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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韓政府於 2011 年和 2012 年年初油價飆漲的緊急情況下，分別

發布相關節能因應對策，並於 2012 年 5 月 23 日針對公共、運輸、工

業和農業部門宣布許多減少石油消費的新措施，以降低油價高漲對產

業和民眾生活的衝擊。南韓在因應油價高漲所採取策略包括：1.依據

「關心-注意-警戒-嚴重」之能源危機警報層級，採取不同強度的節約

能源因應對策；2.在不影響民眾作息與企業營運下，優先管制非必要

的能源使用；3.實施頗具創意的因應措施，包括自助式低價加油站、

汽車輪流上路制、無車日及呼叫計程車等；4.推廣使用綠色環保汽

車，引導農村安裝再生能源設施及減少免稅油供應等。 

 

一、前言 
南韓為世界第 5 大原油進口國，2011 年石油産品消費量達 8 億

桶 [1]，依據該國 2010 年能源消費結構顯示，石油占比最大為

41.4%，其次為煤炭 29.8%、天然氣 15.1%及核能 13.1%，至於水力

和再生能源總和不到 1%，如圖 1 所示 [2]。由於石油消費量大，若

油價上漲將帶動民生物資價格跟著上漲，增加民眾日常生活經濟負

擔。因此，當國際油價高漲時，各國政府常會直接採取穩定物價措施，

以緩和民眾生活所受到的衝擊。 

南韓油價自今(2012)年 1 月 6 日至 4 月 18 日連續 104 天持續呈

現上漲趨勢。全國加油站於 4 月 24 日之平均油價為每公升 2,062 韓

元，且自今年 2 月平均油價超過 2,000 韓元後，這段期間油價便維持

在 2,000 韓元上下波動。雖然油價高漲，但是南韓石油的消費量不降

反升，南韓石油公司公布今年 3 月汽油總消費量為 568.6 萬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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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同期增加 4%。此外，今年 1、2 月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也分別

較 2011 年同期增加 600 萬輛和 400 萬輛。專家分析認為，油價緩慢

持續上漲，並不易改變民眾已習慣的消費行為，汽柴油消費已成為開

車族基本需求，若沒有合適替代交通工具，民眾恐不會改變開車習

慣。因此，南韓需透過增加交通基礎設施、提高能源使用設備的效率

及加強節約能源的意識等長期對策，來降低對進口石油依賴 [3]。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圖 1、南韓 2010 年能源消費結構 

 

此外，在南韓進口的原油結構中，有 10%來自伊朗，目前已面

臨必須縮減進口，甚至中斷壓力 1，包括：(1)美國要求各國禁止從伊

朗進口原油，南韓 2012 年第 1 季已減少 30%進口量，未來每年則被

要求再削減 20%；(2)亞洲國家的石油運輸業務有近 90%由歐美公司

提供保險，歐盟於 7 月 1 日實施伊朗原油出口運輸保險禁令後，南韓

不排除完全中斷從伊朗進口原油的可能，到時南韓油價可能大漲10%

至 20% [1]。因此，南韓為了減少對進口石油依賴，擬降低石油在能

                                                        
1 根據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1 年 12 月簽署的一項法律，為阻止伊朗藉石油出口收入研發核武，

美國將對涉足伊朗石油出口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實施制裁，但如果認定一國大幅減少伊朗原油進

口，該國金融機構可免遭制裁。接著，歐盟外長會議 2012 年 1 月決定，禁止成員國從伊朗進口、

轉運原油和成品油，以及為伊朗的石油貿易提供融資和保險服務，這一決議於 7 月 1 日正式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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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結構中的占比，同時為緩和油價高漲衝擊，將依據能源危機警報層

級採取不同因應對策，並推動許多省油節能措施。 

 
二、南韓因應油價高漲之對策 

國際原油價格自 2008 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跌至每桶約 35 美元

之谷底後，油價已反彈並逐漸攀升，自 2011 年 1 月杜拜油價突破每

桶 90 美元後，同年 4 月 28 日急速上漲至約 120 美元高峰，之後稍

為跌至 2011 年年底 100 美元，而在 2012 年 1 月又快速攀升，自 2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突破了 120 美元，之後受到歐債危機影響，全球

