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係指一項活動(Activity)或產品的

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提

供碳足跡計算一致性作法，自2008年英國制定PAS 2050以來，

至今已成為許多國家/組織建置碳足跡制度之主要參考及仿效之

依據。

日本隨之於2009年公告其碳足跡標準TS Q0010，而世界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與世界資源研究院針對產品與供應鏈之溫室氣

體計算與報告於2011年10月公告新標準。另一方面，國際標準

組織也積極訂定產品碳足跡標準 ISO 14067，預計2013年正式公

告。面對這股趨勢，我國也在2009年研議台灣碳足跡與碳標籤

機制，經濟部、環保署等政府單位並相繼投入資源，提供業者

在產品減碳上必要的協助，以因應碳足跡標識及驗證的國際趨

勢，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綠色競爭力。

近年來，本會有幸參與政府及民間相關計畫之推動，對於

碳足跡的發展和應用，已累積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因此，本

期特地以「碳足跡」作專題介紹，其中，「產品碳足跡標準發

展動態」將針對PAS 2050標準改版後內容與ISO/DIS 14067標準

進行比較說明，另以會展活動和水庫碳足跡之計算這兩篇，讓

各位先進了解國內碳足跡的應用層面，不僅僅只侷限於製程產

品而已，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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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本會歡慶了20周年，象徵著今年開始，我們將邁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20年，綠

基會在全體同仁齊心努力下，深耕節能、減碳與資源化等核心業務，成功的在綠色服務領域

站穩腳步，長期以來，同仁非常努力於提供各項環保與節能的專業服務，深入探索瞭解企業

需求，並引進技術，摸索改良，本會的服務能量與成果，備受業主與各界肯定，甚至在中國

大陸也小有名氣。展望未來，「能效提升」與「綠色創新」仍是企業在不景氣中化危機為新

機，創造最大效益的不二法門，也正是同仁全力發揮的大好機會。

      然而，儘管本會專業技術與服務成果已小有成就，卻仍有許多尚待努力的空間，更應持

續朝「專精技術、加強研發」努力：以技術研發為核心，奠定長久基石。據報導，蘋果公司

從iPhone產品獲得的利潤高達58.5%，可見「技術與品牌」才是最寶貴、別人無法輕易取代

的核心價值。

      全球暖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提升企業競爭力不二法門，便是結合科技與創新

「綠化」企業，掌握發展契機，進而達到環境與企業永續。在面臨瞬息萬變的環境，改變已

經成為唯一不變的法則，像變形蟲般隨著全球未來的趨勢，將使我們取得領先，因此同仁在

努力工作之餘，更要留意大環境的變化。例如，近年來大陸所倡導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

好型＂的兩型社會，為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

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平衡經濟與環

境之間的矛盾。經過幾個地域的試點後，雖績效尚未顯著，大陸的低碳之路，仍有條漫長的

路要走，但在這之中應有值得借鏡之處，亦應有本會可著力之處，值得繼續關注。

      又如，大陸的「十二五計畫」（2011年大陸啟動第12個5年計畫）在地球暖化已引發全球

焦慮之時，「節能減排」是勢必要走的一條路。而十二五計畫當中的七大新興產業也包括了

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電動汽車、新醫藥、生物育種及資訊產業等，大陸財經專家認

為，新的「環保節能」色彩極濃的7大產業，無疑會在「十二五」時期在大陸經濟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要有前瞻的眼光，跳脫政治思維，增進國際觀、融入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產業

的經營不能夠墨守成規；必須掌握時代的趨勢、善用科技，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才是致勝之

道。

      當然，同仁健康的管理還是最重要的，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健康的思考以及健

康的環境是一切的根本。時下很熱門的話題「樂活」（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就是一種追求自己的健康也兼顧地球永續發展的生活形態。換句話說，樂

活不僅是愛自己也熱愛地球，是一種對「養生」與「環保」理念反思之後，將兩者結合的新

生活主義。因此，同仁身心的健康與專業的精進，對組織的競爭力有絕對地必要性。

      有人說思想是很奇妙的，而如何決定思想決定權在人，夢想可以改變生命的未來式，期

許全體同仁，無懼時空的變化，努力提昇自我的專業層次，保持終身學習的心態，增強體

能、增強學習動力與眼界、更增強團隊合作能量，讓組織與個人穩健成長、築夢踏實。

董事長 

專精技術 ● 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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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掌握契機，御風而上！

      送兔迎龍，揮別2011年的經濟蕭條與核災危機，期盼2012年的安定、復甦與繁榮。然

而，國際趨勢瞬息萬變，我們惟有不斷提升，持續創新，始能因應國際脈動。

      回顧2011年，本會在節能減碳、溫室氣體與資源再生等三項主軸業務下，配合國際趨勢

與政府政策，相關業務擴及碳中和、能源管理、低碳永續家園與再生能源等工作。除協助北

部兩大都會政府評估各種再生能源設置潛力與遴選適當「試點」場址，及提供諮詢顧問外，

更創造了幾項全國第一，諸如：分別協助中技社與南港展覽館建立國內第一個企業與展會的

碳中和案例、協助美麗信飯店與台安醫院分別取得國內第一個旅館與醫院的能源管理系統驗

證等。本會在既有查核、輔導與推廣業務下，更深入政策評估與策略研擬工作，同時增聘經

濟、統計等專業人才，結合專業工程師，深入研析節能潛力與策略、提供政府施政參考。

      兩岸業務則協助工業局推動「兩岸電子廢棄物回收利用合作交流展覽與研討會」，促

進兩岸再生資源產業之合作，成效斐然；另協助環保署推動「兩岸因應氣候變遷學術研討

會」，促進兩岸於減碳技術與碳交易議題之交流。

      世界正面臨威脅地球與人類存亡的三大危機：1.人口膨脹2.資源耗竭3.溫室氣體，這三個

問題環環相扣。70億人口促使地球資源快速耗竭，而全球在經濟發展同時，也加速溫室氣體

的排放。世界各國積極力求克服威脅，我國各級政府亦推動各項因應措施，本會適逢其時，

如何發揮我們的技術、經驗與資源，協助政府推動策略，輔導產業進行節能減碳，將是我們

面臨的考驗。

      展望2012，由於國際能源價格攀升，及溫室氣體排放難以有效控制下，節能減碳工作將

更形重要。我國投入的相關計畫將持續增加，本會除持續輔導產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落實

