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6	 材料世界網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

工業材料雜誌462期｜2025/06

化工製程的節能與智慧化應用技術發展 技術專題導言

作為支撐現代生活與產業發展核心基礎的石化/化工產業，長期以來對於台灣經濟成長扮

演著無可取代的重要角色。石化產品應用廣泛，舉凡民生乃至電子、半導體等領域無一不深

受其支撐，且國內具完整產業鏈，產值占全台製造業產值約三成，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然而，隨著全球對於永續發展及淨零減碳的高度重視，石化與化工產業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作為高度能源密集的產業，其於反應製程、蒸餾分離，乃至後端廢水處理等單元皆

消耗大量能源，導致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根據相關研究顯示，石化/化工業占台灣整體溫室氣

體排放量超過四分之一，已成為國內邁向淨零目標的關鍵產業之一。產業界正積極投入減碳

技術升級與生產模式的革新，以期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降低碳排放，力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

境永續。

其中，蒸餾作為化工產業中極為耗能的製程單元，涵蓋多數基礎化學品的精製與純化工

序，在諸多材料系統中甚至占生產製程總能耗達40%以上。透過諸如熱整合、多效蒸餾、熱

泵技術等節能技術設計與導入，不僅能有效降低蒸汽與電力消耗，實質減少範疇一與範疇二

的碳排放量，亦將能直接降低產品碳足跡，支援中下游產業鏈實現範疇三的減碳目標，為整

體供應鏈提供減碳效益，強化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與永續形象。

此外，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等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對於石化與化工產業帶來深刻的

變革。AI技術的導入有機會能使複雜製程的參數優化以及改善能源效率，甚至能協助產線實

現即時品質監控，透過精準預測輔助進行製程動態調整。近年來，無論在蒸餾、反應製程及

公共設施能源優化，或是在新材料性能模擬與配方設計上，皆有相當多的成功案例，顯示AI

技術整合的巨大潛力。

隨著數位化與低碳轉型雙軸驅動，石化與化工產業正朝向「智慧化、綠色化、價值化」

的新里程碑前進。本期「化工製程的節能與智慧化應用技術發展」專題報導，將從蒸餾節能技

術進展、AI在化工製程節能應用與AI在新材料開發上的潛力等議題進行展開，期望透過新技

術的說明與案例分享，為產業界提供新技術趨勢參考。

以數位化與低碳轉型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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