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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2014 年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於 9 月 12 日至 9 月

14 日在大陸徐州舉行，會議之主題包括煤炭智能化開發與低碳化利用、油氣高

效勘探開發與非常規天然氣、電力清潔生產與綠色發電技術、綠色能源與節能減

排及綠色經濟與綠色生活等議題。此論壇始於 2005 年，係由兩岸學者共同發起

促成的高水準學術交流活動，旨在為海峽兩岸專家學者搭建高層次合作交流平

台，共同謀求應對氣候變遷之策，尋求能源可持續發展之路。參加會議藉以掌握

兩岸間碳捕捉/分離與貯存相關技術發展之現況與趨勢，並發表論文與國際學者

專家討論分享近年來在二氧化碳捕獲開發研究成果。由此次會議觀察，海峽兩岸

之燃煤排碳皆屬於高排名，在減碳議題上實有極為共同之處，亦為世界先進國家

共同追求目標。潔淨煤關鍵技術隨著國際空污法規更趨嚴格，主要包含除塵、脫

硫、脫硝及重金屬等項目將影響全球永續能源發展。工業部門高耗能排碳產業對

於永續能源需求展現積極作為，以綠色製程如減廢減碳、降低空污與提高副產物

價值等作為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標的。整體而言，此會議對推動海峽兩岸合作應對

氣候變化及共同推動能源革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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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is report expatiate the conference activities named「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held on September 

12-14, 2014 in Xuzhou, China. The topics of forum includ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nd 

low-coal utilization”, “Efficient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and 

unconventional gas”, ”Clean production and gree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 and “Green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economy and green living”. 

This forum focus on building up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climate change issues 

between Taiwan straits, which begins in 2005 and launch for pursuing sustainable energy. 

Due to being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CCS, it is significant that energetic attitude,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and adequate discussion in join this meeting especially in 

comprehend global tendency for necessities in accomplishment of joint project by INER 

presenting paper in this program. The high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 is major from 

coal-fired plant, which exhibits in carbon reduction issues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emoval of particulate, sulfur, oxides of nitrogen, 

and trace metal are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s. 

Besides, the sustainable energy requirement has essentially role in industrial sectors, which 

facilitates related green activities such as carbon mitigation, emission clearance, and 

high-value products. Specifically, it is effectively promoting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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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2014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第十屆)於 2014 年 9 月 12 日

至 9 月 14 日在大陸徐州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與綠色能源

技術”，由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共同主辦，

中國礦業大學承辦。於兩岸能源及環境領域專家學者學術研討、教育宣導、企業

永續發展、兩岸交流等活動。此論壇前身始於 2005 年兩岸能源與環境永續發展

科技研討會，歷經近十年發展，已成為兩岸能源與環境領域專家學者重要的學術

交流平台，影響日益擴大。有 5 項主要技術專題：煤炭智能化開發與低碳化利用、

油氣高效勘探開發與非常規天然氣、電力清潔生產與綠色發電技術、綠色能源與

節能減排及綠色經濟與綠色生活等議題。 

本次論壇包括 14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27 名臺灣嘉賓在內的 110 餘名專家學

者參加，臺灣 14 篇、大陸 16 篇共計 30 篇報告於此論壇中進行發表。出訪 2014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可進一步了解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

的技術發展現況，提供核研所發展減碳及永續能源聚焦方向參考，整體而言，成

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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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過過過過    程程程程    

(一)本次行程安排 

 

項次 日期 
地點 

目的 
出發 抵達 

1 103 年 9 月 12 日 
台北 

桃園 
大陸徐州 

啟程 

報到 

2 103 年 9 月 13 日 中國礦業大學 

出席會議 

研究心得交流 

發表論文 

3 103 年 9 月 14 日 
中國礦業大

學 
台北 

出席會議 

研究心得交流 

發表論文 

回程 

 

(二)會議場地 

    

