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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篇幅限於 1 頁以內） 

 
本次出國計劃自 104 年 8 月 23 日開始至 104 年 8 月 29 日止共計 7

天，主要是參加由科萊恩 Clariant 觸媒公司於美國舊金山舉辦的第七屆

定義未來 VII 會議。 

定義未來會議是一個關注全球化工和燃料行業的市場和技術發

展，並探討觸媒技術及製程的論壇。自 2004 年舉辦至今，已辦理六屆會

議，上屆在德國慕尼黑舉行。兩年一度的會議已受到許多人的歡迎與認

同，本次為第七屆會議，也是第一次在北美舉辦。會議中由相關領域專

家就烯烴生產技術、煤化工、合成氣行業面臨的挑戰、烯烴衍生物、天

然氣生產轉化、聚烯烴、未來燃料、及氧化和加氫觸媒的最新進展等議

題進行專題報告，此外，亦有多篇提及甲醇經濟相關製程與觸媒發展，

由此可見，甲醇相關技術仍為未來國際間矚目的焦點。 

會中提及的 Carbon Neutral Cycle 概念主要是利用氫氣與二氧化碳

反應生成甲醇，但需具有廉價氫氣，才有獲利的空間，或許可應用在煉

廠餘氫的再利用。在製程開發方面，也能參考 Clariant 觸媒公司與液空集

團（Air Liquid）的合作經驗，結合內部專家、觸媒評估與分析設備、及

學術單位的基礎研究等三大支柱，進行研究開發，以達相輔相乘之功效。

此外，亦可考量實驗硬體設備自行研發設計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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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應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壹、 出國目的說明 

    製程組烯烴相關製程改善研究團隊負責本公司輕裂工場、烷化工場及硫

磺工場之製程改善、觸媒採購規範訂定及驗收等現場技術服務工作，此外，

對於碳四以下的技術進展，亦為本團隊的研究範疇。此行目的在於了解石化

烯烴產品生產相關的觸媒與製程技術進展，會議中將由相關領域專家就烯烴

生產技術、煤化工、合成氣行業面臨的挑戰、烯烴衍生物、天然氣生產轉

化、聚烯烴、未來燃料、及氧化和加氫觸媒的最新進展等議題進行討論與交

流，期望藉由吸收製程技術與觸媒等新知，增進解決現場問題之能力與提升

煤化工或天然氣轉化等方面的研發能力。 

 

貳、 出國行程 

預定起迄日期 天數 到達地點 
地區

等級
詳細工作內容 

104.08.23 1 台北-舊金山 290 啟程(台北→舊金山) 

104.08.24 1 舊金山 290
參加科萊恩 Clariant 觸媒公司舉

辦之定義未來 VII 會議 

104.08.25 1 舊金山 290
參加科萊恩 Clariant 觸媒公司舉

辦之定義未來 VII 會議 

104.08.26 1 舊金山 290
參加科萊恩 Clariant 觸媒公司舉

辦之定義未來 VII 會議 

104.08.27 1 舊金山 290
參加科萊恩 Clariant 觸媒公司舉

辦之定義未來 VII 會議 

104.08.28 1 舊金山-台北 290 返程(舊金山→台北) 

104.08.29 1 舊金山-台北 290 返程(舊金山→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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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過程-研討會內容 

(一)、 議程介紹 

定義未來會議是一個關注全球化工和燃料行業的市場、技術發展並探討

觸媒技術以及製程發展的高水準論壇。自 2004 年舉辦至今，兩年一度的會議

已受到許多人的歡迎與認同。邀請超過 400 位來自亞洲、歐洲和中東的化工、

煉化和製程技術領先公司的代表。此次是第一次在北美舉辦，將由科萊恩的

董事會成員主持開幕主旨演講，接下來再邀請來自國際知名製程專利商和市

場研究集團如陶氏化學、德西尼布、ADM 和 IHS 的高級主管分享他們的見

解。研討會的主題包含：烯烴生產技術、煤化工、合成氣行業面臨的挑戰、

烯烴衍生物、天然氣生產轉化、聚烯烴、未來燃料、及氧化和加氫觸媒的最

新進展等。 

論文研討會期自 8 月 25 日至 8 月 27 日共計三天，共分配在四場演講

廳發表，所發表之論文及作者整理如下： 

 8 月 25 日大會主廳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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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5 日下午發表論文分為二類，分別在不同講廳發表 

