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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綠色新政看我國綠色產業的 
發展契機 

莫冬立 

 

摘   要 

金融海嘯凸顯了永續發展的多重挑戰，經濟模式的不永續，與氣候變遷、水

資源短缺、石油短缺及糧食短缺同樣對全球的永續發展造成極大的壓力。聯合國環

境規劃署提出「全球綠色新政」，雖然其短期目標在於恢復全球經濟發展，但中長

期而言將有機會對全球永續發展奠定良好的基礎。不論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

都在開始執行其國家的「綠色新政」，對於台灣的綠色產業而言，不啻為一個極佳

的發展契機。面對這樣的契機，台灣政府應與產業攜手合作，摒棄過去加工出口的

產業發展模式，以建立台灣為全球低碳與綠色家園之點範圍基礎，強化我國綠色產

業在提供整體系統服務的能力，並從產業價值鏈的角度切入，鼓勵相關產業的發

展，除了提供有效的經濟誘因及法規，創造一個能積極鼓勵創新的環境之外，政府

各機關更必須對外在環境的變動有敏銳的觀察力與反應力，扮演一個好的風險與機

會的雷達偵測角色，提供台灣企業更完整與快速的情報資訊，藉此更能協助台灣廠

商在新的綠色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  

 

【關鍵字】永續發展、全球綠色新政、綠色產業、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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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續發展的多重挑戰 

毫無疑問，當今的世界面臨著永續發展的多重挑戰。  

2008 年，世界發生了前所未有的重大金融危機，引發了自 1930 年代經濟大

蕭條以來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09 年，全球失業人數比 2007 年上升了 5,000 萬。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率每下降一個百分點，貧困人群就會增加  2,000 萬。隨著

全球及國家內部經濟發展不均衡日趨嚴重，這一現象還會加劇，貧富差距將會進一

步擴大。  

在籌畫新的國際金融體系以防止未來再發生類似規模的金融危機，並努力尋

找復甦經濟方法的同時，政府還需要認清並著手解決另一場正在醞釀中的危機，即

氣候變化，這場危機帶來的衝擊將是毀滅性的。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量已將達

生態臨界點，如果不立即採取強有力的措施，後果將不堪設想。世界貧困地區尤其

容易遭受氣候變化引起的災難性襲擊，例如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蝕、暴風雨與大旱

等。開發中國家有大約 14% 的人口和  21%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低海拔的沿海地區，

這些居民直接面臨著這些危險。世界上人口超過  500 萬的大城市中，60%離海岸

不到  100 公里。世界上人口超過 1,000 萬的  16 座大城市中，更有 12 座在同樣

的狀況。  

2008 年，原油價格來到了逼近  150 美元的水準。雖然金融危機的爆發和隨之

而來的經濟蕭條極大地打擊了油價，使之降到了每桶  40 美元以下，但石油危機

仍然存在。國際能源總署(IEA) 預計，由於需求的急速增長和供應的日益縮減，油

價在 2030 年將達到每桶 200 美元的驚人水準，如果油價真的達到這個水準，許

多開發中國家可能再也沒有能力進口石油。  

另一場危機是糧食危機。2007 年，糧食價格的高漲給開發中國家造成了 3,240 

億美元的損失，相當於全球援助三年的總價值。雖然這次經濟危機也拉低了糧食價

格，但糧食安全的問題仍然揮之不去。為了養活不斷增長的人口，世界糧食生產到

2050 年  必須增加一倍。然而對農業生產能否永續發展有著決定性作用的生物多

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卻正在迅速惡化。對於主要依靠生態系統服務(例如從森林

不斷流向蓄水層再到農田的水和養分)的農牧業，這種惡化會帶來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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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的危機是持續的水荒。開發中國家有五分之一的人缺少足夠的清