實質減碳外，將擴大推動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與能源技術服務產業（ESCO）的發

展，讓節能減碳工作注入強心針；當然我們更期待研發工作能有新的突破與發展。環境對我

們是有利的，國內油電價格的調漲，勢必引發下一波的節能減碳風潮，我們應先有所準備，

迎接即將來臨的挑戰，展現本會實力。

      公司的良好經營與穩定成長，是本會能協助政府、服務企業的基本條件，而「人才」與

「創新」卻是促使本會持續發展的要素。鼓勵同仁在這關鍵時刻，強化自己專業知識，提升

工作效率，藉著各種工作機會，充實技術、管理、談判與決策的經驗，準備好迎接更重要、

更艱鉅的工作挑戰；勿因事小而不為，勿因事多而迴避，現在的工作經驗可能是下一個任務

的成敗關鍵。同仁們於工作之際應切記本會的組織文化：「獨立思考、創新思維、熱忱負

責、團隊合作、終身學習、我會為上」，期許全體同仁於2012年能夠蛻變自我能力，成長組

織效益，創造本會價值，貢獻社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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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展產業因具備多元整合之特性，可連

動國內相關產業與觀光業成長，有助提升國

家形象，促進國際交流，是我國重要貿易平

台。因此，行政院自2009年積極推動會展

產業成為十大重點服務業。為建構具吸引力

之國際會展環境，降低舉辦大型會展活動對

環境產生的壓力，綠色會議(Green Meeting)

或綠色展覽(Green Event)的倡議活動也被

提出並受到廣泛討論，並提出要減少辦理會

展活動過程對環境的衝擊。經濟部國貿局

為建構具吸引力的國際會展環境，積極強

化國內展覽場館的設施水準，將綠色展覽概

念開始納入我國會展產業發展方向。99年

間委託本會執行「會展活動碳足跡研究計

畫」，選擇台灣電路板協會(TPCA)與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TAITRA)在南港展

覽館舉辦的「TPCA Show 2010」與「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計算會展

活動碳足跡，並於2011年1月及6月分別由

英國標準協會依PAS 2050標準執行查證。

日本雖曾執行過大型會展活動之碳足跡盤

查，並建立盤查方法，但是遵循PAS 2050

標準執行第三者查證的會展活動，台灣是

第一次的首例。因此，本文將描述「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計算會展活

動碳足跡的過程。

     國際間為量化產品與服務生命週期對於

排放二氧化碳之貢獻，2008年由英國標準協

會、碳信託(Carbon Trust)及英國環境、食

會展活動碳足跡介紹

專案1部 連奕婷

品與農村事務部(Defra)發布「PAS 2050 產
品與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規

範」，對產品與服務的碳足跡提供計算與量

化之標準評估程序。

一、 建立會展活動碳足跡盤查標準作

業程序 

     在執行會展活動碳足跡盤查與查證前

期，依展覽活動作業特性 (會前籌備階段、

展覽期間階段及展後撤離階段 )與碳足跡量

化標準之要求，建置會展活動碳足跡盤查標

準作業程序，即為「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除作為本次會展

活動碳足跡盤查數據的引用準則，也可以提

供未來其他展覽執行會展碳足跡計算之依

據。本程序分為9大部份：一般資訊、會展

產業敘述、功能單位、系統界限、分配規

則、單位、計算規則與數據品質要求事項、

與驗證相關之資訊、參考文獻等內容。

二、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會展介紹 

     第 2 4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覽會」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為亞

洲規模最大、全球前三大之國際自行車展，

由外貿協會主辦，於2011年3月16日至19日
假台北南港展覽館之1樓、4樓、5樓、6樓展

場展出4天，展場面積約27,891平方公尺，

參展廠商家數有959家，展覽攤位共3 ,072
個，國內參展廠商716家，國外參展廠商243
家，總參觀人數推估國內人數16,475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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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參觀者約5,701人。本展覽內容區分為三