(1) Market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2) Syngas-Conversion to Chemicals and Fuels 

 

 8 月 26 日發表論文分為四類，分別在四個講廳發表 

(1) On-Purpose Olefins 

(2) Syngas Innovation for Ammonia Production 

(3) Engineering Services and Sustainability 

(4) Fuel and Innovation 

 



4 

 

 

 

 

 



5 

 

 

 

 8 月 27 日發表論文分為四類，分別在四個講廳發表 

(1) Olefins and Derivates 

(2) Energy of the Future 

(3) Styrene and Aromatics 

(4) Regulatory Landscape and Chem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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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論文發表內容介紹 

本次研討會論文與烯烴業務相關的主題為 Syngas-Conversion to 

Chemicals and Fuels、On-Purpose Olefins、與 Olefins and Derivates 等，茲僅擇

重要內容說明如下： 

 
 Moving Towards the Methanol Economy 

本篇報告是由 Methanol Institute（甲醇協會）的 CEO Gregory Dolan
先生進行簡報，甲醇協會是一個全球貿易的組織，設立於 1989 年，初期

是為了說服美國國會支持甲醇燃料市場，現在則透過新加坡與美國華盛

頓特區的辦公室，為會員提供服務。甲醇協會會員包含甲醇生產商、製

程或觸媒技術公司、及運輸商等，甲醇協會與會員公司相互合作，為全

球行業研議解決方案，以確保甲醇及其各種衍生物市場繼續繁榮發展，

其 2015 年的會員公司如圖一所示。會中提及 2006 年諾貝爾化學獎得主

喬治•奧拉在《跨越油氣時代-甲醇經濟》一書中提及，甲醇可用來做為：

一種便利的能量儲存媒介、一種方便運輸和流通分配的燃料、及一種用

來合成碳氫化合物及其產品的原料等用途。圖二為碳中和循環（Carbon 
Neutral Cycle），由此循環中可知，甲醇的來源除石化燃料外，亦可藉由

捕集排放的二氧化碳與經由太陽能、風力等再生能源產製的氫氣反應生

成甲醇，由此即可獲得生生不息的甲醇。甲醇的用途主要可區分為化學

品和能源-燃料等兩類，2014 年全球甲醇銷售量約為 6 千 4 百萬噸，其中

近 40%使用在甲醇燃料摻配、替代柴油、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生

質柴油、二甲醚（DME）、甲醇製汽油或甲醇製烯烴（MTG/MTO）、及

燃料電池等，而使用在燃料摻配部分，於 2009 至 2014 即成長了 23%。

甲醇依摻配比例不同可區分為 M3-M85 等，每年的需求量為 1 千萬噸，

低比例的甲醇汽油與普通汽油相近，故無需修改引擎即可使用；中比例

的甲醇汽油則需添加適當的添加劑，以解決適用性與腐蝕問題。甲醇汽

油目前普遍使用在中國大陸，圖三為各省甲醇汽油的分布情形，以 M15
為主，最高有使用至 M100。此外，因甲醇燃料具有低 SOx 和 NOx 排放

的優點，故在 2015 年 3 月 Stena Line 公司旗下的 Stena Germanica 號輪已

開始使用甲醇燃料，且相較液化天然氣（LNG），甲醇燃料除了單位重

量的能量較高外，建造成本較低，且儲存容易。圖四為未來甲醇潛在的

需求量，由圖中可知，未來甲醇仍以能源-燃料為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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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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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Ingredients for Success in Selling Methanol Technology 

