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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和吸收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  53  55  45  40  38  34  31  30 29
甲烷總排放量  2,034  2,010  1,997  1,947  1,927  1,933  1,932  1,932 1,942
3.A 畜禽腸胃發酵  590  583  579  566  573  561  564  572 575
3.B 畜禽糞尿處理  843  807  781  750  744  740  738  743 754
3.C 水稻種植  596  614  634  626  605  629  626  615 611
3.F 農作物殘體燃燒  5  5  3  4  5  3  3  2 2
氧化亞氮總排放量  1,540  1,564  1,497  1,490  1,459  1,456  1,406  1,385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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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部門總排放量  3,627  3,630  3,540  3,476  3,423  3,423  3,369  3,347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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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變化及林業部門

土地利用與林業部門移之溫室氣體以二

氧化碳為主，歷年之移除量呈現略有起伏增減

的趨勢，每年的移除量變化並不大， 主要係

由森林資源年生長所增加的移除量為主，造林

所增加的移除量及因森林干擾所減少的移除

量較少。2019 年共吸收 21.440 百萬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較 1990 年移除量（23.386 百萬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減少 8.32%，其變化趨勢相

對穩定，其中 1991 年及 2001 年因森林火災

及颱風等災害造成碳損失量高，以及 2009 年

莫拉克風災對臺灣造成嚴重災害，致林木損

失材積量大，其年移除量為歷年最低。如圖 

2.4.4-1 和表 2.4.4-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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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臺灣 1990 至 2019 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碳移除量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