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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 

台灣綠色經濟發展模式與對策 

劉堉光* 

摘    要 

為降低經濟成長對環境資源消耗的影響，許多重要國際組織強調，經濟發展

應改變過去「先污染，後治理」的發展模式，建構一套整合的系統架構，使經濟成

長扮演支應或強化永續發展的基礎後盾，而非消耗環境資源，削弱經濟發展永續性。 

推廣綠色消費、促進綠色生產有助於達成永續發展目標。綠色成長是一種結

合生態效益於消費型態和生產模式的創新永續化策略，運用經濟成長動能發展環境

產業，加速環境技術創新，增進經濟永續發展潛能。  

本文旨在探討綠色成長之國際新趨勢，並據此檢視台灣綠色經濟發展模式與

對策。展望未來，經濟永續成長策略將是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台灣應

掌握綠色成長契機，促進經濟永續成長。  
 
 
 
 
 
 
 
 
 
 
 
 
 

【關鍵字】綠色成長、永續發展、生態效益、綠色消費、綠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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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綠色經濟發展模式與對策  

一、前   言 

隨著全球經濟不斷推展，加劇生態環境資源負荷壓力，影響人類生活環境品

質，抵銷了部分經濟成長所帶來社會福祉提升的正面效益，偏離永續發展路徑。根

據世界看守研究中心(Worldwatch Institute)[1]估計，若全球每人消費量達到目前工

業先進國家的消費水準，則需消耗相當於 5 個地球資源，顯示經濟發展已過度依賴

環境資源，侵蝕自然資源基礎，經濟長期成長難以實現。  

經濟永續成長是當前全球發展的重要思潮。近年來，國際間提出一套衡平經

濟繁榮與自然生態的「綠色成長模式」 [2]，強調經濟成長的脈動與環境消耗脫鉤

(decoupling)或去物質化的經濟成長，達經濟永續成長目標。2000 年聯合國高峰會

議訂定「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MDG)，會員國已承諾在 2015 年前實現 8 項發

展目標，其中，第 7 個目標就是「確保環境永續力」，力求扭轉環境資源損失。2005

年聯合國更指出，亞太地區需要一種「轉向綠色經濟成長的典範」，改變過去「先

污染，後治理」的發展模式，建構一套整合的系統架構，使經濟成長扮演支應或強

化永續發展的基礎後盾，而不是以消耗環境資源為代價，削弱經濟發展的永續性。 

為實現經濟永續成長目標，世界自然保育基金會(WWF)[3]指出，工業先進國家

之生態足跡偏高，生態資源過度耗用，應採行有關降低資源消費及提升技術效率的

對策，而開發中國家則需提升國人識字率與建置健康照顧體系，促進人力資本投

資。綜合而言，發展綠色經濟，實現永續成長之主要思維方向有二：一是環境保護

不再視為經濟成長的限制條件，而是經濟成長的驅動力量及促進經濟長期成長的基

礎，亦即落實環境政策等同於實現成長政策；二是生產與消費行為不再視為純粹的

線性過程，而是一種整體生命循環的觀念，是實現綠色經濟的重要機制。從總體經

濟規劃角度，發展綠色經濟可重新調整國家財富的組成內涵，建立一種物質資本、

人力資本及自然資本的新平衡關係，促進國家財富累積。  

台灣致力推動綠色經濟發展，調整生產模式與消費思維，強化符合永續發展

的經濟功能與制度結構，提高台灣綠色競爭力優勢，促進經濟永續成長。主要推動

方向包括：(1)發展綠色產業，落實綠色生產，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增進生態效益；

(2)推廣綠色消費，實踐優質綠色生活；(3)掌握資訊通信科技(ICT)技術優勢，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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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技術創新，並增進綠色投資。  

二、全球經濟朝永續成長目標邁進 

健康的生態環境為一國家經濟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若經濟發展以過度

消耗環境資源為代價，則經濟長期成長難以維繫。根據聯合國一項模擬預測顯示，

如假定未來全球之經濟成長及人口成長呈平緩、穩健走勢，則至本世紀中期，人類

對環境資源的需求量將高達生物生產能力的兩倍。  

有鑑於此，為避免生態赤字(ecological deficit)逐漸擴大，國際間正探詢 2 種趨

向永續性的可能發展途徑，一是以漸進方式趨向永續發展；二是快速轉型，邁向永

續發展。採行前者之漸進方式，雖較為溫和，惟若生態赤字愈大、持續時間愈久，

則退化的生態系統將難以重建。根據 WWF(2006)[4]估計，1975 至 2003 年全球每人

生態足跡成長率達 14％，2003 年每人生態赤字 0.4 公頃，顯示全球已過度使用生

態資源，造成生態供需不平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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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61 至 2100 年全球生態足跡之三種模擬路徑 [4] 



