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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國際趨勢與台灣經濟挑戰
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

產業發展需與國際潮流同步脈動

產業競爭全球化

貿易投資自由化，價值鏈中生
產活動競爭加劇，需轉型知識
經濟活動方能確保持續發展。

產業發展低碳化

能資源價格高漲改變消費、生

 產及價值鏈型態

3E永續發展模式成為全球規範

國際趨勢

總體挑戰

因應節能減碳趨勢下
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

產業再造

因應全球化，台灣在
區域價值鏈定位與連結策略

全球連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近年來，全球永續發展的概念進展迅速，其中，尤以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議題最受到重視與矚目，各種跨國的生產作業與商業活動，都已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目前，在產業發展低碳化及競爭全球化等國際趨勢下，面臨必須進行產業再造之挑戰。有鑑於此，經濟部工業局規劃將採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並持續厚實產業執行節能減碳工作之相關能力，作為協助台灣產業發展與國際潮流同步脈動之核心策略，以期順利加入全球產業鏈結行列。 

http://www.gcc.ntu.edu.tw/Chinese/Education/eGIS/cc/a3/pages/068.�O�W�������


4

一、前言—重要排放指標現況

我國能源依存度2007年達

 99.22%；人均CO2排放量2007 
年亦達12公噸以上，在國際比

 較上處相對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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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蓬勃發展所帶動之產業結構

 調整，對整體產業能源密集度

 上產生了顯著的影響效果。

2.新興產品與服務的高值化，對

 基礎產業亦會造成需求面影

 響，促進基礎產業升級轉型。

產業結構調整為節能減碳重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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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與台灣有關之重要排放指標現況方面，由於台灣能資源有限，使得能源依存度達99 %以上，即有99%以上之能源供給需仰賴由國外進口。而現行之發電結構，目前除已有少量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外，現階段仍以進口煤、天然氣、石油等化石能源為主，因此，造成台灣人均CO2排放量有偏高之情形。
◎在因應全球暖化問題，積極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同時，亦須考量維持適度的經濟成長，以創造經濟與環保雙贏之永續發展目標。在此原則下，台灣製造業在經濟部規劃下，將逐步朝向整合、創新、國際化、環境塑造等四大面向邁進，使整體產業結構朝高附加價值、高知識密集及低耗能、低污染方向調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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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CO2排放量現況分析
台灣CO2總排放量從1980年67百萬公噸成長至2006年265百萬公噸，年均成長率5.41％。

台灣製造業含電力之CO2排放量從1980年42百萬公噸成長至2006年151百萬公噸，年均
成長率為4.97％；排放佔比由63%微幅降至57%。

台灣製造業未含電力之CO2排放量從1980年30百萬公噸成長至2006年61百萬公噸，年均
成長率為2.63％；排放佔比由45%降至23%。

台灣製造業使用電力造成之CO2排放量，占製造業排放比例之60%，顯示發電結構，對製
造業之CO2排放量及減量成效，有顯著影響。

註：1.（）為1980～2006年平均成長率；2.製造業包含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資料來源：工研院能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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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1980至2006年間，台灣已逐步由農業化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社會，並且，隨著民眾生活水準逐步提升，使得汽機車等交通工具，及電視、冰箱等家庭用品之普及率亦顯著提升，造成各相關部門排放量皆呈現增長趨勢，使台灣整體排放量年均成長率達5.41%，超過製造業之4.97%。 
◎1980至2006年間，台灣運輸部門之排放量年均成長率為5.81%，商業部門之排放量年均成長率為10.32%，住宅部門之排放量年均成長率為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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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電力CO2排放係數分析

目前，台灣發電結構以燃煤為主，2005年約占總發電量53.8%。

以2005年國際能源總署(IEA)資料為例，鄰近之日、韓等國，電力CO2
排放係數皆僅約為台灣的2/3。
後續，台灣應朝向發展低碳/無碳能源（如再生能源及核能等），從源
頭（發電端），降低台灣整體及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作為推動
方向。

註：電力CO2排放係數，係指電力事業產生每度(Kwh)電力，因燃燒化石燃料所產生之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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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目前，台灣發電結構以燃煤為主，2005年約占總發電量53.8%。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公布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電力排放係數為0.632公斤CO2/度，鄰近日、韓等國，皆僅為我國的2/3左右（日本為0.429公斤CO2/度，韓國為0.418公斤CO2/度），顯示由於我國目前仍偏重於燃煤等火力發電結構，因此，造成電力排放係數居高不下。
◎有鑑於此，為加速推動節能減碳工作，後續，台灣應朝向發展低碳/無碳能源（如再生能源及核能等），從源頭（發電端），降低台灣整體及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使減量工作達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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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部門節能減碳目標
台灣環境政策之減量目標：
1.全國二氧化碳排放量，於2016年至2020年間回到2008年排放量。

