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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期程 

依據溫管法第四條，我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之推動期程
是設定至2050年止；而依據第十一條規定，以每五年為一期訂定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環保署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達

成第一期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別的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搭配部門別評量指標及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第一階段係自107年起至109年止，本

執行方案即以第一階段期程進行規劃相關減量策略措施。 

肆、推動策略 

一、推動說明 

近年來，花蓮縣以「再生能源」、「產業結構」、「綠色經

濟」、「建築改造」、「交通運具」、「運輸服務」、「農業經

濟」、「生態維護」、「植栽綠化」及「教育宣導」各面向，積
極推動各項減量方案，並參考中央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規劃107

年~109年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二、策略說明 

(一)能源部門 

1.1 推廣太陽光電 

教育部自2016年11月起依據行政院「太陽光電2年推動
計畫」，輔導所屬國立學校、機構採取PV-ESCO(太陽光電

能源技術服務業)模式，出租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增加綠電發電量，對於室內有隔熱降溫效果，減少空調電
費支出，一併達成節約能源與能源教育宣導。花蓮高農響

應政府計畫，成為花蓮縣第一所高中職以承租校舍屋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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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學校，設置太陽能建築物十
七棟，佈設3032片光電模組，設置容量820kWA，預計每年

發電量約100萬度，一年發電量約減少637公噸CO2排放量，

相當於1.4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節碳效果。 

圖18中的「陽光電城─花蓮市洄瀾之心」是由花蓮縣政

府所規劃，藉由1001片組成的太陽能面板系統模組，每年

約可產生17萬6000度電，不僅可提供做為區域內各空間用
電，多餘的電還可以回賣給台電，增加縣庫收入。「陽光

電城」原址在花蓮舊火車站，內部除了有咖啡館、電動車

充電站、光電展示館，還結合花海、腳踏車步道等概念，

計畫再造花蓮舊都心，希望藉由陽光電城的啟用再次帶動

地方發展，而光電咖啡廳也提供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失業

者就業機會。 

依108年4月12日三讀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案第四條，將自公布後施行2,000瓩以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由地方政府承辦相關業務。 
 

 

 

 

 

 

 

圖 18  陽光電城「花蓮市洄瀾之心」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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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部門 

花蓮縣不同於西部都市，沒有許多工廠林立，因此固定
污染源工廠較少，統計歷年花蓮縣污染排放量後，發現和平

火力發電廠、台灣水泥和平廠、台灣水泥花蓮廠、亞洲水泥

花蓮廠與中華紙漿廠等5大固定污染源(以下稱為五大廠)，為
主要對花蓮環境的影響來源。以環保局100年度數據統計，五

大廠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

物占全縣固定污染源排放量70%、99%及99.7%。因此更需要
針對五大廠進行嚴格監督管制的工作，以維護花蓮縣的良好

空氣品質。 

2.1 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 

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最先起源於工業生態學概念，生態化
工業將工業生態學理念晉升為一個工業系統概念，包含工業

系統互相連繫、尋求能源與原料使用之最小化及減廢，可以

促進資源與能源的使用效率，達到工業區永續經營的目標，
亦符合國際間追求建立循環型社會體系。 

隨著各國政府對於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等議題的關

注，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已成為國家永續發展及產業存續的關
鍵因素。近年來經濟部工業局除積極輔導產業界廠商循環利

用廢棄能資源外，鼓勵產業投資設立區域能源供應中心及資

源循環中心，包括增建汽電共生廠機組、污泥及廢溶劑循環
利用中心等，以廢棄物能源回收外售蒸汽，產製水泥製品、

再生粒料等能資源循環利用方式，如圖19。 

最有名的案例即為臨海工業區，其服務中心下設有生態
化推動小組，協助進行減廢和推動資源循環，於區域內將各

行業廠商所產生之廢棄資源物，轉換成另一廠商之製程原料

使用，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參與的企業皆是積極配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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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能源與資源的整合利用 

2.2 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經濟部工業局積極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為

鼓勵減量績效優良廠家並與各界分享產業經驗及成果，工業

局自2006年起頒發「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獎」。
該獎遴選過程嚴謹，先經工業局派員至廠商現場查訪，確認

溫室氣體減量實績後，再依據各廠商之減量額度、回收年限、

創新性及管理制度等項目綜合評分，每年表彰各產業表現最
佳之廠商。花蓮縣大型企業自2006年以來共有3家獲頒「產業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獎」，分別為中華紙漿廠、亞洲

