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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為推動國家減碳政策，政府積極建構低碳能源發展藍圖；鑑於有效掌握國際潔淨

能源議題，本次公差主要係赴大陸參加 The 7
th

 International Freiberg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 (IFC 2015)，並發表會議論文。 

IFC 2015 是由德國 TU Freiberg 主辦，主題涵蓋煤轉換技術、氣化技術、合成氣

處置、二氧化碳捕獲等，尤其強調國際合作。本案之心得及建議簡要說明如下：大會主

題契合核研所科專計畫主要內容，對實現永續發展將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掌握低碳能源

發展最新研發現況之重要場合；氣化技術與煤轉換技術議題可謂是大會的重點項目，有

望成為未來永續能源轉換的重要技術平台，顯示本所淨碳技術開發計畫符合國際主流趨

勢，值得推動；大會主題為淨煤技術之重點研究範疇，具備未來性與競爭力；本所應積

極參與後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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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為推動國家減碳政策，政府積極建構低碳能源發展藍圖；同時，透過國際共同研

發，引進淨煤技術及發展碳捕捉與封存，降低國內能源系統的碳排放。核能研究所（以

下稱本所）目前亦積極進行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領域之「淨碳技術發展」研究計畫，冀

望從永續發展觀點推動自主性潔淨能源技術之建立。有鑑於為有效掌握國際潔淨能源議

題，本次公差主要係赴大陸參加 The 7
th

 International Freiberg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 (IFC 2015)，並發表會議論文。 

IFC 2015 是由德國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主導，澳洲

CSIRO 與大陸 Synfuels China 等產煤大國協助舉辦之淨煤技術領域國際盛會，第七屆大

會於 2015 年 6 月 6 日至 11 日於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Huhhot, Inner Mongolia) 

舉行；會議主題涵蓋煤轉換技術、氣化技術、合成氣處置、二氧化碳捕獲等多項主題，

為掌握低碳能源發展最新研發現況之重要場合。依據大會資料，參與今年 IFC 2015 大

會者共計有來自全世界多國在低碳潔淨能源、淨煤技術等重點研究領域之學者、專家超

過 160 人，顯見會議之國際參與性。 

本所目前正積極進行「淨碳技術發展」相關研究計畫，本年度計畫成果論文 

“Comparison of iron-, nickel- and copper-based oxygen carriers for chemical-looping 

combustion” 已被 IFC 2015 大會接受。故派員參與會議，發表論文，並與國際學者專家

討論、分享核研所近年來在淨碳技術的研究成果；藉以掌握國際間化石燃料之使用、燃

燒與氣化、氣體淨化以及煤炭轉化技術之發展與趨勢，拓展與國際學者專家之關係及國

際合作。 

另外，經由與國際研究人員交流，可望拓展與各國能源學者專家之人脈及國際合

作。故本所此次派員赴大陸公差乃為拓展國際人脈、推動國際合作及實務驗證專業工程

技術之甚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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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一）公差行程 

本次公差自民國 104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1 日止，共計 6 天 (圖 II-0)。 

 

06 月 06 日(星期六)  自台灣桃園機場 (TPE) 出發，抵達呼和浩特市 (Huhhot) 

機場 

06 月 07 日(星期日) ～ 06 月 10 日(星期三) 停留呼和浩特 

 辦理會議註冊，出席第 7 屆 IFC 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Freiberg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發表論

文、技術參訪 

06 月 11 日(星期四)  呼和浩特市 (Huhhot) 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二）第 7 屆淨煤技術國際研討會議  (The 7
th

 International Freiberg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 IFC 2015) 

IFC 是由德國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TU Freiberg) 主辦，為淨煤技術領域國際盛會，

第七屆大會於 2015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於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Huhhot, Inner 

Mongolia) 舉行 (圖 II-1)；會議主題涵蓋煤轉換技術、氣化技術、合成氣處置、二氧化

碳捕獲等多項主題。今年 IFC 2015 大會共計有來自全世界多國家在低碳潔淨能源、淨

煤技術等重點研究領域之學者、專家超過 160 人參與；其中 60% 來自海外地區，顯見

會議之國際參與特性。 

IFC 2015 之議程如表 II-1 所示，會議自 6 月 7 日（星期日）開始註冊，並於當天晚

上舉行歡迎茶會。在星期一早上舉行開幕典禮，隨後進行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之

開幕演講；另外，安排兩場 Keynote 演講。其他時段則為口頭論文發表場次，上、下午

各分為兩個時段，同時各有三個平行場次之口頭論文發表。壁報論文則自星期一早上

8:00 起開始展示，到星期二下午 - 16:00。而閉幕典禮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當天傍晚則