大展區，分別是自行車整車、自行車零配

件及輕型電動車 (LEV)，展覽現場如圖1所

示。

圖1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

    展覽現場

三、 系統邊界設定方法 

     本項目針對會展活動範疇界定實施碳足

跡盤查之功能單位與系統邊界，以計算舉

辦會展活動前、中、後期所投入的能資源、

設備器材、人員交通及展示空間作為盤查邊

界，包含：原料取得、能源使用、會場展

示、設施運作、物流運輸及展示品廢棄處理

等階段。

     依國際共通生命週期評估資料庫提供的

參考數據來源取得計算會展活動碳足跡的二

級數據，並評估會展活動辦理期間各項溫室

氣體排放源及排放量，以掌握潛在95％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確認碳足跡盤查邊界

與範疇。另依展覽活動碳足跡邊界設定鑑別

表，判斷納入會展碳足跡盤查與計算項目，

並表現應評估但無法計算之項目。

四、 會展碳足跡盤查表單 

     為掌握展覽活動辦理期間之原料取得、

能源使用、會場展示、設施運作、物流運輸

及展品廢棄處理等階段之數據 (如：公用設

施用電量與用水量、參展人數與展示物品之

運輸模式及會展結束後的廢棄物產生量 )盤

查，並建立適當的分配原則，以作為後續碳

足跡計算之基礎。其次，調查參展廠商數

量、攤位規劃空間、參展廠商資源投入狀況

及展品運輸與廢棄處理模式。

     依展覽活動之舉辦情境擬定適當的數據

分配原則，對展覽活動各階段溫室氣體排放

結果進行合理分配。最後，再依相關性、完

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透明度等五項原則

逐一檢視活動數據，無法蒐集一級活動數據

的項目，將透過文獻調查與國際共通資料庫

之協助，推估碳足跡計算所需的二級數據。

     本碳足跡盤查表單係依據ISO 14064-1標

準與PAS 2050：2008標準之要求建立，內

容包含：展館管理單位盤查表、主辦單位盤

查表、參展廠商基本資料盤查表單、參展廠

商裝潢盤查、參展廠商裝印刷盤查表單以及

展示商品運輸盤查表單。除調查會展期間用

電、用水以及裝潢之資料外，亦調查參觀人

員搭乘各式交通工具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未來更可依據此數據資料分析規劃更具

節能減碳之交通路線。

五、 基本假設與計算原則 

     依「會展活動碳足跡盤查與計算標準作

業程序」的方法，設定基本假設與計算原則

說明如表1。

六、 盤查數據品質分析 

     為要求數據品質準確度，每筆數據資料

需說明來源，凡能證明及佐證數據可信度者



6 綠 基 會 通 訊 中華民國101年4月

均須調查，並將資料妥善保存5年，做為往

後查核追蹤的依據。盤查數據品質管理將數

據品質分為高、中、低三級來管理，品質分

級越高者代表其可信度越高，而品質分級越

低者代表其可信度越低，如表2所示。

七、 會展活動碳足跡分析結果 

     活動盤查取得之數據，使用德國生命週

期評估軟體GaBi 4.4.1進行產品碳足跡計算

與分析，繪製各展覽活動投入之物料、運輸

與能源流向圖。由圖2得知，展覽活動於展

前籌備、展覽期間及展後撤離這三個階段

中，以展覽期間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

大，約占總排放量的97%，其次為展前籌備

階段，碳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的2%。最後

 

 

數據品質分類

高

中

低

定  義

表2 數據等級分級表 

資料完整，引用初級資料者(量測值)

資料完整，引用次級資料者(計算值)

數據資料引用推估值

 

 

 

 

計算原則

會展電力

會展自來水

參觀者交通運輸

參展廠商展場攤
位人員交通運輸

參展廠商之展示
商品運輸

廢棄物之處理
及運輸

主辦單位之公共
區域裝潢與參展
廠商之攤位裝潢

主辦單位與參展
廠商之印刷品

內  容

表1 會展活動碳足跡基本假設與計算原則 

a.展場用電與展場空壓機用電皆使用實際量測之電力度數數值。
b.����空調用電：�展覽期間全館空調總用電度數Ｘ該次展覽使用總樓地板面積∕全館使用空調之

總樓地板面積＝展場空調總用電度數。
c.�照明用電：�使用展場照明用電度數依使用展覽會場燈具之數量與使用時數進行推估。

因展覽館各樓層使用自來水狀況無法分割，因此選用展覽期間全館用水度數作為會展活動使用
自來水數據來源。

參觀者問卷區分為國內廠商問卷、國外買主問卷及一般民眾問卷。為利用現場訪問方式統計參
觀者問卷交通運輸資料，由參觀者自行填答。若參觀者問卷填答不完整，則以假設原則進行
推估。為考慮完整生命週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交通運輸工具之碳排放量計算，依問卷回收比
例擴大至展覽總參觀者人數比例100%。

參觀者之交通運輸為統計參展廠商意見調查表之展場攤位人員人數及交通運輸資料計算，由參
展廠商自行填答。分別計算出國內與國內外參展廠商每一攤位數之碳排放量後，分別依國內外
參展廠攤位數比例放大至100%。

參展廠商之展示商品運輸重量、距離與運輸方式以問卷進行調查，並依廠商總攤位數比例放大
至100%。

依展覽活動提供之廢棄物產生量與送至焚化場之運輸方式及距離計算。

將常用攤位裝潢材料分為木夾板、木芯板、壓克力、保麗龍/珍珠板、玻璃、地毯、PVC海報
等八大項，並分別調查其使用情況(會再重複使用、不會再重複使用、無使用此材料)。
裝潢材料之推算以面積、重量及台灣之裝潢材料價格進行推算，再代入資料庫之排放係數，
計算出所使用之裝潢材料的碳排放量。另外，因裝潢材料運輸方式與距離資料難以取得，故
以設場與撤場費用估算裝潢材料之運輸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參考日本「2008年環保產品展
CO2排出量測定調查」調查報告書中，「道路貨物輸送」項目每日圓排放0.004�kg-CO2，除台
幣與日元間的匯率換算之外，並考慮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per�capita,�2009)差異進行換算。
參展廠商之攤位裝潢使用量與設展、撤展之碳排放量根據廠商填答之表單進行計算，並依攤
位數比例放大至100%。
廢棄物的處理方式假設均為焚化處理。

主辦單位：�以問卷調查主辦單位於展覽期間發送之邀請函、宣傳摺頁海報、參展辦法、大會
手冊OD(紙本/CD)、參觀指南、參展手冊、平面圖、參觀證(含國內外買主、VIP、
媒體)、識別證(含參展廠商證、工作證)、入場票及問卷調查表等項目之使用量。

參展廠商：�以問卷調查廠商於展覽期間發送之產品型錄、產品DM、公司簡介等印刷品使用
量，依廠商總攤位數比例放大至100%。

a.

b.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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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S 2050:2008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2. 日本「2008年環保產品展CO2排出量測定調查」調查報告

