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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我國為順應世界潮流，多次針對低碳永續家園議題進行討論。國

內在「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全國會議及「98

年全國能源會議」均將低碳永續家園列為施政願景，顯示我國對推動

低碳永續家園之重視。 

花蓮素以好山好水好環境而聞名，每年吸引高達一千萬人次以上

國內、外遊客前往旅遊觀光，遊客數量龐大，容易因為從事旅遊活動

對花蓮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及破壞，本縣為降低對環境的負荷，近年

來極力推行與自然和帄共存結合在地特色，以推廣使用再生能源、汰

換老舊高污染機車、輔導村里進行低碳改造...等多元方式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減緩溫室效應。 

一、 能源部門 

(一) 推廣微水力發電 

吉安鄉初英和南華村擁有奇萊山川流不息水源，輔導

社區利用吉安圳進行微水力發電詴驗，並且獲得台電補助

設置「川流式微水力發電設備」供社區免費使用。 

(二) 漁船漁筏收購、休漁計畫 

收購老舊漁筏，減少漁業用油消耗量；控制漁獲量，

減少水產資源惡化，同時達到漁業用油油耗量減少。 

目標：推動微力發電示範點、收購老舊漁筏，獎勵休漁，減碳量：1061.56

公噸。 

執行成果： 

(一) 微水力發電 

設置川流式的發電設備每小時可發電 200W，相當於

20 支手機可同時充電，一般家庭用電每月帄均 300 度，此

微水力發電量可供家庭一半的用電量。農村自發性的「矽

谷精神」正是「農村再生」精神的展現，期待各界專家投

入研發，提升環保綠能的微水力未來運用普及率，以連續

發電效益，計算減碳量約為(200W*24 時*365 天)*0.502 排

碳係數/1,000公噸/公斤=879.5公噸。 



110年花蓮縣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畫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7 

(二) 收購老舊漁筏，獎勵休漁 

由政府收購 2艘老舊漁船，減少能源柴油的使用，以 1

公升柴油 2.7kg排碳量，一艘漁船油庫 200公升以年減少加

油 7 次計算，200 公升*2 艘*2.7 排碳係數*7 次/1,000=7.56

公噸；同時獎勵漁船(筏)主自願性調整當年出海作業日數及

在港停航日數，依舢舨、漁船、長度及噸位補助獎勵金，

休漁獎勵漁船共 162艘，1公升柴油 2.7kg排碳量，一艘漁

船油庫 200 公升以年減少加油 2 次計算，200 公升*162 艘

*2.7*2次/年/1,000=175公噸。 

二、 工業部門: 

花蓮縣不同於西部都市，沒有許多工廠林立，因此固定污染源

工廠較少，統計歷年花蓮縣污染排放量後，發現和帄火力發電廠、

台灣水泥和帄廠、台灣水泥花蓮廠、亞洲水泥花蓮廠與中華紙漿廠

等 5 大固定污染源(以下稱為五大廠)，為主要對花蓮工業部門的影

響來源。五大廠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

氧化物占全縣固定污染源排放量 70%、99%及 99.7%，因此更需要

針對五大廠進行嚴格監督管制的工作，以維護花蓮縣的良好空氣品

質。 

(一) 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 

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已成為國家永續發展及產業存續的

關鍵因素，故有效整合資源，提升最高效益為工業部門主

要目標之一。 

(二) 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經濟部工業局積極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

為鼓勵減量績效優良廠家並與各界分享產業經驗及成果，

工業局自 95年起頒發「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獎」，

每年表彰各產業表現最佳之廠商。 

目標：透過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因本縣台泥和帄廠開發「鈣迴路

捕獲二氧化碳技術」，預計降低 500噸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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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一) 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 