本篇報告是由液空集團（Air Liquid，AL）的 Matthias Stein 博士進行

簡報，液空集團是工業與醫療保健之氣體供應及製程技術公司，全球分佈

超過 80 個國家，員工超過 5 萬人，2014 年營業額超過 154 億歐元。報告

中分別就技術可行性、投資成本與操作成本之最佳化、環境面、計畫執行

面、附加價值與財務等面向，分析液空集團能成功銷售甲醇技術的因素。

在技術方面，液空集團擁有 Lurgi 的甲醇製造技術，其製程如圖五所示。

以天然氣為原料，經過蒸氣重組或自熱重組反應產生合成氣，再利用合成

氣轉化為甲醇，生產一噸甲醇，所需之天然氣為 780 立方公尺，甲醇的產

量為每天 5,000 公噸。圖六為 Lurgi 甲醇技術的進展，自 2001 年開始，已

有 10 個百萬等級的甲醇工廠在操作，5 個百萬等級的甲醇工廠在興建中，

亦已興建 5 個小規模的甲醇工廠。在投資成本與操作成本最佳化部分，對

於產能大於 65 萬噸甲醇，以結合蒸氣重組和自熱重組的反應，為最佳合

成氣製程（如圖七所示）。在操作部分，由於 Lurgi 甲醇技術的回流率僅

為 1.6，故可減少熱換器換熱面積、管徑大小、壓縮能耗等；此外，藉由

流程間的換熱，可減少氣態中的甲醇成分，製程中生成的中壓蒸氣亦可提

供發電使用，因此，可降低操作成本。在環境部分，利用能源的整合與製

程的最佳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在計畫執行面部分，則藉由整合計畫的

執行方式，節省時間與資源的消耗。對於附加價值而言，由於甲醇用途包

含甲醇製烯烴、甲醇製汽油等，因而未來全球對甲醇的需求，將為二位數

成長，預測在 2020 年甲醇需求將達 1 億 1 千 7 百萬噸（2014 年甲醇需求

為 6 千 4 百萬噸）。由於液空集團具有健全的財務結構，而財務支持為計

劃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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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六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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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Performance Hydrogen Production 

 本篇報告是由 Foster Wheeler 公司的 Steve Beeston 先生進行簡報，主

要介紹 Foster Wheeler 公司的氫氣製程。圖八是 Foster Wheeler 公司氫氣

製程的簡易流程圖，氫氣製程可包含前處理單元、重組反應器、水氣轉移

反應器（CO Shift）、及分離純化等單元。一般氫氣製程的原料可使用天

然氣、煉油廠的廢氣（Off-gas）、石油腦、或液化石油氣等，前處理與分

離純化單元則需依進料的不同，做最適化調整。在水氣轉移反應器部分，

若進料價格較高且量有限，則需使用高溫與低溫兩段反應；若進料價格適

中，則選擇高溫反應；若進料或燃料價格較高，則反應溫度應選擇中溫。

對於氫氣工廠的設計則需依據進料價格、燃料價格、蒸氣消耗與成本、及

產品的品質等考量，進行操作條件的設計與投資和操作成本分析，最終取

得具經濟效益的製程。報告中除分析氫氣製程外，主要是介紹 Foster 
Wheeler 公司自主設計的 Terrace Wall Reformer（如圖九所示），其具有

精密設計、單一或多組幅射區、多層燃燒器、上流式煙道氣、自然通風能

力、降低風扇能耗、及出口岐管位於箱體的端點等特點。此外，Terrace Wall 
Reformer 具有溫度分布均勻與較佳的熱流分布等優點（如圖十所示），亦

可依據不同的產氫規模，模組化擴充；相對其他重組器，佔地面積較少。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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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Clariant Syngas Production and Conversion Catalysts 

 本篇報告是由 Clariant 公司的 Stefan Gebert 博士進行簡報，主要介紹

合成氣市場的發展與趨勢，以及 Clariant 公司在合成氣製程與應用上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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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觸媒。由於合成氣為 CO 和氫氣的組成，因此合成氣的需求會依據氫

