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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聯合國「京都議定書」已經在 2008 年進入第一階段檢查期，未來的

聯合國氣候綱要公約會議也會提出更為前瞻而具體的國際社會溫室氣體

減量目標其成。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以接納聯合國後京都議定書的

決議，成為國際減碳先鋒的一分子自許。 

為緩和全球暖化貢獻力量，新政府已領先倡議推動全國 CO2總排放的

減量:以 2016 年至 2020 年間回到 2008 年的排放量的 50%，做為我國溫室

氣體自願減量的規劃目標與期程。這也是聯合國氣候綱要公約賦予附件一

37 個先進國家的減量義務以外，第一個非附件一國家所提出雄心勃勃的

國家自願量規劃。 

行政院最近也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領，訂定能源「效率」、「潔淨」與

「穩定」三面向的目標，策略與措施，已將上述溫室氣體減量目標期程納

入「潔淨」面向，並從「淨源」與「節流」二大方向著手推動溫室氣體減

量的各項相關措施。上述措施的推動，「淨源」方面，除了訂定相關政策

與提供誘因鼓勵各行各業使用清潔能源，藉助再生能源產業（如太陽能光

電）、節能產業（如 LED 照明）及節能服務產業的發展，進行能源效率提

升外，也要設置「節能減碳研發基金」，致力開發各類新技術，透過研發

獎勵與技術移轉，提升我國因應全球變遷的綠色科技實力。 

本文將檢討全國能源會議溫室氣體減量成效不佳之主要原因為國家

政策目標未定，缺本土化減量技術與管理制度等，目前新政府已訂定明確

減量目標與時程，政府並已研訂永續能源政策，因此如何建立本土之綠色

能源技術，推動綠能產業將為新政府積極努力方向，本文應從教育研究而

提出可行策略與措施。 

二、全國能源會議執行成效檢討 

第一次及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分別於 1998 年及 2005 年間召開，歷經

兩次會議討論，各界人士咸認國內溫室氣體減量未能達成目標之原因為: 

(一) 國家政策目標不明確，合理策略措施研訂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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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並非締約國，致使政府未能確定國家立場，提出合理因應措

施。 

2. 現有能源政策與產業政策與國際溫室氣體減量管制規定相衝突。 

3. 國家對 GHG 減量目標或管制制度訂定頒布與有效實施期程不明。 

(二) 經濟成長與能源消耗量未能脫勾，不易減量 

1. 經濟成長與能源使用量，相對平行成長。 

2. 我國為能源輸入國，依賴「不可再生資源」根深蒂固。 

3. 石化、鋼鐵、紡織、電子及電機等工業為我國主要之產業，對經濟

成長貢獻甚多，但其產生之 GHG 亦為大宗。 

(三) 本土化溫室氣體減量技術不易落實，減量成本不符經濟效益 

1. 產業界使用節能技術與高效率設備之普及率仍待提升。 

2. 產業界接受新節能或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與技術認同度不高。 

3. 新能源或再生能源之關鍵技術與周邊設備均有賴進口，自製率低，

生產 成本高。 

(四) 監督管理體系未臻健全，執行成效檢討不易 

1. 中央未能設置主管機關統籌 GHG 管理事務工作，研訂合理目標、策

率與 績效指標。 

2. 未建立 GHG 盤查及登錄體系，定期查核執行成效。 

3. 部門未能研訂總量管制基準(標竿)，分擔減量責任。 

(五) 基本資料/資訊不足，合理策略研訂與成效檢討均不易 

1. GHG 排放量基本資料與推算公式仍有爭議。 

2. GHG 盤查指令、驗證、認證及國家審查等制度建置未臻完善。 

3. 能源效率查核與溫室氣體盤查工作，未能整合相輔相成。 

(六) 「國民認知」與「全民參與」共識不足，未形成「夥伴關係」計畫 

1. 民間對政府所擬定採取之態度與作為不明瞭，此議題仍多歧見。 

2. 產官學各界溫室氣體相關之教育訓練計畫規劃與執行均不足。 

3. 未能有效整合 NGO、社區大學與民眾，共同推動 GHG 減量與永續能

源發展教育。 

(七) 具體行動減量計畫經費計術與人力資源不足，減量成效不彰 

1. 國家減量政策及目標未明確前，相關部門編列計畫經費之意願不

高。 

2. 缺乏具有實務技術經驗之專業領導管理人才，有效推動或執行專案

計畫。 

3. 目前執行之委辦計畫，大多均以「策略規劃」、「資訊建立」、「教育

訓練」及「技術輔導」為主，對於實質之減量計術及工程實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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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落實方案較為欠缺。 