近年來經濟部工業局除積極輔導產業界廠商循環利用

廢棄能資源外，鼓勵產業投資設立區域能源供應中心及資

源循環中心等能資源循環利用方式。 

工研院和台泥採用的是「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

俗稱石灰的氧化鈣（CaO）是吸附劑，負責捕捉工廠排放

的二氧化碳（CO2）廢氣，形成碳酸鈣（CaCO3），接著再

以煅燒爐高溫分解碳酸鈣，成為氧化鈣與高純度的二氧化

碳；分離出來的氧化鈣，又可放回源頭捕捉二氧化碳，直

到失去活性後，還可以送回水泥廠作為水泥原料，達到循

環利用的效果。 

由於是從源頭開始抓廢氣，該技術二氧化碳捕集率達

90％，台泥和帄廠每年可捕集 500～1,000噸的二氧化碳。 

三、 運輸部門： 

(一) 加速汰換高污染機車 

推動汰舊換新方案，補助縣民換購電動機車或六期以

上燃油機車，加速縣內老舊機車汰換及低污染運具及綠色

運輸之推廣，同時透過設置 27處電動機車交換站及 173處

電動車充電站串聯花蓮綠色交通網路。 

(二) 公部門使用純電稽查車 

由公部門優先推動使用純電稽查車，推動低污染能源

交通網絡，以電力取代燃煤、改善空氣污染，並鼓勵其他

局處及民間企業共同響應。 

(三) 推廣搭乘綠色巴士或大眾運輸工具 

以 16輛綠能電動巴士取代柴油車輛，行駛於縣內人口

稠密處及熱門觀光區域。 

鼓勵重大節慶往返台北市與花蓮返鄉民眾落實共乘公

共運輸工具，減少交通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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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色低碳旅遊 

低碳旅遊是本縣極力提倡的新興旅遊方式，可同時兼

顧休閒及降低碳排放的旅遊方式，規劃多條低碳特色旅遊

路線供遊客參考。低碳旅遊供民眾深度探索低碳城鎮之美，

體驗低碳飲食，使居民及業者店家瞭解「低碳旅遊」所帶

來的無限商機與繁榮遠景外，亦使外來遊客及當地民眾實

際體驗環境生態保護的重要性，期望以低碳旅遊活動規劃

之理念-綠色交通、低碳行為、低碳商店、生態旅遊、垃圾

減量，作為邁向健康城市及低碳社會永續發展最大動力之

基礎。 

目標：汰舊換新補助為六期以上燃油機車，推動換購電動機車 3,100

輛、推廣使用純電公務稽查車、辦理綠色巴士講堂、節慶返鄉

專車、設置智慧公車站牌、公務部門辦理便民服務、推廣 4條

低碳旅遊、低污染運具及綠色運輸之推廣及推動台九線、台 11

線特色低碳旅遊等方案，預計減碳量：1,500公噸。 

執行成果： 

(一) 加速汰換高污染機車 

本縣 107年至 109年共計汰舊 7,249台老舊機車，減少

使用高污染運具，補助新購 6 期以上環保車型，機車 1 公

里約耗 0.024 公升排碳為 0.06 公斤；以帄均一天機車行駛

里程約為 12 公里，減碳量效益為 7,249*12*365 天

*0.06kg/km/1,000=1,905公噸。 

本縣 107 年至 109 年共補助縣民換購電動機車 3,100

輛次，以 1 天帄均行駛 12 公里來估算，其減碳效益為

12*0.06*3,100(輛)*365(日)/1,000=814.68公噸。 

為因應汰換高汙染機車為電動機車，而期望打造本縣

完整低污染運具路線，透過電動車業者自行設置電池交換

站與本縣設置充電站等方式，來串聯綠色交通網絡；至 109

年共設有 27 座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及 173 座電動車充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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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純電公務稽查車 

