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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低碳社區/低碳城市/低碳生活圈

• 再生能源示範生活圈(能源供應55%以上來自再生能源)

，打造低碳

島行動計畫。

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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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100年4月1日開始實施，規劃推動時程5年(民國100-104年)。
經濟部規劃八大推動面向：(1)再生能源、(2)節約能源、(3)綠色運輸、(4)
低碳建築、(5)環境綠化、(6)資源循環、(7)低碳生活、(8)低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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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風力

台電公司
台電負責規劃32MW風場、風機興建及後續維護
等。

縣政府(建設處)
規劃設立能源公司投資大型風力機供應電力
64MW，並以土地作價方式參與，預計民間投資
51%，公有49%。

小型風力 縣政府(建設處)
規劃以離島建設基金設置於跨海大橋，風力公園
考量設置在澎湖科技大學或後寮國小。

太陽光電
縣政府(建設處)/
交通部(澎管處)

1.按規劃期程優先設置。
2.充電站PV系統由政府補助民間設置。
3.自用住宅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依「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收購電力。

太陽熱水器 縣政府(建設處)

1.結合現行獎勵補助作法，研擬提高補助--以離島
或專款基金進行相對金額的補助。
2.旅宿業方面，由縣政府輔導安裝使用太陽能熱水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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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錶 台電公司
先由台電公司設置106戶高壓用戶及500戶低壓用
戶由台電公司辦理，後續1,500戶，俟全台一萬戶
安裝AMI(先進讀表系統)後之效益作評估。

LED路燈 縣政府(建設處)
指標性地區如機場、碼頭、觀光景點及重要道路，
先行建構LED廊道；另虎井島及七美島亦優先設置。

節能家電（冷
氣、冰箱）

台電公司
研擬參考98年之節能標章產品（冷氣機和冰箱）補
助機制，由民眾檢具購買相關文件就近向台電公司
各服務據點提出補助申請。

綠建築 縣政府(建設處)公共建築物及民間重大投資案輔導取得綠建築標章。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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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車

縣政府
(環保局與監理所)

申請環保署空污基金補助。
申請工業局經費。
研擬2012年起限制汽油機車牌照發放。
研擬2014年起限制二行程機車上路。
研擬2015年起限制柴油大客車牌照發放。

縣政府(旅遊處)
堆動飯店/民宿、租車與旅遊業者，以電動機車租
賃結合生態旅遊。

綠化 農委會/縣政府 縣政府與農委會共同推動造林計畫。

DMA分區計量
水利署/台水公

司
水利署規劃整體水資源，台水公司推動降低漏水
率。

節水設施 水利署/縣政府 縣府主導推動。

垃圾全分選零
廢棄設施

環保署/縣政府
垃圾全分選零廢棄設施由環保署執行，後續由縣
府環保局或委外代操作。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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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風力

台電公司

完成32MW
風力機設置
及海底電纜
設置

縣政府
完成土地與
相關協助規
劃

進行招商相
關作業

進行招商相
關作業

進行招商相
關作業

公營/民間
廠商

測風作業
完成64MW
風力機設置

小型風力
縣政府

(建設處)
完成小型風
機設置

太陽光電
縣政府

(建設處)
設置規劃與
興建

太陽熱水器
縣政府

(建設處)

1.持續進行民眾宣導活動
2.完成新設旅宿規範
既有旅宿建置輔導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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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錶 台電公司

1.擬訂低壓
用戶時間電
價機制
2.高壓用戶
106戶布建
完成
3.低壓用戶
500戶布建
完成

低壓用戶
2,000戶布
建完成

省電燈泡
縣政府

(建設處)

完成民眾推
廣規劃

LED路燈 縣政府
更換2,000
盞

更換2,000
盞

節能家電-
冷氣/冰箱

縣政府 辦理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落實至日常生活。

台電公司
協助補助申請，續進行節約用電優惠方案，鼓勵民眾節能減
碳。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10



