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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一、環境部門 

為落實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透過本行動方案

之引導，強化主要排放源減碳措施，如提升污水下水道接

管率減少生活污水甲烷逸散，加強甲烷回收，針對掩埋沼

氣發電獎勵及事業廢水回收處理精進管理等，輔以推動跨

部會整合能資源循環利用，降低廢棄物最終處理需求，以

達成 109 年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3.496 MtCO2e 之

減量目標。 

(一) 提升下水道接管率：109 年全國污水處理率達 60.8%。 

(二) 加強甲烷回收：一般廢棄物掩埋場 107 至 109 年回收

甲烷 0.15 MtCO2e；建立事業廢水甲烷回收處理普查機

制，研議相關申報法規制度建構，作為國內溫室氣體

統計本土排放係數。 

(三) 能資源循環利用：執行物料永續循環，持續精進垃圾

減量機制，以發展廢棄物資源化為前提，降低廢棄物

最終處理需求。 

二、政策配套 

透過盤點各部門主管法規及可運用於氣候變遷減緩相

關基金，跨部門協力建置與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政策配

套與誘因機制，完成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綠色

金融等法規管理制度建置，暢通氣候變遷資訊管道，提升

全民認知及促進行為改變，以具體落實低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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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推動策略 

推動方案- 
推動策略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政策及開發

實 施 環 評

時，應考量

韌性建構及

排放減緩具

體行動 

檢討修正「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政策及開

發實施環評，應考

量韌性建構及排放

減緩具體行動，評

估範疇應納入溫室

氣體評估項目 

1. 檢討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於範疇界定指引表新

增溫室氣體之環境項目、氣候變遷

減緩及調適之環境因子。 
2. 相關政策及開發環評，納入評估

「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之環境因

子。 

環保署 - 107-109 
完成修正「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 

環保署 
自辦業務 

落實能資源

循環利用及

開創共享經

濟社會，提

升區域能資

源再利用 

強化垃圾分類及一

次用產品源頭減量 

持續精進垃圾減量、強制分類，擴大

資源循環，降低焚化處理需求： 
(1)輔導地方提昇垃圾分類成效。 
(2)持續檢討公告一般廢棄物應回收

項目。 
(3)持續推動一次用產品減量，加強

宣傳(導)措施 

環保署 
地方政府 - 107-109 

109 年垃圾清運量

減量率達 66.5% 

環保署 
公務預算 

2,400 

推動資源循環 

1. 建置永續物料管理資料庫系統。 
2. 掌握關鍵物料流布及能資源使用

情形。 
3. 推廣搖籃到搖籃設計理念。 

環保署 經濟部 
科技部 107-109 

 完成永續物料管

理資料庫 
 研擬 3 項產業推

動 搖 籃 到 搖 籃
(Cradle to Cradle, 
C2C)設計指引 

環保署 
公務預算 

1,800 

推動循環經濟設施

規劃與興設工作 

籌建至少 3處日處理量 200公噸之廚

餘生質能廠，總處理量 600 噸/日，

減少垃圾量進焚化廠量、增加廚餘再

利用量及降低碳排放量，同時開拓綠

能 

地方政府 環保署 107-109 
提高廚餘處理量

及再利用發電減

少碳排量 

環保署 
公務預算 

60,900 

減少廢棄物

及污 (廢 )水
處理過程之

溫室體排放 

執行掩埋場挖除活

化政策 
辦理活化掩埋場掩埋物開挖篩分及

可焚化廢棄物處理工作。 地方政府 環保署 107-109 

 活化既有掩埋場

6 場次 
 活化掩埋空間 60
萬立方公尺 

環保署 
公務預算 

6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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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推動策略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減少掩埋處理甲

烷排放量 

持續獎勵沼氣發電

掩埋場進行甲烷回

收再利用 

依「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獎勵辦法」，持續獎勵沼氣發電

掩埋場進行甲烷回收再利用。 
環保署 - 107-109 

107 至 109 年 4 大

沼氣發電掩埋場

共可回收甲烷 0.15
百萬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 

環保署 
特種基金

1,500 

賡續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 

辦理污水廠已完工區域之用戶接管

工程，並同步建設新系統之污水廠及

主次幹管。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方政府 107-109 

 109 年全國污水

處理率達 60.8% 
 109 年化糞池甲

烷排放較 94 年減

少 0.86 百萬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內政部 
公務預算 
5,066,300 