書。

3. 產品類別規則：供使用於準備「會展活動」服務碳足跡盤

查。

4. 蔡幸儒、邱君怡、陳熙鳳，「亞洲會展論談 迎向綠色未

來」，國際商情雙周刊，第256期，2008，

參考文獻

則為展後撤離階段，碳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

的1 %。

     圖3表示展覽活動碳排放量比例圖，其

中，以參觀者產生的碳排放量最高，約占

77.3 %，其次為參展者占19.9 %，再者為會

場碳排放量僅占2.5 %，最後為主辦單位貢

獻結果，約占0.3 %。

圖2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       

    之各階段碳排放量比例圖

圖3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2011

    之活動主體碳排放量比例圖

八、結  語 

     整體而言，參與展覽的人員交通方式會

是造成會展活動碳排放量的主要原因，國外

參觀者來台搭乘飛機的結果，更是造成碳排

放量顯著增加的原因。但是因國際會展成功

與否，吸引國外買主人數被視為重要指標，

不過國外買主人數愈多，卻因搭乘飛機造成

較高的碳排放量，應歸屬於不可變動的碳排

放量。國內參觀者產生的碳排放量，建議可

以採綠色交通模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例

如：結合部分優惠活動鼓勵參觀者使用大眾

捷運工具(如：公車、捷運)。

     攤位裝潢所造成的碳排放也是重點項

目，因為參展廠商大量使用一次性裝潢材

料，缺乏使用易回收的裝潢材料或增加裝潢

材料重複使用，建議主辦單位可以鼓勵參展

廠商儘量使用易回收、可重複使用的裝潢材

料。展覽活動攤位使用電力也是造成碳足跡

增加的一個主因，係因攤位強化照明效果所

造成的結果，建議應鼓勵展覽廠商盡可能擴

大使用節能燈具作為照明來源。外貿協會曾

辦理「綠色會展創意攤位」，藉由創意發想

過程，引導廠商實現綠色環保理念，如：使

用環保材料搭建模組化攤位、以木板和草皮

替代不織布地毯、使用節能燈具作為攤位照

明、以大豆環保油墨取代美工輸出、用再生

紙取代新紙等措施，即為最佳示範案例。
     評估參展者貢獻的碳排放量比例中，以

人員的交通運輸的碳排放量最高，占77 %，

其次為攤位裝潢占11%，再者為商品運輸占

8%，廢棄物處理、印刷品及設展及撤展運

輸，合計占4%。其中，參展者人員交通運

輸工具之碳排放量，以飛機的交通運輸工

具之碳排放量最高占85%，其次為汽車占10 

%，再者為高鐵之碳排放量占3%，其他占

比較低的交通運輸工具包括火車、客運 /公

車、捷運及機車，約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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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漸顯，面對此威

脅，各國紛紛興起制定產品碳足跡之計算

標準，著名的包括：英國PAS 2050、日本

TS Q 0010、台灣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

引…等，隨之而來引發國際上對不同計算標

準所建立之產品碳排放資訊不足以進行有意

義比較的疑慮，因此希望有全球一致性之碳

足跡準則，於是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以

ISO 14040標準為基礎，參酌PAS 2050標準

為輔助，草擬產品碳足跡標準 ISO 14067，

目前已發展為D I S版，預計明年可正式公

產品碳足跡評估標準發展動態

專案1部 林金美

告，未來相關標準也將隨著ISO 14067的公

告而逐步朝向整合統一。

      本文針對PAS 2050標準改版後內容與

ISO/DIS 14067標準進行說明，最後針對兩

者差異之處進行比較。

一、PAS 2050:2011修訂內容

      PAS 2050: 2011商品和服務生命週期

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範由英國標準協會

(BSI)、碳信託(Carbon Trust)和英國環境、

食品與農村事務部(Defra) 於2008年10月首

次發布，並於2011年11月發布修訂版，本次

修訂重點包括：

 

 

 

章節重點

範  疇

名詞與定義

補充要求

產品區分

記錄保存

納入評估溫室氣體的
移除量

修訂內容摘要

刪除使用於溝通之目的。

以「搖籃到大門(cradle-to-gate)」取代「企業對企業(business-to-business,� B2B)」，並
定義為產品離開組織前產生之排放量與移除量。
以「從搖籃到墳墓(cradle-to-grave)」取代「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to-consumer),�
B2C」，定義為產品全生命週期產生之排放量與移除量。

「補充要求(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內容可能包括產品類別規則、產品規則、產品足跡
規則或是部門既定標準文件。同意補充要求可以取代「產品類別規則」，意即當存在且符合補
充性、廣泛認知、包容與協商、範疇適切性、一致性、綜合性、合理性、公開性、維持性等要
點之文件，建議優先引用作為盤查依據。

刪除產品區分(product� differentiation)：僅適用於進行評價的產品，刪除當第三者無法區
分類似產品之間的差別時的適用性。

記錄保存格式說明於附錄B，且記錄保存期限也由五年或產品預期壽命兩者中擇一最長時間
者，統一修改為至少三年(4.4)

納入評估溫室氣體的移除量，並作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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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重點

納入生質碳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與移除量

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量評估期

使用階段及最終處置
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

及移除量

實質性門檻

初級活動數據

次級數據

資本財

回收料

修訂內容摘要

納入生質碳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排除人類食物及動物飼料等生質碳CO2排放和移除量
(5.1)

以100年評估期為預設值，假若引用的補充要求另有規定者除外(5.2)

產品之使用階段及最終處置階段發生在100年評估期內之排放及移除量都要計算，但當組
織有需要瞭解產品於使用階段隨時間推移的排放量也可同步使用附件E之延遲排放(delayed�
emissions)加權因子來作計算(6.4.9�&�6.4.10)。

實質性門檻為至少占預計功能單位生命週期內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的95%，刪除(1)單一排放
源占產品生命週期潛在排放的50%以上，(2)使用階段至少占到使用階段生命週期內潛在排放的
95%，以及(3)“擴大”至100%等規定。

針對初級活動數據占上游排放量10%，不再侷限於一階供應商(first�upstream�supplier)取得
(7.3)。

以“當未取得初級活動數據時應使用次級數據”取代“如果不要求初級活動資料，則應使用次
級資料作為輸入”(7.4)。

資本財(capital� goods)不列入產品生命週期評估，但所採用之補充要求另有規定者除外
(6.4.3)。

定義回收方法之選擇方式，並依照ISO�14044和ISO�14040�開環的概念定義計算方式(附錄D)

