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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化工科技 

日  期：20110 年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白皮書 

出  處：產業篇 標題肆 

主題分類：民生福祉領域 第一章 

 

 

文章內容 

 

一、精密化學材料技術及應用開發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台灣製造業大幅移向中國大陸或東南亞地區，加上化學工業原材料國際化，產業產品競爭日益激

烈。因此，以台灣的產業產品製造量產能力與製程管理基礎，整合上中下游創新材料、產品與服務，

促使整體產業發展自立自主品牌為產業發展機會。自 2010 年以來，台灣產業已逐步走出國際金融風

暴，產業積極布局永續發展方向。在此同時中東、中國大陸及東南亞等地區新石化產能陸續成功量產，

國內乙烯及丙烯等石化產品及衍生相關產業又將面臨新一波挑戰。緣此台灣化學工業應強化既有產業

產品技術研發能量及高值化轉型，方向包括結合國內電子及光電產業創新服務與品牌開發關鍵化學材

料，全力爭取國際市場；著重民生化工基礎材料與技術，開拓光電、環保與能源新材料，創新產業產

品價值，進一步強化台灣優勢產業用特化品之自主性。 

從台灣現階段產業結構變化來看，精密化學材料技術及應用的開發，更應與化工產業進行高度整

合，聚焦在產業創新及新興產業二大重點主軸，規劃投入項目，系統化地拓展不同產業的應用需求。

因此將以精密化工與機能性化學品技術、奈米改質與機能性複合材料研製與應用技術、高性能高分子

材料研製與應用技術等三大主軸做為研發載具，以兼顧即時落實與產業升級轉型之目標。其年度目標

重點分述如下。 

在精密化工與機能性化學品及材料技術方面，1.建立高導電超細奈米碳管 (CNT, Carbon 

Nanotube)製程與分散技術、開發具更高導電特性之奈米碳管製程、碳管導電度提升之改質方法與排

列圖案化技術；2.透過分離純化製程技術研究，發展發光二極體(LED, Light Emitting Diodes)基板所

需之高純度無機材料純化技術、發展發光材料熔融結晶調控及發展矽晶圓切削廢液資源化等技術。期

能開拓新素材及其相關應用技術，廣泛應用於導電、導熱複材、透明導電薄膜(Transparent Conductive 

Oxide Thin Film)或基材，環保、光電及民生化工產業所需之機能性複合材料等領域產業的應用，創

新國內產業產品功能與附加價值，以及材料之自給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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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奈米改質與機能性複合材料研製與應用技術方面 1.現階段台灣產業正往光電及功能性材料發

展，技術面在建立奈米微粒的分散與安定技術、奈米微粒的表面改質及型態調控技術、有機-無機混

成(Organic/Inorganic Hybrids)與交聯技術、塗料的流變調控與數位化噴印等核心技術，研製具高化學

鍵結能(High Chemical Bonding Strength)之耐候、耐化、低表面能塗膜及紫外光(UV, Ultraviolet)快速

交聯數位噴墨特化品；2.應用於戶外大型藝文彩繪、紡織衣物全彩數位噴印及液晶顯示器(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之背光元件等工業製程的圖案列印(Patterning)、印刷電路板(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標示，資通訊技術(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產品外殼、鍵盤，以及建

材、運輸工具等產業之耐候、耐磨、兼具光電等功能性之表面處理，開發高值化光電及民生化工產業

產品。 

在高性能高分子材料研製與應用技術方面，目標內容包括高強度、高韌性、高尺寸安定性(High 

Strength, High Toughness, and High Dimensional Stability)聚烯烴(Polyolefin)複材研製、高分子型無

鹵難燃劑(Polymeric Non-Halogen Flame- Retardant)及核殼(Core-shell)保護型難燃劑技術的建立，

和軟性高阻氣包裝材技術，以應用於高分子相關產業，提升產業產品附加價值，並建立產業用自主性

關鍵材料之研製技術。 

（二）技術發展藍圖 

為了因應來自中東、中國大陸及東南亞等地區新石化產能陸續開出對國內化學工業的新一波挑

戰。精密化學材料技術及應用開發技術發展規劃著重於化工產品高值化應用，以精密化工與奈米粉體

製程技術、奈米改質與機能性複合材料技術，及高性能高分子材料研製與應用三大主軸技術展開，見

圖 2-4-1-1-1，朝向應用於各種高值化光電產業產品領域、開拓環保、光電與民生相關產業新興市場，

以期在國內創造先進機能性化學品技術開發平台，擴大技術應用領域與市場，並兼顧台灣之節能與環

保等需求。 

精密化工與機能性化學品及材料技術發展規劃為發展高導電超細奈米碳管製程、改質分散暨圖案

化；高純度無機材料分離純化與分析，未來將以此技術為基礎，且於 2013 年發展具熱穩定性發光材

料之熔融結晶技術，及提升奈米碳管原材料的導電、導熱、透明度、發光特性或光學性質，擴大材料

的應用範圍與價值。 

奈米改質與機能性複合材料技術發展著重在有機及無機微粒分散安定及粒徑調控，同時發展機能

性噴印特化品；建立以高化學鍵結能之耐候、耐化表面處理材料與塗膜技術。2011~2012 年以半圓型

立體形體調控為主，建立墨水特化品之界面設計核心技術；該核心技術著重在光學物性相關之特性參

數，如光擴散、聚光或勻光等。後續以實心導線形體調控之墨水特化品成形與設計技術，該核心技術

著重在連續導線，如導電、導磁之相關特性參數等。2013~2015 年則在開發連續實心線路數位噴印及

高耐候耐久材技術。未來將以此技術為基礎，用於導線或二維(2D, two dimensional)立體噴印和成形

及具高耐候、耐潮濕等嚴苛應用環境之耐久建築產業的產品開發，使台灣數位噴印特化品及長效耐久

塗料(High Durability Paint)產業技術躍居國際領先地位，更進一步拓展國際市場。 

高性能高分子材料研製與應用技術之技術發展於 2011~2013 年將首先建立高剛韌、高尺寸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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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聚烯烴複材技術，高分子型無鹵難燃劑及核殼保護型難燃劑技術，進行高性能環保難燃劑應用評