水泥及台灣水泥，以下將個別敘述之。 

中華紙漿廠加入造紙公會參與工業局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推動計畫，承諾在2011~2015年節能減碳13,261噸，在執行多

項節能措施後，經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查訪花蓮廠2011~2015

年節能措施提案共13項，溫室氣體減碳量共51,840噸，達成

自願減量承諾目標。 

亞洲水泥花蓮廠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績效卓然有成，經濟
部工業局共舉辦了11次頒獎典禮，亞洲水泥花蓮廠就得獎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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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自1997~2016年間自願減量已累計節省電力高達1.38億度、
煤炭4300噸、燃料油298公秉，相當於降低26萬7,000噸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 

台灣水泥自2013年起經外部查證取得ISO14064-1溫室氣
體查證聲明書。統計2017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基準年2013年

相同範疇下，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為4,386,360噸，相較於2013

年的6,851,987噸減少了2,465,627噸，足見節能減碳之成效。 

在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料顯示(如圖20)，花

蓮縣的台灣水泥與亞洲水泥身為我國的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

業，在2013~2016年的統計資料中，台灣水泥與亞洲水泥的溫
室氣體年均成長率分別為-14.8 %及-7.34 %，溫室氣體年均削

減率皆超越OECD國家應達到的1.1~3.0 %(如表16)。 

 

 

 

 

 

 

 

 

 

 

 

 

 
資料來源：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圖 20  2013-2016 台灣十大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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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50 年前各產業 CO2排放量之年均削減率目標值 

 石化業 

CO2排放量 

年削減率目標 

鋼鐵業 

CO2排放量 

年削減率目標 

水泥業 

CO2排放量 

年削減率目標 

製造部門 

CO2排放量 

年削減率目標 

全球平均 0.1%~2.0% 1.6%~4.3% 0.8%~2.6% 1.0%~2.6% 

OECD 國家 1.8%~3.3% 3.6%~5.3% 1.1%~3.0% 2.1%~3.4% 

非 OECD 國家 

(負號表示正成長，非削減) 
-0.4%~1.5% 1.3%~4.1% 0.7%~2.5% 0.7%~2.4% 

台灣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 

溫室氣體年削減率 

(2013-2016 年) 

台塑石化:2.1% 
中國鋼鐵: 

未削減，處正成長 

台灣水

泥:14.8% 

台灣製造部

門:0.17% 
台灣化纖:1.9% 

台灣塑膠:0.3% 

南亞塑膠: 

未削減，處正成長 
中龍鋼鐵: 

未削減，處正成長 

亞洲水

泥:7.3% 

台積電: 

未削減，處正

成長 台灣中油:5.2% 

       資料來源：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2.3 推動減碳額度 

花蓮縣環保局因應環保署低碳城市建構，於2014年4月18

日輔導花蓮縣產業參與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

及碳中和作業，透過圖21所見的說明會讓業者對於國家節能
減碳之政策制度與推動做法有更進一步之認知，並於產品產

製過程中落實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工作。同時環保署為鼓勵溫

室氣體排放源執行溫室氣體減量，並建立減量成效認定及減
量額度核發之一致性原則，訂定「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

法」，推動花蓮產業排放額度(碳權)之取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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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花蓮縣產業參與環保署抵換專案及碳中和作業說明會 

2.4 開發碳足跡標籤產品 

碳足跡標籤(Carbon Footprint Label)，又稱碳標籤(Carbon 

Label)或碳排放標籤(Carbon Emission Label)，是一種用以顯

示公司、生產製程、產品（含服務）及個人碳排放量之標示
方式；其涵義是指一個產品從原料取得，經過工廠製造、配

送銷售、消費者使用到最後廢棄回收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所產

生的溫室氣體，經過換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的總和。 

近年來花蓮縣觀光旅遊的盛行，難以避免產生交通及食

宿耗能，若能結合花蓮縣環保機關之力量，推廣及協助輔導

旅館住宿服務、運輸服務類產品及各地伴手禮取得碳標籤使
用權，讓消費者能夠參考碳標籤所提供的訊息，改變消費行

為與生活型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成低碳經濟的永續消

費與生產模式。 

2.5 事業單位(工業)汰換燃油鍋爐 

臺灣使用中的部份鍋爐因老舊導致熱效率逐年下降，必

須增加燃油供應量才能維持足夠的蒸氣量，無形中已額外增



43 

加燃料成本，同時提高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環保署為加速改
造或汰換鍋爐燃料為乾淨燃料，減少國內鍋爐及加熱設備於