潔水。與此同時，對水的競爭性使用需求日益增長，而世界許多地區的水資源因受

氣候變遷(降水形式的變化、冰川融化、乾旱)的影響而愈來愈嚴重。開發中國家約

有一半的人口(26 億)沒有基本的衛生設施。雖然能夠享受基本衛生條件的人數從

1990~ 2004 年增長了一半，但由於人口的增長，沒有基本衛生設施的人口數量其

實從未減少。  

這些全球性危機結合在一起，嚴重衝擊著我們保持世界繁榮的能力，這些危

機讓本就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 ,如失業、社會經濟不安定、貧困等變得更加複雜，

使情況進一步惡化，這些問題不分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會讓社會穩定性都受到

威脅。  

二、全球綠色新政 

1934 年，全球正處在經濟大蕭條的水深火熱中，美國總統羅斯福推出“新政”，

推出了一系列涉及社會面向的措施來創造就業機會、保障社會安定、改革稅制和商

業慣例、刺激經濟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建造住宅、醫院、學校及其他公共建築、路

橋、水壩、電網等。新政為數百萬人創造了就業機會。但是，這一系列的方案並不

僅僅是增加財政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同時還制定了治理國家的政策框架，讓美國

的基礎設施實現了現代化，在整個二十世紀裏都能持續使用。  

為了回應金融海嘯與經濟危機，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了「全球綠色

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認為當今世界面臨的多重永續發展挑戰同樣需要

這樣的政府領導力，不同的是這種領導力如今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執行，且需要具有

更廣闊的視野。全球綠色新政在短期上是以帶動全球經濟的復甦為目標，中長期來

說將可對全球的永續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UNEP 期望透過各國政府展現相關領導

力，在全球展開一整套大規模的刺激方案和政策措施，並主要鎖定 5 個重要領域，

分別是：  

1.舊建築物與新建築物的能源效率  

2.再生能源技術，如風力、太陽能、地熱、生質能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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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運輸技術，如雙動力油電車、高速鐵路與公車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 

Systems）等  

4.地球生態基礎建設包括淡水、森林、土壤與珊瑚礁  

5.永續農業，包括有機生產  

UNEP 在 2009 年第三針對 G20 中的 7 個國家(中國、法國、德國、美國、墨西

哥、韓國與南非)做了一個在推展綠色新政上的相關的調查，總體來說，七個國家

在五個主要領域中都有提出新的綠色經濟刺激方案，如圖 1，大多數國家的佔比約

為整體刺激方案金額的 10%-20%，而中國與韓國是領先者，綠色刺激方案的佔比

分別是 34%與 79%，如圖 2。如果從每人所分配到的刺激方案金額，各國也大不相

同，韓國仍世居領先地位，美國次之，如圖 3。  

 

 
圖 1  G20 國家在各部門上的綠色刺激方案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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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個 G20 國家綠色刺激方案佔整體刺激方案金額之比例  

 

 
圖 3 各國每人平均之綠色與非綠色刺激方案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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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中國、韓國與美國的綠色刺激方案進行簡單介紹：  

1.中國  

從綠色刺激方案的絕對金額來看，中國是 G20 國家中最高的，達 2180 億美

元。其中將近一半是放在軌道運輸基礎建設上，如圖 4。在 2009 年 4 月底前，

約佔總體綠色刺激方案金額的 15%已經使用，最主要是使用在水相關的基礎建

設上，可讓近 1.5 億的人口受惠。在中國的綠色刺激方案中，氣候變遷也是一個

重點項目。2009 年 7 月中國政府新增的綠色刺激方案中，有 50%的投資將放在

太陽能發電裝置上，財政部預估未來總投資金額將達 250 億美元，並在 2011 年

達到 2GW 的裝置容量，2020 年達到 10GW 的裝置容量(中國在 2008 太陽能發

電裝置容量為 100MW)。  

 

 
圖 4 中國綠色刺激方案各部門分配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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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金融海嘯發生之前，中國政府就在其第 11 個 5 年計畫(簡稱 11-5 計

