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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日考察參訪，係訪問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AIST)位於筑波

(Tsukuba)之總部，該機構係透過集合多方面領域技術者的研發能力，結合創新研

究活動，開發新技術，進而應用於新興產業。此外，亦參加於東京國際展示場所

舉辦之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的 Biomass expo 生質能展，以了解日本在纖

維酒精製程、前處理技術、生物技術、產業化等之 新發展現況，同時尋求技術

推廣的管道與機會。目前日本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策略，係為國內發展生質轉

化技術和進行專利布局，並鼓勵廠商至料源充足國家如中國或東南亞各國進行設

廠生產，至於日本本土生質能利用則將優先發展產電或熱之相關技術，以區域型

發電設施為重心。至於生質精煉議題，AIST 兩大重點發展方向為糖化平台與合

成氣平台，值得本所參考。此外，本次參訪亦深入了解日本再生能源推動情形與

內容，包括智慧社區之推動與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IT)方案之實施狀況，值

得我國繼續持續關注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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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鑒於核研所纖維酒精量產技術研發計畫已有具體成果，後續亦將以產業化推

廣以及加值化生質精煉平台推動為重點工作項目，因此本次赴日考察，安排參訪

日本生質能源領頭羊機構之一的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本次行程參訪

AIST 位於筑波(Tsukuba)之總部，透過與該所生質能專家互動交流，除可了解日

本生質能源技術之發展現況與未來產業化策略外，並可推展本所生質能技術應用，

增進雙邊未來合作與技術交流之可行性。目前本所纖維酒精研發團隊已建立多項

製程技術及量產技術測試平台，為進一步推動纖維酒精技術朝向產業化發展，本

次亦參加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之 Biomass expo 生質能展，該展覽主軸為

生質能源產業設備和材料，內容包含生質物發電發熱、生質燃料、生質物利用等，

其中更涵蓋木質纖維素酒精產業技術和設備，藉由吸取展覽內容，除了解國際上

生質能產業之發展現況外，亦可透過實質交流尋求推廣機會，落實研發成果產業

化之應用。藉由此次參訪，可促進了解日本國內再生能源推動情況、生質能利用

情形以及纖維酒精、生質精煉產業化之發展現況，有助於了解產業化推動之瓶頸，

作為核研所纖維酒精計畫研發及技術推廣之規劃參考。除此之外，藉由與生質能

技術專家之實際交流與經驗分享，建立合作資源及資訊交流之管道，有助於後續

於亞洲地區進行合作研究或共同行銷推廣之機會。再者，藉由實地參訪，有助於

提高核研所於生質能源研究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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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103 年 06 月 16 至 21 日赴日本參訪位於茨城縣之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筑波總部(AIST Tsukuba)，以及參加於東京台場東京國際展示場(Tokyo Big Sight）

舉辦之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的生質能展(Biomass EXPO)，詳細參訪行程

與工作內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赴日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工作內容 

103 年 06 月 16 日

（星期一） 

台北-日本茨城

縣 
往程 

103 年 06 月 17 日

（星期二） 
日本茨城縣 

參訪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筑波

總部 (AIST Tsukuba) 

103 年 06 月 18 日

（星期三） 
日本東京 

參觀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的 Biomass expo 生質能展 

103 年 06 月 19 日

（星期四） 
日本東京 

參觀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的 Biomass expo 生質能展 

103 年 06 月 20 日

（星期五） 
日本東京 

參觀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的 Biomass expo 生質能展 

103 年 06 月 21 日

（星期六） 
日本東京-台北 回程 

 

(一)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筑波總部(AIST Tsukuba)參訪 

1.參訪過程說明 

    本次赴 AIST Tsukuba 參訪，係與 AIST 國際部審議役坂西欣也博士接洽，並

由其擔任本次參訪之主持人。坂西欣也博士先前是 AIST 位於廣島之生質技術研

究中心(BTRC)之所長，為人和善風趣，亦曾數度前往臺灣進行演說或相關參訪

及旅遊行程。在 6 月 17 日的參訪中，AIST Tsukuba 主要與會人員包括國際部審

議役坂西欣也博士(Dr. Sakanishi)、國際部總括主幹橋本佳三先生(Mr. Hashimoto)

