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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

   經逐步完成上述各程序後，即可進

行溫室氣體量化工作。但是除二氧化碳

本身之外，另外的五種氣體對於溫室效

應的影響程度皆有所不同，仍須將其他

五種溫室氣體之排放量乘上其相對應之

全球暖化潛勢值(GWP)，亦即換算成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以利於日後溫室氣體

之統計與方便比較。有關GWP的資料來

源，本案例採用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

（2001）之數據(如表3所示)。此外計

算過程應特別注意活動強度及排放係數

之單位是否相符，若使用錯誤則可能造

成盤查結果產生嚴重誤差。本示範廠之

初步盤查結果顯示，範疇1排放源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約占29%，主要為製程用燃料

及原物料中碳成分所造成之溫室氣體；

範疇2之排放量占71%，全部由外購電力

所貢獻；至於範疇3則僅進行定性盤查，

目前並未納入盤查計量範圍。

下

表三  溫室氣體100年全球暖化潛勢(GWP)

資料彙整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3

氧化亞氮，N2O   296

六氟化硫，SF6   22,200

氫氟碳化物（HFCS）

三氟甲烷，HFC-23   12,000

五氟乙烷，HFC-125   3,400

四氟乙烷，HFC-134   1,300

三氟乙烷，HFC-143   4,300

二氟乙烷，HFC-152   120

七氟丙烷，HFC-227   3,500

六氟丙烷，HFC-236   9,400

全氟碳化物（PFCS）

四氟化碳，PFC-14   5,700

六氟乙烷，PFC-116   11,900

全氟丙烷，C3F8   8,600

八氟環丁烷，c-C4F8   10,000

三氟化氮，NF3   10,800

   氣體種類        GWP值

資料來源：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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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盤查數據不確定性管理

   為要求數據品質準確度，各權責單位

要說明數據來源，例如請購依據、流量

計紀錄、計量器紀錄、領用紀錄及電腦

資料庫紀錄或電腦報表等，凡能證明及

佐證數據的可信度都應調查，並將資料

保留在權責單位內以利在往後作為查核

追蹤的依據。

   本次盤查數據不確定性管理，係依據

下式及表4之內容，分析量化盤查數據之

誤差等級，並將其結果標註於溫室氣體

排放量計算表中，以做為不確定性管理

及後續數據品質改善之依據。經分析數

據之誤差等級評分結果1―9級佔86％，

10―18級佔14％，11―27級佔0；數據

之誤差等級約在中等以上。

三、結論
   依據本案例盤查作業之初步結果，

鋼鐵業產生之溫室氣體幾乎全為CO2，其

次為N2O，而CH4、HFCs及SF6之排放量極

微；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所屬範疇2中

外購電力，其次則為範疇1所盤查來自軋

鋼製程使用之燃料燒燃以及煉鋼製程所

使用之各原物料中之碳成分氧化所致，

其他如公用設施、交通及其他逸散產生

者則占比例極低。

   本次鋼鐵業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工具

建置，為國內企業首度配合環保署推動

溫室氣體盤查管理試行計畫，除應肯定

廠商投入之努力外，更希望能將此建置

模式及經驗，與國內相關同業分享。此

外，期能透過所建置的溫室氣體盤查工

具，提供國內產業未來進行廠內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的方向，同時藉由國內相

關法令施行與國外標準公告之驅動下，

陸續制定本土化盤查工具，以協助國內

業者提早因應溫室氣體管制議題，提升

國際競爭力。

盤查數據誤差等級＝活動數據誤差等級

(A1) × 查核數據誤差等級(A2) × 排

放係數誤差等級(A3)

表四 數據誤差等級評分表

活動數據誤差

等級(A1)

查核數據誤差

等級(A2)

排放係數誤差

等級(A3)

等級評分
數據項目 1 2 3

每年外校1次以上的儀

器量測而得之數據。

活動數據有第二項以上

之數據來源，並可供數

據查核確認者。

採用自我發展之排放係

數；或未用排放係數法

估算，而採直接量測數

據。

每年外校不到1次的儀

器量測而得之數據。

活動數據沒有第二項

以上之數據來源，並

可供數據查核確認者。

採用地區性（如台灣

地區）發展之排放係

數。

非量測之估計

數據。

     --

採 用 國 際 性

（如IPCC等）發

展之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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