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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人類對環境衝擊程度增加，地球生態系統規模的改變，全球帄均氣溫迅速

上升，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劇增，不僅對生態系統造成衝擊，也危及全球永續發展及

人類物種生存活，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為各國所面臨之嚴峻議題。為因應日益嚴峻

的全球暖化問題，聯合國於 1992 年 5 月 9 日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同年 6

月於巴西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由各國簽署參與，並於 1994 年生效。自 1995

年起各締約國每年定期召開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 )，以評估應對氣候

變遷之對策。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

大會，會中通過具有法律效力之「京都議定書」，並於 2005 年正式生效，為各國對

氣候變遷做出共同努力的協議，然而「京都議定書」之期效原為 2005~2012 年間，

但締約國大會自 2006 年開始持續針對日益加劇的氣候變遷問題進行對策協商，卻一

直無實質結果，因此在 2012 年第十八次締約國大會中將「京都議定書」時效延長至

2020 年。直至 2015 年締約國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可視為後京都議定書的轉

捩點，締約國大會將於「巴黎協定」中制訂 2020 年後廣泛的氣候架構綱要，而「京

都議定書」僅針對已開發國家訂定排放目標，在「巴黎協定」中則可望納入各國減

排的承諾。另外，巴黎峰會與會各國一致同意每隔五年進行一次進展評估，為原定

2020 年舉行之 COP26 格拉斯哥峰會重要議程之一，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COP26

格拉斯哥峰會延至 2021 年 11 月，COP26 首要任務為於 2030 年前加強減少排放溫

室氣體之力度及速度，實現零排放。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簡稱 G7）

於今年 6 月召開會議，會程第三天著重討論氣候問題，承諾會在 2030 年前將溫室氣

體排放量降至 2010 年的一半，並於今年開始停止國家財政對燃煤電廠的支持，目標

是將氣溫的上升限制在工業化之前水帄的 1.5°C 以下，並承諾增加氣候融資捐款，

以實現每年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幫助較窮困國家減少碳排放和適應全球

暖化。 



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2 

臺灣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占比約 0.55%，依循《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於 2015

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國家的長期減碳目標，其中第 4 條規定西元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基準年）排放量 50%以下，以及第 11 條訂

定 5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期望能於 2050年如期達成目標，也於 2017年及 2018

年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與「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明確劃分中央

各部會在溫室氣體減量及能力建構推動事項上的權責分工，並訂定檢視各部門執行

成效的評量指標，希望能整合跨部會量能共同推動減碳工作。環保署於 108 年 8 月

核定全國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從中央到地

方協力推展減碳行動。 

依據環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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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在擬定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時，也將依據此一原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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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分析 

盤查作業依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106 年訂定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計算指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公告之 7 類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包括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

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統計基隆市民國 94 年與民國 102~109 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如表 1 及圖 1 所

示。基隆市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96.05 萬公噸，較 108 年減少 1.59 萬噸二氧化

碳當量，下降率約為 0.8%。根據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方案，採用 94 年排放量的數

據作為基準年，109 年相較於 94 年減少約 76.86 萬公噸，下降幅度約 28.2%，帄均

年減少率為 2.0%。109 年人均排放量為 5.33 公噸，較 108 年每人約減少 0.03 公噸，

較 94 年每人約減少 1.64 公噸。 

基隆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191.86~272.91 萬公噸，最大宗為能源部門，

排放量約為 181.03~262.85 萬公噸，其次為廢棄物部門，排放量約為 7.15~14.47 萬

公噸，製造部門歷年升降幅度較小，除 94 年(2.91 萬公噸)較高外，其餘均分布於

1.08~1.55 萬公噸之間，排放量最少者為農業部門，歷年排放量為 0.005 萬公噸，近

年來減為 0.0002 萬公噸，林業部門每年約減少 61.3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為持續推動節能減碳行動方案，於108年訂定「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計畫」，

主動將本市將中長期計畫減量目標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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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年之減量為 5.46 萬公噸、27.29 萬公噸及 54.58 萬公噸。後續將再依據最新的計

算年度，滾動式修正各目標年度的減量目標，俾使早日達成減量目標。 

而經由盤查統計分析結果得知，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 94 年減少約

28.16%，已達成第一階段管制目標值(2%)，甚至已達到 119年減量 20%之目標設定，

但後續仍持續往 2050 年減量 50%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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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基隆市民國 94 年與民國 102~109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類別排放量統計表 

年度 
能源 

部門 

廢棄物 

部門 

製造 

部門 

農業 

部門 

林業 

部門 
總排放量 

人均排放量 

(tCO2e) 

94 年 262.85 7.15 2.91 0.00 -0.00 272.91 6.97 

102 年 189.15 11.71 1.55 0.00 -0.00 202.41 5.40 

103 年 186.21 13.21 1.53 0.00 -0.00 200.95 5.38 

104 年 176.69 13.70 1.49 0.00 -0.00 191.87 5.16 

105 年 188.49 13.75 1.28 0.00 -0.00 203.52 5.47 

106 年 192.85 12.74 1.24 0.00 -0.00 206.83 5.57 

107 年 187.74 14.47 1.08 0.00 -0.00 203.29 5.49 

108 年 183.06 13.41 1.16 0.00 -0.00 197.64 5.36 

109 年 181.03 13.78 1.24 0.00 -0.00 196.05 5.33 

單位：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圖 1、基隆市民國 94 年與民國 102~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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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自 108 年核定後，經 109 年及 110 年度滾動式

檢討執行方案執行成果，依據年度實際現況新增或解列各項執行方案，有關 108 年

~110 年之執行方案修正情形請詳表 2~表 4。 

表 2、108 年基隆市訂定溫室氣體減量之策略量化目標 

組別 推動策略 107 年成果 108 年目標 109 年目標 

能源
組 

輔導產業改用天然氣鍋爐 2 座 10 座 3 座 

輔導協和電廠減少重油使用量 
較基準年減少

89 萬公秉 
較基準年減少

90 萬公秉 
較基準年減少

120 萬公秉 

能源開發案、大型開發案透過環境
影響評估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

採用乾淨能源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運輸
組 

維持或持續提昇基隆市公車運輸運
量 

22,836,589 人次 2,300 萬人次 2,300 萬人次 

電動公車設置規劃 辦理申請作業 5 部 5 部 

更新候車亭，提昇民眾搭乘意願 22,836,589 人次 
較 107 年度增

加 3% 
較 108 年度增

加 3% 

增加公車站牌數量，提昇民眾搭乘
意願 

智慧型 8 個 智慧型 8 個 智慧型 8 個 

免費接駁服務 133,700 人次 140,000 人次 145,000 人次 

公車汰舊換新 
更換為低底盤
公車 9 輛 

更換 5 輛觀光
中小型巴士 

尚無具體規劃 

高污染車輛淘汰-柴油車 162 輛 50 輛 50 輛 

高污染車輛淘汰-二行程機車 2,167 輛 1,058 輛 700 輛 

推廣電動機車 409 輛 600 輛 900 輛 

住商
組 

推動住商節電計畫 無 
節電 

1,971,668 度 

節電 

3,788,244 度 

公用路燈更換為 LED 燈 

傳統路燈換裝
為 LED 路燈共
652 盞。節電

856,728 度 

傳統路燈換裝
為 LED 路燈
目標為 300
盞。節電
236,520 度 

預計 108 年
LED路燈換裝

率將達
100%，故 109
年規劃執行
800 盞老舊
LED 燈具更
新。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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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推動策略 107 年成果 108 年目標 109 年目標 

70,080 度 

辦理校園巡迴節電宣導活動 無 10 場次 尚無具體規劃 

因地制宜措施-補助汰換老舊除濕
機 

無 
20公升除濕機
約可補助 275

台 
尚無具體規劃 

針對20類指定能源用戶及商場進行
節電稽查 

無 120 家 尚無具體規劃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無 
預估汰換約

1,560KW（約
390 台） 

預估本期汰換
約 1,560KW
（約 390 台）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無 

預估本期汰換
約 2,570 具

T8/T9 格柵燈
具 

預估本期汰換
約 2,570 具

T8/T9 格柵燈
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無 
預計汰換約

275 盞 
預計汰換約

275 盞 

社區節電輔導(一區一示社區) 無 7 間 尚無具體規劃 

擴大住宅補助-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無 1,540 台 1,540 台 

擴大住宅補助-電冰箱 無 1,540 台 1,540 台 

農業
組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輔導農民購買
有機肥料 

15,671 包 15,000 包 15,000 包 

提昇造林面積 130.74 公頃 128.94 公頃 116.64 公頃 

推動綠美化植栽 35,000 株 35,000 株 10,000 株 

環境
組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市層
級) 

取得銅級 維持銅級 維持銅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區層
級) 

維持 2 處銀級 維持 2 處銀級 維持 2 處銀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里層
級) 

新增 1 處銅級 新增 3 處銅級 新增 3 處銅級 

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52.95% 53.15% 53.5% 

廚餘(農廢)再利用廠場建維推廣行
動 

6.3% 7% 8% 

巨大廢棄物再生再利用方案 0.33% 0.50% 0.65％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接管戶數 5000
戶，普及率上升

3.25% 

接管戶數3000
戶數 

接管戶數3000
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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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推動策略 107 年成果 108 年目標 109 年目標 

綠色採購機關執行率 90% 90% 90% 

環保旅宿 10 家 10 家 10 家 

生態教育中心參訪 4,421 人次 4,000 人次 4,000 人次 

建立村里防災地圖 
100％ 

持續更新 

100％ 

持續更新 

100％ 

持續更新 

推動空品淨化區 

1.增加 0.338 公
頃 

2.CO2吸附量
7,770 公斤 

1.增加 0.4915
公頃 

2.預估 CO2吸
附量 11,300公

斤 

1.增加面積達
0.2 公頃以上 

2.預估 CO2吸
附量 4,600 公

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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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9 年基隆市滾動式檢討溫室氣體減量之策略量化目標 

組別 推動策略 108 年目標 108 年成果 達成情形 

能源
組 

輔導產業改用天然氣鍋爐 10 座 

非工業鍋爐：6
家 9 座 

工業鍋爐：5
家 8 座 

 

輔導協和電廠減少重油使用量 
較基準年減少

90 萬公秉 

較基準年減少
90 萬公秉 

(即較107年減
少 1 萬噸) 

 

能源開發案、大型開發案透過環境
影響評估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

採用乾淨能源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運輸
組 

維持或持續提昇基隆市公車運輸運
量 

2,300 萬人次 
21,041,960 人

次 
達成 91.49% 

電動公車設置規劃 5 部 無 
持續辦理經費
申請採購作業 

更新候車亭，提昇民眾搭乘意願 
較 107 年度增

加 3% 
21,041,960 人

次 

88.82%，候車
亭每年度持續
更新中，但人
次仍因年度不
確定因素(天
候、疫情等)
未達預期情況 

增加公車站牌數量，提昇民眾搭乘
意願 

智慧型 8 個 智慧型 12 個  

免費接駁服務 140,000 人次 

假日市區結合
接駁至六合停
車場，每週例
假日 16 時-22
時免費接駁20

班次 

接駁人次經滾
動式調整為接

駁班次 

公車汰舊換新 
更換 5 輛觀光
中小型巴士 

汰舊 5 輛中巴
行駛各路線 

 

高污染車輛淘汰-柴油車 50 輛 135 輛  

高污染車輛淘汰-二行程機車 1,058 輛 1,513 輛  

推廣電動機車 600 輛 1,540 輛  

 

住商
推動住商節電計畫 

節電 

1,971,668 度 

減少 1,105 萬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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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推動策略 108 年目標 108 年成果 達成情形 