以及國際部總括主幹劉彥勇博士(Dr. Liu)等人，而核研所參與人員則為化學組許

登傑先生與顏豐裕先生。 

   本次參訪流程如表 2 所示，參訪行程首先在位於 AIST Tsukuba 第二中央區之

本部行政大樓(main administrative building)進行雙方交流，合影留念請參考圖 1，

在這裡由橋本佳三先生負責介紹 AIST 之沿革與現狀，包括目前發展規劃與國際

合作現況，值得注意的是橋本佳三先生全程使用中文解說。接著，由坂西欣也博

士負責介紹目前 AIST 生質精煉研發之現狀與展望，而後則由核研所負責介紹本

所之沿革與研發情形，並特別說明本所生質精煉之現況與未來規劃，核研所簡報

檔案請參考附件 1。經過簡報後，AIST 與我方充分討論生質精煉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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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平台，可

以及利用雙

開發，可提升

討會舉辦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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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製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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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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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技術

限制

日本現行

外專利布局

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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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授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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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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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氣產液態燃

 

發展策略，係

足國家如中

地域評估有

稈和蔗渣。然

熱，以區域型

開放之態度

能產液態燃

燃料之流程

係為國內發展

中國、東南亞

有兩地較適宜

然而，由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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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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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過程中相關提問與答覆整理如下: 

(A) 提問:在原料價高、量少的情況下，日本國內自主生產生質液態燃料或化學品，

如何進行技術推廣與發展? 

答覆:日本現行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策略，係為國內發展生質轉化技術和進

行專利布局，鼓勵廠商至料源充足國家如中國或東南亞各國進行設廠生產，

若仍要在國內生產，經地域評估兩地 適宜生產，分別為北海道和沖繩地區，

適用生質原料分別為麥稈和蔗渣。在日本國內料源不足狀況下，優先發展生

質能產電或熱，以區域型發電設施為重心。 

(B) 提問:AIST 對於纖維水解酵素發展之策略為何? 

答覆:國外商業酵素價格高和具風險性，以自行發酵纖維水解酵素生產技術開

發，於廠內生產自己自足為目標。 

(C) 提問:技術授權於國內外是否有差異或限制? 

答覆:日本採取較開放之態度，對於授權國內、外企業較無限制。 

(D) 提問:目前日本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方向為何? 

答覆:生質酒精技術仍會持續發展，但傾向不直接與汽油混摻添做為車用燃料，

而是先轉換為 ETBE 後再添加至汽油混合使用。至於，生質燃料發展認為丁

醇較酒精更適合直接作為車用燃料，且應用性更為廣泛。 

 

4.參訪能源科技研究部門轄下之資源轉換觸媒組實驗室 

本次資源轉換觸媒組實驗室(Resource Conversion Catalyst Group Laboratories)

之參訪係在坂西欣也博士的陪同下，由劉彥勇博士與其他實驗室同仁負責解說。

此實驗室係位於 AIST Tsukuba Central 5，其主要研發主題係為發展可用來製造高

品質運輸用燃料之相關觸媒。主要研發動機之一係從保護大氣環境之觀點，亦即

藉由採用潔淨燃料將能有助於車輛廢氣之減量。另一研發動機則是從保護全球環

境之觀點，亦即藉由引擎燃燒改善科技與生質燃料之採用將有助於降低運輸部門

對石油之依賴程度。 

如圖 15 所示，資源轉換觸媒組已經能將 HDS(hydrodesulfurization)觸媒具體

商業化以生產無硫(sulfur-free, S<10ppm)柴油。此外，其亦與觸媒公司合作將能

耐受硫之貴重金屬觸媒(sulfur tolerant noble metal catalyst)具體工業化以生產低芳

香族 (low-aromatics)之柴油。目前資源轉換觸媒組正與泰國之國家研究院

(NSTDA/MTEC, TISTR)合作研發生產高品質生質柴油燃料(BDF, biodiesel fuel)