會議地點: 中國礦業大學南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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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議程:詳細會議議程參考附件三 

年會開幕式在中國礦業大學南湖校區舉行。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原

副院長、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大陸方面理事長謝克昌院

士，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

續發展論壇臺灣方面理事長簡又新，徐州市人民政府市長朱民，中國礦業大

學黨委書記鄒放鳴，青島科技大學校長馬連湘分別致辭。 

論壇上，共有 13 位臺灣嘉賓、15 位大陸嘉賓發表了演講。會議議程主要分

為「特邀報告」與「專題報告」二項。 

特邀報告針對「高碳 能源低碳化利用與綠色能源技術」重點如下: 

1. 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思考與研究 

2. 臺灣能源永續的挑戰與機會 

3. 煤礦智慧化開採關鍵技術 

4. 台塑石化公司能資源整合成果暨未來展望 

5. 中國葉岩氣勘探開發新進展與未來形勢展望 

6. 中鋼能源與環境策略規劃 

 

專題報告則對於 5 項主要技術專題： 

1. 煤炭智能化開發與低碳化利用: 兩岸減碳淨煤發展現狀、碳捕獲、利用與

埋存（CCUS）的研發進展。 

2. 油氣高效勘探開發與非常規天然氣: 臺灣天然氣發展與兩岸合作契機、中

國非常規天然氣開發利用戰略研究、能源轉換與利用-風能制氣應用。 

3. 電力清潔生產與綠色發電技術: 臺灣電力公司節能減碳與污染防治策

略、煤炭分級轉化清潔發電技術實現近零排放、智慧電網、SO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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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色能源與節能減排: 臺灣綠色經濟發展經驗分享、企業永續資訊揭露之

推動與發展、城鎮礦山發展現狀與展望、高值化資源化利用技術。 

5. 綠色經濟與綠色生活: 中國的環境挑戰和能源前景展望、臺灣工業部門節

能投資與節能潛力評估、煤炭開採水資源保護與利用技術、太陽能光伏

發電、綠色產業發展趨勢等。 

 

(四)發表文章摘要(參考附件二) 

題目: 天然石灰石製備中高溫鈣鋁捕碳劑及其特性分析 

摘要: 二氧化碳捕獲技術開發為溫室氣體減量關鍵技術之一，對於全球環境保護

具有極重要意義。自中高溫環境例如燃燒前(Precombustion)捕獲 CO2 技術，具有高

濃度之潛能，若能克服高溫劣化(sintering)缺點，藉由多次迴路程序，則將大幅提

升捕獲量。本研究探討利用天然石灰石(Limestone)製備之含鈣鋁捕碳劑(LAs 

sorbent)，依酸化時間不同分為 LA24、LA48 與 LA72，並應用於中高溫(750 
o
C)反應

進行二氧化碳捕獲試驗，特性分析部份則是進行了 BET、與 XRD。首先，天然石

灰石須先經過醋酸處理，材料與酸重量比例為 1:1.8 分別浸泡 24、48 與 72 小時，

接著搭载鋁於石灰石表面上以增加其高溫穩定性，其中 Ca 與 Al 莫爾比例為 7:1。

熱重分析儀(TGA)之初步結果顯示，LA24、LA48 與 LA72 於 750 
o
C 之 CO2捕獲量

高達 53.8 wt%、47.4 wt%與 43.2 wt%。本研究亦發現中高溫材料之二氧化碳捕獲能

力及熱穩定性與鈣、鋁之莫爾比例高度相依，由於 LAs 具有優越之孔洞結構與均

勻之鈣鋁氧化物分散性，因此於多重迴路捕獲-脫附(capture-desorption)測試中表現

出優越之穩定性。三種捕碳劑於 750 
o
C 下之 40 次迴路捕獲測試結果顯示其穩定

性依序為 85.1 % (LA24)、81.8 %(LA48)以及 79.2 %(LA72)。另外，本研究亦比較不

含鋁修飾之石灰石捕碳劑性能，其初次捕獲量與 LAs 類似，但熱穩定性不如經鋁

修飾之捕碳劑。 

 

