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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小知識」研商座談會重點紀要 

一、前言 

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隨之而來的「節能減碳」議題，已受到

國際間經濟及產業發展方向的重視。我國由於天然資源缺乏，99

％以上的能源均仰賴進口供應，能源結構高度依賴化石能源，在

我國能源消費成長的同時，二氧化碳排放亦大幅增加，因此，二

氧化碳排放與經濟成長脫勾已成為我國首要面臨的課題與施政的

重點項目。 

鑑於「節能減碳」已成為全世界研訂國家政策之重要項目，

我國也不斷地思考相關政策與前瞻性對策，惟「節能減碳」涵蓋

之專業領域廣，行政院各部會、經濟部各局處司及地方縣市政府

等，共同致力於規劃「節能減碳」的作法，為了統整各方意見，

針對「節能減碳」重要之課題，特邀請各專家學者、產官學界代

表召開研商座談會，以作為整合相關政策及研擬推廣策略時之參

酌依據。今(102)年 6 月及 7 月特邀集政府相關智庫商討能源相關

知識之說明與解釋，並分為能源政策類、氣候變遷與調適類、能

源使用說明書審查制度、能源指標及能源統計等類別，藉由常識

彙編以加強民眾節能減碳以及環保的意識。茲將各類別相關常識

條列於后並加以闡述說明。 

二、能源小常識彙編 

（一）能源政策類 

1.新聞中專家常強調的「能源安全」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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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就是在合理的能源需求下，提供穩定不中斷及

價格可負擔的能源服務，以避免對民生、經濟及環境造成衝

擊。 

臺灣是孤島型能源供應系統且 98%的能源仰賴進口，如

果發生能源或電力供給短缺，無法立即由鄰近國家取得支

援，勢必會導致石油、天然氣、電力供應中斷的風險，影響

大家的生活與產業生產。因此，透過供給面多元化的能源供

給及節約能源，將有助促進我國的能源安全。以核能為例，

進口一批核燃料可發電一年半，因此比較不會受到國際能源

供需與價格波動之影響，且其發電過程不排碳及空氣污染

物、發電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可提供穩定的電力及增進能源

安全，為現階段我國能源政策的多元選項之一。 

2.什麼是「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Fossil Fuel)是由植物或動物(有機生物體)經過

數百萬年的地下埋藏即經由地殼內發生的溫度與壓力變化

過程，轉變為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可燃的碳氫化合物或

其衍生物，統稱為化石燃料。 

3.媒體常提到的「能源配比」是什麼意思？ 

能源配比表示各種能源供給或使用占總能源的比率，

而在決定最適合的能源配比時，需考慮各種能源特性及使

用限制，如供應是否穩定及安全、成本高低、環境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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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再充分利用各種能源的優點，朝多元自主且適當的

能源結構組合發展。 

以 101 年為例，我國能源供應配比中，化石燃料占

89.8%(其中石油 48.0%、煤炭 29.7%、天然氣 12.1%)、核能

占 8.3%、再生能源(含生質能、水力、風力及太陽能等)占

1.9%。另我國電源系統的各類能源供應配比中，主要為化石

燃料占 73.5%、核能占 18.4%、再生能源占 3.4%、其他（包

含汽電共生、抽蓄水力等）占 4.7%。不同能源配比亦即表示

不同的能源選擇及使用比例，攸關能源使用成本、環境負

擔、供應穩定與安全，對大家的日常生活及產業競爭力都

有相當的影響。 

(二)氣候變遷與調適類 

1.潔淨能源的重要性 

潔淨能源也被稱為綠色能源，廣義來說包括在能源的

生產、及其消費過程中，使用對環境友善、不會造成環境

污染或污染衝擊程度小的能源及技術，包括再生能源及潔

淨化石能源技術(如碳捕捉與封存技術)。 

我國現有能源結構 89%為傳統化石能源，在大家使用便

利能源之餘，也讓我們推動綠色能源發展，共同珍愛地

球。 

2.凡走過必留下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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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就是日常生活中各種產品或服務從原料開採、