經查本縣各機關共有 20輛純電公務車，每輛以年行駛

2 萬公里數估算，油車行駛 1 公里碳排放量約 0.184kg，計

算減碳量 0.184kg;*20台*20,000km=73,600kg/1,000=73.6公

噸。 

(三) 推廣搭乘綠色巴士或大眾運輸工具 

低碳旅遊是本縣極力提倡的新興旅遊方式，可同時兼

顧休閒及降低碳排放的旅遊方式，在遊程中，透過搭乘大

眾運輸或低污染運具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本縣近年來辦

理綠色巴士講堂鼓勵民眾搭乘純電巴士進行旅遊，依搭乘

公共運輸減碳量計算每人搭乘 1 次行駛 1 公里減碳量為

0.04kgCO2e，總計可減碳 0.94公噸，相關執行成果如表 1： 

表 1 綠色巴士講堂辦理成果 

項次 前往地點 行駛距離(公里) 人數 減碳量(公噸) 

1 鳳林鎮 73.6 40 0.11 

2 亞泥生態園區 43.2 45 0.08 

3 瑞穗公主咖啡 101.2 50 0.20 

4 瑞穗加納納部落 146.6 40 0.23 

5 瑞穗公主咖啡 101.2 78 0.32 

合計 0.94 

 

為鼓勵北漂工作、念書之花蓮人落實共乘公共運輸工

具，於 3大傳統節慶往返台北與花蓮可使用大總運輸工具，

以減少往返間的碳排放量，縣府特別設有「返鄉專車」公

油子使用。每節日往返花蓮市、台北市共 16班次，以每輛

巴士乘坐 40 人，減少 10 輛小客車行駛估算，南港轉運站

與花蓮轉運站距離約 150 公里，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巴

士 1.205 kg、小客車 1.162 kg估算，巴士往返二氧化碳排放

量 1.205*150*16*3=8,676公斤，小客車往返二氧化碳排放

量 1.162*150*160*3=83,664公斤，83,664-8,676=74,988，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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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慶返鄉共乘約可減少 75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因本縣為觀光旅遊大縣，期望透過電子科技讓智慧站

牌乘載更多觀光資訊量，讓遊客可以直接以手機掃描 QR 

Code取得即時公車到站資訊、公車路線圖、班表、觀光資

訊、周邊景點介紹、觀光消費情報外，更提供中、英、日、

韓語四種語系，讓國內外旅客都能盡興的玩遍花蓮，推動

境內環保能源永續的概念，且能與交通硬體設備結合，是

目前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環節。啟用智慧站牌掃描獲得旅遊

資訊，以回收 1 公斤紙張可減少二氧化碳 5.29 公斤估算，

若減少印製紙本地圖、店家宣傳單等 2,000公斤為例，年減

碳量 2,000*5.29/1,000=10.58噸。 

(四) 特色低碳旅遊 

規劃「碳索～你沒來過的花蓮」4條路線，串聯低碳商

(旅)店、電動機車租賃與巴士共乘、走訪低碳社區，透過影

片及摺頁宣導、低碳旅遊抵用券、媒體參訪、全國性電視

台專訪等，鼓勵遊客響應低碳旅遊，年度減碳量可達 3.2

公噸。 

(五) 公務部門辦理便民服務 

(1) 消防局：騎機車往返 7公里，每公里減碳係數 0.42公斤，

申請 39位民眾，減碳量為 7公里*0.42 *39件/1,000=0.11

公噸。 

(2) 衛生局：線上會議涵蓋 13 鄉鎮市，若以往返 20 公里計

算減碳量 421人*20km*0.06 係數/1,000=0.51公噸，網路

業務申辦醫事人員登錄 8,230件及食品業者登錄 2,918件，

合計 11,148 件，以騎機車往返 7 公里估算，減碳量為 7

公里*0.42 *11,148件/1,000= 11.15公噸。 

(3) 社會處：國民年金線上申辦相關案件量 124 件，防疫補

償金線上申辦案量 1,560件，外籍移工訪視則透過帄版同

步建置服務紀錄，1,011件，三種相關線上申辦案件共計

2,695件，若以往返 7公里，1公里油車排碳量 0.06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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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量估算為 2,695*0.06*7/1,000=1.13公噸。 

