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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的內涵與綠能產業所扮演的角色 

潘子欽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由於全球正面臨經濟、環境及社會等多面向之困境，而目前經濟

模式並未能同時有效改善三面向之困境，因此，聯合國提出綠色經濟

之概念。綠色經濟之定義為「一種經濟活動，藉由減少環境風險及生

態稀有性，改善人類福祉及社會」。綠色經濟相關產業，需能達到下

列效益： 
1. 減少溫室氣體及污染之排放。 
2. 提升能源與資源之使用效率。 
3. 防止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之流失。 
為推動綠色經濟，目前各國政府已提出綠色經濟振興方案，並於

國家政策中納入綠色成長等議題。在綠色經濟中，綠能產業是在投入

金額及就業人數相對較大之部門，且在未來之需求性亦高。我國目前

之綠能旭升方案及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雖未能完全代表我國之綠色

經濟，但對於綠色經濟之提升扮演重要角色。  

一、前言 

由於目前全球正遭遇經濟、環境及社會上之危機，而現有之經濟

模式並不能有效同時提升經濟成長及環境永續性。以圖 1 為例，歐洲

及北美等先進國家在人類發展指數上皆有良好之表現，但在環境消耗

情況上，歐美國家之生態足跡值偏高，此代表歐美國家之生活型態對

於環境衝擊甚大，相反地，非洲國家之人類發展指數明顯落後其他國

家，但在生態足跡上卻有較佳之值。因此，世界需要一種新的經濟模

式，以促進各國能在維持低生態足跡之情況下，朝向高人類發展指數

進步。為改善經濟、環境及社會之綜合問題，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提出「綠色經濟」之新經濟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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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國生態足跡 vs. 人類發展指數[1] 

二、綠色經濟之定義 

依據 UNEP 之定義[1]，綠色經濟為「一種經濟活動，藉由減少環

境風險及生態破壞，改善人類福祉及社會」。由此定義，可知綠色經

濟是具有低碳、資源效率及社會包融性。在綠色經濟中，收入及就業

之成長是藉由公、私兩部門在下列工作上之投資： 
1. 減少溫室氣體及污染之排放。 
2. 提升能源與資源之使用效率。 
3. 防止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之流失。 
聯合國於 2011 年出版之綠色就業報告[4]，曾列舉各產業中，與綠

色經濟相關之項目，詳細內容如表 1 所示。由表中可看出，各部門中

皆有包含綠色經濟之相關產業活動，例如在運輸部門，透過大眾運輸

系統可促進節能減碳，因此，大眾運輸系統相關工作，可被納入綠色

經濟；或是在製造業中推動產品之 “搖籃至搖籃”策略，此策略於產

品設計時即考量降低產品在生產、使用及回收時對於環境之衝擊，故

“搖籃至搖籃”之相關推動工作亦為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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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合國所建議之產業項目對比於我國之旭升方案及國家節能減

碳總計畫，其結果如表 1 所示。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所涵蓋之範圍明

顯較旭升方案大，但由於綠色經濟尚涵蓋環境面議題，故國家節能減

碳總計畫並不能完整代表綠色經濟。 

表 1. 我國各部門及相關方案計畫與綠色經濟相關之項目[4] 
部門 綠色經濟相關項目 綠能旭升 

方案 
國家節能 
減碳總計畫 

能源 
供應 

淨煤技術  ● 
汽電共生   
再生能源 ● ● 

運輸 更具燃料效率之運具  ● 
油電混合、電動、或氫能車輛 ●  
汽車共乘   
大眾運輸系統  ● 
非車輛運輸(如單車、步行)、改變土地利用

政策(減少距離及對車量之依賴) 
 ● 

製造

業 
污染防治   
能源及原料效率提升  ● 
清潔生產技術   
搖籃至搖籃(循環型系統)   

建築 照明與具能源效率之設備 ● ● 
太陽熱能   
建築翻新  ● 
綠建築  ● 
零碳建築  ● 

物質 
管理 

回收   
延長生產責任   
去物質化   
延長產品耐用性   

零售 產品效率提升/生態標章  ● 
使倉儲鄰近住宅區   
運輸距離最小化   
新服務經濟模式(提供服務，而非產品)   

農業 土壤保育  ● 
用水效率   
有機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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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農地與市場距離   
林業 造林  ● 

農林間作   
永續林業管理及認證體系   
中止林地濫伐   

三、國際推動情況 

為促進綠色經濟，各政府紛紛提出綠色新政，其中包含如圖 2 所

示之綠色振興經濟方案，這一些方案不僅是投入資金，亦藉由租稅減

免或租稅獎勵等方式鼓勵私部投入。在圖 2 所示，為政府投入於再生

能源、CCS、建築效能、低碳車輛、大眾運輸、電網、水/廢棄物等

部門之金額。 

 
圖 2.  各國綠色經濟刺激方案[6] 