4 台灣綠色經濟發展模式與對策  

2.1 國際間綠色成長之規劃理念  

綠 色 成 長 模 式 是 一 種 結 合 生 態 效 益 於 消 費 型 態 和 生 產 模 式 的 創 新 永 續 化 策

略，運用經濟成長能量驅動環境技術創新及環境產業發展，增進經濟永續發展潛

能。國際間之政策規劃方向主要是：  

1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並進  

(1)建置適當的誘因機制及配套措施，移除不利永續經濟成長的補貼制度，並推

動綠色稅制改革。  

1Porter(1991 及 1995)[5][6]提出「波特假說」，主張國家之環境法規可有效導

引民間投資環保設備，加速環境技術與品質創新，開創環境市場與產業新

機會，提升綠色競爭力。  

2Kim(2005)[7]指出，實現綠色成長之政策有效性，主要關鍵在於運用經濟誘

因措施對環境技術進步的誘導作用，如：綠色租稅政策。研究顯示，追求

經濟成長極大化的稅率(τ(gmax))必低於社會福祉極大化的稅率(τ(wmax))。有

鑑於此，一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的最適財政租稅政策，是採行降低污染或資

源消耗的影響因素(如：提升生態效益)，並扭轉過去租稅誤置情形，使 τ(gmax)

與 τ(wmax)接近或相等，以縮小稅制影響效果的差距，增進綠色成長實現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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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現綠色成長之最適環境政策 [7] 

 

(2)環境產業發展對於促進經濟成長及創造就業機會深具潛力  

全球環保市場發展具高度集中性及壟斷性，根據 Bora(2004)[8]統計，排名

前 20 名的環境商品出口國占世界總出口比率達 93%，而排名前 20 名的環境

商品進口國占世界總進口比率 87%。  

①亞洲開發銀行(ADB)「2005 年亞洲環境展望」 [9]指出，2005 年全球環境商

品與勞務市場約 6,074 億美元，預估至 2015 年可增至 8,361 億美元。其中，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2005 年為 375 億美元，預估至 2015 年約可成長 3 倍，

達 1,164 億美元。  

2就環境產業分項論，根據美國國際環境商業顧問公司(EBI)統計，2001 年全

球環保服務業 2,846 億美元、環保資源業 1,474 億美元及環保設備業 1,204

億美元。綜合而言，全球環境產業各業別以水及廢水管理投資業最為重要，

占總市場比率達 38%，其次是廢棄物管理 1,738 億美元，占比 31%；在亞洲

開發中國家，水及廢水管理需求占市場比率高達 50%，廢棄物管理業則占

22.5%，顯示水及廢水管理投資在亞洲開發中國家更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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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環境市場現況與展望  

單位：10 億美元 
 實際 預測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10 2015 
美國 210.5 215.2 221.4 227.5 233.7 240.2 275.1 315.0 
西歐 157.8 160.8 165.0 169.1 173.4 177.7 201.0 227.5 
日本 93.7 93.3 92.4 92.6 92.9 93.1 94.4 95.6 
澳洲及紐西蘭 8.4 8.6 8.8 9.1 9.5 9.8 11.7 14.0 
其他亞洲國家 24.0 25.6 28.16 31.0 34.1 37.5 66.1 116.4 
其他地區 47.6 48.5 45.4 46.6 47.8 49.1 57.0 67.6 
全球 542.0 552.0 561.1 575.9 591.3 607.4 705.3 836.1 

資料來源：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 and ADB. 

