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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年第 9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原能會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記錄：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原能會 106年第 8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6年第

8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七、 報告事項： 

「我國生質能源發展芻議」報告案： 

(一)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核研所過去多年來，除了在核能發電、核醫藥物及醫材開發之

外，在能源方面尚有智慧電網、微電網及生質能，其中生質

能是在十幾年前油價高漲時，國家基於未來可能的需要，核

研所就投入相關研發，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所有技術面的問

題，都已經充分驗證，然而目前因油價的低迷，生質能在國

內還處於應用推廣的階段，尚無法進到市場面。不過在全世

界要求節能減碳的趨勢下，核研所的目標也從生質能轉換成

生質化學品。由於生質化學品具有潛在市場及利基，因此國

內也持續有相關產業積極與核研所聯繫，從簡報內容中都有

作說明，請各位委員再給予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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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與印度、印尼與巴西相比，台灣缺乏生質料源，且國際油價起

伏不定影響生質燃料的價格，因此核研所不應侷限只作最低層

的燃料能源，應朝向高值化產品發展。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因應政府 2025 非核家園的目標，國內綠能規劃佔比將達

20%，這是項相當大的挑戰，因此以政府推動政策的立場，幾

乎所有可利用之再生能源，都應積極推動，以達相輔相成之

效，在技術實施策略上則會由點到面，再據此擴增到台灣全

島。因地熱係屬於無碳排放的綠能，亦請核研所持續關注。另

從本次會議簡報附錄中能源局所提出之 2025年再生能源發展

目標可知，其所列出之多項再生能源中已明確包括生質能源，

故原能會理應配合政府政策，持續進行生質能源研發與推廣；

不過事實上近年來核研所已持續有針對生質原料高值化應

用，進行相關技術開發，並有具體的成果，故在此這方面的相

關發展進程，也希望委員能再多多指教。 

委員發言紀要：  

1.本次簡報第 13 頁有歸納整理生質原料轉換技術，但有些技

術內容及中文翻譯並不完整、妥當，建議作修正。 

2.台灣都市垃圾含有許多生質物質，所以其焚化發電可視為生

質能之利用，其發電量佔目前再生能源發電量重要比例。目

前清潔隊已全面回收家戶廚餘，若廚餘能作為生質原料，將

是重要的生質原料來源。 

 



 第 3 頁 

3.以生質物產製聚乳酸作為生質原料再轉換成高值化產品是

簡報中的重點，請補充說明：目前聚乳酸是否都是由國外進

口，有關聚乳酸容器、托盤的回收，環保署是否有公告。 

4.生質物質的種類、形態很多，且組成成分不一。有些含硫量

很低的生質氣體，燃燒時會減少二氧化硫和懸浮顆粒的產

生，但還是會產生會衍生 PM2.5的氮氧化物及碳氫化物等前

驅物，因此使用生質物質為燃料能減少 PM2.5，降低空氣污

染，這部分應有所保留，要看情況而定。不過，使用生質能

確實會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5.生質能是一種再生能源，我們發展生質能的主要利基應是強

化能源自主性，降低對化石能源和核能的進口依賴；但報告

提到未來原料的生產與初級的處理放在東南亞地區，沒有放

在台灣，這樣就會變成依賴東南亞進口生質能，這樣的產業

發展規劃，是否有助於提升台灣能源自主性，可能要再思考

一下。 

6.如何處理、利用廚餘和農業廢棄物，有效達到廢棄物資源循

環利用，應是生質能技術研究發展和產業發展優先考量的課

題。 

7.請說明核研所目前示範場域的營運現況以及未來的規劃。在

此建議示範場域，要跟台糖合作，因為台糖有土地、生質作

物及禽畜，生質資源豐富；但民間農畜業者若規模夠大，願

意參與合作，也應歡迎。 

8.請說明核研所目前生質能計畫相關的經費及人力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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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有關簡報第 13頁有些技術內容及中文翻譯並不完整、妥當，