2.全國二氧化碳排放量，於2025年回到2000年排放量。

推動「產業部門」實質節能減碳措施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要權責

1.研議調適策略、財稅誘因機制財稅誘因機制、經濟衝

 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2.配合環保署會商減量目標減量目標及效能標準效能標準。

3.輔導事業進行盤查盤查、登錄登錄、查證查證、自願自願

 減量減量、參與國際合作減量及獎勵補助獎勵補助。

4.進行科技研發科技研發、教育宣導教育宣導及國際合作；

 推動廢棄物回收處理及再利用廢棄物回收處理及再利用。

5.進行排放量調查排放量調查、研議最佳可行技術最佳可行技術及

 核配排放量核配排放量。

1.促使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朝高附加價值及低耗能方

 向調整，使單位產值之碳排放密集度於

 2025年下降30%以上。

2.核配企業碳排放額度排放額度，賦予減碳責任；

 促使企業加強推動節能減碳產銷系統。

3.輔導中小企業提高節能減碳能力，建立建立

 誘因措施及管理機制誘因措施及管理機制，鼓勵清潔生產應

 用。

4.獎勵推廣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等綠色能綠色能

 源產業源產業，創造新的能源經濟。

行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領」 「溫室氣體減量法」(行政院版草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有效抑制台灣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成長，台灣除陸續召開能源會議及經續會議等跨部會研商會議，以凝聚各界共識，並推動各項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外，今年6月，更進一步由行政院頒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揭示台灣之環境政策減量目標，並推動各部門之能力建構及實質節能減碳措施。其中，針對產業部門部分，將以規劃推動產業節構調整、核配企業碳排放額度、建立誘因措施及管理機制、獎勵推廣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等綠色能源產業為主軸。
◎此外，台灣亦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之立法工作，以作為後續各部會執行推動各項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具體行政依據。
◎依據行政院版溫減法草案第5條規定，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財稅誘因機制等溫室氣體減量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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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法令鬆綁，擴大投資）

製造業(產品升級轉型)

金融資通訊 電信節能服務

資訊電子 金屬機械化學工業

化學材料 石油煉製品

（節能升級、供應內需）

知識化 高值化

低碳化

1. 總目標：知識化、高值化、低碳化的產業結構，並強化產業全方位節能技術導入
2. 三級產業結構：透過服務業擴大基盤，扮演低碳產業結構主要調整動能
3. 製造業結構調整：高值化電資與金機產業扮演成長動能，化學工業尊重市場機能調節
4. 石化鋼鐵產業結構調整：節能技術導入與產品結構高質化，並以供應國內發展為主

鋼鐵

數位內容

三、產業結構調整規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產業全方位節能技術，係指自產品製造端到使用端，皆導入節能技術，以減少能源耗用及溫室氣體排放。 例如於產品設備之製造端，可採用清潔生產、EuP等機制；而於產品設備使用端，則可藉由導入ESCO，協助建置廠商公用設備及製程之SOP節能診斷程序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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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結構調整規劃

以多元發展新興與中間產業，取代基礎產業消極抑制。
選擇能符合低能源投入、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聯效果、具
備國際競爭基礎，以及帶動其他產業進行節能減碳之產業。

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

結構調整思維與產業發展重點

服務業：可應用在跨產業的資通訊、節能服務業、數位內
容、金融、電信等低碳產業的發展。
製造業：以台灣本身具備IT產業優勢或協助產業進行節能之
機械設備與電子零組件、泛太陽能應用、節能智慧運輸系統
及綠色材料為發展重點。

產業發展重點產業發展重點

因應未來產業結構朝服務業以及金屬電資等低碳產業發展，
我國能源需求結構將呈現電力成長高於化石燃料之趨勢。
除提升能源效率外，應改變目前偏重於燃煤發電結構，增加
低碳及無碳能源供應。
為支援產業結構朝低碳化方向調整，未來需從電力供應潔淨
性、成本性與供應安全等角度，審慎考慮現有核能廠之延役
與機組擴增。

