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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12-002 號          112 年 1 月 

低碳綠能，打造永續發展城市 

壹、前言 

電力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目前電能大多來自火力發

電，在發電過程中會產生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故設置再生能源

為推動低碳城市重點項目之一，以減緩對氣候的影響；本市除積極推

動再生能源外，亦持續推廣全民綠生活，期能與市民一同打造舒適宜

居且永續發展的城市。 

貳、溫室氣體排放及用電量現況 

一、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溫室氣體可以讓陽光穿過大氣，將熱能留在地球表面，無法散出

大氣層外，若累積過多會造成全球暖化現象；本市 109 年溫室氣體排

放 3,426.95 萬公噸 CO2e
1，較 105 年增 153.93 萬公噸 CO2e (4.70%)；

各部門排放量以「工業能源」(含工業用電、工業燃料使用)1,228.12 萬

公噸CO2e (占 35.84%)最多，較 105年增 185.68萬公噸CO2e (17.81%)，

「工業製程部門」990.25 萬公噸 CO2e (占 28.90%)次之，增 21.27 萬

公噸 CO2e (2.20%)，其中排放量以金屬業製程及電子業製程為大宗，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693.04 萬公噸 CO2e (占 20.22%)再次之，減

 
1 CO2e (二氧化碳當量)是測量碳足跡的標準單位，目的是把不同的溫室氣體對於暖化的影響程

度用同一種單位來表示。 

排放量 占比 排放量 占比 排放量 占比 排放量 占比 排放量 占比 排放量 占比

105年 3,273.02 735.90 22.48 1,042.44 31.85 476.96 14.57 968.98 29.61 8.19 0.25 40.56 1.24

106年 3,400.10 780.31 22.95 1,065.89 31.35 474.12 13.94 1,031.02 30.32 7.99 0.23 40.77 1.20

107年 3,552.45 722.38 20.33 1,248.59 35.15 465.55 13.11 1,075.60 30.28 7.95 0.22 32.37 0.91

108年 3,332.31 669.80 20.10 1,190.33 35.72 469.76 14.10 962.12 28.87 7.78 0.23 32.52 0.98

109年 3,426.95 693.04 20.22 1,228.12 35.84 475.98 13.89 990.25 28.90 7.33 0.21 32.23 0.9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備註：1.110年資料尚未產出；表內資料不含發電業。

備註：2.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或不為100%。

表1、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量概況
單位：萬公噸CO2e、%

住商及農林

漁牧能源

溫室氣體

總排放量
工業能源 運輸能源

能源部門

工業製程部門 農業部門 廢棄物部門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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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6 萬公噸 CO2e (-5.82%)，三者占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8 成 5(表 1)。

另觀察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109 年每人平均排放 12.15 公噸 CO2e，

較 105 年增 0.32 公噸 CO2e(2.70%) (圖 1)。 

二、 用電量狀況 

本市工商業發展繁榮，是光電面板、電子零組件等產業的製造重

鎮，隨近年因科技大廠進駐，導致 111 年 1-9 月總用電量 256.40 億

度，以工業部門 164.04 億度(占 63.98%)為大宗，住宅部門 47.08 億度

(占 18.36%)次之；觀察歷年資料，110 年用電量 343.69 億度，較 105

年增 75.81 億度(28.30%)，以工業部門 220.82 億度(占 64.25%)為大

宗，增 76.08 億度(52.56%)，住宅部門 65.08 億度(占 18.94%)次之，增

7.37 億度(12.77%)(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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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備註：1.110年資料尚未產出。

2.人均排放量=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年底人口數。

公噸CO2e/人

單位：億度

年度 總計 住宅部門
服務業部門

(含包燈)
 農林漁牧 工業部門

105年 267.88 57.71 63.79 1.65 144.74

106年 287.37 58.07 64.87 1.64 162.80

107年 304.88 58.76 54.19 1.71 190.22

108年 311.35 58.38 54.78 1.72 196.47

109年 327.02 62.66 55.42 1.75 207.19

110年 343.69 65.08 56.07 1.71 220.82

111年1-9月 256.40 47.08 44.04 1.24 164.04

表2、臺中市用電量情形－按部門分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1.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

備註：2.臺電資料自105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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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五都比較，111 年 1-9 月總用電量以本市最多，臺南市

