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海外翱翔組

E-10-7綠能創新行動

◆ 主題類別：年度旗艦計畫 (2025年環境部)

◆ 國家城市：日本新宿

◆ 見習機構：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 ISEP(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ies)

見習機構 見習機構參考說明

永續能源政策研究所
ISEP(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ies)

ISEP是一所非營利研究機構，成立於2000年，專

注於能源轉型與永續發展。它通過研究、政策建

議及實務應用，推動再生能源普及，並協助政府、

企業及社區制定可行的能源策略。該機構特別強

調社區型能源發展，並以社會公平性與環境永續

性為核心價值，促進跨領域合作。ISEP與多國合

作，並提供政策建議，持續推動日本的能源轉型

與國際合作。

◆ 見習名額：每梯次3名，共6名。

◆ 圓夢期間：114年9月至10月及114年11月至12月，共計兩梯

次，各2個月。

◆ 青年申請資格：

• 具中華民國國籍18-30歲之青年。

• 英語語言能力證明或日語語言能力證明。

• 對於永續、再生能源的議題有興趣，未來有志於從事環境永續

與能源轉型方面的工作推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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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E-10-7綠能創新行動

日期 內容

第 1 週 • 熟悉 ISEP 的使命、工作範疇及日本能源現狀。

第 2 週
• 了解能源政策分析的方法與框架。
• 協助整理與分析能源政策的資料。
• 撰寫政策分析摘要。

第 3 週

日本與台灣的生質能與廢棄物燃燒探討：
• 資料蒐集與分析：調查日本與台灣生質能及廢棄物燃

燒的技術、政策與發展現況，並進行比較分析。
• 案例研究：選取具代表性的生質能與廢棄物燃燒設施，

評估其運作效能、環境影響及最佳實踐案例。

第 4 週
實地考察：
• 生質能專案。
• 廢棄物燃燒廠。

第 5 週

第一階段成果展現
• 總結在生質能專案或廢棄物燃燒廠考察中獲得的關鍵

知識，包括技術應用、運作模式、環境影響及最佳實
踐案例。

• 針對研究進展進行第一階段成果展現，包含已蒐集的
數據、初步分析結果，以及後續研究計畫。

第 6-7 週

制定日本與台灣生質能與廢棄物燃燒發展的政策建議:
• 政策與法規分析：評估日本與台灣現行的生質能與廢

棄物燃燒相關政策與法規，研析挑戰與改進空間。
• 技術與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最新的燃燒技術、排放控

制措施及其對環境的影響，提出可行的技術提升建議。

第 8 週

• 研習資料整理。
• 撰寫成果報告。
• 發表成果。
• 從日本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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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規劃

以上內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合作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

合作單位已編列主持費、諮詢費、導覽費用、業師費等費

用，每人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62,471元，青年經錄取獲取

獎勵金後，繳交予合作單位，繳交方式將於錄取後通知；

另請申請人自行編列機票、生活費、保險費、行前見習津

貼、其他等項目，可參考如下表。

經費項目 金額 支用內容

機票 30,000 元 來回經濟艙等機票。

生活費 376,626元 包含餐費、住宿費及當地交通費。

保險費 5,000 元 以每月2,500元計，共計2個月。

行前見習津貼 8,000 元
依每小時新臺幣200元標準，編列
40小時計新臺幣8,000元。

其他 10,000 元
因本案延伸之資料收集、檢索、印
刷、交通、網路、電腦或其他相關
費用等。

合計 共429,626元。

◆ 其他注意事項

• 請青年依簡章相關規範辦理。

• 錄取之青年需於8月參與環境部規劃的行前見習，方能參與

後續海外圓夢行程。(於2週內到部5個工作天)

•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經輔導未改善者，或未能遵守管理

及輔導情節嚴重者，或違法當地國相關法令者，得予以終止

本計畫提早返國，並追回相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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