確認上述執行困境志未能達標之主要因素外，未來宜積極改善之策略

措施為: 

(一) 確認國家立場之設定及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訂定原則: 

1. 參造附件一國家之遵守原則、精神、目標、策略或措施。 

2. 國家者，其訂定之目標與相關策略/措施。 

3. 政府依建立能源發展之政策環評提出減量目標；並於 2008 年及

2011 年進行成效檢討，其能於 2012 年參造前述建議事項經綜合評

析後，提出國家減量目標對國際宣言。 

(二) 建立整體策略訂定原則 

1. 政府宜訂定減量政策目標與標的，提出具體行動方案與績效查核。 

2. 建立盤查制度與標竿(Benchmark)；各部門應推動溫室氣體查核機

制，提出溫室氣體減量行動計畫。 

3. 建立政府各部門分工、溝通、協商及合作機制，以達成減量成效。 

4. 中央與產業界建立合作關係及自願減量輔導與查核機制，以確保減

量成效。 

5. 研擬 2008 及 2011 全國能源會議議程及預期目標，以落實溫室氣體

減量成效檢討。 

(三) 配合整體因應策略推動示範計畫： 

1. 整合能源、產業、運輸與住商部門之溫室氣體管理、減量、規劃、

策略分析及示範計畫，確立各政府部門之權責分工。 

2. 推動「整合式污染管制」計畫，將溫室氣體減量議題納入污染防治、

工業減廢、清潔生產、綠色生產力及能源效率等相關輔導計畫。 

3. 參酌各國推動自發性減量協議(Voluntary Agreenment, VA)之經

驗，檢討國內各部門執行現況成果，以達擴大推動及減量效果。 

(四) 評估分析溫室氣體減量計術 

1. 低碳新能源之開發與使用技術。 

2. 節能技術之開法與應用。 

3. 溫室氣體之回收及再利用技術。 

4. 溫室氣體之處理及固定技術。 

(五) 建立國際減量合作機制： 

1. 應積極尋求 CDM 計畫合作機會，以獲得實質經驗，如與中南美友邦

國家進行合作取得實質之運作經驗。 

2. 應以為國際接軌預作準備、獲取實質運作經驗、向國際社會表示我

國積極推動減量等多項目的，如 CDM 執行國內化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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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持續推動國際合作，以加強我國於國際法的了解，溝通及談判技

巧，並於適當時機表達我國參與意願及減量工作的成果，促進環保

外交。 

4. 建立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績效管理制度 

(六) 建立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績效管理制度 

1.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管理相關標準及執行規範等的制定。 

2. 溫室氣體排放認證/驗證整合管理體系的建立。 

3. 溫室氣體盤放查核技術的引進、開發及推廣。 

4. 強化溫室氣體減量機制與環境管理系統之整合。 

三、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規劃議題 

自 2005 年後全國能源會議後經濟部即積極研訂，能源政策綱領，茲

將其願景理念及原則分述如下: 

(一) 願景－ 永續、潔淨、效率、穩定的能源供應體系。 

(二) 理念－ 環境、經濟、能源 3E 均衡。 

(三) 原則－  

1. 潔淨 

(1) 建立溫室氣體行政管理制度 

(2) 擴大低碳及無碳能源使用 

(3) 輔導綠色產業發展 

2. 效率 

(1) 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效率 

(2) 輔導產業升級 

(3) 強化價格機能，推動市場自由化 

3. 穩定 

(1) 加強能源整體規劃 

(2) 促進能源多元化 

(3) 強化國際能源合作 

此外，經濟部能源局並與國內學術單位共同召開 2007 年及 2008 年永

續能源國際研討會，會議中亦提出中央各部會有關各政策管理層面之建議

如下： 

(一) 管理架構 

1. 建立獨立運作之國家清冊編撰組織，結合各項施政計畫目標與成

果，定期更新我國國家通訊暨排放清冊；按 IPCC 最新統計規範，

進行燃料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計算，建立燃料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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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標準化作業程序及審議機制、建立本土化溫室氣體排放係