(五) 大會閉幕與下次會議舉行地點 

由主辦地代表太原理工院謝克昌院士與簡又新董事長做大會總結發言致詞，並介

紹 2015 年論壇承辦單位。會議決定，明年論壇年會由臺灣淡江大學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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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整體而言，本次論壇包括 14 名中國工程院院士、27 名臺灣嘉賓在內的 110

餘名專家學者參加，臺灣 14 篇、大陸 16 篇共計 30 篇報告於此論壇中進行發表。

依據官網介紹，本屆年會是在習近平總書記宣導能源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召開

的，對推動海峽兩岸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及共同推動能源革命具有重要意義。特邀

報告舉例重要心得如下： 

 

(一 ) 鑒於全球未來趨勢走向，發展「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與綠色能源技術」為

兩岸共同須面對挑戰。依據中國工程院謝克昌院士分析「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

革命的思考與研究」，基於能源有效利用、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環境生態壓力加

大、能源安全形勢嚴峻、世界能源版圖變化、應對氣候變化責任、城鎮化發展、

體制機制改革必需等問題，以大陸每年 GDP 成長約 8%估算，至 2010 年全國燃

煤用量已增加 20 億噸煤用量，往後 10 年間將更大幅增加，為維持穩定能源供應

並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必須思考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關係。應對氣候變遷實施能

源的可持續發展始終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近年來以綠色能源為方向的能源技

術革命最有可能引發新的工業革命。以大陸對於未來數十年之發展規劃方向，應

以「煤炭資源化與清潔利用」、「以重大工程驅動油氣資源」、「發展新能源與再生

能源」、「進行節能與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智慧能源網」、「推行核能新政策」等

建立完善政策與市場運作機制。 

     

 
   圖 一   謝克昌院士演說「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思考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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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又新董事長特別強調「永續發展」最主要原因為「氣候議題將是未來人類

的最大挑戰」，而減碳得從改變生活習慣、從都市基礎建設開始做起，目前人類

所面臨的是新能源革命，如何在資能源耗竭的限制下，減少能源的消耗與使用，

並同時發展經濟，是我們目前需要關注的焦點。2014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UNFCCC COP20)舉行在即，本屆會議主題重點即是「共同奠定 2015 年巴黎氣候

大會的最終決議」，各國需提交達成減碳目標的計劃，而這同時也關係到國家競

爭力的提升，簡董事長在最後並期許，雖然目前歐美等國領先發展，倘若能抓準

時機，「21 世紀就是我們的」。發展低碳减排與改變能源使用有極大關係，要改

變現有生活型態與生活行為，進行新一代的工業革命，並思考高速發展經濟同時

如何盡可能減少煤炭，此外，在改變的基礎上必須同時兼顧國家競爭力。 

 
圖 二   簡又新董事長演說「臺灣能源永續的挑戰與機會」 

 