安排前往大召寺古蹟參訪。 

大會涵蓋的技術領域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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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undamentals of coal conversion (e.g. characterisation, reaction 

kinetics), 

2. Mineral matter characterisation and behaviour, 

3. Fuel preparation and upgrading (e.g. drying, feeding and deashing), 

4. Low temperature conversion processes (e.g. extraction, torrefaction and 

pyrolysis), 

5. Upgrading of low-temperature conversion products (e.g. tar reforming), 

6.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status/development/co-gasification (for solid, 

liquid and gaseous feedstock), 

7. Synthesis gas treatment: status/development, 

8. Carbon dioxide capture, storage and utilisation, 

9. Synthesis technologies and synthesis gas applications: 

status/development, 

10. Combined cycle and gas turbine developments for IGCC and 

polygeneration, 

11. Entire concept evaluations, 

12. Integration of coal and renewables for chemical storage, 

13. Numerical modelling of high-temperature conversion processes, 

14. Coke production, 

15. Direct liquefaction of coal, 

16. Underground coal gasification, 

17. Potential of global coal reserves for energetic and/or non-energetic 

chemical utilisation, 

18. Public acceptance, trends and global boundary conditions (economic, 

regulatory and political) for fuel conversion to chemicals, transportation 

fuels and electricity. 

 

筆者在大陸的公差行程於 6 月 10 日告一段落，次日即自呼和浩特市 (Huhhot) 機場

搭機返回台灣，結束本次公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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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 2015 CN 公差行程之圖表 

 

表 II-1：IFC 2015 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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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0：  公差行程示意圖（底圖取自 https://maps.google.com.tw/） 

 

https://maps.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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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1：IFC 2015 會場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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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本次公差主要係赴大陸參加 The 7
th

 International Freiberg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 (IFC 2015)，並發表會議論文。本報告將依序分別選擇重點摘要於下文中。 

 

（一）IFC 2015 大會 

 

第 7 屆 IFC 於 2015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於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Huhhot, 

Inner Mongolia) 舉行，由德國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TU Freiberg) 主辦，與澳洲 CSIRO

共同主辦；並聯合大陸當地產學機構協助舉辦，包含 Synfuels China, East China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UST) 等。這個聯合活動的目的是提供工程師、科學家、

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學生和其他人的平台，展示他們的最新成果、交換想法、建立

新的聯繫、建立新的合作關係等。大會議題涵蓋淨煤領域的技術和工程實務，包括目

前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的規畫與需求。 

IFC 2015 會議排程自 6 月 7 日（星期日）揭開序幕，與會者於當天開始報到，晚

上並進行歡迎茶會。開幕典禮在 6 月 8 日（星期一）早上舉行，本屆大會開幕典禮由

TU Freiberg前校長 Prof. B. Meyer 擔任主席；流程包括開幕演講、全體會議等 (圖 III-1 

~ III-6)。在開幕典禮中，主席亦介紹了大會之歷史沿革、主辦與贊助單位 (圖 III-7 ~ 

III-8)；隨後於休息時間依傳統進行團體照拍攝與相關活動 (圖 III-9 ~ III-10)。依據統

計資料，今年 IFC 2015 大會之參與者共計超過 160 人，來自歐、美、亞洲十餘個國家

在低碳潔淨能源、淨煤技術等重點研究領域之學者、專家；其中 60% 來自海外地區，

顯見會議之國際參與特性 (圖 III-11)。其次，大會亦安排了市區古蹟參訪與技術參觀

之行程 (圖 III-12~ III-14)。 

IFC 2015 的議程分為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論文口頭發表、及壁報論文展

示三部分，將分章節依序描述於本報告中。 

 

1. Plenary Sessions 

大會在星期一早上開幕典禮的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中，共安排兩場

Keynote 演講；各應邀講員之資料與講題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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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nary Presentations  
  

00-1: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under Changing Constraints 
Bernd Meyer, Institute of Energy Process Engineering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 Germany 
 

00-2: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Gasif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an Advanced Coal Based Energy Complex – 

the Hard Topic 
Yong-Wang Li / China / Synfuels China Technology Ltd.  

 

 
 

本報告將選擇較屬策略性、概觀性之演講依序分別摘要重點於下文中。 

 (1)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under Changing Constraints (圖 III.1.1-1；

圖 III.1.1-2 ~ III.1.1-18) 

六月八日早上大會演講 (Plenary lecture) 的首位演講者 Prof. Bernd Meyer 為德

國 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Institute of Energy Process Engineering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的所長 (圖 III.1.1-1)。該演講之內容主要係闡述在變動的大環境下氣化