燃燒過程所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於2018年5月4日修正發布「改

造或汰換鍋爐補助辦法」，主要擴大改造或汰換鍋爐之補助
對象，並延長補助期間至108年6月30日。 

花蓮縣環保局為讓目前使用燃油鍋爐之機關單位，能及

早因應新法規，於107年5月28日召開花蓮縣固定污染源許可
與法規宣導說明會，邀請花蓮縣相關業者共計107家參與(如

圖22)。透過面對面溝通方式，說明新法規條文及未來管制方

向，輔導業者配合環保署最新法令規定，改造或汰換燃油鍋

爐，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太陽能或電能之加熱設備給予

改造或汰換補助，最高補助金額達新臺幣50萬元。 

 

 

 

 

 
 
 
 
 

圖 22  花蓮縣固定污染源許可與法規宣導說明會 

(三)住商部門 

住商部門包括住宅與商業兩大部門，每個人於居住的地

方與上班的地點（工廠除外），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溫室氣體
排放即歸類於住商部門。而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來

自使用耗電設備(如照明、空調、電腦等)和瓦斯；此外，冷

氣機與冷凍冷藏設備中的冷媒也可能因洩漏而排放，也需納
入考量。因此，節約能源或改用再生能源，已成為住商部門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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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低碳商業環境形象改造 

花蓮縣政府為推動花蓮縣內商店、餐飲店、民宿及飯店
業者之節能減碳設備改善及綠色經營模式輔導，協助節能減

碳示範業者導入低碳商機，帶動其它業者自行轉型提升，以

達成低碳環境營造之目的，落實花蓮縣低碳家園之發展願
景。 

1. 低碳商店推廣 

針對本縣低碳商店認證推動與形象改造，辦理低碳店家

培訓課程及輔導作業，藉由說明會讓店家了解如何申請低碳

店家認證，並輔導在地業者進行形象改造，主要以汰換高效

能電器(冷氣、冰箱)及綠籬等項目，經改造後103年度減碳量
約為28,992 kgCO2/年；104年度減碳量約為33,588 kgCO2/年；

105年度減碳量約為21,857kgCO2/年；106年度減碳量約為

37,001 kgCO2/年；107年度減碳量約為16,248 kgCO2/年。 

2. 低碳旅店  

花蓮縣環保局於103年開始於飯店民宿及公私立場所推

動熱泵，透過說明會邀請業者參與了解，再邀請診斷委員至
有意願報名業者之飯店民宿診斷，並選出節能成效較好或改

善意願較高之場所進行補助，至104年共補助12處場所，經改

造後減碳量約364,400 kgCO2/年。 

3.2 持續辦理環境教育推動計畫 

花蓮縣幅員遼闊，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地理景觀，多

元的族群文化與自然生態，是推動環境教育最佳的示範場域。

而為推動環境教育發展，花蓮縣政府提出「花蓮縣國民中小

學102-105年度環境教育中程計畫」，利用學校環境教育理念

教育下一代，並向外推廣到全市民，以達到維護自然生態、

促進多元文化，邁向永續低碳城市之目標，預期效益包含： 

1. 透過教育歷程，教導學生如何重視環境教育，

並獲得保護及改善環境所司的知識、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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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及價值觀。 

2. 以人文理念和科學方法，致力於自然生態保

育及環境資源的合理經營，以培養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的理念。 

3. 推動環境倫理，透過學校與社教宣傳活動，

讓師生及社區民眾主動積極參與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的環保行動，以提昇並改善生活環
境品質。 

4. 倡導珍惜資源，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互

益互存的理念。貫徹資源回收工作，保護生
態環境，積極尋求環境污染問題解決之道，

善盡惜福愛物、關懷鄉土、美化環境之責任。 

3.3 推動住商節電計畫 

花蓮縣政府於107至109年辦理「花蓮縣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主要內容分為「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

