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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脫鉤指標分析法，以都會城市溫室氣體排放與產業發展為探討對象。首先了解都會城市之產業特性，之後針對

台灣主要產業進行脫鉤指標分析，同時進行都會城市工業部門、住商部門以及運輸部門這三大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之脫鉤

指標分析；最後討論都會城市產業對於都會城市溫室氣體之影響。 目前脫鉤指標分析方法模式共有四種，分別為顧志耐

、OECD、Juknys與Tapio等模式，本研究則利用OECD脫鉤指標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其特點為比較環境壓力與經濟驅動力

各終期年相對於基期年的變化值，可視為一種「成長率」的脫鉤指標，這類型之脫鉤指標由於是以成長率表示，故計算結

果所得數值較為穩定，而不易呈現大幅度變動，OECD脫鉤指標具有可拆解性並整合成一整合指數，故可方便於溝通與政

策決策。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台北市、高雄市、新竹市、台中市與台南市為評估對象，且將台灣地區都會城市溫室氣體排

放來源分為工業部門、住商部門、運輸部門、農業與森林部門與廢棄物部門共五大部門，排放來源主要以工業部門、住商

部門以及運輸部門為主，因此以這三大部門相關之工業產值、商業產值、家庭收入、總樓地板面積與大眾運輸營運收入為

經濟驅動力，據以計算各部門脫鉤指標。 脫鉤計算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整體工業部門近年來CO2脫鉤因子呈現增加趨勢，

而在高科技產業方面，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從都會城市工業部門來看，各都會城市近年來均呈現相對脫鉤，但脫鉤因

子有呈現下降的趨勢；住商部門方面，以商業產值為經濟驅動力來看，其大部分CO2脫鉤因子呈現增加趨勢，但以家庭收

入與總樓地板面積為經濟驅動力來看，CO2脫鉤因子均呈現下降的趨勢；運輸部門方面，唯台北市近年來CO2脫鉤因子呈

現增加的趨勢，其他城市則呈現下降的趨勢。 經由本研究分析可獲得如下結論：（1）台灣地區工業部門近年脫鉤因子呈

現增加趨勢，其顯示溫室氣體排放與產值的關係呈現溫室氣體持續減量而工業產值持續成長的趨勢。（2）高科技產業（

例如產值與溫室氣體排放量近年均呈現高度倍數成長的半導體與液晶面板產業）對都會城市帶來了溫室氣體排放的衝擊，

然而以碳密集度的觀點來看，卻有利將城市產業發展邁向低碳密度的方向進行。（3）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排從不同角度觀

看，其排放量與商業產值的關係呈現溫室氣體持續減量而商業產值持續成長的趨勢，然而與家庭收入和總樓地板面積的關

係卻呈現溫室氣體隨著經濟成長而增加，可知都會城市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必須從一般家庭方向著手。（4）近年來台

北市在運輸部門方面，由於大眾運輸�捷運系統已成為民眾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大眾運輸營業發展開始邁入顧志耐曲線的

「環境提升」情形，從「台北經驗」可清楚看出積極強化大眾運輸的發展將是都會區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的主要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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