氣、氨、甲醇、與合成天然氣（Synthetic Natural Gas ）等需求而變化。

對於煉油廠而言，需利用氫氣進行脫硫等反應，以滿足環保要求，因而氫

氣需求仍逐年增加，依據 IHS 報告，煉廠對氫氣的需求在 2013-2018 間，

每年成長約 2.5%。此外，氫氣亦為燃料電池之所需，在 2011-2015 間，

氫氣在固定式燃料電池的市場需求的成長已大於 40%。在氨市場部分，預

測至 2019 年，使用在氮肥的氨需求將成長 1.3%，約 1 億 4 千 5 百萬噸；

而全球氨的產量，預測至 2019 年，將成長 2.9%，約 2 億 5 千萬噸。在甲

醇市場部分，預計至 2020 年，全球甲醇需求將增加至 1 億 1 千 5 百萬噸

（如圖十一所示 ）。由以上資料可知，未來合成氣的需求均將提高。圖

十二與圖十三分別為 Clariant 公司在天然氣製甲醇製程與煤製甲醇製程

中，已開發的商用觸媒單元，而圖十四則標示出兩種製程，Clariant 公司

所發展的商業化觸媒型號，而各單元觸媒型號的簡稱如下表所示。 
 
 

 
觸媒型號 使用單元 

ActiSorb® 
Adsorbents for Feed Purification (S, Cl, As, COS, 
CO, heavy metals,…) 

ReforMax® Reforming Catalysts 
ShiftMax® Water Gas Shift 
MegaMax® MegaMax®Methanol Production 
AmoMax® Ammonia Production 
FTMax® Fischer TropschProcess 
HyProGen® Hydrogen for Fuel Cells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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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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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醇製程觸媒部分， Clariant 公司的 MegaMax®800 觸媒具有高活

性，且降低進料與能耗的損失，此外，亦可提升 10%產能。造成此高活性

觸媒的主因是由於 Clariant 公司能生產微小的銅粒子（觸媒的活性基 ），

且利用 Zn-Al-O 固體溶液當作防火材，以避免銅粒子燒結，其高解析度穿

透式電子顯微鏡照片如圖十五所示。 
 

 

 

圖十五 

 
 
 

 The Future of Butanes in Alkylation; n-Butanes to Alkylate 

 本篇報告是由 CB&I 公司的 Fred Gardner 先生進行簡報，主要介紹

CB&I 公司結合 Catofin®與 CDAlky®等技術的烷化油製程。Catofin®單元是

一個高選擇性製備烯烴產品的製程，其可利用丙烷、異丁烷、或正丁烷，

進行脫氫反應，製備丙烯、異丁烯、或正丁烯等產物。為固定床系統，開

工率可達 98%以上，產能大於 100 萬噸，已累積 400 年的操作經驗。傳統

上以丁烷為進料的 Catofin®單元產物組成如圖十六所示。對於 CDAlky®單

元，單一產線的壓縮機流量最高可達每小時 500 立方公尺，最大烷化油產

能為每日 6 萬桶。CDAlky®單元是一種低溫硫酸烷基化製程，其核心為反

應系統設計，質傳效率高，具有高辛烷值、低蒸氣壓、無烯烴成分、無芳

香烴、及低含硫量等特性。圖十七為 CB&I 公司的烷化油製程流程圖，由

圖中可知生產的烷化油 RON 為 98，而 RVP 小於 5。對於 CB&I 公司烷化

油製程的經濟評估，假設進料組成為 75%正丁烷與 25%異丁烷，烷化油

產能為 15,000 BPD，公用成本與設備成本以美國海灣價格為基準，圖十

八與圖十九為其經濟評估結果，其稅前投資報酬率可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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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 

 

 

圖十七 

 

 

圖十八 



17 

 

 

 

圖十九 

 
 

 On-Purpose Propylene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本篇報告是由 Nexant 公司的 Ronald Cascone 先生進行簡報，主要介

紹 On-Purpose Propylene 市場發展趨勢。圖二十為 On-Purpose Propylene
的來源與用途說明，其來源有三種途徑，分別為自乙烯與丁烯藉由

metathesis 反應生成、來自煤或天然氣製甲醇轉化而成、以及由丙烷脫氫

反應生成。圖二十一為丙烯衍生物與未來需求成長的預測結果，丙烯只要

使用在聚丙烯產品，而至 2020 年成長率以丙烯酸與聚丙烯為最高，至 2020
年丙烯消耗量約成長 4.8%。然而，丙烯的主要來源仍為輕裂工場或重油

轉化工場，依據 Nexant 公司預測，至 2025 年只有 30%丙烯來自於

On-Purpose Propylene（如圖二十二 ）。由圖二十三可知，On-Purpose 
Propylene 對大陸影響較大，預測 2018 年約有 45%丙烯來自於 On-Purpose 
Propylene 製程。美國部分，以 On-Purpose Propylene 建構或計畫中的工廠