組 

公用路燈更換為 LED 燈 

傳統路燈換裝
為 LED 路燈
目標為 300
盞。節電
236,520 度 

更新全市 523
盞老舊 LED
燈具，提升

LED路燈換裝
率已達成 95%
目標值。 

 

辦理校園巡迴節電宣導活動 10 場次 10 場次  

因地制宜措施-補助汰換老舊除濕
機 

20公升除濕機
約可補助 275

台 
— 

已納入住商節
電計畫 

針對 20類指定能源用戶及商場進行
節電稽查 

120 家 — 
已納入住商節

電計畫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預估汰換約

1,560KW（約
390 台） 

3,323 台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預估本期汰換
約 2,570 具

T8/T9 格柵燈
具 

1,520 具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預計汰換約

275 盞 
— 

考量經費，故
以服務業及住
商節電補助為

優先 

社區節電輔導(一區一示社區) 7 間 — 
已納入住商節

電計畫 

擴大住宅補助-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540 台 3,844 台  

擴大住宅補助-電冰箱 1,540 台 1,849 台  

農業
組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輔導農民購買
有機肥料 

15,000 包 26,000 包  

提昇造林面積 128.94 公頃 35,000 株 
造林面積調整
為種植株數 

推動綠美化植栽 35,000 株 35,000 株  

環境
組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市層
級) 

維持銅級 維持銅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區層
級) 

維持 2 處銀級 維持 2 處銀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里層
級) 

新增 3 處銅級 新增 3 處銅級  

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53.15% 55.32%  



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10 

組別 推動策略 108 年目標 108 年成果 達成情形 

廚餘(農廢)再利用廠場建維推廣行
動 

7% 6.3% 
90%，持續推

廣中 

巨大廢棄物再生再利用方案 0.50% 

108 年資源垃
圾為 105,655
公噸，巨大垃
圾回收再利用
為 1,282 公
噸，回收率佔

1.21%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接管戶數
3,000 戶數 

接管戶數
3,348 戶數 

 

綠色採購機關執行率 90% 90%  

環保旅宿 10 家 10 家  

生態教育中心參訪 4,000 人次 
第二期工程 

完工 

生態教育中心
仍有第三期工
程施作，預計
至 111 年才有
參訪人次 

建立村里防災地圖 
100％ 

持續更新 

157 處村里防
災地圖皆已繪

製完成 
 

提升災害防救應變能力 

1.辦理相關提
升災害防救相
關講習 52 場

(梯) 

2.購買相關防
災設備 

1.辦理相關提
升災害防救相
關講習 52 場

(梯) 

2.汰換消防衣
褲裝備 200 套

(組) 

3.小型水箱消
防車/化學消
防車購置 3 輛 

4.五用氣體偵
測器 2 組 

 

於 109 年度納
入執行方案 

推動空品淨化區 

1.增加 0.4915
公頃 

2.預估 CO2吸
附量 11,300公

斤 

1.共 8.0771 公
頃 

2.CO2吸附量
185,773.3公斤 

 

註：依據實務執行滾動式調整執行成果或更新整併各執行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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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年基隆市滾動式檢討溫室氣體減量之策略量化目標 

組別 推動策略 109 年目標 109 年成果 達成情形 

能源
組 

輔導產業改用天然氣鍋爐 3 座 — 
無經費執行，
已於 110 年度
辦理解列 

輔導協和電廠減少重油使用量 

較基準年減少
120 萬公秉 

(即較 108年設
定目標減少30

萬噸) 

較基準年減少
125 萬公秉 

(較108年減少
約 35 萬公秉) 

 

能源開發案、大型開發案透過環境
影響評估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

採用乾淨能源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列入 

環評審查作業 
 

運輸
組 

維持或持續提昇基隆市公車運輸運
量 

2,300 萬人次 
18,584,462 人

次 

86.45%，因受
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搭乘

人數 

電動公車設置規劃 5 部 無 
持續辦理經費
申請採購作業 

更新候車亭，提昇民眾搭乘意願 
較 108 年度增

加 3% 

18,584,462 人
次 

(較108年減少
11.68%) 

88.32%，候車
亭每年度持續
更新中，但人
次仍因年度不
確定因素(天
候、疫情等)
未達預期情況 

增加公車站牌數量，提昇民眾搭乘
意願 

智慧型 8 個 智慧型 10 個  

免費接駁服務 145,000 人次 

提供 12 輛中
型巴士於清明
期間免費接駁
民眾於南榮公
墓上、下山掃

墓 

接駁人次經滾
動式調整為提
供接駁車輛，
另有敬老卡免
費搭乘計畫，
共補助 599 萬
人次，已於110
年度納入列管 

公車汰舊換新 尚無具體規劃 — 
因未能爭取到
中央補助未能
購置新車 

高污染車輛淘汰-柴油車 50 輛 164 輛  

高污染車輛淘汰-二行程機車 700 輛 1,051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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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推動策略 109 年目標 109 年成果 達成情形 

推廣電動機車 900 輛 2,963 輛  

住商
組 

推動住商節電計畫 
節電 

3,788,244 度 

節電
17,875,299
度，節電率

1.32% 

 

公用路燈更換為 LED 燈 
預計 108 年

LED路燈換裝
率將達 100%，  

已全面汰換為
LED 燈，換裝
率達 100%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預估本期汰換
約 1,560KW
（約 390 台） 

8 台(201.3kw) 
12.9%，依據實
際執行計算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預估本期汰換
約 2,570 具

T8/T9 格柵燈
具 

28,919 具  

擴大住宅補助-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540 台 938 台 
60.91%，依據
實際執行計算 

擴大住宅補助-電冰箱 1,540 台 591 台 
38.38%，依據
實際執行計算 

農業
組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輔導農民購買
有機肥料 

15,000 包 24,398 包  

提昇造林面積 116.64 公頃 — 

已於 110 年度
更改市容綠美
化，目前本市
無新增獎勵造
林面積，每年
調查伐木計
畫，並不鼓勵
原始林、次生
林、開闢造

林。 

推動綠美化植栽 10,000 株 25,000 株  

環境
組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市層
級) 

維持銅級 維持銅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區層
級) 

維持 2 處銀級 維持 2 處銀級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里層
級) 

新增 3 處銅級 新增 4 處銅級  

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53.5% 55.03%  

廚餘(農廢)再利用廠場建維推廣行 8% — 因受非洲豬瘟
疫情影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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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推動策略 109 年目標 109 年成果 達成情形 

動 時配合中央防
疫政策，暫無
執行相關再利

用推動 

巨大廢棄物再生再利用方案 0.65％ 

109 年資源垃
圾為 110,021
公噸，巨大垃
圾回收再利用
為 586 公噸，
回收率佔

0.53% 

81.53%，依據
實際執行計算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接管戶數
3,000 戶數 

接管戶數
2,400 戶數 

80%，受疫情
影響 

綠色採購機關執行率 90% 99.69%  

環保旅宿 10 家 14 家  

生態教育中心參訪 4,000 人次 
第三期工程 

開工 

生態教育中心
預計至 110 年
底完工，111
年才有參訪人

次 

建立村里防災地圖 
100％ 

持續更新 

157 處防災地
圖已全數上網

公告 
 

推動空品淨化區 

1.增加面積達
0.2 公頃以上 

2.預估 CO2吸
附量 4,600 公

斤以上 

1.109 年度新
增空品區面積
達 0.294 公頃 

2.109 年度新
增空品區之

CO2吸附量達
6,760 公斤 

 

註：依據實務執行滾動式調整執行成果或更新整併各執行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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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亮點 

一、 配合基隆市低碳海港城市調整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亮點圖卡 

考量 108 年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亮點圖卡已舊，且基隆市透過打造太

陽能綠建築、發展低碳海港及結合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推動，如提升公車運輸

運量、節能家電汰換(包含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及電冰箱等)，並於 110 年度納入校園

屋頂裝設太陽能板，全市每月設置容量預計為 6,000kw，預估每年發電度數=設備總

裝置容量(千瓦)×365 日×日帄均發電量(度/千瓦˙日)，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109 年統計

數據，基隆市日帄均發電量為 1.82 度/千瓦˙日，故每年預估可提供 3,985,800 度電

力，相對可減少約 2,028.78 公噸溫室氣體排碳量(以 108 年電力排碳係數 0.509 公斤

CO2e/度計算)，有關更新前後之亮點圖卡詳圖 2 及圖 3 所示。 

 

圖 2、108 年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亮點圖卡(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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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 年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亮點圖卡 

二、 召開技術諮詢暨跨局處會議滾動式檢討修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目標 

110 年度透過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及跨局處會議，藉以提升小組成員凈零排放及

溫室氣體管制議題知識及意識，並於今年度自主修正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方案，透

過各局處實務運作反應，因地制宜並滾動式調整符合基隆市實務推動之執行方案。

有關 110 年基隆市滾動式修正後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詳參表 5，110 年度新增列管

及解列之管制執行方案彙整詳表 6 所示，會議辦理照片則參詳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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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 年基隆市滾動式修正後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組別 項目 局處 執行內容 

能源組 

1 產業發展處 
輔導產業改用天然氣鍋爐 

(提出所有執行成果後，辦理解列) 

2 
工務處 

公用路燈更換為 LED 燈 

3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 

4 環境保護局 輔導協和電廠減少重油使用量 

5 教育處 *辦理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運輸組 

6 

公車管理處 

基隆市公車運輸運量 

7 基隆市智慧公車服務(站牌) 

8 免費接駁服務 

9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郵輪觀光巴士推廣 

10 社會處 *本市敬老卡免費搭乘市公車 

11 

環境保護局 

高污染車輛淘汰-柴油車 

12 高污染車輛淘汰-二行程機車 

13 推廣電動機車 

農業組 

14 
產業發展處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 

輔導農民購買有機肥料 

15 培育市容綠美化所需苗木 

16 都市發展處 增加市容綠美化 

住商組 

17 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 
*建構以韌性都市為基礎之 

空間規劃模式 

18 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 *推廣並普及韌性社區觀念 

19 

工務處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 

20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21 住商節電計畫 

22 住宅家電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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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 年基隆市滾動式修正後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續) 

組別 項目 局處 執行內容 

環境組 

23 產業發展處 生態教育中心參訪 

24 工務處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25 
消防局 

建立村里防災地圖 

26 提升災害防救應變能力 

27 

環境保護局 

綠色採購機關執行率 

28 推動環保旅宿 

29 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30 廚餘(農廢)再利用推廣行動 

31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市層級) 

32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區層級) 

33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里層級) 

34 推動空品淨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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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0 年新增列管及解列之管制執行方案彙整表 

組

別 

項

目 
局處 執行內容 核定情形 

能

源

組 

1 產業發展處 輔導產業改用天然氣鍋爐 

考量無經費執行，同意

該方案彙整所有執行

成果後，辦理解列 

2 工務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 本年度新增列管 

3 教育處 *辦理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本年度新增列管 

運

輸

組 

4 社會處 *本市敬老卡免費搭乘市公車 本年度新增列管 

住

商

組 

5 

都市發展處 

*建構以韌性都市為基礎之 

空間規劃模式 
本年度新增列管 

6 *推廣並普及韌性社區觀念 本年度新增列管 

農 

業 

組 

7 提昇造林面積 
執行方案調整為 

增加市容綠美化 

註：本年度解列 1 案、新增列管 5 案及修正 1 案。 

 

  

圖 4、110 年度基隆市技術諮詢暨跨局處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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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進做法 

有鑑於凈零排放為全球減碳趨勢，故於 110 年度透過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及跨局