換與智慧節電」，以及「因地制宜」計畫三大部分；計畫目

標為期望至109年底參與計畫之單位用電量能較106年之用電
量減少2214.3萬度，其目標與效益簡述如下： 

1. 節電基礎工作計畫 

(1) 節電稽查輔導：輔導全縣境內經濟部能源局所指
定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共 440 處，利用舉辦節

能說明會之方式，落實節電規定。 

(2) 能源查核：聘請全縣境內各大專院校相關專家學
者，對於全縣之能源消費調查作一研究，並給予

節能建議。 

(3) 專責組織：由花蓮縣住商節能小組建置專責辦公
室推動節電計畫。 

(4) 志工組織：結合本縣有意願之村里單位，成立節

能志工團隊，從小單位擴散節能種子，並擴大發



46 

展地方節電組織。 

(5) 公民參與：召集地方相關推廣節能行動人士及團

體，推動公民參與機制，推選代表並與住商節能

小組，成立地方能源委員會。 

(6) 能源教育：與本縣學校團體宣導政府節能政策及

作法，並舉辦相關節能競賽，達到深化民眾能源

素養，落實節電。 

2.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花蓮縣政府訂定107花蓮縣節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

助，鼓勵並受理服務業、機關、集合式住宅汰換老舊空調、

照明設備及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之申請補助，落實節約能源使
用及提昇節能減碳效益。預計全程約可節電23,222,000度電。 

(1) 耗能設備汰換：規劃 3 年汰換老舊冷氣 500 台、

T8/T9 格柵燈 3 萬盞、室內停車場換裝智慧照明
1 萬盞。 

(2) 服務業場域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為強化智慧能源管

理，藉可視化數據導引企業採行節電，由縣府採部
分補助方式，鼓勵用戶導入監控設備暨管理平台。

規劃 3 年安裝中大型能管系統 46 座。 

(3) 工作成效查核：於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
提報前一季執行進度及相關成果，並送節電計畫執

行進度季報表電子檔及佐證資料至經濟部，由經濟
部公告於本行動主題網站。 

3. 因地制宜措施鼓勵農業及觀光節電 

花蓮以觀光立縣，根據統計 105 年花蓮縣觀光遊憩區遊

客人數統計為955萬人次，縣內有許多具特色之旅遊風景區，
每年也辦理推出大型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選定花蓮境內

旅遊風景區為節能示範場域，並規劃參與「需量反應負載管

理措施」，希望透過激發電力用戶抑低用電潛能的持續做法來
幫助節能。第一年期找尋適合場域約二家，導入節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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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劃作為示範場域；第二年實施節電方案；第三年擴及其它
風景區，實現觀光節電之效益，全程預計節電621,000度電。 

(1) 農業節電：推動農業用電節能技術輔導透過成立農業動

力用電節能技術服務團，接受農業動力用電戶申請諮詢
輔導後，進行用電調查，並會同專家顧問於現場提供受

輔導單位農業動力用電設備診斷評估，檢討設備操作運

轉管理合理化模式，分析節能潛力，並提供改善建議書
及可行性之節能方案，做為用戶執行節能改善依據。 

(2) 觀光節電：花蓮產業活動主要以觀光服務業為主，為擴

大獎勵旅館業者節電，將辦理花蓮縣旅宿服務業節電獎
勵計畫，依照全縣旅館規模分組訂定獎勵額度，每期將

依各組節電成績擇優頒發 1~5 萬元不等的獎金，予以鼓

勵。 

3.4 訪查 20 類指定用戶符合 3 項節約能源規定 

配合經濟部於103年公告修「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

能源規定」，透過節電基礎工作持續針對20類指定能源用戶

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不低於
26℃等節電宣導查核(如圖23標誌)。 

 

 

圖 23  三項節約能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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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低碳產業群聚營造 

107年花蓮縣政府針對後山．山後故事館周遭民宿業者推
動綠屋頂或植生牆綠化，對外作為建築隔熱、節能、綠化之

展示、營造在地意象，並進行低碳診斷服務；以故事館為中

心，輔導鄰近業者以植生牆綠美化進行施作。 

3.6 推動低碳輔導與示範措施 

我國住商部門主要能源消耗在於能源戶用電，透過相關

節能省電措施可使用電量下降，並間接促成溫室氣體排減目

的；為有效協助花蓮縣低碳旅遊路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資源之耗用，並朝向低耗能方向邁

