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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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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革命後全球經濟快速發展，但活絡的產業活動也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

依據中央氣象局2020年3月《氣候監測報告》，2019年全球均溫已較過去百

年高出0.95℃，而近30年更加速以每10年上升0.2℃速度加速攀升，造成全

球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加劇。 

 聯合國於2020年發布報告指出，近20年全球重大天然災害增加近1倍，造成

123萬人喪命，影響42億人口，以及約新臺幣85兆元的經濟損失，嚴重威脅

全球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溫室氣體 

CO2 
CH4 

N2O 

溫室氣體排放 極端天氣頻仍 人民生命財產受損 4 

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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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日 
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 

▲ 統籌規劃農業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推動農產業調適及減緩溫室效應 
▲ 即刻推展並規劃辦理國家、地方、社區等各層級之系列座談會，邀

集全國產、官、學、消費者集思廣益農業部門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
排放具體方案與路徑規劃。 

京都議定書 
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
的水準 

巴黎協定 
在21世紀較工業時代前
控制升溫2℃以內，並
儘量維持在1.5 ℃以下 

IPCC特別報告 
欲控制升溫在1.5 ℃，
2050年左右全球須達
到淨零排放 

IPCC AR6 
證實人類活動確實造成地球
暖化，無論何種情境都將於
近20年超過升溫1.5-2 ℃ 

2010年6月15日因
應氣候變遷農業
調適政策會議 
邀請產、官、學界代表
共謀良策，歸納7大關
鍵策略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 
第一期管制目標
(2016-2020) 
(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
(第一期2013-2017) 

總統公布施行 

《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 

2014 2015 

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方案
(第二期2018-2022) 

2019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第
二期管制目標
(2021-2025) 
(2025年較基準年減
10%)(尚未核定) 

1997 2015 2018 2021 

2018 2021 2010 

國內 
政策 

國際 
趨勢 

國內外氣候變遷議題發展歷程 

農業 
政策 



辦公室 
委員組成 

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  
召集人:農委會副主任委員 

原則每年召開1次委員會議，並得邀請產、關、學界相
關學者專家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辦公室 
任務 

學者專家 會內單位代表 

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政策之規劃、協調及督導。 

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預算之管理及預算編擬先期作業。 

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示範計畫與跨域整合加值計畫之策劃及推動。 

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相關計畫之審核及考核。 

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整體推廣宣導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跨部會協調溝通事項。 

其他有關農業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規劃推動事項。 

所屬機關代表 

執行長：企劃處莊老達處長
(兼任) 

幕僚成員若干人 

幕僚單位 

成立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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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第6次評估報告及臺灣農業面臨挑戰 

 全球持續暖化，未來20年內恐升溫超過1.5℃。 
 全球須在2050年左右達到淨零排放，始有可能減緩

暖化速度。 

 臺灣農業面臨挑戰: 

• 在1991-2020年間，我國全年平均溫度已上升1.6 ℃，
且有增溫加速趨勢。 

• 我國海平面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 21世紀初，夏季增長到120-150天、冬季縮短為約

70天，近年冬季更縮短至20-40天。 
• 年總降雨趨勢變化不明顯，但最大日暴雨強度及年最

大連續不降雨日數增加趨勢明顯；其中以南部地區降
雨型態影響最大，如雨日降雨降雨強度與年最大連續
不降雨日之變化皆為北中南東四區之最。 



二、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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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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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作為 

循環農業 

農業綠能 

農業碳匯 02 

03 

04 

01 



01.減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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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減量目標規定 
溫管法第四條：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139年降為94年（基準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前項目標得參酌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
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 

 第一期(105年至109年)國家減量目標：較基準年減 2% 
 第二期(110年至114年)國家減量目標：較基準年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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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施用 

0.9% 

畜禽腸胃發酵 

17.4% 

畜禽糞尿處理 

27.2% 

水稻種植 

18.5% 

農業土壤 

35.9% 

作物殘體燃燒 

0.1% 

 2019年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整體排放(燃料燃燒+非燃料燃燒)占全國排放
2.22%。 

 2019年農業部門非燃料燃燒(生產活動)排放源以農業土壤(35.9%)位居第一、
畜禽糞尿處理(27.2%)次之，水稻種植(18.5%)及畜禽腸胃發酵(17.4%)相當。 

