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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面臨的十大問題

2003 6.5 Billion People

2050 8-10 Billion People

Source: R.E. Smalley, Energy & Nano Technology Conference, Rice University, May 3, 2003

1. 能源
2. 水
3. 食物
4. 環境
5. 貧窮
6. 恐怖攻擊及戰爭
7. 疾病
8. 教育
9. 民主
1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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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urgent?How urgent?

Maldives cabinet meets underwater, October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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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明天過後，是否科幻明天過後，是否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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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把電影

電影：明天過後劇照 電影：2012預告片

電影：我是傳奇海報電影：日本沈沒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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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變成事實

「卡崔娜」颶風 ，2005

88水災 ，2009

糧食危機 ，進行中



面對不願面對的真相- Climate Change

北極冰川縮小，比1979 

-2004年平均少約20%，
2040年北極夏季無冰。

沙漠化擴大，威脅著
10 億人的生計。

由於氣候變暖及資源管
理不善，部分已開發國
家也出現水荒。

2005年地球大氣CO2濃
度379.1ppm創新高紀
錄。

全球暖化將易發生及
延長森林野火季節。

2005年全球氣候災害造
成經濟損失約為1998年
經濟損失的兩倍。

氣候變化威脅野生物種
遷徙生存。

颶風出現頻率高出十年
前一倍。

資料來源：1. NASA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arth's Changing Ice Sheets, 11 December 2006.
2.Richard A.Kerr, “Is Katrina a Harbinger of Still More Powerful Hurricanes?”, Science VOL 309 16 September 2005.
3. UNEP,Global Desert Outlook, May 2006. 
4. Steven W. Running, Is Global Warming Causing More,Larger Wildfires?,  Science VOL 313 18 August , 2006.
5. WMO Greenhouse Gas Bulletin 2005, 1 November 2006.
6.UNEP, Impacts of a Changing Environment on Wild Animals, Nov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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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

•• 地球表面能量主要來自於太陽之輻射地球表面能量主要來自於太陽之輻射

，屬於短波之入射波經大氣吸收、地，屬於短波之入射波經大氣吸收、地

表及大氣反射後剩餘的為地表所吸收表及大氣反射後剩餘的為地表所吸收

，此經地表土壤、水體、植物等吸收，此經地表土壤、水體、植物等吸收

後再以長波輻射方式釋出，一部分為後再以長波輻射方式釋出，一部分為

對流層水氣及對流層水氣及COCO22吸收，一部分在平流吸收，一部分在平流

層為層為CHCH44、、NN22OO、氟氯碳化物等所吸收、氟氯碳化物等所吸收

，其餘則逸入太空。，其餘則逸入太空。

工業革命後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燃料、濫伐森林、使用含氟物質及工

業活動等，造成CO2、CH4、N2O、SF6、PFCs、HFCs等易吸收長波輻

射氣體大幅增加，形成地球暖化現象，此現象即為「溫室效應」。

copyright© 2010,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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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化潛勢與排放源溫暖化潛勢與排放源

溫室氣體 溫暖化潛勢
GWP 排放來源

CO2 1 化石燃料燃燒、砍伐(燃燒)森林

CH4 25 垃圾場、水稻、天然氣、石油及煤
礦、家畜排泄物管理、腸道發酵

N2O 298 氮化物肥料使用、化石燃料燃燒

PFCS 5,700-11,900 鋁製品、半導體、滅火器

HFCs 120~12,000 滅火器、半導體、噴霧劑

SF6 22,800 電力設施、半導體、鎂製品

CFC︰
R-11      4,600
R-12    10,600
R-13    14,000

HCFC︰
R-22      1,700

混合冷媒︰
R-410a      2,087

京
都
議
定
書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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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氣候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

� 全球約為2,040億美元
� 2005年全球因氣候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2,040億美元，約為1998

年經濟損失的兩倍。保險損失同樣高達920億美元，為歷年之最。

� 台灣保險損失劇增
� 台灣颱風及洪水保險損失由2003年的2千7百萬新台幣增加至2005年的

12億6千7百萬新台幣，約增加4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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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1. Munich Re ,Annual review: Natural catastrophes 2005, April 2006.

2.Taiwan Insurance Institute, the insurance statistics , M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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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樹輪、珊瑚、冰蕊等間接的方法推估氣溫的變化，可以看出來
目前的高溫是過去1000~2000年從未有過的

• 不同研究者的數據略有差異，但是目前是高溫的趨勢不變

全球暖化證據

 
過去1000年 過去2000年

Source: IPCC, 2001 Source: Moberg, et.al., in Nature, V. 433, 10 Febr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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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R4評估報告

2007年2月2日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發表第一工作組評估

報告「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摘要，強

調全球平均溫度增加”非常可能(Very likely > 90%)”是由人為溫室氣

體造成。

Sourc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 February 
2007.