進；邀請ESCO服務團隊，針對花蓮縣排碳量較大之場所進行

現場診斷服務、節能減碳技術諮詢及辦理節能補助等作業。 

(四)農業部門 

農業部門方面，主要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利用在地

特色推廣「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維護農、林、

漁、牧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推動低碳農業，促
進農業使用再生能源，加強農業資源循環再利用」及「健全

森林資源管理，厚植森林資源，提高林地碳匯量，提升森林

碳吸存效益」。並多方推廣在地食材，鼓勵企業採購，輔導餐
廳取得綠色餐廳資格，宣導在地食材使用及綠色環保，創造

農民與商家的雙贏局勢。此外，花蓮縣政府重視濕地保育，

並持續滯洪池及親水空間建置。 

4.1 推動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花蓮縣環保局為為鼓勵畜牧業者加入沼氣資源回收再利

用計畫，於107年辦理畜牧業沼氣發電設施縣外觀摩，並透過

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份使用計畫及沼氣回收再
利用輔導，強化畜牧業能資源回收處理系統。此外，預計於

108年建置完成玉里專區聯合沼氣發電中心，未來預計每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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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約82萬度電，透過聯合集中處理突破國內小型畜牧場沼
氣發電瓶頸，成為全國綠能典範。 

4.2 推動花蓮地區友善耕作環境 

花蓮地區環境因位處沖積扇平原，土壤肥沃、水源獨立

純淨，無任何工業污染，極適合發展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
作，且當地農業生態多樣，成為政府輔導推動有機農業發展

之重點地區。自民國96年起推動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及配

合花東發展條例之實施，延續辦理有機農業發展計畫迄今，
藉由提升東部地區有機農業之驗證及產銷技術，協助有機農

業發展，其推動成果簡述如下： 

1. 迄 108 年 3 月底，花蓮地區通過有機驗證面積共 2,760

公頃，有機農業總產值約 16.5 億元，有機農業面積為

2,137 公頃，驗證合格農戶 452 戶。 

2. 推動設置有機集團栽培區，擴大有機農產品生產及防範
鄰田污染，協助農民設置有機集團栽培專區，迄 108 年

3 月底花蓮地區公設及自營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共計有

6 處，面積合計 521 公頃，花蓮為 3 處，面積為 50 公頃。 

3.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農改場及花蓮縣政府於 99 年

展開復耕的計畫，協助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水梯

田復耕，並創立海稻米的品牌，結合地景藝術創作，發
展出當地原住民產業。 

4.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石厝溝），分布著水稻

梯田、水圳和聚落等地景，在產、官、學協助下，協助
當地建立具歷史人文、產業資源、自然地景及動植物生

態共存之特色部落，除獲花蓮縣政府公告登錄為「吉哈

拉艾文化景觀區」，更榮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2016 年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入選的殊榮。 

4.3 推廣綠色友善餐廳，使用在地食材  

近年來綠色消費觀念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環保議題，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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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與綠色友善餐廳更是未來餐飲業的發展趨勢。因此，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為了推動部落及農村的產業六級化，自104

年推動「產地餐桌」計畫，輔導產地餐桌的經營模式，開發

在地食材料理以減少食物碳足跡旅程。 

並在105年辦理「在地食材與綠色友善餐廳」研習，透過

課程的研習，激發農民及業者開發在地食材及營造綠色餐廳

的創意，除了對開發在地食材與投入產地餐桌經營有信心外，
也學習到如何營造產地餐桌及進行餐桌服務，以符合消費者

對原民部落與農村特色的期待。 

4.4 推動學校辦理蔬食午餐減少碳排放量 

花蓮縣政府響應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的理念，為推動
所屬學校辦理蔬食午餐，增加學生食用蔬菜的比率，自104

學年度開始每週一次供應有機蔬菜，希望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減少碳排放量。 

4.5 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作業程序辦理漁船(筏)收購 

為導正漁船適法性經營漁業種類，並減少海洋漁業投入

之工作量，履行沿岸國生物資源養護責任，以利漁業資源恢

復到最高持續生產量水準，促進漁業資源永續利用，達到沿
岸國養護管理漁業資源之責任，可配合漁業署執行漁船漁筏

收購，減少作業船隻數量以達減碳之效。 

4.6 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 

為了漁業資源永續利用，避免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海
域生態環境遭受污染及氣候變遷等因素，農委會鼓勵漁民集

