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擘畫藍圖：開創氫能經濟

氫能經濟是可能實現的還是僅僅是想像？我們可以做什麼來實際的優化氫能的潛力？我們邀

請了液空集團（Air Liquide）的石垣恭平和旭化成（Asahi Kasei）公司的竹中 克來分享他們的

專業見解。

1. 作為一家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化工公司，您認為現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竹中 克：

旭化成公司於1922年在滋賀縣的膳所成立。不久之後，我們收購了日本氮肥公司的延

岡工廠，並於1923年開始在日本首次生產氨。

作為製造商，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是適應循環經濟。傳統上，我們在線性經濟模式中

運作，進口石油，透過加工貿易製造產品，交付給客戶，並在客戶端處理廢棄物。日本

的快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這種線性模式推動的。

但現在，我們正為了循環經濟做出重大轉變，這意味著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某些

東西。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既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帶來了商機，挑戰在於適應這一

個新的模式。化學工業，憑藉其使用最少的能量來轉化材料的能力，將在塑膠的再利

用中發揮關鍵作用。

2. 您如何看待氫氣在去碳化中扮演的關鍵作用？

竹中 克：

氫氣在去碳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無論是作為燃料還是作為原材料。作為燃料，氫氣

是最終的清潔能源，燃燒時只產生水。氫氣與二氧化碳的合成，對於從化石燃料轉向

電子燃料（合成燃料）至關重要。

作為原材料，氫氣製程中回收的二氧化碳可再利用成為各種化學品，促進了循環經

濟。這對碳循環至關重要，因為添加氫氣到二氧化碳使我們更接近前述的循環經濟社

會。具體來說，氫氣可以用來合成甲烷或與二氧化碳結合生產甲醇。

石垣恭平：

我同意。毫無疑問，氫氣是去碳化社會的必需分子，但仍然不清楚它在何時、何地以及

在多大程度上會被需要。其中一個可以充分利用氫氣的領域是交通運輸，尤其是大型

和重型卡車，我們認為氫氣相對於電力更有優勢。用於主要物流運營的重型卡車需要

長距離、高有效載荷能力和較短的加油時間。電動車（EV）攜帶大量電池，這會對有效

載荷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由於氫氣的高能量密度，燃料電池車（FCV）不需要

沉重的燃料箱，因此有效載荷不會受到影響。燃料電池車的加油時間也比電動車短。

基於這些期望，我們最近在福島縣本宮市開設了一個大型卡車的加氫站。

儘管如此，很明顯，能源轉型不能靠單一公司來實現，需要策略合作。液空日本最近與

ENEOS簽署的備忘錄就是一個例子。此合作關係將涵蓋整個低碳氫的價值鏈，包括低

碳氫生產的發展。我們還期待透過加氫站的基礎建設來發起在日本發展氫能交通的聯

合倡議。在產業面，我們多年來一直在互相支持並為日本產業做出貢獻，更早於能源

轉型趨勢！

https://jp.airliquide.com/news-20240515_PR_motomiya_hrs_EN
https://jp.airliquide.com/news-AirLiquide-and-ENEOS-partner-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low-carbon-hydrogen-and-energytransition-in-Japan-en
https://jp.airliquide.com/news-AirLiquide-and-ENEOS-partner-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low-carbon-hydrogen-and-energytransition-in-Japan-en


竹中 克：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2018年我在德國負責一個氫氣專案，當時唯一的綠氫專案是小規