之技術，採用的觸媒係為能改善 BDF 氧化穩定度之貴重金屬觸媒。除此之外，

該組亦發展能生產下一世代生質燃料之基礎觸媒技術，包括: 

(1)生質物之閃化/觸媒熱解(Flash/catalytic pyrolysis)，以及藉由氫化去氧

(hydrodeoxygenation)方法將熱解所得之生質油(bio-oil)轉換為高價值之碳氫

燃料(hydrocarbon fuel)。 

(2) 生 質 物 氣 化 (biomass gasification) 所 得 之 合 成 氣 (synthesis) 之

Fischer-Tropsch 合成觸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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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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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直接異構

，主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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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至於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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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觸媒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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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 研究主題包含穩定糧食供應系統、氣候變遷和生質物、發展新農

業和糧食工業、農業和農村規劃、核災應變和農業機械化推廣，本次展出內

容包含生質物燃料應用、堆肥和肥料開發及纖維酒精製程開發。生質物燃料

應用技術開發係以將乾稻稈製為錠狀進行燃燒，作為產熱或發電；而堆肥和

肥料開發則為將畜產廢水，進行肥料產製和堆肥發酵產出熱回收進行再利用，

降低畜產廢水和循環利用。 

    NARO 發展纖維轉化酒精程序，以地域性資源之小型規模製程技術開發

為首要目標，期可達多樣性原料投料和簡單程序之準則。以稻稈和

Erianthus( 蔗 草 ) 為 木 質 纖 維 素 原 料 ， 纖 維 前 處 理 和 糖 化 方 法 為

CaCCO( calcium capturing by carbonation)法；步驟係由前處理步驟中纖維原

料加入 Ca(OH)2，稻稈於 90°C 下反應，而蔗草為 100°C 下反應，各反應 1

小時，續添加 CO2 作為中和劑，使 CaCO3 為可溶性 Ca(HCO3)2，同時直接添

加纖維水解酵素分解纖維素與半纖維素，水解固液比操作為 28%，經水解 72

小時後，稻稈可得總糖(葡萄糖和木糖)轉化率約 80%，而蔗草可得總糖轉化

率約 68%，取得糖液發酵轉化為酒精，如圖 23 所示。NARO 自行開發纖維

水解酵素生產發酵技術，使用生產菌株為 Trichoderma reesei 突變株，利用

UV 突變 Trichoderma reesei ATCC66589，酵素生產方法係以添加不同比例葡

萄糖、木糖、纖維雙糖、阿拉伯糖、澱粉或蔗糖等低成本糖類進行連續饋料

添加誘導，並根據誘導糖比例調整進行生產不同酵素組成的調和酵素，根據

調和酵素特性應用至不同木質纖維素原料，如圖 24 所示，原生 ATCC66589

於標準纖維素為原料進行誘導可得酵素活性達 25FPU/mL，以葡萄糖和雙糖

進行誘導可得酵素活性約 13FPU/mL，而經突變菌株以標準纖維素誘導可達

28FPU/mL 與糖類誘導可得酵素活性約 20FPU/mL。該單位也進行共發酵菌

株開發，該菌株為可於發酵溫度 40°C 操作之 xylulose 代謝菌株 Candida 

glabrata 3163 dgXK1，以同時異性化發酵程序(Simultaneous Isomerization and 

Fermentation, SIF)進行轉化木糖為酒精，所謂同時異性化發酵程序是指於木

糖水解液中添加 xylose isomerase 酵素將木糖轉為 xylulose ，水解液中

xylulose再被發酵菌株利用轉換為酒精，其酒精產率可達 75%，如圖 24所示。 

    針對因應日本高料源收集成本和料源供應量不足造成纖維產業商業化

瓶頸，NARO 開發可大量收集和單位面積高密度之生質原料，若以目前農業

廢棄物收集進行纖維酒精產業仍需政府補助，而發展狼尾草和芒草原料種植

則無需額外補助。NARO 改良之生質作物 Erianthus JES2，可使目前收集原

料成本由每公斤 15 日元降至每公斤 6~10 日元，然而參展解說人員榊原祥清

博士認為日本國內料源發展仍有瓶頸，建議至東南亞國家進行大面積栽種和

收集較為合適。目前 NARO 稻稈纖維酒精生產成本約每公升 150~200 日元，

預期目標達每公升 100 日元以下，期以利用地域性生產系統模式達成，由農

地收集稻稈進行生質酒精生產，稻葉收集生產肥料賣出作為動物飼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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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農林水產業中心 (JIRCAS, Ja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 