Source: USGS Fact Sheet FS–026–03, March 2003

五十萬年之大氣CO2濃度變化

18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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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促成節能、再生能源及核能產業市場擴充
� 衍生碳交易市場成長，預估2005至2050年投資額累計可達4,500兆美元

2050年全球擬降低 430億噸 CO2 之關鍵技術

地球暖化與國際因應趨勢

資料來源 :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2010

BLUE Map emissions 14 Gt

Baseline emissions 57 Gt

ETP 2010 analysisWEO 2009 450 ppm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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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捕追及封存 19%

再生能源 17%

核能 6%

電廠效率及燃料更換5%

使用端燃料更換15%

使用端燃料及電力效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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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自給率僅4%

� 爭取海外油田開發權益，確保能源供應穩定
� 提升太陽能、風力等再生能源之效率與發電量
� 發展核電事業，預期至2020年增設8座核電站

� 能源產業
� 產業結構調整，新能源產業將成為日本未來的支柱產業

� 福島核災後
� 暫緩核能發展
� 將加強淨煤技術、海洋能及氫能等替代能源之投入

開發替代能源，提高能源自主率開發替代能源，提高能源自主率

日本之綠能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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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之綠能發展規劃

� 98%的能源仰賴進口
� 政府投入高額的研發補助經費，大力推動核能、新能源與

再生能源技術研發。

� 能源產業
� 未來5年將投資40兆韓元 (373億美元) 主攻新能源產業，致

力將其發展為韓國新的出口產業。
� 短程以海上風力發電領域進行重點攻堅；長程則以太陽能

產業為目標。
� 已獲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核電站的合約，成為世界上第六

個「出口」核電站的國家。
� 2020年躋身全球前7大綠能輸出國

透過綠能科技與產業，帶動經濟發展透過綠能科技與產業，帶動經濟發展
17



中國大陸之綠能發展規劃

� 經濟快速成長，電力不足
� 大量興建核電廠
� 再生能源佔總能源消費比重將提高到15% (2020年)

� 減少碳排放40% (國際承諾指標) (2020年)

� 能源產業
� 投入約 5,860 億美元的 34 %於綠色能源，絕對值全球第

一，比例全球第二。
� 太陽電池產業全球市場占有率居世界第一

� 十二五規劃
� 發展綠貓經濟
� 新興能源產業: 風電、太陽能、核能、生質能與智慧電網

設定高標，強力執行設定高標，強力執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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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揭露計畫碳揭露計畫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copyright© 2010,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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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領袖聯盟

資料來源：TIGOcopyright© 2010,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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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Carbon Footprint)

各式各樣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放各式各樣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放
��國家國家//城市碳足跡城市碳足跡

–– 整個國家的總體物質與能源的耗用所產生的排放量，並整個國家的總體物質與能源的耗用所產生的排放量，並
著眼於『間接』與『直接』、『進口』與『出口』所造著眼於『間接』與『直接』、『進口』與『出口』所造
成排放量成排放量

��企業碳足跡企業碳足跡
–– 生產與生產與非生產性的活動非生產性的活動（（例如例如：：相關投資相關投資））的碳排放量的碳排放量

��個人碳足跡個人碳足跡
–– 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所導致的碳排放量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所導致的碳排放量

��產品碳足跡產品碳足跡

copyright© 2010,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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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碳標籤
國家 歐盟 韓國 法國 法國

名
稱

Carbon Labels CooL (CO2 Low) Label Bilan CO2 Groupe Casino Indice Carbon

碳
標
籤
圖
示

國家 加拿大 瑞士 澳洲

名
稱

Carbon Counted climatop Greenhouse Friendly Label

碳
標
籤
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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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腸之案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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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ORO啤酒(日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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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的排碳與低碳分析一、金門的排碳與低碳分析

低碳措施相關議題資料蒐集與研析低碳措施相關議題資料蒐集與研析

�油電供需分析
�再生能源開發現況
�水資源
�廢棄物處理處置
�交通運輸系統
�環境綠化
�建築物設計

2009年各月份用電趨勢
歷年用電趨勢

歷年用油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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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計算與整理)

