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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能源儲存量逐漸減少，許多國家都在尋求乾淨且再生性能源，生質燃料是其中一項有發展潛力之能源，而生質柴油及

生質酒精均屬於生質燃料，具有無毒性、可生物分解性等環保優點，對於未來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生命週期評估是研究產

品從原物料收集、生產、使用、及處理，整個生命過程中的環境考量與潛在衝擊，故本研究針對不同生產情境，包括進口

國外料源及原料油產製生質燃料、及進口國外生質燃料等進行生命週期評估。本研究主要利用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參考

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本土盤查資料，進行生質燃料之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在生質酒精方面，探討以進口泰國及巴西甘蔗為料

源產製生質酒精，及進口泰國及巴西甘蔗之生質酒精；在生質柴油方面，探討以進口馬來西亞棕櫚油、美國大豆油、泰國

痲瘋樹油為料源產製生質柴油，及進口馬來西亞棕櫚油、美國大豆油、泰國痲瘋樹油之生質柴油，並對於各情境之原料收

集、運輸、生質燃料製造、生質燃料運輸、及生質燃料使用等各階段之能資源需求及污染物排放，進行生命週期資料盤查

及衝擊評估。其功能單位均以生產1公噸及生產熱值1 MJ的生質燃料為基準，計算每功能單位所需投入的物質或污染物排

放量，並配合生命週期評估軟體Simapro7.1，評估在生質燃料各生命週期階段對環境之衝擊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以生質

燃料之十種情境比較得知，以馬來西亞棕櫚油生質柴油之能源增益3.17為最高者，其原因在於能源投入12,551MJ為較低之

原故；然而，在進口巴西甘蔗產製生質酒精有著較高之能源投入為86,989 MJ，以至於能源增益0.25為最低之結果；然而，

在所設定的十種情境中，是以生質燃料使用階段為主要衝擊來源，其中以可吸入性有機物、酸化/優養化之衝擊類別最為

明顯。經由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模式之研究結果得知，在所探討的十種情境之比較分析結果中，平均而言，生質酒精之情境

比生質柴油之情境的總環境衝擊點數(Pt)低，其中以進口巴西甘蔗產製生質酒精衝擊點數最低；但生質柴油平均之能源效

益較生質酒精為高，故在選擇產製該二類生質燃料時，應同時考慮環境衝擊與能源效益二者之整合性永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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