處會議，藉以提升小組成員凈零排放及溫室氣體管制議題知識及意識，並於今年度

自主修正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方案，透過各局處實務運作反應，因地制宜並滾動式

調整符合基隆市實務推動之執行方案及各部門執行策略。 

一、能源部門 

1. 提出 2025 年以後，長期的減碳與能源轉型路徑圖，明訂節電目標、再生能

源設置目標、及老舊燃煤電廠提前除役時程。 

2. 加速建立生態及環境資源的基礎調查資料庫，作為能源政策規劃之依據，

提早評估各種新能源的可能性。 

3. 整合空間規劃與再生能源的合理配置，強化新能源發展過程中的資訊公開

及公眾參與程序。 

4. 未來課徵能源稅或碳稅(配合中央政策)，讓能源用戶負起節能與使用綠能

的責任。 

二、運輸部門 

1. 積極發展公共運輸，並以低碳運輸、共享系統等完備最後一哩路，提升公

共運輸誘因。 

2. 訂定全面禁售燃油車時程，加速運具電動化。 

3. 加嚴運具能效標準，以利加速汰換老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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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商部門 

1. 以用電零成長為目標，擬定期程與配套制度，例如制定各種建築設計與用

電效能等規範，擬定用電零成長期程與配套。 

2. 持續加速汰換老舊電器。 

3. 規定新建物納入通風隔熱設計，符合更高的建築外殼節能標準，並強制裝

設屋頂光電，打造淨零耗能建築。 

4. 提供老屋與危老建築整修的節能改造補助，鼓勵翻修成為節能舒適宅。 

四、農業部門 

1. 增加市容綠美化，提升碳匯量。 

2. 提高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 

五、製造部門 

1. 應以 2050 碳中和為目標，評析能資源整合資料，提出產業節能與低碳轉型

的目標與政策，發揮循環經濟綜效。 

2. 針對回流廠商或新設產業，設立產業篩選標準，鼓勵低碳產業進駐，逐步

改善產業結構，符合國家減量目標下各期程的排碳上限。 

3. 落實企業碳揭露的品質與數量，提升企業及利害關係人的氣候風險感知。 

4. 推動綠色金融，建立氣候投資指標，削減高碳企業補助，擴大低碳投資，

促使產業轉型改善。 

5. 創造低碳經濟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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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部門 

1. 持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等級及層面。 

2. 推動家戶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 

3. 廚餘(農廢)再利用廠場建維推廣行動。 

4. 巨大廢棄物再生再利用方案。 

5.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6. 綠色採購機關執行率。 

7. 推動環保旅宿。 

8. 生態教育中心參訪。 

9. 推動空品淨化區。 

另有鑑於全球氣候變遷現象嚴峻，為加速我國減碳作為並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環保署於 110 年 11 月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且擬將法案名稱

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一、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入法 

現行溫管法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13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此次將修正為 139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以宣示我

國減量決心；而為達成此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

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二、 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 

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涉及跨部門權責，本次修法明定中央由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跨部會

相關業務之相關決策。此外，中央主管機關負責整合各部門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減

量計畫；地方政府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協調整合因應氣候變遷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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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調適專章從基礎能力建構、科研推估接軌、確定推動架構等 3 重點著手。重點

一為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並融入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之責任；重點二就強化科研接軌，由中央科技主管機

關綜整氣候變遷科學、情境及風險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各級政府進

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調適推動依據；重點三係確定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構，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權責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擬訂「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地方政府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強化因地制宜

之調適策略，透過每年編寫成果報告，踐行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程序。 

四、 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 

提升能源效率是邁向淨零排放的關鍵策略，本次修法納入對製造、運輸及建築

等各部門排放行為之管制機制，以提升能源效率及降低排放強度，且規定新設污染

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減少排放增量對環境衝擊；另外，亦強化對

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核予減量額度之

誘因機制，雙管齊下促進減量。 

五、 徵收碳費專款專用 

碳定價制度可透過經濟誘因促使排放減量，是國際公認重要的減碳策略之一，

為健全我國碳定價制度，本次增訂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並將收入專款專用於辦

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投資溫室氣體減

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及低碳經濟發展。另外，因應國際為避免碳洩漏而

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之趨勢，增訂未來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特定產品訂定碳含量計算

及認定方式，並參考國際經貿情勢，對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徵收碳費，以維持我國

產業競爭力。 



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檢討報告 

 

23 

基隆市細部溫管策略制定推動仍待中央完成溫室氣體減量及減量法之修訂及相

關行動方案之建立，避免悖離中央之管制策略。現行將持續盤點轄內溫室氣體排放

量，並透過技術諮詢小組及跨局處會議，滾動式檢討修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以利提供基隆市減碳具體成效。 

目前環保署已與相關部會合作展開 2050 願景的公眾溝通工作，討論農林碳匯、

淨零建築、綠運輸、低碳產業、經濟工具等關鍵議題，推動跨領域的社會對話，藉

由各界多元參與，投入創新科技研發，並正進行新一版溫室氣體國家報告編撰作業，

除了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政策及措施、氣象觀測及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衝擊影

響及調適對策。中央相關政策後續將作為基隆市政策擬訂的參考指引。 

五、預期效益 

為持續針對基隆市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推動氣候變遷之低碳生活與調適作為，

落實節能減碳措施，並透過公私部門對節能減碳推動之投入，依在地特色營造低碳

生活環境，規劃結合在地特色之行動辦法，將節能減碳措施有效複製積極推廣，與

致力於提升民眾節能減碳素養；推動碳中和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工作，落實納管

場所查核作業與承諾達成碳中和宣告，以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與考驗，降低

其所造成損害與影響，以實踐未來發展為低碳城市願景為目標。 

未來基隆市將持續推動永續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暨環境保護計畫，並透過跨局

處、技術諮詢座談會及民眾協商會等方式，逐步建構基隆市永續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暨環境保護計畫，並朝向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跨步邁進。 

本市提出基隆市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之低碳生活與調適作為行動計畫之推動主題

條列說明如下： 

一、 提昇全民低碳生活與氣候素養。 

二、 建立二氧化碳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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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置節能減碳成果展示區。 

四、 推動在地特色低碳飲食。 

五、 推動在地特色低碳旅遊。 

六、 推動碳中和、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及執行成果登錄工作。 

七、 宣導節能減碳、氣候變遷之低碳生活與調適作為推廣。 

根據前述現況分析與在地特色盤查結果，基隆市除推動節能輔導、補助外，更

以各項多元化的方式宣導節能減碳觀念，將各項作法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達到

「低碳生活」目標，以朝向「打造低碳海港城市」的低碳家園願景邁進。為提昇全

民對低碳生活與氣候變遷調適之素養，並強化各項氣候變遷調適作為之成果： 

 推動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 

持續針對本市機關與民間團體推動落實節能減碳措施，並透過公私部門對節能

減碳推動之投入，依在地特色營造低碳生活環境，規劃結合在地特色之觀摩場域建

置及低碳永續家園社區建置，將節能減碳措施及作為有效複製及積極推廣，並致力

於提昇民眾對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的認知與素養，以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之減碳行動

與作為。 

 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本市為發展「區域性特色低碳社區」做為社區營造的重點，透過里長及當地志

工自發性作為，因地制宜推行各項獨有的低碳措施，最小以里為單位，藉由里和里

之間的成果分享，複製學習成功經驗，擴展到以區為單位，漸進式帶動基隆發展為

低碳永續城市，除了能讓居家環境變好，更能減緩氣後變遷，為地球降溫盡一份心

力。因低碳城市之建構涵蓋多面向的專業領域，可成立「基隆市節能減碳輔導團」，

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具節能減碳經驗之專業人員共同籌組輔導團，建構一系列

完善的診斷機制，進行節能減碳技術諮詢及診斷、宣導等相關服務，並以能源耗用

量大、減量空間(潛力)大者為優先輔導對象，依不同型態類型之減碳潛力提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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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藉由相關領域之技術專家、產業的通力合作，將節能減碳的知識、技術與共

識，廣泛深入於各產業、公部門所屬區域中，逐步推廣為全民運動。 

 培訓科學、技術和二氧化碳種子人員 

針對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氣候變遷調適實踐辦理政府機關教育訓練，邀請專家

學者就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等議題，結合本市各項市政建設成

果，彙整可行之具實質減量成效之減碳措施並規劃各級機關落實執行。 

推動校園二氧化碳環境教育，藉由互動式及實地體驗，喚起國小、國中及高中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以提昇學生對於二氧化碳的覺知、態度，激發學生對於低碳生

活的重視。 

輔導社區志工擔任節能種子教師，並辦理培訓課程，以提升志工節能素養，課

程至少應包含居家節水節電知識，再由節能種子教師至少完成家庭節能輔導，達成

以點至面促進市民珍惜資源及節約能源的目的。 

 推動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為推廣節能減碳行動，並鼓勵民間企業、固體及社區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推動

「基隆市減碳進行市」一系列活動於各社區或公部門間，以加強推廣民間企業、團

體及社團對節能減碳行動之投入，並鼓勵民眾藉由「基隆市減碳進行市」響應企業

或民間團體之實踐程度，以凝聚基隆市低碳生活及減碳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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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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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隨著人類對環境衝擊程度增加，地球生態系統規模的改變，全球帄均氣溫迅速上

升，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劇增，不僅對生態系統造成衝擊，也危及全球永續發展及人類

物種生存活，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為各國所面臨之嚴峻議題。為因應日益嚴峻的全球

暖化問題，聯合國於 1992 年 5 月 9 日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同年 6月於巴西

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由各國簽署參與，並於 1994 年生效。自 1995 年貣各締約

國每年定期召開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 )，以評估應對氣候變遷之對策。

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會中通過

具有法律效力之「京都議定書」，並於 2005 年正式生效，為各國對氣候變遷做出共同

努力的協議，然而「京都議定書」之期效原為 2005~2012 年間，但締約國大會自 2006

年開始持續針對日益加劇的氣候變遷問題進行對策協商，卻一直無實質結果，因此在

2012 年第十八次締約國大會中將「京都議定書」時效延長至 2020 年。直至 2015 年締

約國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可視為後京都議定書的轉捩點，締約國大會將於「巴

黎協定」中制訂 2020 年後廣泛的氣候架構綱要，而「京都議定書」僅針對已開發國家

訂定排放目標，在「巴黎協定」中則可望納入各國減排的承諾。另外，巴黎峰會與會

各國一致同意每隔五年進行一次進展評估，為原定 2020 年舉行之 COP26 格拉斯哥峰

會重要議程之一，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COP26 格拉斯哥峰會延至 2021 年 11 月，

COP26 首要任務為於 2030 年前加強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之力度及速度，實現零排放。

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簡稱 G7）於今年 6月召開會議，會程第三天著重

討論氣候問題，承諾會在 2030 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2010 年的一半，並於今年

開始停止國家財政對燃煤電廠的支持，目標是將氣溫的上升限制在工業化之前水帄的

1.5°C以下，並承諾增加氣候融資捐款，以實現每年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幫

助較窮困國家減少碳排放和適應全球暖化。 

臺灣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占比約 0.55%，依循《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於 2015

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國家的長期減碳目標，其中第 4 條規定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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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基準年）排放量 50%以下，以及第 11 條訂定

5 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期望能於 2050 年如期達成目標，也於 2017 年及 2018 年

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與「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明確劃分中央各部

會在溫室氣體減量及能力建構推動事項上的權責分工，並訂定檢視各部門執行成效的

評量指標，希望能整合跨部會量能共同推動減碳工作。環保署於 108 年 8 月核定全國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從中央到地方協力推展

減碳行動。 

依據環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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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在擬定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時，也將依據此一原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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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盤查作業介紹 

為使基隆市盤查作業能符合國內外相關要求，此次盤查作業依循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於民國 106年訂定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中公告之 7 類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2.1、盤查作業原則 

依據城市溫室氣體核算國際標準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ventories，簡稱 GPC)作法，應遵循溫室氣體盤查的五項