估，及軟性高阻氣食品及醫療包裝材技術；以此為基礎於 2013~2015 年再逐步建立高強度、高韌性、

高尺寸安定性、高耐熱、高耐候聚烯烴複材技術，機能性多功能改質添加劑(Multi-Functional Additives 

for Polymer Modification)技術，及軟性光電元件產品用超高阻氣軟電構裝材技術。應用產品包括取代

價昂鋁合金之太陽能電池模組框材用高耐候聚烯烴複材，無鹵低煙(Non-Halogen Low-Smoking)難燃

電線電纜被覆材，各種增韌/導電/流變改質/分散等機能性改質添加劑，及食品/醫療阻氣包裝材，和軟

性光電元件產品用超高阻氣構裝材(Ultra-High Gas Barrier Packaging Materials)等高值化應用產品領

域。 

 

 

 

 

 

 

 

 

 
資料來源：工研院材化所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1-1 精密化學材料技術及應用開發技術發展藍圖 

（三）產業效益 

面對化學工業原材料國際化、集團化之際，透過精密化學材料技術及應用開發，預期可活化台灣

中小企業為主體之新產品開發所需的源頭基礎技術，提升石化產業中下游衍生產品之功能與特性，如

橡塑膠、合成樹脂、染料等附加價值與產業競爭力，並能配合光電、能源、環保等產業共同開拓所需

的新材料，提高台灣產業之國際競爭力。 

高導電超細奈米碳管製程與分散暨排列圖案化技術研發，主要可應用於透明導電薄膜，它可用於

觸控面板及軟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可取代氧化銦錫(ITO, Indium Tin Oxide)部分市場的應用

潛力，倘相關技術能夠落實，有助於國內產業切入透明高分子材料市場暨透明導電薄膜等相關電子產

業所需之材料，其市場需求產值超過新台幣 45 億元。而發展對應 LED 產業所需關鍵材料如高純度基

板無機材料及發光材料，可強化國內 LED 產業關鍵材料供應鏈的完整性。而矽晶圓切削廢液資源化

技術每年可創造 2 億元的產值。 

在數位影像噴印特化品技術方面，可開發機能性有機/無機微粒之 UV 交聯分散液，研製具功能

性、優異噴墨適性、高解析度數位影像墨水，可應用在室內、外之創意藝文影像噴印，具畫質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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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美，耐久性佳之優勢及競爭力產品。UV 交聯數位墨水同時可衍生應用在電子、光電、通訊產品

的外殼、鍵盤、金屬、陶瓷、塑膠包材或製品、擴散版(Optical Diffusion Pannel)等非吸收性產品的

噴印，具相當高的產業價值。在奈米機能性塗膜材料與應用技術方面，透過化學結構及奈米型態調控，

開發長效型耐候耐久奈米表面結構塗膜，具高耐久性，提供石材、水泥、建材、金屬、廚具等民生化

工用品/產品的耐用性及清新自然，可大幅提升居家住的品質。在產業效益上，更可提升塗料特化品的

競爭力及奈米技術的產業價值，預期可開創新台幣 75 億元以上之年產值。 

至於，建立新型高強度、高韌性、高尺寸安定性、高耐熱、高耐候聚烯烴複材技術，可衍生應用

到太電模組框材及輕量化汽車/運動休閒塑件等產品，預期可創造新台幣 50 億元以上之年產值。高分

子型無鹵難燃劑可應用到取代有毒害之聚氯乙烯(PVC, Polyvinyl Chloride)之無鹵低煙環保型電線電

纜外被絕緣材料及 ICT-housing，預期可帶動 30 億元以上之材料年產值。在開發軟電用超高阻氣構裝

材，本技術可衍生應用到次世代可折式軟性光電元件(Flexible Opoto-electronics Device)，如有機光

伏太電元件(OPV, Organic Photovoltaic Device)、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E-paper 等軟電及醫療包裝產業應用等產品。 

二、奈米材料及製程發展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奈米材料與製程技術為開發具利基、可實用化奈米產品的根基。藉由發展重點領域所需之材料與

製程技術，可協助產業界透過技術升級及創新應用而提高其競爭力，除可帶動新興產業的建立外，亦

可為傳統產業創造新契機，促使台灣成為奈米科技新產品的製造國及技術的擁有者。台灣目前在傳

產、電子光電、能源、環境及生技等諸多領域皆已投入可觀的資金與研究，因此將著重於奈米精碳材

料、奈米細緻化微孔、奈米光學材料(Nano Optics)及環境觸媒，以及奈米產氫觸媒等技術及產品的開

發。 

在奈米精碳材料技術方面，碳材的先進技術主要是集中在美日歐等國家，國內廠商則多從國外進

口碳與石墨素材，進行機械加工再販售。本技術的目標即在開發超臨界流體等萃取煤焦瀝青與石油瀝

青技術，得到高度順向性、光學異方向性的介相瀝青，以掌握各種石墨產品的最上游原料。短期以建

構自主性精碳產業原物料之精煉技術與量產技術為目標；中長期則在發展人工石墨及高導熱石墨等材

料，協助國內廠商掌握精碳產業原物料精煉之自主技術及產品供應鏈，逐步建立國內精碳相關產業，

並跨入國際碳材相關行業。 

在奈米細緻化微孔技術方面，國內的彈性體產業多以非微孔材料為發展主軸，少數致力於開發微

孔材料的業者，則強調密閉式微孔的阻斷功能，至於工業應用如瀝乾製程用滾輪、晶圓代工用研磨器

材、精緻農業、環保、節能之機能需求微孔產業，相關技術仍亟待建立。本技術的目標在以開放式微

孔材料做為技術平台，賦予傳統彈性體低密度、自冷卻、低聚熱等官能化特性，開發低污染、無毒、

節能之高附加價值民生用奈米細緻化微孔複材技術。 

在奈米光學材料及環境觸媒開發方面，光電產品須具備可見光、UV、紅外線(IR, Infrared Rays)、

電磁波之折射、反射及吸收等特性，本技術的目標在建立溶凝膠製程核心技術，包括非晶態、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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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氧化物及有機-無機混成溶膠，以研製玻璃及塑膠光學鍍膜，應用於光電、光學及相關產品的製

作。並以相同的技術平台，開發新材料製成奈米觸媒，或以材料奈米化改良原有觸媒，提升環境觸媒

效率。 

在奈米產氫觸媒技術方面，燃料電池(Fuel Cell)為備受重視的新能源之一，而其氫氣來源扮演至

為關鍵角色。目前已有多款以燃料電池為動力的載具，將氫燃料轉換成電能以提供車輛運輸及水中載

具等所需之動力，惟因一般民眾對高壓氫氣的恐懼感及氫氣發電價格偏高的影響，無法大量推廣於一

般民生用途。本技術的目標在開發化學產氫觸媒，結合產氫元件，以安全、環保的產氫，即產即用的

使用方式，提供無污染且兼具安全性的潔淨能源。 

（二）技術發展藍圖 

奈米材料及製程技術的發展藍圖見圖 2-4-1-2-1 所示。 

 

