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_檢討報告

壹、現況分析

一、宜蘭縣溫室氣體排放特性

本縣依據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指引，盤查101年至105年各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盤查部門類別包含能源-住商農林漁牧、能源-運輸、

能源-工業、工業製程、農業及廢棄物等部門，藉此分析本縣溫室氣體主

要排放源與排放趨勢。

圖1 宜蘭縣基準值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占比

(一)能源-工業與工業製程

經盤查結果顯示，工業能源與工業製程總計佔73.3%總排放量，為

本縣溫室氣體第一大排放源。其中宜蘭縣轄內8間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下稱應登錄排放源)於盤查年期間平均排放量為

535.1萬公噸，約佔全縣68.6%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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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8間應登錄排放源佔本縣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比例

另為持續掌握本縣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透過國家溫室氣體

登錄平台資料彙整縣內8間應登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由8間應登

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可看出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致呈現

逐年下降趨勢。其中雖以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廠與台灣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2間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高，但其溫室氣體減量成果

亦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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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8間應登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2



宜蘭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_檢討報告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龍德廠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

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 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東澳廠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廠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冬山廠

羅東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煉鋼廠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利澤廠

溫室氣體
排放量
(萬公噸)

圖4 各間應登錄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能源-住商農林漁牧

能源-住商農林漁牧佔14.3%總排放量，為本縣溫室氣體第二大排放

源。於101年至105年期間，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呈現上升趨勢，其

中又以電力別「表燈非營業用電」、「表燈營業用電」能源耗用提升較

為明顯。又經觀察，本縣常住人口自101年 45萬 8,595人至105年 45萬

7,538人，呈下降趨勢。故住商部門耗用確實較往年有所提升。另農林

漁牧部門溫室氣體則排放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因漁業燃油使用量下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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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能源住宅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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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能源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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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能源農林漁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為持續掌握本縣能源-住商農林漁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透過蒐

集台灣電力公司縣市用電資訊彙整本縣住商、服務業及農林漁牧用電資

料，並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各年度電力排碳係數換算為溫室氣體排放量。

至108年度各部門用電量均呈現下降或成長減緩趨勢，惟 109年度因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許多民眾改採居家辦公型式

導致住宅部門用電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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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宅部門 (2)服務業部門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700.00 

750.00 

800.00 

850.00 

900.00 

950.00 

1,000.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用電量 排碳量

用電量
(百萬
度)

溫室
氣體
排放
量
(萬
噸)

1 2 3 4 5
600.00 

650.00 

700.00 

750.00 

800.00 

850.00 

900.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用電量 排碳量

用電量
(百萬
度 )

溫室
氣體
排放
量
(萬
噸)

(3)農林漁牧 (4)電力排碳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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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能源-住商農林漁牧部門用電量與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三)能源-運輸

能源-運輸約佔11.06%總排放量，為本縣溫室氣體第三大排放源。

本縣101年至105年期間，能源-運輸呈現上升趨勢，經與「國道 5號雪

山隧道」近年車流量資料相互比對，可發現與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呈現正相關。週六週日車流量明顯高於週間(週二~週四)許多，顯示觀光

旅遊應為本縣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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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能源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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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雪山隧道近年車流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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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掌握本縣能源-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另透過

蒐集經濟部能源局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資料，彙

整本縣汽柴油銷售量。本縣汽柴油銷合計售量於 105年到達頂

峰後逐年下降，惟 109年度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影響，民眾對於搭乘公共運輸心有疑慮，多改用私人

運具作為運輸手段，致使汽柴油銷售量有顯著提升。另本縣亦

透過交通部統計查詢網統計資料顯示，持續掌握本縣各燃料別

機動車輛登記數，作為綠色運輸推動策略規劃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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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宜蘭縣內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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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宜蘭縣109年度各燃料別機動車輛登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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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零路徑下宜蘭縣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值

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成為國際減緩氣候變遷共識，我國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中亦將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爰此，為因應國

際情勢及目標，調整本縣未來減量目標，主動訂定各階段減碳目標。宜

蘭縣淨零排放路徑規劃如下：

(一)以盤查期間102~105年平均量作為基準值(779.8萬公噸 CO2e)。

(二)109年排碳量較基準值減量2%，即減量15.59萬公噸 CO2e。

(二)114年排碳量較基準值減量10%，即減量77.98萬公噸 CO2e。

(三)119年排碳量較基準值減量30%，即減量233.94萬公噸 CO2e。

(四)139年排碳量較基準值減量100%，即減量779.8萬公噸 CO2e。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793.5 794.7 806.8
767.8

736.3

盤查年

基準值

宜蘭縣
溫室氣
體排放
量(萬
公噸)

圖13 宜蘭縣盤查期間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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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宜蘭縣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減碳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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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成果

本縣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15條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

行細則第14條，訂修宜蘭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下稱執行方案)，並

於108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本縣第一

期執行方案包含再生能源、綠色產業、節約能源、節能建築、綠色運輸、

永續農業、能資源循環利用及教育宣導等8大策略類別，共計45項推動

策略。

本縣透過定期辦理「宜蘭縣溫室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

議」追縱各項推動策略執行進度，由各主責單位說明辦理情形，就各推

動策略與執行成果進行檢討，並邀請專家委員協助提供建議。於109年

12月 25日透過小組會議與各負責業務局處代表確認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成果，各項推動策略執行成果如附件一。

圖15 109年 12月 25日宜蘭縣溫室氣體管制及能源轉型推動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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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第一期執行方案執行成果包含再生能源透過發展地熱與太陽光

電增加裝置容量32.9MW。綠色產業輔導55座工業鍋爐進行改善，減少工

業鍋爐燃料油使用，年節油量約14,358公秉。住商部門透過節能診斷、

設備汰換與能源管理等，合計節電量達 2,232萬 575度。綠色運輸藉由

持續建構完善大眾運輸路網與獎勵民眾購買低碳運具，整體市區公車運

量提升1.5%，電動二輪車增加 6,113輛。永續農業持續輔導農戶採用有

機及友善方式耕作，並提供食材地產地消管道，有機及友善耕作總面積

提升至695公頃。資源循環持續針對各項廢棄物推動再利用措施，整體

資源回收量提升至104,512公噸等。第一期執行方案減碳成效總計達

30.06萬公噸 CO2e，佔本縣基準值排放量約3.8%，超過本縣第一期設定

較基準值減量2%目標值。

圖16 宜蘭縣第一期執行方案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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