 

表 2  亞洲及全球環境市場(部門別) 

 2000年 亞洲* 2001年 全球 
 10億美元 (%) 10億美元 (%) 
環保設備業     

水設備及化學 3.2 13.3 42.9 7.8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3.0 12.5 35.3 6.4 
儀器及資訊系統 0.6 2.5 6.6 1.2 
廢棄物管理設備 1.1 4.6 32.6 5.9 
製程及防治技術設備 0.3 1.3 3.0 0.5 

環保服務業     
固體廢棄物管理 3.7 15.4 120.3 21.8 
有害廢棄物管理 0.6 2.5 20.9 3.8 
環保顧問及工程 0.9 3.8 31.4 5.7 
復育/產業服務 0.4 1.7 28.2 5.1 
環保檢測及分析服務 0.3 1.3 4.3 0.8 
廢水處理業務 3.6 15 79.5 14.4 

環保資源業     
水公用事業 5.2 21.7 86.9 15.7 
資源回收 0.2 0.8 36.6 6.6 
環保能源 0.8 3.3 23.9 4.3 

加總 24 100 552 100 
註：*不包括日本、澳洲及紐西蘭。 
資料來源：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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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造生態效益  

為確保環境資源的永續利用，人類對環境壓力不可超過生態環境承載力。

因 此 ， 除 加 強 供 給 層 面 的 永 續 規 劃 策 略 外 ， 更 應 重 視 需 求 面 管 理 的 生 態 效 益

(eco-efficiency)，如：提升資源使用效率、推廣綠色消費等，發揮永續生產與永

續消費之綜合效益，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併行不悖。主要特點有 2：  

(1)從供給面引導實行低耗資源的生產體系，增進綠色技術進步，提升資源生產

力，並建立合理的生態資源價格，避免資源超限利用，達成生產的生態效益。 

(2)從需求面提高國人環境保護意識，引導綠消費與綠生產的發展模式，促進消

費的生態效益。  
 

 

 

圖 3  環境永續與生態效益  

 

2.2 環境績效指數之國際評比  

WEF、美國耶魯大學、哥倫比亞大學及歐洲委員會聯合研究中心 [10]共同發布

「2006 年環境績效指數(EPI)」，以「減少環境對人類健康造成的壓力」和「促進

生態系統的生命力及健全天然資源的管理」為思維基礎，就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及

棲息地、環境健康、生產性自然資源、空氣品質及永續能源等 6 項指標進行評比。

結果顯示，在全球 133 個評比國家中，排名前 5 名的國家依序為紐西蘭、瑞典、芬

蘭、捷克和英國；台灣排名第 24 位，為排名前五分之一國家內，優於荷蘭(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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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美國(第 28 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 5 位，僅次於紐西蘭(第 1 位)、馬來西亞(第

9 位)、日本(第 14 位)及澳洲(第 20 位)。  

此外，實證研究顯示，EPI 與每人 GDP 呈高度相關，相關係數達 0.702，且

EPI 與政府環境治理之相關係數為 0.56。因此，為提升國家整體環境績效，應兼顧

經濟利益與生態利益，確保環境資源永續性，達成經濟穩健成長。  
 

表 3  全球環境績效指數評比  

國家 排名 分數 國家 排名 分數 
紐西蘭 1 88.0 日本 14 81.9 
瑞典 2 87.8 澳洲 20 80.1 
芬蘭 3 87.0 台灣 24 79.1 
捷克 4 86.0 荷蘭 27 78.7 
英國 5 85.6 美國 28 78.5 

奧地利 6 85.2 南韓 42 75.2 
丹麥 7 84.2 菲律賓 55 69.4 

加拿大 8 84.0 中國大陸 94 56.2 
馬來西亞 9 83.3 印度 118 47.7 

資料來源：WEF et al. (2006), Pilot 200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三、台灣綠色經濟之發展 

發展綠色經濟，有助於減緩資源消耗及降低環境衝擊，促進消費、生產及技

術朝永續化轉型，實現永續經濟成長。根據主計處 95 年綠色國民所得帳編製結果

報告 [11]，民國 83 至 94 年台灣生態環境資源破壞的經濟損失顯現遞降趨勢，占 NDP

比率平均約維持在 1％上下。另據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2006 年台灣永

續發展指標」評比，95 年台灣環境永續指標評比值 99.24(以民國 77 年為基準年，

指標值=100)，為 89 年後的最佳表現。整體而言，台灣環境永續指標值由 77 年緩

降至 93 年最低值 98.20，93 至 95 年連續 3 年呈現上升趨勢，顯示整體環境品質已

漸趨改善，惟在生態資源面，95 年台灣生態永續指標 97.17，低於 94 年 98.10，反

映國內生態建設努力仍顯不足。  

根據環境品質文教基金會「2006 環保問題總體檢民意調查」，94 年環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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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數 67.99 分。綜觀民國 84 至 94 年，台灣環境痛苦指數整體顯現遞降趨勢，由

