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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及達成情形 

一、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執行狀況 

(一)緒論 

105 年 6 月 24 日行政院「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

事項分工整合」會議裁示，有關推動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由

經濟部為主辦機關、國科會為協辦機關。行動方案擬定原則係依

循「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政策內涵及「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部門策略及措施，由國科會、環保署及經濟部(能源局、

國營會、中小企業處、加工岀口區管理處、商業司及工業局)等部

會擬具「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達成第二期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並作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重要依循。 

第二期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於 111 年

3 月 21 日由經濟部彙辦報院，刻正於行政院核定中；其內容分為

17 項推動策略及 37 項具體措施，110~114 年預計投入經費共 85.7

億元(如表 1)。 

表 1、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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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方案計畫執行狀況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共計 37 項措施，包括能力建構 20 項及實質

減量 17 項，37 項措施進度皆符合預期目標，各項措施執行情形詳見

附件。 

1.依行動綱領政策內涵區分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共有 6 項實質減量及 6 項

能力建構措施；「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措施」共

有 11 項實質減量及 6 項能力建構措施；「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

程」共 8 項能力建構措施，皆達成當年度執行目標，如表 2 所示。 

表 2、110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狀況統計-依政策內涵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實質減量(A) 能力建構(B) 總項數(C=A+B) 

達 

成 

(a1) 

未 

達 

成 

(a2) 

小 

計 

(a1+ 

a2) 

執行

率(%) 

(a1/a1

+a2) 

達 

成 

(b1) 

未 

達 

成 

(b2) 

小 

計 

(b1+ 

b2) 

執行

率(%) 

(b1/b1

+b2) 

達 

成 

(c1=a

1+b1) 

未 

達 

成 

(c2=a

2+b2) 

合 

計 

(c1+ 

c2) 

執行

率(%) 

(c1/c1

+c2) 

輔導產業轉型

為綠色低碳企

業 

6 0 6 100% 6 0 6 100% 12 0 12 100% 

加強推動產業

執行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之措

施 

11 0 11 100% 6 0 6 100% 17 0 17 100% 

產業調整為永

續生產製程 
- - - - 8 0 8 100% 8 0 8 100% 

總計 17 0 17 100% 20 0 20 100% 37 0 37 100% 

 

  



 

5 

 

2.依主辦機關區分 

經濟部提報 16 項實質減量及 17 項能力建構，總計 33 項措

施；國科會提報 1 項實質減量及 2 項能力建構；環保署提報 1

項能力建構措施，皆如期執行符合進度，如表 3 所示。 

表 3、110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狀況統計-依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 

實質減量(A) 能力建構(B) 總項數(C=A+B) 

達 

成 

(a1) 

未 

達 

成 

(a2) 

小 

計 

(a1+ 

a2) 

執行

率(%) 

(a1/a1

+a2) 

達 

成 

(b1) 

未 

達 

成 

(b2) 

小 

計 

(b1+ 

b2) 

執行

率(%) 

(b1/b1

+b2) 

達 

成 

(c1=a1

+b1) 

未 

達 

成 

(c2=a2

+b2) 

合 

計 

(c1+ 

c2) 

執行

率(%) 

(c1/c1

+c2) 

經濟部 16 0 16 100% 17 0 17 100% 33 0 33 100% 
國科會 1 0 1 100% 2 0 2 100% 3 0 3 100% 
環保署 0 0 0 0% 1 0 1 100% 1 0 1 100% 
總計 17 0 17 100% 20 0 20 100% 37 0 37 100% 

