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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90級黃韻勳、碩士生 劉姿宜

傳承鐵頭精神的鋼鐵人 翁朝棟 
與成功大學資源所的緣起

當初從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班畢業後，
心中總在思考要如何提昇自我且持續精進。而
成大資源系跟中鋼淵源頗深，中鋼之前的郭炎
土董事長、陳振榮總經理、陳源成總經理及許
多前輩皆畢業於成大礦冶系（資源系前身）。
此外，資源系的顏富士教授亦曾擔任過中鋼公
司董事，同時中鋼主要進行冶金、材料之研
究，與成大資源系的主要研究領域密切相關。
雖然個人先前所學主要為人力資源管理、行政管理，但基於想進一步學習礦冶及資源經濟的相關知識，故
報考資源工程所博士班。我對當初博士班考試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時剛好遇到SARS疫情，和現在新冠肺
炎疫情相同，口試全程戴著口罩。順利錄取後，選擇資源管理與經濟組（丙組）就讀，指導教授為陳家榮
老師。博士班共念了六年，每週開車從高雄來回台南，但選擇就讀博士班是基於自己的興趣而非公司指
派，因此總能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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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中山大學時，感覺學校的教授較為年輕，且校風自由開放。相較起來，成大以工學院為主，
校風保守嚴謹，教授非常認真且要求嚴格。尤其不會因為是在職生就與一般全職研究生的要求有所差
異，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也由於這種扎實嚴謹之學術風氣，成大才能成為企業界最愛的大學。

在成大就讀期間印象最深刻之回憶

中鋼任職期間最為深刻的工作經驗和挑戰

從民國69年進入中鋼公司，迄今已超過40年，印象最為深刻的挑戰包含以下三件事：
1.中鋼公司於民國84年民營化後，開始跟工會、國會、勞資代表協商，86年擔任人力資源處長，

參與到整個過程，讓後續過程能順遂地進行。
2.中鋼史上第一樁海外投資建廠案，要在越南蓋一座年產120萬噸的大型冷軋鋼廠，總投資金額

超過12億美元，合資對象為日本新日鐵住金，這也是中鋼第一次跟新日鐵合資。但此投資案從民國98
年雙方合資以來，一直卡在徵地問題，遲遲無法取得建廠用地，工程延宕了1年10個月。我在民國100
年被外派到越南，接任中鋼住金越南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順利完成徵地動工興建，從建廠工程、生
產流程、營運銷售皆積極參與投入。回想起來，當時在國外建廠，資源非常少，而在這種艱困的情況
下，正是「用難來修能力，用苦來修智慧」，增加了許多磨練，也開闊了視野與國際觀，對後來返任
中鋼總經理職務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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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109）年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時，是中鋼成立49年來最艱困的一年，連續虧損11個
月，但同時也是擔任董事長後最有成就感的一年。期間進行了許多變革，如將中鋼盤價改為月盤、2號
高爐導入人工智慧模組，以降低成本並讓體質更加茁壯。同時設定了兩個未來的發展主軸，包含「高
值化的精緻鋼廠」及「發展綠能產業」，讓中鋼能奠定下一個50年的競爭力。果然在去年第四季開始
轉虧為盈，在危機時反而能激發危機意識，印證了「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這句名言。

˙翁學長派任至越南期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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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對於中鋼公司的衝擊和影響
中鋼以往都在10月進行高爐大修，一次約耗時5個月，必須避開經常遭遇颱風的夏季。而在去年

2月疫情大流行時，鋼鐵需求下跌到谷底，當時決定先停1座高爐，提前到7月大修。那時很多主管
一開始不太同意這個決定，不過主要考量到若12月需求回復，大修完成後就能大量生產。後來也很
幸運，去年夏季剛好沒有颱風過境台灣。在高爐大修時，也導入了27個人工智慧模組，以監控高爐
的生產品質、效率、能源耗用等。高爐大修完成後，剛好在第四季需求回穩，重新迎接鋼鐵榮景的
來臨，也證明了導入AI及數位轉型非常重要。