中 國 礦 業 大 學 校 長 以 「 煤礦智慧化開採關鍵技術」 為 題 發 表 演 說 ，

鑒 於 亞 太 地 區 能 源 運 用 趨 勢 ， 至 2030 年 仍 以 中 國 大 陸 使 用 煤 炭 能 源

成 長 幅 度 最 大，以 2012 年 統 計 數 據 顯 示，全 國 共 消 耗 36.2 億 噸 煤 (約

佔 全 部 能 源 66%)。 據 EIA2011 年 國 際 能 源 展 望 ， 高 碳 能 源 使 用 造 成

CO2 排 放 量 激 增 已 危 及 全 球 環 境，此 外 環 境 中 的 霧 霾 汙 染 控 制 亦 為 重

點 。 因 此 發 展 高 碳 能 源 低 碳 化 具 有 急 迫 性 ， 其 達 成 路 徑 分 為 :「 提 質

增 效 」 提 高 能 量 效 率 減 少 排 放 、「 綠 能 替 代 」、「 提 高 能 效 」 等 。 煤 炭

開 採 技 術 將 由 傳 統 人 力 /機 械 開 採 技 術 ， 在 此 期 間 ， 有 關 煤 炭 開 採 之

「 安 全 生 產 管 理 」 為 安 全 生 產 的 重要途徑， 如 何 藉 由 智 能 感 知 、 分 析

決 策、智 能 調 控 等 逐 步 演 化 為 無 人 採 礦 時 代，成 為 此 技 術 成 敗 為 最 重

要 關 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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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中 國 礦 業 大 學 發 展 之 「煤礦智慧化開採關鍵技術」 

 

(二 )  有 關 產 業 界 在 能 源 與 環 境 發 展 現 況，臺灣嘉賓從節能投資與節能潛

力，製造業、電力與鋼鐵行業節能減碳，綠色經濟發展，燃料電池等多方面介紹

了臺灣的先進做法、研究進展等。 

    台塑公司以「六輕計劃」建設台灣石化工業園區為例，強調其能資源整合於

提升節能減碳貢獻。其煉油事業部產量達 2500 萬噸/年，烯烴產能 293.5 萬噸/年，

具體作法為利用現地麥寮工業港海運，進行原油與成品運輸，減少陸運能源消

耗。統一設置公用發電系統，提高發電能源效率，於 1997 年運轉汽電共生系統，

蒸氣產能 10,875 噸/時，可發電 282 萬千瓦。在能資源整合方面，主要以煉油廠

尾氣回收及燃氣再利用、空污改善及冷卻水整合運用為主。目前已達明顯整合效

益(下述幣別為人民幣)：以氫氣回收利用為例，整合後節省燃料達 242 噸/日，CO2

減排 212 千噸/年，收益 338,894 千元/年。乙烯回收利用為例，整合後增產丙烯達

250 千噸/年，收益 257,400 千元。甲烷回收利用為例，整合後節省燃料達 367 噸/

日，CO2 減排 356 千噸/年，收益 674,659 千元/年。空汙改善以 25%乙二醇胺(DEA)

進行 H2S 吸收，其胺液再生塔之蒸氣管網有效利用已有效降低硫磺工場之胺液氣

提塔蒸氣再生用量達 0.8 噸/小時，未來將與國內學研單位整合進行二氧化碳捕獲

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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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台 塑 石 化 董 事 長 演說「台塑石化公司能資源整合成果暨未來展望」 

 

    中鋼公司以「創新」及「節能環保」為其企業願景，在節能環保成果以 5G

為主要訴求。分別為綠色製程(green process)、綠色產品(green product)、綠色事業

(green business)、綠色夥伴(green partner)、綠色生活(green life)。預計於 2020 年目

標需達「低碳、低汙染、高價值」目標，其 CO2 減量以<1.97 噸 CO2e/噸粗鋼目標，

與原有 BAU 之 2.26 噸 CO2/年比較，減碳路徑規劃達 12.8%，以內部節能減碳、

自產燃氣優質化、新能源開發(生質能/燃料電池/離岸風電)、區域能源整合等為

主要實施項目。 

    

 
圖 五   中國鋼鐵公司董事長演說「中鋼能源與環境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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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則以葉岩氣勘探開發新進展與未來形勢展望發表

演說，其主要分布於四川盆地海相頁岩區，勘探開發結果預估目前可生產頁岩氣

達 6 億立方米，至 2030 年則約 600 億立方米。以產業界角度來看，降低能源環

境衍生之營運風險，減低溫室氣體排放，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應為發展目標。製

程能資源整合達到減廢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耗，為其具體可行方案，加強

研發創新於環境能源應用，符合其未來規劃藍圖路徑，屬於短中長期目標，此發

展趨勢不論現有產業或是開發中的新能源技術都可適用。 

 
圖 六   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演說「頁岩氣勘探開發新進展與未來形勢展

望」 

 