製造、使用至廢棄所產生的碳排放，以 600cc 瓶裝水為例，

碳足跡約為 100公克二氧化碳當量，研究指出國人平均碳足

跡高達聯合國建議的 4倍，顯示還有努力的空間。 

避免選用過度包裝的商品以減少碳足跡，是對抗暖化

最簡單的方法。 

3.減少使用能源和緩和全球暖化現象有關嗎？ 

當前世界各國主要的能源為化石燃料，而燃燒化石燃

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一種)為造成氣候變遷的主

因。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推估，全球大氣中溫室氣體

濃度需維持在 450 ppm(1ppm即一百萬分之一)以內，才能有

效控制地球大氣溫度增溫幅度少於 2℃；102 年全球的溫室

氣體濃度已創下歷史新高約 400ppm，因此藉由節約能源與

儘量使用低碳能源(如:天然氣、核能)，以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刻不容緩。 

4.替代能源概論 

為解決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必須更廣泛的利用乾淨的

再生能源，產生了替代能源的概念。狹義的替代能源僅指

一切可以替代石油的能源；而廣義的替代能源是指可以替

代目前使用的化石燃料的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和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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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大多數的新能源都是替代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

海洋能等。 

台灣的日照充足，經濟部能源局透過「陽光屋頂百萬

座」計畫推動太陽光電綠色能源設置，期盼打造綠能低碳環

境。 

(三)能源使用說明書審查制度 

1.能源先期管理制度之精神 

台灣為資源有限的島嶼，無止境的供應能源，將超過

這片土地的承載能力。因此，政府基於「預防原則」，推動

「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對大型能源使用者的各類能源使用

數量、地點及使用效率等進行管理，引導能源使用符合國

家整體能源發展規畫。 

藉由推動能源先期管理制度，可減少大型能源使用者

申設程序中有關能源使用之爭議，並可提升企業能源使用

效率，確保國家能源供需平衡與穩定。 

(四)能源指標及能源統計 

1.我國的電力排放係數 

每發 1 度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稱為電力排放係

數，101年度我國電力排放係數約為 0.532 公斤 CO2e/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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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人每月可以省下 1 度電，每年可減少 2.8 億度

電，相當於減少 14.7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生活中節

約用電，就可以為減緩氣候變遷貢獻心力。 

2.什麼是「能源密集度」，它跟能源效率又有什麼關係？ 

「能源密集度」以及「能源生產力」為國際間衡量一個

國家整體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兩者互為倒數。能源生產

力愈高或是能源密集度愈低表示能源效率愈佳。「能源密集

度」其定義為生產一單位國內生產毛額(GDP)所需使用的能

源(算式為：能源消費量÷GDP）；而「能源生產力」，其定

義為每使用一單位能源所產出的國內生產毛額(算式為：

GDP÷能源消費量）。 

透過節約能源、使用高能源效率的設備或器具，以及

產業結構調整，將有助提升能源生產力，亦即降低能源密

集度。 

3.1 分鐘看懂油當量 

油當量為國際上慣用的熱量單位，表示特定能源所能提

供的熱能「相當於原油的數量」。我們日常生活使用的電力、

汽油等能源，計量單位和熱能內涵都不一樣，需要換算成油

當量單位才能加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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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臺灣每人平均使用 4.8公秉油當量的能源，相

當於 5,500 公升汽油，可讓油耗 20 公里/公升的小客車跑 11

萬公里。 

4.何謂進口能源依存度? 

「進口能源依存度」為衡量一國對進口能源依賴程度的

指標，其計算公式為： 
(%)100





能源出口能源進口能源自產

能源出口能源進口

，進

口能源依存度越高，表示對進口能源依賴程度越大。 

我國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 97%以上，政府除積極發展

自產再生能源外，亦致力推動能源外交以保障能源穩定供

應，包括協助企業海外探勘佈局，並成立專職機構鞏固與能

源供給來源國友好關係，以保障能源供應。 

三、小結 

為因應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問題，除上述之

類別外，能源小知識亦將節能減碳篇、再生能源篇、電力篇

及油氣篇納入彙編手冊，期藉由小冊子的方式呈現給民眾，

並且將繼續更新與擴充辭庫，以強化節能減碳教育機能，促

進全民節能減碳認知，達到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