P.10

電動機車

工業局
補助電動機
車2,000輛

補助電動機
車2,000輛

補助電動機
車2,000輛

環保署 補助二行程機車汰換成電動機車3,000元/輛

縣政府

汰換2,000
輛二行程機
車

汰換2,000
輛二行程機
車

汰換2,000
輛二行程機
車

規範柴油巴
士領牌
規範汽油機
車領牌

綠化
農委會/
縣政府

完成50公頃
造林

完成100公
頃造林

完成150公
頃造林

累計完成
200公頃造
林

分區計量 台水公司

進行調查偵
測管網系統
建置及測試

降低漏水率
由99年32
％降低至28
％

完成降低漏
水率由28％
降低至25％

垃圾再分選
與零廢棄設
施

環保署/
縣政府

垃圾零廢棄
設施先期規
劃

垃圾零廢棄
設施廠完工，
達成垃圾零
輸出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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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澎湖成為低碳觀光示範島嶼。

達成再生能源供應超過55%目標。

節能設備普遍應用與節能減碳宣導，並

凝聚全縣共識以落實至一般家戶。

水資源充分利用、垃圾減廢及有機再生

運用。

以綠色能源結合觀光發展，活絡地方經

濟。

在地資源永續利用，建構低碳樂活環境



P.12

- 澎湖風能蘊藏豐富，設置大型風力發電將可做為澎湖未來主
要電力來源，達成減碳最大目的。

- 一般民宅設置小型風力機將可減少家庭用電，另外規劃大規
模美觀造型小型風力機設置在跨海大橋以及風力公園，可增
加民眾對於綠色能源發展之印象。

澎湖本島風力發電達到10.2 MW的裝置容量，

約可提供澎湖地區兩千戶以上的用電量。

目前澎湖幾乎沒有小型風力機，少數幾所學校有

安裝係做為展示或教學使用。

大型風力以台電現有規劃(32MW)及公營或民間

投資(64MW)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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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kV

電氣室

用戶
11.4kV

湖西
S/S

風力裝置容量
(中屯+湖西)

澎湖總裝置容量
=

10,200kW

139,972kW
= 7.29%

風力裝置容量於系統之佔比：

中屯風力
(600kW×8台)

湖西風力
(900kW×6台)

湖西
S/S

尖山電廠
(129,772kW)

配電盤
控制盤
變壓器

(400V/11.4kV)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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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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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陽光電整合指標性建築、觀光景點及交通設施（如公車候車亭），提
供當地民眾及觀光客接觸太陽光電、培養再生能源使用意識，除呈現太陽
光電節能減碳意象外，亦具達成觀光效益提升效益。

澎湖目前太陽光電設置總容量為68.1kWp；

其中約12kWp為行政院海巡署於離島設置之

防災型系統，縣府及各級學校設置容量約為

46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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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機場 -PV計
程車車棚

BIPV
併聯型

30
計程車停車棚、
展示

馬公高中-PV系統
平屋頂
併聯型

10 發電示範

虎井嶼活動中心-
PV系統

斜屋頂
併聯型

10
無碳島示範、
展示

馬公機場-PV機車停
車棚、中央PV廊道
(馬路)、PV廊道(綠
帶)