(三 )  「 煤炭智慧化開發與低碳化利用」專 題 主 要 內 容 為 兩岸減碳淨煤發展

現狀、碳捕獲、利用與埋存（CCUS）的研發進展。華中科技大學報告指出煤碳

佔中國化石能源主體高達 96%以上，控制燃煤煙氣 CO2 排放為關鍵。並引述 IPCC

報告指出，台灣的 CO2 總排放量以土地面積平均計算為世界第一，人均年排放量

超過 12 噸，是全球的三倍。我國能源國家型計劃「減碳淨煤」主軸召集人談駿

嵩教授亦指出其重要性，顯見兩岸能源與環境衝突性有其相似處。淨 煤 技 術 研

發 具 有 迫 切 需 求 ， 其 面 臨 問 題 與 挑 戰 如 下 : 

1.開 採 :生 態 破 壞 、 安 全 嚴 峻  

2.資 源 :分 布 不 均 、 煤 水 逆 向  

3.供 需 :增 長 過 快 、 矛 盾 突 出  

4.利 用 :技 術 低 落 、 效 能 低 下  

5.環 境 :嚴 重 汙 染 、 減 排 壓 力  

6.輸 配 :運 距 加 大 、 供 給 不 易  

CO2 減排的具體作法為使用低碳燃料、提高效率與碳隔離。有 鑑 於 此，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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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技 術 發 展 主 要 將 以 600MW 以 上 超 超 臨 界 發 電 為 主 ， 總 裝 機 容 量 約

1 億 千 瓦，預 計 每 年 可 節 省 2200 萬 噸 煤 用 量。大 型 循 環 流 體 化 床 燃 燒

技 術 亦 為 發 展 重 點 之 一 ， 大 陸 已 於 2011 年 陸 續 建 造 600MW 示 範 工

廠。有 關 現 代 煤 化 工 產 業 示 範，目 前 已 建 立 5 座 煤 製 油 示 範 場，總 產

能 168 萬 噸 /年 。4 座 煤 製 天 然 氣 工 廠 ，總 產 能 151 億 立 方 米 /年 。1 座

煤 製 乙 二 醇 工 廠 ， 總 產 能 20 萬 噸 /年 。  

 
圖 七   中國煤炭蘊藏量占其基礎能源配比與重要性 

     

有 關 CCS 減 碳 技 術 發 展 ， 依據 IEA 評估，為減緩溫室效應，使全球溫

度上升幅度於 2050 年維持於 2DS 之情境分析(相對於 2010 年)，除了改變能源使

用種類及效率、開發再生能源等方式外，藉由 CO2 捕獲、運輸與貯存(CCS)，可

以降低 14%的碳排放量，為目前最有效之一種減碳技術。CCUS 係指捕獲發電

廠、水泥廠、鋼鐵廠及石化廠等主要排放源所排放之 CO2 ，再將捕獲之 CO2 經

管線或船舶運輸至封存或再利用場址，達到澈底減排之目的。CCUS 產業鏈依技

術可以區分成四部分：捕獲、運輸、再利用及封存，各部分包含不同的技術。我

國減碳淨煤主軸主要分為 CO2 捕獲、封存、再利用及新燃燒系統等 4 個分項。

此 次 論 壇 在 此 項 目 仍 以 捕 獲 技 術 為 主，例 如 吸 收、吸 附、化學迴圈等。

國內能源國家型主軸計畫演說有關之期望之零碳排放結構，內容即涵蓋整個

CCUS。在 CO2 減量技術上，台灣大學指出結合化學吸收法與超重力技術（Higee）

捕獲燃煤電廠排放 CO2，近期研究針對超重力製程的 CO2 捕獲及吸收劑再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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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並協助業界規劃及建立 CO2 捕獲工廠，現已將 CO2 捕獲技術轉移至國內上