模的運輸相關專案。現在，在全球有百萬瓩級別的專案正在啟動。在過去五六年間，這

些專案的數量加速成長，這些專案的資金也在提升。考慮到水電解設備的規模，線在

市場需求量大到無法由單一公司滿足需求。

3. 要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氫能經濟的增長？

竹中 克：

在日本，我們自2020年3月在福島縣浪江町啟動的福島氫能研究基地（FH2R）開始了一

個10兆瓦的水電解示範專案。我們是日本首個達成10兆瓦的公司，該設備每小時生產

約180公斤氫氣。由於一輛MIRAI氫能源車一次的充電量約5公斤，因此水電解設備一

小時內可以生產足夠35-36輛MIRAI所需的氫氣。然而，10兆瓦只是一個設備的產量。

浪江町生產的氫氣也供應鄰近地區使用，主要用於道之驛站和J-Village1的固定式燃料

電池。浪江町還有一個加氫站，也是我們的供應範圍。

1J-Village是福島的國家體育設施，包括八個天然草地足球場。

石垣恭平：

我們在本宮的最新加氫站位於東北高速公路本宮交流道附近，該地區物流業聚集，設

有雙車道設施，得以24小時營運。該站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使用福島氫能研究基地生產

的再生能源氫氣，該站是與多個公私合作夥伴（包括旭化成）合作重要性的良好示範。

4. 對於氫氣，雖然有不同類型，您如何評估其優勢和未來潛力？低碳還是零碳？進

口還是國內生產？

石垣恭平：

在我看來，首要任務是提高對氫氣與其優點的認識，並說服企業使用氫氣。如果我們

只關注2050年應該做什麼，將無法前進。

因此，我們在加氫站舉辦活動，也為孩子們舉辦科學實驗工作坊。

竹中 克：

我同意。首先，重要的是增加氫能的使用，擴大氫能市場。第一步是增加氫氣的應用，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日本特別缺乏可再生能源，如果我們過於專注於僅使用可再生氫

氣，我們將落後於他人。

世界正在向碳中和邁進，社會將朝著大眾所期望的方向做出調整。因此，氫氣的介紹

非常重要。產官學合作扮演關鍵角色，單一公司或日本自己無法實現這個目標，我們

需要與不同公司攜手並建立聯繫，國際合作也很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政策支持也是必要的。美國的《通膨控制法案》允許生產1噸氫氣最多排

放2噸二氧化碳。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度過過渡期，而不是突然瞄準捕獲所有二氧化碳的

目標，這樣我們才能將其傳給下一代。我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也要尋找現實的解決

方案。

https://www.asahi-kasei.com/news/2020/ze200403.html
https://www.asahi-kasei.com/news/2020/ze200403.html


5. 在氫氣領域，您正在研發哪些技術創新？CCUS技術目前又是如何發展？

石垣恭平：

液空集團利用其60年的氫氣生產和交付經驗，致力於氫氣相關技術。氫氣在氣態下不

利於儲存和長距離運輸，但可以以液化氫或氫化合物的形式更有效地運輸，這些被稱

為氫載體。在日本，目前考慮的氫載體選項有液氫（LH2）、氨（NH3）和甲基環己烷（

MCH），預計未來這些載體中的大部分或全部都將混合使用。作為開發的一部分，液空

集團正在比利時建造一個使用氨裂解來生產氫氣的示範工廠，以優化其碳足跡。以上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液空集團將繼續開發各種技術並推向市場，從而為低碳社會做出

貢獻。同時，作為基礎設施公司之一，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影響市場，以增加對氫氣的需

求。

竹中 克：

雖然還在研發階段，但我們正在水島進行二氧化碳捕捉技術的研發。這包括開發一種

可以選擇性捕捉二氧化碳的沸石。下一財年，我們將在倉敷市的水島（兒島）的一個污

水處理廠進行示範專案。倉敷市利用沼氣發電，沼氣將被製成高純度甲烷，並且不計

入沼氣中的二氧化碳，因此將被計算為負碳排，這是其有價值的地方，固碳是其中的

關鍵。

自2001年以來，他們一直使用二氧化碳生產聚碳酸酯，我們正試圖將這項技術擴展到

其他樹脂的應用上。商業化這項技術將需要時間，但未來我們希望透過結合捕捉二氧

化碳並將其作為原材料與綠氫使用的循環，來生產綠色化學品。

https://www.asahi-kasei.com/news/2022/e220915_2.html
https://www.asahi-kasei.com/news/2022/e220915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