畫)中提出綠色投資的需求，約 2,200 億美元或佔 GDP 的 1.35%。此計畫中投資

於節約能源項目的金額達 710 億美元，而再生能源的投資則高達 2,140 億美元，

而在 2020 年前，投資於高能源效率建築物的金額將達 2,140 億美元。  

這些投資將加速中國綠色產業的成長，在 11-5 計畫期間，  中國綠色產業

預期將有 15%的年成長率，在 2010 年可達毛產值約 1,260-1,570 億美元的水準，

約佔 GDP 的 3.4%。其中單就再生能源產業來看，產值至少可達 1,180 億美元，

如圖 5。  

 

 
圖 5 中國綠色產業產值組成  

 

除了公共財政之外，中國政府也藉由綠色標準與綠色目標的提升來支持綠

色投資與綠色產業，例如宣布在 2010 年前，每萬元人民幣的能源耗用要從 1.22

煤當量降低至 0.98 煤當量，而再生能源目標也要佔商業能源使用的 10%以上。 

中國專家預估，每千億人民幣的公共綠色投資將可增加家庭消費 600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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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10 億人民幣的稅收，以及 60 萬個新工作。中國政府也公開宣示將致力發

展成為一個省資源、環境友善的綠色經濟體。  

2.韓國  

韓國在 2009 年 1 月 6 日發佈綠色新政，其中的綠色刺激方案包括金融、財

政與稅務政策，相當於 4%GDP，總數約 381 億美元將在 2009-2012 年間執行。

80%的金額(307 億)將分配在環境相關項目上，如再生能源、高能源效率建築物、

低碳運具，水及廢棄物管理上，如圖 6。在 2009 年的一份報告指出，韓國在綠

色刺激方案上的執行相當有效率，已經執行了約 20%的金額，而大多數的國家

才執行 3%左右。  

韓國不僅是在執行綠色刺激方案而已，更是想把綠色成長視為整個國家的

長期經濟發展策略。2009 年 7 月，韓國執行一個中程計畫，就是所謂的「五年

綠色成長計畫」(Five Green Growth Plan)，希望達成低碳、綠色成長的願景。此

計畫下編列了約佔 2% GDP 的 836 億美元，將投入在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運

輸及發展綠色科技上。預估此計畫將帶動 1,410~1,600 億美元的產值，創造 156

萬至 181 萬個工作機會。  

 

 
圖 6  韓國綠色刺激方案各部門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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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國  

美國的刺激方案由兩個法案來涵蓋，一個是 2008 年 10 月公布的「新興經

濟穩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簡稱 EESA)，另一個則是

2009 年 2 月公布的「美國復原與再投資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簡稱 ARRA)。EESA 中含括了 1,850 億美元的稅務抵減與信

用借貸，包括 182 億美元是針對清潔能源。ARRA 的 7,870 億美元總額中，有約

佔 12%的 940 億美元是所謂的綠色支出，涵蓋項目有能源效率、再生能源、水

及廢棄物，以及大種運輸系統與鐵路，如圖 7。  

 

 
圖 7 美國綠色刺激方案各部門佔比  

 

美國政府的綠色優先項目已經在 2010 年預算中呈現，包括「清潔能源經濟

體」(Clean Energy Economy)，這是一個全面的能源與氣候變遷計畫，將投資在

清潔能源上，降低對石油的依賴，因應全球氣候危機並創造新工作機會。另外

一個立法上的發展趨勢是，由 Waxman 與 Markey 參議員提出的美國清潔能源與

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簡稱 ACESA) ，這個法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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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了一個排放上限與交易(cap and trade)的溫室氣體減量計畫，與 ARRA 結合在

一起將創造 170 萬個新工作機會。  

三、永續發展是趨勢而不是一時的流行 

面對全球永續發展的嚴峻挑戰，我們也看到永續發展如野火一般快速的散佈

到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新的全球認同概念，雖然在邁向永續發展上存在著許多挑

戰，但對於產業或公司來說，這些挑戰也同時創造出大量的機會。對於公司來說，

永續發展代表了營運上要更精實 (leaner)及更綠 (greener)，更精實代表了要減少浪

費，減少廢棄物的產生，而更綠的意思就是要在每日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中，不斷地