240.09 億度次之，高雄市 230.64 億度再次之。另以用電結構百分比

探討，住宅部門以新北市占該市 40.77%最多，臺北市占該市 35.10%

次之；服務業部門(含包燈)以臺北市占該市 60.70%最多，新北市占該

市 30.07%次之；農林漁牧部門以臺南市占該市 1.35%最多，高雄市占

該市 0.80%次之；工業部門以臺南市占該市 75.88%最多，桃園市占該

市 67.58%次之；顯示雙北用電結構以住宅部門及服務業部門(含包燈

2)居多，其餘四都則以工業部門居多，占比皆超過 6 成(圖 2)。 

為了解市民用電情形，進一步檢視本市住宅每戶平均每月用電

量，111 年 1-9 月每戶平均每月用電 308 度；觀察歷年用電資料，110

年每戶平均每月用電 322 度，較 105 年增 11 度(3.54%)，係因 COVID-

 
2 包燈用電：屋外公共設施及特定之電燈與小型器具，如公用路燈、交通號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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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1年1-9月六都用電量情形－按部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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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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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臺中市住宅每戶平均每月用電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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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疫情造成民眾居家辦公、上課等因素，而使近年每戶平均每月用電

量上升(圖 3)。 

參、低碳綠能政策作為 

一、多元再生能源發展狀況 

為減緩溫室效應所造成之氣候變遷問題，本市積極推動多元再生

能源發展，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及水力發電為主軸，輔以生質能源

等再生能源，邁向環境永續發展。 

本市 111 年 9 月底再生能源裝置總容量 178.09 萬瓩，較 105 年

底增 44.14 萬瓩(32.96%)，居六都第 1；其中以水力及其他裝置容量

115.09 萬瓩(占 64.62%)最多，增 600 瓩(0.05%)，居六都第 1，主要來

源因境內擁有全臺最大之大甲溪水力發電廠；太陽光電 51.19 萬瓩(占

28.74%)次之，增 45.21 萬瓩(756.10%)，呈現大幅上升趨勢，係因本

市積極推動再生能源，於 107 年訂定「太陽光電倍增計畫」，以 103

至 107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增長 10.80 萬瓩為準，原預計於 111 年達

成光電三倍增目標，因 110 年 2 月提早達標，滾動提高目標為「光電

四倍增」，並已於 111 年 4 月達成，然六都中仍低於臺南市、高雄市

及桃園市，居第 4；風力發電 11.81 萬瓩(占 6.63%)再次之，減 1.13 萬

瓩(-8.70%)，亦居六都第 1 (圖 4、圖 5)。 

129,404 134,004 131,704 132,135 132,145 118,145 118,145 
59,794 74,519 137,348 244,381 343,093 437,190 511,897 

1,150,275 1,150,275 
1,150,275 

1,150,275 
1,150,875 

1,150,875 
1,150,875 

0

400,000

800,000

1,200,000

1,600,000

2,000,000

105年底 106年底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111年9月底

風力 太陽光電 水力及其他

圖4、臺中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概況－按能源別分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水力及其他」包含水力(包括水庫電廠)、生質能等再生能源。

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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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察臺電向本市購買再生能源情形，111 年 1-9 月購買 3,621

件，躉購容量 59.23 萬瓩，總購電度數 4 億 5,003.54 萬度。觀察歷年

資料，110 年臺電總購電 4 億 8,766.36 萬度，較 105 年增 2 億 6,732.34

萬度(121.32%)；其中購買太陽光電 4 億 8,423.50 萬度 (占 99.30%)最

多，增 4 億 2,408.95 萬度(705.11%)；購買水力及其他再生能源 297.68

萬度(占 0.61%)次之，增 278.44 萬度(1,447.19%)，係因外埔綠能生態

園區沼氣發電自 109 年 6 月 15 日開始正式發電、售電，致呈現大幅

上升趨勢；風力發電則因多數風力發電廠轉供民間使用，使得提供臺

電之躉售電量大幅減少，僅餘 45.18 萬度(占 0.09%)，減 1 億 5,955.05

萬度(-99.7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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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1年9月底六都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概況－按能源別分

瓩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備註：「水力及其他」包含水力(包括水庫電廠)、生質能等再生能源。

件數

(件)

躉購容量

(瓩)

購電度數

(萬度)

件數

(件)

躉購容量

(瓩)

購電度數

(萬度)

件數

(件)

躉購容量

(瓩)

購電度數

(萬度)

件數

(件)

躉購容量

(瓩)

購電度數

(萬度)