區域 台灣 澎湖 金門

人均排碳量
（公噸/年）

11.2 5.4 3.79

2009年金門縣溫室氣體排放量初步估計與減碳規劃策略2009年金門縣溫室氣體排放量初步估計與減碳規劃策略

28

溫室氣體來源分析溫室氣體來源分析
� 總排放量：355,796公噸
� 人均排放量：3.79公噸/人/年
� 人口數：93,803人

1

運輸部門

住商部門+建築+工業 農林部門

廢棄物部
門

能源部門

�� 開源：開源：突破現有再生能源裝置
限制(已達24%)�搭配儲能系統

�� 節流：節流：全面導入ESCO，發揮住
商、電力部門之節能效果

� 環境綠化

� 電動機車
� 電動公車
� 電動公務車

� 零廢棄

� 太陽熱水器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平均值約4~6

金
門縣

約
3.8

台灣約11.2

世界人均碳排放量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噸噸//人年人年))2

29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30

一、目前的危機一、目前的危機
二、低碳生活圈可用的手段二、低碳生活圈可用的手段
三、金門的排碳與低碳分析三、金門的排碳與低碳分析
四、金門低碳島的規劃四、金門低碳島的規劃



金門高
粱酒

範疇一

發電占
49.4%

昂貴發
電成本

傳統閩
式建築

用電量

金酒公司占
全縣約10％

範疇一

廢棄物處理
占7.8%金門特色金門特色 碳排特性碳排特性

離島中的
離島

烈嶼

範疇一

運輸占
26.3%

範疇二

住商占
81.8%

規劃構想規劃構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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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門低碳島的規劃四、金門低碳島的規劃



綠能與低碳綠能與低碳
運輸系統旗運輸系統旗

艦計畫艦計畫

烈嶼零烈嶼零
碳島旗碳島旗
艦計畫艦計畫

社區新社區新
建、改造建、改造
以及低碳以及低碳
建築旗艦建築旗艦

計畫計畫

資源循環資源循環
與區域生與區域生
質能中心質能中心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金酒低金酒低
碳園區碳園區
旗艦計旗艦計

畫畫

低碳樂活低碳樂活
推動計畫推動計畫

打造金門低碳島，打造金門低碳島，66大計畫（大計畫（55個旗艦計畫個旗艦計畫+1+1個推動計畫）個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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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噸CO2/年/人 2公噸CO2/年/人 0公噸CO2/年/人3.79公噸CO2/年/人

金門低碳島願景金門低碳島願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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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01)

2013

(102)

2014

(103)

2015

(104)

2016

(105)

2017

(106)

2018

(107)

2019

(108)

2020

(109)

2021

(110)

金酒低碳園區金酒低碳園區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節能診斷、改善節能診斷、改善

太陽能光電太陽能光電

烈嶼零碳島烈嶼零碳島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綠能與低碳運綠能與低碳運
輸系統輸系統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資源循環與區資源循環與區
域生質能中心域生質能中心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社區新建、改社區新建、改
造以及低碳建造以及低碳建
築旗艦計畫築旗艦計畫

低碳樂活低碳樂活
推動計畫推動計畫

溫室氣體盤查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盤查、高粱酒低碳行銷溫室氣體盤查、高粱酒低碳行銷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持續改善、新廠零碳規劃持續改善、新廠零碳規劃

太陽能光電、小風機太陽能光電、小風機

用電大戶改善、節能路燈、智慧電
錶

用電大戶改善、節能路燈、智慧電
錶

節能家電推廣補助節能家電推廣補助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持續改善持續改善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儲能、大風機儲能、大風機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裝設90kw小風機、4MW太陽能光電裝設90kw小風機、4MW太陽能光電

推動電動機車、公車、汽車推動電動機車、公車、汽車

自行車道綠化自行車道綠化 持續維護持續維護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大風機大風機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強化回收制度、加強回收收集設施強化回收制度、加強回收收集設施

設置堆肥化、甲烷化設施設置堆肥化、甲烷化設施

餘熱海水淡化、降低漏水率、增加雨水回收餘熱海水淡化、降低漏水率、增加雨水回收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操作維護操作維護

持續加強回收持續加強回收

新社區綠建築新社區綠建築

新社區節能、資源循環、綠化新社區節能、資源循環、綠化

既有社區低碳化補助既有社區低碳化補助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節能（節能家電、產業節能、節能路燈）節能（節能家電、產業節能、節能路燈）

低碳教育宣導（宣導活動、人培、網站）低碳教育宣導（宣導活動、人培、網站）

低碳校園推廣低碳校園推廣 持續推廣、改善持續推廣、改善
持續推廣持續推廣

持續推廣、改善持續推廣、改善

減碳路徑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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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酒低碳園區旗艦計畫（一）金酒低碳園區旗艦計畫
1

