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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沼氣回收情況初步估計可回收沼氣 6.8 百萬 m3/年，相當減少

0.059 MtCO2e/年。為能將減量成效反映於環境部門排放量，後續

將研擬沼氣回收與申報平台，優先蒐集污水處理廠沼氣回收之相

關數據，並作為減量依據，計入污水處理排放量，提升我國環境

部門清冊數據之完整性。 

此外，已於 110年訪查具沼氣回收潛力之事業廢水處理廠，業

者建議沼氣回收申報頻率與現有系統一致，以節省人力成本，並建

議申報項目可涵蓋水量、沼氣產生量與再利用方式等，據此作為本

部後續建立沼氣回收申報機制的參考。 

三、 事業廢水減量 

（一）建立本土排放係數 

事業廢水處理排放受處理水量與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濃度影響，並隨著工業發展與產業之轉變呈現增加趨

勢。近年本部優先針對化學需氧量(COD)處理量高之行業事業單位

廢水廠進行溫室氣體排放實地量測，目前已建立 7家造紙業、6家食

品業及 3 家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廢水廠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並與國

際排放係數進行比較，掌握本土排放係數之間差異性。另所採樣之

造紙業廢水總 COD處理量已占該行業 80%以上，具足夠之代表性，

依 112 年 5 月專家諮詢會結論，俟食品業本土係數完善後一併納入

國家清冊更新。 

（二）辦理厭氧處理、污泥厭氧消化及沼氣回收之實務操作講習與經驗交

流會議 

依本部過去訪查結果，多數污（廢）水處理廠污泥厭氧消化或

厭氧處理狀況不佳、污泥厭氧消化操作技術高或設備修繕成本高等

因素，導致沼氣回收效率低。因此已規劃於 112 年辦理 2 場次經驗

交流會議，提高污（廢）水處理專業人員對於厭氧處理、污泥厭氧消

化與沼氣回收操作之相關認知，加強業者增設意願，以擴大減碳效

益。 

肆、 分析與檢討 

一、成果效益分析 

環境部門 110年排放量為 2.679 MtCO2e，較基準年之 7.329 MtCO2e減

量 63.4%。 

有關 111年度執行成果減量效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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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污水處理率從 110 年之 66.9%提升至 111 年之 68.6%，增加

1.7%，使未妥善污水處理排放量逐年降低，並較 110年減少 0.032 

MtCO2e。 

（二） 全國四處衛生掩埋場（山豬窟、福德坑、文山及西青埔）設置沼氣

發電裝置，除可減少甲烷排放至大氣，亦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統

計 111年減少 0.024 MtCO2e排放量，自 104年起累計減量約 0.371 

MtCO2e，總發電量為 64.8百萬度。 

（三） 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及桃園市廚餘生質能源廠運轉後可分別

處理廚餘約 2.6 萬公噸/年及 4.9 萬公噸/年，除可減少環境部門生

物處理之溫室氣體排放，亦可透過生質能發電降低化石燃料之使

用，並貢獻能源部門降低國家電力係數。 

二、減量策略檢討 

隨我國廢棄物處理政策之轉變，環境部門主要排放源已由早期之掩埋

處理轉變為污（廢）水處理，兩者於 110年占整體部門排放量 58.8%（附

圖 1），其中隨我國經濟發展，事業廢水排放量逐年上升至趨於平緩。爰

此，為持續降低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因應淨零排放趨勢，應優先加

強推動污（廢）水處理減量策略，並評估創新減量技術之可行性，以落實

第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之推動。另，焚化處理排放量近年有上

升之趨勢，主要係因歷經大型焚化爐整改時期，焚化處理量能降低，再加

上新啟用之中小型焚化爐，使 110 年中小型焚化爐處理量較 109 年增加

4.2 萬公噸，故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再利用亦為未來推動重點。 

有關後續環境部門第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應加強之策略說

明如下： 

（一） 掌握排放來源，推動大型排放源溫室氣體調查 

1. 因應污（廢）水處理排放占環境部門最大宗，後續將持續推動

大型污（廢）水處理廠溫室氣體排放調查，以掌握主要排放來

源或處理單元，據此研擬減量措施。 

2. 本土排放係數之建立有助於精進污（廢）水排放量計算，降低

不確定性。目前已初步建立造紙業廢水處理之本土排放係數，

後續將俟食品業本土係數完善後一併納入國家清冊更新。 

（二） 重點排放源污（廢）水處理減量及相關配套 

1. 國內已有污（廢）水處理廠進行沼氣回收再利用，為能將此減

量情形反映於環境部門排放量，進一步落實部門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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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研擬沼氣回收與申報平台，掌握具體沼氣回收成效，

同時提升清冊數據之完整性。 

2. 為鼓勵廠商執行污（廢）水減量措施以申請減量額度之誘因，

後續將建立適用本土之方法學。 

（三） 廢棄物減量及循環再利用，朝向能資源化發展 

1. 持續檢討可做為固體再生燃料(SRF)原料之廢棄物種類，以提

升其料源及產量，同時配合「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行動方案」，

增設 SRF處理設施，使廢棄物朝能資源化發展。 

2. 強化廢棄物源頭管理，配合「資源循環減碳技術計畫」及「減

量回收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持續發展物質循環利用技術、

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品使用及鼓勵事業廢棄物進行資源再利用，

以降低焚化處理排放量。 

伍、 改善作法 

環境部門110年排放量為2.679 MtCO2e，於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下，需於114

年降至2.564 MtCO2e（較基準年減量65%）。為達到114年之排放量目標，後續將

著重於減少部門主要排放源污（廢）水處理排放，及近年上升較明顯之焚化處理

排放，主要改善作法如下： 

一、污（廢）水減量 

（一）提升污水處理率以減少未妥善處理污水甲烷排放量，並預計於 114

年達至 70.5%，預估 114年較 111年減少 0.017 MtCO2e排放量。 

（二）考量我國已有不少污（廢）水處理廠具有沼氣回收系統，惟尚未有

完善之申報機制蒐集沼氣回收數據，使減量成效無法反映於部門排

放量。爰此，本部已初步掌握我國具沼氣回收系統之污（廢）水處

理廠名單，後續將優先以訪查方式蒐集廢水處理廠之沼氣回收數據，

污水處理廠則預計於 112年起請廠商於「污水下水道資料整合雲平

台」申報相關數據。依據本部過去訪查結果，初步估計我國 10座

污水處理廠可回收沼氣 6.8 百萬 m3/年，相當減少 0.059 MtCO2e/

年。 

（三）因應本部過去訪查結果，多數污（廢）水處理廠污泥厭氧消化或厭

氧處理狀況不佳，加上操作技術高或設備修繕成本高等因素，導致

沼氣回收效率低。已規劃於 112年辦理 2場次經驗交流會議，提高

污（廢）水處理專業人員對於厭氧處理、污泥厭氧消化與沼氣回收

操作之相關認知，加強業者增設意願，以擴大減碳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