目前在綠色經濟之推動上，許多國家已將綠色成長之目標納入國

家發展規劃中，以下以韓國、中國、愛爾蘭為例進行說明[5]。 

韓國 

韓國之五年期國家策略(2009-2013)為綠色成長提供一個可行之策

略架構，如下表所示。此策略之目標為： 
1. 提升環境友善成長之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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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人民生活品質。 
3. 與國際共同對抗氣候變遷。 

為達到上述願景，綠色成長之總統委員會在 2009 年成立，且低碳行

動架構在 2010 年生效。五年計畫(2009-2013)提供政府推動之藍圖及

行動方案，包含特別預算之指定、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任務等。在此規

劃下，政府每年將支出約 2%之 GDP，投入於綠色成長相關計畫(包
含綠色基礎設施及科技研發)。 

表 2 韓國綠色成長五年期計畫[7] 
策略 政策方向 

氣候變遷及能源安全

措施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降低能源依賴度，並提升能源自主率 
協助氣候變遷衝之調適 

創新成長趨力 發展綠能科技以作為未來成長趨力 
提升產業綠色程度 
發展尖端產業 
建立綠色成長政策之基礎設施 

改善生活品質及提升

國家地位 
綠色城市及綠色交通 
在生活型態上進行綠色革新(Green 
revolution) 
在綠色成長上，增進國際合作 

 

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中(2011-2015)之綠色發展章節可看出中國

大陸邁向綠色經濟之渴望。十二五計畫為國家策略路徑圖，其中設定

了綠色發展在中國大陸未來社經規劃上之優先性，並提供部門或地方

之政策目標。綠色發展主要有六項策略主軸：氣候變遷、資源節約與

管理、循環型經濟、環境保護、生態系統保育、水資源保存及天然災

害預防。這些主軸包含有多項對應目標，例如在 2015 年前碳密集度

要減少 17%、NOx 與氨氮之排放須減 10%，此外，在十二五計畫中

亦延續部份十一五計畫之目標，如能源密集度、SO2及 COD 之濃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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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愛爾蘭之國家發展計畫(2007-2013)列出提升經濟競爭力與改善生

活品質等相關投資在財政預算分配上之優先順序。為了協調及調整各

部會政策，此計畫將不同部門之投資列入一共財稅架構下進行研議。

此計畫強調包含環境永續性等主軸議題之重要性。環境議題包含有交

通、廢棄物管理、氣候變遷、環境研究及永續能源等面向。國家發展

計畫編列一套穩健之財務架構使愛爾蘭能應付 2007-2013年期間之環

境挑戰。在 2007年，直接在永續性計畫之直接投資已超過 13億歐元。 

四、綠能產業之角色 

由綠色經濟及表 1 資料可知，包含再生能源、電動車、氫能等之

綠能產業為綠色經濟之一環。以表 3 來看，能源部門之投資，占全球

2011 年綠色經濟相關投資之 27%，明顯較其他部門為高。此外，由

圖 2 亦可發現，在各國綠色經濟之刺激方案中，以再生能源所分配之

金額最高。由此可知綠能產業在綠色經濟中扮演重要之角色。 

表 3 各部門綠色經濟相關投資金額(2011 年) 
 農業 建築 能源 漁業 林業 工業 觀光 交通 廢棄物 水資源  總計 

金額 108 134 362 108 15 76 134 194 108 108 1347 

比例 8.0% 9.9% 27% 8.0% 1.1% 5.6% 9.9% 14% 8.0% 8.0% 100% 

單位：十億美元；資料來源: [1] 

由於增加就業機會是綠色經濟推動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需進

一步探討綠能產業所能帶來之就業人口，由圖 3 可看出綠能產業所帶

動之就業人口明顯較其他傳統化石燃料產業要多。而在各能源產業中，

又以太陽光電所能帶動之就業人口為最多，可達到 11.01 Jobs/MW，

明顯高於其他能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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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不同能源產業所能帶動之就業人數[3] 

 

圖 4.歐洲 2030 年能源相關就業人數 [2] 

五、我國現況 

我國於綠色經濟之發展上，除了以「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發

展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燃料、LED 照明光電、氫能與燃料電

池、能源資通訊等六項綠能產業外，亦正推動「國家節能減碳總計

畫」。 
旭升方案主要著重於再生能源產業之發展，並未包含如能源效率

提升等議題，且旭升方案之預期效益是以產值及就業人口為目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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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之綠能產品主要目的是要出口，未必會用於我國。因此，外界質

疑我國綠能產品並未使用於台灣，無法促進台灣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並不符合綠色經濟要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之要件，但實際上，由於我國

在生產綠能產品較其他國家有效率，故以全球角度而言，我國所生產

之綠能產品有助於全球之節能減碳，因此，我國綠能產業亦應符合聯

合國對綠色經濟之定義，但由於綠色經濟尚涵蓋環境面議題，故國家

節能減碳總計畫並不能完整代表綠色經濟。聯合國所列舉之綠色經濟

產業，我國亦多有各項產業之相關推動計畫，但多分散於各政府機關

中。而為有效推動綠色經濟，未來宜提高規劃推動層級，以利跨部會

全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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