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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地工技術 落實2050淨零排放

萬皓鵬 

 

萬皓鵬副所長為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博士，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暨資深正研究員，負責督導低碳環境領

域，包括：氫能、儲能、生質能、碳捕獲與封存、海洋能、風力

能、地熱、碳管理、循環經濟等。於工研院任職期間，歷任部門

副主任、主任、副組長、組長等職務。 

萬副所長1988年大學畢業後，歷經金門服役、新光合纖公司、

中原大學助教等工作後，投入流體化床技術研發。博士畢業後，

旋即於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迄今，並曾兼任中原大學化工系所副

教授近20年，對於研發、產業化及教學有豐富經驗。累計著作包

括：論文逾400篇(SCI 近40篇)、專利65件、專書8本等。於工研

院任職期間，共獲得兩次及入圍一次全球百大科技獎(R&D 100 

Awards)、國家產業創新獎、國家發明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

工程師，及工研院院內創新發明獎、產業化貢獻獎等十數次獎項。

在公協會方面，萬副所長目前擔任臺灣碳捕獲封存與再利用協

會常務理事、臺灣汽電共生協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主委、中華民

國燃燒學會理事等。協助相關領域技術連結、產業應用，及教育

訓練等。並擔任經濟部、環保署等政府部門於能源及環境領域之

諮詢、評鑑、審查委員。其所帶領的科研計畫(包括：燃燒、鍋

爐汽電共生、生質能源、碳捕獲與封存等領域)，並成功帶領團

隊，與產業有多項大型合作及國內外專利與技術移轉案件。 

承蒙「地工技術」雜誌邀請，很榮幸能為   
「地質能源與碳封存之大地工程」專輯撰寫  
贈言，地工技術自 1983出刊到現在已經過   
39年，創設了一個很好的平台供國內大地工程
專業人士進行技術及實務經驗之交流，在過去

已出版的173期刊物中，主題包括探勘調查、
基礎設計施工、邊坡穩定處理、地盤改良、地

下水、隧道工程、土壤液化…等等，幾乎涵蓋

所有大地工程可能接觸的各類問題，大大提升

國內土木、大地及地質工程等領域之專業水

準，對於國內工程建設品質之改善，深具貢獻。 
隨著時代的演變及人為因素，地球環境發

生了巨大的變異，過去因工業快速發展造成溫

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已使人類生活環境遭受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苦果，現在先進國家均已體認

到減碳的重要性，美、歐、加、日、韓等130
個國家宣誓落實「2050 Net-Zero Emissions 
(淨零排放 )」，支持氣候政策及允諾大幅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量，淨零排放已成為全球最關注

的重要行動。  
我國國發會於今年 (2022)3月30日公布了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在國發會的規劃
中，電力供應在2050年再生能源將大幅提升
至60～70％，其中繼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之
後，地熱發電預期將成為重要的再生能源之

一。另外依據淨零路徑，2040年後燃煤燃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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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將導入CCUS(碳捕獲、再利用與封存 )，
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的碳排。由地熱、CCUS
均列入國發會所發佈的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

之一，可見地質能源、碳封存為達成國家淨零

排放目標的重要環節，也是國內大地工程專業

產、學、研各界人士，再一次為環境、為國家

貢獻所學的重要機會。  
地工技術本期主題為「地質能源與減碳之

大地工程」，內容涵蓋地熱發電之資源探勘策

略及方法、電廠開發實例介紹、國內重點技術

開發及成果，以及與二氧封存相關之場址調

查、模擬評估、安全監測、鑽井工程等，均緊

緊扣合減碳與去碳技術之國際發展潮流，值得

土木、地工及相關領域之朋友深入閱讀，以及

思考如何將淨零排放落實到各行各業，以共襄

節能減碳之世紀盛舉。  
工業技術研究院以科技研發與應用為職

志，致力於帶動產業發展、創造經濟價值，與

增進社會福祉。綠能與環境研究所，以低碳環

境、電能系統、能源效率，及能源環境政策四

大領域，進行相關技術研發、產業合作，及擔

任政府能環政策智庫。綠能所在大地工程領域

上，除針對地質探勘調查、地熱資源應用、碳

捕獲封存，進行研發及政策推動協助外，在地

下水整治、邊坡穩定監測、海陸氣象監測預測

上，亦多有投入，並透過跨領域合作，創造更

多創新技術及產業價值。  
隨著國家淨零排放政策之逐步落實，國內

各企業，尤其是以外銷供應鏈為主的業者，紛

紛設定淨零排放目標，工研院也已於2021年  
3月22日宣布全院將在2050年達到二氧化碳
淨零排放的目標。面對未來與時間賽跑的減碳

巨大挑戰，利用地球救地球之概念可能是一個

可行的途徑，地球內部蘊藏巨大熱能，善加利

用可以創造龐大的潔淨能源，另外地球岩石圈

內也存在可以安全儲存二氧化碳的孔隙空間，

以上二種工程開發均與地工技術專業息息相

關，因此期待地工界的朋友們可以透過地工技

術174期的引介，積極投入地質能源與減碳之
各項大地工程技術開發，共同為解救地球危機

之世紀大工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