 

 

 

 

 

 

 

 
資料來源：中科院材料暨光電研究所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2-1 奈米材料及製程發展技術發展藍圖 

在奈米精碳材料技術方面，過去已長期且系統性地投入精碳/石墨技術與設備的研發，且成功技轉

液晶介相粉末技術予國內業界進行大量生產。未來的技術將著重於突破萃取煤焦瀝青及石油瀝青的技

術，開發高導熱瀝青基碳薄膜及平板技術，以發展各種碳材產品的最上游原料；同時進行介相碳微球

材料的研改，配合冷均壓(CIP)製程，發展高導熱石墨及高強度人工石墨等高性能碳材，以提升國內

碳材元件的製作、設計技術能力與層次，逐步建立台灣精碳產業。 

在奈米細緻化微孔技術方面，主要藉由導入功能性複合奈米粒子及微泡膠體成型技術，開發各式

微孔複材技術。利用其高保濕微孔的透吸特性，可發展精緻農業栽植與美妝、醫療保濕薄膜材料；利

用其紫外線阻斷、熱射線反射及低聚熱等特性，可發展熱輻射溫控系統，或使用於室外曝露物體及建

築物之塗層處理，延長硬體與設備的使用壽命，亦可做為各式車體、機體、裝備與建築物之彩色節能

保溫材料，減低能源消耗及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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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奈米光學材料開發方面，採用溶凝膠技術開發彩色、電磁波吸收及表面耐磨等奈米光學材料，

應用於須具備彩色、電磁波隔離等玻璃及塑膠鍍膜光學及光電產品。另外，以此技術平台可開發新材

料製成奈米觸媒，或以材料奈米化改良原有觸媒，提升環境觸媒效率，降低反應溫度，用於工業廢氣

觸媒反應器、汽機車廢氣觸媒轉化器、焚化爐廢氣觸媒轉化濾袋及空氣清淨塗料，開發空氣淨化新產

品，提升環境空氣品質。 

在奈米產氫觸媒技術方面，精進產氫機制，以提升應用系統的含氫量。同時進行高分散性奈米微

乳液觸媒製程開發，以提高產氫速率、產氫觸媒效率及耐久性。同時進行高含氫化合物釋氫機制研究，

將觸媒性能有效的結合產氫機制進行自動化控制設計，依其特性設計合宜的模組，搭配燃料電池進行

供電系統設計開發，以應用於各式的全電式載具上，增加化學氫的市場競爭優勢。未來可搭配燃料電

池產品開發，應用於民生、能源、運輸及航太等領域。 

（三）產業效益 

在奈米精碳材料技術方面，瀝青基碳薄膜的導熱係數大於鋁、銅等金屬材料，可應用於電腦、通

訊與消費性電子產品(3C, 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s)與高功率發光二極體

的散熱系統，符合未來工業產品輕量化及節能發展趨勢；運用本技術進一步開發石墨電極、自潤石墨

軸承、馬達碳刷及耐高溫零件的高密度、高強度、高耐磨人工石墨，預期可創造新台幣 20 億元以上

的年產值。 

在奈米細緻化微孔技術方面，低聚熱性奈米自冷卻彈性微孔複材元件之溫差可達 7℃以上，相關

技術可協助國內業界應用於運輸、民生、環境的節能減碳產品，預估年產值可達新台幣 2 億元。利用

高保濕微孔的透析功能，可用做精緻農業植栽與美妝、醫療保濕薄膜材料；藉由符合環保規格之抑制

燃燒技術開發，可獲得更大的產業效益，由於本技術之產業應用面極為廣泛，預估每年可增加 2 億元

以上的產值。 

在奈米光學材料開發方面，透明彩色鍍膜及微波吸收鍍膜可應用於光學產品的開發，增加產品附

加功能，預估年產值可達新台幣 3 億元。另一方面，奈米觸媒材料的建置將可大幅改善空氣品質，減

低能源消耗，預估每年產值可達 5 億元。 

在奈米產氫觸媒技術方面，燃料電池系統所需的產氫原料為固態粉狀，在運輸、儲放的安全性與

便利性遠高於氫氣瓶，有利於提升消費者的使用意願。以化學產氫模組產生足量氫氣，再藉由燃料電

池產生穩定的電力，僅需持續提供產氫原料，就可長時間、穩定地獲得電力，將有利於全電力載具之

開發。化學產氫模組在有水的環境中，由於無須自行攜帶水，將可大幅提升重量能量密度，若應用於

台灣的遊艇業，由於環保及靜音的特性，將可大幅提升遊艇之品質及品牌形象。 

三、高值化學品技術開發與應用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國內化學工業市場產值至 2015 年約新台幣 4 兆元，全球排名第九位，亦為台灣第二大產業，在

全球化競爭下國內化學工業已開始轉型，朝向高值化的精密與特用化學品邁進，目前僅占總市場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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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約 1,750 億元，事實上高值化學品現已蔚為各先進國化學工業的主力，雖樣多量小，但其具有技

術密集度高、功能效益高、附加利潤高、產業關聯性高等特性，產品與民生軍事用途息息相關，極適

宜國內產業發展。石墨烯(Graphene)具有高楊式係數(~1,100 GPa)、高斷裂強度(125 GPa)，高熱傳

導係數(~5,000 W/mK) 、高電子遷移率(~200,000 cm2/Vs)和高比表面積(2,630 cm2/g)等獨特且優異

的物性，為近年來備受注目的新奈米材料，具有機械、熱學、電性等特殊性。而石墨烯原料，經分散、

表面改質或表面金屬化，獲得特定功能化(Functionalization)或晶形化(Crystal Form)的石墨烯複合材

料，將可推廣於綠色能源、儲能材料、半導體(Semiconductor)、觸媒及醫藥載體等不同等級的產業

需求。國外已有數家廠商提供石墨烯原料，為避免落入產業落後的窘境，開發石墨烯製程及其應用確

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自 2011 年起將陸續完成各項高值化學品石墨烯製程及複合材料開發，並衍生其應用性。短期將