中在漁業資源密度之高峰期作業，離峰期在港休漁；於103

年起實施休漁獎勵措施，期能藉以減少用油量達到減碳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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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部門 

花蓮縣自87年配合政府推動垃圾不落地、垃圾減量、資
源回收以及廚餘回收政策，多年來在市民積極配合下，有良

好的成績；但面對現今越來越便利的生活，製造的垃圾量只

怕是越來越多，為使本縣垃圾源頭減量、提升資源回收成效，
於106年全面推動使用透明垃圾袋政策，驅使民眾更加落實垃

圾分類，進一步減少垃圾產生量，對週遭環境友善的方式，

讓全民齊心共創花蓮的優質生活環境。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
合作提高污水下水道普及率，落實環境保護。 

5.1 提高下水道接管普及率 

花蓮縣政府為打造優質、宜居的友善城市，陸續推動污

水下水道接管，目前花蓮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第一、
二期已執行完畢。全縣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從98年底0.61%

大幅提升至107年底32%。 

5.2 增設回收管道，宣導垃圾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加強源頭減量、資源回收措施，減少家戶排出廢棄物提
升資源回收量，促進資源循環再利用。花蓮縣政府在105年設

置東台灣第一部自動資源回收機(ARM)，透過機器自動壓縮，

減少回收物體積，以擴大資源回收工作，如圖24。 

於村里社區設置資源回收站，村里資收站收取資源回收

物後，村里長、社區志工及資收大軍進行後續整理及變賣作

業。村里資收站除可供鄰近居民使用，免於等待居住地回收
車收運時間，便利回收各項資收物，提升回收效率外。且為

鼓勵民眾善加利用資源回收站，結合資源回收兌換活動，使

民眾從事資源回收後，回收物可以直接轉換為民生物質，方
便回收又可得到實質回饋，加強家家戶戶對於公共事務及環

保工作的重視及凝聚力，形成良善循環！ 

 

 



52 

 

 

 

 

 

 

 

 

 

圖 24  東台灣第一部自動資源回收機(ARM) 

5.3 推廣雨水回收設置 

花蓮縣環保局於104年開始積極推廣雨水回收設置，並編

列年度「花蓮縣低碳永續家園運作及成效管考計畫」經費，

藉由簡單、方便又有效率之方式收集雨水，且雨水可用於植
物澆灌、沖廁所等用途，可節省寶貴之水資源，將自然水資

源利用達到最大效果。於104年至107年已設置17雨撲滿，合

計集水量達3,945 m
3，可減少碳排放量632kg。 

5.4 培訓環保志工，落實基層環保意勢 

透過政府的主導、民間的配合支持及民眾的踴躍參與，

環保志工服務的推動已有不錯的成效。藉由運用環保志（義）

工人力資源，協助宣導節能減碳議題；另增設節能減碳相關

課程，充實志願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服務理念與服務技巧，

讓志工更有信心投入志願服務，將理念推廣至民眾，落實低

碳生活之重要觀念，如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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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低碳輔導或示範措施座談會 

(六)運輸部門 

花蓮縣政府為串聯花蓮縣綠色交通網，除了積極推動民

眾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及使用e電巴士外，同時
建構友善的低碳旅遊環境和多元化服務，包含自行車道路線、

電動巴士觀光旅遊路線、以及電動機車低碳旅遊遊程等，鼓

勵遊客共同落實節能減碳、永續環保的綠色行動。 

6.1 推動自行車友善車道 

為建構友善的低碳旅遊環境和多元化服務，花蓮縣政府

推動自行車綠色廊道，以期活化市區綠能交通動脈，能為花

蓮提供低碳旅遊及便捷交通工具。 

在教育部體育署舉辦全台「10大自行車經典路線」網路

票選活動中，花蓮縣初選入圍5條自行車道，同時花蓮縣也是

各縣市裡入圍最多條自行車道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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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增設自行車停車架，提供友善騎乘環境 

為鼓勵民眾多多使用自行車做為代步工具，以及讓自行
車能有妥適停放的處所，陸續於本縣適當地點普設自行車停

車架，供民眾使用。 

6.3 提供汰換老舊機車，新購電動機車補助優惠方案 

為鼓勵民眾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花蓮縣
環保局祭出「你買環保電動機車，政府補助部分獎金」，若淘

