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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計畫簡介

背景說明

減碳路徑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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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國家減量目標(溫管法修正草案)：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排放量50%

以下，並以達成淨零排放為努力願景。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基準年2005年）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願景：2025年較基準年減 10%。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願景：2030年較基準年減 20%。

276.992Mt

266.038Mt

2005
2007

我國減碳路徑採先緩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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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規劃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規劃

 114年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94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再減少10% (241.011MtCO2e)

 114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0.388公斤CO2e/度

合計262.401

(扣除碳匯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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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我國製造部門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144.318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MtCO2e) ，2018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154.925(MtCO2e)，占總體
排放量約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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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54.925

144

7 %
144.318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氣候公民對話平臺



工業部門難以降低排碳的現況因素

6參考資料：麥肯錫(2018)、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彙整(2019/04)

• 原料加工過程中勢
必會產生二氧化碳
排放。

• 如：根據麥肯錫估
計結果顯示：水泥、
鋼鐵、乙烯、氨
製造業之二氧化碳
排放有45%來自於
原料)，以高爐煉
鋼為例主要排放源
(超過85%)為冶金
煤及高爐吹射用煤。

• 這些來自原料的二
氧化碳排放難以透
過改變燃料降低，
只能透過製產業技
術或製程創新改變。

原物料

• 工業製程無可避
免地，需要熱能
驅動生產。

• 根據麥肯錫估計
結果顯示：水泥、
鋼鐵、乙烯、氨
製造業之二氧化
碳排放有35%來
自於製造過程中
燃燒石化燃料
(Fossil)產生高溫
熱(約為700 °C至
1,600°C之間)產生。

• 現階段難以透過
改用零碳電力改
善，係因涉及電
熱效率，以及加
熱爐的設計。

熱能

• 工業製造部門的
製程多為高度整
合，故任一生產
過程的改變，皆
會影響到其他製
程，因而通過改
變製程達到脫碳
生產目的，是相
當耗費成本的。

製程複雜

• 工業製程中的生
產設備使用年限
通常較長，在經
常維護的情況下，
普遍超過50年，
因而通過汰換效
率設備，或更換
電熱設備等方式，
甚或改建、重建
工廠已達脫碳生
產之目的，亦相
當困難。

設備壽命長

• 排碳量高的工業
製造部門，其終
端產品多屬於較
為成熟的製造產
業（如：水泥、
鋼鐵、乙烯、氨
等）價格彈性較
低，即產品競爭
力多取決於價格
因素，因而，生
若非透過需求端
(Demand-side)進
行控管或要求，
則難以促使生產
端進行低碳生產
製程推動。

經濟因素



溫管法及相關法規陸續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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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溫室氣體
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1090327)

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1091231)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溫管法修法增訂碳費徵收



面臨企業低碳生產轉型困難

已努力減量 缺乏行動誘因 觀望立場驅動力不足

需要低碳創新技
術導入，才能進
一步提高減碳績
效

著重社會責任與
企業形象，尚無
明確減碳責任

未有重大的管制
型或經濟誘因型
政策與法規

仍在觀查國內外
狀況、供應鏈要
求、市場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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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達成減量目標

低碳技術應用
製造部門

低碳生產推廣
計畫

接軌國際倡議

產業溝通推廣

第二階段管制目標

國家長期減量目標

前期計畫輔導

蒐集低碳技術

科學基礎目標(SBTi)

永續發展目標(SDGs)

凝聚減碳共識

成果擴散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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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實質
減碳量

促成低碳改善
投資

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評析

提供低碳技術及策略

 低碳技術應用評析

 低碳生產案例解析

產業低碳生產輔導

宣導推廣與行政配合

 產業低碳生產輔導

 產業減碳績效追蹤

 減碳績效分析應用

 減碳共識凝聚與溝通

 減碳成果推廣與擴散

 行政配合

提供輔導成果及績效

1

2

3

計畫目標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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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

提交承諾書

●提交承諾書24個月內

設定減量目標

●審核時間約1個月

提交目標審核 公開減量目標

部門基礎法

•SDA

絕對排放量基礎法

•絕對減量

經濟基礎法

•營收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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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科學目標的六大企業效益

①增加品牌聲譽 ②強化投資者信心 ③提高法規適應能力

④驅動企業創新 ⑤提升競爭優勢 ⑥節約財務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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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輔導企業減碳路徑
擘劃短中長期規劃

逐步落實減碳規劃
達成階段管制目標

彙整採行減量措施、產業
減碳缺口及研提因應對策

GOAL

1

13

2

爭取碳費減免



企業規劃減碳路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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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碳轉型技術

2 減碳目標設定

1 溫室氣體管理

4 減碳路徑規劃

召開1場次專家諮詢會議

減碳路徑規劃
工具

運作方式
ㄧ致性與
準確性

簡化
資料填寫及
彙整時間

應用於企業
減碳路徑
規劃輔導

企業
有效管理
減碳路徑

意見
修正

工具
初版

開發產業減碳目標設定與路徑規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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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1.規劃準備

4.減碳路徑
規劃

2.設定減碳
目標

3.低碳技術
轉型

彙整歷年GHG排放
量與單位排放量資料，
蒐集GHG主要排放
源之能源使用量

因應政府階段管制
目標，工具表單設
定減碳情境依減碳
推動時程互相結合
運用

廠商為實現既定目
標所需採取的短中
長期技術應用時程
與減碳比例

低碳轉型技術與
商業模式討論，
排序優先減量技
術、資源、限制
與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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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i

