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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現況分析 

1.1 彰化縣溫室氣體執行方案目標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溫管法

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推

動方案及行動方案核定後一年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且每五年至少檢討1次。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每年召開跨局處協調、整合推動會

議2場次，並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檢討、修訂溫室氣體減

量措施與協調各部門推動策略與目標，以達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本

縣為順利達成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及研擬相關減量措

施與推動原則，並不定期討論修正，使推動策略更加完善。 

「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係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國家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溫室氣體管

制行動方案」等編訂而成。 

依據上述行動綱領及方案，本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各項推動策略之質化及量化目標，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質化目標： 

（一）每年召開至少2場次「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跨局處

協調、整合推動會議，進行執行方案滾動式修正。 

（二）每半年定期要求各局處提供相關執行成果，彙整成果資

料進行分析，針對執行進度落後之策略，提出改善建

議。 

（三）隨時掌握中央最新政策，並依據地方特性適度納入執行

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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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目標：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溫室氣體

減量行動方案」，採用民國94年（西元2005年）為基準年，民

國109年、114年及119年的排放量目標，應較基準年分別減量

2%、10%及20%。本縣在擬定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時，

亦依據此一原則制定。 

本縣101年至1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選取排放量最低的

102年度作為基準年，其排放量為1,075.2萬噸 CO2e。再依據環

保署109年、114年、119年的排放量目標，應較基準年分別減

量2%、10%及20%的原則，分別計算出109年、114年、及119

年度的排放量，分別為1,053.7萬噸 CO2e、967.7萬噸 CO2e 及

860.2萬噸 CO2e。 

各年度的減量目標，以最新的盤查年度（民國105年

1,122.6萬噸 CO2e）作計算年，分別計算出109年、114年及119

年度減量目標，分別為68.9萬噸CO2e、154.9萬噸CO2e及262.4

萬噸 CO2e。 

圖1.1-1 彰化縣推動溫室氣體管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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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成果 

彰化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總減碳量為85萬4,363公

噸 CO2e（採108年度全國電力排放係數電力係數0.509公斤 CO2e/度

計），發電量13億2,597萬度、節電量8萬4,604.05萬度電、綠化量

438萬9,900平方公尺、節油量5萬4,350公秉及減廢量23萬6,259公噸，

依據「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減碳目標需為76萬4,842公

噸 CO2e，實際減量已達85萬4,363公噸 CO2e，本縣整體達成率

116%，各執行方案成果如表1.2-1所示，本縣各項執行策略達成率

皆達100%。 

表 1.2-1 「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執行成果（1/3） 

評分 
項目 達 成 情 形 達成率 

（%） 

執行

方案

目標

達成

情形 

質性目標 

1.半線村里資收站：47站（目標：35站） 135 
2.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39場次/2,271人 
（目標：22場次/682人） 178 

3.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宣導觀摩活動：4場次/412人 
（目標：3場次/200人） 134 

量

化

目

標 

綠色 
產業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150座鍋爐改用潔淨能源，節油量共計

5萬4,350公秉，減碳量2萬9,263公噸CO2e。 
100 

再生 
能源 

1.太陽能光電推動計畫：太陽能光電設施裝置容量

622.8MW，每年發電量7億7,848萬9,088度。 
2.草港尾滯洪池太陽能光電：設置面積0.8公頃，共0.499 

MW，每年發電量62萬4,662度。 
3.校園種電陽光加值：共計206校，37.5 MWp，每年發電量

4,687萬5,000度。 
4.風力發電推動計畫：裝置容量198 MW，每年發電量4億

9,500萬度。 
5.本縣所屬機關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3.209 MWp，每

年發電量401萬1,250度。 
共計總裝置容量862 MW，年發電量約13億2,500萬度，減碳

量67萬4,425公噸CO2e。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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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執行成果（2/3） 