共有 9 座，在 2016 年前決定興建的有 5 座工廠，產能共 3,545 KTA（如

圖二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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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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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GTP®-The Way to Gas Based Propylene 

 本篇報告是由液空集團（Air Liquid）的 Thomas Wurzel 先生進行簡

報，主要介紹液空集團推廣的 Lurgi MTP®製程。Lurgi MTP®製程包含丙

烯產量高（選擇性>65%，產率>28%wt.%）、副產物汽油成分可直接摻配

至汽油、使用 Clariant 公司研發的高活性觸媒、觸媒結焦低、以及可線上

再生等優點。圖二十五為 MTP®製程的簡易流程，MTP®製程主要包含反

應單元（由 3 個絕熱反應器組成，其中 2 個使用，1 個再生）、氣體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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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壓縮和乾燥單元、及精餾單元等。以每日 5,000 噸甲醇進料，可產

出 1,410 噸丙烯、540 噸汽油、109 噸液化石油氣、及 60 噸乙烯。此外，

若改以天然氣進料的 GTP®製程，可節省投資與操作成本（如圖二十六 ），
對於相同的產出量，天然氣進料量約為每小時 7,200 GJ（如圖二十七）。 

 
 

 

 

圖二十五 

 

 

 

 

 

 

圖二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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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Jointly Faster to Market: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MTP Propylene 
Technology 

 本篇報告是由液空集團（Air Liquid）的 Thomas Wurzel 先生與 Clariant
公司的 Wolf Spaether 先生共同發表，主要介紹 Lurgi MTP®製程與製程中

使用的 MTPROP®觸媒的商業化歷程。圖二十八是液空集團與 Clariant 公
司自 1990 年開始共同合作研發的歷程，至 2011 年完成 MTP®製程的商

轉，期間除發展 MTP®製程與觸媒外，在 2001 年即開發甲醇製程與觸媒。

液空集團先在德國法蘭克福研究中心（如圖二十九）進行實驗室級（300 g/h
甲醇進料）與試驗工場級（1500 g/h 甲醇進料）的測試，然後在挪威建造

Demo 工廠（15 kg/h 甲醇進料），最後在依反應器、迴流量、及純化分離

等考量因素，進行商業化放大（如圖三十）。MTPROP®觸媒的研發則分

為粉體製備放大（如圖三十一）、觸媒成型放大（如圖三十二）、及觸媒

性能測試設備放大（如圖三十三）等三部分。在觸媒研發部分，Clariant
公司提出因集結 Clariant 公司內部沸石專家、觸媒評估與分析設備、及學

術單位的基礎研究等三大要素，才能順利進行觸媒開發（如圖三十四）。

在歷經製程與觸媒的成功開發後，最後才能達到商業化的運轉規模（如圖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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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圖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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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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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圖三十五 

 
 

 Transient Operation of Hydro C2TE Units 

 本篇報告是由 Total 公司的 George Vulpescu 先生與 Clariant 公司的

Felicitas Cokoja 先生共同發表，主要介紹 Clariant 公司的 C2 Tail-End 觸媒

與使用經驗。Clariant 公司的乙炔氫化觸媒可分為 Tail-End 觸媒和

Front-End 觸媒，如圖三十六所示。乙炔氫化觸媒反應機制如圖三十七，

主要產物為乙烯，且需減少乙烷或丁二烯等副產物的生成，而 Clariant 公
司的乙炔氫化觸媒型號如圖三十八。圖三十九為 OleMax®201 和

OleMax®207 的性能比較，由結果可知，OleMax®207 觸媒較 OleMax®201
觸媒具有選擇性高 20%、穩定性佳、操作週期長、再生頻率低、及無須添

加 CO 等優點。圖四十與圖四十一為 Total 公司使用 OleMax®207 觸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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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由圖中可知，OleMax®201 僅能操作 65 天，而 OleMax®207 可操作