推廣污水處理廠污

泥厭氧處理流程設

置甲烷回收處理或

再利用設施 

進行全國污水廠污泥厭氧處理流程

設置甲烷回收設施效益評估。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107-109 

降低污水處理廠

甲烷排放量 

環保署 
特種基金

160 

建立污水及廢水廠

溫室氣體本土排放

係數 

篩選排放量較高之污水廠及廢水廠

處理單元，進行溫室氣體量測，以建

立污水廠及廢水廠溫室氣體本土排

放係數。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地方政府 

107-109 
建立污水及廢水

廠本土排放係數 

環保署 
特種基金

690 

推動廢水處理廠水

質厭氧處理流程設

置甲烷回收處理或

再利用設施 

推廣廢水處理廠厭氧處理單元設置

甲烷回收處理或再利用設施。 環保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降低廢水處理廠

甲烷排放量 

環保署 
特種基金

160 

推廣污廢水處理廠

甲烷回收資料普查 

1. 建立我國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甲

烷回收資料普查機制。 
2. 研議後續相關申報法規制度構建。 

環保署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建立污廢水處理

甲烷回收量資料

庫 

環保署 
特種基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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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配套 
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推動溫室氣

體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

制度 

研訂排放額度核配

機制 

1. 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核配管理辦

法」，規劃公告納管排放源之排放總量

目標以及其所屬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

式。 
2. 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拍賣及配售管

理辦法」，規劃適用對象、拍賣及配售

方式之相關作業程序等管理機制。。 

環保署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107-109 
建置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及排放交易制度等

相關子法 

環保署 
特種基金

3,000 研訂溫室氣體排放

交易制度 

1. 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登錄、

扣減及平台管理辦法」，建置排放額度

公開交易平台。 
2. 研訂排放額度之免費取得、交易、執行

減量專案等，相關會計處理與財報揭露

表達作法，並辦理制度宣導與技術訓

練，強化業者能力建構。 
3. 依據排放交易運作情形，適時研議發展

碳權期貨或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

之可能性。 

研議認可國外排放

額度類型以及申請

認可之程序 

研議「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

制定認可國外排放額度類型以及申請認

可之程序，另定期檢討並公告碳市場價

格。 

推動綠色稅

費制度 

研議推動能源稅及

化石燃料費機制之

可行性分析 

1. 有關研議推動能源稅之可行性部分： 
(1) 規劃能源稅制範疇。 
(2) 評估能源稅政策影響。 
(3) 擬訂能源稅推動策略及配套措施。 
(4) 強化公眾溝通，提高政策接受度。 
(5) 建構能源稅推動指標。 

2. 有關研議推動化石燃料費機制之可行

性部分： 
(1) 研析我國各部會規劃之化石燃料稅

財政部 
環保署 

經濟部 
交通部 107-109 

推動外部成本內部

化，提升環境品質及

促進國民健康 
- 



21 

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費機制，如徵收目的、徵收油品項

目、徵收方式、徵收費率等。 
(2) 評估推動化石燃料稅費機制之衝擊

影響。 
(3) 評估化石燃料稅費機制可能達成減

量之成效。 

研議規劃徵收碳費

或溫室氣體管理費

之可行性 

1. 研議修正溫管法以徵收溫室氣體排放

費（或管理費），並規劃納入溫室氣體

管理基金之收入來源。 
2. 針對總量管制與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

(或管理費)情境，研議收費制度及運作

機制。 

環保署 - 107-109 
推動外部成本內部

化，提升環境品質及

促進國民健康。 

環保署 
特種基金 

900 

推動綠色金

融，活絡民間

資金運用，公

部門引領綠

能 產 業 發

展，促進低排

放韌性建構 

協調銀行積極辦理

綠能產業授信，協助

綠 能 產 業 取 得 融

資，促進綠能產業發

展 

促請具綠能貸款經驗之銀行積極主辦聯

貸，鼓勵其他銀行參與聯貸，促進資金

運用與經驗學習。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透過舉辦課程及經驗

分享座談會等方式，

持續提升專案融資人

才之專業能力。 

- 

研擬支持綠色融資市場運作之配套措

施。 

經濟部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環保署 

持續辦理 

如相關主管機關對融

資方面訂有補助措

施，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可協助轉請金融

機構評估辦理。 

- 

調整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鼓勵銀行

簽署赤道原則。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 - 

發展綠色債券及建

立相關法制規範及

配套 

訂定綠色債券作業要點，鼓勵綠色債券

之發行與投資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 - 

推廣綠色融資，結合

能源服務業導入節

能產品及技術，協助

提升能源效率之產

業、綠色電網及儲能

推廣綠色融資，結合能源服務業導入節

能產品及技術，協助提升能源效率之產

業、綠色電網及儲能領域之綠能技術產

業取得融資與低利貸款。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7-109 

建立能源技術服務業

(ESCO) 融資媒合平

台，協助 ESCO 取得

專案服務資金，健全

經營體質。 

經濟部 
特種基金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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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領域之綠能技術產