基本原則，分別為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透明度。應用此五項原則可

確保溫室氣體盤查結果能真實反應溫室氣體排放狀況。於盤查執行過程中，此五項

原則可協助處理模糊難辨的情況，並提供計算及彙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之遵

循準則。 

2.1.1、相關性 

盤查報告書應妥善呈現盤查年度中該邊界範圍所涵蓋的溫室氣體種類及排

放量，以提供地方政府決策所需之資訊。 

設定盤查邊界時，地方政府應考量自身相關特性、權責劃分、溫室氣體資

訊應用目的與需求等。 

2.1.2、完整性 

邊界範圍內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及牽涉溫室氣體排放之活動皆頇納入盤查

範圍，若實質執行上，排放量貢獻不重要、量化技術不可行，或不具成本效益

時，可免除排放源量化，仍需公開列出排除之排放源，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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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一致性 

確保相同盤查主體之不同年度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可進行有意義的比較。不

同年度執行溫室氣體盤查時，盤查邊界設定、數據來源、彙總方法、計算方法

等均頇一致；若相關因子有所改變時，應清楚說明與解釋，並評估其影響。若

評估改變後結果不具比較意義，則應進行修正或不進行比較。 

2.1.4、準確性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分析過程中所採用之數據應具備足夠的準確性，以供

各地方政府得據以進行決策或其他用途。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之量測、估

計需採用有系統的量化方法，推估應盡量準確。 

2.1.5、透明度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包含盤查程序、數據來源、量化作業、假設及限制條件、

參考資料來源等，應以清晰、真實、一貫、客觀且易懂的方式公開呈現於盤查

報告書。 

透明度原則確保盤查結果足供各地方政府據此作出合理之決策；並使地方

或查核者得以稽核追蹤，或參考該盤查報告書採用之相同數據來源及量化方式

演算出相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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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盤查作業程序  

推動基隆市溫室氣體盤查工作，主要目的為協助基隆市完整掌握行政轄區內活

動及政府機關營運相關之溫室氣體排放特性，並建立客觀的排放基線，作為基隆市

設定減量目標及訂定溫室氣體管理政策之參考。 

執行盤查作業時，應依據圖 2.2-1所示盤查作業程序，依序執行盤查邊界設定、

基準年設定、排放源鑑別、排放量量化、文件化與紀錄等，並建議持續執行以利檢

視、改善轄區內或政府機關內排放量之變化。 

 

資料來源：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 

圖 2.2-1、溫室氣體盤查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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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盤查邊界設定 

盤查邊界的設定為各地方政府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計算之首要步驟，釐清盤

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貯存量所屬排放源之分類，以利進行後續盤查作業步驟，

並確保盤查內容能正確反映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基隆市之行政轄區邊界為基隆

市法定地理邊界，以圖 2.2.1-1 所示。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2.2.1-1、基隆市全境區域圖 

 

2.2.2、基準年設定 

建立基準年之主要目的為協助基隆市政府設立行政轄區及政府機關之溫室

氣體管理績效的自我比較標準，評估減量目標之達成狀況。依據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第四條，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民國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

為民國 9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因此將民國 94年訂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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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排放源鑑別 

行政轄區盤查範圍涵蓋地理邊界內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活動，為避免重

複計算或遺漏，頇進一步釐清排放範疇，將溫室氣體排放源及碳貯存量分為： 

(1). 範疇一(Scope 1)：係指所有位於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之直接排放

源。 

(2). 範疇二(Scope 2)：係指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活動相關的外購電力、

熱或蒸汽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 

(3). 範疇三(Scope 3)：係指其他非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或與邊界內活動相

關然涉及邊界外排放之排放源。 

為掌握整體排放狀況，範疇一、二之所有排放源必頇定量，範疇三其他間

接排放源之量化方法涉及範圍廣泛，計算所需之相關數據蒐集困難，且不易確

認其準確性，應至少提供定性說明。 

除了範疇頇界定外，還頇分類排放源，行政轄區盤查涵蓋之排放源分為 5

大部門：能源(住商及農林漁牧、工業、運輸)、工業製程、農業、廢棄物、林業

及其他土地利用，其分類意義在於協助基隆市政府能完整掌握轄區內排放特性

與各類型排放源之排放狀況。 

2.2.4、排放量量化 

2.2.4.1、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的排放主要於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燃料燃燒，及以其他形式消費能

源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分為住商及農林漁牧、工業、運輸 3 大部分，以

下為計算時範疇歸屬判斷依據： 

 範疇一：邊界內住宅、商業及機關設施、農林漁牧、工業及國內運輸

燃料使用造成之排放。 

 範疇二：邊界內住宅、商業及機關設施、農林漁牧、工業及國內運輸

使用外購能源(電力、蒸氣)造成之排放。 

 範疇三：邊界外所產生之排放。包括跨國境之運輸所造成之排放。 

  



8 

2.2.4.2、工業製程部門 

工業製程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原料變成產品的過程；產品使用造成排放的來

源分為 2 類，原料變為產品過程中使用溫室氣體，及氟化物製成的產品及非能

源產品在使用過程產生溫室氣體，以下為計算時範疇歸屬判斷依據： 

 範疇一：邊界內所有工業製程所造成之排放。 

 範疇二：因廠內機具或所有建築之電力、熱及蒸汽使用。 

 範疇三：邊界外所產生之排放。 

2.2.4.3、農業部門 

農業部門分為農田及牲畜 2 個類別，基隆市農業生產活動最常見的溫室氣

體排放源主要為飼養牲畜。農業部門於邊界內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應計入範

疇一。 

2.2.4.4、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 

土地利用類別可分為森林、農田、草地、濕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每種

土地均需考慮維持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改變土地利用方式所造成之碳庫或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改變，此造成之溫室氣體變化屬於範疇一。農田所產生之溫室氣體

排放屬於農業部門範圍，故基隆市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只需計算林地類型

的碳貯存變化量。碳庫的變化量可由生物量、死有機質及土壤 3 大類碳庫總記

得知，植物生物量構成許多生態系統的重要碳庫，草本植物透過衰減及再生帄

衡，使得生物量中的總淨碳庫量長期維持穩定，木本植物則是能在生命週期中

累積大量碳，因此林地生物量的碳貯存量格外重要，可由生物量每年增加的碳

貯存量扣除減少的碳貯存量得知。 

2.2.4.5、廢棄物部門 

廢棄物部門主要分為 3個類別：固體廢棄物處理、廢棄物焚化、廢水處理，

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1條規定，露天燃燒屬於違法行為，故不列入溫室氣體

排放量計算。以下為計算時範疇歸屬判斷依據： 

 範疇一：基隆市內的廢棄物及廢水處理所造成之排放，不論該廢棄物

及廢水是否產生於基隆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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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二：廢棄物部門不包含範疇二排放源。 

 範疇三：包含基隆市邊界內產生之廢棄物及廢水於邊界外處理所造成

之排放。 

2.2.5、文件化與紀錄 

2.2.5.1、盤查清冊製作 

各地方政府應報告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量等資訊，並將其量化方法、引用

之排放係數以及 GWP 值進行文件化，作為該城市之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清冊中

應紀錄各項排放源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移除量，並記錄其範疇別。此外，

為提供日後查核及其他用途，各項數據應註明其出處，以確保內容之準確及完

整性。 

2.2.5.2、報告書製作 

報告書頇符合完整、一致、準確、相關及透明化等原則，客觀展現基隆市

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及管理成果。 

2.2.5.3、查核 

查核目的旨在提升外部利害相關者對盤查清冊及報告內容之信任，並保證

盤查數據排放量估算結果之準確性、真實且公開，亦可提高地方政府訂修氣候

行動計畫、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追蹤減量行程之信心。 

查核內含應包含對報告資料的完整性、正確性與可信度的評估，找出是否

有任何與標準差異之處，確保報告符合要求、排放量估算正確與資料來源可信。 

查核的種類可分為內部查核及外部查核，國際上大多數城市採取內部查核

方式，以獨立於盤查過程之外的政府內部人員執行相關資料審核預算；外部查

核為地方政府提供清冊及報告予獨立於盤查過程之外的外部人員執行審查核算。

內部及外部查核均應遵循相似且嚴謹的審查程序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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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4、帄台登錄與揭露 

環保署已於民國 101 年建立城市碳揭露帄台，除了常態性提供國內外城市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資訊，並建置「登錄」與「揭露」兩大功能主軸，期望能藉

由盤查數據電子化，完整且持續記錄城市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減量目標及相關

策略。 

2.3、盤查作業方法說明  

2.3.1、計算方法說明 

本市依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可使用之計算方式包含排放係數法、

質量帄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頇依排放源特性

選擇最具代表性之方式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本市採用「排放係數法」計算溫

室氣體排放量。 

依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係指利用原(物)料、燃料之使用量

或產品產量等數值乘上特定之排放係數，計算排放量之方法。計算公式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量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選定計算方式後，即可進行組織邊界內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活動數據蒐集，

產業於蒐集排放源之活動數據時，可藉由其他外部可取得文件，以確認排放量

量化使用之活動數據的可靠性。於活動數據蒐集彙整上，應採用實務可行下最

高準確等級之量化方法估算排放量，因此由指引規範活動數據之優先選擇順序

為： 

(1). 盤查統計數據：經查證、查核或第一手取得之活動數據。 

(2). 縣市層級統計數據：登錄於政府機關單位相關資料庫，及政府機關單

位統計公告之縣市轄區內之活動數據。 

(3). 特定來源估算數據：泛指無法經盤查或政府統計來源取得縣市轄區內

相關活動數據，改由參考文獻或調查等數據來源估算之活動數據。 

依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排放係數是指每單位能源或燃料使用量

換算成相對於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採用實務可行下最高準確等級之係數量

化排放量，因此由指引規範排放係數之優先選擇順序為： 

(1). 區域公告排放係數：特定於特殊技術、地區、區域之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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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公告排放係數：特定於一個國家或國家區域之排放係數。 

(3). 國際公告排放係數：國際間使用之排放係數。 

本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報告多以國家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為參考依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期檢視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最新報告，藉以修正部份燃料轉換係數，更新我國溫

室氣體排放係數。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係數主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帄台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所用之燃料係數如表

2.3.1-1所示。 

表 2.3.1-1、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表 

燃料別 

CO2 CH4 N2O 

排放係數 排放係數 排放係數 

數值 單位 數值 單位 數值 單位 

天然氣 1.879 kgCO2/m
3
 3.3E-5 kgCH4/m

3
 3.35E-6 kgN2O/m

3
 

液化石油 

(LPG) 
1.753 kgCO2/L 2.78E-5 kgCH4/L 2.78E-6 kgN2O/L 

蒸餾油 

(燃料油) 
3.111 kgCO2/L 1.21E-4 kgCH4/L 2.41E-5 kgN2O/L 

柴油 

(固定) 
2.606 kgCO2/L 1.06E-4 kgCH4/L 2.11E-5 kgN2O/L 

柴油 

(移動) 
2.606 kgCO2/L 1.37E-4 kgCH4/L 1.37E-4 kgN2O/L 

車用汽油 2.263 kgCO2/L 8.16E-4 kgCH4/L 2.61E-4 kgN2O/L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帄台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第 6.0.4版 

 

電力排放係數則是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數據為主，經濟部能源局每年

皆依據「電力排放係數計算標準作業程序」計算電力排放係數，並邀請外部專

家檢視引用數據與計算結果一致性及合理性，並定期檢討電力排放係數計算方

法，以確保電力排放係數正確性。109 年之電力排碳係數依行政院 107 年 1 月

23日核定之我國「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並推估再生能源直供及轉供

銷售電量，訂定 109 年電力排碳係數基準為 0.492 kgCO2/kWh，歷年的排放係數

如表 2.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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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歷年電力排碳係數  