經濟景氣下滑，杜拜油價也快速回落至 6 月 22 日 89 美元低點，如

圖 2 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 

圖 2、國際原油價格之變動 

 

南韓政府於 2011 年和 2012 年年初油價急速攀升的緊急情況

下，分別發布相關節約能源因應對策，以降低油價高漲對產業和民眾

生活的衝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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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1 年因應油價高漲之節能對策 
南韓政府在因應油價上漲時，依據該國「能源供需緊急手冊」及

杜拜油價將能源危機警報層級分成「關心-注意-警戒-嚴重」等 4 個層

級，並採取相應的節約能源因應對策[4]，如表 1 所示。由表中之因

應對策可知，節能措施優先限制非必要的能源使用，並對屋外照明及

開車行為加強管制，由於不同時間點所遭遇到的能源環境之危機程度

不一樣，南韓政府會因應採取不同的相關配套措施，並加入一些節能

的創意作法。 
 

表 1、南韓因應油價上漲之能源危機警報層級及對策 

警報層級 杜拜油價 因應對策 

關心 每桶超過 90 美元 
 管制大型建築物的暖房溫度 

 採取輪流供氣措施 

注意 每桶超過 100 美元 

 優先限制非必要的能源使用 

 加強管制屋外夜間照明 

 汽車 5 組號碼輪流上路制 

 定時免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警戒 每桶超過 130 美元 

 公家機關的電梯只開放到 6 樓以上 

 實施全國性「無車日」行動 

 強制關閉營業時間外之屋外夜間照明 

嚴重 每桶超過 150 美元 

 限制公務人員開車上下班 

 減少路燈照明時間 

 限制公共澡堂及遊樂設施之營業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10 年 12 月 29 日杜拜油價每桶超過 90 美元時，南韓知識經

濟部發布「關心」層級警報，管制大型建築物暖房溫度，並採取輪流

供氣措施，惟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後每桶油價高於 100 美元狀態持

續達 5 日以上，加上為因應中東情勢危機，南韓政府遂於 201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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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決定將能源危機警報層級由「關心」提高到「注意」層級，

並採取強化節能措施。 

南韓政府考量當油價持續攀升時，用電費用也會跟著增加，勢必

加重民眾的荷包負擔。因此，在盡量不影響企業生產活動與民眾生活

作息的範圍內，優先對無關緊要的能源使用進行設限，尤其針對屋外

夜間照明加強進行管制措施。 

有關南韓政府於 2011 年 2 月將警報層級提升至「注意」層級，

其因應對策摘要如下： 

1. 照明管制 
(1) 公共部門方面，針對紀念碑、噴水池、橋樑等採取全面關燈措施；

對於路燈則推廣安裝可視周邊明暗程度自動調節照明之控制裝

置，並加強宣導。 

(2) 民間部門方面，針對百貨公司、大型超市、汽車銷售場、娛樂場

及高爾夫球場等屋外夜間照明(包括霓虹燈、廣告看板)、公寓、

辦公大樓及住商混合社區等景觀照明，以及金融機構、大企業辦

公大樓等室外照明與廣告照明，採取深夜強制關燈措施；一般餐

飲店及批發零售業等其他營業場所，初期勸導於營業時間外關閉

屋外夜間照明，之後再視狀況及油價動向等採取強制措施。 

(3) 加油站及加氣站屋外照明設施限制白天關燈、夜間(日落至隔天日

出時)減半照明。 

(4) 強制關燈對象於 7 天宣導期後仍有違反情事時，將依據「能源利

用合理化法」最高處以 300 萬韓元罰款。 

2. 交通管制 
(1) 強化目前實施中的公共部門汽車 5 組號碼輪流上路制，按機關別

指定專人檢視執行情形，並定期公布。 

(2) 民間部門方面則推動自發性汽車星期制（5 組號碼輪流上路制），

並訂定「大眾交通利用日」，在特定時間內開放免費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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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勵及支援措施 
(1) 南韓知識經濟部投入 100 億韓元預算，補助小商業密集地區將屋