日本 JIRCAS 研究主題為資源環境管理、糧食穩定生產、農村活性和國

際情報收集和提供，該中心以老化油粽櫚樹幹產出酒精製程和與石川島技術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HI)產官學共同合作開發之 GTL 計畫為展出主軸，小杉

昭彥博士在該展出亦有參與成果演講，演講題目為東南亞生質物轉換技術開

發和產業化，展出和演講內容分述如下： 

(a) 老化油棕櫚樹幹產出酒精製程： 

馬來西亞和印尼每年可生產約 4200 噸棕櫚油，為維持棕櫚油生產品質，

約每 25 年需更新樹種，屆時將有大量棕櫚樹幹砍倒和丟棄，JIRCAS 研

究發現老化油棕櫚樹汁含有高含量糖類，經實驗室測試其為可發酵轉換

為酒精之糖類，並經分析後，發酵樹幹搾汁液中的糖類包含有蔗糖、葡

萄糖和果糖，其總糖濃度可達 108~113g/L，而採收後的樹幹經熟成程序

後，可使糖濃度增加至 140~160 g/L，即每公斤樹幹可產生 93.8 公斤糖，

經換算每公頃可產生 9300~10100 公升酒精，較甘蔗轉換酒精生產量

4500~7200 公升高，若再將固形物中柔組織(parenchyma)進行水解，即每

公頃可產生酒精可再提升至 14000~16000 公升，具非常潛力生產生質酒

精的生質作物，如圖 25 所示。JIRCAS 開發處理量 500kg/h 剝除樹幹外

皮設備，剝除外皮粉碎後作為合板使用，而剝皮樹幹進入處理量 750kg/h

壓搾設備，加水進行搾汁，可取得 80%汁液，糖濃度約 12%，經發酵可

得約 5%酒精，如圖 26 所示。JIRCAS 依上述取得參數，進行零排放油

棕櫚產業共構設計，如圖27所示，將棕櫚樹產油廠和樹幹生質酒精共構，

所得廢料進行產氣、電或熱，降低棕櫚油產生過程所造成廢棄物。 

 



 

圖 25 JJIRCAS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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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棕櫚樹幹產產製酒精開開發計算 
 



 

圖 26 JIRCAS 老老棕櫚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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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產製酒精開開發之壓搾搾程序和發酵酵測試 

 



 

圖圖 27 JIRCA

27 

AS 棕櫚油產

 

 

 

 

產業共構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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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石川島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IHI)產官學共同合作開發之 GTL 計畫 

由於棕櫚油在東南亞為第一大產業，然而產油廢水問題和 20～25 年收成

循環老樹砍伐造成土壤污染、沼氣增生和新植栽無法快速更替之問題，

JIRCAS 所開發老棕櫚樹搾汁產糖和糖化技術，與 IHI 進行產官學合作開

發，於 IHI 所開發反應器產生甲烷氣，並結合產油工廠所產出廢水經 IHI

反應器產出甲烷氣，經由 FT 合成方法轉為液態燃料，該製程技術稱之

為 AGRI CHEMICAL，如圖 28 所示。其中，JIRCAS 糖化技術開發中，

如圖 29 及 30 所示，Biogloical simultaneous enzyme production and 

saccharification (BSES) 同時酵素生產糖化法：Clostridium thermocellum

為程序使用菌株，該菌株具有厭氧、高溫和纖維分解特性，該程序將 C. 

thermocellum 培養於高纖維素含量料源，纖維素含量至少 10g/L，並外添

加高溫 β-glucosidase 酵素降低纖維雙糖抑制作用。於 10%標準纖維素含

量進行水解，於 8 天水解可達纖維素轉化糖效率可達 70%，其也應用至

鹼處理法之稻稈原料中，同樣纖維含量同樣可達 72%水解轉化率。BESE

程序可經由回收菌液和酵素重復使用續行水解程序，只需再投入營養源

即可。 



 

