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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全球暖化

溫室效應、全球暖化
哪個是環境問題 ?

因為地球大氣有溫室氣體，產

生溫室效應，人類才有不冷不生溫室效應，人類才有不冷不

熱的地球可以居住

人類活動額外排放的溫室氣體

到大氣中，造成額外的溫室效

應，釀成全球暖化的現象應 釀成全球暖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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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成因

大氣中部分氣體擅長吸收長波輻

射，但不吸收短波輻射，它們允

許約50%太陽輻射能量穿過大氣，

地球長波輻射 然後被地表吸收

地表吸收太陽輻射能量後，本身

太陽短波輻射

地表吸收太陽輻射能量後，本身

放出長波輻射，但卻被溫室氣體

攔截並將其放射出來 造成地表攔截並將其放射出來，造成地表

及對流層溫度升高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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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

人為溫室氣體 人為活動人為溫室氣體 人為活動

二氧化碳(CO2)
燃燒石化燃料(如石油、煤、天然氣) 、
土地利用變更 工業製程

二氧化碳(CO2) 土地利用變更、工業製程

甲烷(CH4) 碳氫化合物燃料、畜牧業、農耕( 4)

氧化亞氮(N2O)
燃燒石化燃料、污水處理、化學工業製程、
農耕農耕

氫氟碳化物
(HFCs)

冷凍冷藏、半導體製程
(HFCs)

全氟碳化物(PFCs) 半導體製程

六氟化硫(SF6) 半導體製程、重工業、鋁鎂合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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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你相信全球暖化嗎?

台灣全球

(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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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危機

極端氣候農業衝擊

海平面上升傳染病流行 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傳染病流行 全球暖化

生物多樣性破壞水資源減少 生物多樣性破壞水資源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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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的由來

傅立葉於西元 年發表地球及其上空溫度之概論 他傅立葉於西元1824年發表地球及其上空溫度之概論，他

認為地球大氣層中的雲層與無形的氣體構成了一層透明認為地球大氣層中的雲層與無形的氣體構成了一層透明

的玻璃，像個罩子將地球圍在裡面，保存熱力

西元1896年瑞典化學家阿倫尼亞斯以暖房來形容二氧化

碳在大氣中的作用 提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升高會造碳在大氣中的作用，提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升高會造

成全球升溫的預測→溫室效應

西元1988年美國大空總署的漢森表示「溫室效應已被偵

測到，且正在改變我們的氣候」→此時全球暖化受到重

視；同年成立氣候變遷跨國小組(IPCC)視；同年成立氣候變遷跨國小組(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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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因應全球暖化

1970~1990 國際約束協商

國際社會因應全球暖化

1970~1990 國際約束協商

1992~1994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3年12月21日第50個國家通過批准後，公約於
1994年3月2日正式生效
目的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
受到人為干擾的水準上

1997~2005京都議定書
1997年於日本京都COP 3會議中通過

To:

H i1997年於日本京都COP 3會議中通過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Humanity

SIGN 
美國、中國未簽屬?

S G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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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

西元1997年在日本京都所召開之第3次締約國會議時通
過京都議定書過京都議定書

具約束力的承諾

38個工業化國家及歐洲聯盟應於2008-2012年間，將溫
室氣體排放降至1990年排放水準，平均至少再減5.4％。

被管制國家之減量目標不同：歐洲聯盟及東歐各國(8%)、
美國(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蘭6%，另冰島、美國(7%) 日本 加拿大 匈牙利 波蘭6% 另冰島
澳洲、挪威則各增加10%、8%

美國於西元2001年退出 加拿大於西元2011年退出美國於西元2001年退出，加拿大於西元2011年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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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

採用共同承擔但有差異原則，將締約國家分為兩類

已開發國家優先承擔減量責任(附件 國家 )已開發國家優先承擔減量責任(附件一國家 )

發展中國家則進行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建構工作(非附(
件一國家 )

管制6種溫室氣體管制6種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六氟化硫
SF 全氟碳化物HFC 氫氟碳化物PFCSF6、全氟碳化物HFCS、氫氟碳化物PFCS

允許西元1990年以後人為進行之植林所吸收二氧化碳做
為減量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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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機制

附件一國家

京都機制

附件 國家

工業化國家 經濟轉型國資金技術轉移
共同執行(JI)

工業化國家 經濟轉型國
碳信用額度轉移

住商減量植樹造林 住商減量植樹造林

排放交易(ET)

專案計畫

碳信用額度轉移
工業減量 交通減量 工業減量 交通減量

排放交易(ET)

非附件一國家非附件 國家

專案計畫
清潔發展機制(CDM)

10



國際溫室氣體管理趨勢國際溫 氣體管理趨勢

自願性減量活動溫室氣體盤查議

實體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台

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ISO
14064系列標準

登錄

台
灣

查驗

排放量核配(訂定基準年)
管制高耗能產

限量管制

國內交易或碳稅制度
透過碳交易促進
減量技術轉移與

業排放量
課徵能源稅

國內交易或碳稅制度

國際京都彈性機制

減量技術轉移與
增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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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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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1/2)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

