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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溫室氣體排放預測

  4.3.2 預測方法

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非燃料燃燒溫室

氣體排放及森林碳匯溫室氣體移除所採用之

預測方法，說明如下：

一、 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

經濟部在 1993 年引進國際能源總署

的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2010 年調整為

臺 灣 TIMES (The Integrated MARKAL-EFOM 

System) 模型，透過細緻化與彈性的模型操作

功能，為國內多項重大能源政策進行模擬評

估。TIMES 模型是由龐大且複雜的能源技術由

下而上堆疊而成的線性規劃模型，能源需求為

單位：億度

                                        年

    項目
2020 2025

太陽光電 81 256

陸域風力 19 28

離岸風力 35 207

地熱能 10 13

生質能 38 43

水力 64 66

氫能及燃料電池 2 5

海洋能 0 0

合計 249 617

表 4.3.1-5 再生能源發電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外生驅動力， 可以在能源供需平衡、環境及

資源限制下，以能源系統成本最小化之目標

下，規劃能源系統發展情境。

為能更全面探討能源政策與經濟、環境

各面向之交互影響， 經濟部能源局 TIMES 

模型團隊持續開發能源、經濟、環境整合

TISMO 模型 (Taiwan Integrated Sustainability 

Model)，其以臺灣 TIMES 模型為核心，建置 

TISMO-CGE 總體經濟模型與 TISMO- ENV 環境

衝擊評估模組，透過軟連結方式擴充 TIMES 模

型整合評估功能，做為預測全國 2021 至 2025 

年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之工具。TISMO 整

合模型架構如圖 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