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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發電之可行性評估 
 

現今全球暖化所產生的衝擊在全世界隨處可見，氣候變遷的議題也成為人人關注

的焦點。而燃燒石油、煤炭等化石燃料來發電，則是造成環境危機的其中一項主因，

燃煤發電廠會產生大量的二氧化碳，隨著全球暖化議題發燒，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成為各國努力的方向。先進國家嘗試找尋一些不會危害地球又可生產電力的環保永續

能源來加以利用，這類永續科技的其中一種就是「海洋能源發電」。廣闊無垠的大海，

擁有龐大的能資源，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地球海洋能的總量為 736 億瓩。

台灣的地理位置得天獨厚，東岸有黑潮流經，黑潮是北太平洋的西方邊界流，是太平

洋中流速最強的洋流。黑潮可以說是上天對於台灣的恩賜，它將全北太平洋的能量都

帶到台灣的東岸，政府應該好好利用這個上天的恩賜。 

臺灣東岸之黑潮在時間與空間的變化受到多個因素所影響，如複雜的海底地

形分布、由東太平洋向西傳播的渦漩、上游海流的狀態以及黑潮本身之不穩定性

等。我國過去對黑潮的研究一直以來都是以現場觀測為主，持續多年的探測使我

們累積了不少的重要現場觀測數據，然而光有觀測數據並不足以解釋黑潮複雜的

海洋物理現象，黑潮的研究要以數值模式為本，以補觀測資料之不足。本研究將

使用一個海洋環流數值模式的輸出結果來探討黑潮的流動特性及其時間與空間的

變化，高解析度的模式將可更正確地模擬黑潮流場型態的時空分布、路徑變化、

流量變化等，這些研究可以作為未來預報黑潮的基礎。另外將進一步計算黑潮蘊

藏的發電能量以及估計可擷取的能量數值。而在黑潮中放置渦輪機後，可能會造

成黑潮流量改變，也可能導引黑潮流軸擺動，黑潮減弱將改變海洋狀態，這變化

經由海洋反饋給大氣，造成區域氣候之變動，例如當黑潮減緩時，可能會改變下

游國家的氣候狀態，這部份的影響可以使用定性的方法來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