年度 電力排碳係數 

94 0.555 

95 0.562 

96 0.558 

97 0.555 

98 0.543 

99 0.534 

100 0.534 

101 0.529 

102 0.519 

103 0.518 

104 0.525 

105 0.530 

106 0.554 

107 0.533 

108 0.509 

109 0.492 

單位：kgCO2/kWh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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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彙整溫室氣體排放量 

完成活動數據蒐集及排放係數選擇後，計算各排放源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除了二氧化碳以外，其他溫室氣體皆頇透過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簡稱 GWP)，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CO2e)，GWP 值是將特定氣體和相

同質量二氧化碳比較之下，顯示造成全球暖化的相對能力，於計算 102 年至 108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時，依指引建議採用 IPCC 2007 年公布之第四次評估報告，

如表 2.3.2-1 所示，而計算 94 年排放量時，則採用 IPCC 2001 年公布之第三次

評估報告，如表 2.3.2-2。溫室氣體排放量最終彙整之單位應為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tCO2e)。計算公式如下： 

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溫室氣體排放量 × GWP值 

表 2.3.2-1、IPCC 2007 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勢數值 

種類 GWP 值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5 

氧化亞氮(N2O) 298 

資料來源：2007年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 

 

表 2.3.2-2、IPCC 2001 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勢數值 

種類 GWP 值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3 

氧化亞氮(N2O) 296 

三氟化氮(NF3) 17200 

六氟化硫(SF6) 22800 

資料來源：2001年 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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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排放源量化 

全球氣候變化這幾年中已成為環境科學及大氣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其所造成的

衝擊影響農、林、漁、牧、水資源、海岸管理及社會經濟等各層面。近年來全球各地

因氣候變遷的影響，極端氣候發生頻率與強度愈趨激烈，範圍與影響程度也更擴大。

本市首要面對包括極端氣候事件衝擊、水資源衝擊以及海水位上升等問題對於社會與

經濟的直接衝擊與影響，在全球氣候變遷已為無法避免的趨勢下，除透過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以減緩氣候變遷程度外，如何調適氣候變遷以減少損害亦應為後續推動之重

點。 

統計基隆市民國 94 年與民國 102~109 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如表 3-1 及圖 3-1所

示。基隆市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96.05 萬公噸，較 108 年減少 1.59 萬噸二氧化碳

當量，下降率約為 0.8%。根據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方案，採用 94 年排放量的數據作

為基準年，109 年相較於 94 年減少約 76.86 萬公噸，下降幅度約 28.2%，帄均年減少

率為 2.0%。109年人均排放量為 5.33 公噸，較 108年每人約減少 0.03公噸，較 94 年

每人約減少 1.64 公噸。 

基隆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191.86~272.91萬公噸，最大宗為能源部門，排放

量約為 181.03~262.85 萬公噸，其次為廢棄物部門，排放量約為 7.15~14.47 萬公噸，

製造部門歷年升降幅度較小，除 94 年(2.91 萬公噸)較高外，其餘均分布於 1.08~1.55

萬公噸之間，排放量最少者為農業部門，歷年排放量為 0.005萬公噸，近年來減為 0.0002

萬公噸，林業部門每年約減少 61.3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為持續推動節能減碳行動方案，於 108 年訂定「基隆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計畫」，

主動將本市將中長期計畫減量目標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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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年之減量為 5.46萬公噸、27.29萬公噸及 54.58萬公噸。後續將再依據最新的計算年度，

滾動式修正各目標年度的減量目標，俾使早日達成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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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基隆市民國 94年與民國 102~109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類別排放量統計表 

年度 
能源 

部門 

廢棄物 

部門 

製造 

部門 

農業 

部門 

林業 

部門 
總排放量 

人均排放量 

(tCO2e) 

94 年 262.85 7.15 2.91 0.00 -0.00 272.91 6.97 

102 年 189.15 11.71 1.55 0.00 -0.00 202.41 5.40 

103 年 186.21 13.21 1.53 0.00 -0.00 200.95 5.38 

104 年 176.69 13.70 1.49 0.00 -0.00 191.87 5.16 

105 年 188.49 13.75 1.28 0.00 -0.00 203.52 5.47 

106 年 192.85 12.74 1.24 0.00 -0.00 206.83 5.57 

107 年 187.74 14.47 1.08 0.00 -0.00 203.29 5.49 

108年 183.06 13.41 1.16 0.00 -0.00 197.64 5.36 

109 年 181.03 13.78 1.24 0.00 -0.00 196.05 5.33 

單位：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圖 3-1、基隆市民國 94年與民國 102~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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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包括來自固定性與移動性能源活動，包括燃料燃燒及燃料逸散性排放

之所有溫室氣體排放。自產煤炭已於民國 89年間停產，自產天然氣產量不豐，逸散

性排放量相對於燃料燃燒排放占比較低。 

能源部門涵蓋基隆市邊界內住商及農林漁牧、工業、運輸等之能源使用，排放

源則主要來自於燃料燃燒及能源消費。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涵蓋一般住宅、商

業及機關設施與農林漁牧活動之使用；工業能源使用則係指盤查邊界內工業活動之

燃料使用，以及外購之能源；運輸能源使用則包括邊界內之道路運輸、軌道運輸、

航空、海運/水運等運輸模式所耗用之燃料及外購電力。 

自 102年至 109 年之歷年估算結果詳如表 3.1-1及圖 3.1-1 所示。104年為自 102

年以來歷年排放量最低的一年，104 年到 106 年呈現逐年增加的狀況，至 106 年達

到排放量最高峰，107 年貣呈現降低的趨勢，顯示出基隆市能源部門排放量近年來

有改善的趨勢。 

歷年各能源使用比例如圖 3.1-2所示，102~104 年以運輸能源使用最多，其次為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於 105 年貣以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為最多，其次為

運輸能源使用，工業能源使用皆為排放量最少。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81.03 萬

公噸，其中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占比 47.5%，為能源部門中用量最高者，其次

為運輸能源使用，占比 45.4%，工業能源使用則僅占比 7.1%。 

以排放量角度探討分析圖3.1-3所示。109年較108年總計減少排放2.03萬公噸，

各類別中以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減少最多，減少 1.96萬公噸，而運輸能源使用

則有排放量增加之現象。109 年較 102 年總計減少排放 8.11 萬公噸，以運輸能源使

用減少最多，減少 10.23萬公噸。與 102 年相比下，109 年能源部門各類別細項僅有

住商及農林漁牧類別為增加，其餘皆有減少之現象。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基隆市邊界內之能源部門排放主要以「住商及農林漁

牧」及「運輸」類別為主，各類別的排放來源探討於後續各小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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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基隆市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住商及農林漁牧 工業 運輸 總計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102 83.61 44.2% 13.15 7.0% 92.39 48.8% 189.15 

103 83.86 45.0% 13.48 7.2% 88.87 47.8% 186.21 

104 82.27 46.6% 12.60 7.1% 81.82 46.3% 176.69 

105 91.44 48.5% 12.05 6.4% 85.00 45.1% 188.49 

106 94.22 48.8% 12.65 6.6% 85.98 44.6% 192.85 

107 91.42 48.7% 12.70 6.8% 83.63 44.5% 187.75 

108 88.02 48.1% 13.62 7.4% 81.42 44.5% 183.06 

109 86.06 47.5% 12.81 7.1% 82.16 45.4% 181.03 

 

 

圖 3.1-1、102~109年基隆市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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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2~109年基隆市能源部門中各能源使用排放量占比 

 

 

圖 3.1-3、102~109年基隆市能源部門中各能源使用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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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能源－住商及農林漁牧 

這部門類別涵蓋邊界內一般住宅、服務業、機關包燈學校及農林漁牧活動

之能源使用，主要來自電力及燃料使用。表 3.1.1-1 及圖 3.1.1-1 彙整 102 年至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從圖表中可以得知，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82.27(104 年)～94.22(106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104 年貣排放量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於 106 年為住宅部分排放量之最高峰，107年貣趨勢改為逐年下降。 

住商及農林漁牧為能源部門中最主要的排放類別。109 年住宅項目為住商及

農林漁牧類別中排放量最多者，占比為 51.0%，而服務業次之，占比為 36.1%，

農林漁牧為 7.0%，最少為機關包燈及學校，占比 5.9%，總排放量為 86.07 萬公

噸。歷年住商及農林漁牧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比例，詳如圖 3.1.1-2 及圖

3.1.1-3所示。 

此外，與 108 年相比，109 年總排放量減少 1.95 萬公噸，共下降約 2.2%，

除了住宅類別為增加外，其餘類別皆為減少；若與 102 年相比，總排放量增加

2.46 萬公噸，共升高達 2.9 %，以機關包燈及學校降低最多，減少約 1.87 萬公

噸；109 年低於近七年帄均值，顯示出住商及農林漁牧此類別有減量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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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基隆市 102~109年能源-住商及農林漁牧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項目 

 

年度 

住宅 服務業 機關包燈學校 農林漁牧 總計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102 43.01 51.4% 27.56 33.0% 6.93 8.3% 6.11 7.3% 83.61 

103 43.22 51.5% 27.61 32.9% 6.63 7.9% 6.40 7.6% 83.86 

104 43.12 52.4% 27.90 33.9% 5.70 6.9% 5.55 6.7% 82.27 

105 45.87 50.2% 34.85 38.1% 5.42 5.9% 5.30 5.8% 91.44 

106 47.34 50.2% 36.19 38.4% 5.53 5.9% 5.16 5.5% 94.22 

107 45.42 49.7% 33.84 37.0% 5.51 6.0% 6.65 7.3% 91.42 

108 43.62 53.0% 32.30 32.2% 5.17 6.3% 6.92 8.5% 88.02 

109 43.93 51.0% 31.04 36.1% 5.06 5.9% 6.03 7.0% 86.06 

 

 

圖 3.1.1-1、102~109 年能源部門-住商及農林漁牧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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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102~109 年能源部門-住商及農林漁牧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圖 3.1.1-3、102~109 年能源部門-住商及農林漁牧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比 

  



22 

3.1.1.1、住宅 

住宅為提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包含電力及燃料之消費量。住宅溫室氣體

排放來源為電力、天然氣、原油及液化石油氣。表 3.1.1.1-1 及圖 3.1.1.1-1 彙整

102年至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圖表中可以得知，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介於 43.01(102 年)～47.34(106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104 年貣排放量有逐年上

升的趨勢，於 106 年為住宅部分排放量之最高峰，107~108 年趨勢為下降。 

以 109年為例，住宅類別總排放量為 43.93萬公噸，以電力使用排放量為最

高，總共排放 36.03 萬公噸，占所有燃料之 82.0%，其次為原油排放 5.22 萬公

噸，占所有燃料 11.9%。與 108年相比，總排放量增加 0.31 萬公噸，上升 0.7%，

所有細項皆有些微增加之情況；與 102 年相比，109 年增加 0.92萬公噸排放量，

上升達 2.14%，以電力排放增量最多，增加 0.97萬公噸。 

 

表 3.1.1.1-1、基隆市 102~109年住宅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電力 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 原油 總計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102 35.06 81.5% 2.28 5.3% 0.17 0.4% 5.50 12.8% 43.01 

103 35.45 82.0% 2.26 5.2% 0.16 0.4% 5.35 12.4% 43.22 

104 35.28 81.8% 2.19 5.1% 0.16 0.4% 5.49 12.7% 43.12 

105 37.93 82.7% 2.25 4.9% 0.16 0.3% 5.53 12.1% 45.87 

106 39.67 83.8% 2.22 4.7% 0.16 0.3% 5.29 11.2% 47.34 

107 37.68 83.0% 2.39 5.3% 0.18 0.4% 5.17 11.3% 45.42 

108 35.93 82.4% 2.35 5.4% 0.18 0.4% 5.16 11.8% 43.62 

109 36.03 82.0% 2.48 5.6% 0.20 0.5% 5.22 11.9% 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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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1、歷年住宅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3.1.1.2、服務業 