進行高值化學品石墨烯氧化還原製程開發，並進一步將石墨烯摻雜(Doping)某些綠色元素做為鋰電池

負極材料，可提升鋰電池整體電容量，以符合未來電動車車載需求；另利用改質石墨烯與金屬離子配

位結合或置換反應，形成金屬(氧化物)/石墨烯複合材料，應用於功率型偽電容(Pseudocapacitors)，

可將電壓提升到 25%，到達 3.7 V 的操作電壓；若搭配有機電解液可應用於能量型雙電層超級電容，

將功率型超級電容提升 200%的電容量及 5 ms 的起始時間，本項開發技術應用於鋰電池負極、超級

電容產業，建立性能、品質更佳的能源系統。中期將利用熱解方式製備固態石墨烯及開發擴量生產技

術，提升產能，降低產製成本，深耕高值化學品石墨烯產業自主性與競爭力；此外若以有機物、高分

子、碳纖混摻或改質，形成高強度結構材料，可應用於燃料電池、風力發電葉片、鋰電池基座等機械

關鍵結構件，提升複材特性。長期將利用化學氣相沉積設備(CV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以化

學蒸鍍法製作單層微米級大小的石墨烯，利用化性穩定的石墨烯薄膜電阻低、光學通透性高等特性製

備透明導電薄膜，可應用於太陽能電池透明電極(Transparent Electrode)及觸控面板透明導電薄膜，

甚至有機會製成為新一代的 LCD。 

（二）技術發展藍圖 

高值化學品石墨烯技術發展藍圖規劃見圖 2-4-1-3-1 所示，目前已完成石墨烯氧化還原法小批量

製程，石墨烯界面活性劑分散性研究，達到批量 5 克，純度 80%，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 200 

m2/g 規格要求；並初步完成石墨烯應用於鋰電池負極及超級電容的測試，初步試片可達到儲電材料

規格，驗證高值化學品石墨烯於儲能元件之應用具有相當之潛力。因氧化還原法之製程較為繁複且耗

時，因此如何改善製程設備及步驟為當務之急，亦為未來努力之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大量生產降低成

本，相關技術移轉國內廠商，才具有競爭力。2012~2013 年將完成石墨烯熱裂解製程開發及複合材料

開發，並開發儲能元件、燃料電池結構件，高分子複合材料、觸媒、機械關鍵結構等用途；2014~2015

年將完成石墨烯 CVD 製程開發，並完成透明導電薄膜材料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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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科院化學研究所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3-1 高值化學品技術開發與應用技術發展藍圖 

（三）產業效益 

低碳能源趨勢以及國家能源政策加速各國汽車產業朝向電動化發展，然而電源動力是電動車零組

件中最核心的問題，亦是開發電動車主要之關鍵技術之一，在目前的動力能源方案中，開發高能量密

度的鋰離子電池(Lithium Ion Battery)雖然非常重要，但受限於充放電速度慢、功率密度較低；電容器

雖具有充放電速度快具高功率密度特性，然物理儲能效果不佳。超級電容兼具二次電池與電容之特

性，且使用壽命遠較電池長，未來商業利益龐大，預估將超過 100 億美元以上。為配合國內厚植綠色

能源、智慧電動車、綠建築等產業自主技術之政策，擴大產業附加價值與就業機會，達成國內 2015

年產值規模至新台幣 1.25 兆元，成為全球綠能關聯產業價值鏈中的一環。因石墨烯具有高的比表面

積、比表面電容、能量密度高、優異的充放電效率，非常適合超級電容的開發與應用。 

目前的觸控面板、液晶顯示器通常使用氧化銦錫做為透明電極，然而銦的產量稀少且價高、氧化

銦錫的化性不穩定、具毒性等缺點。而石墨烯薄膜的光通透性極高，每層吸收率僅 2%，遠低於一般

氧化銦錫的 15~18%；石墨烯薄膜的電阻值約在 6,000 歐姆，以化學方法摻雜過後可降至 50 歐姆，

如此低的薄膜電阻值也勝過相同通透性下的氧化銦錫，因此石墨烯成為可能取代氧化銦錫的新興材料

之一，極具商業發展價值。依據 Display Search 發表的觸控面板市場分析報告，2008 年全球觸控面

板模組的產值已經達到了 36 億美元，預計到了 2015 年，產值將高達 90 億美元，年平均複合成長率

(CAGR,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為 14%。 

目前各先進國家無不投入大量人力與資源進行石墨烯產業的開發，擁有石墨烯量產製備技術，將

成為產業的先鋒者，獲得龐大的商機。依據 BCC Research 2011 年 2 月的研究報告指出，預計最早

之重要石墨烯產品將於 2015 年前被實現，同年市場規模將可達 6,700 萬美元；石墨烯市場被認為於

2015 年起將會正式發展，並於 2020 年達 6.75 億美元規模，2015~2020 年之年平均複合成長率將可

達 58.7%。就整體技術發展效益來說，除開發石墨烯製備技術，並推展石墨烯應用於儲能產品如超級

電容、鋰電池負極及複合材料、透明導電薄膜的開發，其中超級電容(電化學電容)是國內推廣綠色能

源產品不可或缺的組件，除可延長二次電池的壽命，產品本身全壽期均無污染，充分符合綠色能源的

本意，使用石墨烯製作超級電容，利用其高表面積及高導電率，製作高電容量或高電壓的超級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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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應用於電動汽機車產業、3C 產業、航空業及國防工業等，拓展後預估未來產值可達新台幣 20 億

元以上。 

四、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近年來，由於市場產業環境的變化，使得台灣的印刷產業面臨著創新的挑戰。在外部環境的轉變

方面，包含數位媒體的蓬勃發展、產業外移及印刷產品趨向少量多樣，這些因素將造成產業結構的改

變及減少國內印刷相關業務量；另外，環保意識的提升，增加了綠色材料、綠色製程技術研發之市場

需求。在內部環境的轉變方面，印刷應用技術變革快速，國內企業投入技術研發的風氣漸漸形成；再

者產業同質性高、紛紛削價競爭求生存，面臨市場結構的變化，亟需轉型及拓展外銷業務。由於目前

國內印刷產業面臨市場競爭及環保意識抬頭的雙重衝擊，其解決方案可鎖定在創新及環保二大原則，

建立環保印刷技術，推動環保標準與驗證，以及以印刷為核心技術之跨領域合作發展，讓印刷產業注

入新能量。廣色域(Wide Color Gamut)環保印刷技術便是基於創新及環保二大原則之開發技術。 

在本技術之中，廣色域印刷一詞係指色彩表達範圍極為寬廣的印刷複製技術。由於本技術的開發

在於突破傳統印刷的界限，以獲得高彩度的印刷品。因此目標定位在開發及推動廣色域與環保印刷為

訴求的高附加價值印刷技術，其開發內容共包含二大主軸，一為開發高附加價值廣色域環保印刷技

術，另一為發展廣色域環保印刷產業，並整合了廣色域印刷技術及環保印刷技術的創新印刷科技。 

在開發高附加價值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部分，著重於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之應用與整合，以包裝