將會遵照委員寶貴的建議進行修正。 

2.核研所依部會分工，於生質能之研發項目是以農業廢棄物、

含纖維素生質原料為料源，現階段廚餘利用則另有研究單位

在進行，但後續若有合宜機會，亦有意願投入相關廚餘生質

能技術之開發。 

3.目前國內已有加工生產聚乳酸製品的下游端產業，並具備良

好的研發與製造能量，但聚乳酸原料皆是由國外進口，被國

外公司所掌控，這也是核研所投入聚乳酸生產技術的原因，

希望能填補國內缺乏上游端供給聚乳酸的產業鏈缺口，健全

國內聚乳酸生質塑膠的產業價值鏈。另外環保署已公告聚乳

酸容器、托盤為第 7號塑膠，並會在回收標誌旁註明 「PLA」

字樣，不過目前聚乳酸製品雖已列為可回收塑膠，卻沒有好

的去化方法，因此核研所也規劃在未來投入回收聚乳酸能源

化與資源化的再利用技術。 

4.核研所發展生質能一直是以國內應用為優先考量，也以強化

能源自主性及降低進口石化能源依賴性為原則，報告中所述

有關原料生產及初級處理放在東南亞地區，主要是針對目前

在台灣生產尚無法有競爭力的產品及工廠進料之經濟規模

需較大的技術，例如聚乳酸原料或燃料用的生質酒精，如果

利用東南亞的資源，先將產業帶起來，讓廠家覺得有利潤，

這樣後續在國內發展更高階的產品生產，就有機會有成功的

契機。另外，上述在東南亞所推行的是大型的技術示範場

域，而台灣現階段則是優先考量推動小型示範場域，且以不

與民爭糧及不與糧爭地的農業廢棄物、廚餘為料源，另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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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不具備有像國外一樣的大規模原料收集經驗與機

制，現階段只適合先進行小面積的生質原料小收集，供小型

技術示範場域使用，例如沼氣發電、顆粒燃料等，如果小型

示範廠域能夠有經濟效益，讓業者能夠獲利，也累積原料收

集的經驗與方法，那下一階段在國內建立大型技術示範廠域

就更有機會。 

5.核研所一直跟國營企業持續保持適當的聯繫與合作，目前也

都有持續的合作在進行中，例如近期即與台糖公司、中科院

合作，由台糖公司提供合宜的畜殖場為示範場址，就地進行

創新之纖維沼氣生產技術的示範驗證。另外目前也有大型民

間畜殖場有意合作進行纖維沼氣技術的驗證，核研所在評估

後亦已開始進行合作規劃。  

6.107年中央科技計畫及 NEPII計畫中生質能計畫相關的預算

約為 3,000 萬，同時另有爭取能專計畫，預估約 1,600 萬，

而人力配置約維持 20至 25人的範圍。 

 經濟部發言紀要：  

1.依我國能源政策，2025年生質能發展目標為 813MW，其裝

置容量相當於林口電廠 1部新超超臨界機組，或約台中電廠

1.5 部燃煤機組，若順利完成，貢獻顯著，值得大家一起努

力與期待。 

2.農委會目前推廣畜殖業沼氣發電，尚包括其他禽類排泄物、

玉米桿、稻桿、甘蔗桿等，均集中至沼氣中心，讓沼氣不斷

產生，期成為基載電力。台糖公司亦與民間養豬業者合作，

建立新沼氣發電工程，其大部分係引進歐洲技術，惟歐洲與

我國畜殖型態不同，養殖過程我國含水量較大，產生之沼氣

及熱能與歐洲不同，故需進行在地化調整，此外台糖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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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有一座養殖場飼養 25,000 頭豬，目前正興建新型沼氣

廠，預定 2年完成，屆時將可產生電力。 

3.過去台糖公司曾利用蔗糖生產生質酒精，但成本太高，蔗渣

來源越來越少，爰試辦一段時間後停辦。 

4.中油公司過去發展生質柴油係以廢油摻配，推動幾年後停

止，主要原因係遊覽車業者認為恐有油路堵塞之疑慮，且配

合環保署政策收購之廢油量不明原因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

高，影響成本，故暫時停辦，未來視市場發展狀況再研議。 

5.感佩核研所配合政策投入生質能相關研究，未來不論場域或

業務需要，中油公司、台糖公司均願與核研所配合。 

委員發言紀要：  

核研所的工作職掌項目中包含環境能源領域，這意味著核研所

未來的發展勢將與其他單位分工及合作。生質能源研究目標多

元，然若能在選擇議題上，多就國家現有與未來問題著手，將

更具貢獻，如：能更有效利用生質物以緩解未來日益吃緊的供

電問題、以及利用容易因燃燒造成空氣污染之農廢材料 (如：

稻草、甘蔗等)於產生能源同時又有助於空氣污染減量，然這

二問題都存在著在地及需因地制宜的特性。建議核研所盤點現

有關鍵技術，並能多就上述這類議題發展核研所未來所需之關

鍵技術，期待未來核研所能在生質能領域，特別是供電與環境

永續議題上，扮演不可取代的角色。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關於生質能在地化及因地制宜應用的研究，核研所參與的是半