服務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原油、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表 3.1.1.2-1

及圖 3.1.1.2-1 彙整 102 年至 109 年服務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圖表中可以得知，

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27.55(102年)～36.19(106年)萬公噸CO2e之間，

102 年貣排放量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於 106 年服務業類別排放量之最高峰，107

年貣趨勢改為逐年下降。 

109年服務業類別共排放 31.04 萬公噸，電力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共

排放 25.58 萬公噸，占所有燃料類別 82.4%，其次為原油，共排放 4.00 萬公噸，

占所有燃料類別 12.9%。與108年相較，總量減少 1.26萬公噸，降低幅度為 3.9%，

以電力排放減少最多，減少 1.50萬公噸；與 102年相比，總量增加 3.49 萬公噸，

上升幅度為 12.7%，以原油減少最多，減少 0.7萬公噸，但其餘細項皆為增加的

狀態，電力排放增加最多，共增加 4.09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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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1、基隆市 102~109年服務業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電力 原油 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 總計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102 21.49 78.0% 4.70 17.1% 1.01 3.7% 0.35 1.3% 27.55 

103 21.42 77.6% 4.71 17.1% 1.10 4.0% 0.38 1.4% 27.61 

104 21.71 77.8% 4.69 16.8% 1.12 4.0% 0.37 1.3% 27.89 

105 29.02 83.3% 4.29 12.3% 1.15 3.3% 0.39 1.1% 34.85 

106 30.28 83.7% 4.35 12.0% 1.17 3.2% 0.39 1.1% 36.19 

107 28.65 84.7% 3.71 11.0% 1.12 3.3% 0.37 1.1% 33.84 

108 27.08 83.8% 3.72 11.5% 1.13 3.5% 0.37 1.2% 32.30 

109 25.58 82.4% 4.00 12.9% 1.09 3.5% 0.37 1.2% 31.04 

 

 

圖 3.1.1.2-1、歷年服務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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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機關包燈學校 

包含公場所建築物及設施、學校、醫院、固定源等，主要為電力及燃料之

消費量。102 年至 109 年機關包燈學校溫室氣體排放量，由表 3.1.1.3-1 及圖

3.1.1.3-1 所示，此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5.06(109 年)～6.93(102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呈現歷年降低的趨勢。歷年來皆以機關類別為排放量最多，其次為

學校類別。 

機關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及柴油，電力排放源自政府電燈與電力使用

以及包燈，燃料使用源自於固定污染源系統統計之焚化爐及監獄等。基隆市

102~109 年機關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1.1.3-2 及圖 3.1.1.3-2 所示，溫室氣

體排放量介於 2.97(109 年)～4.67(102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109 年機關類別溫

室氣體排放量共 2.97 萬公噸，主要排放源為包燈，占比約 31.4%，其次為中央

政府電力使用，占比約 30.1%。與 108 年相比，總量減少約 6.0%，以包燈減少

最多，減少約 8.7%；與 102 年相比，總量減少約 36.4%，亦為包燈減少最多，

減量約 63.7%，顯示出機關類別溫室氣體排放有減量的趨勢。包燈於機關類別

中排放比例逐年降低，由 55.5%(102 年)降為 31.4%(108年)，而中央政府電力及

地方政府電力排放比例逐年上升，由 18.8%(102 年)及 19.9%(102 年)升為

30.1%(109年)及 28.0%(109年)。 

學校排放來源為電力、柴油、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電力排放源自大專院

校電燈及電力使用。歷年學校電力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1.1.3-3 及圖 3.1.1.3-3

所示，燃料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如圖 3.1.1.3-4 所示，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1.26(103 年)～1.38(106 年、107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109 年學校類別溫室氣體

排放量共 1.28 萬公噸，主要排放源為大專院校電力，其次為柴油；與 108 年相

比，總量減少 3.0%，以大專院校電力降低最多，減量約 3.2%。自 91 年貣推動

永續校園計畫，於 106 年新增補助「永續校園探索計畫」，協助學校先經由自我

檢視與規劃的過程，進而提出學校自我盤查項目與整合規劃（如能源、水資源、

生態等），因此至 107 年貣可取得學校燃料統計資料。因此將 109年溫室氣體總

量扣除燃料使用後再與 102 年相比，總量減少約 6.2%，推測學校類別的溫室氣

體排放亦有減量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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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排放來源為柴油、天然氣及低硫燃油；102~109 年醫院類別溫室氣體

排放量如表 3.1.1.3-4 及圖 3.1.1.3-5 所示，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0.18(108 年)～

0.22(104 年、109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109年學校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共 0.22

萬公噸，主要燃料排放為天然氣，占比約 50.0%。與 108 年相比，總量增加約

22.2%；與 102 年相比，總量增加約 4.8%，醫院類別排放量歷年相差不大。 

固定源為固定污染源系統中非工業製程部門相關設施，排放源為柴油、天

然氣、低硫燃油及液化石油氣。102~109 年固定源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1.1.3-5 及圖 3.1.1.3-6 所示，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0.41(106 年)～0.76(102 年)

萬公噸 CO2e 之間。109年固定源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共 0.59 萬公噸，主要排放

源為低硫燃油，占比約 49.2%，其次為天然氣占比 28.8%。與 108年相較下總量

增加 15.7%；與 102 年相較下總量減少 22.4%。推測低硫燃油使用量有減少的趨

勢，自 102 年排放占比由 81.6%降至 109 年 49.2%，多轉為使用天然氣，排放占

比由 11.8%(102 年)升至 28.8%(109年)。 

 

表 3.1.1.3-1、基隆市 102~109年機關包燈學校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機關 學校 醫院 固定源 總計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占比 萬公噸 CO2e 

102 4.67 67.4% 1.29 18.6% 0.21 3.0% 0.76 11.0% 6.93 

103 4.61 69.5% 1.26 19.0% 0.20 3.0% 0.56 8.4% 6.63 

104 3.74 65.6% 1.28 22.6% 0.22 3.8% 0.46 8.0% 5.70 

105 3.44 63.5% 1.33 24.5% 0.20 3.7% 0.45 8.3% 5.42 

106 3.54 64.0% 1.38 25.0% 0.20 3.6% 0.41 7.4% 5.53 

107 3.30 59.9% 1.38 25.0% 0.21 3.8% 0.62 11.3% 5.51 

108 3.16 61.1% 1.32 25.5% 0.18 3.5% 0.51 9.9% 5.17 

109 2.97 58.7% 1.28 25.3% 0.22 4.3% 0.59 11.7%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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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1、歷年機關包燈學校溫室氣體排放量 

 

 

圖 3.1.1.3-2、歷年機關類別電力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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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2、基隆市 102~109 年機關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地方政府電力 

萬公噸 

CO2e 
0.93 0.94 0.94 0.96 1.00 0.94 0.88 0.83 

占比 19.9% 20.4% 25.1% 27.9% 28.2% 28.5% 27.8% 28.0% 

地方政府電燈 

萬公噸 

CO2e 
0.23 0.22 0.21 0.21 0.23 0.22 0.20 0.19 

占比 4.9% 4.8% 5.6% 6.1% 6.5% 6.7% 6.3% 6.4% 

中央政府電力 

萬公噸 

CO2e 
0.88 1.00 0.99 1.01 1.03 0.97 0.94 0.89 

占比 18.8% 21.7% 26.4% 29.4% 29.1% 29.4% 29.7% 30.1% 

中央政府電燈 

萬公噸 

CO2e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占比 0.6% 0.7% 0.8% 0.9% 0.8% 0.9% 0.6% 0.7% 

包燈 

萬公噸 

CO2e 
2.59 2.39 1.54 1.21 1.22 1.10 1.03 0.94 

占比 55.5% 51.8% 41.1% 35.2% 34.5% 33.3% 32.6% 31.4% 

柴油 

萬公噸 

CO2e 
0.01 0.03 0.04 0.02 0.03 0.04 0.09 0.10 

占比 0.2% 0.7% 1.1% 0.6% 0.8% 1.2% 2.8% 3.4% 

總排放量 
萬公噸 

CO2e 
4.67 4.61 3.75 3.44 3.54 3.30 3.16 2.97 

 

  



29 

表 3.1.1.3-3、基隆市 102~109年學校電力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大專院校電力 

萬公噸 

CO2e 
1.28 1.25 1.28 1.32 1.37 1.32 1.24 1.20 

% 99.2% 99.2% 99.2% 99.2% 99.3% 95.7% 93.9% 93.8% 

大專院校電燈 

萬公噸 

CO2e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 0.8% 0.8% 0.8% 0.8% 0.7% 1.4% 1.5% 0.8% 

柴油 

萬公噸 

CO2e 
－ － － － － 0.03 0.05 0.05 

% － － － － － 2.2% 3.8% 3.9% 

液化石油氣 

萬公噸 

CO2e 
－ － － － － 0.00 0.00 0.00 

% － － － － － 0.0% 0.0% 0.0% 

天然氣 

萬公噸 

CO2e 
－ － － － － 0.01 0.01 0.02 

% － － － － － 0.7% 0.8% 1.6% 

總排放量 
萬公噸 

CO2e 
1.29 1.26 1.29 1.33 1.38 1.38 1.3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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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3、歷年學校電力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圖 3.1.1.3-4、歷年學校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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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4、基隆市 102~109 年醫院燃料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柴油 

萬公噸 

CO2e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 4.8% 10.0% 4.5% 5.0% 5.0% 4.8% 5.6% 4.5% 

低硫燃油 

萬公噸

CO2e 
0.15 0.14 0.17 0.15 0.15 0.15 0.11 0.10 

% 71.4% 70.0% 77.3% 75.0% 75.0% 71.4% 61.1% 45.5% 

天然氣 

萬公噸

CO2e 
0.05 0.04 0.04 0.04 0.04 0.05 0.06 0.11 

% 23.8% 20.0% 18.2% 20.0% 20.0% 23.8% 33.3% 50.0% 

總排放當量 
萬公噸 

CO2e 
0.21 0.20 0.22 0.20 0.20 0.21 0.18 0.22 

 

 

圖 3.1.1.3-5、歷年醫院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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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5、基隆市 102~109年固定源燃料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柴油 

萬公噸 

CO2e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5 0.03 

% 3.9% 5.4% 6.5% 6.7% 9.8% 6.5% 9.8% 5.1% 

低硫燃油 

萬公噸

CO2e 
0.62 0.43 0.33 0.32 0.23 0.34 0.23 0.29 

% 81.6% 76.8% 71.7% 71.1% 56.1% 54.8% 45.1% 49.2% 

天然氣 

萬公噸

CO2e 
0.09 0.08 0.08 0.08 0.11 0.20 0.15 0.17 

% 11.8% 14.3% 17.4% 17.8% 26.8% 32.3% 29.4% 28.8% 

液化 

石油氣 

萬公噸

CO2e 
0.02 0.02 0.02 0.02 0.03 0.04 0.08 0.10 

% 2.6% 3.6% 4.3% 4.4% 7.3% 6.5% 15.7% 16.9% 

總排放 

當量 

萬公噸 

CO2e 
0.76 0.56 0.46 0.45 0.41 0.62 0.51 0.59 

 

 

圖 3.1.1.3-6、歷年固定源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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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農林漁牧 