應用及精緻畫冊等印刷產業為技術應用整合目標，搭配相關檢測分析，建構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其

下共包含三項技術，分別為廣色域環保數位噴印(Digital Inkjet Printing)檢測分析研究、廣色域環保印

刷檢測分析研究及廣色域環保印刷整合應用。在廣色域環保數位噴印檢測分析研究方面，著重於特殊

被印材料的噴印。由於國人追求個人風格的需求逐漸增加，在丹寧布及皮革製品上，加入花俏或富有

特色的圖文已為大眾所追求的時尚。對於這些非紙類的特殊被印材料的色彩研究，文獻上的記載並不

多。因此，特殊類被印材料之噴印色彩研究成為提升印刷品級之重要議題。本技術選用 6~8 色的環保

噴繪墨水，利用多色疊印，以達到廣色域之噴繪品質；另外，本技術著重在色彩檢測，使丹寧布及皮

革製品的色彩達到預計之色彩範圍，提升噴印品質之良率，促進色彩科技能於工商業產品之應用。在

廣色域環保印刷檢測分析研究方面，主要是訂定一套廣色域印刷檢測分析技術。由於廣色域油墨非一

般之四色平版油墨，在色彩的呈現上，比傳統油墨要佳，若配合高品級的紙類，則更能突顯高彩度之

特性。本技術以印刷品質、紙張及油墨為檢測對象。印刷品質是以墨膜厚度、色差及印刷線數來介定

其研究範圍。紙張則採用色澤極佳且符合森林管理委員會(FSC,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環保紙

類。至於油墨，則考慮到粒度、黏度及乳化程度等因素之影響。另外，也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含量及重金屬含量納入本技術之中。在廣色域環保印刷整合應用方面，

包含開發精緻畫冊、精緻丹寧精品、精緻皮革精品及綠色環保包裝成品。這些成品的主要特色是其圖

案及文字具有廣色域之特性，也具有低污染、可回收之環保功能；並且，針對環保之訴求，本技術加

入設計之途徑來達到環保，以此推展設計環保化。 



 10

在發展廣色域環保印刷產業方面，則著重於印刷綠色製程推廣。其目的主要在於輔助本技術的推

廣，內容包含印刷綠色製程研究調查、建置綠色環保印刷服務平台及印刷綠色製程推廣。印刷綠色製

程研究調查是以訪廠方式，對印刷業者進行深入診斷及示範性綠色製程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建

立。建置綠色環保印刷服務平台是以節能減碳、清潔生產、空氣污染防制及綠色供應鏈為架構，向印

刷產業提供綠色環保資訊。印刷綠色製程推廣則以說明會、展示活動及文宣方式，說明本技術及環保

相關之訊息。 

（二）技術發展藍圖 

鑑於印刷技術提升及環保要求之重要迫切性，廣色域環保印刷已為產業技術發展重要的一環。

2011 年，延續近年來廣色域環保印刷相關技術之開發，進行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應用整合與環保、

安全製程研究。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應用整合包含綠色環保包裝、精緻畫冊印刷及廣色域環保印刷檢

測分析研究；在環保、安全製程研究方面，項目包含綠色產品設計研究、環保節能印刷製程研究及綠

色產品管理系統研究。 

自 2012 年起，廣色域印刷技術著重在特殊領域上及發展高附加價值技術。2012 年，廣色域防偽

印刷包含高彩度色域防偽印刷、去氧核糖核酸(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廣色域防偽印刷及廣色

域雷射防偽貼紙之開發。2013 年，複合材質廣色域色彩裝飾技術更擴大其應用面，包含化妝品精美

包裝盒、3C 噴塗彩繪外殼、公共藝術環境裝飾、高彩度服飾彩繪及車體個性化彩繪。2014 年以後，

以光學領域廣色域印刷加值應用為題，藉由基礎科學的匯入，開發廣色域之相關技術，包含 3D 立體

高彩度印刷、隨機點立體彩色印刷、動感高彩度印刷及立體複合效果高彩度印刷，以增添印刷品加值

效果。有關技術發展藍圖見圖 2-4-1-4-1。 

 

 

 

 

 

 

 

 
資料來源：印研中心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4-1 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發展藍圖 

（三）產業效益 

本技術整合台灣現有的印刷技術，由印前、印刷、檢測及材料等面向，進行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

的開發，使國內印刷產業可擴展應用服務範圍，並促進外銷及轉型，以達到 2015 年新台幣 9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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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值之目標。透過 2011 年度廣色域環保印刷廣色域環保印刷技術應用整合的各項技術廣色域環保

數位噴印檢測分析研究、廣色域環保印刷檢測分析研究、廣色域環保印刷整合應用，以及搭配環保、

安全製程之推廣，將能促進產業的迅速發展，以跨領域方式，進行異業結合，達成創新及環保之目的。 

在技術方面，本技術可達成廣色域印刷推展實際應用面，以豐富的色彩階調，增加印刷品之附加

價值，例如精美包裝品、典藏平面複製、服飾及皮革等。如此可讓印刷產業能均衡發展，更擴大印刷

產業對社會的貢獻。 

在產值方面，透過廣色域環保數位噴印檢測分析研究、廣色域環保印刷整合應用等技術，將精密

的色彩管理技術推展至特殊材料印刷，並設計出具有環保功能且具美觀之印刷成品，以提升國內印刷

的水準。如此更能強化印刷外銷之競爭優勢，同時也避免同業的惡性競爭。運用本技術，預計可增加

5~10%的外銷產值。 

在綠色環保方面，推廣環保油墨、FSC 紙張及環保製程，讓保有精美印刷品質的同時，也能達成

環保。另外，實施印刷綠色製程研究調查、建置綠色環保印刷服務平台及印刷綠色製程推廣，以落實

綠色印刷之推動。廣色域環保油墨具有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及鮮艷濃厚之墨色，因此可以達到節

省墨量的目的。預計 2015 年，產業將每年減少 2,000 噸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以及節省墨量

每年 1 萬噸。 

在促進產業升級方面，以多元化的廣色域印刷成品產出為目標，配合數位化及自動化的趨勢，讓

產業運作互動更為活絡。為了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以異業結合的方式，藉由與紡織、皮革等產業之

跨領域技術整合而產生差異化，建立多元化的印刷產業生態，讓印刷產業能保有傳統及創新的特色，

增添印刷產業的強韌生命力。 

五、功能性導向之綠色生質複材開發及應用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全球暖化問題逐漸受重視下，各國已開始發展有機物質再利用及以生物高分子製造塑膠產品使用