3.110 年執行成果摘要 

在實質減量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能源

管理、製程改善、設備汰換、轉換低碳燃料 (如燃煤、燃油轉換

為天然氣或生質能)及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110 年完成 557 家

工廠節能減碳技術服務、174 家工廠製程改善與設備汰換、21

家產業園區能資源鏈結推動、175 家工廠低碳燃料轉換等輔導，

並協助業者進行鍋爐改善，促進 42 家工廠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

應用，110 年措施總減碳量為 1.7 百萬公噸 CO2e。 

在能力建構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盤點產業減碳潛力與成本、

導入環境化設計與綠色供應鏈概念、推動綠色工廠及辦理人才

培訓。110 年召開 25 場次產業減碳工作會議，協商減碳目標及

路徑；協助 93 家廠商導入綠色供應鏈體系、產品綠色設計、綠

色採購、碳足跡、環境足跡與物質流成本分析；31 家廠商通過

綠色工廠標章及清潔生產評估系統，並辦理 10 場次氣候變遷調

適宣導及節能減碳說明會，完成 431 人次培訓，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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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成果摘要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執行狀況說明 

輔導產業轉型
為綠色低碳企
業 

1.製程改善與設備汰舊換新：完成 174 家工廠臨場輔導，

促進產業製程設備汰舊換新，減碳 11.6 萬公噸 CO2e。 

2.補助鍋爐改用低碳燃料：因應加嚴鍋爐排放標準，完成

112 座鍋爐改善及設備補助，減碳 5.0 萬公噸 CO2e。 

3.工業部門低碳燃料替代：推動燃煤燃油轉換為天然氣

或生質能及導入最佳可行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完成

63家工廠臨場輔導及生質能供需媒合訪視，減碳 12.8 萬

公噸 CO2e。 

4.能資源整合與廢棄物再利用：完成 21 家工廠能資源整合

諮詢診斷，召開鏈結研商會議，減碳 10.9 萬公噸 CO2e。 

5.推動產業訂定減碳目標：與工總及產業公協會合作，召

開 25 場次產業減碳相關工作會議，推動領頭企業提出企

業 2050 淨零目標。 

加強推動產業
執行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之措
施 

1.企業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管理機制：完成辦理 2 場次 106

人次參與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輔導 1 家企

業導入氣候變遷調適管理程序。 

2.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辦理節能減碳說明會 8 場次 325

人次，輔導 557 家工廠節能減碳輔導，提供節能技術診

斷服務，減碳 89.8 萬公噸 CO2e。 

3.智慧化能源管理：輔導 42 家工廠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導

入智慧化能源管理應用，減碳 42.1 萬公噸 CO2e。 

4.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及效能標準獎勵：提供廠商抵換專案

諮詢服務，完成 3 家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16 廠次抵

換專案現場技術支援，減碳 1.85 萬公噸 CO2e。 

產業調整為永
續生產製程 

1.導入環境化設計：輔導 84 家廠商導入環境足跡、產品綠

色設計、申報綠色採購。 

2.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輔導 9 家廠商完成國際 CSR 報告

書首發、完成推動中心廠/品牌廠、推動供應商綠色創新

價值鏈體系。 

3.推動綠色工廠：輔導 31 家廠商通過綠色工廠標章或清潔

生產符合性判定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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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方案經費執行狀況 

110-114 年預計投入經費 85.7 億元，110 年實際執行經費 20.2

億元，如表 5 所示。 

表 5、110 年行動方案經費執行狀況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110-114 年 

預期經費 

萬元(A) 

110 年 

實際經費 

萬元(B) 

執行率% 

B/A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 158,613 62,030 39% 

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之措施 
691,909 138,712 20% 

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程 6,380 1,296 20% 

總計 856,901 202,038 24% 

(四)亮點成果 

1.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 

(1)整體成效 

依據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國際標準，推動製造業建置能源

管理系統示範輔導，透過內部管理系統建置，結合節能診斷技術服務，

協助企業建立持續改善的機制與動力。透過 PDCA 持續落實節能減

碳，歷年共輔導 285 家廠商，累計減碳量為 74.9 萬公噸 CO2e、平均

每年節電率為 1.9%；更為企業打造智慧化能源管理良好基礎，逐步

推動工業節能數位轉型。 

(2)輔導案例 

以某鋼鐵廠為例，透過能源盤點、目標設定及方案執行，溫室氣

體排放強度從 0.41 降至 0.39CO2eq/公噸鋼胚產量，109 年平均節電

率高達 5.0%。並依循標準關注相關者需求，遵循能源法規配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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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再生能源，預計 2032 年起，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太陽能 20MW，