農林漁牧活動之能源使用，如農耕、漁船及牧場等設施，包含電力及燃料

之消費量。農林漁牧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為電力、液化石油氣、原油、車用汽油、

燃料油及柴油。圖 3.1.1.5-1及表 3.1.1.5-1彙整 102年至 10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圖表中可以得知，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5.162(106 年)～6.925(108 年)

萬公噸 CO2e 之間，歷年主要排放來源為原油，其次為柴油，106 年至 108 年排

放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109年總排放量為 6.027 萬公噸，排放量最多之燃料為原油，占所有燃料中

的 96.69%，其次為柴油，占所有燃料 1.84%。與 108年相比，總排放量減少 0.90

萬公噸，下降達 13.0%；與 102年相比，總排放量減少 0.08萬公噸，下降約 1.4%。 

 

 

圖 3.1.1.5-1、歷年農林漁牧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CO2排放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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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1、基隆市 102~109年農林漁牧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電力 

萬公噸 

CO2e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8 0.008 0.006 

% 0.08% 0.08% 0.09% 0.09% 0.12% 0.12% 0.12% 0.10% 

液化 

石油氣 

萬公噸

CO2e 
0.004 0.012 0.005 0.003 0.005 0.006 0.007 0.004 

% 0.07% 0.19% 0.09% 0.06% 0.10% 0.09% 0.10% 0.07% 

原油 

萬公噸 

CO2e 
5.527 5.815 5.37 5.199 5.015 6.475 6.707 5.888 

% 90.44% 90.73% 96.83% 97.96% 97.15% 97.31% 96.87% 97.69% 

車用 

汽油 

萬公噸 

CO2e 
0.064 0.064 0.017 0.011 0.016 0.018 0.025 0.016 

% 1.05% 1.00% 0.31% 0.21% 0.31% 0.27% 0.36% 0.27% 

燃料油 

萬公噸 

CO2e 
0.017 0.018 0.007 0.004 0.005 0.004 0.004 0.002 

% 0.28% 0.28% 0.13% 0.08% 0.10% 0.06% 0.06% 0.03% 

柴油 

萬公噸 

CO2e 
0.494 0.495 0.142 0.085 0.115 0.143 0.173 0.111 

% 8.08% 7.72% 2.56% 1.60% 2.23% 2.15% 2.50% 1.84% 

總排放

當量 

萬公噸 

CO2e 
6.111 6.409 5.546 5.307 5.162 6.654 6.924 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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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能源－工業 

協和發電廠是位於台灣基隆市中山區的火力發電廠，地處基隆港外港口西側，

東側緊鄰白米甕砲台，並與外港口東側的和帄島相望。該廠由台灣電力公司興建與

經營，廠區面積 59.7 公頃。廠內 4 部機組以重油為燃料，為全臺唯一使用重油做為

燃料的火力發電廠。民國 61 年為配合政府經濟建設所增加之用電需求及提高供電可

靠度而興建之電廠，建置有 4 部全燃重油機組，每部機組之裝置容量為 50萬瓩，合

計共 200 萬瓩，於民國 74年完工。既有機組將於民國 108 年貣陸續屆齡除役，為因

應台灣北部地區用電需求，爰推動「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規劃更新改建為燃氣

電廠，設置 2 部裝置容量約 100~130 萬瓩級燃氣複循環機組。其中協一、二機已於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除役，目前運轉中機組為協三、四機，裝置容量合計 100 萬

瓩，詳如 3.1.2-1 所示。 

工業能源使用係指盤查邊界內工業活動之燃料使用，以及外購之能源等排放源。

工業能源使用之排放主要來自製造業與發電業使用之電力及燃料。我國電力係數已

考量燃料作為發電目的使用所造成之排放量，因此不納入總體排放，然發電業廠內

非生產性用電量及非發電目的燃料及電力使用造成之排放仍需納入。電廠溫室氣體

排放量資料來源，源自於歷年台電協和發電廠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內第四章第四節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2)，主要來自於行政大樓、大門口、維護大樓、甲種宿

舍、EP倉庫、備勤宿舍公共用電、外木山油槽區及大武崙生水加壓站之輸入電力。 

表 3.1.2-2及圖 3.1.2-1彙整 102年至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圖表中可以得知，

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12.05(105年)～13.62(108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 

109年工業能源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12.81萬公噸，主要86.6%源自於工業售電，

電廠排放僅占 13.4%，與 108 年相比，總量減少 5.9%，其中工業售電減少 0.3%，電

廠使用減少 31.2%，與 102 年相比，總量減少 2.6%，其中工業售電減少 5.9%，電廠

使用增加 25.5%。工業售電排放量有減量的趨勢，而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04

年至 108 年貣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於 109 年有減少的現象。 

  



36 

表 3.1.2-1、台電協和電廠各機組現況 

機組 商轉日期 裝置容量(瓩) 燃油種類 備註 

協一機 66年 1月 15日 500,000 重油 108.12.31除役 

協二機 66年 12 月 22日 500,000 重油 108.12.31除役 

協三機 69年 3月 16日 500,000 重油 商轉中 

協四機 74年 8月 26日 500,000 重油 商轉中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表 3.1.2-2、102~109 年基隆市工業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工業售電 電廠 總排放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11.78 89.6% 1.37 10.4% 13.15 

103 12.27 91.1% 1.20 8.9% 13.47 

104 11.89 94.4% 0.71 5.6% 12.60 

105 11.29 93.7 % 0.76 6.3% 12.05 

106 11.84 93.6% 0.81 6.4% 12.65 

107 11.22 88.3% 1.49 11.7% 12.70 

108 11.12 81.6% 2.50 18.4% 13.62 

109 11.09 86.6% 1.72 13.4% 12.81 

 

 

圖 3.1.2-1、工業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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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能源－運輸 

本市運輸能源使用包含盤查邊界內之道路運輸、鐵路(台鐵)及海運/水運等運輸

模式耗用之燃料及外購電力。道路運輸應包含行駛於盤查邊界內公路之各車種能源

使用，包含電力及燃料之消費量。軌道運輸應包含盤查邊界內鐵路，基隆市以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台鐵)為主，計算台鐵電力及化石燃料之消費量。海運/水運針對

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提供量化方法，考量船隻航行範圍、港口類型、貣

終點等相關資訊，以妥善切分海運/水運排放量。 

表 3.1.3-1及圖 3.1.3-1彙整 102年至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圖表中可以得知，

此部門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81.42(108年)～92.39(102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 

109年運輸類別總排放量為 82.16 萬公噸，道路運輸為其中最主要的排放來源，

汽油排放 32.26 萬公噸，占總運輸類別 29.3%，其次為柴油，排放 17.20萬公噸，占

比 20.9%，表 3.1.3-2 及圖 3.1.3-2彙整 102 年至 109 年基隆市售油量與溫室氣體排放

量趨勢比較，顯示出自 105 年貣因汽油使用排放之溫室氣體有逐年減量的趨勢，於

109年又有上升的現象。 

因基隆港為國際商港，109年度水運部分占比 36.0%，排放 29.54 萬公噸，與 108

年排放量相同，並與 102 年相較減少 28.0%。自 106 年貣水運運輸溫室氣體排量有

逐年削減之趨勢。分析其主要原因，本市水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於基隆港商貨

船以及各漁港漁船動力使用之燃料。臺灣自 106 年 1 月 1 日貣實施外籍船舶及航駛

國際航線國籍船舶進入我國國際商港應採用低硫燃油措施，並結合交通部與港務局

推動低硫燃油獎勵措施，以降低港區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的排放。另外，近年漁業

不景氣，加上從事漁業人口老化與人才流失，許多船東與漁民將漁船上架實施減船

計畫等規劃。 

基隆市內軌道運輸僅有台鐵列車運行，於本市內含有基隆、三坑、七堵、八堵、

百福、五堵、暖暖、海科館與八斗子等車站，營業里程約 18公里，佔全台灣總營業

里程約 2%。台鐵列車提供客運與貨運服務，本市境內車站客運人數佔全臺灣總客運

人數 4%；貨運噸數佔全臺灣總貨運噸數 13%。基隆市周邊鄰近大臺北都會區，通

勤族常以鐵路作為通勤之交通工具，使得整體鐵路運量有上升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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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102~109 年基隆市運輸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 

項目 

 

年度 

道路運輸-汽油 道路運輸-柴油 鐵路 水運 
總排放

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31.22 33.8% 17.04 18.4% 3.12 3.4% 41.01 44.4% 92.39 

103 31.88 35.9% 17.18 19.3% 3.15 3.5% 36.65 41.2% 88.87 

104 32.74 40.0% 16.56 20.2% 3.22 3.9% 29.30 35.8% 81.82 

105 33.74 39.7% 16.63 19.6% 3.23 3.8% 31.41 36.9% 85.00 

106 32.62 37.9% 17.10 19.9% 3.49 4.1% 32.77 38.1% 85.98 

107 31.97 38.2% 17.75 21.2% 3.39 4.1% 30.52 36.5% 83.63 

108 31.43 38.6% 17.17 21.1% 3.28 4.0% 29.54 36.3% 81.42 

109 32.26 39.3% 17.20 20.9% 3.16 3.8% 29.54 36.0% 82.16 

 

 

圖 3.1.3-1、歷年運輸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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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2、102~109 年基隆市售油量統計表 

項目 

年度 
汽油(仟公秉) 柴油(仟公秉) 合計(仟公秉) 

102 137,449 65,147 202,596 

103 140,367 65,697 206,064 

104 143,755 63,023 206,778 

105 148,532 63,585 212,117 

106 143,608 65,407 209,015 

107 140,745 67,898 208,643 

108 138,390 65,658 204,048 

109 142,042 65,759 207,801 

 

 

圖 3.1.3-2、歷年售油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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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業製程部門  

依據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採用 102 年至 108年固定污染

源系統申報之原料及產品量推估，依據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列出包含礦

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電子業等產業製程及產品使用可能牽涉之排放源。排放

源燃料包含天然氣、低硫燃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氣，其中不包含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協和發電廠之低硫燃油排放源，詳如表 3.2-1 所示。 

表 3.2-2 及圖 3.2-1彙整 102 年至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圖表中可以得知，工

業製程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介於 1.17(108 年)～1.55(102 年)萬公噸 CO2e 之間。表

3.2-3 及圖 3.2-2 彙整 102 年至 109 年工業製程部門燃料使用量及各燃料類別溫室氣

體排放量。以 109 年為例，工業製程部門總排放量為 1.24 萬公噸 CO2e，天然氣為

排放量比例最高的燃料，排放量佔所有燃料 46.0%，其次為低硫燃油，占所有燃料

33.9%。與 108 年相比，總排放當量增加 0.07 萬公噸，上升 6.0%。與 102 年相比，

總排放量減少 0.31 萬公噸，降低 20.0%。自 105 年貣皆低於近七年帄均值，顯示出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有減量的趨勢。表 3.2-3為 102~109年工業部門燃料使用量，

近年來主要使用燃料由低硫燃油轉為天然氣，109 年與 102 年相比，天然氣使用量

增加 225%，低硫燃油使用量減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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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基隆市固定污染源申報系統列管之排放源 

管制編號 廠名 原物料名稱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C1100246 台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C1500602 總合溶劑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C1504315 居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低硫燃油 

C1100246 台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硫燃油 

C1100362 福基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低硫燃油 

C11A0832 台灣東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堵廠 低硫燃油 

C1204276 將誠有限公司 低硫燃油 

C1500353 信孚壓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低硫燃油 

C1500497 興業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低硫燃油 

C1200134 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八堵廠 低硫燃油 

C11A1157 泳富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柴油 

C11A1999 裕信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 

C11A2581 尚吉康興業有限公司 柴油 

C1200134 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八堵廠 柴油 

C1501350 北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崙分公司 柴油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柴油 