外廣告看板的夜間照明更換為節能 LED 照明。 

(2) 協調南韓電力、瓦斯及區域暖房等能源公營企業推動現金回饋制

度，對於能源消費量較去年節省一定比率的家庭用戶，可以抵減

部分能源使用費用。 

(3) 徵求全民節能創意作品展，除頒發獎金外，學生亦可至能源公營

企業擔任實習生。 

 

(二) 2012 年因應油價高漲之對策 
由於今(2012)年 1 月杜邦油價又再次持續向上飆漲，汽油價格連

續創新高紀錄，南韓政府於今年 2 月 23 日召開「物價對策會議」，

計畫增設「低價加油站」、擴大石油產品價格公開制度、活絡石油進

口、開設石油產品電子商務市場等穩定油價對策，惟實際推動時間仍

未決定 [5]。 

南韓企劃財政部表示，杜拜油價漲至每桶 130 美元時將檢討調

降油價，若杜拜油價連續 5 日超過每桶 130 美元時，將能源危機警

報由目前「注意」層級調高至「警戒」層級，公家機關電梯僅開放至

6 樓以上的乘客搭乘，並將推動實施全國性「無車日」行動及強制關

閉營業時間外之屋外夜間照明；若油價超過每桶 150 美元時，能源

危機警報將由「警戒」層級提高到「嚴重」層級，屆時將限制公務人

員開車上下班、減少路燈照明時間、限制公共澡堂及遊樂設施之營業

時間等措施。 

南韓產業界面臨高油價挑戰，亦紛紛調整經營計畫，包括： 

1.航空業因燃料費即占整體經營費用 30%以上而出現緊急狀態，大韓

航空及亞細亞航空之燃料管理部門除密切監督油價，亦設計縮短飛

行時間之最近航線以節省油料，並鼓勵機師遵守經濟速度及高度之

節油航線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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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車業者已開始加強開發多段變速器、汽車輕量化技術及環保車輛

等，以提高車輛燃油效率。 

 
(三) 2012 年推動減少石油消費之新措施 

南韓在 2012 年第一季花費 269 億美元進口石油，較 2011 年第

一季進口值 226 億美元增加 19%，相較 2010 年 156 億美元更增加

72%，如圖 3 所示。另南韓在 2012 年第一季汽油和柴油消費較去年

同期增加 3.1%，但美國和法國卻分別下降 2.6%和 1.2%，如圖 4 所

示 2。為更有效地使用能源，降低國家對石油依賴，南韓政府設定降

低石油在能源結構之占比目標，由目前 37.5%降至 2015 年 33%。同

時南韓知識經濟部在 2012 年 5 月 23 日針對所有部門，包括公共、

運輸、工業及農業部門，宣布一系列減少石油消費的新措施 [6, 7]，

包括： 

 

 
圖 3、南韓 2010 年至 2012 年之第一季進口石油費用 [6] 

 

                                                        
2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月報，我國在 2012 年第一季的車用汽油與柴油消費較去年同期

增加了 5.1%；若比較 1 月至 5 月之累計值，今年車用汽油消費累計達 3,515,407 公秉油當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 1.3%，柴油消費累計達 2,096,572 公秉油當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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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各國在 2012 年第一季的汽油和柴油消費增加率比較 [6] 

 

