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下，零碳排的氫經濟成為明日之星。各國積極投入氫發展儘

管重點各異，卻仍不脫發電、工業、交通載具等三大應用方向，預料將在三大應用發

揮巨大市場潛力。在氫經濟之下，臺灣產業有何機會和挑戰，未來又該投入哪些技術

應用，加速我國氫時代的發展？

臺灣氫產業的機會和挑戰
布局零碳「氫」時代

節
能減碳已是全球大勢之趨，從減碳到零碳，

氫能被視為未來的重要能源之一，各國競相

布局，紛紛提出氫能相關的發展策略，逐步實現新

型氫世界。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能源組石蕙

菱博士表示，現階段各國氫發展以發電、工業、交

通載具為三大應用方向，但發展目標與方式各不相

同，大致可分為3種模式。模式一，減碳與氫應用

產業並重，像是日本、韓國和中國等國家，以內需

市場示範營運模式，規劃中長期系統輸出，並著重

國際氫進口供應鏈的建置以及應用國際化，藉此創

造新興產業效益。

模式二是擴大應用，達成減碳目標，諸如歐盟

成員國、英國與美國，以其可整合廣大地域資源的

地利之便，善用既有資源與產業基礎，聚焦在氫於

零╱低碳燃料的應用，推動綠氫與藍氫的規模經濟

來達成減碳目標。模式三，則是著重氫出口，主要

以欲從化石能源出口轉型的地區，例如澳洲、中東

和北非等國家或區域為主，為了加快其產業轉型速

度，降低運儲成本是其發展關鍵。

產學研相繼投入　成果仍待商業化

在各國如火如荼展開氫能戰略之下，臺灣的氫

產業發展狀況如何？石蕙菱表示，目前臺灣氫氣來

源以灰氫為主，料源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如甲醇、

甲烷重組，先進口料源至工廠，再製造分銷，少部

分回收工業副產氫。現行運儲方式則以進口高壓槽

車運送氣態氫為主，尚無地下氫氣運輸管路與大型

定置型液態儲槽，基礎設施亟待建置。

在應用上，臺灣氫發電以備援電力為主，僅小

型（10kW以下）燃料電池有商業化實績，中大型

（10至數百kW）等長期發電裝置仍在研發階段。

工業用氫上，主要用於半導體、食品和金屬加工

等產業，不過隨著5G手機需求增加，連帶讓晶圓

長晶製造、面板、靶材應用等製造對高純度氫氣

（>99.999%）的需求越來越高。

在氫能備受關注下，臺灣學界、法人、產業也

相繼投入相關技術研發。學界以電解產氫轉換效率

撰文／陳怡如

臺灣現行氫氣運儲方式以進口高壓槽車運送氣態氫為主，基礎設施

亟待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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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以及低成本儲氫或燃料電池材料的開發為

重點，不過新型製氫例如太陽能製氫技術仍處研發

階段，相關成果尚未商業化。法人過去以應用端為

主，配合政策推廣新能源裝置應用，如工研院開發

長航時燃料電池無人機，以及工業副產氫發電與純

化回收等。

產業界的投入以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與交通工具

居多，如中興電工利用燃料電池示範微電網系統、

聯合再生能源研發燃料電池機車等，近期氫╱氨渦

輪發電、中大型商務運輸工具、加氫站等基礎設施

等相關專案也正陸續發展中。

三大應用多管齊下　實現氫能經濟願景

未來，臺灣在氫應用上的發展，將以減碳為目

標，逐步提高氫需求。石蕙菱建議，在發電上，可

用氫或氨混入傳統燃料再進入渦輪發電機，或使用

燃料電池協助能源減碳，以既有火力發電機組改良

應用，歐美日皆有相關驗證計畫，臺灣可在既有港

區、電廠等場地運行，但挑戰是目前綠氫與藍氫價

昂，發電成本可能拉高。

產業應用包含氫氣煉鋼、製氨等化工製程和半

導體等應用，歐盟等國正發展傳統產業氫氣減碳，

臺灣可善用既有工業運儲氫氣體系，但要注意的

是，不同產業對氫氣價值評估落差大，傳統產業需

有足夠的用氫誘因。

在交通應用上，主要以氫能車和氫能巴士為

主，日韓由高市占車輛品牌帶頭發展，但臺灣車輛

產業的國際影響力有限，加上需建構加氫站，安全

規範嚴格，石蕙菱也提醒，須注意和氫能車與電動

車之間的資源競爭問題。

石蕙菱指出，臺灣發展氫能的優勢在於，具備

可結合氫或由氫合成原料的工業，也有明確的減碳

目標；但挑戰也不少，目前臺灣僅有天然氣管線，

尚未建置跨域的天然氣管線整合能源；未來若要發

展綠氫，也需要有過剩的再生能源電力，加上工業

副產氫多有用途，電解製氫與儲氫技術成本仍高，

同時也需要制定加氫站的設置法規，仍須多管齊下

努力。

石蕙菱建議，在減碳的終極目標下，臺灣需審

慎評估氫能導入的模式、擬定策略，同時整合技術

研發與實地驗證，輔以環境建構以擴大應用。未來

可朝向前瞻製氫技術研發、臺灣氫需求與減碳潛力

分析、再生能源電解製氫整合場域模擬分析三大方

向前進，實現氫能經濟願景。

我國氫能應用發展分析

以減碳要求擴大氫氣應用，逐步提高氫氣需求。

‧發電、產業之減碳效益明顯，可運用既有基礎設施，且符合國際趨勢。

‧交通應用需大量基礎建設，且會產生同時發展電動車之資源競爭問題。

應用場域
‧燃氣火力混燒減碳

‧燃料電池發電

‧氫氣煉鋼

‧製氨等化工製程

‧半導體等其他應用

‧氫能車

‧氫能公車

機會

‧ 以既有火電機組改良應
用，歐美日已在驗證

‧可在港區、電廠設施運用

‧ 歐盟等國正發展傳統產業氫氣
減碳

‧可運用既有工業運儲氫氣體系

‧日韓高市占車輛企業帶頭發展

挑戰
‧氫氣價格高，發電

‧成本短期拉高

‧ 不同產業之氫氣價值落差大，
傳統產業需有足夠用氫誘因

‧我國車輛產業之國際影響力有限

‧需建構加氫站，安全規範更嚴

‧與電動車資源競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發電應用 產業應用 交通應用

打造氫能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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