圖 28 JIRCAS 與 IHI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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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產官學合合作開發 BBTL 製程技技術 

 



 

 

 

 

圖

圖 29 JIR

圖 30 JIRCA

RCAS 開發

AS 開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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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產業經濟省(METI)施行之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eed-In Tariff Scheme 

for Renewable Energy)方案 

自從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日本政府便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使用以便補

足電力缺口。因此，日本產業經濟省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METI)於 2012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方案(FIT 

scheme for Renewable Energy)，期待能促進日本本土再生能源之有效整合與應用，

並喚起大眾接受再生能源之意識以便有效落實在一般民眾之生活中。 

在本次 Smart Community Japan 2014 展覽中，日本產業經濟省亦有特別派員

設攤參展，同時其展覽之主要焦點亦著重在 FIT 制度之釋疑與推廣，由於我國與

日本在地理環境上有許多類似之處，因此在展覽期間我們特別向產業經濟省之參

展同仁了解，並討論整個 FIT 制度之內容與相關施行細節，以期能做為我國發展

再生能源之參考，茲就其結果摘錄如下: 

(a)施行方式: 

    FIT 方案主要目的在藉由整體電力使用者之支持下，促進日本再生能源之發

展。亦即，政府強制電力公司必須基於固定期間合約以固定價格購買藉由經核准

之再生能源所產生之電力，以此產生採用再生能源做為發電之誘因。再者，購買

再生能源所生成電力之費用係以日本全國一致超額電力費用(surcharge/kWh)之

方式轉嫁至消費者，根據其電力之使用量按照比例收取。不過，對於需消費非常

大量電力之製造業(高於平均製造業電力用量八倍以上)或遭受日本大東北 311 地

震之受災戶可免除一部分之超額費用或在一定期間內免除超額電力費用之收

取。 

    此外，由於再生電力採用之速度可能因地區而異，所以特別成立一稅負調整

組織(cost bearing adjustment organization)以調整所建立之超額電力負擔分配方式。

而電力公司從民眾消費者或製造業所收取之超額費用必須先提交至稅負調整組

織，然後再基於實際購買成本發還給個別電力公司。 

    至於每度電超額費用之訂定、電力購買價格與購買期間以及再生能源產電設

施之認定則由政府部門所成立之購買價格計算委員會 (Procurement Price 

Calculation Committee)負責，相關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IT)方案施行流程詳見

圖 35。 



 

 

(b)具

a.受

   

低於

具體

至於

年，

費用

言，

型之

系統

   

認證

電設

 

具體補貼內

受補助之再生

 受補助之

於 30MW 之

體補貼情形

於生質能產

，購買價格與

用以及投資

，其產生之

之風力設備

統而言，強

 除此之外

證，以確定其

設備，其所

圖 35 再

內容: 

生能源產電

之再生能源產

之水力(hydr

形詳見圖 36

產電項目則分

與保證收購

資報酬率等。

之多餘電力若

備之發電亦在

強制購買僅限

外，若要申請

其發電設備

所發之額外電

再生能源產電

電項目 

產電項目包

raulic power

，每度電扣

分布在日幣

購期間之訂定

。在目前的方

若饋入電網

在強制購買

限於不影響

請補助，其發

備是否能穩定

電力都必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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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一)日本生質能發展策略 

    根據本次赴日參訪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實際參觀 Biomass EXPO 展出

內容、聆聽生質能相關演講以及與相關單位專家討論所得之結論，可以推論出在

日本國內料源稍嫌不足，且日本政府亟欲推動再生能源發電政策的企圖心下，日

本本土生質能利用將優先發展產電或熱之相關技術，以區域型發電設施為重心。

至於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策略，係為國內發展生質轉化技術和進行專利布局，

並鼓勵廠商至料源充足國家如中國或東南亞各國進行設廠生產。上述結論可由以

下幾項具體事實加以印證： 

(1) 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坂西欣也博士於 6月 17日參訪簡報中曾提及日本

