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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節能減碳相關新產業之發展狀況 

顧洋*、申永順**、周揚震*** 

 

摘  要 

有鑑於溫室效應對於全球各地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相當明顯，使人類開始體會

到，唯有確保環境生態資源的穩定，才能維持人類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必須同時

考量並選擇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因此許多國家與產業界都將投入大量資源以努力

降低全球暖化的壓力，其中也隱現著未來在全球節能減碳領域的龐大新商機，各項

節能減碳相關創新技術及推動策略相繼發展。節能減碳新產業是藉由材料替換或改

良、製程設備改良、製程系統整合以及節能產品之應用等方式，達到減少節能減碳

目的之產業，其產業範疇可分為節能材料、節能設備及產品、系統能源整合、節能

減碳驗認證、碳資產管理等。建議我國宜及早評估國內節能減碳相關新產業之發展

潛力，確定發展對象，以規劃推動策略及措施，擘劃出適合我國因應節能減碳議題

之產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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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所引發的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現象，雖然目前還無法

對特定地區提出精準的預測，但已發生的氣候變遷現象似乎比過去的預估發生的更

快、更顯著。而未來這些影響除了對自然生態、人類健康、食物生產、供水系統產

生影響外，亦對各地的經濟及社會層面造成衝擊。為了因應全球能源需求將持續成

長、能源供需與價格不穩、以及備受關切之全球氣候變遷等課題的挑戰，國際間對

於科技及產業發展趨勢的看法已有大幅變化。八國高峰會議(G8)於 2008 年承諾透

過科技之發展，達成以「清潔、方便適用、又有競爭力」的能源前景為目標，探討

包括以下主要政策：1.提高能源生產和使用面之能源效率；2.發展替代化石燃料之

新能源；3.發展再生能源；4.重新考量核能發展；5.開發碳捕獲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歐盟於 2007 年會員國會議決議，歐盟各國承諾溫室氣體

減量的目標為至 2020 年降至 1990 年水準之 80%，擬採取之積極措施有：1.再生能

源之使用為占歐盟總能源需求 20%以上；2.生質燃料占歐盟交通運輸使用之汽柴油

10%以上；3.節約能源目標為 20%；4.加強能源科技研發，包括：高效率發電技術

與清潔化石燃料技術，以及將碳捕獲與封存技術於 2020 年前應用於新化石燃料電

廠。5. 2015 年前完成商業化化石燃料發電示範廠 12 座。澳洲為展現對抗全球暖化

的決心，除了在 2007 年底正式簽署京都議定書，並於 2008 年公布「碳污染減量計

畫綠皮書」(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green paper)，規劃將於 2010 年，

推動澳洲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及排放交易制度，以逐步達成 2050 年之排放量，相較

於 2000 年再減少 60%之長程目標。  

綜觀國際間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對於產業、運輸以及住商等部門，各項節

能減碳相關創新技術及推動策略相繼發展，其中節約能源技術以及高效率產品之應

用推廣，為其中發展之重點。因此有關節能減碳新產業的範疇，是藉由材料替換或

改良、製程設備改良、製程系統整合以及節能產品之應用等方式，達到減少節能減

碳目的之產業，在此定義下所衍生出的新產業範疇分別為節能材料、節能設備及產

品、系統能源整合、節能減碳驗認證、碳資產管理等。本文針對節能減碳新產業在

國際間發展現況進行彙整，以供我國為推動相關技術發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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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能材料 