成品式的酒精廠而非與燃燒相關，以漂流木為例，經由技術形

成半成品，因體積容量減少進而提高運輸方便性，且因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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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集，所以集運成本會相對低廉，未來也將會循此原則朝向

小型模組化的生質電力應用進行規劃與研究，同時委員所提之

在因地制宜考量下，併同處理電力供應、污染減量等問題，亦

將會一併列入考量。 

委員發言紀要：  

1.請說明核研所與能源局兩者之間的分工與角色定位。 

2.簡報之生質能發展現況與評析，內容涵蓋政策面、原料面、

技術面及產業通路，核研所介紹鉅細靡遺，值得肯定。 

3.生質能計畫相關的預算約為 3,000 萬，而人力配置約 20 多

人，為了避免研發技術太分散，應集中資源聚焦關鍵技術。 

4.是否考量研發移動式小型生質能設備，應用於宮廟金紙及農

業廢棄物處理?以協助處理生質燃燒產生之空氣污染問題。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有關核研所與能源局兩者之間的分工，能源局執掌係訂定國

家能源政策，而核研所則是以從事技術研發為主要任務，兩

者已有明確分工，至於目前與經濟部旗下其他法人單位在分

工上亦有所區隔，以沼氣為例，工研院綠能所是以廚餘為生

質料源，核研所則是以纖維料源為主，因此兩者技術研發目

標並沒有重疊。另外自 102年起，核研所逐漸將生質酒精的

技術能量朝向高值化產品轉型，同時也參加經濟部的石化高

值化平台，但以開發上游端生質材料原料的生產技術為發展

方向，因此可與目前國內中下游端生質材料產業相輔相成發

展，沒有衝突問題。 

2.目前計畫人力為 25 人，這只是分組的人力，但核研所內有

不同專長的人才，都可隨時作支援。另外，與學研單位也都



 第 8 頁 

有透過不同型式的合作，因此計畫執行可符合進度規劃與需

求。至於未來聚焦的關鍵技術則包括二個主要方向，分別為

分散式生質能佈建及循環型高值化產品的生產與去化技

術，以上說明，請委員參考。 

3.有關移動式小型生質能設備的開發，抑或是固體燃料棒的製

備技術研發，由於民間已有相關的產業，因此核研所並沒有

投入開發，但後續在減少 PM2.5及降低空氣污染等議題，若

有需要核研所協助開發或提供技術之處，核研所也願意貢獻

所長。 

委員發言紀要：  

希望示範場域能夠以從生質物質產生源頭到產品的製造生產

為範圍，作完整的系統設計和運作規劃。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核研所一直以來都是使用廢棄物作料源，也始終秉持著不與糧

爭地及不與人爭糧為目標，因此今天的簡報內容也都是以廢

棄物為主作技術開發，至於在示範場域規劃方面，亦會將源

頭非糧生質原料的集運、供給至產品生產納入示範場域的研

究範疇。 

環保署發言紀要：  

1.可分解生質塑膠製品(如PLA)環保署已於民國 99年 3月公告

為應回收廢棄物，其回收時往往易與相關塑膠混淆，之前估

計年使用量約 1,500公噸。 

2.生質材料造粒或碳化為發電燃料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早期因

生質材料集運、前處理成本及發電效能等等因素考量，致未

大幅推廣進行生質顆粒燃料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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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沼氣發電向來都是環保單位配合持續推動的政策，希望養豬

產生的糞尿能妥適處理多元利用(如進行沼氣發電)。 

八、 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生質能源計畫已有具體成果，且對國內具有多元效益，請核研

所持續研究及精進。 

九、 主席結論：無。 

十、 散會(下午 4時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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