汰二行程機車並換購電動機車者，就可依重型、輕型或小型

不同車種分別申請補助。目前因有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挹
注，換購電動機車的補助金已是全台最高，達到3萬7800元，

107年度汰換二行車機車為5,102輛，108年度預期目標為2,779

次。 

此外，為了電動機車戶外充電便利性問題，花蓮縣環保

局陸續設置戶外充電站，現有151座電動車充電站及13座

GOGORO電池交換站、4座光陽電池交換站，不用擔心電動
機車無電可充。 

同時花蓮縣環保局也加強宣導碳匯教育，並於暑期強打

推出「碳匯券」，供遊客及民眾至配合的低碳店家及電動機車
租賃行以消費折抵，鼓勵遊客共同落實節能減碳、永續環保

的綠色行動。 

6.4 公務車購置低碳能源或清潔燃料車輛 

配合行政院訂出各縣市政府於119年前達成公務車全電
動化目標，花蓮縣首度引入電動公務車，由環保局與業者合

作，租下20輛純電動汽車，正式取代原有老舊汰換的汽油稽

查車，當作新的稽查污染源環保公務車使用，成為全國電動
公務車數量最多的地方政府單位。 

原本使用的汽油稽查車，每年平均行駛6萬公里，改採電

動車後，相較燃油車輛，有免稅金、油料及維修費用低等優
點，1年更可減少3.5萬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符合綠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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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永續概念，未來將持續推動無污染能源交通網絡，以電力
取代燃煤、改善空氣污染，並鼓勵其他局處共同響應。 

6.5 大型柴油車輛汰換，加裝濾煙器補助 

國內車輛車齡普遍老舊，且老舊車輛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較高，易造成空氣品質惡化，故加強管制及優先淘汰大型柴
油車有其必要性。為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8月公告第

1~3期柴油車淘汰及加裝濾煙器補助辦法，加強推動第1~2期

大型柴油車淘汰補助及第3期大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補助，專
案辦理及協助設籍本縣之車輛(主)相關補助事宜，如圖27。 

第1~2期大型柴油車輛，補助額度最高可達新臺幣40萬元;

第3期大型柴油車則以加裝濾煙器方式改善排煙狀況，只要安
裝環保署認可的濾煙器，最高可申請新臺幣15萬元，希望能

吸引更多老舊柴油車的車主進行汰舊。 

 

 

 

 

 

 

 

 

圖 26  1~3 期柴油車淘汰及加裝濾煙器補助說明會 

6.6 引入電動或低碳能源公車，推廣低碳載具 

花蓮縣以自然觀光資源著名，故本局在保護環境、節能

減碳與資源永續的策略上不遺餘力，105年花蓮縣政府推動低
碳零污染旅遊，引進「綠能公車」政策，與太魯閣客運公司

合作，推出純電動低底盤巴士(如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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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低碳運具結合花蓮地著名觀光景點，增加推廣成
效，目前共有北至太魯閣、中至東華大學及南至大農大富等3

條路線、18台電動公車投入服務，每年搭乘電動巴士的使用

人次約達18.2萬人次，每年約可減少598.5噸二氧化碳與4,440

公斤懸浮微粒。 

同時花蓮縣政府也積極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擬

「花蓮縣低碳綠能交通工具建置計畫」，以期打造出低碳綠色
公共運輸的友善環境，改善公共運輸服務品質降低對環境的

傷害與污染；辦理民眾推廣綠色巴士講堂活動，邀請民眾參

與體驗，提高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之意願，減少私人運具

使用，營造便利又安全之生活環境。 

 

 

 

 

 

 

 

 

 

圖 27  太魯閣低底盤電動巴士 

6.7 推動綠色住宿旅遊專案及城市低碳旅遊 

花蓮縣環保局結合歷年推動之低碳商家旅店，發展低碳
產業群聚及低碳社區，串聯特色景點與私房秘境，以電動機

車旅遊規劃三大主題式一日遊遊程路線，或自行搭乘電動巴

士，鼓勵遊客及民眾至各低碳店家及觀光景點旅行，讓民眾
在旅遊中達到節能減碳的同時更可以從事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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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縣內配合低碳旅遊之店家共有89家低碳商店、106

