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減碳、低碳再零碳

面對2050淨零排放的急迫挑戰，身為傳統印象中「碳排大戶」的鋼鐵業該如何因應？在鋼

鐵業打滾40年，中鋼公司總經理王錫欽分享中鋼的綠色轉型之道。早在10年前，中鋼便率

先提出「5G（Green）策略」，為減碳打下基礎；近一年來，更制定「短期減碳，中長程

先低碳再零碳」的規劃，以十大路徑實現2050碳中和目標。

氣
候變遷愈演愈烈，淨零排放是大勢所趨。

企業承受來自政府、法規、客戶、投資機

構、NGO等多個層面，急迫又嚴苛的減碳要求，

我深刻感受到，節能減碳已經不是環保議題，而

是經濟議題，攸關企業的永續經營、興衰存亡，

甚至能否存活在國際供應鏈體系裡，產業一定要

嚴肅面對，化挑戰為機會。

但淨零排放是全世界最重大，也最艱鉅的挑

戰。首先，因為技術還沒到位，有很多還處於概

念發展的階段；再者，各行各業都要淨零排放，但

鋼鐵業的製程跟水泥或化工不一樣，每一個產業都

要找出淨零排放的方法，是多浩大的工程。

過去鋼鐵給大眾的印象，是高能耗、高碳排的

產業，其實並非如此。根據2021年全世界工業材料

用量統計，鋼鐵僅次於水泥，是全世界用量第二大

的工業材料，從環保角度來看，鋼鐵百分之百可以

回收再利用，目前實質回收率已接近90%，比大家

認為最好回收的鋁還多5%。

口述╱中鋼公司總經理王錫欽　整理／陳怡如

中鋼十大路徑實現2050淨零永續

中鋼公司總經理

王錫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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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不能只看總量，而要看噸鋼

碳排強度，也就是生產1噸的鋼跟其他材料比

起來，碳排是多還是少。在所有金屬中，鋼鐵是

碳排強度最低的金屬，是鋁的六分之一、鎂的十

分之一、鈦的二十分之一，所以我相信，面對未

來低碳轉型，鋼鐵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材料。

但畢竟鋼鐵產量太大了，所以碳排量也大，

目前全球鋼鐵每年總消費量約18億噸，等於180個

中鋼的產量。身為鋼鐵人，深刻體認社會大眾對

於鋼鐵業減碳的期待。

提出5G策略　打下永續基礎

在永續趨勢下，中鋼早在10年前，就已提出

「5G（Green）策略」，包含開發綠色製程、製

造綠色產品、結盟綠色夥伴、開拓綠色事業、倡

導綠色生活。

在綠色製程上，中鋼是一貫作業鋼廠，煉鋼

程序很長，從投料進去到成品產出，就要10天時

間，3公里長的產線，全是高溫高壓製程，光是高

爐就達攝氏2,000多度。中鋼竭盡所能把過程中產

出的副產爐氣，包含焦爐氣、高爐氣、轉爐氣和很

多的廢熱回收，透過汽電共生發電，讓工廠自發電

比例大於52%，相當於半部核能機組。

我們也深入所有製程，找到各種減碳機會，

過去10年已建立1,163項節能減碳方案，成功讓中

鋼減碳135萬噸／年，相當於3,479座大安森林

公園之碳匯。減碳是一個積小勝為大勝

的工作，必須要點滴經營，把基本

功做好，未來實現碳中和也會更

加容易。

在綠色產品上，中鋼開發

高能效電磁鋼、高強度車用鋼

等產品，因為能效提升，重量

減輕，客戶用這些綠色產品製

成汽車、馬達等終端鋼鐵製品，

在使用生命週期中，就有減碳效

益。去年，中鋼共生產1,000萬噸的

鋼，其中綠色鋼品就占了456萬噸，可為

消費者減碳達848萬噸，具很大的外部減碳效益。

中鋼早在15年前就和特斯拉（Tesla）結盟，

透過協同研發的機制，開發低鐵損、高磁通、薄厚

度的電磁鋼片，厚度已從0.35mm減少到0.15mm，

不僅導入特斯拉所有車款，歐洲幾大知名車廠也有

採用。中鋼的鋼鐵市占率在全球不到1%，但去年

全世界電動車馬達所需要的電磁鋼片，中鋼市占

率高達30%。開發綠色產品，除了讓中鋼低碳轉型

外，對於促進電動車的發展也有貢獻。

在綠色夥伴上，則以合作方式，讓中鋼跨域

實現循環經濟。鋼廠投入循環經濟有兩大優勢：第

一，物料的用量大、種類多，中鋼1年所需物料量

高達2,700萬噸；第二，鋼鐵製程溫度高，能成為

許多廢棄物去化的好場域。

早在1994年，中鋼就在臨海工業區，建構全

國最大的區域能資源整合中心，把中鋼產生的廢

中鋼透過捕集純化高爐氣裡的CO和
CO2，再交由化工廠製造甲醇、醋酸
等化工品，成就化工產業和鋼鐵產業

跨業整合的低碳經濟。右圖為中鋼的

鋼化聯產實驗先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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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化、無碳燃料、捕捉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全氫能冶煉製程等四大路徑，在