業取得融資與低利

貸款 

（如相關主管機關對

融資方面訂有補助措

施，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可協助轉請金融

機構評估辦理。） 

強化培育瞭解綠能

低碳產業之金融人

才及建立跨部會資

訊連結與資訊揭露 

督導研訓機構聘用具綠能產業或綠色金

融實作經驗之師資，辦理相關課程或研

討會，強化培育人才。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藉由辦理綠色金融

或 綠 能 產 業 研 討

會，透過各界專家參

與及經驗分享，協助

國內金融業深化了

解再生能源產業特

性與政府相關興利

措施，鼓勵本國金融

機構積極投/融資，促

進 產 業 與 金 融 發

展、經濟轉型綠色低

碳之目標。 
 持續在再生能源產

業的重點項目中的

太陽光電及離岸風

電二產業進行產業

金融人材培訓，讓相

關領域產業及金融

能互利互惠，加速我

國整體綠能產業發

展，達成綠能產業發

展目標。 

660 
(金融研訓院) 

10 
(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建立跨部會資訊連結，供金融業者等外

界查詢。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聯徵中心於 104 年 9
月 1 日開發「R08 勞工

退休金相關資訊」確

保勞工權益；並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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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R09 企業重大污染

裁罰處分資訊」上

線，以協助金融機構

辦理企業授信審核

時，審酌借款戶是否

善盡環境保護、企業

誠信經營及社會責

任。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 

鼓勵銀行發展及推廣綠色信用卡。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辦理 

信用卡機構依企業社

會責任持續宣導及推

廣所屬持卡人使用電

子帳單；或規劃線上

繳款、行動帳單；或

提升自動化通路申辦

信用卡比率；或舉辦

綠色消費或綠能促刷

等，以達綠色環保減

碳之友善環境目標。 

- 

鼓勵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發行國內綠

色基金。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推動 協助引導資金挹注國

內綠色產業 - 

研議編製國內綠色股票指數及綠色債券

指數。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推動 

推動綠色金融商品，

讓社會大眾共同參與

綠能產業發展。 
- 

鼓勵信用評級機構評估及揭露發行人之

綠色信用紀錄。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107-109 

引導各實體產業、投

資人、消費者更為重

視綠色永續，進而轉

型為綠色經濟、綠色

投資及綠色消費與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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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引導金融機構建立

綠色消費制度，對消

費者購買低碳產品

採取差別信貸或提

供優惠，以鼓勵民眾

參與綠色消費 

建立綠色消費制度，對消費者購買低碳

產品採取差別信貸或提供優惠。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 

辦理金融業者綠色

金 融 業務 成 效 評

鑑，對投資大眾宣導

綠色永續理念及綠

能發展、綠色金融知

識 

辦理金融業者綠色金融業務成效評鑑。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推動 - 1,160 

(金融研訓院) 

對投資大眾宣導綠色永續理念及綠能發

展、綠色金融知識。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 持續推動 

 辦理金融知識巡迴

列車活動，協助一般

社會大眾（包含大專

院校師生，以及偏鄉

或原住民部落等弱

勢群體）認識綠色金

融相關知識，每年預

計規劃 10 場次。 
 透過《台灣銀行家》

雜誌報導，強化金融

從業人員及投資大

眾對綠能發展之深

入了解，每年規劃 1
個特別企劃專題（20
頁），另不定期配合

時事規劃單篇專文。 

240 
(金融研訓院) 

因應溫室氣

體減量對整

體經濟衝擊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

對整體經濟衝擊影

響 

1. 透過經濟模型，配合溫室氣體階段管制

目標之訂定，模擬溫室氣體減量對我國

經濟之影響。 
2. 影響評估之經濟變數，包括：國內生產

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消

費者物價、就業人數等。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經濟部 107-109 - - 

建立便於民

眾取得氣候

建立便於民眾取得

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1. 建立低碳優良示範場域，辦理各項示範

推廣活動，複製推廣成功經驗，打造低

環保署 
地方政府 

科技部 
教育部 107-109 

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資

訊，提升民眾氣候變

環保署 
特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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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變遷相關資

