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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質柴油是再生能源的一種，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動植物油脂與低碳醇經轉酯化技術而製得。鹼催化製程、酸催化製程、

生物製程、超臨界法各有其優缺點，但商業化生產以鹼催化製程為主。不同的原料，所含飽和、不飽和脂肪酸各異，水分

、游離脂肪酸含量的多寡對處理的複雜度及轉化率的高低，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可先以酸催化處理後再進行鹼催化製程

生產。 本技術報告蒐集國內外專家學者，各以不同的原料，在醇油莫耳比、催化劑種類、溫度和反應時間各異的情況下進

行轉酯化反應，尋找出達到最佳轉化率，所需具備的條件。針對寒冷地區，生質柴油先天易結凍的缺憾，專家們也提出其

精闢的改善見解。 台灣開發生質柴油，提高自主能源比例，須以歐美國家成功的經驗為借鏡。本報告彙整國內外發展概況

，提出開發的優劣勢條件，各國發展相關配套措施，並針對台灣發展能源作物的可行性，提出包括農民意願、相關成本要

素、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及需求的分析報告，以作為相關決策人員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 : 生質柴油、轉酯化、鹼催化製程、、再生能源、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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