增加環保的元素。  

這意謂著我們要在自己的組織 /公司內，考量我們客戶的特質，以新的、更有

創意的方式學習技能並提供之前從未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也意謂著我們必須要修

正或禁止一些會讓永續發展惡化的服務與技術。在這裡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

改變，要改變我們思考的方式，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以及我們的行動。  

弔詭的是，如果我們環顧四周，我們會發現可以不需要改變的理由，其中最

明顯的狀況就是，一般大眾對於並不是很認真的接受甚至「擁抱」環保，特別是一

般大眾是不願意負擔額外的成本來支持環保的。但我們已經可以觀察到，環保成為

一個新的品牌象徵，如果現在企業或品牌沒有一些環保成就，就代表這個企業或品

牌就不再具有影響力。這也是為何需要鼓勵企業要朝更綠的方向前進，因為這會影

響企業未來能否掌握商機，長期的收益，以及能否存活。  

永續發展何以不會是一時的流行呢？一個很明顯的證據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些

企業，如沃爾瑪百(Wal-Mart)與可口可樂。這兩個企業都非常積極地參與永續發展

專案或倡議行動。換言之，即使目前我們可能還無法看到對於環保產品或服務很明

顯的需求增長，特別是如果這些產品或服務比消費者慣用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高很多

的時候，但我們預期由於自然資源的逐步減少並成為稀有，決策上對於環境考量會

愈來愈多，公眾終究會認同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可以預期這些環保性的產

品或服務，終將在不久的未來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3 期(Apr. 2010) 203 

消費者也會自問，什麼樣的地球是自己想要居住的，又想留下什麼樣的環境

給自己的子孫，很明顯的，每個人都希望社會穩定，生命可以長久延續。此外，愈

來愈多人體認到，我們處於一個極度浪費的時代，廢棄物的代價是很高的，也是不

永續的。  

很明顯地，提供具備永續發展概念產品與服務的綠色企業已經愈來愈多，即

使目前這樣的產品或服務所代表的產值還不是非常大，但成長的趨勢卻是顯著的，

這其中也代表了對於永續發展專業知識的極度需求，因此，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全球

在永續發展相關顧問業的業務成長狀況，也代表了永續發展趨勢確立的事實。  

四、發展綠色產業的挑戰與機會– 
消費者的態度與行為 

GfK Roper Consulting 這家顧問公司在 2007 年針對美國 2000 名 18 歲以上的

成年人進行調查，辨識五個主要的消費族群對於環保議題的看法。美國搜尋引擎雅

虎公司也在 2009 年進行類似的調查，辨識四個主要消費族群對環保的看法，我們

來看看這兩次調查的結果。  

首先是 GfK Roper Consulting 顧問公司的調查發現：  

1.真正的環保人是：環保領袖與環保積極人士最希望環保是能真正付諸行動，而

不僅在口頭宣示而已，這樣的人約佔美國人口數的 30%，而約有一半的人的主

要環保訊息是來自於環保團體。  

2.沒有時間完全地綠化，也不願意因為環保而放棄生活上的舒適性與便利性，但

有意願購買環保產品。這樣的人數約佔美國人口的 10%，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

人是從報紙來得到相關的環保訊息。  

3.環保意識萌芽者：這些人只有在環保產品或服務是符合他們的需求時才會購

買。這樣的人約佔 26%的美國人口，約有 1/3 的人引用報紙上的資訊為他們主

要的環境資訊來源。  

4.約有 15%的人是對環保議題沒有興趣也不會參與的，他們認為個人的行為不會

改善生態環境，這些人是從報紙得到相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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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冷漠者：電視節目是這約佔 18%的人之主要訊息來源。他們不會關心環境，當

