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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研發成果運用技術摘要表 
編號：D008 

研發成果名稱 有機太陽能電池製作技術 

技 術 領 域 
□資訊與通訊  電子與光電  材料化工與奈米  □原子能 

□生技與醫藥  環境與能源  先進製造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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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成 熟 度 □量產  試量產  □雛型  □實驗室階段  □概念  □其他： 

計 畫 主 持 人 馬維揚 

摘  要 
(技術規格、創新性) 

利用添加奈米粒子至有機薄膜太陽能電池的主動層中，調控該
主動層中電子予體(P3HT)材料及電子受體(PCBM 或奈米粒子)材
料的塊材異質接面 (BHJ)奈米結構。一般而言，BHJ 結構為
PCBM 團聚顆粒，及 P3HT 高分子相形成連續互穿之網路結構，
添加適量之奈米粒子可以另外形成一”奈米粒子 /PCBM 分子
/P3HT 分子”之第三相網路結構。此額外結構可以控制 PCBM 團
聚顆粒在長時期高溫下的結構穩定行為，使得具該奈米結構之
主動層無需藉由熱退火處理，即能夠達到提升有機薄膜太陽能
電池之光電轉換效率並增進其熱穩定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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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與應用範圍 
(技術競爭力、潛力分

析及應用範圍) 

台灣近幾年太陽光電產業的產值，呈現倍數成長的趨勢，太陽
光電產業逐漸成為國際上的矚目焦點。有機太陽能電池因其輕
量、可撓、成本低廉等特性，在新一代太陽能電池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本專利佈局將可應用到未來商業化進行大面積量產
的技術，目前市場並無相關技術發展，本專利佈局深具未來發
展潛力。面臨石化能源枯竭，身處環保意識抬頭的時機，太陽
能電池產業勢必為未來的重點產業。相較於矽晶太陽能電池的
高成本致使太陽能產業推廣不易，有機薄膜太陽能電池的成本
低廉，將可有助於未來太陽能使用上的推廣。初期將與學術單
位合作將提升轉化電池效率，並配合大面積製程，加速商業化
的可能。未來將技轉國內有興趣之廠商，並輔助建立國內之有
機薄膜太陽能電池產業。 

本研發成果是否得部分申請運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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