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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消耗性能源日益結竭，因此再生能源的開發與研究，日益受到重視，自然界再生型態，包括太陽能、水利、風能、潮

汐能、地熱等。雖然新能源比一般傳統性能源較具有環保特質，然而在實際應用時成本均較高，因此要成主要供給性能源

還有困難，現階段仍以如何提高轉換效率降低成本為研發方向。

台灣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有潛力發展太陽能工業的國家之一，比較明顯的部份是太陽能熱水器這項產品，因為民眾接受程度

越來越高，而且經濟能力強，故許多家庭願意多花點錢做環保，裝設此家庭必需品。

近幾年來，世界各國漸漸地增加對太陽能的研究，而太陽能產品也越來越多元化，相對的需求量也正急速增加中，例如：

太陽能車、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充電器、太陽能路燈、太陽能電池等等，使得太陽能取代石油，成為人類最主要的能源

之日，已經越來越近了。

關鍵詞 : 太陽光、太陽能、太陽能電池、太陽能熱水器、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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