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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現況說明 

連江縣政府為推動國家總體減量與管制目標，近年執行溫室氣體

減量措施不遺餘力，具體作為說明如下： 

一、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 

為規劃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內容及執行可行性，連江縣政府每

年度藉由辦理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透過邀集各局處單位

部門，包含機關、教育、製造、運輸、能源、住商與農業等，整合相

關單位及其資源，共同研擬連江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管制

方案妥適與否。亦邀請專家學者與會並擔任顧問協助給予具體之減量

建議、推動方向與目標，於 110年至 112年皆辦理 2 場次的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如圖 3-1 所示)。 

 

  

第一次研商會議(112/5) 第二次研商會議(112/11) 

圖 3-1 本縣辦理「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 

 

二、 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及現場查核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申報及盤查作業於環境管理中屬新興領域，為

使本縣溫室氣體納管對象及固定污染源承辦人員熟悉申報之義務、期

程及流程，連江縣環境資源局於每年度辦理「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

作業」，邀請國內專家學者，以國家或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為

主軸，加強解說申報、盤查方法、流程與相關注意事項，以期確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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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各單位溫室氣體之排放資料，進一步評估排放量之合理性(如圖 3-

2 所示)。 

 

  

  

圖 3-2 輔導本縣溫室氣體納管對象及固定污染源進行盤查登錄作業輔導 

 

三、 建築能效評估標示制度及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獎勵措施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11 年建構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作為

建築能源管理政策工具，進而達到節能減碳之成效，亦是落實我國淨

零建築政策的第一步。 

本縣積極推動示範住宅，住宅中導入「智慧電網」，透過感測器

連結，讓電力線路成為多向溝通的網路，並藉由位於各使用端的智慧

型電表系統(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AMI)和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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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EMS），收集、分析完整、即時的用

電資訊，讓電力調配達最佳化。此電網能達到節約能源、降低損耗及

增強電網可靠性的目的。提高用電效率、降低用電成本、更能達減少

碳排放目標。 

四、 節能相關宣導課程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減少住商部門之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連江

縣政府特於各鄉學校及社區辦理節能相關教育活動。每年亦持續透過

節能相關之宣導課程，使地方居民與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節電以減少實

質之碳排放，進一步減緩全球暖化之發生，也培養居民成為未來之節

能教育種子學員(如圖 3-3所示)。 

  

辦理氣候變遷宣導說明會 辦理太陽能光電系統宣導說明會 

 

 

校園節能教育宣導課程 1 校園節能教育宣導課程 2 

圖 3-3 辦理節能相關宣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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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院 111 年 1 月 10 日已核定住商部門 114 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目標為 41.421 MtCO2e(較基準年下降 27.9%)。本縣為配合推

動，自 110 年~111 年執行縣市夥伴計畫，推動住商部門節能改造補

助清洗冷氣 806台，可節省 4.836 萬度電；機關部門示範場域汰換 T5

老舊燈具 151 盞、T8 老舊燈具 48 盞、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約 14台(共

計 166.6kW)、公共區域智慧照明約 20盞，每年可節電約 7.712 萬度

電。依據最新公告電力排碳係數為 0.495 公斤 CO2e/度，預估共計節

省 6.211萬公斤的 CO2排放量。另本縣將持續針對各部門進行節電稽

查與診斷輔導，老舊燈具汰舊換新等相關工作，以降低 CO2 排放量

(如圖 3-4 所示)。 

 

  

推廣裝設太陽能路燈 汰舊高耗能燈具 

圖 3-4 辦理節能相關推廣工作 

 

五、 提升公共運輸發展 

由於本縣地屬丘陵，主要幹道部分坡段坡度仍超過 30%，低底盤

車無法行駛，也曾多次向公路局請教與協助，該局就全國電動車廠有

乙類者提供廠商給本縣公車處諮詢，其中北部 2家經詢主力在甲類，

乙類無線上生產，目前僅台南一家廠商屬中高底盤之電動車款，惟尚

在審查驗證後對外銷售，本縣持續追蹤規劃市區客運電動化，現階段

則朝提升公共運輸運具使用率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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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透過執行綠能與公路公共運輸計畫，增加公共運輸專業人力，

營造友善運輸環境，並提升服務形象。另推動台灣好行@馬祖，委託

多管道行銷宣導，以靜態圖像及動態影像方式露出相關宣導並製作影

音導覽，利用社群媒體網路行銷推廣及規劃遊程體驗踩線。搭配節慶

活動、台灣旅展及台灣媒體等組成踩線團來馬參訪，實際搭乘南、北

竿及莒光、東引台灣好行路線，宣傳推播行銷，以增加自由行旅客搭

乘意願，減少租賃機車，達到低碳旅行之目標。 

目前本縣公車營運路線有南竿鄉及北竿鄉的山線與海線，莒光

鄉東、西莒的幸福巴士每天各 7 班，各線班車主要配合學生

上、下學及旅客搭乘飛機、船舶為主，觀光客為輔；另外本縣亦有台

灣好行 4 條路線(8 班次)加入載客行列，目前已滿足現有載客需求量

(如圖 3-5 所示)。 

 

  
低碳綠色觀光旅遊推廣 幸福巴士 

圖 3-5 本縣提升公共運輸發展 

 

