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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布局低碳能源与再生材料
文 | 林玉圆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石化业需及

早展开净零转型，携手供应链一同加

入，全面提升石化业下世代竞争力。

数据显示，我国石化化工行业能源

消费量 6.9 亿吨标煤，占全国总能源

消费量的 16.9%, 占全部工业总能源消

费量的 25.7%，是单一行业占比最高。

面对 2060 碳中和排议题，国际石化大

厂纷纷投入低碳永续技术如回收塑料

及热裂解再生，同时开发多元低碳能

源。我们建议，中国石化业需及早展开

净零转型，携手供应链一同加入，全面

提升石化业下世代竞争力。

国际碳中和排趋势下，中国石化行

业的发展对经济影响甚巨。2021 年，

中国石化行业实现营收14.45万亿元，

较历史最好年份超出 4000 亿元，创下

了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 1.16 万亿

元，为石化行业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万

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2022 年产业

景气则将持平向上。而攸关石化业成本

的国际油价，在 2022 年尤其是国际地

区战争后，持续暴涨中。

疫后塑料用量持续增长

剖析当前全球石化业景气及发展，

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经理范

振诚提出三大趋势：首先，各国经济复

苏，石化产品需求提升；其次是发展低

碳永续材料成为业界目标；而在国际品

牌厂商要求下，也促使厂商加速开发塑

料化学回收技术。

范振诚进一步说明，受到疫苗普及、

宅经济兴起、各国推出经济振兴方案等

影响，石化产品消耗量将逐年增加。像

是个人防护装备如口罩、手套、防护衣

等，多以塑料制造，且为一次性用品；

民众外带饮食的比例增加以及在线购物

频繁，也推升包装材料的需求。此外，

宅经济推升电子产品热卖，其外壳、零

组件多以塑料制成。英国研调机构 IHS 

Markit 预估，全球塑料使用量将持续

增长，2050 年上看 7 亿公吨。

国际大厂积极减碳　

回收、可再生材料热门

中长期来看，碳中和排趋势已促使

国际品牌大厂积极减碳，包括食品饮料、

日用品、汽车等终端产品，都宣示采用

回收或再生材料的时程。例如：可口可

乐及百事可乐订定 2025 年到 2030 年

采 100% 可回收包装、麦当劳于 2025

年将回收所有使用过的包装垃圾、宜家

家居（IKEA）于 2030 年全面采用可

回收或再生材料。

再生材料将成未来主流，这也促使

石化业者投入循环经济，加速研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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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导入热裂解技术、赋予废塑料

新价值等。国际大厂包括德国巴斯夫

（BASF）、 荷 兰 壳 牌（Shell）、 美

国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等，都

与供应链伙伴携手合作，积极布局上述

领域。

为达碳中和排目标，各国已将碳定

价视为政策减碳工具，导入碳权交易及

碳税等。例如欧盟的 ETS 碳交易制度

行之有年，已针对部分石化产品进行管

制；另即将于 2023 年试行的欧盟碳边

境税，初期虽未纳入石化产品，但长期

可能逐步适用。中国石化业外销比重高

达 40%，其中有 3 成销往正在规划碳

关税的国家如欧盟、美国、日本，各国

减碳政策对于石化业者的冲击已可预

见。

转型方向：业务转型、低碳

能源、再生材料

全球碳中和排将对石化业产生哪些

影响？下列三大转型趋势最值得重视：

第一、减碳及业务转型：由于石化业者

未来必须负担范畴一（制程及设施之直

接排放）及范畴二（外购能源之间接排

放）的碳排放，因此国际大厂在提升能

效、改用低碳能源、业务转型等 3 方

面加紧脚步。以日本三井化学为例，从

生产传统石化产品，转向汽车材料、医

疗保健等高值化领域，透过供应链或异

业结盟，开发生质原料、投入热裂解回

收、以区块链进行塑料溯源等等。

第二、开发低碳能源：净零趋势将

造成化石燃料需求在中长期达到高峰后

开始减少，因此国际石化大厂投入能

源转型，提供多元的低碳能源产品如

再生能源、充电站、生质燃料等，并

以原油直接制造化学品（Crude Oil to 

Chemicals；COTC）， 不 经 轻 油 裂

解后之加工制程。例如荷兰壳牌石油便

投资成立将废弃物转化为低碳燃料的工

厂，同时也供应永续飞机燃料给航空业

者。

第三、再生及回收塑料：净零趋势

带动品牌商对低碳原料的需求，回收再

生料、生质塑料等产品及技术成为未来

趋势。国内纺织业及电子业者已导入相

关作法，例如采用绿电、发展再生材料、

微生物染料等，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长期而言，碳中和排、永续发展的

趋势不会逆转，市场对于回收塑料及再

生原料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然而现阶段

全球再生材料的供给远不及需求，建议

国内石化龙头业者及早布局，与产业链

上下游期同合作，处理废塑料问题并获

取再生石化进料，创造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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