 燃料燃燒(能源使用)用電與用油排放量相當。 

非燃料燃燒 

用油 

49.57% 

用電 

50.43% 

燃料燃燒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燃料燃燒 

48.21% 非燃料燃

燒 

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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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部門別減量責任 
各部門第二期（110年至114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業於110年9
月29日奉行政院核定，農業部門減量目標為較基準年減30%，且
溫室氣體排放量至114年需降至5,006千公噸CO2當量。 

13 

-37.38%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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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燃燒 

漁 
 漁船用油減量 
 節能水車 
 獎勵休漁 

 加強畜牧場裝設節能設施 

非燃料燃燒 

 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 
 大糧倉計畫、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推動合理化施肥 
 配合水情調整灌溉面積 

 畜牧場沼氣再利用 
 畜牧糞尿水施灌農作 

畜 

農 

畜 

減排 
 稻殼(粗糠)取代燃油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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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漁船用油 
 

漁船用柴油發油量統計 
 

漁船之主機及副機引擎，皆已依「漁船用引擎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管理辦法」

規定使用省能源型機型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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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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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起
持續辦理漁
船減船計畫 2007年起以航程紀錄器

作業時數核算油量 

減少用油量比

例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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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殼(粗糠)取代燃油 

•稻殼(粗糠)取

代燃油節能減碳  

措施 

 

• 輔導糧食業者設置最大

發熱量130萬仟卡/小時

之粗糠爐設備28組(101

年至今) 

設置 

• 設置1組發熱量130萬仟卡/小時

之粗糠爐: 

• 每小時可取代155公升柴油使用，

每公升柴油使用會產生2.62 kg-

CO2當量，共可減少406 kg-

CO2/小時。 

• 406 kg-CO2/小時/組*28組*24

小時/天*40天/年

=10,913,280kg-CO2當量

=1.09萬公噸CO2當量 效益 



日本 澳大利亞 加拿大 美國 紐西蘭 

生產補助措施 

食農教育與行銷 促進雙邊有機同等性 

校園及國軍 
使用有機食材 

108年5月30日施行 

【有機農業促進法】 
並持續推動 

強化有機農業貿易交流與國際合作 

 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 
 有機(轉型期)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 
 改善有機及友善耕作溫(網)室 
 改善農機具生產設(施)備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補助 

 有機農產品專櫃 
 有機農夫市集 
 有機農場電子商店 
 有機食農教育活動 

生產專區及促進區 

推廣有機友善產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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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面 

生產面 消費面 
有機農業
重點工作 



推廣有機友善產業(2/2) 

• 有機農業生產推廣包含有機農業集團及促進區，截至109年底設置27處，
面積1,466公頃，較107年面積成長14.53％ 

• 全年減少化學農藥200公噸及化學肥料2萬公噸以上之使用量，並減緩溫
室氣體排放。 

6,784  7,850  8,759  9,606  10,789  
0  

1,123  

2,810  
3,905  

4,965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公頃 

有機耕作面積 友善耕作面積 

6,784 
8,973 

11,569 

13,511 
15,754 有機與友善生產面積 

15,754 公頃 

覆蓋率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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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沼氣再利用 

5.9萬公噸   =   20萬8,500台 



02.農業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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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配合行政院辦理我國淨零排放路徑規劃，針對自然環境中可
吸儲之碳匯進行評估，研商「森林碳匯」、「土壤碳匯」及「海洋
碳匯」等項目之碳匯貢獻。 

增加森林面積 
加強森林經營管理 
提高國產材利用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 
開發土壤生物資源 

漁業：養護海域、發
展養殖碳匯技術 

濕地及海草床等保育
復育 

森林碳匯 土壤碳匯 海洋碳匯 

農業部門負碳技術－環境系統可吸儲之碳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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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匯(1/3) 

 提高國產材自給率 

 翻轉消費意識，推廣
國產木竹材使用 

 剩餘木竹料再利用 

 邊際農地造林 

 推動混農林業經營 

 都市林營造 

 人工林及竹林經營 

 低蓄積及劣化林分撫育更新 

 減少林火及病蟲害造成碳匯
損失 

我國森林覆蓋率達60.7%，每年碳匯量約為2,140萬公噸CO2，推動
增加「森林面積」、 「加強森林經營」、 「提高國產材利用」，期
望至2050年新增97.8萬公噸CO2 。 