技術之發展，其重要資料摘要如圖 III.1.1-2 ~ III.1.1-18 所示，而重點主要涵蓋下列

議題： 

A. Outline of fuel research (圖 III.1.1-3)； 

B. Impact on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圖 III.1.1-4 ~ III.1.1-5)； 

C. Cost reduction (圖 III.1.1-6)； 

D. Gasifier Development timeline (圖 III.1.1-7)； 

E. Demands on R&D (圖 III.1.1-8 ~ III.1.1-9)； 

F. Advanced experiments (圖 III.1.1-10 ~ III.1.1-12)； 

a. Material properties (圖 III.1.1-10)； 

b. Databases and models (圖 III.1.1-11)； 

c. In-situ measurement (圖 III.1.1-12)； 

G. Advanced modeling (圖 III.1.1-13 ~ III.1.1-17)； 

a. Advanced CFD modeling (圖 III.1.1-14). 

b. Advanced Flow-sheet modeling (圖 III.1.1-15). 

c. Coupled modeling (圖 III.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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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active flow modeling (圖 III.1.1-17). 

H. Summary (圖 III.1.1-18). 

 

(2)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Gasif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an Advanced Coal Based Energy Complex – the Hard Topic (圖 III.1.1-19；

圖 III.1.1-20 ~ III.1.1-35) 

六月八日早上大會演講 (Plenary lecture) 的第二場演講者 Yong‐Wang Li 現為

大陸 Synfuels China Company Limited. 的 General Manager (圖 III.1.1-19)，其演講議

題如圖 III.1.1-20 所示。該演講之內容主要係評估目前氣化技術與未來先進煤基能

源之趨勢，其重要資料摘要如圖 III.1.1-21 ~ III.1.1-35 所示，而重點主要涵蓋下列

議題： 

A. Background (圖 III.1.1-21 ~ 22)； 

B. Industrialized gasifiers (圖 III.1.1-23 ~ 29): 

a. Moving bed (圖 III.1.1-24). 

b. Water slurry (圖 III.1.1-25). 

c. Dry feed (圖 III.1.1-26 ~ 27). 

d. Balance analysis (圖 III.1.1-28 ~ 29). 

C. Future efforts: (圖 III.1.1-30 ~ 34) 

a. Dry feeding sysem (圖 III.1.1-30). 

b. Syngas conditioning (圖 III.1.1-31). 

c. Water management (圖 III.1.1-32 ~ 33). 

d. What is great? (圖 III.1.1-34) 

D. Conclusion (圖 III.1.1-35)  

 

 

2. Technical Paper Sessions 

IFC 口頭論文發表議程每天上、下午各分為兩個時段，同時各有三個平行場次

之口頭論文發表。各場次排定四至五場專題演講 (Lecture)，另外上、下午各有一段

中場休息以為區隔。技術議題涵蓋前述十八項領域，其論文篇數共計近八十篇。在

這些平行場次中，不乏時間相互衝突之重要演講；然而，在無法兼顧之情況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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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能擇要參與一些關鍵場次。 

(1)  Global status; 

(2)  Syngas treatment;  

(3)  Gasification technologies; 

(4)  New technologies;  

(5)  CFD Modelling; 

 

本所淨碳團隊在此次 IFC 大會中投稿之論文係以口頭宣讀方式發表，被安排在 

6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的場次，屬於 Session 11: New technologies 領域。演講內

容摘要如圖 III.1.2-1 ~ III.1.2-18 所示。筆者之簡報獲得在場與會者不錯之回應，如

澳洲 CSIRO、德國 TUF 之與會者。澳洲 CSIRO Energy Flagship 的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Dr. Alex Ilyushechkin 於會後特別寫 E-mail 向筆者致意，表示本所之研發

議題與彼等契合，未來或有合作可能；並主動邀約，於未來擔任他們投稿 SCI 論文

之審查委員。 

另基於篇幅考量，本報告中僅摘錄了數場相關的代表性論文加以陳述之。 

論文＃D1A_01-1：本論文由 IEA [UK] 的研究人員發表，演講主題為 Coal for 

fuels and chemicals: Worldwid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屬於 Global status 

領域。演講內容摘要如圖 III.1.2-19 ~ III.1.2-36 所示。 

論文＃D1A_01-2：本論文由 CSIRO [Australia] 的研究人員發表，演講主題

為 Overview of drivers and status of coal-to-liquids developments in Australia，屬

於 Global status 領域。演講內容摘要如圖 III.1.2-37 ~ III.1.2-58 所示。 

論文＃D1A_01-3：本論文由 Department of Energy [USA] 的研究人員發表，

演講主題為 Evolution of coal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屬

於 Global status 領域。演講內容摘要如圖 III.1.2-59 ~ III.1.2-78 所示。 

 