評分 
項目 達 成 情 形 達成率 

（%） 

執行

方案

目標

達成

情形 

量

化

目

標 

綠色 
運輸 

1.老舊柴油車及老舊機車汰除：109年度汰除老舊柴油車2,378
輛及老舊二行程機車8,000輛，減碳量為2萬4,226.02公噸

CO2e。 
2.公共自行車建置及營運：總租借次數1,535萬6,344次，減碳

量為3,213.46公噸CO2e。 
共計減碳量為2萬7,439.48公噸CO2e。 

150 

節約 
能源 

1.住商節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汰換老舊

辦公室及室內停車場照明設備，每年節電量為835萬3,400
度。 

2.住商節電-擴大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推廣機關、學校

及住宅汰換成節能無風管空氣調節機3萬9,394台、汰換成

節能電冰箱1萬5,116台每年節電量為257萬5,238度。 
3.住商節電-因地制宜措施：汰換成13萬1,496盞LED燈泡，每

年節電量為1,609萬5,000度。  
4.落日水銀路燈計畫：汰換本縣26鄉鎮市10萬885盞水銀路

燈，每年節電量為5,559萬6,952度。 
共計年節電量為8,262萬590度電，減碳量4萬2,053.88公噸

CO2e。 

123 

永續農

業能資

源循環

利用 
再生能

源 

1.推動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以本縣26鄉（鎮、市）申請改

為有機栽培及友善耕作面積，其中以  溪州鄉、溪湖鎮、埤

頭鄉、福興鄉、大城鄉等處為最大宗，總施作面積369.96
公頃，每年減  碳量約為3,799.2公噸CO2e。 

2.提升造林綠美化面積：獎勵輔導造林、短期經濟造林契

作、造林苗木配撥造林及防風林等，造林面積313.87公
頃，每年減碳量為6,277.4公噸CO2e。 

3.稻草再利用推廣示範計畫：推廣使用腐化菌，施用面積

1,936.4公頃，以每公頃可減少9公噸CO2e排放量計算，每

年減碳量約為1萬7,427.6公噸CO2e。 
4.推動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已通過申請沼氣發電共

計9場，裝置容量為509kW，年發電量為97萬度電力，已完

成沼氣發電建置案場計有6場，另已完成沼氣再利用設備建

置共73場，每年減碳量為2萬7,746.75公噸CO2e。 
共計年減碳量5萬5,250.95公噸CO2e。 

111 



  彰化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檢討報告 

1-5 

表 1.2-1 「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執行成果（3/3） 

評分 
項目 達 成 情 形 達成率 

（%） 

執行

方案

目標

達成

情形 

量化 
目標 

能資

源循

環利

用 
節約

能源 

1.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綜合管理：透過1,007位個體業者、資

收大軍及47處村里資收站協助落實資收工作，年減碳量1萬
7,885公噸CO2e及減廢量為23萬6,259公噸。 

2.低碳永續家園計畫（汰換節能燈具）：輔導本縣145處村里

社區將老舊耗能燈具汰換成節能燈具，每年節電量為98萬
0,507度/年。 

3.低碳永續家園計畫（社區裝設太陽能燈具）：輔導本縣2處
村里社區於村（里）民主要聚集或活動區域裝設太陽能燈

具，以達宣導使用節能設施，每年節電量約3萬2,954.37
度。 

4.環保祭祀：宣導減少紙錢燃燒量及推廣集中燒，已清運

5,010.8公噸，並宣導以糧代金，進而減少紙錢燃燒量。 
共計年節電量101萬3,461.45度電及年減碳量2萬5,931.15公噸

CO2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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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亮點 

本縣因應中央政策2025年達到再生能源佔20 %的目標，配合中

央第一階段管制目標，彙整各局處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成效，各該行

動項目於本章節執行成果說明。並搭配國家能源轉型政策，本縣積

極辦理設置再生能源裝置、沼氣發電、污染整治等亮點執行作為，

以下針對各計畫執行成果概略說明如下： 

2.1 「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再生能源設置 

一、太陽能光電推動： 

本縣積極輔導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裝置總容量自107

年為306.192MW，108年已成長至546.202 MW，統計109年底

為664MW，為全國第一，以經濟部能源局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太陽光電年發電量為1,250度/KW 換算，本縣太陽光電年發電

量約8.3億度，減碳量約42.24萬公噸，未來本縣仍以屋頂型太

陽光電設施為主，輔導農牧業者或工廠業者自主設置再生能源。 

二、風力發電推動： 

本縣具有得天獨厚之天然環境及資源，沿海地區風場績效

極佳，具備風力發電的最佳條件，配合中央推動潔淨無污染的

風力發電產業，統計109年底本縣風力發電設置量，商轉陸域

風力發電機組89座（台電45座及鹿威42座及台泥2座），裝置容

量合計198MW，居全國之冠，年發電量約4.95億度，可供約

13.75萬戶家庭一年用電量。未來本縣規劃於111年底新增29座

陸域風機，可增加93.75 MW裝置容量，於115年完成離岸風電

4GW設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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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國首家養豬場取得碳權  

豬糞尿不只可以當肥料，還可以發電換碳權！彰化縣芳苑鄉漢

寶畜牧場飼養約4萬頭豬，將養豬廢水以厭氧發酵處理，把處理產

生的富含甲烷沼氣加以回收發電，並且在畜舍屋頂裝設太陽能板，

利用源源不絕的太陽能發電。漢寶畜牧場採行各項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的技術及作為，向環保署申請執行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於109年3

月20日通過審查完成註冊，成為全國首座完成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抵

換專案註冊的畜牧場預計每年可創造溫室氣體減量額度達2萬7,54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預計7年專案計入期共可取得19萬

