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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永續供給與需求平衡 –
新世代氫能及氫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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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淨零排放下氫的角色

• 氫經濟產業鏈

• 工研院「臺灣2050氫應用發展技術藍圖」

• 臺灣發展氫經濟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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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排放下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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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應用

既有應用

其他
道路運輸
發電應用
航空與海運燃料
其他工業
鋼鐵業
化學產業

鋼鐵業
化學產業
石油煉製

淨零情境下的全球低碳氫需求

2022 2030 2040 2050

資料來源：IEA，2023

在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下，全球低碳
氫*生產將超過4.2億噸（IEA，2023）

各國視氫氣為達成2050淨零排放、碳
中和、穩定能源供應的重要選項，應用
領域（尤其是替代技術少、轉化難度高的應用領域），
主要包括：
• 運輸
• 工業
• 發電

*依據歐盟再生能源指令II，低碳氫氫的碳排放標準為低於3.4 kg CO2-eq/kg H2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工業應用：低碳原料（化工原料生產如過氧化氫用於晶圓清洗、鋼鐵製成用於還原鐵礦等）、低碳供熱（如工業鍋爐使用等）、低碳製程助劑（如煉油業用於脫硫、金屬業用於助燃或加強金屬表面光亮效果、半導體業用於氧化錫抽出避免鏡面汙染等）運輸應用：氫燃料電池車／氫引擎車（以大型／商用／高酬載運具為主，如貨卡車、租賃物流車、火車等）、低碳氫基燃料運具（如用於生產永續低碳航空燃料、氨燃料船應用等）發電應用：大型集中式發電（如氣渦輪機組純氫/混氫發電、蒸氣渦輪機混氨／純氨發電）、定置型分散式發電（如以燃料電池作為產業低碳自發用電等）、儲能應用（將再生能源餘電用作氫能儲能，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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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經濟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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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儲存 運輸 應用

資料來源：工研院氫應用規劃小組

發電應用
（氣渦輪機、蒸汽渦輪機、RE儲能…）

煤炭、沼氣 汽化

天然氣
重組

工業餘氫 純化

再生能源 水電解

熱裂解

液態儲氫

氣態儲氫

固態儲氫
（化學儲氫） 運氫船／車

管線輸氫
（純氫或混合天然氣）

工業應用
（煉鋼、工業製品、熱應用…）

運輸應用
（交通工具／加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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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氫能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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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應用 氫供給 基礎設施

發
展
方
向

示
範
計
畫

發電： 電廠集中式混氫/氨發電、
工業廠區分散式發電、偏遠
地區備援電力應用

鋼鐵： 鋼化聯產、氫直接還原鐵製
程、進口HBI

工業： 製程低碳化

載具： 重型載具示範運行

• 掌握國際氫及氫載體出口技
術現況，多元評估國際供應
鏈

• 建立自產氫本土化關鍵技術
能量，穩定長期氫供應

• 進口低碳氨試行

• 配合應用場域，評估建構基
礎設施，如加氫站、液氫接
收站等

• 綠氨儲槽及船舶加氨設施建
置評估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在氫能鋼鐵業應用領域中，Hot Briquetted Iron (HBI) 是指高溫燒結的鐵，通常以球狀或柱狀的形式製成，通常使用氫氣相關的能源來提供高溫和做為還原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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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臺灣2050氫應用發展技術藍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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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規畫
推動氫低碳應用 以減碳為主要目標，相關產業發展為輔

發電：低碳/零碳排電力

工業：鋼鐵業、石化業、半導體等

運輸：氫能交通載具(以中大型為主)

氫應用特色園區

既有電廠原址，設置氫/氨專燒發電園區

配合離岸風力發電發展，設置綠氫生產 /氫能儲能應用園區，工業應
用及穩定電網

搭配北中南既有工業聚落及港口評估新設液氫接收站，建立重工業
減碳園區，並於評估於港口及周邊區域推動碳中和港、低碳氫應用

北

中

南

短期做法
• 技術研發、示範驗證 (氫能示範聚落，如沙崙示範場域、工業區低碳氫應用、工業區/市區

加氫站及氫能載具等）、基礎設施評估、國際合作、產業鏈結、法規調適等

國道1號、3號
氫應用園區

南部
工業減碳園區

氫能載具加氫
沿主要交通幹道或
工業區設置加氫站

中部
再生能源
產氫與發電園區

北部
氫氨專燒發電園區

資料來源：工研院氫應用規劃小組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2050年除北中南特色園區外，視氫氣供應、發電廠位置等因素，短中期亦可能有不同區域應用及加氫站設置等（如中部、南部氫氣發電應用；再生能源產氫 及藍氫、都會區及/或運輸業氫巴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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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臺灣2050氫應用發展技術藍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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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評估（工研院氫應用規劃小組，2023/12）

