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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及檢討 

(一) 執行成果分析 

根據前述執行狀況及達成情形，在「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2020年度的管制目標部分，在考量能源平衡表統計差異後，商業部門排

放量皆有達到當年度管制目標。不過，在2016-2020年度的整個第一期階

段的管制目標部分，住商部門的排放上限管制目標為298.845百萬公噸

CO2e，而實際排放量為305.079百萬公噸 CO2e，高於管制目標2.09%。 

若再從「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第一期階段)」所擬定

的各商業部門主管機關的推動策略與措施之達成情況來看，出現達成率

大幅超前預期的情況。檢討為何會出現個別主管機關推動策略與措施達

成情況極佳，但整體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卻無法達成的情況，顯

示各主管機關協商減量責任核配方式及配套措施時，有可能是低估了政

策推動之成效預期，也有可能是對於政策推動之雄心不足，進而導致目

標訂定過低。 

1. 各主管機關協商減量責任核配方式時，與整體商業部門減量目標脫鉤 

商業部門各主管機關針對商業部門之溫室氣體目標進行責任分配

時，因所轄商業部門特性不同，往往會先考量其推動策略執行上的困

難之處，向下修正其政策措施之推動目標，卻乏雄心的情況下除了使

得其減量目標設定偏低，與整體商業部門減量目標脫鉤。 

2. 行政推動資源與層級不足，對減排政策推動成效之掌握程度有限 

目前各主管機關在減排政策的擬定與推動上多數都是採用臨時編

組的方式來進行，並無專責的人力與經費，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了解

與行政能量不足。由於溫室氣體減排之相關專業知識技術有其進入門

檻，若無專業的人力與專責的經費，難以精確的預測與推估減排政策

推動之成效，因而設定了較低的達成目標。 

因此，在後續溫室氣體第二期階段管制推動時，商業部門各主管機

關應該設定比減量責任核配更具有雄心壯志之推動目標，同時也應設置

專責的專業人力，以及編列足額的推動經費，才能避免個別主管機關推

動策略達成情況與整體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脫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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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臨困難及解決方式 

1. 面臨困難 

針對住宅部門與商業部門推動「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

方案」第一期管制目標之6大策略，住商部門各主管機關在推動過程所

遭遇之困難及挑戰經彙整後主要包括以下7點： 

(1) 建築物新建即增加排碳量，相關減碳措施僅能減緩排碳上升曲線。 

(2) 建築物興建完成後，使用電力設備後即大幅增加碳排放量，惟該使

用設備繁多且用電資訊涉及隱私問題，無法確認耗電來源，並且涉

及國人用電習慣。 

(3) 產業創新發展帶動能源需求上升，增加溫室氣體減排難度 

A. 在疫情衝擊下，民眾的消費及生活型態改變，促成許多新興商業

服務業的快速成長，例如電子商務與餐點的宅配、快遞與外送等，

帶動商業服務業產業規模擴大，而這些新型態的商業模式也將增

加商業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的難度。 

B. 零售業線上線下整合創新帶動倉儲物流的需求，為提高商品配送

效率，相關產業朝向智慧化營運模式，增加導入自動化與冷鏈倉

儲物流設備，使得倉儲物流業的用電量明顯提升。 

C. 金融產業的數位創新發展使得相關電子化設備日益增多，而新興

傳輸技術提升訊號傳輸品質，也帶動通訊傳播產業的創新發展。

但這些新的技術與創新相對的也增加對於能源的消耗。 

(4) 數據取得有其限制，無法確實掌握減排成效，難以擬定因應策略 

A. 囿於資料的限制，目前我國商業部門各部會的溫室氣體減碳責任，

是以台電公司公布的電力用電戶用電資料，以各產業電力的消費

量進行估算與核配；然而，對於表燈用電戶或部分營業場域，則

無法更進一步拆分及統計，也因此無法進行更精細的推動策略擬

定。 

B. 為強化管理減碳成果，衛福部已於每年度提前至上半年起要求醫

院填報醫院節能減碳網路填報系統，統計前一年能源耗用資料，

含開放總病床數等醫院營運基本資料，以及電、水、油、氣及廢

棄物等使用/產生等資料。惟因汰換老舊設備所產生之節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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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於次一年度始能依實際耗用數據，完整填報能源耗用量及廢

棄物產生量資料，統計數據無法即時更新，導致成效遞延，難以

於當年度反映推動政策成果。 

(5) 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減排之認知與驅動誘因有待提升 

A. 缺乏專業能源管理及盤查人員，中小型業者低碳轉型能力不足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11條規定，能源大用戶 (即契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 kW 之用戶) 應依其能源使用量級距，自置或委託一定名額之