在後疫情時代的鋼鐵業展望方面，今年第一季，美國與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都表現亮眼，而現今
歐美國家在疫苗逐漸普及的情況下，需求復甦得很快，加上有許多紓困、基礎建設的建築需求，造
就鋼鐵的需求持續增加。目前看好鋼鐵業景氣會持續到今年第四季，唯一的不確定在於是否會有第
二波大型疫情發生。

中鋼在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離岸風電）、電動車等綠能產業的投入現況
太陽光電：
中鋼並未參與太陽光電的製造與運維，主要配合政府綠能政策，在屋頂上設置太陽光電，目前設置
量約80MW，作為自用發電。太陽光電的發展，主要受限於大量土地取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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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由於全球20大風場中有16個在台灣海
峽，因此台灣具有得天獨厚的風電發展
條件，且未來風電成本還會持續下降，
相當適合發展離岸風力。中鋼成立的興
達海基專攻水下基礎，使用3D立體銲
接管狀結構，高度達29層樓（80公尺）
、重量達1000公噸，在歷經兩年與西班
牙、比利時等國外專家合作後，目前已
經完成第一支Jacket水下基礎之組裝。

˙投入推動離岸風電產業

電動車：
主要與特斯拉（TESLA）合作，共同開發電磁鋼片，目前中鋼是特斯拉電動車高效能電磁鋼片的最大供應
廠商。除半導體產業外，電動車供應鏈、綠能產業，都是台灣未來很有發展機會之亮點產業。

此外，與丹麥CIP合資開發位於彰化離岸300MW裝置容量的中能風場。因離岸風電設置於海上，技術困難
度高，但歐洲國家之離岸風電已非常盛行，因此政府希望中鋼加入此一產業，投入達68億元的資金生產水
下基礎，期引進國外的技術與管理方式，加速離岸風電的國產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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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未來針對碳中和的布局
當美國重新進入巴黎協定後，美國、歐洲、中國等國都加入碳中和行列，由此說明全球目前往碳中

和發展的方向是一致的。碳中和這個嚴肅議題，造成高鋼價時代來臨，導致生產成本提高，而環保、節
能減碳成為每個企業所要面對的轉型問題。出口外銷到美國、歐洲，都要符合碳足跡或被課徵碳關稅，
因此不論大企業或中小企業都要嚴肅面對，並且盤點節能減碳的能量。就中鋼而言，要在2050年達到碳
中和（淨零排放）非常困難，以現在的技術無法達到，必須發展新型冶金技術，但研發成本負擔很大，
必須仰賴政府協助。目前新型氫能冶金技術是由歐洲跟日本走在前端，日本正在進行氫能冶金的實驗型

˙中鋼集團興達海基完成第一座
Jacket水下基礎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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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預計要到2035年才能達到商業運轉。氫能冶金的生產成本是現在冶金技術的兩倍，但要達到
淨零排放沒有其他方式，一定要結合綠氫（亦即使用再生能源產製的氫氣）。此外，中鋼亦在進行碳
捕捉示範計畫，跟工研院一起合作，從煙道氣裡捕獲二氧化碳轉化成化學品，並將產品賣給化工廠，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中鋼預計在今年底、明年初，參考日本第一鋼鐵廠新日鐵的方法，盤點所有技
術，繪製出2050年減碳路徑圖。

給想踏入鋼鐵業領域的系上學弟妹之建議
在成大就讀時要努力用功念書，因為成大的老師跟授課科目都很好，不但上課嚴謹，老師也會教導

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除了把書本唸好，還要加強語言能力（如英文、甚至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
數位化觀念。也可積極尋找到國外交換學生或進修的機會，培養適應環境、抗壓的性格。此外，企業主
要需要樂觀開朗、敬業，以及重視企業文化、擁有誠信正直的價值觀與使命感之人才，故培養良好的人
格特質非常重要。目前中鋼正遭逢退休潮，每一年半就會對外招考一次，亦有跟成大馬達研究中心進行
合作，從中挑選研究生培養並擇優進入公司，大學生則以招考居多，建議可把握機會報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