隨著節能減碳意識的高漲，許多產業紛紛投入節能、絕熱、高熱傳導效率材料

的研發。節能建築材料為節能材料產業中重要的一環，目前建築外殼材料之發展應

用重點包括：輕質隔熱外牆板、屋頂隔熱塗料、玻璃透光 /隔熱塗層以及調光薄膜

等節能建材。美國為建築外殼塗料發展之主要國家，其白色及淺色係隔熱塗料之節

能特性已被列入美國「能源之星」之產品要求；窗戶組件主要包括玻璃以及窗框，

般搭配隔熱貼膜以達到隔熱的需求，隔熱貼膜的屬性可分為靜態式以及動態式兩

類，靜態式薄膜有紅外光吸收型以及紅外光反射型。除此之外，隨著全球氣溫的上

升，高散熱效率之材料以及高效能元件材料亦需隨之研發，高散熱效率材料是用來

替換各項製程中各項設備之散熱材料，以增進散熱效率，而高效能元件材料則可以

增加各項元件之能源使用效率，以達到有效節能的效果。  

因應全球暖化之材料研發產業目前尚屬於發展中產業，此產業之推動需先整合

現有研究成果，積極研究提昇各項材料之性能，並針對研發出之節能材料進行環境

測試，加強推廣各項材料之運用，同時配合各項節能技術之發展，以達到節能的目

的。  

三、節能設備及產品業 

近年來各國無不致力將推動節能列入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減量之重點工作，工業

製程中之設備(如鍋爐、轉動馬達及冷凍空調)所佔耗電量遠高於其他項目之所需，

其中又以轉動馬達所需耗電量最大，用電約占工業部門之 64∼ 70％，我國 2007 年

工業用電計 1,172 億度，其中轉動馬達用電約占工業總用電之 70％。為積極協助產

業節約能源，節能設備及產品可提供製程耗能之改良，以提昇能源使用效率。  

馬達為工業主要動力來源，用於幫浦、空壓機、風機等多種轉動機械設備，而

符合 CNS 14400 能源效率標準之高效率馬達較一般效率馬達節約電力 2∼ 8％。國

際能源署估算馬達整體系統改造節能潛力可達 20∼ 25％，因此若能全面提升馬達

能源使用效率，將可大幅節能減碳。目前已將馬達效率納入強制管理的國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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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拿大、澳大利亞及台灣等，其高效率馬達之普及率(37～70％)較未納入強

制性管理國家之普及率(如歐盟、巴西及日本等)僅 1～15％，高出甚多。  

冷凍空調設備及產品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從冷凍空調器具製造業、中央空

調主機以及系統設計施工、工廠與建築之通風、高科技製程環境所需之無塵無菌

室、產業製程所需之冷凍技術、乃至電子產品散熱所需之微型冷卻系統均屬於冷凍

空調之範疇，因此冷凍空調設備之節能能有效的降低能源使用量，因此冷凍空調勢

必會朝節約能源以及提高能源效率的趨勢發展，各項散熱及溫度控制技術亦相應而

生，以達到有效設備節能的目的。  

根據國際能源署資料顯示，2005 年全球照明用電佔總發電量 19 %，其中住商

照明用電佔總照明用電的 74 %。全球照明節約能源潛力約為 37～57％。白光 LED 

技術運用於一般照明可有效省電，並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將為未來照明市場主

流，以取代低效能的白熾燈和螢光燈，做為一般性的照明用途。LED 照明裝置的使

用壽命可達 5 萬小時，是現有照明燈具的 4 倍以上，除節能之外，更可有效節省

人力作業成本。以 LED 照明裝置在日本之推動而言，2005 年日本進行稅法改訂，

其中 LED 照明裝置列為租稅獎勵對象，明訂企業或組織使用 LED 取代白熾照明裝

置，可獲得超額折舊或稅率減免，以降低 LED 與傳統照明裝置購買成本落差，提

高企業使用 LED 意願。  

四、系統能源整合 

為了有效利用能源、提昇機組效率，系統整合產業可積極整合冷凍空調、壓縮

空氣、熱能與燃燒、電力及照明、遠端監控與預知維護保養等技術，提供節能改善、

策略分析及系統規劃評估，並針對各設備進行傳動效率之改善、系統之監控、維護

及調整、適當規格之選擇以及電力品質之改善等協助。  

1970 年代能源危機後，整合型的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應運而生，主要提供

能源用戶診斷諮詢、改善評估、設計及節能改善工程等，並對節能績效給予保證、

量測與驗證。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 40 個以上國家積極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國外