1. 於公共部門推動省油節能行動 

(1) 持續推動低價加油站之自助加油方式，提供便宜汽油及柴油： 

南韓知識經濟部為降低通脹壓力，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發

布「低價加油站促進計畫」，計畫至 2015 年將 1300 座加油站(占

全國總數 10%)轉換成低價加油站。所謂低價加油站係指透過聯

合採購汽油及柴油、採用自助加油方式、儘量減少人力成本、取

消贈品等方式，提供便宜油品的新型加油站。南韓政府為了推廣

低價加油站，將提供建設經費補助，並定期檢查油品品質，以保

護消費者權益及贏得消費者信任。不僅如此，南韓政府正準備制

定宣傳、融資等方面支持方案，並考慮推出優惠高於一般信用卡

的低價加油站專用信用卡。同時為了確保低價加油站的穩定成

長，將鼓勵公家機構及國營企業多多利用低價加油站 [8, 9]。 

(2) 鼓勵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從 2013 年起，搭乘地鐵、公共巴士和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

時，使用信用卡購票將獲得 30%所得稅扣減，而目前僅有使用

轉帳卡(debit card)和支票卡(check card)支付交通費才有資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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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0%所得稅扣減。所得稅扣減上限將由目前 300 萬韓元提高到

400 萬韓元。 

(3) 延長混合動力車、小型汽車和電動汽車稅賦優惠期間：例如對於

購買混合動力車者，可再延長 3 年稅賦優惠(至 2015 年截止)。此

項優惠政策可以讓購車者節省合計達 310 萬韓元支出。 

(4) 2012 年上半年推動一項駕駛車輛新措施，於道路駕駛考試時，

規定駕駛員等紅燈時應將排檔桿排至 N(空)檔。 

(5) 提高停車費用，惟確切實施日期尚未決定。 

(6) 推動民眾搭乘呼叫計程車，政府將提供呼叫計程車電話號碼，希

望減少四處尋找乘客而浪費燃料的計程車數量。目前已開發國家

約 70%民眾使用呼叫計程車，相較之下南韓只有 35%。 

(7) 計畫提高公務車輛中小型和混合動力車之比例，由目前 50%提高

至 70%，並指定每月中某一天為公家機構「無車日」。 

(8) 首爾市政府宣布將開始檢查建築物室內空調溫度是否符合政府

規定之 26℃以上(民間機構)或 28℃以上(公家機構)3。 

2. 於運輸部門發展綠色環保汽車 
(1) 開發高能源效率汽車，2025 年將提高平均燃油效率至歐盟水準

(目前南韓汽車燃油效率平均每公升 15.5 公里、歐盟為 22.8 公里 

[1])。為此，南韓 2012 年將投入 1,200 億韓元進行縮減引擎尺寸

和中型電動汽車開發，並在中長期致力於提高綠色環保汽車的性

能和行駛里程。 

(2) 協助小型企業於汰換耗油的破舊卡車時提供抵押保證，並增加對

公司財務支援，及將其納入綠色認證資格的企業名單中。 

(3) 加強運輸和物流公司管理，如消耗超過 2,000 公噸油當量能源，

則必須提出能源消耗量報告。 

3. 於工業部門提高設備效率及燃料替換 
(1) 規劃提高工業設施和大樓用燃油鍋爐的效率認可標準。 

                                                        
3 夏季為 26℃以上(民間機構)或 28℃以上(公家機構)，冬季為 20℃以下(民間機構)或 18℃以下

(公家機構)。 



10 
 

(2) 鼓勵 366 家公司可以在控制溫室氣體和能源消耗下，使用替代燃

料。 

4. 於農林漁業部門推廣使用再生能源及減少免稅油供應 
(1) 養殖溫室在擴大、重建和升級時，冷卻和加熱設施改用地熱或木

材顆粒的再生能源系統，將提供一定金額補助，如農民安裝地熱

設施時，政府將補助 20%設置費用。 

(2) 對於每年使用超過 10 萬公升免稅油的農村家庭和農業公司，2015

年起將積極引導他們安裝使用再生能源冷卻和加熱設施，如有家

庭或公司不採取行動的話，則 2016 年後將分階段減少免稅油供

應。 

 
三、我國因應油價上漲之對策 

我國 99％以上的能源仰賴進口，其中又以石油、煤炭及天然氣

進口為主。依據台灣 2010 年能源消費結構顯示，石油占比最大為

41.8%，其次為煤炭占 36.5%、天然氣占 11.5%、核能占 8.5%，至

於水力及再生能源之占比極低，參考圖 5 所示 [2]。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圖 5、台灣 2010 年能源消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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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 和圖 5 可知，我國與南韓於 2010 年的石油消費占比均在