能源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因此，產業結構調整規劃之整體思維，將以多元發展新興與中間產業，取代基礎產業消極抑制，及選擇能符合低能源投入、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聯效果、具備國際競爭基礎，以及帶動其他產業進行節能減碳之產業為主軸。
◎而產業發展重點，則將扶植可應用在跨產業的資通訊、節能服務業、數位內容、金融、電信等低碳產業的服務業發展。並配合以台灣本身具備IT產業優勢或協助產業進行節能之機械設備與電子零組件、泛太陽能應用、節能智慧運輸系統及綠色材料，為製造業之發展重點。
◎而在能源結構調整部分，則預期在因應未來產業結構朝服務業以及金屬電資等低碳產業發展，我國能源需求結構將呈現電力成長高於化石燃料之趨勢。而除製造業積極提升能源效率外，在源頭減量之概念下，台灣應改變目前偏重於燃煤發電結構，增加低碳及無碳能源供應，支援產業結構朝低碳化方向調整，未來需從電力供應潔淨性、成本性與供應安全等角度，審慎考慮現有核能廠之延役與機組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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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子資訊業將朝低耗能智慧產業發展，強化知識性的IC設計及數位內容產業

2.推動半導體及平面顯示器等產業進行全球佈局，保留12吋以上晶圓廠及6代以上面

 板廠在國內生產

3.推動新興白光LED照明及太陽電池產業，大幅提升發光二極體(LED)及太陽電池產

 業產值

4.維持資訊產業穩定成長

電子資訊業發展方向及結構變化

1.食品及飲料製造業將朝高附加價值之保健食品發展

2.紡織業將運用上游機能性纖維，發展多功能性布種及開發複合性產品

3.染整業將引進新穎且更具環保的染整技術，推動設備汰舊換新，並協助廠商進行汽

 電共生蒸氣接管做為加熱熱源，以節省用電及降低對燃料油之依賴

4.水泥業將以提供國內需求為主，不再支持擴廠，現有舊廠隨使用年限到期逐漸關廠

民生工業發展方向及結構變化

三、產業結構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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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鋼鐵基本工業以提供內需為原則，在高值化與省能化發展趨勢下，將朝向少量多元

 化高級鋼材發展

2.電爐煉鋼 CO2

 

排放約高爐製程1/5，惟因全球廢鋼儲量有限及冶煉低成本高品級鋼材

 技術仍待克服，發展空間受限

3.金屬製品業將朝客製化、多功能化及醫療用等高附加價值之手工具與螺絲螺帽製品

 發展

4.機械設備業將朝工具機、機械零組件、IC/FPD設備及智慧型機器人發展

5.運輸工具業將朝省能低污染汽車、重型高價機車、高質化自行車、車輛電子及巨型

 遊艇與船用裝備製品發展

1.化學材料製造業以配合電子、光電、3C、生技製藥、特化、汽車等發展，提供所

 需原材料

2.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將調整煉油結構增加輕油供應，減少燃料油生產，並配合產業

 發展推動三輕更新、國光石化等計畫

3.化學製品製造業持續發展特用化學品，電子化學品將隨市場需求成長，由進口替代

 轉而成為出口產品

4.塑膠製品製造業發展精密加工之光電、汽車塑膠零組件及高級工程塑膠、生醫塑膠

 製品等技關鍵材料

化學工業發展方向及結構變化

金屬機械業發展方向及結構變化

三、產業結構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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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2012年碳排

 放密集度較

 2005年下降

 8%。

長期
2025年碳排

 放密集度較

 2005年下降

 30%。

四、製造業碳減排管理策略

能
力
建
構

實

質

減

碳

一、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證

二、建立BAT、標竿值

三、建立低碳技術資料

一、輔導產業推動清潔生產

二、輔導產業生產節能產品（Eup）

三、推動廢棄物資源化

四、推動產業自願性減量

六、成立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

五、輔導產業以國際標準進行減碳
（ISO14064）

七、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循環鏈結

製
造
業
節
能
減
碳
推
動
策
略

目標

98年預計
新增項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呼應台灣推動節能減碳工作之需求，工業局已持續推動各項製造業節能減碳推動策略。其中，在能力建構部份，主要已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及查證、建立BAT、標竿值及低碳技術資料。而在實質減量部分，則已輔導產業推動清潔生產、生產節能產品（Eup）、推動廢棄物資源化、規劃成立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輔導產業以ISO14064等國際標準進行減碳，及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循環鏈結等各項工作，以期能於2025年，達成製造業碳排放密集度下降30%以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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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製造業碳減排管理成果