二、ISO/ DIS 14067條文重點

      ISO/ DIS 14067是依據生命週期評估方

法說明量化產品碳足跡之原則及要求事項，

並提供產品碳足跡作為溝通用途時所需之資

訊，此版本引用ISO 14040、ISO14064-1及

ISO14020系列制定，條文強調重點說明如

下： 

1. 強調須經由完整生命週期評估程序，即定

義研究目的與範圍、生命週期盤查(LCI)、

生命週期衝擊(LCIA)以及生命週期闡釋等

程序完成碳足跡量化報告。

2. 強調應依ISO 14044標準建立截斷原則，

以確保任何微小溫室氣體排放源不需要比

照重大排放源的處理方式進行評估。

3. 特定場址數據(Site-specific data)概念泛指

來自場址特定製程之活動數據(導致溫室氣

體排放與移除之製程投入與產出量)、直接

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藉由直接監測、化學計

量、質能平衡取得之數據)、溫室氣體匯或

排放因子，並強調所有特定場址數據都是

初級數據(primary data)，但因可能涉及不

同產品系統，所以並不是所有初級數據都

是特定場址數據。

4. 特定場址數據來自受組織財務或營運控制

並具代表性之製程，在特定場址數據不可

能或不具可行性時應使用次級數據，包括

文獻數據、計算數據、估計值或其他代表

性數據。

5. 數據蒐集過程中，應檢核數據正確性

(validity)，即須確認及提出證據以顯示數

據品質符合6.2.6節要求，而確認的方式可

包括建立質量平衡(mass balances)、能量

平衡(energy balances)及/或排放係數之比

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等。

6. 修訂系統邊界時，應基於敏感度分析決定

數據顯著性來決定納入邊界之必要性。

7. 採用分配規則時應進行敏感性分析，分配

方法以區分成子製程或將系統擴大之方式

以避免分配，如避免無法分配則按物理關

係及經濟價值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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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於ISO 14025建置之產品類別規則(PCR)

或CFP-PCR存在並適用於考慮中的產品時

應被採用，而無相關PCR存在時，其它符

合標準要求之國際商定特定部門文件須被

採用。

9. 強調生命週期闡釋執行步驟包括： (A)基

於碳足跡量化結果鑑識重大議題；(B)執行

完整性、敏感性及一致性評估；(C)說明結

論、限制及建議。

10. 強調生命週期闡釋內容應包括(A)定量或

定性的不確定性評估，評估項目可以包

括參數(排放係數、活動數據)、情境(使

用階段情境或生命終點情境)及模式等；

(B)鑑別與文件化所選定的分配方法；(C)

碳足跡報告的限制等。

11. 強調碳足跡報告作為公開溝通用途時，

須經第三者查證，溝通型式包括：碳

足跡外部溝通報告、碳足跡績效追蹤報

告、碳足跡主張、碳足跡聲明或碳足跡

標誌等。

三、 ISO/DIS 14067與PAS 2050:2011

之主要差異

1. 兩標準皆可使用功能單位作為計算基準，

同時ISO/DIS 14067提供可以產品銷售單

位作為基準，惟須作文件化及說明。

2. 初級數據來自受組織財務或營運控制並具

代表性之製程，而不是來自上游供應商排

放量之10%。

3. ISO/DIS 14067無系統邊界排除項目，而

PAS 2050提供的排除項目包括：(A)人力

投入製程以及 /或進行前期製程作業 (例

如：若水果是由人工摘取而非機器摘取)；

(B)運送消費者前往或離開零售採購點；

(C)運送員工前往或離開其原來工作地點；

以及(D)使用動物提供運輸服務。

4. 在數據品質要求上，ISO/DIS 14067要求

應檢核數據正確性(validity)、敏感度分析

及進行定性或定量不確定性分析，而PAS 

2050則無要求。

5. 兩標準分配規則相同，但ISO/DIS 14067

要求應針對所選定之分配規則進行敏感性

分析。

6. ISO/DIS 14067無實質性門檻要求，而PAS 

2 0 5 0則設定實質性門檻為至少占預計功

能單位生命週期內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的

95%。

7. ISO/DIS 14067強調依ISO 14044建立截斷

原則，而PAS 2050則無要求。

8. ISO/DIS 14067強調以生命週期評估程序

完成碳足跡量化，並規範階段中應含括之

內容，而PAS 2050則無明確要求。

9. ISO/DIS 14067強調碳足跡報告使用於溝

通之形式，而PAS 2050則無此規範。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DIS 14067,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012

2.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 PAS 2050,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2011

3. 林文華，「PAS 2050改版方向說明」，BSI電子報，2011。

4. 黃雪娟，「ISO溫室氣體系列國際標準趨勢介紹」，永續產

業發展雙月刊，2010

5. 林龍杰，「PAS 2050:2011&ISO/DIS 14067差異性分析介

紹」，國際標準ISO/DIS 14067產品碳足跡研討會，2012

6. 林俊男，「碳足跡標準與查證實務介紹」，DNV Taiw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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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之影響，造成

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建造水庫似乎

是解決用水問題之優選方案，水庫提供的水

力發電模式也被稱為清潔能源，具有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的效益。但是，因為全球暖化議