增加 
森林面積 

加強森林
經營管理 

提高國產
材利用 



技術路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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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森林碳匯 
增加森林面積 
 邊際農地造林 
 於農牧用地推動混農林業經

營 
 都市林營造 

                

加強森林經營管理 
 低蓄積及劣化林分撫育更新 
 減少林火及病蟲害造成的碳

匯損失 
 人工林及竹林經營 

                

提高國產材利用 
 提高國產材自給率 
 翻轉消費意識，推廣國產木

竹材使用 
 剩餘木竹料再利用 

                

發展階段： 研發階段    示範階段    普及階段 

•以適地適木及提升生長效率為目標，篩選合適造林
品系 
•混農林業經營體系及都市林推動研究 
•提高誘因機制投入造林 

山坡地邊
際農地造
林 

• 農牧用地推動混農林業經
營 

• 都市林營造 

•精進生長模式與碳匯估算 
•盤點退化人工林及竹林規劃適當經營策略 
•推動智慧林業及強化生產基盤建設 
•研修林業法規提高私有林經營意願 

• 銀合歡移
除再造林 

• 活化竹林
經營 

• 山坡地劣化林地更新 
• 提高人工林生長量 

•強化供應鏈及行銷管道 
•推動環境教育，提升國產材使用的認知 
•開發創新林產技術：高性能木材、加強竹材應用、提升

使用耐性及防腐力等、剩餘資材轉作生質能及生物炭 

• 公共工程使
用國產材 

• 剩餘資材循
環利用 

木建材、裝修用材推廣使
用 

森林碳匯(2/3) 

工作圈：負碳技術工作圈 
策略領域：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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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預計達成目標 預估CO2移除量 

森林碳匯 

增加森林面積 
• 至2030年累計增加造林面積5,000公頃。 
• 至2040年累計增加造林面積12,500公頃。 
• 至2050年累計增加造林面積2萬公頃。 

加強森林經營管理 
• 至2030年活化竹林經營面積5,000公頃；強化人

工林經營作業面積1.2萬公頃。 
• 至2040年活化竹林經營面積12,500公頃；強化

人工林經營作業面積3.1萬公頃。 
• 至2050年活化竹林經營面積2萬公頃；強化人工

林經營作業面積5萬公頃。 

提高國產材利用 
• 至2030年國產材自給率達5%。 
• 至2040年國產材自給率達7%。 
• 至2050年國產材自給率達10%。 

參考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清冊報告，森林碳匯現況值
約為2,140萬公噸CO2，推動
各項措施預估新增碳匯量如
下： 
2030年：38.8萬公噸CO2 

2040年：67.7萬公噸CO2 
2050年：97.8萬公噸CO2 

森林碳匯(3/3) 



土壤碳匯(1/3) 

建立土壤碳匯量評估基準

與分析技術。 

建置建置碳儲潛力分區圖。 

依碳儲潛力區，推動碳儲

之農業活動。 

開發碳權交易商業模式。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 

盤點不同農業副產物田間碳
匯效益。 

開發具固碳功能土壤微生物。 

運用土壤微生物、進行田間
試驗及法規調適。 

使用土壤生物資源促進農業
副產物再利用率。 

開發土壤生物資源 

評估栽培作物耕作模式負
碳貢獻度。 

推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栽
培農法。 

選育快速並大量固定大氣
碳的作物品種。 

研發增加土壤碳匯之農耕
機械及設備。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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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土壤碳匯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 

                

開發土壤生物資源 

                

發展階段： 研發階段   示範階段    普及階段 

 
示範推動
碳儲農業
活動 

推動增加
碳儲農業
活動 

工作圈：負碳技術工作圈 
策略領域：碳匯 

評估栽培作物耕作模式負碳貢獻度 

 
示範栽培作
物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農
法 

 

盤點不同農業副產物田間碳匯效益 

開發不同農
業副產物適
用之土壤微
生物 

運用土壤微
生物進行田
間試驗及法
規制度調適 

使用土壤生
物資源促進
農業副產物
再利用率100
% 

建立土壤碳儲量之評估基準與分析
技術，建置碳儲潛力分區圖 

 
開發碳權交
易商業模式 

推廣栽培作物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農法 

技術路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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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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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預計達成目標 