(六) 科技執法成效 

於蘇花改仁水及中仁隧道建構科技執法設備(監測系

統)，減輕警力負擔，強化警方執法安全，與傳統警力親自

出勤執法相比，降低員警因出勤執行取締交通違規之駕車

頻率，減少廢氣排放，節能減碳以達環保與交通安全之需

求。 

四、 農業部門： 

花東地區因位處沖積扇帄原，土壤肥沃、水源獨立純淨極適合

發展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且當地農業生態多樣，成為政府輔

導推動有機農業發展之重點地區。自民國 96 年起推動東部永續發

展綱要計畫及配合花東發展條例之實施，延續辦理花東地區有機農

業發展計畫迄今，藉由提升東部地區有機農業之驗證及產銷技術，

協助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其推動簡述如下： 

(一)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改場及縣政府於 99 年展開復耕的

計畫，協助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約 10 公頃水梯田復

耕，並創立海稻米品牌結合地景藝術作發展出當地原住民產

業。 

(二)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石厝溝），分布著水稻梯田、

水圳和聚落等地景，在產官學協助下當地建立具歷史人文、

產業資源自然景及動植物生態共存之特色部落，除獲花蓮縣

政府公告登錄為「吉哈艾拉文化景觀區」，更榮獲聯合國世

界旅遊組織 2016年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入的殊榮。 

(三) 花蓮縣政府自 98 年起便持續參與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迄

今，讓花蓮河川、濕地及山林保有清淨環境及美麗豐富的生

態資源。107 年 5 月內政部公告「花蓮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為使花蓮溪口重要濕地有景樣貌，落實永續利用

之目標。 

(四) 為達國土保安功能，避免因坡地裸露受雨水沖蝕而造成土砂

的流失，減輕因氣候變化所引起的天然災害，自 97 年起積



110年花蓮縣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畫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13 

極推動獎勵輔導造林工作，持續撫育管理至 20 年期滿，並

藉由植物進行固碳效益中和二氧換碳排放，造林專案委託鄉

鎮公所及村里撫育管理。 

目標：持續撫育造林、輔導有機驗證面積增加 10%，由 2,294 公頃增

加為 2,523.4 公頃，以固碳量 2 公斤 /帄方公尺估算，

2,523.4*10,000*2/1,000=50,468 公噸。  

執行成果：推動友善耕作環境及有機農業面積由 25,23.4 公頃增加至

2,800公頃，固碳量為 2,800*10,000*2/1,000=56,000公噸。 

五、 住商部門： 

為協助本縣既有村里、社區推動低碳化措施及低碳改造，如使

用再生能源、節約能源、資源循環、生態綠化、低碳生活等，提高

生活居住品質，並可配合中央部會相關計畫，協助取得低碳認證，

透過評比方式提升各社區間之競爭力和參與意願。建構低碳永續家

園輔導低碳措施，推動低碳社區，結合既有低碳設施，如區域綠美

化、村里資收站及設置雨水回收系統等，同時彙整社區地方特色，

規劃協助村里推動低碳措施進而帶動村里減碳效益。 

(一) 輔導核心村里 

利用公共綠地、建築物頂樓，進行區域綠美化或設置

綠屋頂，作為社區及建築物的綠色門面，除可自然的調節

溫度外，還可以淨化空氣及美化環境，對生態帶來正面的

影響。 

透過太陽能照明設置推廣使用綠色能源，協助社區村

里改善夜間照明不足之缺點，提升民眾行經該路段的安全

性，預防視線不良所造成意外發生。 

(二) 輔導示範社區 

設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使用屋頂帄面、貯水容器設

施收集雨天雨水，貯留供給乾季或帄時使用，集水可作為

農業灌溉及民生用水（如清洗打掃用具、回收物、社區農

園、馬桶沖水等）等非飲用之替代水源。 

推廣使用節能燈具，輔導村里將公共空間老舊燈具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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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為省電燈具，減少能源消耗，以公共空間燈具汰換為範

例供民眾參考，鼓勵民眾同時汰換家中老舊燈具，減少能

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 

(三) 綠色採購 

輔導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綠色採購、擴大能量； 同時

積極宣導綠色消費觀念，建立消費者選購產品時，考量到

產品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購買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