題開始受到重視，逐漸有研究指出傳統興建

水庫的方式，可能會造成更多的溫室氣體排

放，並開始探討水庫排放溫室氣體對大氣之

影響。本文從三種不同角度探討水庫碳足跡

計算機制，包括：水庫興建工程的碳足跡、

水庫供應水資源的碳足跡及水庫營運的碳足

跡，並分別探討其應用標準與計算差異。

     IPCC在2007年發表第四次全球氣候評估

綜合報告更明確指出，全球氣候暖化的原

因，有90%的可能性是來自於人為活動產生

的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國際

間呼籲產業應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並成為全球共同努力的任務。以往普遍認為

造成全球暖化之溫室氣體來源為陸地生態系

統 (森林和土壤 )運作與人為活動 (生產與消

費 )貢獻的結果，但是，已有研究指出水庫

因為大範圍淹沒陸域生態區，可能是導致大

專案1部 廖弓普

氣中增加CO2和CH4的排放源。因為，大量

被淹沒的植被加上日愈增加的高溫問題，導

致水庫底部產生大量溫室氣體逸散排放至大

氣環境，也間接讓水庫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

問題開始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爭論。

     台灣地區平均每年有二千多毫米的雨

量，原本應是水資源不虞匱乏的國家。但是

台灣地區因為地狹人稠、山坡陡峭、降雨量

集中，再加上河川長度短，導致大部分的雨

水都迅速地流入海洋。因此，台灣地區每人

每年平均分配到的水量卻只有全世界平均雨

量的七分之一而已，以目前國際間可用水量

的標準，台灣地區被歸屬為缺水國家。因

此，建造水庫是台灣解決水資源問題的主要

選項之一。因為國際間已開始研究建造水庫

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以下將探討三種水

庫碳足跡類型的計算與評估方式，以及水庫

水體溫室氣體排放通量之量測研究。

一、計算水庫碳足跡引用的標準

     計算水庫碳足跡引用標準涉及「CNS/ 

ISO 14064-1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淺談水庫碳足跡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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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水庫碳足跡全生命週期系統邊界圖

之量化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PAS 2050

產品與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

範」、「CNS/ ISO 14040生命週期評估原則

與架構」及「CNS/ ISO 14044生命週期評

估要求事項與指導綱要」等標準，作為鑑別

水資源工程與水庫系統溫室氣體排放源之依

據，以及計算水資源工程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水庫系統碳足跡之基礎。本文將參酌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與國際水

力發電協會(IHA)聯合發表的「水庫溫室氣

體量測指引(GHG Measurement Guidelines 

for Freshwater Reservoirs)」作為水庫水體

溫室氣體量測與分析的規範。

二、水庫碳足跡範疇界定

     水庫碳足跡可分為水庫工程的碳足跡、

水庫供應水資源的碳足跡以及水庫營運的碳

足跡等三大類型，其範疇界定方式如圖1所

示。

1.水庫營運過程的碳足跡

     水庫營運過程的碳足跡係水庫操作

與營運過程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並以

ISO14064-1標準作為計算依據，依水庫

營運階段邊界包含的排放範疇可區分為範

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範疇二 (能

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範疇三(其他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歸納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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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

營運中
水庫

設施操
作維護
管理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表1 各階段營運邊界所包含之排放範疇 

公務車輛、船舶燃
料
緊急發電機燃料
工作人員排泄物、
空調、消防設備冷
煤逸散
水源水質保護區範
圍林木面積異動之
碳匯變化
水庫水體排放

管理中
心用電

清淤與漂流木
移除委外處理
之燃料
廢棄物清運等

ISO14064-1標準要求針對營運過程的範

疇1與範疇2排放的溫室氣體進行量化計

算，不需要考量水庫規劃、建造過程中所

使用之工程建材，非使用生命週期之概

念進行評估。翡翠水庫即為全臺第一個

ISO14064-1標準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

的案例。

2.水庫供應水資源的碳足跡

     引用PAS2050:2011標準，並以水庫供

應1噸水作為產品功能單位範疇，計算水

庫供應水資源的碳足跡，其範疇界定包括

為水庫營運階段的範疇1與範疇2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還需要納入水庫操作與維護過

程所需的化學原物料使用，並加計廢棄物

處理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但並不計算

水庫硬體設施與工程在建置的過程造成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

3.水庫工程的碳足跡

     依據ISO/CNS 14040 對於生命週期評

估的描述：從產品原料取得、製造、使用

與廢棄等階段，評估其產生的環境衝擊。

因此，依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水庫工程

的碳足跡應包含：工程設計、材料生產、

運輸、施工、使用、維修以及設備老舊拆

除等後續廢棄處理或再生利用等流程，以

此作為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才算完

整的生命週期碳足跡。所以，水庫工程碳

足跡除評估營運階段所造成之排放量外，

亦需考量水庫工程在規劃、施工以及水庫

終止使用等各階段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

資料來源：UNESCO/IHA, 2008

圖2 水庫水體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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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庫水體溫室氣體計算

