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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排碳量估算試辦作業研商會議紀錄 

 

壹、時間：102 年 3 月 6 日（三）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第 2會議室 

參、主持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錄：徐肇晞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附表） 

伍、報告事項：(略) 

陸、綜合討論：(依發言順序) 

一、黃委員琬淇 

(一)交通部公路總局推動臺 9線蘇花公路改善工程碳管理工作

的前期作業與目前委由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的盤查工

作進程，與工程會所提簡報內容原則上一致，碳排放的估

算也是利用 PCCES 系統計算結果，由人、機、料的統計資

料彙整碳排放活動數量，進而蒐集對應係數完成估算。 

(二)蘇花改 A3 標自去年 9 月開工迄今，前期主要施工項目多

為圍籬、交通維持、環境保護…等附屬工程，至 12 月中

才開始有主要工程項目(井基工程)開始施作；主要工項雖

然施作期短，但與前期附屬工程之排碳量相較即相當可

觀，主要的排碳源來自於混凝土、鋼筋等營建資材使用。 

(三)對於工程會推動納入碳管理工作於設計監造勞務採購的

策略，建議除完成整體碳排放估算外，亦將釐清該工程主

要的排碳項目，及研訂適合該工程執行碳盤查的範圍與執

行計畫，納入設計勞務契約中。 

(四)為利於工程碳管理工作規動後之後續資料回饋，建議除了

如簡報中以工程類別、主管機關的差異辦理試辦計畫外，

還可進一步篩選不同或相同工程項目，如：排水工程、鋪

面工程…等，以兼顧後續資料回饋分析的代表性或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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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廖委員洪鈞 

(一)蘇花改當時要辦理碳盤查的工作時，面對到相當大的反對

聲浪，因此主管的意志對於工作的推動非常重要，也逐步

引導國內的顧問公司重視碳排放估算的議題。 

(二)設計過程中，大部分的碳排放量就已經確認，不只是施工

過程中的影響，對於未來營運管理階段的影響可能更大，

因此碳排放的觀念有必要在設計階段就導入。 

(三)目前國際上已有相當多的碳排放係數可供引用，但由於環

境及施工條件的不同，建置本土化的碳排放係數資料庫仍

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四)過去我也就臺科大研揚大樓連續壁工程，進行過相關碳排

放量調查的研究，有近 90%的碳排放量都是來自於混凝土

及鋼筋，因此如果能妥善設計結構物的尺寸、選擇合理的

安全係數、減少超量設計，即可有效減少碳排放量。 

(五)各工程類別的試辦工程僅 3件，以各部會的案量來說應該

非過於沈重的負擔，建議未來在施工過程中，要審慎的蒐

集並核對施工日報，確保盤查的精準度。 

(六)建議工程會應就各部會的分工妥適分配，避免結果集中於

某些常用的工程項目，以提高回饋資料的多樣性。 

 

三、黃委員榮堯 

(一)依據相關研究，廣義的工程碳排，包含所有營建材料的製

程，可能達到國家總碳放量的 1/4 到 1/2，因此公共工程

碳排放量的估算與盤查，是很重要第一步。 

(二)碳排放量的估算與盤查對所有主辦單位來說，都是相當陌

生且困難的工作，試辦計畫中應該規劃相關輔導機制，協

助各部會推動試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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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所談到的碳估算或碳盤查，似乎僅限於設計及施工階

段，但根據部分相關文獻，維護營運階段的影響可能高達

50%以上，因此公共工程碳排放量的計算範疇是否應包含

維護營運階段、使用年限多長，是值得討論並先釐清確認。 

(四)產品的碳足跡主要係基於固定的製程與產線，但營建工地

的變異性相當大，即便是施作相同尺寸的基樁，不同的承

攬廠商或地質條件都會造成相當大的差異，因此要建立放

放諸四海皆準的碳排放係數標準，如單位長度基樁的排碳

量，是相當困難的。 

(五)碳盤查工作是相當費時費錢的，從經濟效益的角度來思

考，釐清主要的排碳項目進行盤查是很重要的。 

(六)公共工程碳排放量的主要來源應該還是機具和材料，其中

工程常用的大宗資材，建議工程會可建立係數資料庫並定

期維護。 

 

四、陳委員啟明 

(一)碳盤查工作的推動應該要與國際接軌，各部會於辦理試辦

工程時應依環保署訂定的規範來執行，相關的工程人員也

應該要接受碳盤查的相關訓練，有助於後續的落實執行。 

(二)建議在招標時，即將碳排放量估算及盤查的項目納入，由

投標廠商主動提案，選擇具有相關知識或經驗的廠商。 

(三)未來進入施工階段時，應有相關的諮詢輔導管道。 

(四)本次試辦計畫很重要的目的係收集各試辦工程所使用的

碳排放係數，建議工程會訂定資料回饋的格式與標準，有

利於資料的整合。 

 

五、吳委員伋 

(一)公共工程碳排放計算是一項非常浩大且複雜的工作，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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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對的就是全生命週期的範疇與計算方法，如果將公共