40%以上，因此若國際油價飆漲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對兩國的經

濟發展均會產生重大衝擊。 

我國在因應油價飆漲時，為避免國內物價跟著上漲，增加民眾的

生活負擔，往年常採取暫時凍結油價上漲或油價減半調漲 4措施，並

呼籲大家節約能源，多搭乘交通工具，惟這些因應措施均以穩定物價

為優先，較少採取限制能源使用的手段來規範業者及民眾，例如：

2012 年 4 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針對高漲油價宣布相關因應措

施，包括：特定族群油價補貼和稅費減免、機動調降大宗物資關稅、

免徵營業稅、限制國營事業部分產品價格調漲、照顧弱勢及嚴格監控

市場行情等措施，並將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維持在 2% [10]。 

雖然我國在因應油價高漲時，並未特別要求業者及民眾採取節約

能源管制措施，但在 2008 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宣示下，為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及善盡台灣地球公民之責任，政府已將節能減碳列為國

家施政重點，同時為促進政府機關及學校更積極規劃節能減碳作法，

政府亦已訂定「四省（電、油、水、紙）專案」計畫，在「當省不用、

當用不省、節約使用」原則下合理使用能源，期由政府帶頭示範，引

導民間採行 [11,12]。茲將南韓與我國因應油價高漲所採取的節能措

施整理如表 2 所示。 

 

 

 

 

 

                                                        
4台灣中油公司於 2007 年起採行「汽柴油浮動油價機制」，作為國內汽油及柴油調價之依據。自

2010 年 1 月 6 日修正油價調整機制，每週依指標原油價格（70％杜拜+30％布蘭特）及匯率變

動之八成，計算國內汽、柴油價格變動幅度。自 2010 年 12 月起實施減半調漲措施至 2012 年 3
月底止，致 2011 年累積稅後虧損達新台幣 361 億元。為免虧損擴大至影響公司營運，加重國內

整體財政負擔，自 101 年 4 月 2 日起，在考量民眾負擔能力及減緩物價波動之前提下，先行回

收台灣中油公司為民眾負擔金額的 60％，其餘 40％則以暫時性透過全漲緩降方式逐漸吸收剩餘

40％之過渡方式，回歸機制之正常運作，以合理反映油品生產成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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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南韓因應油價上漲之節能措施與我國對應措施 

節能措施 南韓 我國 
公共部門 
自助式低

價加油站

的推廣 

 計劃到 2015 年將 1300 座加油站(占
10%)轉換成低價加油站 

 使用低價加油站專用信用卡可享優

惠 

 設有自助式加油站，但不

普及 

屋外夜間

照明管制 
 景觀照明關閉 
 霓虹燈、廣告照明關閉 
 路燈明暗自動調節 
 加油站照明減半使用 
 屋外廣告看板更換為節能 LED 燈 
 違反者最高罰 300 萬韓元 

 多以宣導及自願方式關

燈 
 走廊及通道等照明需求

較低之場所，設定隔盞開

燈、減少燈管數或採自動

人員感測自動點滅 [12] 
交通管制  汽車 5 組號碼輪流上路制 

 指定每月中的一天為公家機構的「無

車日」 
 推動呼叫計程車之搭乘 
 提高公務車中小型和混合動力車比

例 
 提高停車費用 
 等紅燈時排至 N 檔之駕照考試 
 運輸和物流公司耗能超過2,000公噸

油當量，須提出能源消耗量報告 

 停車怠速逾 3 分鐘，關

閉引擎，減少空氣污染物

排放，節省燃油消耗 

搭乘公共

交通及購

車優惠 

 定時免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使用信用卡、

轉帳卡和支票卡 購票，可獲得 30%
的所得稅扣減，上限 400 萬韓元。 

 延長混合動力車、小型汽車和電動汽

車的購車優惠 

 呼籲民眾多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 
 提供電動機車購車補助 
 提高大眾運輸及計程車

