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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從大學時代念的礦業與石油工程到現在的資源工程系，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們到底在念什麼？

畢業後，常常被親戚朋友家人問到，讀這個科系能找什麼工作？在民國70年代，台灣幾個大的礦災發生之
後，曾經有半數以上的同學被家人要求轉系或者退學。30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研究領域跟師資一直擴展到
地球工程的領域，甚至是粉體與奈米材料等等。這個科系不但與時俱進，同時還背負著台灣基本工業資源取
得的使命。現今，台灣的石灰石礦越挖越大、越挖越深，代表著台灣的工業起飛以及對天然資源的需求大幅
增加。在此同時，老百姓開始關心地球環境的美化以及珍惜自然資源，但卻沒有具體實施對應的節能減碳活
動。隨著氣候不斷變遷，我們對於自然資源的取得與使用也跟過去經驗大不相同。我們的半導體工業舉世聞
名，這個產業需要用到大量的電和水，在發展產業同時顧及水電使用的條件下，我們對於發電和建水庫的想
法是否跟著變化？當強降雨發生頻率不再跟過去一樣時，我們對於降雨引發的天然災害和降雨不均所採取的
用水危機又是什麼？資源人的使命在於為工程與國家提供合適的天然資源，有時這個專業的建議相當必要，
但卻不一定討喜。過去有許多學長姐篳路藍縷地投入這個領域貢獻所學，未來也會有更多學弟妹前仆後繼地
進入這個領域。地球只有一個，需要好好愛惜。現今我們遭逢氣候變遷的嚴酷考驗，加上新冠肺炎引發的世
界改變，整個世界正逐漸與我們熟悉的形式背離。對於人類未來的文明、工業進程，以及氣候變遷引發的改
變，我們也許仍然無法全部掌握，但可以預見的是，所有文明發展都必須建築在必要的資源之上。只要這個
需求存在，相應的資源工程專業就永遠存在，我們只要找到自己專業的切入點，這個專長與系所勢必成為一
個永不日落的專業。本期將以兩個整治地球的專案，闡釋我們的專業性與就業需求！

-客座主編 余騰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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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彥均  任重且道遠的石油工程師 吳偉智 
在大學/研究所求學時期印象比較深刻的回憶？

採訪/林彥均 、林虹妙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獲得一個自我成長的打工機會，工作內容是為林再
興老師的一個程式進行除錯。當時恰好修完系上電腦課程，對程式充滿好奇，也對這份工作充滿
鬥志。惟當時的大電腦和操作的終端機都設置在低溫冷氣房內，每次都得穿著厚重外套工作，連
在大熱天外出用餐時間也不能脫掉，是記憶很深刻的體驗。這次打工機會的最大收穫是奠定自我
能力，以及後續能跟著林再興老師進行相關研究，對於日後負笈出國也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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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生志業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是否有特別的工作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回首我個人的生涯發展，學以致用是主要考量。很幸運地，一路走來都有盡情發揮的職場。經過
職場的洗鍊，我會建議可從進行自我SWOP分析著手，首要先考慮個性及興趣，舉例來說，如果個性
喜歡戶外大自然，那需要坐在辦公室裡的工作對你就變成壓力。換句話說，就是以自己的優點來尋找
適合自己的工作類型；暴露自我缺點的職涯發展也是一種挑戰，但要做好走出舒適圈的心理準備。這
些都會影響在職場上的抗壓性，以及成就自我的表現。外在分析則是搭配整體市場考量，以我自己
為例，恰逢中油公司的一個研究所出缺，所以投入這個職場。簡而言之，也就是以系上專業學科的優
勢，在目前面臨經濟轉型的市場中，覓得適合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校學習的歷程中，大量汲取電腦模擬開發研究。之後進入中油公司仍延續8年研究所的相關經
驗。惟理論與實踐還是難取得平衡，模擬的工作無法完全讓現場採信。