六、 低碳綠色觀光旅遊推廣 

近年來連江縣觀光旅遊旅客漸增，旅客於地方住宿使用的一次性

盥洗用具造成之廢棄物量也漸多。環境部公告於 2025 年 1 月起全面

限用一次性旅宿用品。目前本縣共有環保旅宿 68 家，包含 2 家旅館、

66 家民宿。112 年 1 月至 6 月，環保旅宿入住人數達 5 萬 3,910 人，

其中民宿入住人數約 4 萬 3,672 人，旅館約 1 萬 2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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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導「珍愛馬祖、環保旅遊」，「愛上馬祖、合法旅宿、安心

旅途」、「選擇合法旅宿、安心遊馬祖」等理念，本縣交旅局推出臉

書粉專抽獎活動，留言處寫下「我自備盥洗用具、環保餐具、環保容

器，我是愛上卡蹓馬祖趣的環保達人」，以降低一次性用品之廢棄物

產生。 

此外，本縣辦理第二屆馬祖國際藝術島活動，以海洋廢棄物為媒

材，讓民眾關注海洋廢棄物、漁業規範、自然資源開採、水資源保育

等議題，促進保護馬祖海洋生態、倡議海洋資源永續利用。另本縣積

極推廣建築綠化降溫工作，於馬祖酒廠建置綠牆作為 FB打卡點，以

推廣低碳旅遊(如圖 3-6)。 

 

 

 

 

 

 

 

 

 

 

 

 

 

圖 3-6 推廣綠色旅遊 

 

七、 減少廢棄物產生量 

本縣為落實減量、回收和再利用工作，大幅減少廢棄物產生，除

辦理宣導說明會外，並積極與本縣連鎖超商及餐飲業者共同合作，參

加自備環保杯或容器工作(如圖 3-7 所示)。目前參與備環保杯優惠方

案包括有：7-11 之 12 家門市、全家超商 4 家門市及 5家飲料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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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1 家。統計至 112 年 9 月底止，推動至今已減少 168,964 個一次

性紙杯使用。 

另不定期辦理二手物回收交換市集，推動禁用一次性塑膠袋宣導；

此外，結合社區、學校、機關團體及清潔隊等四大體系整合推動，喚

起民眾資源回收之觀念及對資源回收工作的重視，提升市容整潔度。 

 

  

辦理宣導說明會 循環杯租借系統 

  

辦理二手市集 推動禁用一次性塑膠袋宣導活動 

圖 3-7 推廣減少廢棄物產生相關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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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海漂(底、岸)垃圾清除處理 

連江縣位於大陸閩江、敖江及黃岐半島之外海口，因為受到洋流

及地形影響，時有大量海漂垃圾漂至本縣各海灘澳口，大部分都是來

自於中國，而這些的垃圾，常常是生活中所常見的一次性免洗用具，

或是飲料杯瓶和各種食品包裝。另外也有一些陸地上看不到的垃圾，

例如：浮球、漁網、漁用燈泡、漁用保麗龍、假餌等漁業廢棄物，這

些都是人們不經意使用又輕易拋棄所導致的。期望透過大小型海洋宣

導、淨灘及淨海活動，喚起民眾對於海洋環境的重視。尤其在各式海

岸、海上之遊憩、漁業、交通運載等行為中，不丟棄垃圾於海洋，妥

善集中並岸上指定位置清運。 

彙整連江縣 105-112 年 6 月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成果如圖 3-

8~圖 3-9 所示，海漂垃圾總清理量為 474-688 公噸，平均約 600 公噸。

另為維護馬祖海域漁業資源永續發展，於 110 年開始進行刺網漁業輔

導轉型措施暨海域巡護委託在地漁民協助於本地各島沿岸搜尋非法

章魚籠、漁網具等總計清除 4,121個章漁籠(約 8.2 頓)。 

 

  

清除海漂垃圾 清除非法漁網 

圖 3-8 海漂(底、岸)垃圾清除處理 

 

 

 

 

 



27 
 

 

 

 

 

 

 

 

 

 

 

 

 

 

 

 

 

 

 

 

 

 

 

 

 

 

 

圖 3-9 連江縣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成果 

 

 

九、 獎勵休漁計畫及漁船(筏)收購作業 

本縣獎勵休漁計畫持續進行中，惟魚船(筏)收購本年度並無相關

計畫，僅有漁網具獎勵回收相關收購(112 年度刺網漁業漁具實名制

計畫)(廢棄漁網具回收每公斤獎勵 15 元，上限總計重量 4 噸金額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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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推動永續農業 

連江縣北竿鄉大坵島為觀光旅遊必到訪之地，島上以梅花鹿聞名。

梅花鹿為食草性動物，自 2014 年開始，危害植披生態的玉珊瑚出現

在島上，經研判當時疑似候鳥將種子帶來；由於玉珊瑚全株有毒不可

食用、繁殖力又強，短短幾年間已擴散到全島約 10%面積，嚴重影響

島內草本或灌木原生物種之拓殖生長。 

近年來，本縣除持續清除島上玉珊瑚，並思考如何將清除之玉珊

瑚作更有效的利用。故本縣與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合作將

被拔除玉珊瑚經由炭化過程活化再利用，形成生物炭之淨化與堆肥效

果，成功將本被視為生態威脅的玉珊瑚，轉化成為能改善土壤及淨化

水質的農業黑金，有利於大坵島本土植物及梅花鹿食草生長，抑制玉

珊瑚的擴散，更進一步輔導社區深化循環經濟(如圖 3-10所示)。 

 

 

 

 

 

 

 

 

 

 

圖 3-10 輔導社區將玉珊瑚燒制成生物炭直接回歸生產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