訊管道，提供

獎勵或補助

措施，促進全

民行為改變

及落實低碳

在地行動 

管道 碳永續家園。 
2. 建置氣候變遷資訊平台，提供氣候變遷

資訊。 
3. 製作低碳生活宣傳文宣，強化民眾素

養，落實低碳在地行動。 
4. 辦理寓教於樂的宣傳活動，提高活動參

與率，傳遞氣候變遷相關訊息，促使民

眾行為改變。 
5. 定期調查及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圖

像化方式揭露排放資訊於網站，促進民

眾了解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6. 製作宣傳廣告文宣並透過傳播媒體擴

大宣傳效益。 

國家發展 
委員會 

遷素養 600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績效單位獎勵

措施 

1. 獎勵廠商發展低碳產品及揭露產品碳

足跡資訊；推動低碳產品納入政府優先

採購機制。 
2.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推動績效優良單位

獎勵事宜。 
3. 推動獎勵或補助措施法制化，以鼓勵溫

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者。 
4. 辦理溫室氣體管理執行重點及補助方

式研商，滾動修正推動內容及方式。 

環保署 
地方政府 - 107-109 

可回收甲烷 0.15 百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環保署 
特種基金

3,900 

串聯中央、地方與民

間團體，落實低碳在

地行動 

1. 結合當地區域領袖、志工，協助辦理相

關宣導事宜，鼓勵民眾建構低碳措施，

改變行為習慣，降低能資源耗用。 
2. 成立低碳輔導團隊，協助進行診斷訪視

工作並推廣低碳措施，營造全民減碳氛

圍。 
3. 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力合作，結合既

有策略，落實低碳永續家園。 
4. 串聯學校、社區場域，推動低碳永續措

施，提出因地制宜在地行動。 

環保署 
地方政府 - 107-109 

成立 5 個專業低碳輔

導團隊，進行村里社

區低碳診斷訪視至少

100 處/年，並輔導建

構低碳永續措施至少

40 項/年 

環保署 
特種基金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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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5. 結合誘因機制，增加民眾願意購買或使

用低碳產品及服務意願，建立永續消費

習慣。 

推廣氣候變

遷環境教

育，培育因應

氣候變遷人

才，提升全民

認知及技

能，轉化低碳

生活行動力 

結合地方政府、學校

及民間量能推廣氣

候變遷環境教育 

1. 協同地方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氣

候變遷環境教育培訓活動，推廣氣候變

遷環境教育。 
2. 辦理環保志工培訓，協助推廣推廣氣候

變遷環境教育。 
3. 鼓勵民間團體辦理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推廣活動，傳遞因應氣候變遷訊息。 

環保署 
教育部 
地方政府 

- 107-109 
提升民眾素養，落實

低碳生活 

環保署 
特種基金

6,780 
教育部 

公務預算 
1,920 

培育因應氣候變遷

人才，提升全民認

知、技能及行動力 

1. 編撰氣候變遷環境教育相關教案，提供

各級學校、環境教育場域及一般民眾融

入宣導推廣運用。 
2. 透過氣候變遷相關培訓課程與活動，增

進地方政府跨域合作之聯繫與協調能

力，並培養相關人員政策規劃、溝通協

調與專業發展能力。 
3. 正規教育強化氣候變遷人才培育與能

力建構，並運用非正規教育管道，推動

終身學習。 
4. 鼓勵全民自主學習，提升認知及共識以

落實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5. 建立長期研究機制，調查全民氣候變遷

認知程度，以提升推廣度。 

環保署 
教育部 
地方政府 

- 107-109 
提升全民認知及技

能，轉化低碳生活行

動力 

環保署 
特種基金 

90 
教育部 

科技預算 
1,140 

公務預算 
2,160 

檢討修正溫

室氣體減量

相關法規 

檢視各部門主管法

規 及 推 動 制 度 障

礙，盤點各部門相關

可運用之管制與獎

勵機制，並將溫室氣

體減量納入法規制

度修正之考量 

1. 透過實際執行經驗提出溫管法修正對

案，研議將廢（污）水處理廠執行甲烷

排放回收資料申報統計及獎勵規範，提

升業者設置甲烷回收設施意願。 
2. 檢視空氣污染防制法，增訂有助於同步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規範，如授權主管

機關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 
3. 檢視廢棄物清理法獎勵機制，以提供廢

環保署 - 107-109 
完成檢視法規之管制

與獎勵機制 

環保署 
特種基金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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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 
-政策配套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 

(萬元) 
棄物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之

推動誘因。 

健全氣候變

遷減緩與調

適財務機制 

盤點與溫室氣體相

關基金，如依能源管

理法、石油管理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等

法規授權設立之基

金，評估其來源、用

途及支用於溫室氣

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調適之適用性 

盤點以下基金之來源、用途及支用於溫

室氣體減量及調適之適用性。 
1. 能源管理法（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2. 石油管理法（石油基金） 
3. 空氣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基

金） 

環保署 各基金 
主管機關 107-109 

確保資金挹注於推動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事項 

環保署 
特種基金 

600 研議溫管法修法擴

增「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基金來源納入其

他項目之可行性；檢

討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支用項目及研議

地方補助比例及其

分配方式 

1. 研議溫管法修法擴增「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基金來源納入其他項目之可行性。 
2. 檢討「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支用項目及

研議地方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 
3. 配合前述檢討結果，研議「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之必

要性。 

環保署 - 107-109 
研議修法，統籌運用

資金於溫室氣體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