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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石化能源日益枯竭及全球暖化議題受到關注，各國積極尋找替代能源，發展再生能源產業。生質能為再生能源的一種

，其技術發展較純熟，使用的原料從第一代糧食作物，進展為第二代木質纖維素的利用，木質纖維素來源廣泛，料源成本

低廉，應用木質纖維素是未來生質能源技術發展趨勢。 農業廢棄物為碳水有機物，纖維質含量多，台灣每年產出量約400

萬公噸，以往大都燃燒處理或丟棄，若能運用技術轉換為能源，不但可以解決廢棄物的汙染問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也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 目前將農業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能源的技術包括熱化學(氣化、熱裂解)、生物化學(微生物發酵、微

生物轉化)、物理化學(醇化、酯化)。 本報告透過蒐集生質能技術的相關研究，來分析生質能轉換技術的發展，找出適合處

理農業廢棄物的技術。台灣自產能源不足，為了提高自主能源的比例，需參考國外經驗，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及優惠設施

，來推廣農業廢棄物再生能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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