1.水庫水體溫室氣體產生的原因

     一般來說，水庫產生溫室氣體，是因

為淹沒範圍增大造成水體流速減緩，導致

有機碳與無機碳均彙集到水庫中累積。在

特定情況下，這些碳會因生物作用或化學

作用轉而成為甲烷與二氧化碳的形式，由

水中形成氣泡至水庫水面、消落帶、電站

水輪機組等處被釋放到空氣中。不同的水

庫情況，如：水庫所在的氣候帶、淹沒深

度和面積、單位面積發電量、以及蓄水前

是否清除淹沒區林木等，都是可能影響水

庫蓄水後溫室氣體排放量多寡。水庫水體

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如圖2所示。

2. 水庫水體溫室氣體排放通量之量測

     水庫溫室氣體進入大氣是一個動態變

化的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包括氣體的產

生、傳輸及排放。因影響水庫溫室氣體排

放的因素很多，直接導致水庫溫室氣體排

放的不確定性。所以，透過對實際研究區

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長期的跟蹤監測，

是研究水庫逸散排放溫室氣體最直接，也

是最有效的手段。針對不同的研究區域和

測量時段，測量方法有多種選擇。

     水庫水體的溫室氣體產生機制隨著不

同的環境要素而變化，因受到氣溫、水

深、風速、光照強度以及水體理化性質的

影響，不同類型水庫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也存在不同的差異，水庫溫室氣體排放通

量的表現也會有極大的變異性。

     從監測原理來說，水庫溫室氣體排放

通量之計算方法可分成以下3種：

(1) 測量水中溶解氣體濃度計算溫室氣體排

放通量

     如薄邊界層(TBL)法、水化學平衡

計算法和碳同位素分析法。這類方法測

量過程較為複雜，對測量的要求比較苛

刻，相應的後期計算比較多。該類方法

現在應用相對較少。

(2) 測量水表面上方溫室氣體的累積濃度來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通量

     如紅外線鐳射法和渦度相關通量

法、遙感衛星空間監測法。這類方法

目前應用較少，但是作為對區域大面積

監測最有效的方法正在被大力推廣應

用。特別是遙感衛星空間監測法，隨著

歐盟及日本專門用於監測地球溫室氣體

排放衛星的發射，遙感衛星資料的資訊

公開，獲取針對某一區域的溫室氣體排

放的遙感衛星資料也變得較為容易。但

是，針對遙感衛星資料的率定，還是需

要通過實地測量來獲得資料，這仍將回

歸具體的實地測量方法的選用上。紅外

線鐳射和渦度相關通量法，對被測水面

的環境要求比較高，其監測結果對水面

擾動影響比較敏感，因此，對於作為主

要航道或是具社會娛樂功能的庫區水

域，這種不確定性會影響應用該方法測

量值的誤差較大。如果被測水面的這

類影響為常態(如航道利用、水上娛樂

等)，則該法測得的實際結果，也可作

為該區域的實際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參

考。

(3) 測量穿過水－氣介面的溫室氣體來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通量

     如浮箱方法，是目前應用最廣、最

成熟的一種方法，其操作相對簡單、成

本較低，只要運輸小船能到的地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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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現現場測量，對被測區域沒有太多

的限制，但其多侷限於點的監測，在進

行大範圍、全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計算

時，需要作一些條件假定，如測量值在

外推到整個區域時，通常需假定該區域

水體具有理化及生物地球特徵的同一

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世

界水電協會(IHA)溫室氣體專案小組已

針對水庫表面不同型式逸散之溫室氣體

提出「水庫溫室氣體量測指引，該指引

詳述針對水庫水體之溫室氣體排放研究

應考量注意之事項與分析方法，與其他

水質量測與底泥量測之分析工具與分析

因子，對國際間之水庫溫室氣體排放研

究有相當大的幫助。

四、結 語

     國際間對溫室氣體排放與管理研究已擴

及各個不同領域，影響水資源管理甚為重要

的水庫系統之溫室氣體排放議題則是近年來

才開始受到重視。以往相關研究較集中在南

美、北歐及加拿大北部等地區的少數水庫，

隨著水力發電設施和水資源工程建設之開發

腳步，針對水庫的溫室效應研究才開始受到

關注。台灣屬於水資源不足之區域，相關水

資源的開發題議更是我們需面對的課題，而

溫室效應造成的危害更是國際間正在共同努

力解決的問題，水庫碳足跡的研究未來將會

受到更多的重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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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特別助理 顏秀慧

淺論公務員定義

     「公務員」為一般人所通曉之身分名

詞，在概念上係指經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任

用，並發生職務與忠實義務之人員。然而在

法律上，「公務員」一詞會因不同法律之定

義而有不同範圍；除在公務員範圍界定上有

廣義公務員與狹義公務員之差別外，另如公

務員與公務人員之區別，以及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與委託公務員之不同類型等，均

易引起混淆。茲就相關法律依據加以簡要說

明，並摘錄重要法條內容及實務見解供參。

         國家賠償法所定義之公務員為最廣義之   

     公務員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本法

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故無論文武職、民意代表、地方自治

人員、編制內外、聘僱人員或臨時派用人員

均屬之，至於是否受有俸給則不在所問。

     另同法第4條第1項又規定：「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

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個人，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

亦同。」國家賠償法對於受託辦理公共事

務、有行使公權力行為之團體或私人亦納入

公務員之範圍，例如本會接受政府委託辦理

專案計畫，倘所辦理之相關事務有涉及公權

力行使者，本會執行專案之同仁即有可能被

視為具有委託機關之公務員身分。

     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第10條第2

項：「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亦採相同定義，但於94年修法之修

正理由中提及，如未區分公務員從事職務之

種類即課予刑事責任，恐有不當擴大刑罰權

之情形，故針對公務性質檢討修正公務員之

定義，刑法目前已不採此定義。

 公務員服務法定義之公務員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之規定：「本

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

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於公務員

服務法中所指之公務員，係以「受有俸給」

為界定之條件，納入所有受有俸給之文武職

及公營機關人員，故不論其產生及就任方

式，也不論其為政務官或事務官。

     但需留意者，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適用

教師法，故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

員；惟若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時，就其兼任之

行政職務則屬公務員。另民意代表如非領取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之俸給 (包括本俸、

年功俸及加給 )，則似亦非屬公務員服務法

所稱之公務員。

 刑法修正後定義之公務員

     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第10條第2項公務

員之定義：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二、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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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

     第1款前段限於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且具有法令執掌權限者，此類即

為所謂之「身分公務員」。故如無法定職

務，亦無法令執掌權限，縱服務於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也不認為屬刑法上之

公務員，例如：機關所僱用之保全人員或清

潔人員(修正理由參照)。

     第1款後段所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此類即為所謂

之「授權公務員」，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

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之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或監辦採購

人員等(修正理由參照)。

     第2款所指之公務員即為所謂之「委託公

務員」，係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例如：公私立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私

立學校學生學籍核定等。如前所述，本會接

受政府委託辦理專案計畫，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本會執行專案之同仁

即有可能被視為具有委託機關之公務員身

分，然究係應認定為具委託公務員之身分，

或單純僅屬委託機關之行政助手，仍須依具

體個案情形認定之。一般實務見解認為，應

就個案是否在受任範圍內有行使公務主體之

權力，如是否獨立對外執行任務、有否以自

己名義行為之權限等，來作為判斷之依據及

輔助。

     至於貪污治罪條例，因屬刑法之特別

法，於95年5月30日修正後，已採與刑法相

同之公務員定義。

 較狹義之公務員範圍

     公務人員即為較狹義之公務員範圍，如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

     「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列資格之

一：

一、依法考試及格。

二、依法銓敘合格。

三、依法升等合格。」

     又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條第1項中所規

定：「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之人員。」故應認公

務人員係以列有官等、職等之人員為範圍。

     另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第1項之規

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依

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編制內

依法任用之職員。」及第2項之規定：「前

項公務人員不包括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

員。」可知公立學校之職員因非教師，故仍

屬公務人員之範圍；而政務官及民選公職人

員則被排除在狹義公務員定義之外。

     相關實務見解整理：

一、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5273號刑事判決

要點：

1. 當事人任職於國營事業負責水土保持

業務，於水土保持業務有法定職務權

限，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

所謂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2. 案件係有關國營事業於颱風後水土

保護及漂流木處理，相關發包採購事

項，應依森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3. 當事人收受利益部分，另涉及公務員

職務上收受不正利益罪。有無圖利之

故意，須以是否符合吾人一般客觀存

在之經驗法則為認定標準。

二、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6484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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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1. 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