營收營收

金門縣最大用電戶（占10％）

金門縣最大柴油用戶（占50％）

金門縣府最重要財源(繳縣庫49
億)

金門縣最大產業(營收123億）

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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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酒低碳園區旗艦計畫（一）金酒低碳園區旗艦計畫

金酒低碳園區規劃金酒低碳園區規劃

金門高粱酒低碳行銷
開發利用再生能源(太陽光電、CSP)
製程與公用設備節能改善

碳
足
跡
標
示

碳
足
跡
標
示

新廠零碳計畫(廠內冷熱整合與
整合生質能)

2 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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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循環與區域生質能中心旗艦計畫（二）資源循環與區域生質能中心旗艦計畫
1

37

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11））

�垃圾
– 99年垃圾清運量11,042公噸，資源回收率30.14%
– 其中94%比例之資源物(紙類46%、廚餘34%及塑膠14%)

�生質廢棄物
– 高梁桿、小麥桿，估計約每年6,000噸，就地回收保持地力，
– 金酒酒糟每年產量達55,698噸

• 為最大宗的事業廢棄物
• 2012年擴建後50%的成長，2015會有二倍以上的成長，可做為飼料、堆肥、

生質能之用，

– 酒糟污泥、生活污泥合計3,331噸，較適合做為堆肥用途
– 牛豬排糞尿合計約超過50,000噸，

• 第二大生質材料的來源
• 農場地回收養分與堆肥化
• 未來可考量做為重要的生質燃料來源



污水處理場金酒
下腳料廠

乾飼料(30%)

農
林
廢
棄
物

廚
餘
75

%

豬
牛
排
泄
物
80

%

蚵
殼

污泥：840

（含 水率
85%）

金酒公司

酒糟(70%)

56,000t

333~421TJ

酒糟污泥(85%)

2,500t

4~9TJ

海
漂
垃
圾
：
竹
木

單位：公噸/年

肥料

28
3,189

15~20TJ 500

8,200

100

甲烷

24,000t

405TJ

水解甲烷化 堆肥化

25000 25000

1,700t
87TJ

金門生質能源中心

摻
配

165~257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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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綠能設施

充電
便民服務

調整
合理油價

政府加碼
補助

創新
商業模式

利用
離峰充電

（三）綠能與低碳運輸系統（三）綠能與低碳運輸系統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39

1

�� 金門縣運輸部門為金門縣運輸部門為
第二大排碳源，占第二大排碳源，占
27%27%
– 主要來自境內4萬輛

機車與2萬輛汽車

�� 低碳運具電動車或低碳運具電動車或
電動機車電動機車
– 屬於續航力有限�金

門島航距不高
– 高單價之產品�金門

不易失竊+政府加碼
補助

– 電池壽命與管理困難
�合宜的商業模式

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



（三）綠能與低碳運輸（三）綠能與低碳運輸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40

2 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近程（近程（20122012--20142014年）年）——示範運行示範運行

編號 車種 方式 輛數 主導單位/配合單位
G1 公務指標用車 金門縣政府各機關 公務用車 20 金門縣政府(所轄單位) 

G2 縣內公車 縣內運行電動BUS以烈嶼鄉、機場
接駁、觀光巴士優先 6 金門縣政府車船處

P1 旅遊短租小車 金門縣都會區電動車套裝租賃 20
在地 車輛租賃公司
台灣租車公司

P2 旅遊環島車輛 環島觀光旅遊、接駁電動車(7-9人
座)

20 金門當地旅行社業者

P3
旅遊機場接駁
公車

機場與水頭碼頭接駁BUS、小三通
行李輸送 6 在地車輛租賃公司

P4 旅遊計程車 金門縣計程車租賃車隊 20 金門當地計程車行

P5 在地企業使用 企業形象示範用車 20

7-11、燦坤3C、黑貓
在地企業TOP 10如: 金門酒
廠、聖祖貢糖

P6
觀光旅遊
高爾夫球車

國家公園內特定區域運行、古蹟聚
落區使用 50

在地車輛租賃公司
金門縣政府車船處

ES 電動機車
獎勵補助電動機車，由政府部門率
先使用，推廣至租車業低碳無噪音
之旅遊方式

1500
政府部分、租車業、民宿
業與ICT業者整合

公務部門示範、旅遊租賃及在地企業優先



1

建造金湖鎮低碳新社區 既有社區低碳化

推廣低碳社區概念推廣低碳社區概念
� 打造低碳金門厝聚落

� 導入低碳社區概念

� 引進低碳技術與措施

以低碳思維，打造金門城鄉新風貌以低碳思維，打造金門城鄉新風貌

�� 低碳社區更普及化低碳社區更普及化
�� 打造金門低碳體質打造金門低碳體質

（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
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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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