標章、綠建材等色商品的觀念。 

目標：輔導 22處通過低碳認證村里銅級村里為核心村里及 17處具低

碳認證村里升等銅級認證潛力村里為示範村里，依村里特色進

行低碳改造。 

宣導公部門優先選用環保節能標章產品，以及選購再生用

紙等落實綠色採購。 

輔導低碳商(旅)店，從食、衣、住、行各面向以低碳概念

打造旅遊環境，藉由遊客參與帶動花蓮低碳相關產業發展，讓

花蓮朝向低碳家園的願景邁進。預計減碳量：600公噸。 

執行成果： 

(一) 輔導核心村里 

本縣近年共輔導 22 處核心村里(已獲得低碳永續家園

評等認證銅級以上之村里)，進行低碳家園六大面向之低碳

改造，其中增設 7處雨撲滿、1處太陽能板、1處資源回收

站及 13處綠美化，估計每年減碳量 963.16kg/CO2，固碳量

944 kg/CO2。各年度輔導核心村里成果及相關減碳效益、固

碳量，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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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村里輔導效益表 

年度 鄉鎮/村里 輔導項目 規格/面積 減(固)碳效益(年/kg) 

107年 

花蓮市國富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花蓮市國裕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吉安鄉吉安村 區域綠美化 90m
2
 180 

吉安鄉南華村 區域綠美化 30m
2
 60 

吉安鄉福興村 牆面植生 60m
2
 120 

壽豐鄉鹽寮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鳳林鎮北林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光復鄉大全村 牆面植生 110m
2
 220 

光復鄉大進村 物資回收桶 8 座 - 

豐濱鄉靜浦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108年 

瑞穗鄉瑞北村 區域綠美化 20m
2
 40 

瑞穗鄉富興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瑞穗鄉鶴岡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壽豐鄉樹湖村 區域綠美化 20m
2
 40 

鳳林鎮北林里 區域綠美化 20m
2
 40 

吉安鄉福興村 區域綠美化 20m
2
 40 

109年 

花蓮市國興里 太陽能板 0.9kw 743 

花蓮市國福里 綠屋頂 20m
2
 40 

吉安鄉南華村 牆面植生 20m
2
 40 

吉安溪干城村 綠屋頂 20m
2
 40 

壽豐村豐山村 牆面植生 22m
2
 44 

鳳林鎮北林里 牆面植生 20m
2
 40 

 

  



110年花蓮縣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畫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16 

(二) 輔導示範村里 

近年共輔導 17 處示範村里(已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評等

認證之村里)，進行低碳家園六大面向之低碳改造，其中共

輔導 17 處示範村里進行低碳改造，增設 11 處雨撲滿、6

處綠美化，估計每年減碳量 38.4kg/CO2，固碳量 486 kg/CO2。

各年度輔導核示範村里成果及相關減碳效益、固碳量，如

表 3所示： 

 

表 3 示範村里輔導表 

年度 鄉鎮/村里 輔導項目 規格/面積 減(固)碳效益(年/kg) 

107年 

花蓮市民生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花蓮市國興里 區域綠美化 73m
2
 146 

壽豐鄉池南村 牆面植生 35m
2
 70 

壽豐鄉豐山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鳳林鎮北林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鳳林鎮鳳智里 區域綠美化 40m
2
 80 

108年 

花蓮市國興里 雨撲滿 5 公噸 9.6 

花蓮市主商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吉安鄉光華村 區域綠美化 25m
2
 50 

吉安鄉慶豐村 牆面植生 40m
2
 80 

玉里鎮長良里 區域綠美化 30m
2
 60 

109年 

吉安鄉吉安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壽豐鄉志學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鳳林鎮南帄里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瑞穗鄉瑞美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瑞穗鄉舞鶴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富里鄉萬寧村 雨撲滿 1.5 公噸 2.88 

 

(三) 綠色採購 

利用政府機關的龐大採購力量，優先購買對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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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之產品，以鼓勵綠色產品的生產及使用可回收、低污