105年 607 138,400 22,034.02 5 87,404 16,000.23 601 50,886 6,014.55 1 110 19.24

106年 834 157,725 31,086.45 7 92,004 22,510.46 826 65,611 8,539.44 1 110 36.55

107年 1,254 218,254 34,233.56 9 89,704 19,847.09 1,244 128,440 14,346.18 1 110 40.29

108年 1,790 325,521 45,540.78 31 90,135 19,420.95 1,758 235,276 26,083.13 1 110 36.70

109年 2,431 423,500 53,534.18 32 90,145 14,531.23 2,397 332,645 38,894.35 2 710 108.60

110年 3,095 517,599 48,766.36 32 90,145 45.18 3,061 426,743 48,423.50 2 710 297.68

111年1-9月 3,621 592,305 45,003.54 32 90,145 27.88 3,587 501,450 44,729.63 2 710 246.02

備註：1.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與總計不合。

備註：2.「水力及其他」包含水力(包括水庫電廠)、生質能等再生能源。

表3、臺電向臺中市購買再生能源概況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年度

總計 風力 太陽光電 水力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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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太陽光電設置 

太陽光電裝置受限於設置地點天候影響，各縣市「容量因數3」差

異大，可以作為對當地天氣條件與發電評估的重要指標，觀察六都 110

年太陽光電容量因數，以臺南市 14.71%最高，本市 14.56%次之，高

雄市 13.26%再次之，顯示本市適合發展太陽光電(圖 6)。 

本市自 107 年起成立太陽光電推動小組，以市管公有建築物及其

屋頂、公有土地或其他依法可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場域率先建置

太陽光電，並推動綠能屋頂全民參與、太陽光電補助，以及工廠屋頂

種電及用電大戶規範等政策。111 年 1-9 月太陽光電設備登記核准 551

件，總裝置容量 7.59 萬瓩；觀察歷年資料，110 年核准 758 件，較 105

年增 594 件 (362.20%)，總裝置容量 10.03 萬瓩，增 9.31 萬瓩

(1,279.05%)；其中以屋頂型 740 件(占 97.63%)，裝置容量 9.39 萬瓩

(占 93.58%)為多(表 4)。 

 
3容量因數：容量因數為發電設備的穩定性，數值越高越穩定，容量因數=機組全年總發電量/(機

組裝置容量 X 機組發電天數換算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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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圖6、六都110年太陽光電容量因數情形
%

件數

(件)

裝置容量

(瓩)

件數

(件)

裝置容量

(瓩)

件數

(件)

裝置容量

(瓩)

105年 164 7,276 164 7,276 - -

106年 240 16,418 240 16,418 - -

107年 485 66,731 477 63,815 8 2,916

108年 610 100,320 589 90,888 21 9,432

109年 545 75,480 533 72,417 12 3,063

110年 758 100,340 740 93,898 18 6,441

111年1-9月 551 75,902 528 70,138 23 5,763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總計 屋頂型 地面型(含其他)

表4、臺中市太陽光電設備登記核准概況

年度



7 
 

此外，

積 極 建 構

低 碳 永 續

校園，推動

校 園 設 置

太陽能，於

校 園 種 電

除 有 收 益

之外，還能

降溫和節能，並把綠能概念導入校園環境，共同落實綠能教育及永續

發展，111 年 1-9 月已完成 75 件、裝置容量 1.80 萬瓩，較上年同期

增加 35 件(87.50%)、0.85 萬瓩(88.23%)(圖 7)。 

為發展綠色能源取代燃煤，改善空污，推動文山綠光計畫，將掩

埋場轉型太陽能發電廠，一期工程於 107 年 9 月完工，二期工程也於

108 年 3 月完工併聯，共建置太陽能光電模組數量約 1 萬 9,978 片，

111 年 1-9 月發電 665.39 萬度，受期間 1-3 月陰天日數較多影響，較

上年同期減少 16.20 萬度(-2.38%)(圖 8)。 

三、執行垃圾強制分類，提升資源回收 

本市垃圾處理以焚化為主，但焚化垃圾會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

體造成地球暖化，因此減少垃圾量，做好資源回收，促進資源循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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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中市校園種電量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備註：資料自109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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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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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才能達到垃圾零廢棄目標；111 年 1-11 月一般垃圾產生量 58.28

萬公噸，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621 公斤；觀察歷年資料，110 年

一般垃圾產生量 47.80 萬公噸，較 107 年減 20.70 萬公噸(-30.22%)，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465 公斤，減 0.206 公斤(-30.70%)(圖 9)。 