2,787公噸 CO2e 減量額度（碳權）。（如圖2.2-1） 
 

  

說明：豬糞尿厭氧發酵產生高沼氣量、

製作的堆肥符合有機認證 

說明：王縣長參訪漢寶畜牧場 
      （漢寶畜牧場為本縣輔導首創循環

鏈） 

圖2.2-1 養豬肥水沼液沼渣沼氣全利用-漢寶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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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彰化創全國首例 污染農地改種太陽能光電 

本縣創全國首例成功於污染農地進行太陽能「種電」！本縣輔

導民間太陽能光電業者完成污染改善，解除土地列管並由廠商設置

光電設備，第一案已於109年10月成功併聯發電輸送給台電公司。 

本縣列管的汙染農地面積全國屬一屬二，環保署補助新臺幣

8.5億元分期改善污染農地，本縣配合環保署種電政策推動「農電

共生」，截至目前已完成270公頃整治，配合中央綠電政策，本縣已

輔導媒合5案共計20筆土地約4.8公頃的污染農地，將設立5個太陽

光電發電案場，還地於民並節省整治經費逾新臺幣500萬元整，期

許在共同努力之下，早日讓污染的農地能回歸給農民做相關的種植，

這也是政府部門、綠能光電業者以及農民都能互利的計畫，這5個

案場預計在110年將農地整治好，還地於民，透過媒合可作為光電

示範點，由於未來20年後，還會再做農地使用，所以就必須符合較

嚴苛的條件，如須做友善的裝置、清除污染源、不得破壞農地等。

（如圖2.3-1） 
 

  
說明：太陽光電輔導案記者會 說明：環保局說明改善狀況 

圖2.3-1 全國首例污染農地改種太陽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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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整治「母親之河」東螺溪日見成效 

東螺溪流經彰化平原九個鄉鎮，造就肥沃的台灣榖倉，卻受到

畜牧廢水排放影響，極需整治，王縣長惠美決心將改善水質當作治

理的優先要務，去（109）年起積極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109年5月與水利署長共同現勘，為東

螺溪請命，希望不只達到水質淨化，更進一步發展親水設施規劃。 

本府輔導東螺溪沿岸畜牧業，執行廢污水管制、廢水處理、稽

查51家次、沼液沼渣再利用，把垃圾變黃金，推進減碳環保、城市

永續，上述積極作為果然見效，原108年還是劣等的水質已提升為

中等，改善率達29%。 

「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就從環境永續開始，生命生生不息，

讓土地更加宜居。 
 

  
說明：水環境巡守隊利用竹筏執行

淨溪工作 說明：環保局執行廢汙水管制稽查 

圖2.4-1 整治東螺溪日見成效 彰化積極奠基永續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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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精進做法 

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巨大轉型，然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永續發展

的最大威脅，淨零排放已成為世界共同的願景，我國98％能源依賴

進口，化石能源依存度高。面對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趨勢與達成非核

家園願景，我國政府已規劃114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之政策目標，

因此，本府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期程積極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

行方案」，為使本縣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更加完備，本縣特成立「彰化

縣政府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推動小組」，整合本縣相關局處溫室氣體

管制措施，召集人為縣長，副召集人為秘書長，將小組成員依照環

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的六大部門區

分，分別為能源部門、製造部門、住商部門、運輸部門、農業部門

及環境部門。 

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107年-109年）已執

行完成，並持續推動彰化縣第二期（110年-114年）「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六大部門推動概略目標如下說明： 

一、能源部門： 

（一）本縣將持續推廣及輔導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且考量

土地有限，目前本縣太陽光電以屋頂型為主要推行方

向，增加土地複合式利用，此外，地面型太陽光電部

分，本縣則優先輔導以不利耕作農地及污染土地作為

推動標的，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二）本縣將持續配合中央推動潔淨無污染的風力發電產業，

針對離岸光電的部分預計115年完成4GW設置。 

（二）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新設置養豬場需為

水濂或其他相同功能之密閉式豬舍，及其排風口處設

置除臭設施、豬廁所糞便回收系統、沼氣回收利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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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系統，未來投入生產後將持續提高減碳效益。 

二、製造部門： 

（一）本縣天然氣管線尚未普及各工業戶，本府採用補助設備

更新、改造或汰換、輸氣管線鋪設所需費用之獎勵方

式，鼓勵工業戶改以天然氣或柴油等潔淨能源替代重

油，響應本縣低碳政策。 

（二）固定污染源管制作業上，持續執行追蹤鍋爐改善期程作

業，透過查核確認業者燃料汰換、增設設備等改善情

形是否符合改善期程，以達到污染改善目標。 

三、運輸部門： 

（一）持續針對推動大眾運輸，配合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少子化對策計畫，持續強化各路線無障礙服務，