風機 19.9MW （含 2015 年設置之 11.5MW），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相

當於總電力需求量之 6.3%，可減少 CO2排放量 38,048 公噸。 

  

 

2.製程改善與設備汰換 

(1)製程效率提升 

以某電子廠效率提升案例為例，改善前，冰水系統以既有演算程

式收集相關數據後，再進行單系統對單系統之最佳控制，以達節能效

果。改善後，透過運用「冰水系統最佳化節能控制程式」所產生的巨

量運轉資料，及透過 AI 人工智慧及 ML 機器學習的類神經網路演算

法建立全新的模型架構，成功自數千個相關參數中，找出數十個關鍵

參數。 

冰水系統最佳化節能控制程式再以這些關鍵參數，決定最佳省

能溫度與系統能耗，以進一步節省用電。本案投資金額 29.4 萬元，

每年可節省電力約 259.5 萬度電，減碳量約 1,321 公噸/年，0.2 年可

回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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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鍋爐改善補助 

因應 109 年鍋爐空污排放加嚴標準，推動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

畫，110 年完成 112 座鍋爐改善及設備補助，減碳 5 萬公噸 CO2e。

併計 107 年至 110 年共補助 2,123 座鍋爐設備改善，總減碳 58.8 萬

公噸 CO2e。另外，110 年輔導改善共 850 座，輔導改善統計至 110

年共改善 2,677 座，總改善座數為 4,800 座，總改善率達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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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系統優化技術服務 

結合產業公會、供應鏈或技術商能量，協助工廠針對公用系統進

行節能診斷輔導，加速產業應用高效率節能技術設備，至 110 年度累

計輔導 1,235 家工廠提升公用系統、製程之能源使用效率，帶動 45 億

元投資金額、減碳 61 萬公噸 CO2e。以工業鍋爐系統為例，某製藥廠

藉由汰換重油鍋爐改採天然氣、採用高效率貫流式鍋爐、導入能源監

控系統等技術改善，進而分析製程蒸氣需求，找出不同銷售產品最低

耗能的鍋爐控制策略，帶動投資金額 980 萬元、減碳 651 公噸 CO2e，

提升鍋爐系統燃燒效率。 

 

 

4.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藉由開發符合國內產業環境之方法學，提供工廠應用發展抵換專

案；並依循環保署規範與程序，透過現場技術支援，協助工廠克服執

行過程遭遇困難，將節能減碳績效轉換為有價之碳額度。 

為強化產業減碳誘因，自 106 年擴大抵換專案示範推動，截至

110 年底，製造部門累計 55 件註冊通過專案，占全國註冊案件 60%，

可向環保署申請 1,897 萬噸碳額度；其中 11 案已取得額度，合計 45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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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體成效 

 

(2)輔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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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域能資源整合 

110 年持續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將各工廠多餘的能源與資源藉

由媒合與鏈結之方式使其成為鄰近工廠可再使用之能資源。110 年完

成辦理 80 場次能資源鏈結潛勢廠商現場訪視及 21 場次現場諮詢診斷

/鏈結研商會，促成 8 項能資源實質鏈結，鏈結量 12.1 萬公噸，其中

蒸汽整合量 12 萬公噸 CO2e，預估可減少重油使用 0.93 萬公秉，溫室

氣體減量 2.9 萬公噸 CO2e，促成投資額 1 億元。 

107 至 110 年累計辦理 340 場次能資源鏈結潛勢廠商現場訪視及

162 場次現場諮詢診斷/鏈結研商會，促成 31 項能資源實質鏈結，鏈

結量 78.3 萬公噸 CO2e，其中蒸汽整合量 74.9 萬公噸 CO2e，預估可減

少重油使用 5.7 萬公秉，溫室氣體減量 17.9 萬公噸 CO2e，促成投資

額 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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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環境足跡與物質流成本分析輔導 