目前本市有文山、后里與烏日 3 座焚化廠，焚化爐發電亦是綠能

循環電力的一部分，透過焚化垃圾所產生熱能，可透過蒸氣發電提供

民生使用，110 年垃圾焚化量 74.95 萬公噸，較 105 年減 5.44 萬公噸

(-6.76%)，發電量 4.41 億度，增 4.76 百萬度(1.09%)，平均每公噸發

電量 588.06 度，增 45.69 度(8.42%)(表 5)。 

為提升資源回收成效，本市提倡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

減塑宣導等方式，並執行垃圾強制分類；111 年 1-11 月資源回收量

84.18 萬公噸，資源回收率 62.08%；觀察歷年資料，110 年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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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垃圾產生量(左標) 平均每人每日一般垃圾產生量(右標)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備註：一般垃圾產生量含巨大垃圾，自107年起含事業員工生活垃圾，111年起含非例行性排出垃圾。

萬公噸 公斤

圖9、臺中市一般垃圾產生概況

0

年度
垃圾焚化量

(公噸)

發電量

(百萬度)

售電量

(百萬度)

售電率

(%)

平均每公噸

發電量(度)

105年 803,867.84 435.99 349.58 80.18 542.37

106年 803,938.43 428.65 343.37 80.11 533.19

107年 787,366.81 421.66 339.45 80.50 535.53

108年 802,619.02 438.08 351.71 80.28 545.82

109年 782,957.29 441.70 356.91 80.80 564.15

110年 749,510.89 440.75 358.38 81.31 588.06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表5、臺中市焚化廠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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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72.74 萬公噸，因 COVID-19 疫情造成一次性用餐容器增加，較 105

年增 32.06 萬公噸(78.81%)，資源回收率 63.02%，亦增 13.47 個百分

點，顯示近年資源回收成效良好(圖 10)。 

本市透過宣導方式，協助市民建立生、熟廚餘分類回收觀念，惜

食減量不浪費，共同提升環境品質；111 年 1-11 月廚餘回收量 5.64 萬

公噸，廚餘回收率 4.19%；觀察歷年資料，110 年廚餘回收量 5.97 萬

公噸，較 105 年增 1.67 萬公噸(38.84%)，廚餘回收率 5.22%，則減 0.05

個百分點(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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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臺中市資源回收概況

資源回收量(左標) 資源回收率(右標)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備註：1.一般廢棄物產生量含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及廚餘。

2.資源回收率=[(資源回收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一般廢棄物產生量-事業員工生活垃圾-非例行

性排出垃圾)]*100。

萬公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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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中市廚餘回收概況

廚餘回收量(左標) 廚餘回收率(右標)

資料來源：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備註：1.一般廢棄物產生量含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及廚餘。

2.廚餘回收率=[(廚餘回收量)/(一般廢棄物產生量-事業員工生活垃圾-非例行性排出垃圾)]*100。

萬公噸 %



10 
 

外埔綠能生

態園區自109年6

月 15 日起將生廚

餘經厭氧發酵後

產生沼氣發電，

111 年 1-9 月廚餘

進廠量 1.99 萬公

噸，較上年同期

增加 22.18 公噸

(0.11%)，發電量 214.24 萬度，亦增 3.36 萬度(1.59%)(圖 12)。 

四、全民綠生活及宗教場所低碳標章認證 

本市鼓勵民眾選擇綠色消費，多去環保標章的餐廳、旅店，並利

用環保集點 APP，可以累積點數換環保商品，以促進全民參與，共同

守護環境；111 年 11 月底共有 1 間環保標章餐館，6 間環保標章旅

館，124 間綠色餐廳，92 間環保旅店，較 109 年底增 66 間綠色餐廳

(113.79%)，13 間環保旅店(16.46%)，環保標章餐館及環保標章旅館 

則不變(圖 13)。 

為推動各宗教場所配合低碳措施，本市自 104 年發布施行「臺中

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積極推動紙錢集中燒作業、以功代金進

行紙錢源頭減量、線香與鞭炮減量及燈泡節能等環保措施；111 年本

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家數 43 家，較 105 年減 4 家(-8.51%)，由於低碳

10,491.22 26,447.71 19,843.84 19,8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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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發電概況
廚餘進廠量(左標) 發電量(右標)