然也不會採去行動，他們認為生態環境沒有什麼不是正常。  

而雅虎的網路調查約有 1,500 個樣本數，年齡分佈在 18-54 歲，這個調查是

把這些樣本區分為以下幾個族群：  

6.深度承諾者：這個族群約佔市場消費人口的 23%，其中大部分為 30 多歲的女性。

這些人的特質為：受過良好教育，住在都會區，對於會對環境產生正面利益的

事有迴響。  

7.追求時尚者：這些人的年齡大約落在 18~24 歲，約佔市場消費人口的 24%，他

們認為環保時尚的代名詞，對於每個人都會做的事很感興趣，當然也不宜餘力

地追求最新的科技  

8.務實者：約有 13%的市場消費人口屬於此類，大多數為 25-34 歲育有小孩的年

輕婦女，他們最關心的事在於如何提供更好的生活給家人。  

9.沒不關心者：剩下的 23%市場消費人口屬於此型。他們認為不值得花時間、精

神或金錢在環境議題上。  

雅虎的調查發現，由於深度承諾者與追求時尚者會購買最綠色的產品或服

務，也會常常討論環境議題，還會說服其他人來實行綠色採購，所以是市場最大的

機會所在。80%的深度承諾者與 69%的時尚追求者表示，他們在過去 6 個月都有購

買綠色產品或服務的實績，兩個族群中約有 70%的人表示，已經說服親人或朋友

購買他們曾購買過的綠色產品或服務。  

這對於企業來說意謂著必須要重新調整策略，讓消費者知道我們提供的綠色

產品或服務的生態價值在哪裡。企業也要重新思考該如何看待在推展自身所屬產業

上的角色，企業可以告知並教育消費者，當地生態系統是如何運作，而企業與消費

者又可以如何來改善這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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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綠色產業發展之契機 

從各國綠色新政的施行重點來看，再生能源產業可說是佔比相當重的一部

份，台灣過去綠能相關產業的發展已經達到了一定的水準，該如何掌握這個未來

二、三十年的全球重點產業呢？一個台灣綠能產業的發展策略應該是：「所謂綠能

產業要以建立台灣為低碳家園為核心思維，來發展綠能產業」。這代表我們必須先

打破過去以加工出口為主軸之概念，捨棄缺乏自主 IP 之產業發展模式，以內需市

場為練兵場，培養逐鹿世界市場能量，同時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舉例來說，台灣太陽能產業在過去 5 年的產值有 2-3 倍的成長速度，05 年約

35 億台幣，06 年 70 億，07 年 220 多億，08 年 520 多億，09 年則超過 1,000 億。

成長率遠高於全球平均值的 30%，而台灣太陽光電產業有 98%的材料靠進口，97%

的成品出口，真正應用到台灣本地的不到 3%，建議應該未來太陽光電產業應該走

系統安裝，優先安裝在台灣，發展自主關鍵技術，把內需市場當作練兵場來建立我

們的低碳家園，以自主綠能產業來創造就業機會，並以分散式能源系統作為切入點  

從這個概念，就是綠能產業與低碳家園結合的策略延伸下去，接下來有哪些

是台灣可以做的方向？過去 30 年，全球有兩個發展迅速的科技，一個是感測技術

(sensing technology)，一個是高速運算能力，台灣在這兩個領域都是領先的，把這

兩者結合，就廣義來說就是  ICT 或智慧(smart) 技術。去年紐約時報也曾報提到過

Smart Infrastructure，  IBM 也提出 Smart Planet，基本上全球的想法就是想利用智

慧化的技術來建立 Green Society。我們從這裡展開幾個比較有關連的，一個是能

源，也就是智慧電網，另一個是水資源網。台灣一年自來水的漏水率達 30%以上，

而生產自來水也要消耗能源，降低漏水率或水使用的浪費，也就能省能源。另外還

包括物流，以及人的運輸系統。這幾項未來都是需要應用智慧技術 (Smart 

Technology)，也是我們能發揮的地方。  

未來數十年，大型電廠並不會消失，但大型電廠所需要的大型渦輪機，一直

掌握在少數幾個公司手中，顯然不是台灣的機會。但目前許多大型電廠的發電效率

仍不理想，如何提高發電效率，減少發電時能源的逸失，是我們可以嘗試的機會。

此外，大型火力電廠燃燒化石燃料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問題，未來將以 CCS(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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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 and Storage)技術來解決，CCS 有機會在未來 10 年形成產業，這也是我們