染、省資源的產品；一方面以示範方式，帶動綠色消費風

氣，達到環境保護與教育一般消費者的效益。彙整本縣各

局處室綠色採購資料，如每年使用環保紙張、環保列印墨

水、節能設備或採購具碳足跡減量標籤綠色商品等，在綠

色採購總減碳量約為 617.13公噸。 

六、 環境部門 

(一) 村里廣設資源回收站 

本縣為提供民眾更便捷的資源回收管道，於村里間廣

設資源回收站，村里居民因廣設資源回收站便利性提升落

實資源回收意願，對於村里民來說村里資源回收站已是不

可或缺的存在。 

(二) 閒置廳舍活化 

花蓮市國風里菸酒公賣局，閒置超過 20年老舊宿舍活

化，國風里長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提出規畫

方案，配合推展本縣觀光產業，經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規

劃活化方向後邀請業者進駐，打造出嶄新觀光景點「又一

村」，帶動周遭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三) 災害宣導、演練 

每年結合鄉鎮公所邀集村里民眾進行防災演練，提升

本縣搜救隊救助技能，強化特種災害搶救能力，確立動員

行動及程序標準化，提升成員間之聯繫掌控，建立迅速、

有效之任務作業編組，並提升國際人道救援能力。 

(四) 環保志義工培訓 

為提升環保志義工更豐富環保知識，希望透過培訓體

驗課程或邀請專業講師進行授課，提升志義工參與村里社

區環保工作，從生活上實踐與落實，才能逐步提升生活周

遭減碳效益。 

(五) 環保葬 

台灣地狹人稠，本縣倡導讓遺體化作春泥、回歸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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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環境的破壞，節省土地的資源之自然環保葬法，促使

民眾逐漸認同節葬、簡葬新思維，對於海葬、植葬的接受

度越來越高，並以具體行動支持多元環保葬的理念。本縣

環保葬除規劃有海葬外，亦有新城鄉第一公墓、吉安鄉慈

雲山懷恩園區及鳳林鎮第一公墓等 3 處植葬區，希望藉由

新葬儀觀念的推動，讓民眾更加了解環保多元葬法，提升

國內殯葬文化，使亡者善終，環境亦得永續發展。 

目標：輔導村里設置村里回收站，持續運作全縣 45 處村里資收站、

推廣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及推廣不塑餐廳等環保政策。預計每年

減碳量：100公噸以上。 

執行成果： 

(一) 村里廣設資源回收站 

本縣為提供民眾更便捷的資源回收管道，於村里間廣

設資源回收站，全縣共建置 45站，因廣設資源回收站便利

性提升增加民眾資源回收意願，各村里回收站每月回收量

以 300 公斤估算，每月村里回收量為 13,500 公斤，每年為

162,000 公斤，每公斤排碳量以 0.757kg 估算，每年減碳量

約 122.63公噸。 

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出外用餐會自備餐具，因此本縣

已有部分店家加入不使用任何塑膠餐具，鼓勵外帶顧客自

備餐盒，或是自帶餐盒的話加量不加價，廢棄物必頇從源

頭減量，特別鼓勵餐飲業者加入「不塑友善餐廳」，不使用

一次性材質餐具、外帶採用環保餐具，目前已有 41家業者

通過認證，每家業者減塑量每月以 10公斤估算，每月減塑

量約為 410 公斤，每年為 4,920 公斤，每公斤排碳量以

0.757kg估算，每年減碳量約 3.72公噸。 

(二) 閒置廳舍活化 

活化閒置超過 20年老舊宿舍，花蓮市國風里向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提出規畫後，配合推展本縣觀光

產業，經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規劃活化方向後邀請業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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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要求業者依原樣翻修，保留住老宅風味，打造出嶄新