後再以堆肥處理，以解決傳統以石油為原料製造之塑膠袋不易分解的問題，更發展生質材料

(Biomaterials)資源再生技術，達到永續經營的最終目標。 

生質材料一般使用在如泛用塑膠所應用的日常生活用途較多，近年來全世界也加緊腳步開發高性

能的生質複材。而隨著成本下降及性能提高，漸漸取代工程塑膠所占有的市場如電子、資訊、及零組

件材料等。此外亦利用智慧型環保材料，加入綠能材料的節能減碳概念，預期將取代部分石化塑膠所

占有的市場，有效減少碳排放量，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並符合消費者求新求變的市場。 

許多國家在推動節能減碳生活行動時，多以日常消費商品上標示碳足跡做為推動的重點之一。結

合碳足跡的標示可以讓產品生產者思考，如何從原料開採、到運輸、生產製造、配送、使用與回收，

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之每個階段減少 CO2 排放。目前許多高值產品開發逐漸以低碳材料為主，醫療輔助

器材如副木，其形狀可塑性大，可隨時修改。現有的副木材料是以聚己內酯添加碳酸鈣製作而成，聚

己內酯原料來源為石油提煉下的產物，原料需仰賴國外進口，價格過於昂貴，而且因為產量逐年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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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也不易掌握。副木材料若使用聚氨酯來替代聚己內酯的成分，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加上用於副

木的聚氨酯材料合成原料來源之一為生質二元醇，符合減碳環保的趨勢，更有其開發之必要性。 

自 2009 年功能性導向之生質複材的各項功能性提升，包含具有高導熱、抗靜電、高阻氣性功能

的生質複材；2010 年則是針對生質複材的各項功能性做延伸開發與產業應用，包含生質材料分解再

生技術、化學接枝改質加工應用技術、生質發泡材料加工應用技術，所開發產品遍及一般石油系泛用

塑膠可以應用的產品範圍；在 2011 年重點將放在使生質複材邁向更高值應用的領域結合。例如台灣

逐漸蓬勃發展的醫療照護產業，將生質複材應用於智慧型材料的領域是具市場潛力及創新性的應用技

術，所謂智慧型材料包括具有傳感功能、回應功能、自診斷能力、自修復能力、自調節能力、形狀記

憶能力等材料。由於具有質輕、價格較金屬低廉，加工便利性等優點，可被應用於骨科外用的固定器

具如副木輔具，具有傳統石膏的固定功能，又不笨重，可隨著使用的部位做形狀變化，產生形狀記憶

的功能。副木醫療輔具往往需要量身訂做，因此結合基材材料開發技術、補強材開發及加工製程技術

開發與物性評估可開發出具有方便塑型、質輕透氣、高強度之形狀記憶複合副木醫療輔具系統。 

形狀記憶高分子材料屬智慧型材料其中之一，具有良好的機敏性、價格低廉、易加工成型、適應

範圍廣等特點，若能有效的與生質材料結合並進一步提高環保性，必將大幅拓寬其應用領域及產品差

異化。同時並針對生質材料的鑑定與分析技術，進行相關規範與方法的建立，這不僅將大幅提升我們

日常生活用品使用的便捷性，還將對環境保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產生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環保效益。 

功能性導向之綠色生質複材開發及應用技術範圍涵蓋了熱致形狀記憶材料開發及加工應用技

術，與生質材料鑑定與分析技術二大技術項目，兩項技術指標下共發展出四項技術。熱致形狀記憶材

料開發及加工應用技術包含聚氨酯生質材料開發及加工技術、熱致形狀記憶型骨科外用固定輔具開發

及應用技術。生質材料鑑定與分析技術則包含生質材料成分鑑定分析技術、堆肥環境下碳足跡量測技

術，期能不斷提高生質產品的附加價值，帶動傳統產業升級。 

（二）技術發展藍圖 

針對智慧型生質複材技術開發之關鍵技術，當產品從功能性與成本考量轉為節能減碳的生質材

料，最大的差異化在於材料改成生質材料且同時具有其功能性，以生質、環保、減碳的觀點出發，讓

使用者心態轉而購買以環境友善為訴求的產品。詳細技術發展規劃見圖 2-4-1-5-1 所示。 

2011 年所建立智慧型環保材料開發及應用，以分解生成的再生乳酸單體為起始原料，以化學合

成的方式，開發智慧型環保材料，其中智慧型生質複材開發及應用技術包含熱致形狀記憶材料開發及

加工應用技術、生質材料鑑定與分析技術二大主軸，熱致形狀記憶材料開發及加工應用技術包含聚氨

酯生質材料開發及加工技術、熱致形狀記憶型骨科固定輔具開發及應用技術。聚氨酯生質材料開發及

加工技術包含聚乳酸結構二元醇的合成技術、高分子材料結構鑑定技術、高分子材料物性測試，以及

不同分子量多元醇與異氰酸酯的聚氨酯合成技術等。熱致形狀記憶型骨科固定輔具開發及應用技術則

包含熱致形狀記憶材料分子設計技術、記憶形變溫度材料設計、材料特性與外觀設計技術及產品實用

性測試等技術項目，主要以骨科外用固定輔具產品為開發方向，用做人體關節受傷部位固定支撐用現

行雖有市售類似產品，因原料來自國外，加上單價過高，將藉由技術開發結合市場產品應用，以提升

國內產品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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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塑膠中心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5-1 功能性導向之綠色生質複材開發及應用技術發展藍圖 

2011 年智慧型生質複材開發及應用技術另一領域是生質材料鑑定與分析技術，包含生質材料成

分鑑定分析技術、堆肥環境下碳足跡量測技術等，產品之碳足跡計算可藉由生命週期評估(LCA, Life 

Cycle Assessment)技術進行，生命週期評估主要係評估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及

衝擊，包含製程前端的開採、處理、運輸，和後端的產品使用、再生利用、維護、回收，以及最終丟

棄等過程。對於企業，可進行內部評估產品生命週期之溫室氣體排放量、評估變更該產品的配置、製

程技術、業務及採購選項等，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未來的發展是可將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基

於一種標準化、可靠的方法來瞭解其消費選擇對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影響。 

隨著環保與節能減碳的議題日趨受重視，生質材料的未來發展方向，如何分辨石石化材料與生質

材料，相關的鑑定與分析技術，將成為重要的關鍵，德國已於 2009 年建立相關鑑定與驗證機制，而

國內目前尚未有此相關機制，因此相關鑑定與分析技術的建立，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對產業有重大