工程視為產品進行碳足跡的盤查，依據環保署的相關指

引，會優先採用一級活動數據，也就是實際使用物料的碳

排放係數，不過該係數的取得在實務上是相當困難，還是

必須回歸到資料庫的應用，因此本土化資料庫的建立實為

相當重要的工作。 

(二)以目前日本執行產品碳足跡的經驗，一律要求優先採用日

本的本土係數，如採用國外的係數，必須經過相當複雜的

查證、審查過程。 

 

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有關工程原物料碳足跡排放係數方面，建議相關部會針對

基礎原物料製造廠進行碳足跡的輔導，例如提供經費進行

現場碳盤查的工作。所得到的係數請參考本署訂定之「產

品碳足跡排放係數數據品質評估標準手冊」，依規定送本

署審查後納入碳足跡排放係數資料庫，本署亦正開發計算

軟體，可計算產品或服務的碳足跡。 

(二)建議針對各類工程發展「產品碳足跡類別規則」，並依本

署「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訂定指引」進行產品類別規則訂

定程序及研擬產品類別規則內容，送本署審查後公告，作

為各類工程計算碳足跡時採用之標準。 

 

七、交通部 

本部將配合協調公路總局、國公局及高工局提出道路工程

之試辦工程。 

 

八、內政部營建署 

(一)本署目前主要的道路工程係生活圈計畫，不過該計畫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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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為 98-103 年，已近計畫尾聲，僅 1 案目前正由世曦

顧問進行整體規劃，可能較符合試辦作業之選案原則，至

於其他設計中的 5案已進入細部設計階段，如需變更契約

增加委辦事項或另行辦理碳管理勞務委託，可能影響工程

進度及執行率。 

(二)下水道工程部分，本署除檢視署辦的工程外，亦同時協調

受補助的地方政府，配合政策要求提出 3件試辦工程。 

 

九、經濟部水利署 

(一)由於經濟部所屬尚有其他單位之工程類別似乎沒有列入

本試辦作業，建議由本署自行就防洪及水資源類別整合提

出 3件試辦工程，並綜合考量所施作工程項目，如：石籠

工、坡面工、護坡、植草等，盡可能兼顧資料的多樣性。 

(二)經檢視目前預定辦理規劃設計之案件，可能無法全數符合

工程會所提應達 5千萬元以上的門檻，建議本署的部分以

3、4 千萬元間的範圍為主，較符合一般水利工程的規模，

所得到資料亦較實用。 

(三)建請工程會規劃辦理相關的講習訓練，協助執行機關辦理

碳排放估算及盤查的工作。 

 

十、教育部 

(一)本會議與會機關僅本部非工程專責單位，所辦理的工程多

屬學校的建築工程，而建築工程的所使用的工項相當多且

複雜，執行碳排放估算的難度也較其他工程類別高，是否

要納入試辦作業，請工程會再考量。 

(二)為將碳排放估算及盤查的工作納入勞務契約，建請工程會

提供相關的契約範本，以利機關執行；另如因辦理試辦作

業造成工程進度延宕，亦請工程會協助放寬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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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工程有相當多的建材，目前皆無碳排放係數可供設計

單位應用計算，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加速推動對廠商的輔導

與要求，以利於末端的使用者進行計算。 

 

十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以工程會之規劃，農委會負責的水土保持工程類，將由本

局提出 3件試辦工程，惟經費額度部分，經檢視今年已核

定辦理的工程，可能僅能達到約 1千多萬元之規模。 

 

柒、結論 

一、碳排放估算與盤查可提供設計單位檢視工程碳排放的主要

項目，進而促進低碳設計的思考，為加速相關機制的發

展，爰結合各部會的力量，辦理本次的試辦作業。 

二、由於目前國內尚無一致性的作業標準，因此各部會試辦作

業之內容與程序，可能有相當程度的差異，但這亦正是試

辦作業的目的，透過不同執行團隊的討論，集思廣益，由

工程會整合後續結果，以逐步建立本土化的作業模式與資

料庫。 

三、請各相關部會就主管或常辦理之工程類別於 3月底前研提

試辦工程及部會聯絡窗口，試辦工程之分工原則如下： 

(一)請交通部協調所屬機關，就道路工程部分研提 3件試辦工

程。 

(二)請經濟部協調所屬機關研提共 6件試辦工程，包括防洪工

程部分 3件，及水資源(含自來水)工程部分 3件。 

(三)請內政部協調所屬機關研提共 6件試辦工程，包括下水道

工程部分 3件，至道路工程與建築工程部分，合併檢討研

提 3件。 

(四)請教育部協調相關學校單位，就建築工程部分研提 3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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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工程。 

(五)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所屬單位，就水土保持工程部分

研提 3件試辦工程。 

四、各部會於執行過程中，可尋求專家學者及環保署的輔導協

助；如擬採委外方式辦理者，建議以最有利標方式擇定廠

商。 

五、請交通部公路總局就目前執行中的案例，整理相關文件資

料提供各部會參考；並請本會技術處籌劃相關講習課程，

協助主辦機關工程人員推動公共工程碳排放估算與盤查

試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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