雖非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所

定之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但具有「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

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情

形，因其從事於法定之公共事務，並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故應視為刑法上

之公務員，而屬同款後段之公務員。

是依公司法組織之公營事業，於刑法

修正後，其員工除上揭之承辦、監辦

採購等人員之外，並不具刑法公務員

身分，而限縮其範圍。

2. 當事人等依據○○公司之「○○廠

辦事細則」、「○○廠組織規程」、

「○○廠購料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簡

則」等之規定，被認定形式上固無採

購、發包之職務，但其參與之採購審

議小組既實際議決採購相關事宜，並

決定採購之廠牌、數量，則上開辦事

細則、組織規程雖未明文規定當事人

為購審會之成員，但該細則、規程在

實際運作上，當事人所負責之事務，

已完全決定購審會對於添加劑採購、

發包，尚非單純私經濟行為，且屬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承辦、監辦採購 人

員，即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關，自為依

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三、最高法院100年台上第2783號刑事判決

要點：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關於該項所稱「委託公務員」，立法

理由揭示：「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因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

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其承辦人員

應屬刑法上公務員，爰參考貪污治罪條例第

二條後段、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而

於第二款訂之」。另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

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行

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行政程序法第二條

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行

政機關(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委託

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之事務，並非各項事

務皆涉及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即公務上之權

力，其委託之事務，倘與行政機關之法定權

限有關，得否委託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必

須有法令之依據始可，如係「依法」委託，

受委託之民間機關或個人因此得以行使行政

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於委託範圍內，其身分

與行政機關無異，應認係「委託公務員」，

並於刑法上應與「身分公務員」有相同之權

利及義務；若與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無關，

是否委託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不以有法令

依據為限，受委託之民間機關或個人，於委

託範圍內，亦無行政機關公務上之權力可資

行使，則無認係「委託公務員」予以規範之

必要。

四、最高法院101年台上第5號刑事判決

要點：

     ○○協會自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起受

桃園地檢署依「檢察機關遴選辦理緩起訴處

分義務勞務機關(構)作業規定」遴選為緩起

訴處分義務勞務與緩刑義務勞務之執行機構

(勞務內容為資源回收、文書處理等項)，委

託該協會從事受緩起訴處分人服義務勞務之

督導、執行工作，上訴人代表該協會有督

導、執行桃園地檢署所委託之上開事務，屬

受委託而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之人，為「委託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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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市長(右5)與節能標章大使林依晨(右6)與各通路商共同為
本年度推廣節能標章產品活動造勢

本會林董事長參加推廣節能標章產品活動記者會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於3/17假花博公園長廊廣場舉辦「能源要足夠 省電Let ś go-推廣

節能標章產品活動記者會」，會中臺北市長郝龍斌與「節能標章」推廣大使林依晨小姐一同

敲響大鼓，本會林董事長受邀出席，共同為今年3-4月間北市府與12大家電通路商合作推廣

節能標章產品活動造勢。本活動以配合今年中央政府補助民眾購買節能家電2,000元方案，

擴大推廣節能產品效果，達成節能減碳為目的。現場由台灣中油、南陽實業及參與推廣活動

的通路商包括大潤發、特力屋、家樂福、愛買、大同3C、上新聯晴、全國電子、倍適得、

燦坤、台松、東元和聲寶等12家業者熱情贊助節能家電，贈送給節能減碳的「機智問答」與

「趣味PK賽」等參與活動獲勝民眾，現場熱鬧氣氛吸引千餘人踴躍參加，各大媒體紛紛報

導，北市府更呼籲市民能以實際行動響應選購政府掛保證、省電省錢的節能標章產品，大家

攜手建構臺北市成為優質節能的綠城市。

能源要足夠 省電Let’s go－
推廣節能標章產品活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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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上課情況

CMVP 現場考試情況

本會順利完成101年度EVO IPMVP Level 3 

& CMVP 量測驗證專業人才訓練班第1班

     為持續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發展，配合國內

量測與驗證人才需求，於今(101)年3/21-3/23辦理

EVO IPMVP Level 3 & CMVP 量測驗證專業人才

訓練班第一班，本課程是國際上開發和改善能效評

估標準、工具和方法，幫助能源用戶量化和管理能

源使用效率等相關的風險和效益目標。由於過去2
年辦理成效良好，本年度一開放報名便立刻額滿；

依EVO官網統計台灣目前97位CMVP人員，可見未

來在執行ESCO專案時都必須有量測與驗證人員人

才要求下，越來越多人員將投入專業人才認證資格取得。而為應市場需求，本會預計於9月
份再加開一班專業人才訓練，歡迎各界有需求及興趣的學員報名參加。

電子產品零廢棄發展趨勢與

案例分享研討會

自左至右:光洋應材莊宜剛經理、
本會張啟達副執行長、友達光電
環安處牛銘光處長、工研院能環
所蔡振球組長、成功大學資源工
程學系施勵行教授。

     本會於3月2日受友達光電委託舉辦「電子產品零廢棄發展趨勢與案例分享研討會」，該

研討會以「零廢棄」為主軸，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分別講述台灣與國際法令發展與趨勢、產品

綠色設計之發展、產品及其有價材料之回收等議題，藉此分享並推廣零廢棄之理念，期望共

同開創綠色未來。會中本會張副執行長並受邀擔任專題座談主持人，與產學研各界專家共同

研討在全球零廢棄潮流下，現階段發展瓶頸及未來展望，會後並與產學研專家合影留念，為

研討會劃下圓滿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