84 年的 78.72 分降至 92 年的 67.99 分，94 年微升至 70.06 分。比較環境痛苦指數

評比內涵，以生態問題層面之「水土流失」指標痛苦值最高，值得注意。為明瞭台

灣之經濟永續發展型態，本節以綠色生產、綠色產業、綠色消費及 ICT 技術面，

探討台灣推動綠色經濟之發展。  
 

表 4  台灣自然與環境破壞的經濟損失  

單位：新台幣億元 
 89年 90年 91年 92年 93年 94年 
自然資源折耗(A) 173 175 151 137 187 174 

水資源(地下水) 139 127 102 99 130 129 
礦產與土石資源 34 49 49 37 57 45 

環境品質質損(B) 848 758 743 620 694 716 
空氣 247 205 229 239 291 286 
水 437 392 379 336 369 385 
固體廢棄物 164 161 135 45 34 45 

合計[=(A)+(B)] 
占NDP比率(％) 

1,021 
1.15 

934 
1.08 

894 
1.01 

757 
0.85 

881 
0.95 

890 
0.92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3.1 生產面：發展綠色產業、推動綠色生產，提升綠色競爭力  

工業先進國家發展經驗顯示，發展綠色產業、推動綠色生產可有效連結國家

之經濟發展、就業及國家財富，發揮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及累積國家財富

之驅動力量。  

1.發展綠色產業，實現永續成長  

為 追 求 永 續 經 濟 成 長 ， 發 展 綠 色 產 業 已 成 為 國 家 的 重 要 產 業 發 展 策 略 之

一。根據「2015 年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年衝刺計畫(2007-2009 年)」所規劃

推動之「產業發展套案」，乃將綠色產業列為重點推動之新興產業之一。「產

業發展套案」中之綠色產業，是以再生能源、次世代太陽能、能源半導體、環

境與資源管理及永續建築為技術發展重點，透過產業關聯效果，將可帶動國內

其他相關產業發展，增進台灣經濟永續成長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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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預估，政府規劃三個三年期階段性套案計畫，將使

2009 年台灣綠色產業產值增至 1,920 億元，2015 年將躍升至 6,400 億元，年

平均成長率高達 22％。  

(2)台灣發展再生能源之國際評比：根據 2007 年國際能源總署(IEA)報告 [12]，2004

年台灣再生能源占初級能源總供給(TPES)比率 1.2%，與亞洲四龍相較，台灣

再生能源產業發展雖居首位，惟仍低於亞洲之 31.8%及全球之 13.1%。  

 

表 5  2004 年再生能源指標之國際評比 [12] 

 初級能源總供給(TPES) 再生能源占TPES比率 
 (百萬公噸油當量) (%) 
非洲 586.0 49.0 
拉丁美洲 485.5 28.9 
亞洲 1,289.4 31.8 

南韓 213.0 0.5 
新加坡 25.6 0.0 
台灣 103.4 1.2 
日本 533.2 3.2 
菲律賓 44.3 45.6 
越南 50.2 50.2 
印度 572.9 38.8 

中國大陸 1,626.5 15.4 
香港 17.1 0.3 

非OECD歐洲 104.3 10.6 
前蘇聯 979.3 3.0 
中東 479.8 0.7 
OECD 5,507.9 5.7 
全球 11,058.6 13.1 
註：亞洲數值不含中國大陸，中國大陸數值包括香港。 

 

2.推動綠色生產，奠定永續經營基石  

國內環保產業之發展不僅攸關總體產業的競爭力，更是落實綠色生產之重

要基礎。根據經濟部工業局之分類，台灣環保產業可分為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

業、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及環保技術服務業三大類。工業局 2006 年統計，近年

台灣環保產業的產值每年約以 4％幅度成長，預估至 2009 年環保產業產值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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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5 年的 1,203 億元升至 1,407 億元，且 2006 至 2009 年環保產業就業成長