以建構產業「產品環境足跡」揭露能力，提升綠色消費產品之環

境資訊能量，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環境衝擊資訊揭露要求，

衍生綠色採購商機。導入資源循環觀點推動「物質流成本分析」，協

助產業尋求可以節省資源、能源及改善環境的途徑，達到資源利用效

率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的雙重效益。 

(1)整體成效 

 

(2)輔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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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綠色設計 

經濟部工業局透過綠色創新優化輔導服務提供 1家塑膠製品企業

導入創新環境友善材料，開發新產品。該企業為 1 家超過 30 年老字

號塑膠製品公司，是亞洲地區最具規模的塑膠容器製造領導廠商之一，

其產品廣泛應用於各式行業別（食品，油漆，油墨，塗料，電子材料

業..等），廣銷歐、美、日、澳、韓國、中國大陸、臺灣及東南亞各國，

並在臺灣電子油墨罐占九成市場；化工、油漆、潤滑油用塑膠提桶占

七成市場。另該公司擁有 19 項專利設計，具有產品自行研發的設計

能力，提供客製化服務及代客研發(ODM)各式產品的豐富經驗。 

然而，塑膠製品程序屬傳統製程，技術門檻不高，面臨競爭優勢

逐年降低的挑戰；再者，受全球淨零碳排議題及國外客戶減塑/禁塑需

求的壓力下，該公司新成立綠色永續部門，期盼創新技術開發產品新

價值，提高產業競爭力。爰此，經濟部工業局藉由「因應國際環保暨

綠色工廠推動計畫」之「綠色創新優化輔導」資源的投入，提供永續

相關教育訓練、導入產品綠色設計思維，並媒合臺灣研發製造創新零

塑纖維材料，協助該公司建立新的綠色供應鏈夥伴，進行新產品開發

與打樣測試，確認量產可行性後，已正式放置官網推廣販售。比較原

材料（PP）及創新友善材料（零塑纖維）之瓶型容器環境績效，其產

品碳足跡可減少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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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一)第一期(105-109 年)階段管制目標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146.544 百萬公噸 CO2e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排放總當量：741.543 百萬公噸 CO2e 

 製造部門評量指標：109 年碳密集度較 94 年（基準年）下降

43% 

製造部門設定之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為 146.5 百萬公

噸 CO2e、第一期(105-109 年) 階段管制目標排放總量為 741.5 百萬

公噸 CO2e、評量指標為碳密集度較 94(基準年)下降 43%，依據我

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統計至 109 年)，經能源統計異動及

電力排放係數責任回歸校正後，經檢視製造部門 109 年排放量為

141.9 百萬公噸 CO2e、105-109年排放總量為 734.0 百萬公噸 CO2e、

碳密集度較 94(基準年)下降 49%，均達成原訂目標。 

(二)促進溫室氣體減量 6.0 百萬公噸 CO2e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共計 17 項推動策略及 37 項具體措施，110

年促進溫室氣體減量 1.7 百萬公噸 CO2e，如圖 1 所示。 

 

圖 1、110 年促成溫室氣體減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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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製造部門碳密集度 

製造部門碳密集度目標呈穩定持續下降，109 年碳密集度較 94

年(基準年)已下降 49%，符合 109 年較 94 年下降 43%之預期目標，

如圖 2 所示。 

 

圖 2、製造部門碳密集度下降趨勢 

貳、分析及檢討 

一、行動方案落後項目分析及檢討 

第一期(105-109 年)製造部門行動方案推動 13 項推動策略及

30 項具體措施，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合計 776 萬公噸 CO2e，109 年

製造部門碳密集度較 94 年(基準年)下降 49%，符合預期目標。 

實施第二期(110-114 年)製造部門行動方案的第 1 年(110 年)，

執行經費投入 20.3 億元，其推動之 17 項推動策略及 37 項具體措

施，各項措施目前已如期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