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第三章 臺灣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及措施

推動方案依循行動綱領擘劃之溫室氣體

減緩相關原則，研擬六大部門策略方針。各部

2020 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目標值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2016 至 2020 年

間之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總當量）

2025 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目標值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
（2021 至 2025 年

間之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總當量）

國家 260.717 1437.531 241.011 1,400.284 

六大
部門

能源 32.305 163.239 34.000 182.504 

製造 146.544 741.543 144.000 753.454 

運輸 37.211 189.663 35.410 181.626 

住商 57.530 298.845 41.421 241.331 

農業 5.318 26.187 5.006 27.814 

環境 3.496 18.154 2.564 13.555 

電力排放係數
0.492 公斤 CO2e/ 度註

 （2020 年目標值）

0.517 公斤 CO2e/ 度

 （年平均值）

0.388 公斤 CO2e/ 度

 （2020 年目標值）

0.447 公斤 CO2e/ 度

 （年平均值）

表 3.3.2-1 國家及部門別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資料來源：環保署，「第ㄧ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18 年。環保署，「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21 年。
註：不含發電廠廠用、自用發電設備廠用與自用及線損之電量與排放量三、六大部門減量策略

單位：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 分階段降低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 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以逐步落實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 能源部門

● 推動工業部門低碳燃料替代，促使改用清潔燃料
● 推動企業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管理機制與組織權責製造部門

● 強化公共運輸系統，建立私人運具轉移至公共運輸系統之誘因機制
● 持續加嚴車輛耗用能源標準，針對製造或進口車商提升平均油耗運輸部門

● 檢視修正建築相關法規，提高建築物外殼節能設計基準值
● 完備建築能源效能評估工具，規劃推動建築能源護照住商部門

● 推廣友善之農林漁牧生產環境，並加強農業能、資源循環利用
● 積極推動植樹造林與撫育，提高碳匯量並發揮碳吸存效益農業部門

● 建立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促進廠棄物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 推動物料回收技術，回收國內貴重金屬，邁向循環經濟社會環境部門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2018 年。

圖 3.3.2-3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六大部門策略方針

門策略方針與評量指標項目如圖 3.3.2-3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