率將達 1.5％，高於同期間的全國總就業成長率 1.2％，預估至 2009 年環保產業

將可提供 4 萬 7 千個就業機會。台灣環保產業發展主要顯現特色如下：  

(1)觀察台灣環保產業產值之結構分配，2005 年環保產業之製造業(環保設備及材

料製造業、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與服務業(環保技術服務業)之配比約為 1：1.5。 

(2)環保業者市場經營多以國內市場為主，2005 年環保產業在國內創造之產值約

1,060 億元，占環保產業總產值比率 88.1%，海外市場占 11.9%，顯示我國業

者對於國外公共工程建設招標或環保設備器材採購之競爭力，亟待提升。  

①國內環保設備仍以進口為主，依據關稅總局統計，2005 年台灣環保設備產

品出口值 4.3 億美元，進口值 6.6 億美元，逆差達 2.3 億美元。就個別環保

設備觀察，在污染防治設備、污染防治設備零件及焚化爐及其零件的三項

主要環保設備，其逆差逐步縮小，值得注意。  

②2005 年三項主要的環保設備出口均較 2004 年同期成長五成以上，例如：污

染防治設備出口值較同期增加 51.48%、污染防治設備零件出口值較同期增

加 134.45%、焚化爐及其零件出口值較同期增加 94.34%。，且以東南亞及

中國大陸為主要輸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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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6 至 2009 年為推估數，以虛線表示。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環保產業推動計畫－2006 年第一季市場動態分析報告。 

圖 4  2002 至 2009 年台灣環保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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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6 至 2009 年為推估數，以虛線表示。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環保產業推動計畫－2006 年第一季市場動態分析報告 

及 EBI 統計。 

圖 5  台灣環保設備產品貿易  

 

3.2 消費面：推廣綠色消費，增進永續成長動能  

綠色消費是產業綠化轉型的內在動力，透過消費者綠色消費導引，可增進生

產者重視自然環境資源，朝綠色生產方向轉型，降低消費行為對環境的衝擊。為順

應綠色消費潮流，工業先進國家紛紛倡導生產者應用環境管理系統工具(如生命週

期評估、企業環境報告及環境帳等)，或建置環保標章認證制度，以彰顯產品之環

境標準資訊。根據聯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之民意調查顯示，環境政策及綠色

消費需要是促使生產者導入 ISO14000 環境管理的關鍵因素。故為發展綠色經濟，

應加強政府環境政策規劃與執行，並建立國人綠色消費觀念，以增進台灣永續成長

動能。台灣綠色消費之推動成效如下：  

1.環境與發展基金會統計，1994至2007年7月，台灣環保標章累計使用總數48.67

億枚；1994至2007年5月，產品交易總值累計達804.24億元，具顯著環境效益。  

2.根據1996年工業技術研究院之調查研究，國人對環保標章的認知僅占40%，其

中，曾購買具環保標章產品者占30%；另行政院環保署「95年度『民眾、學生環

保知識調查』」指出：七成三以上學生知道「環保標章代表綠色消費」，七成

七以上的民眾、學生知道「回收標誌代表須作回收」，八成三以上的民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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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道綠色消費的觀念是指「購買可回收、低污染、省資源的環保產品」，顯

示國人綠色消費觀念已逐漸建立。  

全 球 環 保 標 章 組 織 (GEN) 刻 正 推 動 「 共 同 性 核 心 標 準 」 (Common Core 

Criteria)，降低各國對標準認定之差異性。近年來，台灣亦積極參與亞洲國家之共

同性核心標準，以有效掌握國際綠色消費脈動。  

3.3 技術面：掌握 ICT 技術優勢，開創永續新局  

隨著知識及資訊通信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有形商品不斷朝輕薄短小及數位

化發展，且商品價值取決於知識含量而非物質含量。2003 年聯合國資訊社會世界

高峰會(WSIS)指出，ICT 為一國家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如善用 ICT 技術，可傳