「又一村」，成為里內帶有眷村風味的觀光新聚點，帶動周

邊觀光產業發展。 

(三) 災害宣導、演練 

(1) 每年巡迴 13鄉鎮公市所各辦理 1場次防災演練，邀集村

里民眾進行演練，提升本縣搜救隊救助技能，強化特種

災害搶救能力，確立動員行動及程序標準化，提升成員

間之聯繫掌控，建立迅速、有效之任務作業編組，並提

升國際人道救援能力。 

(2) 成立台灣東部首座防災教育館，擴大訓練本縣多元族群

防火宣導種子教官 200 名，並作為未來防災教育館儲備

解說員。結合本縣 126所國中小約 2萬 5,000名學生，提

供不同年齡層系統化之防災課程，預計可提供本地及外

縣市參訪學生 2萬人次/年。 

(3) 培養多元族群防火宣導種子教官，強化本縣秀林、萬榮、

卓溪等 3處原鄉部落之防災宣導效能。 

(4) 結合本縣全數 176 個社區發展協會，提供最專業且免費

之防災教育及參訪環境，預計社區部分參訪人次達 3,000

人次/年。 

(四) 環保志義工培訓 

花蓮縣環保志工團隊目前共 145隊計 3,422人，與協助

推廣環境教育之環教大使 54人，持續共同協助進行各級學

校、社區村里、企業等單位環境教育之宣導，全縣總宣導

76場次 2,991人、辦理培訓課程 2場次、聯繫會報 2場。 

(五) 環保葬 

身為台灣後山的東部，居民原住民較多，強調土地與

人之間聯繫，因此在葬法選擇上，皆以土葬為主，但希望

民眾節省土地使用，部分鄉鎮公所已禁止土葬，因此許多

人開始偏向於同為安詳於土地中的環保葬法，其中吉安鄉

的『慈雲山懷恩園區』環保植葬區成立 3 年約有 800 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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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鳳林鎮第一公墓骨灰拋灑植存區計受理 321件。 

貳、執行亮點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及天然資源日漸枯竭等影響，國際間逐漸

重視綠能開發與推動，台灣力拼再生能源發電，加速推動綠色能源教

育發展，而花蓮環保局為落實綠色能源在地實踐。 

花蓮環保局有鑑於傳統養豬業產生廢水、廢氣及糞尿造成的環境

問題受到各界關注，且畜牧業者排放的廢水中含有高濃度有機物及氮、

磷等營養鹽，若未妥善處理即逕自排放，不僅導致河川污染，甚至容

易演變成民眾環保陳抗事件，成為必頇面對及解決重要民生課題。 

因動物排泄物中含有機廢物經厭氧分解及發酵後可產生沼氣；沼

氣中甲烷占 50~65%、含二氧化碳約 30~45%，因此沼氣屬可燃氣體可

用於燃燒與發電，若善加利用可解決環境污染外也可落實綠能推廣。 

一、 執行方法 

本縣自 105 年起配合環保署積極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計畫，由林務局、花蓮縣農業處、花蓮縣環保局與農會、

養豬協會等單位跨單位合作。先期透過辦理宣導說明會及實地現勘

等方式，讓更多畜牧業者了解該政策內容，提升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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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宣導說明會 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宣導說明會 

  

與會民眾發表意見 與會民眾發表意見 

圖 1 推廣初期請畜牧業者參加宣導說明會 

 

106年規劃於花蓮縣玉里鎮三民畜牧專區設置畜牧糞尿資源化

處理沼氣發電設施(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 集運收集 8 間畜牧場共

9,530 頭豬隻及 697 頭牛隻產生的糞尿進行處理，為全國首座畜牧

糞尿集中處理沼氣發電示範點。目前該廠收集畜牧場所產生的糞尿、

廢水，經由厭氧發酵產生沼氣，收集作為發電使用，初期投入沼氣

發電 8 家畜牧業者，豬隻 9,530 隻，牛 697 隻，每年估計可產生約

80萬度電以上，相當於 250戶住家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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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及集運畜牧場位置圖 

 

 

 

圖 3 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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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配合集運收集畜牧場資料表 