BIPV
併聯型

497
機車遮陽蔽雨、旅客
步行遮陽蔽雨、展示
與發電

虎井嶼 虎井國小
-PV系統

平屋頂
併聯型

60 無碳島示範
馬公機場-PV公車車
棚

BIPV
併聯型

9
作為公車充電站電源
與展示（不含蓄電池）

車船管理處 -PV
系統

平屋頂
併聯型

200

作為公車充電
站電源與展示
（不含蓄電池）

第一漁港-戶外休憩
光廊

BIPV
併聯型

300
旅客休憩、商店造街、
展示

車船處調度場 -
PV系統

平屋頂
併聯型

10

作為公車充電
站電源與展示
（不含蓄電池）

南海遊客中心-PV遮
陽廊道

BIPV
併聯型

50
旅客休憩、步行遮陽
蔽雨、展示

中正國小 -PV系
統

平屋頂
併聯型

60 發電示範
文化局
表演場觀賞台PV遮
陽棚

BIPV
併聯型

15 觀眾遮陽棚、展示

文光國中 -PV系
統

平屋頂
併聯型

60 發電示範
七美島體育館-PV系
統

斜屋頂
併聯型

30 無碳島示範、展示

馬公國中 -PV系
統

平屋頂
併聯型

20 發電示範
東吉嶼-發電機房(規
劃新建) -PV系統

斜屋頂、
地面防
災型

85 無碳示範、展示

後寮國小 -PV系
統

平屋頂
併聯型

15 發電示範
澎科大1處，澎管處
1處

55

七美島 漁具整補
場-PV系統

平屋頂
併聯型

25
無碳島示範、
展示 合計 20處 申請設置容量達1,541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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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陽能加熱日常盥洗用水，落實綠能利用於居家民生做起，減少離島
地區外購能源及能源使用補貼，結合未來低碳生活的配套。

既有設施258處(98年)，安裝面積共2,579m2 
=>增加1,020處(104年)，安裝面積共6,400m2

經濟部4,500元；縣政府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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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能源局規劃冷氣機和冰箱的最低能源效率管制值，節能
標章產品的能源效率須較最低能源效率管制值高出15％左
右，因此推廣節能標章產品，將對降低用電有明顯的效果。
目前已申請節能冷氣機8,996臺、節能電冰箱3,105臺。

宣導、推廣以省電燈泡T5螢光燈管替換鎢絲燈泡及傳統燈
管作為夜間照明來源，節約用電促進達成低碳，直接傳遞
低碳島形象。

目前澎湖本島有4鄉鎮為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及西嶼鄉，
依據4鄉鎮提供之路燈數據統計路燈約有21,600盞，由於
全數更換費用較高，初期先推動機場到馬公市區主要道路
全面更換成LED路燈4,000盞，目前已更換5,309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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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的比例，以達到100％為目標(104年)
民間重大投資案，其取得建築標章，以達到100％為目標(104年)

老舊公共建築物進行外殼綠化、雨水回收和空調照明器具最適化換裝民間建築，結合
商圈再造繁榮地方

訂定「 」:已於102年6月1日起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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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104年):

 全島二行程機車35%汰換成電動機

車(6,000輛)，已補助3,430輛

 全島186輛遊覽車與所有船隻使用

B2生質柴油

 建構自行車路網，包含市郊系統、

湖西系統、白沙系統及西嶼系統共

四個系統12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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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4月1日 106年12月31日

100年5月1日 - 100年12月31日

電動機車加碼補助

25,000~28,000元

101年1月1日 - 102年12月15日

電動機車加碼補助

24,200~34,000元

102年8月12日

加碼補助用罄
103年10月14日

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離島遊客租賃電動機車實施要點」頒布

100年5月1日 - 102年12月15日

經濟部發展澎湖地區電動機車補助實施要點

103年10月1日

經濟部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核定

103年10月1日 - 106年12月31日

經濟部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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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運輸

(環保局)

推廣宣導策略

環保局/工業局/車

廠

下鄉/定期試乘 /帆布/活動/

廣播車/會議/能源展

電池補注服務系統

環保局/7-11/租賃

業者

智慧型充電27處330

柱/7-11電池交換系

統

結合校園

環保局/ 澎科大/各國

民中小學/飛利浦

校園試乘 /電動機車

維修班 /新生說明會 /

校園巡迴宣導

低碳生活圈

環保局/澎管處/航

空公司/餐廳/旅宿/

民眾/遊客

綠色餐廳/環保旅

宿/低碳旅遊套裝

行程

公務機關電動機車汰換購置

及充電站設置相關會議

環保嘉年華

加碼補助上路大型宣導活動

Plan

Do

Check

Act

Plan
規劃

Act
行動

Check
查核

Do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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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運輸(經濟化)

