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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如何透過政府管制或誘因機制(如：碳定價、強制性節能目標與
計畫)，加速低碳商業模式市場發展(如：以租代購、ESCO、綠
色租約)，加速商業部門耗能設備汰舊換新？ 

02 

03 

如何因應資通訊等新興技術(如：AI、IoT、雲技術)開發智慧服
務模式，以減少人員與產品運輸耗能？ 

如何透過認知教育與誘因提供，影響消費者選擇行為，建立綠色
消費習慣與綠色產品市場？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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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政府管制或誘因機制
(如碳定價、強制性節能目標與
計畫)，加速低碳商業模式市場
發展(如以租代購、ESCO、綠
色租約)，加速商業部門耗能設
備汰舊換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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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背景 
 我國能源98%依賴進口 

 能源安全涉及國家安全 

  106/04/24核定「能

源發展綱領」修正案，期

望於114年達到非核家園 

 以「能源安全」、「綠色

經濟」、「環境永續」及

「社會公平」四大面向均

衡發展 

 以105年為基期，使106~114年 

2.4% 能源密集度 

2%    電力密集度 

 109年全國電力消費約 

2,710.94億度 
56%  工業部門 

19%  住宅 

17%  服務業部門 

執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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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背景 

 我國商業部門能源消費以電力消費

為主，佔95% 
 自106年起推動節電已累計節電

3.59% 

我國歷年執行成果 我國針對商業部門推動之節能策略 

 我國採取6項措施、15項執行項目推動節能減碳 

 104年國際能源署(IEA)能源效率資料庫，國際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之政策可分為6大類31項措施 

 我國已陸續施行28項與國際主流作法接軌 

 白色證書 
 能源公司負擔節能

義務制度 
 部門設定私部門節

能目標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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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 

我國主要設備補助採以ESCO補助方式，額度較有限 

可透過如綠色租約稅率補貼、用電總量下降提供不同級距電價優惠等方案以刺激改善 

先進國家為提高節能效益，皆採用多面向的補助辦法 

建議後續推動作法 

1 擴大能管法管制對象 

參考日本商業(建築)部門管理方式，將建築物管理改為以企業管理模式做規範 

將能源使用量達到800kW以上納入能源大用戶 

要求落實企業分層管理機制及節約能源目標，促進連鎖企業投入能源效率提升 

既有建築占比超過9成，建議要求改善計畫需涵蓋節能改善規畫 

符合相關條件下可增加容積獎勵 

我國對大規模修繕建築並無相關規範 

2 建築節能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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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後續推動作法 

6 提升節能專業機構之專業 

制定相關行業定期回訓及技術評鑑機制 

強化數位資訊化技術能力 

商業部門多仰賴專業機構協助發掘問題，提供節能改善方案 

5 發展能源代管及性能驗證模式 

我國針對用電設備在建造設計時有相關查驗機制，但對設備進駐之實際使用能源效
率，則無相關法規強制審驗要求，應建立查驗機制以確保設備良好運轉效率  

透過能源代管商業模式，由專業人員取代原權責管理人員，對用電及節能進行專業協助 

4 示範推廣 

服務品質的要求下容易促進能效提升 

考量「最佳化使用」，可降低過量設計之情況發生 

國外已將設備自購逐步改為租賃模式，提供「服務」而非「設備」的商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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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資通訊等新興技
術(如：AI、IoT、雲技術)
開發智慧服務模式，以減
少人員與產品運輸耗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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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噸
)

年度

交通部門歷年碳排放量

公路小計(單位：千公噸) 軌道小計(單位：千公噸) 國內航空(單位：千公噸)

國內水運(單位：千公噸) 國內小計(單位：千公噸) 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36.2百萬公噸占總

體排放量約13.99% 
 六大部門中排名第三 
 排放量來源主要為公路運輸，包含大/小客車、

大/小貨車及機車之使用 
 2016至2020年制定第1期行動方案 

現況背景 

我國交通部門歷年碳排放量 

 全球運輸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成
長，占了全球燃燒燃料直接排放的

24% 
 運輸是唯一碳排還無法穩定減量的部門 

國外運輸部門 

我國運輸部門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推廣低碳運具使用，建置綠

色運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能源使用效率」 



10 

國際運輸部門執行策略 

現況背景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會議、馬拉喀什全球
氣候行動夥伴「運輸部門氣候行動路徑」加強
路面運輸零碳排 

運用永續交通中的「避免、移轉、改善」架
構結合主動運輸、大眾運輸、零碳運具，發
展綜合性的運輸部門脫碳行動方案 

除了電動汽車與軌道運輸之外，電動大小貨車
的政策承諾及市場發展都將納入政策考量 

國際運輸減碳主要趨勢 

 提供安全、舒適、便利、具可及性的主
動運輸市區路網與基礎建設。 

 提升大眾運輸的服務品質與路網構建，
並加速汽車客運業電動化。 

 明訂機車、小汽車、大小貨車等運具之
電動化期程，以及燃油車退場機制。 

 加速能源轉型與電網管理提升，推動以
再生能源為主之電動化與氫能源研發。 

 提升車輛能效標準，並推動車輛能效分
級標章。 

 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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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運輸部門執行現況 