3. Poster Session   

類似於一般國際研討會，壁報論文在 IFC 大會中主要係扮演輔助角色；其壁報

論文總數並不多，佔大會論文的比例僅約兩成。大會議程安排自第一天起，即從早

上 10:00 開始展示到第二天下午 - 16:00。筆者抽空參閱了壁報論文發表，以瞭解彼

等在未來之研發努力及現況成果。本報告中摘錄了數篇較具相關性的論文展示於後 

(圖 III.1.3-1 ~ III.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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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chnical Tours   

今年 IFC 大會於論文發表研討議程結束後，安排了一些技術參訪路線；筆者選

擇參加前往 Yitai Dalu Coal-to-liquids 石化廠之行程 (圖 III.1.4-1 ~ III.1.4-6)。該石化

廠位於大會地點（呼和浩特）西南方二百公里左右之鄂爾多斯地區，車程逾兩個多

小時；沿途行經黃土高原，並跨越河套區之黃河大橋。當天參訪團抵達後，廠方首

先安排簡報議程，分別以全廠鳥瞰模型、公司沿革、與各類產品生產流程等進行該

公司現況簡介。而在隨後之實廠參觀則分乘數部導覽車，分別實地走訪廠區內各操

作單元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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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1  有關 2015 CN 公差 IFC 之圖像 

 

IFC 2015 Opening Ceremony 

 

 

圖 III-1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圖 III-2 開幕典禮 

 

圖 III-3 開幕典禮 

 

圖 III-4 開幕典禮會場內景象 

 

圖 III-5 開幕典禮會場內景象 

 

圖 III-6 大會會場報到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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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7 大會歷史沿革 

 

 
圖 III-8 大會主辦與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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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9 大會團體照拍攝 

 

 
圖 III-10 大會中場休息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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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1 今年 IFC 2015 大會之統計資料 

 

 
圖 III-12 大會安排之市區古蹟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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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3 大會安排之技術參觀行程一 

 

 
圖 III-14 大會安排之技術參觀行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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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enary Sessions 
 

P1 

 

圖 III.1.1-1 

 

 

圖 III.1.1-2 

 

圖 III.1.1-3  

 

 

圖 III.1.1-4 

 

圖 III.1.1-5 

 

圖 III.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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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1-7 

 

 

圖 III.1.1-8 

 

圖 III.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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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chnical Paper Oral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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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st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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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chnical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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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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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之第五份評估報告 (AR5) 已自 2013 年底起開始逐步發佈，其中 WG1 報告考慮了氣候

變化的新證據，其係建立在對氣候系統觀測、古氣候檔案、氣候過程理論研究和氣候模

式類比等的獨立科學分析基礎之上。該報告以 AR4 為基礎，並吸收了後續研究中的新

發現，持續警示氣候變遷之相關影響。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政府必須儘速明確揭櫫策

略方向，投資於科技知識來支持人類活動全方位的必要改變，以確保邁向一個永續之未

來。為推動國家減碳政策，政府自 2008 年發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以來積極建構低

碳能源發展藍圖；因此，核能研究所積極進行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領域之「淨碳技術發

展」研究計畫，近年來並參與執行能源局能專計畫項下之「二氧化碳捕獲及封存技術研

發與示範」計畫，冀望能為我國減碳情景略盡綿薄之力。此外，該計畫亦從永續發展觀

點推動自主性潔淨能源技術之建立，研發淨煤、多元氣化與應用、碳捕捉與分離等技術，

藉以提升能源自主性、降低國內的碳排放。 

此次公差行程針對技術研發領域之建議事項可分為數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 IFC 大會議題涵蓋煤轉換技術、氣化技術、合成氣處置、二氧化碳捕獲等低碳能

源技術重要領域，亦相當契合核研所科專計畫的主要內容，具備未來性與競爭

力，值得推動。 

(二) 煤製油與煤化工技術有望成為未來永續能源轉換的重要技術平台，顯示本所淨

碳技術開發計畫推動之多聯產與合成天然氣議題的重點項目符合國際主流趨勢，

值得持續推動。 

(三) 氣化技術與相關議題可謂是 IFC 大會的重點項目，包含反應動力、微觀現象、

工廠實務等，未來於石化、環保、能源等各領域皆或有其日趨廣泛之應用角色，

頗具參考價值。 

(四) 本所淨碳團隊在大會中發表之論文被安排在「新技術」領域，簡報內容為化學

迴路技術研發之階段性成果，未來可在國際合作及跨領域之整合扮演關鍵性支

持角色。 

(五) IFC 大會由德國主導、澳洲與大陸等產煤大國輔助，其主題為淨煤技術之重點研

究範疇；尤其強調國際合作，對實現永續發展將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所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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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後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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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錄 

 

（一） 第 7 屆弗萊貝格 /內蒙古淨煤技術國際研討會議  (The 7
th

 

International Freiberg/Inner Mongolia Conference on IGCC & XtL 

Technologies, IFC 2015) 之 Scientific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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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2015 Conference programme/agenda: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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