公噸 萬度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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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臺中市綠色餐廳與環保旅宿概況
環保標章餐館 環保標章旅館 綠色餐廳 環保旅店家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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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標章效期為 3 年，目前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至 111 年 11 月底有 199

家尚在有效期限內；111 年 1-10 月紙錢已集中清運 0.34 萬公噸，較

上年同期增 0.04 萬公噸(11.73%)，以功代金捐款金額 19.27 萬元，則

減 3.79 萬元(-16.44%)(圖 14、圖 1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市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 3,426.95 萬公噸 CO2e，較 105 年增

153.93 萬公噸 CO2e (4.70%)；以「工業能源」(含工業用電、工業

燃料使用)1,228.12 萬公噸 CO2e (占 35.84%)最多；每人平均排放

12.15 公噸 CO2e，增 0.32 公噸 CO2e(2.7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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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圖14、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家數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備註：認證方式為各宗教場所於每年4月30日前檢送申請表件報送所在地區公所，並由區公所於

6月30日前送民政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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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臺中市紙錢集中燒、以功代金概況

紙錢集中清運量(左標) 以功代金(右標)公噸 元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備註：以功代金係以四大超商之電子通路為統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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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 111 年 1-9 月總用電量 256.40 億度，居六都第 1，用電結構

以工業部門 164.04 億度(占 63.98%)為大宗，住宅部門 47.08 億度

(占 18.36%)次之；110年住宅每戶平均每月用電 322度，因COVID-

19 疫情居家辦公、上課，較 105 年增 11 度(3.54%)。 

(三)本市 111 年 9 月底再生能源裝置總容量 178.09 萬瓩，居六都第

1，以水力及其他裝置容量 115.09 萬瓩(占 64.62%)最多。111 年臺

電向本市購電 1-9月已累積 4億 5,003.54萬度；110年 4億 8,766.36

萬度，較 105 年增 2 億 6,732.34 萬度(121.32%)，以太陽光電 4 億

8,423.50 萬度 (占 99.30%)最多。 

(四)本市 111 年 1-9 月太陽光電設備登記核准 551 件，總裝置容量 7.59

萬瓩；校園種電量已完成 75 件、裝置容量 1.80 萬瓩，較上年同

期增加 35 件(87.50%)、0.85 萬瓩(88.23%)；文山綠光計畫發電量

665.39 萬度，受期間 1-3 月陰天日數較多影響，減少 16.20 萬度(-

2.38%)。 

(五)本市 110 年垃圾焚化量 74.95 萬公噸，平均每公噸發電量 588.06

度，較 105 年增 45.69 度(8.42%)；資源回收率 63.02%，增 13.47

個百分點；廚餘回收率 5.22%，則減 0.05 個百分點。111 年 1-9 月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發電量 214.24 萬度，較上年同期增 3.36 萬度

(1.59%)。 

(六)本市鼓勵民眾選擇綠色消費，以促進全民參與，共同守護環境，

111 年 11 月底共有 1 間環保標章餐館，6 間環保標章旅館，124 間

綠色餐廳，92 間環保旅店，宗教場所通過低碳認證有 199 家；111

年 1-10 月紙錢已集中清運 0.34 萬公噸，以功代金捐款金額 19.27

萬元。 

二、建議 

(一)針對用電大戶、公寓大廈、社區機關及學校等對象，全面推動節

能措施，提供民眾與產業節能相關資訊與知識技術，降低本市住

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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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推動太陽光電設置，以「先公後私、先大後小」理念為推動

原則，將公有建物及屋頂、公有土地，學校或公園的球場等可利

用地點建置太陽光電，並鼓勵全民參與建立綠能屋頂，且本市工

廠林立，亦可推廣工廠業者加入建置太陽光電行列。 

(三)持續推動資源回收分類工作並規劃多元化垃圾處理，落實資源循

環，並加強源頭減量工作，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建立市民綠色

消費的觀念，共同打造綠色經濟城。 

本市已於 111 年 4 月公布「臺中市 2050 淨零碳排路徑」報告，

以「無碳無憂」為願景主軸，提出 6 大關鍵策略及 20 條零碳路徑，

以城市的角度擘劃更好的未來，再透過定期檢視成果，確保邁向零碳

的正確道路；並在未來將更積極推動多元再生能源發展，持續「增氣、

減煤、展綠」來推動綠能，邁向環境永續的願景，使臺中成為更健康、

更幸福、更安全的永續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