現況背景 

「運輸部門第一階段管制」已達到109年排放

量不超過3,721萬公噸目標 

為持續達成運輸部門減量目標，綜合國內外

運輸部門相關經驗及策略，我國「運輸部門
第二階段管制方案」加強或新增具體計畫
或作為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 

 提升公共運輸無縫轉乘服務 

 強化運輸需求管理 

 建構高效率運輸網絡 

 推廣低碳運具 

 建構低碳運輸發展能力 

 提升新車能源效率 

未來政府也規畫持續投入經費進行包括 

 「5G交通數據資料服務」 
 「交通核心路網數位基礎建置」 
 「打造智慧交通行動服務生活環境」 
 「營造永續與幸福的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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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行動通訊 

 透過更快的傳輸速度，擴大並強化物聯網 

 資料雲端智能運算分析，協助路況判斷與預防事故 

建議後續推動作法 

全自動化車輛系統 

 因應電商經濟發展，使得倉儲管控、物流運輸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透過整合資料分析預測倉儲及物流需求，以降低物流成本與能耗 

交通資訊整合系統 

倉儲及物流服務 

 提供最佳化運輸路線，縮減人員及貨物運輸時間 

 整合不同運輸系統，讓轉乘更便利與快速 

 運用大數據概念，偵測即時路況與車流，動態調整號誌秒數 

 自動駕駛的等級中的Level 4高度自動、Level 5完全自動仍有技術挑戰須突破 

 車聯網、邊緣運算與人工智慧結合，即時捕捉路況資料並分析運算，做出安全

性駕駛的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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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認知教育與誘因
提供影響消費者選擇行為，
建立綠色消費習慣與綠色
產品市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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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背景 

根據國外研究指出，大多數
消費者會改變他們的消費習
慣，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但僅有近 半數 的消費者會轉
向使用環保或綠色產品 

針對消費者無法將意圖轉
為實際行為的差距來自於 

01 綠色產品「相對昂貴」 

無法了解其購買行為的
環境效益 

02 綠色產品「不易取得」 

03 

日本 

韓國 

根據108年申報綠色採購販售 
金額之綠色商店 

共計1,225家 
銷售額588億 

較107年提升113億 

近三年（107年至109年）綠
色商店之綠色產品銷售額占
整體批發及零售業者營業額 

0.04% → 0.06% → 0.07% 

成立「綠色採購組織」全力推廣
綠色產品由日本環境廳出面，結
合產業界力量， 提供政府機關，
私人機構與一般消費者有關綠色
產品採購的資訊。 

推動綠色信用卡制度。透過整合
政府主要綠色產品通路廠商，使
民眾使用綠色信用卡消費時，可
獲得相關優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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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 

市場觸及消費者以及生產者，為持續鼓勵民眾於日常生活中綠色消費習慣並擴大對於
綠色消費的認知，因此可朝兩方向推動進行，分別為「政府機關」及「企業」： 

國內環保署每年訂定「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採購計畫」，其中透
過各地方環保局協助推動各種綠色消費措施 

提升綠色採購力  持續提升及推動「綠色商店」 
 「民間單位申報綠色採購平臺」，鼓勵企業及民間團體，擴大

綠色採購參與率 

推廣綠色產品 

 為使民眾於挑選綠色產品或選擇服務時有更多選項 
 擴大綠色產品範疇，針對服務業及未有環保標章之產品

並以民眾日常用品做為優先輔導申請對象 

擴大綠色業者/ 
產品範疇 

 綠色產品範疇包含「成品」及「服務業」 
 「服務業」類型包含服務類環保標章、環保旅店及綠色商店等 
 推廣綠色場域，進而提升民眾認知度 

建議後續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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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建立綠色消費習慣的關鍵在於生活「綠色化」，而將生活綠色化須要時間，於消費者
方面須逐步加強消費者教育與環境教育，於生產者方面將綠色產品範疇擴大將有助於
提高實際綠色購買行為同時建立綠色產品市場 

運用社會影響力  
 將綠色產品的環保行為更明顯被看到，降低其他影響因素

如價格、便利 
 透過綠色行銷中感性訴求可藉由激起罪惡感、或是善用希

望與自豪的感覺與消費者溝通 

環保意識養成 

 近年共享經濟的成功，企業可考慮採取「提供體驗，而不是有
形實物」的商業模式 

 思考在消費者使用完產品時，如何調整產品的用途，如外送平
台foodpanda推廣使用循環容器外送 

資源共享 

 將綠色產品或服務，設為預設選項，如電子化帳單、旅館重複
使用毛巾，增加一般消費者接觸綠色消費的正面習慣 

 人們喜歡維持一致，因此採取一項永續性行為，在未來傾向做
出其他正向改變 

建議後續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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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如何透過政府管制或誘因機制(如：碳定價、強制性節能目標與
計畫)，加速低碳商業模式市場發展(如：以租代購、ESCO、綠
色租約)，加速商業部門耗能設備汰舊換新？ 

02 

03 

如何因應資通訊等新興技術(如：AI、IoT、雲技術)開發智慧服
務模式，以減少人員與產品運輸耗能？ 

如何透過認知教育與誘因提供，影響消費者選擇行為，建立綠色
消費習慣與綠色產品市場？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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