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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議題下高分子產業之契機 特刊導言

高分子產業邁向減碳2030 
及淨零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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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工研院(ITRI) 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高分子研究組 副組長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NCTU) 應用化學系 博士
專長：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流變學

高分子產業自19世紀以來，從傳統的煉油、合成橡膠、塑料、樹脂等產品，轉向高性能

化學品、特種化學品、新能源等領域，為人類的生活和工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然而，

方便的背後，卻帶來了環保等相關的議題。過去幾年，全世界政府及相關大企業紛紛針對

2050年之溫室氣體排放做出相關宣示，短程為達到2030年的減碳轉型，至2050年則可實現全

球淨零之展望。而2050淨零不僅僅是一個環保目標，也是一個經濟轉型的機會。為實現此目

標，透過技術創新及產業轉型，促進持續發展，並兼顧經濟成長。對於石化及高分子產業，

雖然是巨大的挑戰，的確也是個機會來臨的時刻。由過去線性經濟，到近期回用經濟，最終

達成未來循環經濟。從產業鏈的上/中/下游，皆需全盤考量。

本期特刊因應此議題的發酵，先做拋磚引玉，讓高分子產業先進可重視此議題，針對

自身企業及產品，對短/中/長程做不同的藍圖規劃。首先敬邀台灣大學林江珍教授為本特刊

揭開序幕，由世界減碳趨勢及台灣產業機會進行簡述，文中提到化學品之循環模式，值得深

思。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及台灣綜合研究院則為讀者快速掃描法規及相關石化機會，針對不同

上游石化產品，提出轉型機會，如限塑議題、企業ESG規範、回收循環再製等，以及相關石

化材料與減碳做法下之成本分析。工研院材化所高分子組之研究團隊，也針對近年來之研發

議題提出相關報告，如：日常用包裝材料之減塑減廢，未來趨勢為材料單一化，方便回收，

減少焚化爐負擔，以循序達成全循環之概念；聚酯材料（如保特瓶）的循環利用，如何藉由技

術導入，突破傳統瓶到瓶之應用及開發更高產品附加價值之材料，帶給材料新生命；廢輪胎

的處理，一直為橡膠業者的痛點，以減廢為出發點，對於不同橡膠材料的化學鍵結，設計有

效的化學解聚劑，創造橡膠循環經濟可能性；碳纖複合材料輕量化及高強度之特性，可應用

於運動產業、運輸、能源等領域，其回收及再製，需從材料加工、樹脂及碳纖改質等設計著

手，才能將材料引入再利用可能性。其他如功能性的孔隙膜材，對於吸脫附之功能，有其高

值化應用範疇；ICT通訊產業之新低碳材料導入等，於本特刊亦有相關報導。

高分子材料減碳與淨零之議題十分多元，本特刊報導針對目前台灣機會及近期國際趨勢

做介紹，僅冰山一角。未來將會有更多相關技術及報導於本刊介紹。希望石化及高分子產業

於此時機點，化危機為轉機，開發環境友善材料的同時，亦兼顧經濟成長，以達成實質淨零

及產業轉型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