結合周邊景點與特色小吃，推出優惠套票服務，邀請

網紅、部落客行銷宣傳台灣好行本縣各路線。 

（二）透過大數據之分析，瞭解民眾對新系統之適應及使用方

式，將針對如何增加新系統之騎乘誘因，提升公共自

行車租借率，並藉由不定期舉辦騎乘優惠措施，藉由

活動之舉辦，以提升民眾使用公共自行車之租借率。 

（三）辦理本縣區域型幹支線公車客運路網結構調整規劃案，

短期籌劃以電動公車先行，中期再強化智慧化及轉運

站等候車服務升級，長期規劃發展輕軌捷運系統，以

達成「捷運化、智慧化、綠能化」的高質量及效能的

大眾運輸服務目標。 

（四）配合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核定情形，持續執行彰

化客運車輛汰舊換新及員林客運【20路】電動快捷公

車路線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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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部門： 

（一）積極提升造林綠美化面積，將獎勵輔導造林、短期經濟

林及造林苗木配撥納入執行方案，惟依據公私有林經

營及輔導作業規範，係以造林面積超過30公頃為林業

經營單位，故本縣造林區位、面積礙難將公私有林經

營輔導納入執行方案，惟本縣仍將持續推動造林綠化

面積。 

（二）透過結合農會體系推廣畜牧業與農民完成沼液沼渣農地

肥份使用，以綠色農牧循環經濟之效益，以朝低碳城

市邁進，達到綠能城市美好彰化之願景。 

（三）為同時改善裸露地揚塵狀況及農業資材循環再利用以及

去化管道，使用葡萄藤枝及廢枯木進行濁水溪裸露灘

地覆蓋，不僅可抑制揚塵發生，也緩解葡萄藤枝及廢

枯木遭隨意棄置或露天燃燒問題。 

（四）透過辦理宣導說明會、現地示範活動及媒體宣導等方   

式，期盼多管齊下，能有效提高稻草再利用率及降低

露天燃燒行為，減少境內粒狀污染物排放並有效改善

本縣空氣品質。 

（五）提高農民投入生產有機或無毒作物之意願，保障本縣所

產農作物之銷路，刺激產業發展，以加碼補助方式，

提升本縣在地農產品使用率，將最優質農產品留在縣

內，以照顧本縣學童，共同達成地產地銷之理念、提

升本縣農作物使用率、減少食物供應里程、降低食品

安全危害風險並有效提升學校午餐用餐品質，打造健

康校園。 

五、環境部門： 

（一）為有效提昇資源回收執行績效，並建立完善之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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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規劃透過追蹤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執行現況、研

擬及落實各項執行策略，以達到有效之垃圾清運量減

量並增加資源回收量、廚餘回收量等目標。 

（二）持續辦理環保志工培訓課程，將節能減碳、氣候變遷、

永續發展等推動策略及措施納入培訓，共同推動環境

教育及永續發展理念，以提升本縣環保志義工的素養

及環保種子人員。 

（三）為提升本縣空氣品質及維護民眾健康，本府積極推動紙

錢集中燒，且逐步推動進行廟宇紙錢減燒替代方案，

積極輔導本縣寺廟參與環保工作，以提升環保祭祀執

行成果。 

（四）一座美麗的城市必然有一個完善的污水下水道系統，接

管來自家庭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匯集到水資源回收

中心過濾消毒後，再放流至河川，或回收再利用，達

到人與環境共榮共存、水資源循環的永續目標。 

六、住商部門： 

（一）針對社區活動中心照明、電器、省水及節能設備持續推

廣優先購置使用具備節能標章之設備。 

（二）輔導本縣轄內之集合住宅、服務業及機關與學校汰換老

舊空調、照明設備及建置能管系統與住宅汰換老舊空

調及電冰箱，以落實節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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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預期效益 

本縣持續依「彰化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各項策略內容進

行滾動式修正。統計至本（110）年10月底止，本縣執行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各項策略成果及質化說明如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共計

1,272.97MW、發電量19億41萬度、節電量3,373萬940度電、綠化量

468萬8,900平方公尺、節油量408公秉及減廢量1,632.26萬噸，110年

預估減碳目標為90萬噸 CO2e，年度實際總減碳量為115.08萬公噸

CO2e（109年度全國電力排放係數電力係數0.502公斤 CO2e/度），總

達成率為127%。 

本縣110年至114年度預計減量成果分別為90萬噸 CO2e、95萬噸

CO2e、105萬噸 CO2e、110萬噸 CO2e 及115萬噸 CO2e，為確實有效

掌握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的質化目標及量化目標，未來

則每年度召開2場次「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跨局處協調、整合推

動會議，以滾動式檢視及修正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內容，以

期達成114年目標年的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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