土壤
碳匯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 
• 2025年建立土壤碳儲量之評估基準與分析技術，建置碳儲潛力分區圖。 
• 2030年依碳儲潛力區，示範推動碳儲之農業活動，目標增加碳匯量2%(與2025年比

較)。 
• 2040年推動增加碳儲之農業活動，目標增加碳匯量6%(每年增加千分之四碳匯量)。 
• 2050年開發碳權交易商業模式，目標增加碳匯量10%以上(每年增加千分之四碳匯量)。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 
• 2025年評估栽培作物耕作模式負碳貢獻度。 
• 2030年示範栽培作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農法，目標2萬公頃(與2025年有機農業面積

比較)。 
• 2040年推廣栽培作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農法，目標3.5萬公頃。 

開發土壤生物資源 
• 2025年盤點不同農業副產物田間碳匯效益。 
• 2030年開發不同農業副產物適用之土壤微生物，增加土壤有機質。 
• 2040年運用土壤微生物、進行田間試驗及法規制度調適。 
• 2050年使用土壤生物資源促進農業副產物再利用率100%。 

土壤碳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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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匯(1/3) 

 調查漁業碳匯基礎
資料 

 評估養殖漁業碳匯
效益 

 調查海草床、紅樹
林及鹽沼面積 

 評估碳匯效益 

 

 檢討國家濕地保育綱領 

 結合濕地管理進行碳匯
效益評估 

 建立濕地碳匯資料庫 

增加海洋保育面積 

增加濕地面積 

增加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面積 

國內缺乏海洋碳匯基礎資料，透過相關部會分工合作，推動「評
估海草床等碳匯效益」、 「依濕地碳匯功能調整保育策略」、 
「建置漁業碳匯評估模式」 ，期望至2050年增加海洋碳匯效益
及保育面積 。 

評估海草
床等碳匯
效益 依濕地碳匯

功能調整保
育策略 建置漁業

碳匯評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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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海洋碳匯 

海草床等 

                

濕地 

                

漁業 

                

發展階段： 研發階段   示範階段   普及階段 

持續調查海草床、紅樹林及鹽沼面積 
•完成海草床、紅樹林及鹽沼之資源調查工作建構海洋
碳匯模式 
•完成評估海草床、紅樹林及鹽沼之碳匯效益 

工作圈：負碳技術工作圈 
策略領域：碳匯 

•檢討國家濕地保育綱領，配合濕地碳匯功
能調整濕地保育之策略與機制 

•建置漁業(藻類等)碳匯計算模式與效益評估 
•評估養殖水產生物碳匯貢獻度 
•調查魚類棲地碳匯效益 

• 進行全臺周邊海岸示範
區之營造 

• 建構周邊海岸碳匯模式
及相關復育方式 

以持續維護
及增加復育
面積等方式
提升海洋碳
匯之目標 

• 完備濕地碳
匯資料庫 

• 增加濕地水
域及植被面
積5公頃 

增加漁業碳匯效益經
營方案，改善漁業碳
匯技術及經營管理方
法 

增加濕地水
域及植被面
積10公頃 

增加漁業
養護海域
面積 

技術路徑3 

辦理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
通盤檢討，結
合濕地管理進
行碳匯評估 

海洋碳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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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預計達成目標 

海洋
碳匯 

調查海草床、紅樹林及鹽沼面積並建構海洋碳匯模式及復育方式 
• 2025年完成海草床、紅樹林及鹽沼資源調查工作及碳匯效益，完成評估海草床、紅樹

林及鹽沼碳儲效益。 
• 2040年進行全臺周邊海岸示範區營造、建構周邊海岸碳匯模式及相關復育方式 
• 2050年持續維護及增加復育面積等方式提升海洋碳匯之目標。 

結合濕地管理，建置碳匯評估 
• 於2025年以前檢討國家濕地保育綱領，配合濕地碳匯功能調整濕地保育之策略與機制。 
• 於2030年以前辦理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通盤檢討，結合濕地管理進行碳匯評估，以

確保濕地水域及植被面積不減損及避免水質污染。 
• 於2040年完備濕地碳匯資料庫，增加濕地水域及植被面積5公頃。 
• 至2050年增加濕地水域及植被面積10公頃 