市公司(每日 0.1 公噸 CO2 及每日 1.0 公噸 CO2)，希望能提升我國減碳技術能量。

台灣科技大學研究建立載氧體製備技術、建立實驗室級化學循環反應器，及與研

究單位建立先導型 30kWt 新燃燒系統。 

 

 
圖 八   談駿嵩教授演說期望之零碳排放結構 

 

(四 )  清潔煤現已成為國家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重要指標，煤利用之水/固體/

空氣/碳管理列為環境風險管理關鍵項目。本 次 會 議 中 有 關 煤炭分級轉化清潔

發電技術相關之空汙問題，主要以空氣中 PM2.5 為主題，主因為每年大規模使用

煤炭，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浙江大學提出之清潔煤與其分級管理，其核心技

術是煤炭分级轉化清潔發電技術與其煤製油、氣，包括“分级轉化”和“清潔發

電”二項核心内容。其中的“ 分 級 轉 化 ” 的 基 本 構 想 是 將 發 電 與 化 工 結

合 ， 意 即 在 燃 煤 發 電 過 程 中 先 以 熱 解 提 取 煤 的 輕 質 成 分 （ 揮 發 成 分 ）

用 於 生 產 油 、 氣 ， 剩 餘 之 半 焦 物（ 以 碳 元 素 為 主 ）再 用 於 燃 煤 發 電 。

由 於 熱 解 過 程 不 需 高 壓 與 純 (富 )氧 ， 也 無 需 耗 水 ， 使 油 、 氣 轉 化 成 本

大 為 降 低 ， 並 且 節 省 寶 貴 水 资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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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煤 分 級 轉 化 多 級 利 用 技 術  

清潔發電” 則是以 SO2、NOx、顆粒物及其它污染物共同深度脱除技術為

主，使燃煤發電機組的污染物排放達到與天然氣機組水平或近零排放為目標。以

浙江大學 300MWe 褐煤循環流化床鍋爐改造為例，以乾燥後褐煤為原料的

“300MWe 循環流化床熱電多聯產装置示範工程即與當地環保公司合作開發燃

煤煙氣污染物超低排放關鍵技術開發。此系統採取新式技術，對緩解大陸石油供

應、能源安全環境生態保護產生重大作用，為解决燃煤大氣污染與能源資源提供

重要出路，值得國內借鏡。 

 

圖 十   中 國 國 電 300MWe CFB 循 環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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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煤炭分級轉化清潔發電技術相關之空汙問題 

(五 )  綠 色 經 濟 與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亦 為 本 次 論 壇 專 題 之 ， 成功大學引述

2012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 「我們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 宣

言，揭櫫了未來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於  2009 年 倡 議 各 國 政 府 採 取 「 全 球

綠 色 新 政 」， 透 過 綠 色 投 資 ， 解 決 各 國 經 濟 景 氣 持 續 低 迷 之 困 境 。 我

國「 國 家 節 能 減 碳 總 行 動 方 案 」列 出 引 導 低 碳 經 濟 發 展 之 十 大 標 竿 方

案 。 目 前 台 灣 企 業 正 積 極 推 行 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之 CSR 制 度 ， 透

過 國 際 認 證 組 織 標 準 (ISO)企 業 表 現 對 於 利 害 相 關 者 關 切 議 題 之 回 應

與 責 任 履 行 ， 表 達 企 業 考 量 環 境 與 社 會 面 向 之 經 營 策 略 之 當 責 性

(accountabil ity)。 大 陸 在 煤 炭 利 用 同 時 面 臨 環境挑戰和能源前瞻二個衝突

面向，發展清潔煤、再生能源及環境保護同樣為永續責任一環。舉例如神華集團

對於西部礦區煤炭開採水資源保護與利用技術演說為例，因採煤每年造成地下水

資源破壞高達 60 億噸損水量，而大陸因幅員廣闊，其人均水資源短缺僅達世界

平均水準約 1/4，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區更嚴重。保護和利用每年因採煤損失的數