家低碳旅店，提供當地當季的餐飲、減少烹調加工之食品，

透過碳匯券折抵現金實踐綠色消費，打造出豐富的低碳旅遊

方式，推估規劃之低碳旅遊行程，平均一人一個遊程能減碳
14.4公斤；讓遊客來花蓮旅遊的同時，除了可以保有珍貴的

自然資源景觀不被破壞之外，也能促進地方觀光經濟產業的

發展，兼顧環保與經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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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107 年~109 年溫室氣體執行目標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推動策略 權責單位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萬元) 

經費來源 

107 108 109 

能源部門 1.1推廣太陽光電 能源局 107-109年 

(依實際申請案) 

107年原住民鄉鎮補

助3處 

107補助民間團體偏

鄉4案 

- - - 中央 

製造部門 2.2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環保局 107-109年 輔導3家 1895.1 1837 - 地方 

製造部門 
2.5事業單位(工業)汰換燃

油鍋爐 
環保局 107-109年 

汰換商業 鍋爐 10

座、工業鍋爐5座 
1013.5963 466.2042 - 地方 

住商部門 3.1商業環境形象改造 環保局 107-109年 20家次 

地方205.5 

環 保 署

353.5 

地方238 

環 保 署

325.3 

- 地方、中央 
環境部門 5.3推廣雨水回收設置 環保局 107-109年 

5處示範村里 

14處潛力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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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推動策略 權責單位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萬元) 

經費來源 

107 108 109 

住商部門 3.5低碳產業群聚營造 環保局 107-109年 

5處群聚輔導 

20處ESCO診斷服務

減碳效益 

641 641 - 地方 
運輸部門 6.6推廣低碳運具 環保局 107-109年 

宣導影片3集、電視

台撥放15天及網路

撥放7天 

運輸部門 6.7推廣城市低碳旅遊 環保局 107-109年 
規劃觀光旅遊3條路

線 

環境部門 
3.2環境教育推動計劃(培訓

環保志工) 
環保局 107-109年 

辦理環境 教育課

程、觀摩及講習年度

≧24場次 

508.0901 432.2151 - 中央 

住商部門 3.3住商節電計畫 觀光處 107-109年 

汰換老舊空調2,535

台、電冰箱44台及電

熱水瓶設備1,250台 

36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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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推動策略 權責單位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萬元) 

經費來源 

107 108 109 

農業部門 

4.1畜牧糞尿沼渣沼液作為

農地肥分使用輔導推動、畜

牧糞尿資源化處理 

環保局 107-109年 
建置1處沼氣發電中

心 
- 

環 保 署

4200，民

間4380 

- 中央、民間 

農業部門 
4.2推動花蓮地區友善耕作

環境 
農業處 107-109年 

通過有機驗證面積

2,137公頃 
- - - - 

農業部門 4.3推動在地食材 農業處 107-109年 
每周一供應有機蔬

菜 
- - - - 

農業部門 
4.5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作

業程序辦理漁船(筏)收購 
農業處 107-109年 

(依實際申請案) 

107年收購12艘 
- - - - 

農業部門 4.6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 農業處 107-109年 
(依實際申請案) 

107年獎勵153艘 
236.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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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推動策略 權責單位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萬元) 

經費來源 

107 108 109 

環境部門 5.1提高下水道接管普及率 建設處 107-109年 

107年普及率32% 

108 年 普 及 率 達

34.76% 

109年預計普及率

37.65% 

30800 25000 13000 中央 

環境部門 5.2推廣資源回收管道 環保局 107-109年 

107年增設資源回收

管道5處 

108年增設資源回收

管道5處 

997.568 990 -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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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推動策略 權責單位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經費(萬元) 

經費來源 

107 108 109 

運輸部門 

6.3淘汰二行機車及新購電

動二輪車、推廣電動機車推

廣電動機車 

 

環保局 107-109年 

(一) 淘 汰 二 行 車

2,779輛 

(二) 新購車輛1,050

輛 

(三) 設攤宣導活動6

場次 

(四) 跑 馬 燈 宣 導

13,830 次 及 廣

播2,160次 

(五) 宣導短片託播

30次 

1. 推 廣 汰

換二型車

1430.4 

2. 推 廣 電

動 機 車

376 

1. 推廣汰

換 二 型

車1602.1 

2. 推廣電

動 機 車

376 

- 地方 

運輸部門 
6.5推動老舊1~2期大型柴

油車報廢 
環保局 107-109年 

(一) 汰換目標數131

輛 

(二) 補助宣導說明

會1場次 

1163.56 1163.56 - 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