後有幸於民國94年加入高雄外海Ｆ構造海域開發計畫，雖然最終仍因預算等諸多因素中止，還是
從中獲取很多寶貴經驗。海域開發與陸地開發截然不同，除了要配合海流方向、水深等因素進行作
業，甚至還要靠天吃飯，風浪太大就必須停工。受到環境的影響，同樣的工作在陸地可能一天可以完
成，在海域就可能需要一個禮拜。船舶、設備所需的成本也是5至10倍於陸上工作。

因委託國外團隊設計固定式探採平台，國內技術也藉由此次參與提升至國際水準。例如，需蒐集地震
資料以瞭解所有的地震型態，藉此推估未來每200年、甚至是每1000年間最大可能震度對平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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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問題延伸出一些個人有興趣的問題。就我所知，海域鑽油平台分成淺水跟深
水，F構造的海域水深應該屬於淺水的位置。我們知道台灣陸上的油氣出產量不
是很多，所以有一陣子就把眼光放在北方海域、西南外海、東沙、太平島海域等
處。未來在台灣已經具備能力的前提之下，會不會考慮在類似的淺水環境進行油
氣探勘、鑽取的工作？

工作過程中，利用環境的特性可以節省工時與成本。例如，利用漲潮時將建構鋼材放置平台、退潮
順勢將船舶推離岸邊，可達事半功倍的工作流程。另外還有學習與大自然磨合、利用其特性以避險，並
有效達到工作目標。

說到海域工程，目前我們還是需要很多國外廠商的支援，透過很多現代高科技的技術去克服海流的
影響；研發新的材料，避免受到水氣與鹽分的侵蝕；使用水下遙控載具(ROV)減輕水壓對人類在水下施工
的阻礙。此外，電腦科技的日新月異，資料傳輸速度的進展，都能提升整體海域工程的效率，向前跨出
一大步。

F構造的水深大約為120米，在設計上，我們採用的是固定式平台(參閱下圖)。因為必需同時考慮洋
流、地震和颱風的影響，所以最後設計的平台幾乎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海域自力探勘，惟深水環境技術仍然不足，須仰賴國外公司協作。除了希望透過
他們的探採技術獲得更多自主能源，也積極籌畫利用新技術、新想法，讓努力多年且已探測到油氣的礦
區及油田（例如新竹外海的長康油田和陸上的鐵砧山、寶山、鳳山油氣發現及深水礦區）提高產量，期
望能再次突破且得到亮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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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探測技術的提升，對於地層下的地質，我們能更有效率、更全面地掌握，相信對於區域地質能
有更精準的分析。透過更多產學合作的計畫，統籌更多學校專家學者的參與，讓我們對既有的油氣田及
礦區了解更多，這是我們接下來在探勘方面的重要工作。

油氣平台樣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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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經環境變動對於中油公司的影響？
政經局勢變化迅速且錯綜複雜。在現行油價公式下，牽一髮動全身，稍有變動就會影響整體收益。

因此，中油各事業部積極地橫向溝通合作，並即時迅速地做出決策，以求更有效率地面對政經變動。依
據現行的能源轉型政策，訂出天然氣在2025年達到發電電源占比的50%，故穩定氣源成為重要目標。若
在鄰近海域得以開發氣源，提高自有能源比率，不僅能穩定品質，也能減少對進口的依賴。

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對於中油公司的影響？
各國因疫情採取邊境管制措施，影響最大的是派駐國外人員；其次是採購，例如機器供應商因疫情

停工無法準時交貨，導致契約延宕等法律問題。此外，為了將影響降至最低而積極探討復工時程，也增
加了許多計畫外的聯繫工序。

就某方面而言，疫情的全球化其實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例如因疫情不得不採取的視訊溝通會議，
卻能更機動且迅速地聯繫溝通，也間接提升了工作效率。