可能有機會的地方。關於分散式能源，以風力為例，過去是將單一風機視為一個系

統，未來將會以一個風場為一個系統，未來的系統，不僅要做風機，更要做智慧化

的監控與維運，其中包括了 sensor 與軟體。而不論風力或太陽能等再生能源，都

需要一個好的電網，也就是智慧電網，這也是目前全球都正在積極發展的。此外，

為了解決再生能源不穩定性的問題，儲能系統 (如電池 )，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

向。此外，對一個都市來說，有四個重要的網路，也就是電網、通信網、安全網與

運輸網，所以我們談的智慧網路是要把這四個網路給串接整合起來，這之中當然也

會衍生許多機會。另外，包括都市交通運用電動車或電動機車，以及整合更多相關

技術的智慧綠建築，其中對台灣廠商來說都會有許多機會。  

以下針對綠能產業的一些項目簡單進行說明：  

1.太陽光電：未來台灣要走的的是系統整合的路，這邊的系統不僅是單一模組，

而是以發電裝置達到 GW 以上等級的系統，單一模組的發電效率提升有其困難

度，但整個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效率提升卻是相當可行的。  

2.LED 照明：LED 照明系統的技術在這兩三年有大幅的提升，預估 2012 年的成本

將與目前一般照明相近，所以預估在 2012 年之後 LED 市場將會有明顯的成長。

目前 LED 照明系統主要有四個應用領域：高亮度 LED 模組、中大尺寸背光源、

車燈與照明燈具。其中未來成長幅度最大的是一般照明燈具這部分，台灣廠商

應該也要走向系統整合，而不是僅提供照明光源這單一元件，才能創造較高價

值。  

3.風力發電：2008 年全球新增裝置量 27GW，年成長率 29 %，累計全球裝置總容

量 121GW，2020 年風力發電裝置容量將達 1,500GW，佔全球電力配比的 12%，

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市場。台灣目前岸上的風場已經逐步開中，未來應考慮離

岸風場的開發，尤其在彰化、雲林外海這一塊水深約 20-50 公尺的範圍，約有

4-8GW 的發電潛能，市場粗估台幣 7,200 億到 1.4 兆，政府可以考慮以這一塊地

方做為發展台灣風力產業的基地。  

4.電動車：台灣在發展電動車產業大致分成兩大塊，四輪的電動車與二輪的電動

機車或電動自行車。四輪電動車的發展，政府可以鼓勵發展品牌，如裕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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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開發的 Luxgen 電動車，也可以以「Intel Inside」的概念，把電池組合

電動馬達組合在一起，放入任何品牌的電動車中，因為這兩項組合約佔電動車

價值的 40~60%。另外對二輪電動車來說，應以發展自有品牌，而且要切入中高

價位的市場。電動車另一個機會在於儲能系統，也就是電池，台灣目前在這個

領域也有相當優勢。  

5.智慧電網：全球在佈建智慧電網的速度非常快，其中對於智慧電表(Smart Meter)

的需求非常高。舉例來說，中國在 2015 年將完成智慧電網建置，其中智慧電表

數約 2 億 7,000 萬具。義大利將在 2011 完成 3,600 萬顆雙向智慧型電表裝設。

美國 PG&E 在 2012 年將於加州北、中部完成 540 萬顆 Smart Meter 安裝(電表與

瓦斯表)，這都代表了台灣廠商的機會。  

其次，台灣發展綠色產業也可以從提升企業綠色競爭力的角度來切入。目前

台灣企業已經遭遇一些從環境面考量的貿易措施，因此要面對這樣一個可能愈來愈

廣泛的貿易要求，企業應該藉由供應鏈溝通網路平台建立，整合化學物質管理系統

(RoHS)、物料管控系統及碳足跡等，建構系統化之 IT/ERP 系統，來因應未來綠色

產品要求之關鍵課題。此外，企業更應應用綠色新思維和創新，從設計端導入綠色

概念，協助整個供應鏈系統進行綠色競爭力提升。 

六、結  語 

不論政府或企業，對於綠色產業或綠色科技之發展必須要有系統性的思考，

亦即從價值鏈的角度去思考國家或個別企業發展的契機，表 1 呈現了一個在價值鏈

思考下的綠色產業涵蓋範疇，也代表了一個綠色科技的推出，到形成一個產業間所

需要的各種連結，當然，這也代表各行各業可在其中發掘到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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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州綠色產業分類  

