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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人類科技文明的發展，能源的消耗量也與日俱增，但地球上所蘊藏的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煤⋯等等，在人類的

大量開採下日益耗盡，其使用年限也僅剩數十年，即將消耗殆盡。然而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全球

暖化、氣象異常，再加上國際油價持續飆高，使得人類逐漸面臨生態環境變遷及能源耗盡的威脅，因此，推展再生能源已

是大勢所趨。

台灣蘊藏著豐沛的風力資源，且風力機及風力發電技術已相當純熟，其發電過程不消耗任何能源，完全依賴風力，而發電

成本亦與一般發電成本漸趨接近。因此，世界各國為了因應溫室效應，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均積極進行風力發電的研究

、開發及利用。本論文將從如何提升風力發電效率及影響發電效能因素問題，如地形、方向、風速穩定、機件輔助及設置

容量等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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