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兩岸與國際事務委員會」成立 

 

在許多業界先進的努力下，太陽能產業已成為台灣出口的重要創匯收入。2016

年 1 月 29 日，在台灣擁有企業會員超過一百家的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會員

每年產值超過新台幣 2,000 億元，於現任理事長 茂迪張秉衡總經理與理事們的

支持下，通過嫻熟會務的陳榮顯常務理事，倡議成立「兩岸與國際事務委員會」

承襲台灣科技業先進積極進取的腳步，希望在亞洲產業動盪與世界金融晦澀的亂

局中，匯集力量成為會員們照亮前方的探照燈，避開風險與障礙；於兩岸接觸中

尋找商業文化不同下的合作口，並經委員會與陸方交流以確保會員權益；國際交

流則在現有基礎上，與工研院綠能所及 SEMI 合作並結合政府力量，加深已開發

市場的連結，且靈活地讓會員共組開發專案，群策群力的進軍新興市場，共享開

發成果。 

 

「兩岸與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榮顯博士，於德國多

特蒙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任工研院綠能所與清華大學，

目前擔任友晁能源材料公司董事長；陳博士是享譽國際的雷

射與化學領域專家，近年來成功的協助台灣廠商切入高效太

陽能電池領域，並將此專精的效率提升技術向外推廣。陳主

委任內重要目標，是協助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將會員推向世界

市場的大聲公，以爭取更多的商機、強化台灣製造高品質的

產品在世界各地曝光的機會；對於兩岸的合作，主委認為目

前台灣和大陸的接觸多為買賣關係，希望在他任內委員會可協助會員將過去單純

的買賣拓展為合作關係，以發揮兩岸合作加乘綜效，當然協助會員經驗交流以規

避風險也是委員會的重要職責。在陳主委的帶領下「兩岸與國際事務委員會」將

針對兩岸及國際貿易特定議題，及時蒐集、彙整會員意見與具體建議方案，提供

相關政府部門政策形成與國際協商參考，以尋求商業方案、消除不公平貿易障礙



為任務，必要時得協助會員進行國際商業訴訟。陳主委成立的委員會下設兩位副

主委，以襄助兩岸與國際事務，一月二十九日在委員會委員熱切的討論下，遴選

出兩岸事務的副主委為樂利士實業的簡筱嵐副總經理，國際事務則由 SEMI 國際

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曹世綸總裁擔任。 

 

兩岸事務副主委由簡筱嵐女士擔任。簡女士畢業

於清華大學，曾任工研院綠能所參與再生能源的

推廣與法規制定，現任台灣樂利士實業副總經理、

中國海神航天新能源公司副董事長；是大陸光伏

產品與電站經營的專家，與大陸部委、發電集團、

光伏產業鏈技術廣泛交流。 委員會在兩岸領域

的首要任務，為提升現階段產品買賣為商業模式合作的模式，執行方案為整合鏈

結資源，使本會會員在面對廣袤大陸市場時，得以在風險控制下選擇各階段合作

夥伴。委員會將秉持會員優先的前提，在法規保障下促進兩岸合作；而面對兩岸

政策與商業環境的特殊性，簡女士提到兩岸合作的本心當還是在創造商業價值之

餘，可以為環境和社會作貢獻。委員會於兩岸領域秉持開放、無私、服務的精神，

在既有基礎下促進廠商互相深入交流、探索共同取得國際商業機會的可能性，並

在確保互惠的前提下，敦促兩岸政府放寬資金限制，在公平原則下取得雙方應有

的權益。 

遴選國際事務由曹世綸先生擔任副主委。曹先生現任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總裁，負責協會在半導

體、太陽能及 LED 等高科技設備與製造相關產業的服務推

廣。曾任 IDC台灣區董事總經理、趨勢科技國際行銷協理、

李奧貝納總監、遠傳電信行銷企劃及奧美廣告經理。曹世

綸先生現任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監事、中華國際會議展覽

協會的常務監事、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常務理事和台日

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理事，並與多國產業協會、政府單位與商會維持緊密之合作

關係。曹先生服務於委員會任內，將充分整合其高科技產業策略、分析、市場調

查、品牌規劃及行銷資源，搭配歐、美、亞及新興市場之人脈與多元溝通平台，

進ㄧ步促進國內廠商與跨國企業的合作與關係建立。其任內將協助會員與國外客

戶和國際事務交流，透過協會對外廣宣規劃以提高國際客戶和會員接軌的效率，

拓展國際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