至於進口油氣方面，因作業人員無入境上岸的問題，幾乎不受影響。

是否可以簡單介紹PNG(管道天然氣)、LNG(液化天然氣)？國
內的天然氣進口都是靠LNG，是否曾經考慮過PNG？

台灣國內(或者世界各國陸上的長途管線)主要採取管道輸送天然氣(PNG)。
天然氣進口的部分，由於台灣四面環海，若考慮以管道輸送天然氣(PNG)，需在海底進行管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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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除了需設置許多加壓站傳輸氣體，還需增設升溫器
維持溫度(深海底溫度約為攝氏4度)，耗財且耗時，故現行
的進口天然氣由液化天然氣(LNG)船運送進口。

從地緣與海底地形的角度討論，從東邊拉管線水深太
深，PNG很難拉進來；從西邊(中國大陸)那邊拉管線最有
效率。但以現在的政治氛圍，我們不可能把國家的命脈交
到對方手上。如果從菲律賓或新加坡拉管線來，這兩個國
家都跟台灣有一定的距離，海底管線的長度也勢必增長許
多，會增加許多維護成本。

以地質條件分析，在進淺海時才會將管線埋入海底，管
線在深海海域還是以鋪設在海床上為主。海底並不是非常
穩定的環境，台灣及周邊海域時常遇到颱風強降雨，導致
大量沉積物傾入海中，長期海砂飄移或面臨掏空，會造成
管線腐蝕或斷裂等狀況。種種因素都會提高維護成本，因
此我們目前不考慮使用PNG，而是以成本負擔比較低的LNG
船作為主要進口管道。

外派至新加坡時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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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能源政策轉型(開始以再生能源為主)的態勢下，中油公
司做了哪些策略因應轉型？

台灣中油已不僅為油氣公司，還將自己定位成能源公司。在綠能方面，中油成立綠能科技研究所，希
望研究出更多能源轉型的可能及空間。以探採事業部而言，目前主要進行的項目是地熱發電。二十幾年
來，探採事業部一直在調查全台各處的地熱分布。地熱發電與探勘溫泉不同，地熱發電需要水量，因此需
藉由探油氣的方法探勘熱源。花東地區都是變質岩，我們如果需要看到比較大的水量，就須了解裂隙的分
布情形。過去探勘只能使用傳統技術判斷，現在我們有井內影像電測，因此可以分析出全部的裂縫，判斷
裂縫的傾角、走向、狀態是open還是被結晶堵住。探採事業部已在宜蘭仁澤完成了兩口地熱井工程，鑽探
結果非常成功，目前也在土場進行地熱井鑽井工程。這些就是探採事業部因應轉型所做出的成果。台灣的
地熱可能沒辦法成為大型能源的供應來源，但期能將地熱資源有效應用於偏鄉地區。

以其他事業部而言，我們跨足了太陽能板、塗覆材料、生物科技、以及由煉製研究所研發生產的電極(
軟碳)材料。為因應能源轉型方針，我們也在研究合併加油站與充電站的方案。以上等等都是因應能源轉型
所做的許多積極作為。

除了地熱以外，我們也對風電的發展提供幫助。台灣中油公司的綠能所正在為風機葉片研發抗腐蝕的
塗料。目前我們有三個研究所都基於自己擁有的核心技術，積極地試圖發展再生能源方面的技術。之前台
灣中油做過生質能，但礙於當時成本過高而沒有發展，期待未來可以找到更便宜的方式進行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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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建議可以分享給想踏入石油探採相關領域的新鮮人？
系上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專業領域方面已十分出色。以石油探採而言，我想建議多元語言(英文、法

文、西班牙文等)可作為學弟妹在專業學科外的重點學習。畢竟探採是一門開疆闢土的工作，若能在校即備
好語言這項工具作為利器，那麼未來若是到異鄉工作，適應上的壓力相對就小很多。

石油探採跟科技業不一樣，我們的工作現場環境都是偏僻荒涼的地方，有時在深山裡、有時甚至在非
洲沙漠，或是去一些平常旅行團比較不會去的城市。有些人覺得這是很好的工作經驗，不過還是要做好心
理準備，有可能會離鄉背井，出國工作一段時間才回來，這會影響到一些家庭照顧，因此要先有準備才不
會造成太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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