2050年實現碳中和。

但目前在中長程8個路徑上，都還沒有成熟

技術，即使在這樣的路徑下，1年還需要22萬噸

氫氣、15億度綠電、160萬噸廢鋼、150萬噸還原

鐵、1,100萬噸CCS，此外還有設備的投資改造，預

期將會面臨技術、資源和資本的三大挑戰。

其中，技術絕對要優先面對，就鋼廠最核心

的設備和製程，也是耗能和碳排最大的高爐，中鋼

已在成功大學成立氫能冶煉研究中心，匯集11所

學研單位、22位學者專家，展開技術研發。

2021年開始，中鋼也投入現場試製，驗證這

些路徑的有效性。比如針對高爐添加還原鐵，已在

高爐做了3次實驗，證實添加1噸還原鐵，可以減

少高爐碳排1.5噸，比預期效果還要好。光是與高

爐製程有關的3個路徑，未來3年中鋼就將投入29

億元的研發經費。

在轉爐增用廢鋼上，也已完成33爐試製，

將廢鋼添加量由10%提升到22%，同時將雜質從

熱、水蒸氣和過剩的工業氣體，透過管路輸送給周

邊13家工廠，2021年就賣了158萬噸蒸汽，減少38

萬噸碳排，也為中鋼帶來新臺幣20億元營收。

現在力推的「鋼化聯產」也是同一概念，只

是資源共享的不只是水蒸氣，而是大家想去之而後

快的「碳」。透過捕集純化高爐氣裡的一氧化碳和

二氧化碳，再交由化工廠製造甲醇、醋酸等化工

品，成就化工產業和鋼鐵產業跨業整合的低碳經

濟，我把它稱作「區域能資源整合2.0版」。目前1

年可固碳5,000噸的實驗產線已建立完成，預估10

月底舉行落成典禮。

在綠色事業上，中鋼對於再生能源也有很多

投入，主要在太陽光電、儲能和離岸風電。目前在

集團廠房屋和蓄水池，已建置裝置容量達87.3MW

的太陽光電；今年中也已完成1.8MW的儲能系統，

參與台電電網動態調頻（AFC）服務，穩定電網品

質，今年底會再增建2.2MW儲能系統，讓太陽光電

輸出平滑化。

針對離岸風電，中鋼已和歐洲廠商CIP合作成

立中能發電，投資新臺幣550億元，在彰化外海開

發29號風場，建置容量達300MW，預計2024年併

網，1年發電量可達11.5億度，接近中鋼實現碳中

和所需新增的15億度／年綠電。

規劃十大路徑　達到零碳願景

過去大家談論的是節能「減碳」，但我近期

深刻感受到，又急又快又強烈的「零碳」要求，這

兩者截然不同，態度和策略也完全不一樣。目前全

球已有24家鋼廠宣示2050要達到碳中和，中鋼花

了1年時間，提出「短期減碳，中長程先低碳再零

碳」的十大路徑規劃，實現2050碳中和目標。

在短程減碳上，主要透過多用再生能源，以

及加大力度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這兩大路徑，目標

是2025年的減碳量，比基準年2018年減少7%；在

中程低碳上，則透過高爐添加還原鐵、高爐噴氫

取代噴煤、鋼化聯產、轉爐增用廢鋼，共四大路

徑，希望在2030年減碳22%。後續將持續投入電
未來臺灣鋼鐵產業的發展，絕對不是製造更多鋼鐵，而是從鋼鐵

創造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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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ppm降到100ppm以下，即使在多加廢鋼的情

況下，也能做出高級鋼，滿足HP、DELL、友達等

客戶，希望材料供應商將廢鋼比例增至20%的減碳

要求。

未來中鋼實現碳中和的結構是「三高一電」，

將目前4座高爐中1座停役，換成電爐；我們也針對

需要的資源提前布局，比如針對直接還原鐵，已

和4個團隊在澳洲、馬來西亞尋求適當地點投資設

廠。中鋼是玩真的，從減碳到零碳，點點滴滴就這

樣推動起來。

採取四大策略　以大帶小解決三碳挑戰

臺灣鋼鐵產業歷經超過一甲子發展，具有非

常完整的上游煉鋼、中游軋鋼、下游用鋼的產業

鏈。光是中上游，去年產值已達1.5兆元，下游更

高達5兆元，雖然鋼鐵是傳產，但絕對是臺灣經濟

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現在的競爭不是個別產業的競爭，而是生態

體系的競爭，中鋼深刻體認到，下游好，客戶好，

中鋼才會好。也因此，中鋼不只要做自己的研發，

未來更會整合產官學研的資源，採取以大帶小的方

式，用四大策略，持續協助鋼鐵產業面對未來碳定

價、碳關稅、碳中和等三碳挑戰，並共創鋼鐵綠色

價值。

首先，推動產業數位轉型。臺灣的競爭優勢在

於聚落效應，透過建構產業雲，將分工綿密的群聚

小廠，虛擬整合成一貫作業的大廠，提升跨廠協作

的營運效能。

第二，上下游協同研發，和策略夥伴建立聯

合實驗室，作為中鋼上游和下游客戶之間創新研發

價值鏈的整合基地，實現從原料串聯到終端產品的

協同研發，提升研發效率。

第三，深耕核心技術。針對未來的趨勢產業超

前部署，開發核心技術，培植新興的產業聚落。

第四，擴大產業服務團。提供更多元的協

助，提升下游廠商精實管理、ESG作為、節能減

碳、碳盤查輔導等，強化其永續競爭力。

未來臺灣鋼鐵產業的發展，絕對不是製造更

多鋼鐵，而是從鋼鐵創造更多價值，鋼鐵業需要持

續轉型升級，才能提升韌性，創造永續競爭力。

鋼鐵百分之百可以回收再利用，目前實質回收率已接近90%，比鋁還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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