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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排放、吸收統計及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1 年版）」，2021 年

圖 2.3.4-1、臺灣 1993 至 2019 年氫氟碳化物排放量趨勢

溫室氣體排放源和吸收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能源部門  1,268  1,247  1,241  1,246  1,242  1,264  1,276  1,257 1,226
     1.A.1 能源產業  607  603  595  599  585  595  621  633 605
     1.A.2 製造業與營造業  144  137  140  133  131  131  123  103 101
     1.A.3 運輸  505  495  494  500  513  526  521  510 508
     1.A.4 其他部門  12  12  12  13  13  12  12  11 11
2.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1,805 1,717 1,582 1,557 1,550 1,744 1,944 2,067 1,961
3. 農業部門  1,540  1,564  1,497  1,490  1,459  1,456  1,406  1,385 1,330
     3.B 畜禽糞尿處理  142  139  137  136  136  138 139  141 145
     3.D 農業土壤  1,396  1,424  1,359  1,353  1,322  1,318  1,266  1,243 1,184
     3.F 農作物殘體燃燒 2 2 1 1 1 1 1 1 1
5. 廢棄物部門  314  313  323  332  342  330  377  383 388
總計  4,927  4,841  4,643  4,624  4,593  4,794  5,003  5,092 4,904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1 年版）」，2021 年。

  2.3.4 氫氟碳化物

在整體排放趨勢上，我國 1993 年氫氟

碳化物排放量為 0.755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2019 年為 1.02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相較 1993 年增加 36.04%，平均成長率為 

1.19%， 排放趨勢如圖 2.3.4-1 所示。

在排放源結構上，主要來源為工業製程

及產品使用部門。在化學工業方面，我國唯 

一 生 產 氟 氯 烴 (Hydrochloro�uorocarbons, 

HFCFs)廠商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

廠在 2004年關閉後，2005年起無氫氟碳化

物排放量。2011年為因應蒙特婁議定書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