數、排放強度等基本參數數據，並建立製造業非燃料燃燒溫室氣體

排放資料。 

2. 持續建置適用於不同產業/部門之溫室氣體盤查、登錄、查核、驗

證制度，建立能源及產業部門 CO2盤查、查證與登錄資料庫制度，

輔導補助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查證。 

3. 持續進行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資料收集及分析，於總量管制制度實

施前，完成全國 300 家以上工廠盤查資料提報，掌握約全國 80%溫

室氣體排放量。 

(二) 減量與抵換體制 

1. 參照國際規範辦理植林減碳研究計畫，研擬國內企業進行造林減碳

之核算機制及標準。配合環保署規劃之碳交易機制，擬訂植林減

碳計畫審議機制及規範，落實植林減碳之基礎。 

2. 配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規劃能源與產業部門溫室氣體總量管

制及排放交易制度。藉由掌握國際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及排放交易

制度發展趨勢，規劃能源與產業部門排放交易示範系統；另規劃

產業溫室氣體減量計畫相關作業標準，推動符合國際規範之自願

性減量計畫。 

3. 規劃推動溫室氣體國際合作計畫，積極爭取我國參與國際減量機制

管道，以提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能力。 

(三) 經濟與金融工具 

1. 蒐集國內外碳交易相關之金融管理制度、財稅等相關法令，進行國

內碳交易先期研究，以建置完善之溫室氣體盤查資料庫以作為總

量管制與交易之基礎，並參考國際管理經驗及方法，規劃國內碳

權交易之模擬案例。 

2. 建立公平、效率及開放的能源市場，促使能源市場逐步自由化，消

除市場進入障礙，提供更優質的能源服務。 

3. 配合相關法案及行政院核定之時程與整體配套措施，適時推動「能

源稅條例」立法，以反應能源外部成本。 

此外，並針對當前核能復甦的課題提出未來政府亟須努力的方向； 

(一) 能源政策影響評估 

建立以能源安全、潔淨及效率為理念之永續能源政策，利用生命週

期工具，進行政策影響評估，確認合理能源配比。 

(二) 確保核能安全 

落實核能安全文化，提升設備可靠度，運用風險評估技術，精進貫

徹安全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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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妥善處理核廢料 

積極參與國際合作，解決核燃料長期處置問題；運用科技減少低放

射性廢棄物產出，達到減量目的；積極規劃尋找最終處置場。 

(四) 加強能源教育 

做好資訊透明化、溝通與敦親睦鄰，重新喚起民眾信心，蒐集分析

國際核能電廠及技術發展趨勢。 

(五) 加強四核興建工程品質與營運安全 

核四興建工程品質與營運管理影響國內未來核能電廠興建與發展

至巨，應確保核能安全與核廢料處理，讓民眾安心、放心。 

未來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議題建議如下: 

(一) 低碳社會與結構轉型 

1. 低碳社會的意境與特性 

2. 能源結構調整的方向與影響 

3. 產業轉型的動力、方向與影響 

(二) 能源效率與部門節能減碳推動計畫 

1. 能源效率的指標、變動及其驅動力 

2. 提升能源效率的潛力及其減排效果 

3. 部門節能減碳的潛力與策略創新 

(三) 能源科技與產業發展 

1. 能源科技發展 Roadmap 的規劃 

2. 能源產業發展 Roadmap 的規劃 

3. 配套產業發展與基礎設施的規劃 

(四) 能源安全與永續發展 

1. 能源安全指標體系的建構與增進機制 

2. 能源安全與國家安全及產業競爭力的關聯 

3. 能源及產業結構調整對能源安全的影響 

4. 能源安全與國際能源夥伴關係的建置 

(五) 政策工具與執行機制 

1. 政策環評的制度創新 

2. 經濟工具（能源稅、碳稅、補貼、能源價格管制、排放交易）的選

擇與整合 

3. 管制工具（減排與能源密集度的目標、排放配額、碳預算）的規劃

與執行機制 

(六) 夥伴關係與能源教育 

1. 民眾參與的能量建置與機制 

2. 節能減碳的教育體系規劃與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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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與決策透明化的制度創新 

四、綠色能源推動策略 

馬總統英九先生在其競選環保政策白皮書中之主張提出: 

(一) 提出健康永續顧台灣願景 

1. 前瞻而正義的環境政策 

2. 循環而多樣的自然生態 

3. 再生而節能的低碳家園 

4. 潔淨而健康的生活環境 

5. 優質而幸福的社會氛圍 

(二) 能源減碳之政策主張: 

1. 研訂減碳目標，善用市場機制 

2. 動員全民節能，邁向零碳城市 

3. 實施能源稅制，經社環保三贏 

4. 設置減碳基金，發展綠能產業  

5. 建構綠色路網，推廣低碳運輸 

(三) 推動綠能產業策略 

1. 標竿管制計畫 

(1)規劃推動全國的CO2排放減量，於2016年至2020年間回到2008

年排放量，於 2025 年回到 2000 年  排放量，於 2050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的 50%，作為減量目標  