用油折讓 [10] 
 對貨運業與遊覽車客運

業實施汽燃費減半徵收 
[10] 

其他節能

措施 
 公家機關的電梯只開放到 6 樓以上 
 室內空調溫度：民間機構在 26℃以

上或公家機構在 28℃以上 
 限制公共澡堂及遊樂設施之營業時

間 

 減少電梯運轉數量 
 室內空調設定適溫

26~28℃，可搭配電風扇

使用 

能源費用

回饋制度 
 能源消費量較去年低的家庭用戶，可

抵減帳單費用 
 已推動「電費折扣獎勵節

能措施」與「縣市節電競

賽」之優惠措施 
運輸部門 
發展綠色

環保汽車 
 2025 年提高平均燃油效率到歐盟的

水準 
 協助汰換耗油的破舊卡車 

 依「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規定，2015年新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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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措施 南韓 我國 
提高25% 

 依「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

準及檢查管理辦法」管制 

工業部門 
提高效率

和燃料替

換 

 提高燃油鍋爐效率認可標準 
 鼓勵 366 家公司替換使用燃料 

 須符合「鍋爐能源效率標

準」規定 

農業部門 
推廣使用

再生能源

之冷卻和

加熱設備 

 冷卻和加熱設施改用地熱等再生能

源系統，安裝地熱設施時，補助 20%
的設置費用。 

 

減少免稅

油的供應 
 每年使用超過 10 萬公升免稅油的農

村家庭和農業公司，引導安裝再生能

源的冷卻和加熱設施。若不配合的

話，則 2016 年後將分階段減少免稅

油的供應。 

 農機用油，免徵 5%營業

稅，超過基準價之漲幅補

貼 50% [14]。 
 漁業動力用油，免徵貨物

稅及營業稅，依免稅牌價

給予 14%補貼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結語 

南韓政府已設定將能源結構中石油比例從目前 37.5%降低至

2015 年 33%之目標，並在 2012 年 5 月 23 日針對公共、運輸、工業

和農業部門，宣布許多減少石油消費的新措施，至於我國則在 2008

年 6 月通過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揭示提高能源效率目標，使能

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以上，並藉由技術突破及配

套措施，2025 年下降 50%以上[15]。 

相較之下，南韓在節能措施上採取總量管制作法，可實質上達到

減少石油消費的目的，我國則採取降低能源密集度措施，朝產品高值

化方向努力，雖可更有效利用能源，但未能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繼續成

長，促使必須增加進口能源數量，在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上將更加困

難。因此，南韓在因應油價飆漲及減少石油消費上所採取的節能對

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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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取「關心-注意-警戒-嚴重」能源危機警報層級： 

學習南韓政府在因應油價上漲時，依據國際油價每桶達

90、100、130 及 150 美元時，分別將能源危機警報層級提升至

「關心」、「注意」、「警戒」及「嚴重」等層級，並採取不同強度

的節約能源因應對策。 

(二)優先管制非必要能源使用： 

在不影響民眾作息與企業營運下管制能源浪費，包括景觀

照明、營業時間外之屋外夜間照明等，以及推動呼叫計程車等。 

(三)實施頗具創意的因應措施： 

南韓所提出具創意的因應措施，包括自助式低價加油站、

汽車 5 組號碼輪流上路制、每月一天「無車日」以及使用信用卡

購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可獲所得稅扣減等措施，亦可鼓勵我國民

眾提出可行且具創意的因應或節能措施。 

(四)推廣使用綠色環保汽車及再生能源： 

營造我國綠色環保汽車的使用環境、提供購車優惠、引導

農村安裝再生能源設施及減少免稅油供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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