精神
運用科學方法提出符合巴黎協定的企業減碳趨勢

將全球減碳責任由政府層級下降至企業層級



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01 規劃準備

• 盤查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排放強度、製程與設備能耗現況

•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OOO萬公噸CO2e，排放強度▲▲公噸CO2e/公噸產品

• 盤查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XXX萬公噸CO2e，排放強度■ ■公噸CO2e/公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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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懋公司(台灣廠區)2005年至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單位排放量

範疇1(萬公噸CO2e) 範疇2(萬公噸CO2e) 單位排放量(T-CO2/百萬元)

燃料煤, 

65.4%

燃料油, 

10.0%

天然氣

(NG), 1.3%

電力(外購), 

22.1%

固定源柴

油, 0.0%

移動源柴

油, 0.2% 煤堆置場, 

0.5%

溫室氣體排放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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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02 設定目標

• 以鋼鐵業為例，蒐集CDP全球鋼鐵公司減碳目標軌跡與作法進行討論

• 以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量OO萬公噸CO2e，參考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制定公司之溫
室氣體之短中長期減量目標

Tata Steel 與 ArcelorMittal 2050年單位排放強
度目標約1.25 tCO2/t crude steel

案例廠若要達到2050年較2005年減量50%，以年
產量試算單位排放強度為□□ tCO2/t crude steel

萬
公
噸

C
O

2
e

年份

範疇一 範疇二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與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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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03 低碳技術 04 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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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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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提升能源效率-高效率馬達與變頻控制

提升能源效率-空調系統

提升能源效率-空壓系統

提升能源效率-低浴比染色機

提升能源效率-本廠廢水處理廠曝氣機

提升能源效率-工業4.0智慧生產

外購電力係數下降

替代燃料-染一10台直燃定型機

替代燃料-加工一熱媒油改為天然氣

替代燃料-本廠熱媒油鍋爐換天然氣

替代燃料-本廠蒸汽鍋爐(備用)換天然氣

替代燃料-二廠蒸汽鍋爐換天然氣

替代燃料-直燃式浸漬機

再生能源

創新技術

• 運用計畫收集的行業低碳轉型技術
進行趨勢與應用簡報

• 討論技術應用可行性、節能率、減
碳效益，進行低碳轉型技術導入時
程排序

• 評估後GHG排放基線與減碳目標間仍有減碳缺口

• 將以滾動式檢討之方式，制定低碳轉型策略

• SBTi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介與協助評估申請可行性

目前設定2025年減碳目標390,245

減碳路徑圖

SBT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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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碳路徑規劃輔導

以環保署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優先，並以溫室氣體排放
量依排序大小進行篩選。

A

企業集團以不超過3家工廠參與為原則，但須自行擴散
經驗至集團所有工廠，並彙整統計集團之減碳目標與減
碳路徑。

C

製造部門登
錄GHG家數

258家

篩選
80家工廠

溫管法產業
因應小組

311家

基於公平性考量，每個產業至少篩選3家以上廠商。B

20

84.7%2018年製造部門GHG排放量154.925百萬公噸

製造部門登錄GHG排放量131.208 百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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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家輔導廠商
篩選

低碳技術應用輔導(45家)

低碳生產技術盤點及應用評估
量化減碳潛力與效益
協助排除低碳技術應用障礙

減碳輔導成果分析

彙整產業減碳對策

同意

不

同

意

外部資源

專家諮詢/設施能耗診斷

作為後續企業落實減量
達成管制目標之參考

低碳技術應用輔導

依工廠需求

篩選原則

自願減量遭遇瓶頸

耗能設備GHG排放量大

耗能設備效率不佳

耗能設備壽齡超過30年

低碳技術應用不熟悉

確認減碳
輔導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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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餘
熱回收 製程冷

卻系統

製程動
力系統 製程熱

能系統

蒐
集

關

低

碳

相

技
術 應用領域

技術優勢

原理
流程

空間需求
考慮因素

設備廠
商資訊

工程實
績案例

低碳
技術
說明

技術資料庫及低碳技術彙編

-蒸汽壓差發電 -ORC發電 -吸收式冷凍機
-固態熱電發電 -蒸汽壓力提升 -製程空壓熱回收
-纏繞管熱交換 -熱管熱交換 -熱泵
-殼管式管內擾流 -殼板熱交換 -鍋爐熱回收

-複合材料風扇 -水冷散熱
-磁懸浮冰機 -水輪機
-立式螺旋冰機 -碳氫冷媒

-永磁馬達
-液態動能回收 -製程空壓節能
-高效率蒸發冷凝泵 -高壓低流量節能泵
-高效離心式鼓風機 -氣浮式鼓風機

-蓄熱式燃燒 -MVR機械蒸汽再壓縮
-高溫脈衝波反應器 -吹貫蒸汽控制
-富氧/純氧燃燒 -蓄熱/隔熱塗料
-高效能鍋爐-節汽系統祛水

節能減碳資訊網：https://ghg.tgpf.org.tw/Counseling/counseling_sm6#LowCarbon-3



2050

2025

2030

2022

2021

透過不斷對話討論找出路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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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動為主動

參考資料：造紙業節能減碳相關政策議題與挑戰，造紙公會(2020/11/11)

環境變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沿用昨是今
非的邏輯。

彼得.杜拉克

解決衝突靠兩件事：在決策過程中相互尊
重；在執行過程中相互信任。

IchakAdizes/ 美國資深管理顧問

24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