遞優質的環境績效，發揮支應經濟永續發展的潛在效應，創造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

的雙重效益。  

1.ICT 與永續發展  

ICT 與永續發展之互動關係，顯現機會與威脅同時並存。基本上，ICT 對永

續發展的影響效果可分為正向效果及返回效果(rebound effect)，前者是指知識經

濟帶來「去物質化」、「降低產品的移動」及「經濟成長與資源利用關聯脫鉤」

等效益，後者是指現存的非永續性趨勢將益趨明顯，例如：若 ICT 創造之數位

差距愈大，則會加速消費及有毒廢棄物之產生，不利永續發展。 ICT 與永續發

展之互動性，相關推估數據顯示：  

(1)根據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13]推估：ICT 對「去物質化」之環境效果

呈現「5%法則假說」現象，亦即若 ICT 投資占 GDP 比率超過 5%，則去物質化效

果強勁；另在歐洲及主要 OECD 國家，總要素生產力成長率中來自 ICT 的貢獻占

50%，顯見 ICT 有助於促進生產力提升，為實踐永續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 

(2)根據歐盟前瞻技術研究所(IPTS)估計，如善用 ICT 技術，則 ICT 對永續發展的

正面效益是：降低能源消費比率達 17%及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比率 18%。  

2.台灣資訊國力在國際評比之表現優異  

台灣在電腦及資訊科技業實力雄厚，在全球經濟鏈居重要地位。94 年 5 月

16 日美國「商業週刊」專文報導「少了台灣，世界經濟無法運轉」；WEF「2005-2006

全球競爭力報告」指出，過去半世紀以來，台灣由產業社會轉型為多元的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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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製造經濟，及領導世界的電子產品供應者，是全球最繁榮與最具競爭力的經

濟體之一。  

(1)根據國際電信聯盟 (ITU)[14]發布的「2006 年世界資訊社會報告」，在評比的

180 個國家或地區中，2005 年台灣「數位機會指數(DOI)」排名第 10 位；在亞

太地區排名第 4 位，僅次於南韓、日本及香港，其中台灣在「機會」及「基礎

設施」項目表現優異，特別是在生產 ICT 設備的研發能量上亦具優勢。  

(2)96 年 7 月 11 日 EIU 公布「2007 年 IT 產業競爭指數」 [15]，台灣 IT 產業競爭

力評比 65.8 分，在全球 64 個國家中排名第 6 位，在亞洲四小龍中，排名第 2

位，優於新加坡(第 11 位)及香港(第 21 位)，惟低於南韓(第 3 位)。台灣 IT 產

業競爭力評比居世界前茅，關鍵動能為具備「良好研發環境」及「優質人力資

本」。  

(3)依據美國卡內基美隆大學 (CMU)2007 年 3 月公布的「能力成熟度整合模式

(CMMI)」國際評比，在全球 50 個評比國家中，台灣資訊軟體品質認證數量排

名第 9 位，優於多數工業先進國家，在亞洲四龍中僅次於南韓(第 5 名)，顯見

台灣推動資訊軟體品質提升效益顯著。  

為創造經濟永續成長之新動能，台灣刻正致力推動數位台灣計畫，由 e 化、

m 化朝向 u 化發展，促進 ICT 的生產、應用與擴散，發揮 ICT 對永續發展的最

大促進作用。  

 

 
資料來源：1.Mats-Olov Hedblom, Ericsson. 2.Pamlin D. (2003)[16] 

圖 6  ICT 與永續性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3 期(July 2007) 15 

四、台灣發展綠色經濟，實現永續成長之對策 

1990 至 2004 年間，台灣二氧化碳排放量成長 124.1%，高於同期間 GDP 成長

106%，顯示台灣的產業發展及資源耗用情形，仍偏離世界永續發展趨勢，不利國

家自然財富累積。因此，國家永續成長策略，應強調兼顧經濟利益與生態環境利益，

實現「強永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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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990 至 2004 年 GDP 成長與 CO2 排放成長 [17] 

 
為 建 立 國 家 環 境 永 續 之 經 濟 發 展 環 境 ， 政 府 環 境 治 理 不 僅 關 注 污 染 控 制 策

略，更應著重改善生態效益的基礎規劃措施，增進資源永續利用。為達成永續成長

目標，主要策略方向有 3：第一，健全經濟與環境協調的策略與制度，創造政策搭

配之雙重效益；第二，落實永續消費與永續生產，發揮生態效益之綜效；第三，加

速國家基本生態環境資料或指標建置，強化政策評估的量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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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永續發展的總體經濟架構  [18] 

 

4.1 健全經濟與環境協調之政策，創造政策搭配之雙重效益  

國家永續發展理念的實踐，有賴於總體發展政策的協調整合。基本上，採行

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之政策措施，可達成核心目標有 3：一是降低經濟發展對自然