的影響性。 

延續 2011 年的形狀記憶技術開發，以高分子仿金屬材料具金屬的形狀記憶特性，朝向高值商品

的市場需求。從 2012 年開始，以仿金屬形狀記憶高分子複材為主軸，分為三階段開發目標，分別是

仿金屬溫度塑性高分子材料、仿金屬形狀記憶低剛性高分子材料、仿金屬形狀記憶高剛性複合材料；

其中包含了分子交聯技術、分子鏈段設計技術、纖維補強混摻技術、產品結構設計技術等，2012 年

以仿金屬溫度塑性高分子材料為開發主軸，2013 年以形狀記憶低剛性高分子材料，並以薄件產品為

區分，2014 年導入結構設計概念，利用結構補強複材，做形狀記憶高剛性複合材料產品，產品涵蓋

結構材料、可分離螺栓、眼鏡、繃帶、玩具等。 

（三）產業效益 

石油的枯竭將對石化產業造成極大的衝擊，石化產業的轉型也成為當務之急，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已積極進行生質材料的各項政策推動與技術研究。美國更制定生質塑膠使用計畫，讓生質原料提煉研

究受到重視。全球生物塑膠市場在 2010 年約有 27.4 億美元市場規模，並以 32.4%的年均成長率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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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對於現有廠商與新進廠商而言都是一個具發展潛力的新市場。 

BBC Research 在 2010 年 9 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生物塑膠需求量在 2010 年約有 57 萬

公噸，未來五年將以 41.4%的年均成長率增長，預估在 2015 年達到 323 萬公噸。預期未來替代石油

的生質塑膠材料市場需求量將大幅成長。 

合成聚氨酯的原料其中之一是來自石油提煉的多元醇，根據台經院資料顯示，PU 合成樹脂在

2010 年的年產值高達新台幣 175 億元，較 2009 年成長 40 個百分點，外銷比例占了 41%，由此估算

多元醇的產值一年約占 15 億元。面對石油的逐漸枯竭，未來此開發技術若導入產業化生產，預期所

開發的生質多元醇取代現有的聚酯多元醇原料，年產值將高達 15 億元，更有機會進入外銷市場，取

得全球市場優勢，對於經濟面與社會面都有極大的產業效益。 

六、優質生活環安技術 

（一）技術研發目標 

新興國家在提高生活品質上的消費投入，是帶動下一波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因應這波潮流

趨勢，台灣的經濟發展亦已逐漸轉換為內外需求並重與服務導向的產業型態。基於以人為本的發展考

量，建材、安全與環境品質等影響生活的三項關鍵要素將為台灣下一波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點，此即優

質生活環安技術在現階段及未來推動之考量要項，期能建立健康、舒適與安全的生活環境，降低生活

中的危害風險，進而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與工作效率。 

建築為台灣重要的內需產業，目前國內建築大量使用鋼筋水泥之建材，在高溫高濕的氣候下會有

通風不良、熱島效應、壁癌等不利居住的環境問題發生，加上危害健康的逸散性物質常存於室內裝修

材料中(如人造板材、塑料地板、化纖材料、塗料和黏著劑等)，隨著空調設備在家庭中日益普及，當

室內通風換氣不良時，將不斷累積環境中的有害物質。因此，為求提高生活的舒適與健康，建材技術

的發展主要朝向開發節能、輕質化及與環境相容之綠色環保建材，以建構優質生活場域及降低環境負

荷為考量。研發之技術目標，除須符合建材基本要求之熱阻值達 0.28 m2K/W 以上(CNS 8081)、抗壓

強度 175 kgf/cm2 以上(CNS 1010)等性能外，並加強防音功能性，中低頻吸音率達 0.5 (CNS 9056)，

以整體提高建物之舒適及節能訴求，進而創造綠建材市場之利基。 

在生活安全保障提升方面，則著重在火災之偵測及預警能力。目前公共場所及高樓層住宅雖已明

文規定須需裝設火災預警相關偵測設備，但因社區縱火案多發生於夜間，加上中庭豎井之煙囪效應，

仍常造成高層住戶不及逃生而釀成傷亡。因此，視覺型火災即時偵測技術即採用影像辨識功能，應用

於偵測室外空間之火災及警示，以系統偵測率 100%及誤警率小於 5 次/周為目標，使住戶能即時滅火

或逃生，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並帶動安全監控產品性能提升及保全服務之附加價值。 

對居家環境品質上，優質生活技術關注於健康方便的飲用水及空氣品質二方面。台灣由於自來水

之輸送管線冗長，易導致飲水系統滋生病菌、產生色度及臭味等問題，採煮沸法為最常用的殺菌方式，

而超音波殺菌技術，除可確保殺菌效果達成目標(大腸桿菌群< 1 CFU (Colony-Forming Unit，菌落形

成單位)/100 mL；總菌落數< 30 CFU/mL)外，還能節省 50%以上的能耗。另外就空氣品質而言，一



 15

般人約有 90%的時間是待在室內，惡劣的室內空氣品質(IAQ, Indoor Air Quality)是促成病態建築症候

群(SBS, Sick Building Syndrom)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包括紅眼、流鼻涕、嗓子疼、困倦、頭痛、噁心、

頭暈、皮膚搔癢等病症，美國環保署曾調查顯示 IAQ 問題造成美國的經濟損失每年超過 400 億美元，

美國能源部研究報告亦指出改善辦公大樓 IAQ 可增加 2%生產力。因此，室內環境品質為主的空氣淨

化系統與抗菌技術列為未來階段的技術發展主軸，以達到殺菌速度 T99 < 10 秒、氣態污染物去除率> 

80%、生物氣膠捕集率> 95%為預期目標。 

所以，優質生活環安技術的研發，除可提升生活健康舒適、居家安全與環境優質外，同時透過與

產業界的技術能量結合，研發出生活科技相關應用產品，並能開創出優質生活系統服務的新型態產業。 

（二）技術發展藍圖 

面對節能減碳之全球趨勢，台灣已致力於避免因住商發展所產生的過度能源與資源消耗，加強能

源節省及資源有效利用，降低環境負荷，以營造安全、健康、舒適及環保的優質生活環境。在設定技

術發展的歷程上，前一階段(2008~2012 年)係著重於協助國內建材產業、居家安全及飲水品質技術提

升，下一階段(2012~2015 年)則以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及開發滅菌技術為主軸，以掌握新興之優質生活

產業商機。各階段技術發展藍圖的規劃方向展現，見圖 2-4-1-6-1 所示。 

 

 

 

 