(2)促進能源多元化，發電策略積極朝低碳能源超過 50％方向推動  

(3)未來八年以每年提高能源效率 2％為目標  

(4)政府能源相關研究經費 4年內由每年 50 億元倍增至 100 億元 

2. 建置法規制度 

(1)加速訂定「溫室氣體減量法」 

(2)建立公平有效率及開放的能源市場 

(3)規劃碳權交易  

(4)訂定有節能誘因的電價、水價及油價 

(5)實施能源稅 

(6)積極推動「再生能源法」  

(7)設置減碳節能基金(綠能基金)推動訂定「環境教育法」 

3. 加強教育宣導與研究發展 

(1)推動全國低碳節能運動，落實機關學校企業及社區減碳及節能

教育宣導  

(2)加強研發油電混合、氫燃料及空氣動力車輛與設施，提高交通

工具能源效率與減碳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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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導鼓勵企業綠色設計、生產與服務的研發與推廣，防制環境

荷爾蒙產品   

4. 推動與建構方案 

(1) 推動「復育與加值」並行規劃，輔導管理海岸山林產業活動  

(2) 建構全國萬里步道、西部濱海綠色廊道  

(3) 獎勵「低碳節能綠建築」，公部門特定區域及重大開發案建築，

須符合綠建築規定 

(4) 規劃「零碳綠建築」的里程碑  

(5) 建設大眾運輸網(含輕軌運輸)、公車專用道、腳踏車道等「綠

色交通網」 

(6) 推廣步行、腳踏車、手推車及大眾運輸等生態移行

(eco-moblity)，採取措施逐步限制個人耗能運具運量 

(7) 補助加氣站建設及車輛改裝，推廣計程車、公務車、汽油車、

柴油客貨車改用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並降低油電混合車稅賦。 

(8) 推動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既有工業園區生態化，建立綠色產

業供應鏈，降低環境成本 

(9) 推動北、中、南部填埋剩餘土石方的國土再生計畫。 

(10) 全台焚化爐逐步轉型為造林植草及農業剩餘資材氣化發電的

地區生質能源中心。 

五、推動綠色科技教育 

國內未來將面臨國際上 CO2 減量的壓力和極可能的貿易制裁，因此，

我們必須發展對人類與環境 友善的綠色科技。面向 21 世紀，一個能源逐

漸匱乏的世紀，一個希能持續經濟發展又能兼顧環境永續 的世紀，同時

也是一個無法迴避充滿能源與環境挑戰的世紀。因此教育部日前正推動綠

色科技的人才培育計畫，從建立綠色科技教學環境到實際參與綠色科技 

國際化活動，從整合國內產學研界綠色科技相關之資源到建立綠色科技學

習網路環境，是達成總目標 的最佳方法，以期能培育出具有綠色科技 創

意之優秀人才，解決經濟與環境如何兼顧的兩難問題，為永續發展奠定根

基。  

本計畫主要推動重點在於能源、環境、土木、機械、建築、化工等跨

領域綠色科技創意人才的培育，期能有效協助傳統產業轉型，提高產品製

造之附加價值，並發展知識密集之綠色產業，以及開發具有 高附加價值

且無可取代或低替代性之關鍵技術和產品，初步規劃範疇涵蓋： 

(一) 規劃策略 

1. 建立綠色科技基礎資訊和應用技術之核心課程。 

2. 推動綠色科技相關創意人才培訓和資源統整。 

3. 建立 e化綠色科技整合教學環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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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綠色科技相關產學合作應用案例。 

(二) 規劃原則： 

1. 配合教育部推動綠色科技學程，並建立符合本院各系之能源科技及

綠色色區等學程。 

2. 課程規劃課參酌前述有關學院院景發展藍圖建議事項。 

3. 綠色科技學程規劃原則： 

(1) 綠色科技學程可形成 Cluster，Cluster 可研討六至八門課。 

(2) 課程規劃可分基礎、核心及一般課程，為宜注意各課程規劃範疇

與內容，其廣度及深度。 

(3) 校方應提出具體承諾(commitment)，俾使本學程規劃具永續性。 

(4) 訂定各學程規劃之 KPIs，建議指標如下： 

A. 質化績效指標： 

a. 培育跨領域人才，激發教師與學生創意思考，強化整合創

作能力。 

b. 建立與產業界交流合作平台，開發創新產品，提供我國綠

色能源科技產業人才競爭力。 

c. 整合院系所軟體設備、師資、建立團隊合作機制，成為綠

色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d. 強化學生就業能力，兼具學理與實作專業知識技能。 

B. 量化績效指標： 

a. 課程內容完整性(六門以上) 

b. 課程持續性 

c. 新開課程時數(新開課程數目占全部學程課程比率) 

d. 完成教學教材(教科書目或講義編寫) 

e. 修課學生人數 

f. 產學交流，包括：審查課程、產業演講、產業授課及懺業

參觀實習等。 

(三) 目前已有多所學校規劃執行跨領域綠色科技學程，將具代表性之學程

及其規劃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1. 潔綠永續科技學程（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所 (萬騰州)） 