旅遊業

旅行社

電動機車搭

配旅遊行程

旅宿

免費提供

住宿使用

連鎖超

商

交換電

池通路

租賃業

學生/民眾

短租/長

租服務

旅遊相

關產業

綠領就

業市場

技職合

作

機車維

修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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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租車收入

•減少購置盥用具

營運成本

活絡電動機車
租車\市場

 增加其他收入
 提昇企業形象

 免費使用電動機車
 免費交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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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完善

使用環境

連鎖超商電池交換

智慧型充電柱

21家

27處330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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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用象徵著藍天白雲的藍色和白色，襯托出澎湖
縣碧海藍天、四面環海的遼闊景致。

• 選用抗鹽霧、耐UV的壓克力面板，並使用氟碳
烤漆，以確保充電柱外觀的耐久性。

• 可容納置於於經工業局(TES)認證核准(100年9月
30日前核准)之各電動機車車款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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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RFID辨
識系統達到
電子無人自
動化管理

場站管理系統

Internet

總帳管理系統

管理者

透過管理系統進行雲
端監控，進行各項數
據管理(收費、充電量
、其他管理資訊等)

消費者

官方網站自動化服務
，可進行訊息瀏覽、
鄰近充電站與充電站
使用情況即時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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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澎湖地區綠化量及綠覆率，提高CO2減量效果，符合低碳城市基本要求，
淨化城市空氣品質，強化都市基盤水土保持功能。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於92年起進行推動
「青青草園」計畫，以每年平均約增
加5公頃草坪綠化面積方式，進行至今
綠化面積累計約有35公頃，綠化比率
約為20.8％。未來將由農委會推動植
栽綠化，至民國104年規劃造林面積總
計達200公頃，若澎湖縣政府可掌握其
餘可供造林土地，亦可協助辦理相關
造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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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後續觀光產業發展，除應積極開發替代水源及進行
水資源有效利用外，更應提高自來水供水能力，102年度
底漏水率已下降至24.73%。

澎湖為水資源匱乏地區，因此發放水龍頭節水墊片，以節
約家戶用水量，目前已完成節水墊片的發放工作。

水利署於民國100年及101年補助澎湖縣政府辦理「澎
湖縣馬公國民中學雨、中水利用系統建置計畫」與「澎
湖縣湖西鄉龍門遊客中心暨海濱渡假村雨水貯集利用系
統建置計畫」2項計畫，分別建置50噸雨水貯留槽，年
雨水供水量可達約2,500噸。

註:共完成澎湖地區分區計量管網規劃及建置23個小區管網、辦理5件汰換
舊漏管線(汰換長度19.579公里)、修漏2,74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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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目前垃圾轉運高雄市焚化爐處理，運費及處理費單價合計 2,675 元
/ton，垃圾零輸出後預期可省4800萬元/年。

 規劃設置技術最先進的零廢棄設施，處理無法再分類回收之垃圾，達到垃
圾零輸出之目標。預計設置處理容量為50公噸/天。



P.40

統計期程:100年1月~1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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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無悔措施落實說明會議，邀請對象有公務單位及學校等，
共計達40個單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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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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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登記數: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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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10月；出團前一周公告(需考慮潮汐) 須提前訂位(人齊可出發)

 學生、各級機關團體
 每團20-25人，3梯為主

 學生、一般消費者、背
包客、企業旅遊、攝影
愛好者、銀髮族

 每團20-30人，1梯為主

 學生、一般消費者、背
包客

 每團30-45人，2梯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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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好保護
土壤和海洋

今天學到什麼?
土壤的認識

國小學童
課後學習單

統計期程:100年1月~1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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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澎湖時報；再生能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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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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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大勝，金門、澎湖、連

江擠進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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