現行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策略係為於國內發展生質轉化技術並進行國外

專利布局，鼓勵廠商赴料源充足國家如中國、東南亞等各國進行設廠生產。

同時坂西欣也博士於 6 月 19 日在 Biomass EXPO 會場之演說中亦進一步指

出，AIST 規劃建立東亞生質能源網，與生質源料豐富之東亞各國如中國、

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之單位結盟，結合日本技術和設備

輸出形成一供應鍊，所生產生質燃料或化學品再運回日本使用，降低日本

本土原料不足瓶頸。AIST 所規劃之 2005～2020 年生質能技術發展藍圖，

分為兩個技術發展方向，亦即分散型能源和運輸用液體燃料製造，在 2005

至 2010 年主要發展分散型能源，2010~2020 年發展運輸用液體燃料製造。

短期發展以產氣生電、生質酒精和柴油技術開發，長期生質化學品為開發

重心。 

(2) 本次 Biomass EXPO 所展出技術主要集中在區域型沼氣設備技術、生質物

燃燒產電等能源轉換相關技術，僅有少數展覽攤位展出關於生質物產製燃

料或化學品之物質轉換相關技術，此應與日本政府實施再生能源產電饋入

補助(FIT)方案之誘因有關。 

(3) 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能源科技研究部門轄下之資源轉換觸媒組實驗室

正與泰國之國家研究院(NSTDA/MTEC, TISTR)合作研發生產高品質生質

柴油燃料(BDF, biodiesel fuel)之技術，採用的觸媒係為能改善 BDF 氧化穩

定度之貴重金屬觸媒。 

(4)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農林水産業中心(JIRCAS)採用東南亞料源棕櫚樹進行榨

汁，再以發酵產製酒精，並與 IHI 公司進行產官學合作，發展棕櫚廢水和

舊棕櫚樹汁產氣進行 GTL 技術開發。 

(5)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NARO)參展解說人員

榊原祥清博士認為日本國內料源發展仍有瓶頸，建議至東南亞國家進行大

面積栽種和收集較為合適。 

    目前納入電力收購補助之生質能項目包括沼氣與生質物燃燒發電，其每度電

扣除稅後收購價格在日幣 13 元至 39 元間，以沼氣發電之補助為 高，保證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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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則皆為 20 年。在日本料源較缺乏且收集成本較高的前提下，先階段生質物

料源傾向優先使用來發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未來若高價生質化學品、燃料製

程技術成熟且市場需求強勁，是否會與生質能發電策略產生競爭關係，仍有待觀

察。 

 

(二)生質精煉發展方向 

    目前日本對於生質物利用之目標技術與產品，係依照不同生質物的種類與來

源而有不同之思考。譬如，對於下水道汙泥與食物廢棄物而言，目標產物係為甲

烷、氫氣、肥料、動物飼料等。至於農業廢棄物(如稻殼、稻稈及蔗渣等)、能源

作物(樹薯、甘蔗、棕梠樹等)及水生生質物、林業生質物等，目標產物則為甲醇、

二甲醚、合成燃料、烯烴、氫氣、生質柴油、生質塑膠、生質化學品、生質酒精、

生質乙烯、生質丙烯等。而目前 AIST 針對 woody biomass 技術開發，兩大重點

發展方向為糖化平台(Sugar platform)與合成氣平台(syngas platform) 

(1) 糖化平台:係利用機械研磨與水熱法做為前處理方式，然後再經酵素水解與

發酵轉化為酒精、乳酸、丁醇或其他高價化學品。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

所 (AIST)於先前經由 NEDO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o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之支持，已將技術技轉 Oji Paper (王子製紙;三井

