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協助臺灣鋼鐵業轉型升級，國內最大鋼鐵龍頭中鋼與工研院聯手打造鋼鐵產業研發

平台，聚焦半導體製程關鍵物料國產化、水資源再生優化利用，以及打造工安環境等

三大目標，共創鋼鐵產業新價值，攜手邁向新藍海。

淬鍊鋼鐵新價值
國內首創鋼鐵產業研發平台

當
最懂煉鋼製程的人，碰上國內應用研發技術

最前瞻的人，雙方會激盪出什麼火花呢？日

前，一場打造「鋼鐵產業研發平台」的記者會上，

中鋼人與工研人齊聚一堂，將啟動產業出題、工研

院解題的產學研發新模式。

中鋼出題、工研院解題　共創傳產新局

「臺灣產業走到現在，該如何走下去？大家

都在思考這一個問題，」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有感

而發，中鋼是一個鋼鐵集團，底下有很多轉投資公

司，未來工研院與中鋼不只在技術上合作，而是緊

密整合彼此的資源與人脈，共創產業升級契機。

中鋼總經理王錫欽表示，企業資源有限，而

社會資源無窮，產業界應該善用學研界的優秀人

才，一起提升創新研發動能。也恭喜工研院在今年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可說是花開並蒂、連中兩元，

撰文／王志鈞

臺灣半導體靶材使用量居全球之冠，然此原料皆需自美德日等國進口。工研院與中鋼共同發展高階半導體級靶材，為臺灣鋼鐵產業

注入新動能，達成半導體關鍵材料國產化的目標。左為中鋼總經理王錫欽、右為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

產 業 焦 點

Focus

40



這反映出工研院在整個研發能力與成果達到世界

最高的水平，雖然中鋼每年提撥研發經費達20億

元，但只有7%是產業合作項目，未來希望提高到

10%，才能因應環境變化的挑戰。

王錫欽指出，中鋼擅長創業、創利，有很多

轉投資公司，不斷努力尋找鋼鐵業升級機會，但

對於創意、創新的部分，仍須仰賴更高端的研發人

才，專注於前瞻技術領域，才能有更大的動能。

事實上，中鋼早從1989年便開始與工研院合

作，研發領域包含鋼鐵材料、鋁合金、光電材料、

熱電材料、及節能環保等，範圍既深又廣，研發成

果也都在中鋼及集團公司中實際應用。

三大目標協助鋼鐵業更上層樓

中鋼除了供應本身鋼鐵產業上游材料外，也

希望發展能促進國內其他產業轉型升級的「高階

材料」，以創造更多的產業價值。另外，氣候變

遷導致用水量極大的鋼鐵業，也需細思如何確保

水源供應無虞。此外，善用ICT技術來提升工作環

境安全，降低工安意外，也是中鋼長期以來重視

的議題。

「當初中鋼提出需求後，我們立即前往中鋼

高雄總部開會，雙方南北來回好多趟，也讓高鐵賺

了好多錢，」彭裕民笑著說，所幸這些辛苦最後化

為豐碩的成果，工研院與中鋼研擬出鋼鐵產業研發

平台初期運作的三大合作領域，分別為：發展高端

金屬材料、再生水循環利用與AI工安系統，期望透

過工研院長期累積的前瞻技術能量，能協助中鋼及

臺灣鋼鐵產業，更上一層樓。

在高端金屬材料中，以半導體靶材為主要發

展重點。根據國際半導體協會（SEMI）報告，臺

灣為半導體靶材使用量最高的國家，占全球市場

22%，但目前此原料皆需從美德日等國進口，中鋼

估計1年進口金額達到70、80億元。

為了協助半導體產業降低原料成本，中鋼希

望藉由導入工研院高階半導體級靶材製程技術，推

動關鍵物料國產化的目標。另外，工研院為全台少

數具有金屬與合金粉體原料製造設備之機構，生產

之鐵系合金磁粉，可應用於3C、電動車被動元件

生產原料；中鋼也將與工研院合作幫助廠商快速進

行新材料開發與產品驗證，有效縮短廠商研發與量

產時程。

在再生水循環利用部分，中鋼希望能透過工

研院再生水廠處理優化流程，讓目前占總用水量

23%的再生水使用量，於2024年提升至59%，進而

降低缺水風險，維持營運穩定。

在AI工安系統方面，中鋼因鋼材運輸需求，廠

區內有許多大型拖板車輛行駛，由於駕駛視覺死角

較大，為強化用路安全，中鋼將導入工研院榮獲國

際肯定的「iRoadsafe」系統，以智慧道路安全警

示技術，提供大型車安全防護，降低路口事故肇事

率，提升廠區運輸的交通安全。

此外，工研院的虛擬實境（VR）技術，也可

協助煉鋼廠培訓轉爐傾鋼作業人員。想像轉爐裡攝

氏千度以上鋼液，需手動操作機具傾注至下一處理

製程，這項危險且需要純熟操作技術的工作，若能

讓新人透過VR模擬，學習傾爐技巧，必能大大提

升工作的安全性。此平台結合了模擬環境、真實物

理模型及實體操作桿，並搭配出鋼經驗提醒事項，

可達虛實整合，智慧傳承的目的。

針對危險且需要純熟操作轉爐傾轉出鋼製程，工研院協助進行虛

擬實境平台開發 ，以虛實整合增加新進員工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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