環境的破壞，避免環境資源損失；二是排除環境與其他政策間，以及環境政策內部

的衝突；三是創造政策搭配的雙贏效益。健全經濟與環境協調之政策主要係：  

1.強化國家永續發展的經濟功能與制度結構，加強整合、協調政策與制度，發展

一套符合環境友善之總體規劃策略，平衡經濟發展與資源永續，促進整體經濟

發展朝永續成長轉型。  

2.提升政府環境治理能力  

環境治理主要是以環境權和環境分配角度，強調政府環境政策及法規執行

的效率性。ESI 指數中的「環境治理」指數與 WEF 公布的「成長競爭力(2004

年 )」指數相關係數高達 0.8，顯示國家總體經濟競爭力的提升，政府環境治理

扮演關鍵角色。近年來，國際間強調環境治理係以「經濟誘因為主，限制措施

為輔」，故為提升國家競爭力，應審視政府現行的誘因配套機制，正確導引自

然資源配置，使國家經濟發展符合永續發展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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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之共成長  

(1)充實環境基礎設施：根據 ADB 估計，東亞地區對基礎投資(包括環境基礎投資)

的總需求，每年約為 2 千億美元，顯見為追求經濟永續成長，國際間對投資環

境基礎設施之重視。  

(2)增進綠色資本投資：環境資源為國家之重要資產，對經濟永續成長至為重要，

由於生態環境資源具有獨特性及不可回復性，無法由其他實物資本或無形資本

替代，故恢復及擴大綠色資本存量的再投資，可增進經濟永續成長潛能。  
 

 

 

圖 9  永續發展關聯圖 [19] 

 

4.2 落實永續消費與永續生產，發揮生態效益之綜效  

依據 UNESCAP 之「潛在生態效益指標」，指標層次規劃是由「資源使用」

及「環境影響」層面出發，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之協調並進。主要方向有：第

一、朝環境友善生活型態轉型，活絡環境友善產品與勞務市場，完備永續供應鏈體

系，以降低資源使用密度、環境影響密度及環境負荷，並增進綠色投資，提升環境

容量；第二、加強環境技術研發與創新，促進綠色技術投資，落實工業生態觀念

(eco-industries)，提升資源生產力及資源節省累積利益率。  

1朝環境友善生活型態轉型，改善消費的生態效益  

消 費 為 總 需 求 中 的 重 要 項 目 ， 國 人 消 費 型 態 應 積 極 朝 永 續 消 費 的 方 向 轉

變，以減緩生態足跡持續上升趨勢，縮減國內生態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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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經濟工具及法規制度，透過需求面管理方式，改善自然資源使用效率，

如：由控制水價及能源價格以改善消費的生態效益。  

(2)推動環境永續教育宣導，促進消費型態朝環境友善方向轉型，以「質的充分

性」替代「量的充分性」，提升自然資源使用的生態效益。  

2促進綠色技術創新，改善生產的生態效益  

Brock(2004)[20]提出綠色梭羅模型(green solow model)，強調環境技術進步對

經濟永續成長之重要性。Brock 指出，在描述經濟成長的梭羅模型中，如考量環

境污染移除的技術進步，則環境顧至耐曲線(EKC)之環境污染與人均國民所得水

準間的倒 U 字型關係，為達成永續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顯見環境技術創新為

實現永續成長的重要途徑。  

聯合國亞太經濟暨社會委員會(UNESCAP)[21]強調，傳統永續發展政策多關

注於污染控制層面，如未能搭配生態效益觀點，則經濟成長會持續耗損國家的

環境永續基礎，削弱永續發展潛能。據統計，平均而言，生產過程中所造成自

然資源的浪費超過 90%。。根據「2005 環境永續指數(ESI)」國際評比結果，台

灣生態效益-0.56，與經濟發展水準相當(每人 GDP 介於 14,304 至 32,483 美元間)

之國家相較，仍差距 0.43，顯見台灣之資源生產效率亟待提升。  

 

 

圖 10  潛在生態效益指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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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速國家基本生態環境資料或指標建置，強化政策評估量化基礎  