增加漁業養護海域面積及發展水產養殖碳匯技術 
• 2025年建置漁業(藻類等)碳匯計算模式與效益評估。 
• 2030年發展漁業碳匯技術及能力建構，增加漁業碳匯效益經營方案。 
• 2040年推動漁業示範場域，改善漁業碳匯技術及經營管理方法。 
• 2050年增加漁業養護海域面積270公頃。 

海洋碳匯(3/3) 



03.農業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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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綠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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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綠能發展以「農業為本、綠能加值」為主軸。 
在不影響農漁民權益、農漁業發展及生態環境前提下，優
先推動「農業設施屋頂型太陽光電」，再逐步發展「地面
型漁電共生」，使農業與綠能共存共榮，共創雙贏。 



農業綠能分年目標規劃表 
 2025年全國太陽光電目標20GW，其中農業部門肩負9.3GW，依經濟部統
計至2021年9月底已設置容量7GW，其中農業部門達1.83GW。 

33 

類型 
目標 
(GW) 

110年底前 
公告或盤點 

至109年已
併網(MW) 

預計110年
併網(MW) 

111至114年分年目標量(MW) 
小計(GW) 

111 112 113 114 

屋頂
型 

畜禽舍 2.1 2,154場 1,067 182.7 207.3 178 155 177 0.72 

農糧製儲銷設施 0.7 1,115場 272 41.7 78.3 90 90 100 0.36 

漁業相關設施 0.6 347場 10 154.6 108 217 256 186 0.76 

地面
型 

漁電共生 4.0 
已核准649公頃 

(109公告) 4,702公頃 
(110盤點) 5,728公頃 

5 45.1 1,060 1,080 1,100 412 3.65 

埤塘、圳路及水庫 0.4 1,331公頃 102.4 37.9 126.4 115 133 85.3 0.46 

不利農業區 0.6 2,162公頃 210 82.6 94 71 70 72 0.3 

專案審查農地變更 0.9 975公頃 - 44 120 220 245 271 0.86 

總計 9.3 
地面型面積 
共15,547公頃 

1,663 588.6 
(167已併) 

1,844 2,021 2,099 1,353.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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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至110年9月推動成果─完成綠能設置容量 

約6年(102-

107) 

達1GW 

約3年(108-

110) 

再1GW 
達2GW 

近年來透過修正法令、加強查核、簡化申請程序、太陽光電效率提升等，加速設置容量 
34 

畜禽舍 
63% 

農糧製儲銷
設施設施 

16% 

埤塘、圳路
及農業水庫 

6% 

漁業養殖設
施 

0.8% 

漁電共生 
0.2% 

不利農業經營

區 

14% 

81.7 110 176.4 162.2 244.2 295.2 296.9 296.3 167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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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1 

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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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綠能效益 

占全國太陽光
電裝置容量 
近3成 

協助調整 
電力組成架構 

降低電力排放係數，
減少全國電力使用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至109年底累計減碳

量約為3,367千公

噸CO2當量 

以裝置容量換算2020
年農業部門太陽光電
發電度數，占農業部

門用電度數逾5成 

• 2025年全國太陽光電目標20GW，其中農業部門肩負9.3GW 



農業綠能目
標9.3.GW 

已掌握5.3GW 

未有案源
4.0GW 

擴大盤點 
土地區位 

擴大盤點漁電共生3,000公頃，
累計12,431公頃。 

1,159公頃台西綠能專區、836公
頃低地力農地及室內水產設施
等其餘案源。 

精進推動方
式 

建立先行區示範案場，優先協

助有意願之養殖漁民(小案場)施

作。 
請經濟部媒合有意願之光電業
者，並協助專案併網事宜。 

農業綠能推動精進作法 

• 媒合光電業者與養殖漁民團體合作開發，定期赴地

方勘查案源，促成漁電共生示範案場。 主動媒合 

• 優先協助有意願小型養殖案場併聯台電配電系統以

擴大鄰近魚塭整合設置升壓站併聯輸電系統 優先併網 

• 專案輔導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專案審查農地變更

案件，配合經濟部聯審與併審，縮減行政程序審

查時間 

專案審查 

• 擴大盤點漁電共生專區，109年已公告4702公頃，

110年再公告5,728公頃，累計11,079公頃。 擴大盤點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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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雨量充沛、水資源豐富，水力發電是歷史最悠久的自產能源。 
 在不影響圳路灌溉排水功能及農民灌溉用水，結合農村社區，配合發展小水力發