I.再生能源：能源產

製、系統安裝與儲存 

太陽能發電(熱系統與光電系統) 
風力發電 
水力發電 
地熱發電 
氫能 
能源儲存 
能源輸配 
能源服務(ESCO) 
大型再生能源電廠(裝置容量為 GW 等級者) 

II.綠建築及能源效率  

綠色產品製造（照明、建築材料、智慧系統與設備、冷凍空調設備） 
綠建材販售 
能源服務 
新建築的設計與建造 
既有結構的翻修 
既有建築物節能 
綠建築營運及維護 
拆除 
認證(如 LEED) 
綠美化 

III.生質燃料製造與種

植 

生質燃料生產 
有機種植 
生質甲烷（來自於動物排泄物之能源，來自於垃圾掩埋場之能源） 
永續漁業 

IV.運輸及替代燃料 

運輸科技（氫能電力、生質燃料、油電雙動力系統） 
高燃油效率運具製造 
替代燃料運具的修理與保養： 
物流 
綠基礎建設(碼頭、機場等) 

V.水、廢水及廢棄物管

理 

水資源保育與管理 
水處理 
雨水收集與中水回收 
廢水處理與管理 
固體廢棄物管理/回收 
有害廢棄物管理/回收 

VI.環境遵約與永續性

規劃 

空氣品質 
保育及污染預防 
污染預防與防制 
清除/安全 
排放控制 
監測與遵約 
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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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個能資源缺乏的海島國家，過去我們能以勞力密集的出口加工，為

台灣奠下經濟奇蹟的基礎，再以資訊科技與 IT 產品代工，把台灣的經濟發展推向

顛峰。我們相信，21 世紀綠色工業革命的大趨勢中，我國已為知識經濟作好基礎

的建設，只要一套具體、明確、結構紮實、層級分明與配套完整的政策措施能就定

位，綠色產業的發展，絕對能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創造可以期待的榮景。  

環境資源及能源與氣候變遷的壓力，直接促使能源科技的革命，也間接促進

各產業的創新，使各國對發展低碳的綠色科技有了嶄新的認知。以汽車工業為例，

新技術的發展將從柴油引擎、乙醇汽油、油電雙動力的科技向氫燃料電池邁進。這

不是一天、二天的事，這是 10 年、20 年、甚或 30、40 年的事。我國當然不能沒

有長期的規劃。  

因為能源與資源價格勢必上揚，以及溫室氣體管制的必然趨勢，先進國家的

耗電產品，無論是家用、商用或工業用，包括家電與資訊產品等，均朝低耗能與低

待機電力的方向進行研發，不僅既有產品的耗能將會有大幅改善，甚至會有許多替

代的新技術與產品將逐漸上市。此將衝擊現有的市場，更會涉及新市場的開發與競

爭優勢，所以我國絕不能等閒視之。  

綠建築的發展近幾年突飛猛進，結合能源科技、低耗能電氣製品、綠建材與

嶄新的設計概念，碳零排放的建築物已成為建築新科技與先進管理的目標，換言

之，建築革命，同樣地也已悄然上場，我國自當不能忽視建築產業與上述所提之綠

色「智慧」技術結合背後，所隱藏的巨大商機。  

最後，除了提供有效的經濟誘因及法規，創造一個能積極鼓勵創新的環境之

外，政府各機關更必須對外在環境的變動有敏銳的觀察力與反應力，扮演一個好的

風險與機會的雷達偵測角色，提供台灣企業更完整與快速的情報資訊，藉此更能協

助台灣廠商在新的綠色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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