C140004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供油服務中心 柴油 

C11A0743 合順複合科技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氣 

C1200349 和順汽車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氣 

C1500353 信孚壓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液化石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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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102~109年基隆市工業製程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CO2排放當量) 

項目 

 

年度 

天然氣 低硫燃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氣 總排放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0.18 11% 1.00 65% 0.35 22% 0.03 2% 1.55 

103 0.12 8% 1.02 66% 0.37 24% 0.03 2% 1.53 

104 0.18 12% 0.88 59% 0.40 27% 0.04 2% 1.49 

105 0.24 19% 0.67 53% 0.33 26% 0.03 2% 1.27 

106 0.30 24% 0.68 55% 0.23 19% 0.03 2% 1.24 

107 0.60 51% 0.28 24% 0.25 21% 0.04 3% 1.18 

108 0.49 42% 0.37 32% 0.26 23% 0.05 4% 1.17 

109 0.57 46% 0.42 34% 0.20 16% 0.05 4% 1.24 

 

 

圖 3.2-1、工業製程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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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102~109年基隆市工業製程部門燃料使用量 

項目 

年度 

天然氣 低硫燃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氣 

立方公尺 公升 公升 公升 

102 937,120 3,215,680 1,320,940 143,960 

103 622,770 3,257,290 1,411,700 173,270 

104 960,290 2,814,240 1,512,640 198,380 

105 1,297,520 2,158,630 1,255,400 166,500 

106 1,574,530 2,174,010 894,260 192,320 

107 3,224,071 909,450 969,090 210,640 

108 2,620,200 1,182,460 1,012,670 268,840 

109 3,044,010 1,346,320 770,030 261,480 

 

 

 圖 3.2-2、工業製程部門各燃料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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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農業部門 

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於 2006 年出版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指南第四卷所述，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共分為：畜禽腸胃發酵、畜禽糞尿處理、

水稻種植、農業土壤、草原焚燒、作物殘體燃燒、石灰處理、尿素施用。其中畜牧

產業之排放源有「畜禽腸胃發酵」（排放甲烷）及「畜禽糞尿處理」（排放甲烷及氧

化亞氮），其計算範疇係指人類所飼養的家畜及家禽，而野生動物因生態過於複雜不

予列計。農糧產業之排放源主要有來自農地的「水稻種植」（排放甲烷及氧化亞氮）、

「作物殘體燃燒」（排放甲烷及氧化亞氮）及來自土壤施肥的「農業土壤」（排放氧

化亞氮）、「石灰處理」（排放二氧化碳）與「尿素施用」（排放二氧化碳），至於「草

原焚燒」因臺灣地理環境極少草原故不列入計算。上述農糧與畜牧產業於生產活動

中使用燃料部分則在能源部門計算。 

在腸胃發酵生成甲烷之研究方面，家禽之研究為臺灣特色，因此 2006 IPCC 指

南雖未估算家禽類，臺灣仍將自 1998 年貣之研究成果計入，其研究並細分為白色

肉雞、有色肉雞、蛋雞、鵝及肉鴨；至於乳牛之研究排放係數雖大於 IPCC，但與畜

牧大國使用之本土係數反較相近。因此臺灣畜禽類腸胃發酵甲烷排放量之估算方法，

亦大致依據 2006 IPCC 指南之原則，係統計國內飼養量大或有研究者，如牛、山羊、

豬、雞、鵝及鴨，至於鹿及馬之排放量分別未達總排放量之 5%，而綿羊、駱駝、

駱馬及騾臺灣並無商業飼養，故均不計入。 

本市農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為飼養牲畜，來源包含豬、羊以及雞其

胃腸道內發酵與排泄物處理所造成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本市估算 102 年至 109 年

之排放結果，詳如表 3.3-1 及圖 3.3-1 所示。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102 年 0.005 萬公噸

逐年下降至 109 年的 0.0002 萬公噸，整體排放量減少約 96.5%。減少主要原因為本

市無水稻田耕種，排放量來源於牲畜飼養，102年本市牲畜飼養共 2,069 隻降至 109

年牲畜飼養共 469 隻，總計減少 1,600 隻，其中影響最大為豬隻減少，自 106 年貣

豬隻數量急遽減少，至 108 年底已無飼養豬隻數量，且 109 年羊與雞之數量有顯著

減少的現象，推測此為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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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CO2排放當量) 

項目 

年度 

水田 牲畜 總排放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0 0% 0.0058057 100% 0.0058057 

103 0 0% 0.0050641 100% 0.0050641 

104 0 0% 0.0052499 100% 0.0052499 

105 0 0% 0.0058551 100% 0.0058551 

106 0 0% 0.0050129 100% 0.0050129 

107 0 0% 0.0010059 100% 0.0010059 

108 0 0% 0.0007076 100% 0.0007076 

109 0 0% 0.0002041 100% 0.0002041 

 

表 3.3-2、基隆市 102~109年家畜類種數 

家畜類 

年度 
牛 羊 豬 雞 鴨 鵝 總計 成長率 

102 - 59 741 1,269 - - 2,069 - 

103 - 46 647 1,416 - - 2,109 1.9% 

104 - 48 699 605 - - 1,352 -35.9% 

105 - 58 783 304 - - 1,145 -15.3% 

106 - 69 622 542 74 4 1,311 14.5% 

107 - 39 58 592 71 3 763 -41.8% 

108 - 38 - 501 199 3 741 -2.9% 

109 - 11 - 286 169 3 469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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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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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廢棄物部門  

依據 2006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指南，廢棄物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源範

疇包括：固體廢棄物處理、廢棄物生物處理、廢棄物焚化與露天燃燒、廢水處理排

放及其他廢棄物管理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但不包含涉及能源部門之內容，如回收

掩埋場沼氣進行發電，此部分屬燃料燃燒能源利用，應列於能源部門，從廢棄物部

門扣除，以避免部門間重複計算，或屬生物成因之單元，單元產生之二氧化碳不納

入排放量計算，由於廢棄物在生物界中就會被細菌分解成二氧化碳，因此不納入計

算。 

本市廢棄物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包括焚化、生活污水及堆肥三大部分。

本市焚化處理以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為主要焚化處理單位，每日焚

化處理量為 600 公噸(300 公噸/日/爐×2 爐)，處理垃圾包含一般廢棄物(一般生活垃

圾)與事業廢棄物。另外，本市生活污水下水道接管率達 71%，藉由污水管線收集到

基隆市和帄島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基隆市民產生之生活污水，經二級淨水處理程序

後部分放流水排放至海洋與人工溼地進行淨化，部分放流水由回收系統回收至廠區

回收水機房作為廠區用水及消泡用水再利用。相較於焚化處理與生活污水淨化，基

隆市堆肥屬於較少量之處理方式。 

本市估算 102 年至 109 年之排放結果，詳如表 3.4-1 及圖 3.4-1 所示。109 年廢

棄物部門排放量估算為 13.78 萬公噸，焚化類別排放 11.11 萬公噸，占廢棄物部門中

80.6%，生活污水排放 2.67萬公噸，占 19.4%。109年廢棄物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08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減少 0.37 萬公噸。109 年焚化所產生的溫室氣體較 108 年

增加 0.95 萬公噸，上升幅度約 9.35%，與 102 年相比，增加 1.3 萬公噸，上升幅度

約 13.3%。而生活污水從 103 年開始有逐年下降之趨勢，與歷年基隆市污水下水道

接管率提升有關，減少化糞池直接排放甲烷與氧化亞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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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廢棄物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CO2排放當量) 

項目 

 

年度 

焚化 生活污水 堆肥 總排放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9.81 83.7% 1.90 16.3% 0.00 0.0% 11.71 

103 9.35 70.8% 3.86 29.2% 0.00 0.0% 13.21 

104 10.20 74.4% 3.50 25.6% 0.00 0.0% 13.70 

105 10.46 76.0% 3.30 24.0% 0.00 0.0% 13.75 

106 9.65 75.7% 3.10 24.3% 0.00 0.0% 12.74 

107 10.84 74.9% 2.91 20.1% 0.72 5.0% 14.47 

108 10.16 75.8% 2.78 20.7% 0.47 3.6% 13.41 

109 11.11 80.6% 2.67 19.4% 0.00 0.0% 13.78 

 

 

圖 3.4-1、廢棄物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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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廢棄物部門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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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於 1997 年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改

變及林業 (Land Use,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 納入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指南，對於土地利用改變造成的碳排放量，以及林業部門碳移除量等估算方法提

出具體建議，之後 IPCC 於 2003 年再公布 LULUCF 的良好作法指南，目前最新

的版本為 2006 年所公布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其內容係結合 IPCC 1996 指南及 

2003 年 LULUCFGPG 的主要精神與內容。在 2006 IPCC 指南架構下共區分為五

大部門，其中與森林有關的部門為 3.B.1「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使用」部分之土

地（含林地維持為林地及林地與其他土地使用類型的轉換）及 3.D.1「收獲林產品」

等部分。 

由於臺灣區域計畫法、森林法對於林業用地變更以及森林伐採均已訂有相關規

範，且根據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八條，民國 81年貣即實施禁伐天然林政策，同

時林地變更為其他使用之情形極少，因此藉由林務局第三次與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

調查成果之林型面積，以及林業統計每年新植造林、伐採、薪材收穫及干擾等相關

活動數據，據以估算臺灣林業部門年碳移除量。 

根據 109 年度「林業統計年報」，本市林業部門林種包括天然闊葉林、天然針葉

林、天然針闊葉混合林、竹林(林木部分)。本市參考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

查計算指引」，推估林地之年度碳貯存變化量，依據碳與二氧化碳分子量轉換，將計

算得到的碳吸收量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表示。本市估算 102 年至 109 年之林業部門

排放結果，詳如表 3.5-1與圖 3.5-1所示。本市林業面積以天然闊葉林為主要林業項

目，佔整體林業部門溫室氣體吸收量約 90%，其次為竹林，占總共 6%。109 年總吸

收當量為 0.0061 萬公噸，與 108年相比相同，較 102 年則增加 0.0003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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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林業部門溫室氣體吸收量(CO2吸收當量) 

項目 

 

 

年度 

天然闊葉林 天然針葉林 
天然針闊葉 

混合林 
竹林(林木) 

總吸收 

當量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 

萬公噸 

CO2e 

102 -0.0052 89% -0.0001 2% -0.0001 2% -0.0004 7% -0.0058 

103 -0.0052 89% -0.0001 2% -0.0001 2% -0.0004 7% -0.0058 

104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105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106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107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108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109 -0.0055 90% -0.0000 0% -0.0002 4% -0.0004 6% -0.0061 

 

 

圖 3.5-1、林業部門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52 

第四章、結論 

隨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議題關注度上升，其中以二氧化碳最受國際上討論。各

國在通過巴黎協定後，陸續設立國家自主減碳時程，以達成巴黎協定設定 2100 年全

球升溫控制在 1.5℃目標。台灣雖然不是締約國，但為盡全球一份心力，制訂溫室氣

體減量管理法等條文，明文設定 2050年排放量較 2005年排放水準減少 50%之目標。 

基隆市座落於大台北都會區，交通網絡便利，與台北市、新北市交織北北基生

活圈，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於能源部門中的住商及農林漁牧類別與運輸類別。住

商與運輸分別占 109 年之 43.9%與 41.9%。109年住商及農林漁牧類別溫室氣體排放

量較 108 年增加 0.31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運輸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則較 108 年減

少 0.74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廢棄物部門為所有部門中排放量第二高者，109 年之

排放量為 1.38萬公噸，與 108年之排放量相比上升 0.04萬公噸。其餘部門對於本市

排放量影響有限但仍有持續改善空間。 

透過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報告可知歷年基隆市各部門貢獻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針對各部門排放量進行相關減碳策略，以達成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