可行性較高，對於台灣地區每到夏季就頻頻限電之尖峰負載供電，實在可以做

到積少成多之成效。對於供電系統可靠度也會有相當大的助益。隨著電力電子在生產技術及應用技術的蓬勃發展，使電力

電子技術目前大量應用在能源科技發展領域上。 本研究將針對太陽能發電及新能源之應用做一深入探討，此研究並可將經

濟部研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範再生能源電能或衍生能源產品的相關獎勵措施，加以有效地參考規劃，期能融合學

術研究的成果，並透過政府之制度化機制，協助產業界營造出再生能源的永續經營環境。 本計畫著重於網路控制系統之研

究，及太陽能光電版在日照及溫度變化時的能量擷取控制，為達此目的，吾人將針對遠端及近端之控制方法及通訊協定加

以探討，以有效監控太陽能光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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