碳盤查( / )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盤查通常指的是「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碳盤查通常指的是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組織是指具有自身之功能與行政管理的公有或民營、
獨立或合股的各類型公司、集團、行號、企業、機關獨立或合股的各類型公司、集團、行號、企業、機關
或機構，或者以上各團體的其中之部分或其組合

溫室氣體排放 必須經由計算才能得知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經由計算才能得知

計算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量)的過程稱為盤查計算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量)的過程稱為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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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2/2)碳盤查( / )

ISO/CNS 14064-1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

碳盤查必須有清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與彙總過程
碳盤查需要共同的實施標準碳盤查需要共同的實施標準
主要步驟包含組織邊界設定、擬定基準年、排放源鑑

放 登別、排放量計算與報告登錄

碳盤查為溫室氣體領域的基礎碳盤查為溫室氣體領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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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碳
減量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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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量碳減量

包括任何可以減少/移除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方法

最直接的溫室氣體減量方法 = 節能方法
能耗檢測以評估減量潛力能耗檢測以評估減量潛力
透過製程調整、設備更新或系統重新設計

依照ISO 14064-2實施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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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封存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碳碳
減量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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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封存碳封存

將捕獲壓縮後的CO2運輸到指定地點，進行長期
封存封存

以安全存儲方式取代直接向大氣排放CO22 

封存方式
地質封存地質封存
海洋封存
碳酸鹽礦石固存
微生物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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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交易

碳
封存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以價格來買賣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碳碳
減量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碳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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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1/2)碳交易( / )

源自京都議定書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排減，以國際公法作
為依據的溫室氣體排減量交易為依據的溫室氣體排減量交易

碳交易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為計算單位，通稱為
「碳交易 交易市場稱為碳市「碳交易」；交易市場稱為碳市

透過京都機制CDM、ET、JI三種機制產生的減量單位進
行交易

配額型交易：京都議定書減排國家間超額排減量的交議 排 超 排
易，屬於現貨交易
項目型交易：透過國與國合作的排減計畫產生的減排項目型交易：透過國與國合作的排減計畫產生的減排
量交易，通常以期貨方式預先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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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2/2)碳交易( / )

碳交易市場
國際性國際性

• 英國排放權交易制(UK Emissions Trading Group, ETG)
•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U-ETS)
象徵性象徵性

• 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
• 澳洲氣候交易所(Australian Climate Exchange ACX)• 澳洲氣候交易所(Australian Climate Exchange , ACX)
•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China Tianjin Climate Exchange，

TCX)T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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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交易

碳
封存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以價格來買賣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碳 碳 產品生命周期碳
減量

碳
足跡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產品生命周期
相關的碳排放量

碳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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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

碳足跡

碳足跡

碳足跡
表現製程、製程系統或產品系統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一負值概念一負值概念
具有生命週期觀念(從原料取得或自然資源之產生至生
命結束最終處置 涵括所有連續與互相連結的期程)命結束最終處置，涵括所有連續與互相連結的期程)

產品碳足跡
配送銷售製造

原料取得 使用
廢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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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籤

透過嚴謹的核發程序，傳達產品碳足跡訊息給

碳標籤

透過嚴謹的核發程序 傳達產品碳足跡訊息給
消費者
企業可使用作為內部環境管理依據 增進企業企業可使用作為內部環境管理依據，增進企業
社會形象，或在未來因應碳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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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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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溫 氣體相關議題發展

碳
交易

碳
封存

每公噸碳在市場上
以價格來買賣

將捕獲或壓縮的
碳長期封存

碳 碳 產品生命周期碳
減量

碳
足跡

透過節能或任何技術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產品生命周期
相關的碳排放量

碳 碳以組織為單位計算碳
盤查

碳
中和

以組織為單位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 排多少碳就抵消多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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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碳中和

碳中和

碳中和
標的物相關之溫室氣體排放，並未造成大氣中溫室氣
體產生淨增加量體產生淨增加量
以碳足跡計算結果為前提
透過各種方式把CO 排放量吸收透過各種方式把CO2排放量吸收

執行碳中和的方法
盤查：組織或產品的碳排放量
減量：進行碳減量措施減量：進行碳減量措施
抵換：抵換無法降低的碳排放

實施標準實施標準PAS 206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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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管理推動發展

年召開第 次能源會議

我國溫 氣體管理推動發展

1998年召開第一次能源會議

2001年研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草案) ，計算台灣2001年研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草案) 計算台灣
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編定清冊

2003年起引入各項盤查方法與實施標準 環保署2003年起引入各項盤查方法與實施標準，環保署、
工業局，以及能源局等單位實施各相關計畫與輔導業
者者

2006年研提台灣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方案2006年研提台灣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方案

2009年成立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經濟部成立節
能減碳服務團能減碳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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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管理推動現況
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業 者 認證及查驗機構

我國溫 氣體管理推動現況

盤查作業建立 認證機構 盤查登錄盤查作業建立
標準化

認證機構 盤查登錄

減量作業
先期專案

推動
自願

查驗機構 減量專案
-先期專案
-抵換專案

自願

減量額度/
核發

減量額度/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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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低碳活動平台環保低碳活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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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國家溫 氣體登錄平台

31



校園節能減碳資訊平台校園節能減碳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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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Life 綠色生活網綠色 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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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資訊網綠色 活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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