65 天以上，目標希望能操作至 120 天。此外，OleMax®207 的選擇性降低

不多，而 OleMax®201 選擇性則大幅衰退。 
 
 
 

      

 

圖三十六 

 
 

 

 

圖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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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 

 

 

圖三十九 

 

 

 

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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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 

 
 
 

 Innovation Delivers Improved Performance and Value Addition in 
Pyrolysis Gasoline Hydrogenation 

 本篇報告是由 Clariant 公司的 Nobuto Kobayashi 先生進行簡報，主要

介紹 Clariant 公司新開發的裂解汽油一級氫化觸媒 OleMax®602 和

OleMax®603 效能。技術上利用降低鈀金屬的粒徑，以提升活性基表面積

與活性，如圖四十二所示。圖四十三與圖四十四分別為 OleMax®602 和

OleMax®603 效能比對，由圖中可知，鈀金屬附載量相較 OleMax®600 降

低 0.6，而效率提升至 1.4 倍。此外，由圖四十五可知，OleMax®603 之進

料溫度較 OleMax®600 低 10℃，且操作週期更延長至 175 天。 
 

 

 

圖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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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 

 

 

 

圖四十四 

 

 

 

圖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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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事項 

    感謝公司及上級長官的支持，本人才能有機會參加科萊恩Clariant觸媒

公司在美國舊金山舉辦的第七屆「定義未來VII會議」。在這次的研討會中有

許多議題與煤化工或頁岩氣相關的烯烴製程和觸媒發展，會中蒐集的資訊與

簡報，有助於對輕裂及烷化工場製程改善、觸媒性能，以及石化烯烴製程研

究等國際上技術進展與使用經驗的了解；因此，建議公司未來仍能多多支持

研究同仁參與國際性研討會，以便了解國際上的趨勢變動。 
    會中曾提及2006年諾貝爾化學獎得主喬治‧奧拉提出的甲醇經濟，此與

2014年海峽兩岸能源化工新體系技術工程論壇中提及的甲醇經濟相呼應，由

此可見，甲醇經濟仍為國際上注目的焦點。此外，會中提及的Carbon Neutral 
Cycle概念，亦值得參考，此乃利用氫氣與二氧化碳反應生成甲醇；若工場廢

氣中有剩餘的氫氣與二氧化碳可使用，且效益比燃料氣使用為佳，則可考量

合成氣製甲醇製程；此製程之設立，一方面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

可將未使用的能源以甲醇形式儲存，具有節能減碳的效益。 

會議的過程中，Clariant 觸媒公司在美國帕羅奧圖（Palo Alto）研究中心

亦有實驗室設備展示，會場中展示其自行開發的快速觸媒性能測試設備，一

次可測試 48 批觸媒，且能在高壓反應下使用，但可惜的是設備未對外銷售，

且不開放外界參觀實驗室。 

此次出國實在獲益良多，也有下列幾點建議： 

1. 雖然目前處於低油價時代，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預估至 2020
年油價可能回升至每桶 80 美元，因此可趁低油價對公司有利的時候，

預先評估或建立以合成氣（氫氣與一氧化碳混合氣）製甲醇的相關技

術。依據本公司轉投資的卡達燃油添加劑公司回收二氧化碳生產甲醇

案之經驗，須有廉價氫氣，才具有獲利的空間。因此，或許可應用在

煉廠餘氫的再利用，另一方面亦可降低二氧化碳排放，以減緩未來二

氧化碳捕集的壓力。 

2. 參考觸媒與專利製程公司成功的合作經驗，對於製程開發，或許也能

參考會中提及的成功經驗，結合內部專家、觸媒評估與分析設備、及

學術單位的基礎研究等三大支柱，進行研究開發，以達相輔相乘的功

效。此外，對於實驗硬體設備的自行設計與開發，建議亦可思考作為

研發產出的成果。 

3. 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近幾年，出國深造的學生人數已逐漸降低，大

多留在國內進修。因此若能提供更多公務出國或研習機會，並鼓勵

年輕同仁出國，除可了解國際技術變動與交流外，更可增進國際

觀，提升公司競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