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 Solow 強調：人類雖可不斷突破技術的限制，提升生

產力與競爭力，帶動經濟成長，卻很難超越生態系統的約束。  

1.建立合理的生態資源價格，強化環境資源價值的評估機制  

為確保環境資源永續性，宣告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是最佳方式，惟生態環

境資源的量化評估不易，大致上，自然資本價值約為經濟活動價值的 2 倍。因

此，應內化環境成本於價格結構，使市場價格機制足以反映環境成本，促進整

體資源的效率配置。  

2.完善台灣永續發展的總體指標  

聯合國、世界銀行及 WWF 指出：從宏觀層次，評價國家永續性應重視 GDP

成長率、人類發展指數(HDI)及平均每人生態足跡指數等 3 項總體指數的變動趨

勢及互動關聯。根據 WWF「Europe 2005：The Ecological Footprint」報告，觀

察 HDI 與每人生態足跡之互動關聯，顯示：若以 2001 年全球平均每人生態承載

力 1.8 公頃及聯合國定義之高度人類發展國家 HDI 指數 0.8 為基準，開發中國

家普遍位於 HDI 較低的象限，工業先進國家則處於生態足跡偏高的生態資源過

度耗用的象限。  

(1)綠色 GDP 

近年來，政府積極改善環境建設，惟台灣自然環境長期過度負荷，綠色

GDP 仍明顯低於 GDP。行政院主計處雖自 1999 年開始試編台灣綠色 GDP，

惟資料較傳統國民所得帳的編製落後 2 年。為確實反映國家建設的實質內容，

應加速編製與國民經濟會計制度銜接的各類衛星帳戶，並研議各類總體環境

建設指標，以強化政策評估的量化基礎，提升國家建設規劃品質。  

(2)生態足跡  

生態足跡是指在既定的人口與經濟規模條件下，維持資源消耗和廢棄物

吸收所必需生產的面積。WWF 定期發布全球生態足跡的資料，IMD「世界競

爭力年報」亦直接引用 WWF 的推估值，作為環境競爭力的評比細項指標。因

此，為與國際接軌，應加速建立全國性及區域性生態足跡之資料庫，透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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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料運用與評估，一方面持續監測土地資源是否超限利用，另方面亦可

隨時因應，調整經濟活動，加速生態建設，增強台灣生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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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生態赤字與永續發展 [4] 

五、結    語 

全球經濟發展已邁入永續成長的新紀元，兼顧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資源的綠

色成長模式成為國家競爭力提升的必經途徑。為增進綠色成長潛力，各國紛紛提出

符合環境友善的經濟發展策略，促進綠色經濟發展，實現永續成長。世界銀行(2006)

指出，未來 20 年，能源及環境發展是決定國家永續成長、環境品質及國家安全的

重要關鍵，故綠色經濟的發展首重「能源、環境及經濟」之互動與協調關係。綜合

工業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國家綠色成長的發展途徑有 3：健全經濟與環境協調之

政策，創造政策搭配的雙重效益；增進消費與生產之生態效益創新，加強綠色技術

創新與投資，提升環境績效；完善總體環境建設指標，提升國家建設規劃品質。  

以總體規劃角度，投資為國家邁向永續發展的潛在動能，占 GDP 比率約 20%，

其中，生態工業潛力占 GDP 比率超過 1.6%；消費對經濟永續發展的綠色技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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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重要角色，基本上，私人及政府消費占 GDP 比率約 80%。環境保護以「誘因

管制」取代傳統的「命令與控制」管制模式，不但可增進經濟成長效益，同時對環

境技術創造、創新及擴散效果較大。因此，政府綠色成長策略方向是增加誘因機制，

導引消費及投資成功朝永續成長轉型。  

簡言之，發展綠色經濟，可減緩資源消耗及環境衝擊，促進消費、生產及技

術轉向永續化發展。就國家中長期規劃而言，可重新調整國家財富的組成內涵，促

進實物資本、人力資本及自然資本的平衡發展。近年來，台灣積極推動綠色產業發

展，加速綠色技術創新，並調整趨向符合環境友善生產模式與消費思維，加速產業

轉型，將綠色機會融入經濟發展對策，提升綠色成長潛力。展望未來，台灣應加速

生態環境永續力與總體經濟指標的連繫，加強總體經濟發展的綠色發展策略，強化

環境治理能力，兼顧經濟利益與生態利益，落實台灣發展綠色經濟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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