需求面 氫氣約406萬噸；氨約315萬噸

自產藍綠氫約171萬噸、進口氫或氫載體
約235萬噸（另有進口氨約315萬噸，供發電專燒）

供給面

註：本預估以國發會發佈2050淨零排放路徑氫需求為基礎，參考經濟部氫能小組討論，工研院氫能小組估算

發電應用
240萬噸

工業應用
146萬噸

載具應用
20萬噸

工研院 2022.06盤點規劃，2023.12更新

氫氣

100

200

300

400

500

需求量
(萬噸/年)

發電應用
315萬噸

氨

氫氣

58%
進口氫或氫載體

42%
自產氫

1%
分散式發電

99%
集中式發電

63.5%
大貨車 8.4%

小貨車

18.0%
小客車0.1%

堆高機 10%
大客車

35.6%
煉鋼

32.8%
煉油

23.6%
碳循環

2.2%
電子業

5.7%
石化製程燃料

0.1%
其他

載具

工業

發電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自產氫根據經濟部112年4月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核定本)提及: 中油公司初期規劃在 2030 年前先完成封存 75 萬公噸/年可行性研究，後續規劃在 2040 年將碳捕捉工場量能提升至 200 萬公噸/年，而 2050 年將碳捕捉工場量能提升至 300 萬公噸/年。以每公斤灰氫封存12公斤碳排，計算2030、2040、2050、藍氫產能為6萬噸/年、16萬噸/年、25萬噸/年�工業應用說明去年:估計中鋼(產量1000萬噸):2050年透過25%焦炭、75%氫導入，25% 自製HBI，焦爐氣轉提供熱源，外部約需H2=74萬噸(混氫48萬噸，H2DRI 製程21萬噸+壓鋼製程5萬噸)。碳循環: 中鋼2050年高爐混氫，仍有25%的焦炭使用，以鋼化聯產規劃 CO用於甲醇與醋酸生產，CO2用於甲烷生產(從初始鋼化聯產計畫推估)，其中中油碳循環150萬噸甲醇，估算甲醇/醋酸/甲烷 生產 150/54/37(萬噸/年)、 用氫18.75/3.6/18.5(萬噸/年)、分別消耗CO 131/504(萬噸/年)、CO2 101.5萬噸/年。共需41萬噸氫 今年估計: 中鋼與中油的環境報告書及鋼化聯產計畫比較明朗，中鋼2050淨零路徑保留三高爐採用COG混氫高爐及部分外加氫(25%)，加外購HBI，氫的需求則為熱源及熱處理 21.8萬噸+高爐25%外加氫17.9萬噸。另外增加流體化直接還原鐵250萬噸(需氫12.4萬噸)----供52萬噸。中鋼2050也採CCUS，其中CCU部分則是CO2(141萬噸)製甲醇， CO(67.3萬噸)供醋酸-均在臨海工業區完成需氫26.4萬噸，另外中油自身煉油產也有60萬噸甲醇生產(需氫8.18)，共需氫34萬噸。未來還看不到甲烷生產跡象，所以刪除甲烷生產。



©工業技術研究院 權利所有。

臺灣發展氫經濟的機會與關鍵議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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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應用為全球2050淨零排放必要項目之一，且為
全球低碳/零碳能源與原料供需重要一環

• 持續關注國際氫應用發展情形及趨勢，滾動調整
我國氫應用發展策略與方向

• 加速投入發展具競爭力之關鍵技術研發及示範，
建立產業供應鏈，創造在地氫應用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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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氫經濟的機會與關鍵議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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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面

• 結合綠能轉型、溫管法等法規與機制，促進多元的氫應用模式
• 氫新應用需跨部會的法規辦法制定、社會溝通，及完善基礎設施

產
業
面

技
術
面

• 如何善用政府政策資源、示範驗證計畫，以及國營事業以大帶小
等策略，推動具減碳效益的示範應用

• 鏈結國際氫供應與新應用的產業合作機會，發展低碳多元應用與
高值化零組件

• 以示範系統建立產氫、輸、儲、用的關鍵技術
• 應用導向驅動跨域合作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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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淨零永續氫經濟新機會與挑戰，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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