集團)，並在廣島 (Hiroshima)Oji Paper 廠址建造日進料 1 噸之測試工廠

(2009~2013 年)，預計 2014 年後開始著手進行規模廠之建置規劃。 

(2) 合成氣平台: AIST 在 2000-2010 年係以發展觸媒以便自石油中提煉低硫、

低芳香族之汽油或柴油，目標是對環境友善之燃料技術。而 2010 年後，

AIST 傾向發展可取代傳統石化燃料之燃料技術，即係直接將生質物高溫

氣化產生合成氣後，再經觸媒轉化(Fischer-Tropsch process)，生成 bio-DME

或其他中間體，再去合成所需之烯烴(Olefins)或(Aromatics)。 

    目前核研所糖化平台之前處理技術雖與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有所不同，

然而技術水平應至少在伯仲之間。此外，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亦希望透過此

平台經由後續生物轉化之方式發展其他高價化學品，此部分之策略與我們類似，

並與國際趨勢一致。至於合成氣平台之觸媒轉化製程，目前核研所暫時投入較少，

未來應視料源特性與成本競爭力，評估是否有適當技術缺口，再予以切入。 

 

(三)日本再生能源推動情形 

    自從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日本政府對於能源政策的推動展現極大企

圖心，一方面希望透過推動智慧社區之實際運行，以促進電力與熱能之有效整合

與利用，達成節能省碳的具體實踐。另一方面，則透過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IT)

方案之實施，希望能提升再生能源發電佔全體發電量之比例，以達成供電自主的

成效。茲分別就其內容值得我們借鏡之處，整理如下： 

(1) 智慧社區可以稱作下一世代之社區，其藉由基礎建設之管理與控制之 佳

化，便可創造出更適合人類與環境之智慧電網系統，並可因地制宜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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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區之具體操作模式，這樣的政策思維值得同為海島國家的我們繼續

深入瞭解與參考。由於智慧社區仍處於概念階段，藉由綠能科技之不斷發

展，未來在發展上仍有許多可能性，建議台灣亦能參酌這樣的概念，並依

據目前自身綠能科技之優勢處，因應各區域不同之需求，規劃出更有效率

之電能供應網策略。 

(2) 日本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IT)方案主要目的在藉由整體電力使用者之

支持下，促進日本再生能源之發展。亦即，政府強制電力公司必須基於固

定期間合約以固定價格購買藉由經核准之再生能源所產生之電力，以此產

生採用再生能源做為發電之誘因。再者，購買再生能源所生成電力之費用

係以日本全國一致超額電力費用(surcharge/kWh)之方式轉嫁至消費者，根

據其電力之使用量按照比例收取。此外，由於再生電力採用之速度可能因

地區而異，所以特別成立一稅負調整組織以調整所建立之超額電力負擔分

配方式。而電力公司從民眾消費者或製造業所收取之超額費用必須先提交

至稅負調整組織，然後再基於實際購買成本發還給個別電力公司。至於每

度電超額費用之訂定、電力購買價格與購買期間以及再生能源產電設施之

認定則由政府部門所成立之購買價格計算委員會負責。由以上說明可知，

此政策能否順利推動，主要必須取得全體民眾之支持，並且相關施行細節

必須有公正第三方介入協調並監視，值得做為我國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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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目前日本生質燃料或化學品發展策略，係為國內發展生質轉化技術和進行專

利布局，並鼓勵廠商至料源充足國家如中國或東南亞各國進行設廠生產，此

一策略與本所產業推動方向不謀而合，建議應加快本所東南亞產業化與專利

佈局之時程。此外，日本生質能利用將優先發展產電或熱之相關技術，以區

域型發電設施為重心，建議可作為我國政府各相關單位推動本土生質能有效

利用之政策參考。 

(二)AIST 針對生質能技術開發，兩大重點發展方向為糖化平台與合成氣平台，       

其中合成氣平台之觸媒轉化製程，目前核研所暫時投入較少，未來應視發展

契機、料源特性與成本競爭力，評估是否有適當技術缺口，再予以切入。 

(三)AIST 筑波總部發展項目較為多元化，而生質精煉和生物技術發展集中於位

於日本中國地區生質精煉研究中心和北海道生物技術中心，未來可安排與此

兩中心技術進行相關更密切之交流活動。 

(四)由於我國地理環境與日本相近，因此日本再生能源推動情形與內容，包括智

慧社區之推動與再生能源產電饋入補助(FIT)方案之實施狀況，值得我國繼續

持續關注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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