 
資料來源：工研院綠能所整理，2011 年 8 月。 

圖 2-4-1-6-1 優質生活環安技術發展藍圖 

基於運用環保材料的理念下，無機聚合物(Geopolymer)防音建材的研發，採用高嶺土、黏土以及

廢棄物(如水庫淤泥、灰渣等)等矽鋁質原料聚合成的三維結構材料，可提升建材之阻熱及韌性，使產

品性能如熱膨脹係數、熱傳導率、附著力等符合建築材料基本需求。同時，透過改質添加纖維補強材

料，如竹纖、玻纖等，輔以化學發泡技術，控制孔隙率、孔隙大小與均勻性，可提高無機建材吸之音

率。目前已完成預鑄式無機聚合物牆板開發，具備了輕質、防火、隔熱、吸音等優良異特性。 

為了居家安全所研發的視覺型火災偵測技術，發展重點在於採用火焰與煙霧影像辨識機制。以火

燄辨識而言，須先針對不同火源特性建立光譜資料，定義出特殊波段之特殊能量分布，佐以多頻段(紅

外線/可見光)影像分析技術，利用火燄閃爍特性、高斯色彩空間分布(GMM, Gaussian Mixture 

Model)、時序運動變化以及模糊推論等方法，提高火焰辨識度；而在提高煙霧辨識度上，則結合彩度

變化、煙霧模糊特性、對比與紋理以及熱浮力運動特性。目前的成果已達成火災偵測率 100%並克服

戶外環境複雜造成的誤警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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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技術則包含飲用水消毒、抗菌材料、空調換氣等技術。其中超音波技術主要是應用於醫學用

偵測及洗淨領域，其反應器設計乃以批次式為主，殺菌速度 T99 約為 5 分鐘。而應用在飲用水消毒的

超音波技術研發，包括超音波產生器新設計與能量分布動態模擬，將殺菌能力聚焦在小範圍內，反應

器則改為連續式，目前已達到提高殺菌速度 T99 至 10 秒內的結果，符合飲用水即開即飲的需求。 

由於奈米銀或一價銀離子雖具備良好的抗菌效果，但殺菌速度不夠快(T99 約 30 分鐘)且容易氧化

變色，影響產品外觀。而高價銀離子的殺菌速度是奈米銀的 240 倍但活性不安定，所以，新的抗菌複

合材料研發，將以複合材料技術結合安定化的高價銀離子，發展出殺菌速度 T99 < 10 秒、銀活性週

期> 90 天之產品目標。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環境監測數據亦顯示，大氣中的 O3、CO、微塵等空氣污染物經常是高於室內

空氣品質建議值，因此，可以設置在空調通風換氣時分解 O3、CO 並過濾微塵的空氣淨化設備做為解

決方案。本項技術發展將開發常溫下可分解 O3 及 CO 的特定環境觸媒，並結合全熱交換器，可達成

室內空氣品質監控最佳化、氣態污染物去除率> 80%的目標。 

另外，根據 Takashima H. et al. (2007)的研究發現，利用微波快速加熱水分子的特性，在空氣中

的殺菌能力優於 UV 或電漿技術，且對隱孢子菌及塵 有優越之去除效果。在微波殺菌技術的規劃發

展上，將研發適用於空氣清淨設備或空調箱內的微波產生器，並結合業者產製微波殺菌設備，可達成

殺菌速度 T99 < 5 分鐘、生物氣膠捕集率> 95%之預期目標。 

（三）產業效益 

建築業為火車頭型產業，鏈結上游的原料製造業，如水泥、膠合劑、板材等，橫跨中游的產品製

造業，如家電、家具等，到下游的建築相關服務業，如建築設計、營建營造、裝潢隔間、房屋修繕等，

並牽涉到消費者對優質生活的最終需求，形成極大的內需市場結構。以台灣地區的建材產值而言，根

據經濟部統計處調查資料，2009 年台灣建材產業營業額估計為新台幣 7,182.8 億元；2010 年達 7,686

億元。而綠建材產業方面，自 2009 年 7 月開始，使用比率要求自 5%提升至 30%，以 10%年成長率

預估下，綠建材將有 700 億元/年之商機成長，比照日本、新加坡等先進國家帶動之產值推估，台灣

無機聚合建材產品每年的商機超過 20 億元，並可使得相關建材製造業朝向節能、防噪音等高價值、

高性能無機建材產品擴展市場。 

根據 Frost & Sullivan 產業分析報告，全球每年約有新台幣 270~400 億元的安全產業市場，其中

視覺型火災偵測器產業約占安全產業的 10~15%。目前台灣開發之視覺型火災偵測技術，在居家安全

維護上，已可解決大空間長距離偵測、影像死角過多、安裝過多數量攝影機與複雜背景誤警等問題，

是全球領先的火災影像偵測技術，可提升對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度，帶動安全監控產品與保全服務之

附加價值，並促進國內新一代安全監控產業技術的升級與發展。在產業效益上，估計台灣本地每年約

有 2 億元商機，若加計外銷國外部分，預估每年約可創造約 20 億元的產值。 

在潔淨飲水技術發展方面，因應國內自來水處理後之水質與民生用水特性需求，過去已逐年開發

出優質供水與保鮮儲水設備、水環境監測技術、以無藥劑添加去除水體有效餘氯(至 0.1 mg/L 以下)、

模組式光觸媒淨水技術及目前發展的超音波淨水技術等各項成效，將技術落實至國內設備廠商，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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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每年 20~30 億元以上的產值。而 2012~2015 年計劃投入的銀離子抗菌複合材料、環境觸媒、微波

殺菌等技術研發，除可開創出優質環境的新興系統服務業外，估計亦可帶出複合抗菌材料、健康空調

系統、微波殺菌設備等相關產品內外銷之年產值達 140 億元。 

總體而言，發展優質生活環安技術本於提升生活品質，降低生活中的危害風險，並刺激消費，帶

動庶民經濟為目的。未來以人為本的科技發展為台灣下一波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點，因此，符合優質生

活之科技與市場需求將快速湧現。優質生活環安技術的研發進展，落實了政府環境政策，綠色設計生

產、優質生活的發展目標，從無機聚合物建材、視覺型火災偵測技術、潔淨飲用水到室內環境淨化科

技等項目發展的主軸，透過產業價值鏈的創價模式，所開發的技術已移轉至國內生產製造業者如東

和、士林紙業、勝一化工、中美強、萬年清、賀眾等公司，讓技術進一步落實應用及產業化，生產/

組合出新的生活科技產品，除了在經濟效益上預期創造總計新台幣 180 億元年產值之潛力外，並將進

一步結合生活服務業，以服務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切入國內優質生活市場，帶出新型態的生活系統

服務產業，且衍生出節能減碳之附加民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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