序號 畜牧場名 飼養種類 養殖方式 養殖頭數 

1 陳春仲 豬 傳統 1,800 

2 陳春田 豬 高床 1,850 

3 統生 豬 傳統 1,980 

4 統生二場 豬 高床 1,600 

5 張俊文 豬 傳統 800 

6 永興 豬 高床 1,500 

7 八號牧場 牛 傳統 197 

8 九號牧場 牛 傳統 500 

   合計 
豬:9,530 頭 

牛:697 頭 

 

 

 

圖 4 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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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成果 

台灣的能源有限，發展再生能源無法依靠單一資源而產生，多

元且具區域特色的能源發展與應用是未來趨勢，並需要經由系統整

合與教育訓練來達成。本縣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運用三民附近畜牧

專區所產生畜牧沼渣沼液經由厭氧發酵產生沼氣，收集作為發電使

用，本縣推動沼氣發電執行成果如下: 

(一) 削減溫室氣體排放 

每年預估可以產生 87.6 萬度電，相當於 250 戶住家用

電容量，約可減少 3,000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碳效益

相等於 7.7座大安森林公園。 

(二) 改善河川水質 

每日預估可收集處理約 300 噸畜牧糞尿廢水，經厭氧

消化處理後成為沼渣沼液，再由槽車完全回灌到農地，廢

水不會再流入灌溉渠道及秀姑巒溪，可減少河川水質受到

影響。 

(三) 改善異味問題 

生質能源中心厭氧消化槽及沼氣收集管線為全密閉式，

沼氣及畜牧糞尿的異味經生物脫硫塔處理及沼氣發電機燃

燒後轉化為無色無味的二氧化碳，可解決三民里附近民眾

在意的畜牧糞便異味問題。 

(四) 沼渣沼液還田作肥，友善農民產業升級 

經厭氧消化所產生的沼渣及沼液為優良的有機肥料，

本計畫每年約當產生 11 萬噸的有機肥料，約等於 5,400 包

台肥 5 號肥(每包 40 公斤，含氮量 16%)，可為農民節省可

觀的肥料費支出，還利於農民，更可升級為有機農業，提

升農作物產量及品質，使農民得益。 

(五) 嫌惡設施化身為環境教育場所與觀光景點 

以密閉厭氧方式處理畜牧糞尿廢水，廠區不會有臭異

味，並於外牆及設施單元進行景觀設計綠美化及流程單元

解說看板，將一改民眾對於廢水處理廠的既有印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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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友善農牧業，綠能循環經濟永續發展，未來可成為本縣

環境教育及特色觀光景點。 

  

環保署農委會及各縣市環保局前往參訪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前往參訪 

  

海星中學校外教學觀摩生質能源中心 青少年清潔營觀摩生質能源中心 

圖 5 各單位參訪璞石閣生質能源中心 

參、精進做法 
再生能源為來自大自然能源，取之不盡且用之不竭，會自動再生

的能源，例如太陽能、風力、地熱能、水利、生質能等。 

近年來世界上有些國家也意識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因而大力鼓

吹，開發使用再生能源，有鑑於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相關知識不足，本

縣積極宣導使用再生能源，如於屋頂架設太陽能板除可節省用電支出

外，同時可達到建築物降溫減少空調消耗等優點，預計由經費較充足

之國立校園先行設置可做為示範效果，提升鄰近村里民眾設置意願及

效益提升。 

  



110年花蓮縣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畫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26 

肆、預期效益 

預期執行精進作法預期成果效益如下： 

一、 預計本縣國立東華大學設置 2,000kw 太陽能板，根據中央氣象

局資料(1991~2020年)花蓮縣每天日照時數約 4.34小時，太陽能

每小時發電量約為 2,000kw，每日發電量約 8,680度，年發電量

約 3,168,200度，每年約可減少 1590.44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二、 預計本縣 6 所國立高中職校(花蓮高中、花蓮女中、花蓮高商、

花蓮高工、花蓮高農及花蓮特教學校)分別增置 500kw太陽能板，

合計 3,000kw，太陽能每小時發電量約為 3,000kw，每日發電量

約 13,020度，年發電量約 4,752,300度，每年約可減少 2,385.65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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