策略 項 目 成 果

能力

建構

溫室氣體盤

 查、登錄及查

 證

完成「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建置。

協助20行業、234家工廠完成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
登錄輔導。

預計於本 (97) 年底可完成登錄台灣工業溫室氣體排
放總量之70%。

建立BAT、標

 竿值

完成建置鋼鐵業電弧爐製程、煉焦爐及高爐製程、
石化業乙烯及對二甲苯製程等5項製程BAT。
完成建置一貫及電弧爐煉鋼、煉油廠、石油化學工
業、水泥業、造紙業等7項產品標竿值。

建立低碳技術

 資料

參考「清潔發展機制」(CDM)規範，建立20項低碳
科技項目與規範。

彙整國內外工業溫室氣體減量技術案例40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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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製造業碳減排管理成果

策略 項 目 成 果

實質
 減碳

輔導產業推動

 清潔生產

由產業供應鏈改善能源效率與削減碳排放量，提升產業市
場競爭力。

推動行業別、工業區及中衛體系輔導，94-96年累計減量
效益約達1萬9千公噸CO2e/年。

輔導產業生產

 節能產品

 （Eup）

推動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提高能源效率並減輕環境
衝擊。

推動先期規劃及調查、生態化設計導入及EuP符合性改善
與績效評估，96年累計減量效益達2萬6千公噸CO2e/年。

推動廢棄物資

 源化

推動特定產業輔導，協助提升資源化再利用技術。

91年~96年，累計減碳約565萬公噸CO2e。

推動產業自願

 性減量

推動鋼鐵、石化、人纖、水泥、造紙及棉布印染等6大產
業公會自願減量協議；截至96年底，累計減量初估達471
萬公噸CO2e。
推動半導體及光電產業自願減量協議；截至96年底，累計
減量初估達800萬公噸CO2e當量。

輔導產業以國

 際標準進行減

 碳（ISO14064）

補助廠商建立ISO14064-1相關管理文件，預期完成50家組
織型減量廠商取得第三者查證。

補助廠商建立ISO14064-2相關管理文件，預期完成15個計
畫型減量取得減量設計文件第三者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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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兩岸產業合作契機

共創低碳經濟美好願景共創低碳經濟美好願景

建立兩岸
互動交流機制

建立減碳
交流平台

推動減碳
計畫合作

促進人才
技術交流

先期可藉由財團法
人等民間機構，在
互補、互利、互惠
原則下，建立溝通
管道及交流橋樑。
後續，可建立雙方
平台窗口，加速相
關工作推動事宜，

台灣企業之製程能源效率提
升、廢熱回收等減量技術，
已相當成熟，具有赴大陸協
助推動減碳計畫潛力，例如
鋼鐵業。
大陸近年已積極推動碳捕集
及封存、植林碳匯、CO2回
收再利用等前瞻性減碳技
術，值得台灣產業借鏡。

輪流主辦「兩岸減
碳技術實務交流研
討會」。
人員短期駐地研
習、培訓。
定期互訪及技術觀
摩。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未來，兩岸企業在合作推動節能減碳時，應建立在彼此優勢互補的基礎上，雙方各取所長、互助互利。為促進兩岸之交流互動，未來兩岸產業應優先朝向建立減碳交流平台、推動減碳計畫合作及促進人才技術交流等主要方向邁進。
◎在建立減碳交流平台部分，可優先針對設備能源效率提升、製程清潔生產、廢棄物資源化、再生能源等減碳技術，進行合作開發、移轉，促成兩岸減碳產業發展。
◎在推動減碳計畫合作部分，台灣企業之製程能源效率提升、廢熱回收等減量技術，已相當成熟，具有赴大陸協助推動減碳計畫潛力，例如鋼鐵業。而大陸近年已積極推動碳捕集及封存、植林碳匯、CO2回收再利用等前瞻性減碳技術，值得台灣產業借鏡。
◎在促進人才技術交流部分，則可透過輪流主辦「兩岸減碳技術實務交流研討會」、人員短期駐地研習、培訓及、定期互訪及技術觀摩等方式，建立兩岸互動交流機制，以共創低碳經濟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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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全球各先進國家均已體認，溫室氣體減量工作為一項國家
經濟體系脫胎換骨、勢在必行的巨大工程，需要投注專業
技術與財務資源，進行謹慎與全面的改造工作，無法一蹴
可及。

本局已持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並輔導產業執行各項溫室
氣體減量能力建置及實質減碳相關工作，以協助台灣製造
業因應全球減碳趨勢，減緩經濟衝擊。

面對溫室氣體減量此一國際新興低碳經濟的契機，本局將
持續推動兩岸產、官、學、研各界之攜手合作，促進相關
科技發展，以引領產業逐步朝向低碳型社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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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歡 迎 指 教

網址：網址：http://http://www.moeaidb.gov.twwww.moeaid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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