能源技術服務產業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政府扮演積極推動的角色，諸如從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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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門節能開始，使政府成為能源服務產業最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客戶，以形成能

源技術服務業服務的商機，並修改相關法案的通過與現行制度，包括訂立節能相關

規範與配套措施，為能源技術服務業業者創造了節能市場商機、政府在獎勵或財務

補助措施方面提供充份支援，以及以推動政府部門之示範型計畫為開始，再推廣至

民間部門等因素。  

五、節能減碳驗認證 

目前在推動執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認證工作，主要係參考包括政府部門之法

規規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 IPCC 指引、ISO 14064 系列溫室氣體盤查國

際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以及國際間許多工業團體與非營利

組織所開發之相關盤查方法，因此溫室氣體認驗證產業需熟悉各項相關規範內容，

以提供產業溫室氣體之登錄、盤查及查證以及各項方法論之擬定及撰寫之協助，以

提供予企業作為協助其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報告之參考。  

國際間也發展出的各類能源效率標章，大致可分為三大類：認證標章

(Endorsement Labels) 、 比 較 性 標 章 (Comparative Labels) 以 及 資 訊 標 章

(Information-only Labels)；認證標章屬於認可標誌，設定特定的能源效率標準(通常

以市場能源效率前 15～20%之產品型號為門檻)，針對符合或超過此標準之產品授

與標章；比較性標章是指提供相關資訊，以利消費者將特定型式之產品與市場相似

型式產品進行能源效率之相對比較，通常為法規強制性之規範；資訊標章則僅提供

消費者產品之能源消費量、能源效率指標等資料，產品間之能源效率比較則由消費

者自己進行資料之收集與分析。歐盟各國則啟動綠色能源認證，評估並認證再生能

源發電是否滿足規範。透過綠色認證的建立，以區隔再生能源發電的電力與其他來

源之電力。  

六、碳資產管理 

京都議定書之生效後，溫室氣體的管制與交易議題儼然形成新的探討熱潮。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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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以通過國際間認可的彈性機制從國際上獲得資金和技術，進行節能減碳工

作，溫室氣體減排量將成為有價且可交易的資產。碳資產管理的主要目的為評估溫

室氣體減排項目的潛在效益，以期協助開發其在國際碳市場的潛在價值、規劃執行

項目所需的資金來源、取得溫室氣體減排認證(CERs/VERs)以及出售溫室氣減體排

認證。碳資產管理輔導顧問業務範圍可包括：國際碳資產採購、碳資產顧問等服務

項目。在國際碳資產採購的部份，可協助業界進行溫室氣體減排的採購策略、尋找

與篩選最合適的減排項目、進行實地核查並確定項目的可行性和可靠性、協助完成

溫室氣體減排的採購協商等服務。此外碳資產顧問服務則包括協助溫室氣體減排項

目方法學撰寫、碳市場投資的風險評估、協助進行碳市場開發策略的制訂、協助建

立關於碳市場的操作能力以及投資諮詢至購買 CERs 的服務。  

七、結  論 

有鑑於溫室效應對於全球各地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相當明顯，使人類開始體會

到，唯有確保環境生態資源的穩定，才能維持人類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因此必須

同時考量並選擇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近年來國際間因應地球暖化議題而發展之相

關新產業相繼崛起，據粗估未來每年需投入全球暖化減緩與調適之經費約為總生產

毛額的 1%以上，亦即未來因應地球溫暖化可能需要約每年 2,000 億美元以上的投

入，在這可觀金額背後的意涵，除了說明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將須投入資源以努力降

低全球暖化的壓力外，並隱現著未來在節能減碳領域的龐大新商機。全球溫暖化相

關產業均屬新興產業，建議我國負責相關產業發展的政府單位宜及早評估國內節能

減碳相關新產業之發展潛力，確定發展對象，以規劃推動策略及措施，擘劃出適合

我國產業及部門因應節能減碳議題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