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

42

區域供冷(或供冷熱)可行性
-收集冰水機熱量����供應熱
水

CSP提供熱、電與社區
低碳形象

（1）建造金湖鎮低碳新社區



3

類別 建議改善事項

再生能源 興建風力發電系統

興建太陽能光電系統

節約能源 改換成高效率電子式燈具(日光燈具)

選用高效率光源(逃生指示燈)

選用高效率光源(社區公共空間投射

燈)

改換成高效率電子式燈具(傳統環型

日光燈管)

汰換低效率冷氣機(箱型冷氣機)

資源循環 雨水回收系統工程

省水器材

綠化 綠美化含隔熱工程

低碳運輸 興建腳踏車停車架

既有社區低碳化

（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四）社區新建、改造以及低碳建築旗艦計畫
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

低碳社區競賽補助低碳社區競賽補助

43

（2）既有社區低碳化



（五）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五）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

1

烈嶼
總排量量：20,162公噸

人均排放量：2.35公噸/人

�� 機車：機車：3,6993,699輛輛
�� 汽車：汽車：1,5541,554輛輛
�� 公車：公車：44輛輛

�� 無製造業無製造業
�� 用電大戶均用電大戶均

為公家單位為公家單位

人口：人口：89218921人人

戶數：戶數：26202620戶戶

土地：土地：15km15km22

金
門
大
橋

金
門
大
橋

以再生能源整合大金電網以再生能源整合大金電網
達成→烈嶼零碳島達成→烈嶼零碳島

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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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五）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

2

提高再生能源占比，降低用電量提高再生能源占比，降低用電量提高再生能源占比，降低用電量

8MW大風機

1MW太陽能光電

5MWh儲能

節能家電補助

用電大戶節能

路燈、智慧電錶

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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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與診斷問題分析與診斷

全縣除了前述5個旗艦計畫外，金門仍有一些需積極推動減碳之處：

(1)鼓勵居家節能減碳

(2)產業節能改善、用電智慧控制

(3)全數路燈節能化

透過各類型的教育宣導，帶動居家、校園、產業的節能風氣，透過各類型的教育宣導，帶動居家、校園、產業的節能風氣，
養成金門低碳樂活民風養成金門低碳樂活民風

（六）低碳樂活推動計畫（六）低碳樂活推動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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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低碳措施採行低碳措施

（六）低碳樂活推動計畫（六）低碳樂活推動計畫

低碳低碳
樂活樂活

節約能源節約能源

教育宣導教育宣導 低碳校園低碳校園

� 節能家電補助
� 節能冷氣
� 節能冰箱
� 太陽熱水器
� 產業節能

� 產業節能
� 用電大戶節能改善
� 高壓用電戶裝設智

慧電錶
� 路燈照明節能改善

� 節約能源器具
� 更換為節能的T5燈管
� 省水龍頭
� 省水馬桶零件

� 金門低碳島納入金門小學
鄉土課程教材

� 建立學校溫室氣體盤查與
減量方法能力

� 金門低碳島啟動記者會
� 低碳教育整合性宣導
� 建置金門低碳島網站
� 綠領人才及執行人力培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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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旗艦計畫
發電 節電 節省瓦斯 節油 省水 減廢 減碳量

度 度 公斤 公升 度 噸 噸

金酒低碳園區旗艦計

畫
356,800 7,530,694 - -

- -
9,988 

烈嶼零碳島旗艦計畫 20,287,900 1,895,448 -
223,731 - -

38,506 

綠能與低碳運輸系統

旗艦計畫
14,640,000 - -

262,654 - -
13,049 

資源循環與區域生質

能中心旗艦計畫
- - - 2,000,000 423,642 10,950 455 

社區新建、改造以及

低碳建築旗艦計畫
- 20,685,807 247,000 -

- -
21,503 

低碳樂活推動計畫 - 1,850,220 - -
- -

14,519 

合計 35,284,700 31,962,169 247,000 2,486,385 423,642 10,950 98,019

六大旗艦計畫環境與減碳效益六大旗艦計畫環境與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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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計畫減碳成果與各計畫減碳成果與BAUBAU比較圖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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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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