十億噸珍貴水資源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更成為企業永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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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二   我 國 「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 

 

圖 十 三   我 國 與 各 國 CSR 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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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四   大 陸 西 部 礦 區 水 資 源 利 用 改 造 計 畫  

四四四四、、、、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一)燃煤火力電廠仍是未來 20 年全球能源主流，由此次會議觀察，我國之燃煤排

碳與人均排放皆屬於高排名，大陸燃煤比重則高達 96%以上，兩岸在此議題上實

有極為共同之處。本次會議主題為「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與綠色能源技術」，內

容包含煤炭智能化開發與低碳化利用、油氣高效勘探開發及與非常規天然氣、電

力清潔生産與綠色發電技術、綠色能源與節能減排、綠色經濟與綠色生活等，皆

為本所發展永續能源與減碳重要議題。我國政府在節能減碳政策目標下，未來可

擴大參加人數與規模，展現我國之企圖心。 本屆年會是在習近平總書記宣導能

源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召開的，對推動海峽兩岸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及共同推動能

源革命具有重要意義。2014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本年為第十

屆，參加者多為資深人員，主要包含學研界院士、教授、及產業代表負責人等，

交流內容聚焦於國際趨勢、現有研發及未來重要方向，整體而言，短時間可獲得

極為重要資訊，提供相關領域的產學研單位參考，後續會議應積極參加。 

 

(二) 主辦單位之中國工程院為其工程科技最高單位，主要任務提供工程技術戰

略性研究與決策諮詢，本次共有 12 位院士參加，極為重視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

永續發展學術交流。目前以煤炭、石油、天然氣仍是中國基礎能源主體，佔 96%

以上，為達環境永續目標，清潔煤現已成為國家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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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利用之水/固體/空氣/碳管理列為環境風險管理關鍵項目。本 次 會 議 中 有 關 煤

炭分級轉化清潔發電技術相關之空汙問題，值得重視。清潔煤與其分級管理包含

“分级轉化”和“清潔發電”二項核心内容，已在大陸 300MWe 循環流化床熱

電多聯產装置示範獲得初步驗證，對緩解大陸石油供應、能源安全環境生態保護

產生重大作用，為解决燃煤大氣污染與能源資源提供重要出路，值得國內借鏡。 

 

(三)工業部門中高耗能產業如水泥、鋼鐵、石化、煉油業等為高排碳產業，我國

環保署 2012 年亦正式公告包含 CO2 等 6 種溫室氣體列為空氣污染物，初期規定

國內相關產業皆必須申報其碳排放量。美國環保署於 2012 年提出新電廠之碳排

放標準，主要規定新電廠的排放量上限為不超過 1,000 lb CO2/MWh。這代表燃煤

發電技術在未來需具備 CO2 減排能量。因此國內相關產業如電力、水泥、鋼鐵、

半導體、TFT-LCD、石油煉製、石油化工原料製造、人造纖維製造，紙漿及紙製

品製造等未來勢必面臨減碳壓力，國內相關產業應積極因應減碳趨勢來臨外，以

商業角度來看，也是未來極具潛力方向。節能環保為企業發展願景及目標，我國

指標性企業如中石化、中鋼、台電公司對低碳低汙染及高價值亦提出規劃，具體

目標如製程減廢減碳、降低空污與提高副產物價值等，期能降低能源環境衍生之

營運風險，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此點為兩岸共通亦為全球一致追求目標。全球暖

化現象有漸趨嚴厲之趨勢，與會學者認為兩岸排碳量指標皆列於高強度範圍，未

來隨者全球峰會舉辦，可能造成經濟衝擊等顯著影響，應更積極發展永續低碳能

源，有賴於持續交流與互助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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