編撰潔綠永續科技學程教材、舉辦綠色科技實作課程成果發表會、

整合產學研資源，推動產學研合作，共同建立專案人才培育機制、

發展學校強化實務課程及教學。 

2. 綠色科技學程（國立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理學系(李博志)） 

本學程分為「綠色科技基礎觀念」、「綠色程序技術」、「綠色管理技

術」、與「創意與產業化」四個區塊。 

http://ues.yuntech.edu.tw/index1.html
http://ues.yuntech.edu.tw/index1.html
http://www.apibm.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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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綠色科技特色學程（國立成功大學機械系 (陳家豪)） 

整合「綠色科技創新設計」、「綠色設計」、「綠色材料」、「能源科技

概論」、「綠色創新與產品開發」、「資源再生工程」、「燃料電池應用

技術」等課程成一「綠色科技」特色學程。  

4. 綠色設計學程（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何友鋒)） 

本計畫預期成果包括各領域綠色科技的整理分析，以及在專業領域

之應用，發展 12 門課程之教材，包括建築系、都景系、工設系、視

傳系，由學生選擇 6至 8門選修，並採漸進式教學。  

5. 綠色能源科技學程（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 (艾和昌)） 

結合 e-Learning 教學平台與虛擬互動之網站介面設計，讓師生可於

該平台上進行相關教材之複習與及時更新教材、問題討論等互動，

該學程教材編訂也朝向結合多媒體方式編製。  

6. 綠色能源科技學程(大葉大學工學院 (鄧作梁)) 

本學程規劃為以下六類課程：核心課程、再生能源、能源技術、永

續管理、綠色設計，以及通識課程，共將開設 8 門課程，涵蓋綠能

源、綠化工、綠建築、綠設計，以及綠產品等領域。 

7. 綠色科技和永續發展學程(國立中央大學機械系 (陳志臣)) 

以 UNESCO DESD 及 先 進 國 家 Engineer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 為藍本，促進本院教師對相關課題的了解

和重視，建立本院系所學程配合永續發展議題  

8. 綠色科技與永續學程(東吳大學教務處 (黃顯宗)) 

本計畫之特色在科技與人文社會的跨領域整合、著重創意實作實踐

式教學的《綠色科技與永續發展實習》，將建置學程網站與學習網

站。並將實施的過程與成果建置電子報。  

9. 綠色能源技術學程(元智大學機械系/所 (蘇艾)) 

本計畫將以跨系所方式，結合數領域專長師資開設「綠色能源學

程」。研擬核心課程及相關選修科目、建立教學實驗室、並舉辦校內

綠色能源教具及應用載具設計競賽。 

六、結論建議 

綠色能源科技之發展主要是為「重視環境保護，追求永續發展」，節

能減碳應視為新政府推動綠色能源科技之首要目標。再生能源、能源新利

用及節約能源技術應為推動重點。 

此外，教育部目前亦將積極推動綠色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規劃綠色能源

(Green Energy)、綠色化學(Green Chemistry)、綠色設計(Green 

Design)、綠色產品(Green Product)、及綠建築(Green Building)等課程，

規劃內容包含與綠色科技相關之基礎、專業、應用和創意實作等課程，期

能培育出具有綠色科技整合應用人才，有助發展我國綠色產業，使永續經

http://www.me.ncku.edu.tw/
http://www.cyut.edu.tw/%7Edcollege/
http://www.de.kuas.edu.tw/
http://140.115.66.176/turbomaker/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program-09&PreView=1
http://www.csie.dyu.edu.tw/%7Eeate2000/
http://www.me.ncu.edu.tw/
http://www.acad.scu.edu.tw/
http://http/www.mech.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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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得以推動，解決經濟與環境如何兼顧的兩難問題，為永續發展奠定根基。 

最後本人認為建立國際學術研究合作機制及落實國內綠色科技人才

培育計畫，將成為國人育成永續發展尖端科技的基礎。 

 

七、參考資料 

教育部顧問室，綠色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蔣本基，綠色科技發展策略，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