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執行能源查核，並訂定節能目標與執

行計畫，又上述能源管理人員必須經過課程訓練以及考試合格。

換而言之，企業欲培訓專業的能源管理人員，需要投入一定的成

本，然而商業服務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再加上用電量不大，較無

誘因培訓專業能管人員，故企業之能源管理人員大多身兼多職，

且多為非技術背景人員，致使減碳工作推動執行不易。 

B. 能源成本占比低，企業自主落實節能減碳之誘因不高 

能源費用普遍占營業成本2%~5%(比例不高)，且未能落實節能減

碳工作亦不會影響企業營運，因此企業未將節能減碳列為重要優

先項目。此外，中小企業因人力資源有限，且多專注於產品生產，

較缺乏能源管理概念，主動進行節能改善之意願不高。 

(6) 極端氣候出現頻率增加額外能源耗用，老舊設備汰換成效降低 

A. 因近年氣候變遷導致平均溫度逐年上升(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至

2020年底臺灣平均溫度為攝氏24.62度，再創歷史新高)，醫院為

符合醫療相關法規，維持高品質醫療服務(如：感染管制、藥物樣

品保存)，環境需保持低溫。氣候異常高溫造成額外能源耗用，可

能與當年度醫院汰換舊機組之節能功效，兩者相互抵銷，導致當

年排碳總量與前一年相比可能持平。 

B. 因氣候異常、夏季長、天氣日益高溫炎熱，金融業雖已遵照政府

節能計畫，逐年汰換燈具、空調等老舊耗能設備，但受限於服務

業行業屬性，在逐年汰換相關耗能設備後，恐難再有顯著之節能

空間。 

(7) 住宅用戶改變生活型態提升能源需求 

民眾改用電動汽、機車是未來趨勢，提高民眾於建築物或自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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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需求，而且受疫情影響下，原本外出工作及就學型態，改變成居家

辦公及遠距教學的新型態，以致空調、照明及家電等設備需求提升，

皆增加住宅部門用電量，提升住宅部門溫室氣體減量難度。 

2. 解決方式 

針對「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第一期管制目標之6大

策略，在推動過程所遭遇之困難及挑戰，除了將加強跨部會之間的協調，

進一步精進減碳措施之擬定與推動。此外，亦將依據產業業態與特性，

從環境面、輔導面與宣導面三方面加強推動，輔導商業部門將減碳意識

融入經營活動，同時引導行為改變、提升綠色意識。因此未來持續推動

住商部門新建築物能效提升、既有建築減量管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

標。 

(1) 持續強化「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會商平台」功能 

商業部門主管機關眾多，將持續透過「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會商

平台」讓各部會進行節能減碳推動措施與經驗之分享交流，並且展

開社會對話與溝通，凝聚產業淨零減排之共識，加強跨部會間的合

作，進一步精進商業部門淨零轉型推動措施。 

(2) 減碳環境優化(環境端) 

A. 研議並評估強化相關政策法規(如：空污或廢水法規等)或擴大管

制對象與項目(如：能源管理法)，提升企業重視節能減碳程度。 

B. 持續透過商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會商平台會同台電公司針對此議

題進行討論，以期透過更完整的資料，擬定後續商業部門之減碳

策略與措施。 

(3) 加強輔導企業減碳管理與轉型(企業端) 

A. 強化產業低碳營運模式診斷機制，透過推動智慧維運及能效管理，

輔導企業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取得(減)碳標籤或導入微型抵換等

措施，並鼓勵企業強化綠色設計及使用環保材質或循環包材，以

擴大整體節能減碳之成效。 

B. 結合大數據等數位科技，積極推動商業部門最適減碳經營模式轉

型(如：最佳營業時間、店型與坪效、銷售通路或能源使用方式

等)。促進產業朝向節能減碳經營模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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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宣導以提升綠色意識(消費端) 

A. 持續提高廣宣 (圖文、短片及手冊)及節能種子人才培育之力度與

強度，並建立典範案例，擴散標竿企業之改善措施與成效，達到

教育和強化中小型業者節能減碳意識之目的；同時透過辦理示範

觀摩與見學活動，邀請廠商現身說法，提升廠商進行節能改善之

信心與意願。促進產業行為模式改變，並推行綠色採購，從源頭

進行自主減碳。 

B. 建構綠色生活概念，並結合數位工具(如:行動支付、信用卡等)，

建立並推動綠色消費回饋機制，鼓勵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從而

影響企業端朝向低碳經營之決策。 

(5) 加強新建建築能效提升 

第一期階段已修訂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相關建築物節約能

源法規，並於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未來仍持續檢討相關法令實施

成效，適時強化相關法規規定。為管制新建建築物設置中央空調系

統，將評估納入中央空調系統(EAC 指標)設計基準，並增修「新建

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標準」之規定。另外，為落實執行建築物節約

能源及綠建築各項法規，持續補助及輔導地方政府辦理綠建築審核

抽查及法規宣導工作。 

(6) 既有建築減量管理 

擴大辦理節能診斷與輔導，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量能，針

對既有建築物進行節能診斷服務，加強住商節能宣導工作與教育訓

練，提升節能改善績效。另針對設備及家電部分，持續提升節能標

章產品效率基準及推動採用高效率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