電之乾淨能源，踐行綠能政策。 
 

小水力發電 
 我國能源轉型以「展綠、增氣、減煤、非核」潔淨能源發展方向，經濟部訂

定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政策目標，水力發電推廣目標2,150MW。 
 小水力發電2025目標40MW，目前已達成28MW。 

 結合農村再生計畫推動  推動微水力示範計畫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社區發展協
會」、南華村「初英山文化產業交
流協會」推展微水力農村矽谷實驗
室計畫。 

花蓮吉安圳 1 幹線南華分支線 
「川流式微水力發電設備」1kW 雲林林內圳(10kW/序列2部) 

依據行政院張政務委員景森指示，
推動微型小水力發電系統示範計
畫。 

臺東關山圳水力發電廠(1,000kW) 

 招商設置小水力發電廠 

臺東管理處招商設置小水力發
電廠，併聯臺電電網。 



04.循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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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未利
用殘體 

作物生產未食用
或未利用部分 

稻稈、稻殼、果
樹枝條、竹及 

動物毛皮、鱗片
及骨頭等 

生產過程使用
之剩餘資材 

包括生物性及非
生物性資材 

菇包及其塑膠袋、
水苔等栽培介質、
農地膜、栽培盆 

家畜家禽排泄
物 

飼養畜禽未消化物 

及代謝產物 

包括豬、雞、牛、
羊、鴨、鵝等畜禽

糞及(或)尿 

目標：將剩餘物引導至對的地方重新變成資源，避免變成廢棄物 

循環農業處理農業剩餘資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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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型(註) 資源型 

• 就地翻耕掩埋 
• 作物栽培敷蓋 
• 焚燒、掩埋 
• 堆肥 
• 倉庫墊料 
• 育苗栽培介質 
• 畜禽舍墊料 
• … 

• 纖維材料 
• 養殖池消毒與淨化 
• 廢水處理(植種污泥) 
• 道路級配 
• … 

材
料
化 

能
源
化 

• 生質燃料棒 
• 沼氣再利用 
• … 

傳
統
處
理
方
式 

註：內化型所處理之剩餘資源，以綠色
國民所得統計農業固體廢棄物類別。 

農業剩餘資源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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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剩餘資源應用推動說明(1/3) 
內化型應用(農業內循環) 
•農業剩餘資源長期來已開發為各種農業用途，並加以利用，如堆肥、介質、
青貯料等。 

曬乾後翻耕入土需20
天以上 

7天內完全分解，保留稻草肥分 
每公頃最高200kg補助1,000元 
推廣面積達25,000公頃以上 

稻
草 

空污法裁處1,200
元至10萬元罰鍰 

就地掩埋 

甘藷格外品 

青貯技

術 

動物飼料 

約6萬公噸/
年 

• 取代20%至30%的精料 
• 已有5000頭牛正在使用 
• 一天吃掉15公噸的格外品地瓜 

2.提高價值 1.在地運用 



註
1 

` 

` 

農業剩餘資源應用推動說明(2/3) 

資源型應用(材料化)—以鳳梨葉生質纖維與塑料替代
材料 

農業廢棄物 
如稻蒿、木竹、

鳳梨葉等 

其他生物質 
如葉肉組織 

植物纖維 
造紙、紡
織、板材
等原料 

塑料替代
原料 

改
質 

工業應用
循環 

註
1 

註2 註3 

註1：資訊媒合平台 
註2：資源化處理中心(農產初級加工) 
註3：初級天然材料依需求精煉，進入工業應用鏈 

目前材料開發業者已研發掌握部分農業剩餘
資源之改質參數，惟因無法取得穩定料源，
故尚無法提供塑料替代材料供後端產業需求。 

目前每年約有300公噸鳳梨葉片抽取纖維，年產量約
3,000公斤，售價約2,500元/公斤。目前仍遠遠無法
滿足國際鳳梨葉片纖維需求，顯見仍有極大市場空間。 

目前以人工採收葉
片，效率低。 

` 

` 



農業剩餘資源應用推動說明(3/3) 

資源型應用(能源化)—畜牧糞尿水(沼氣)再利用 



轉廢成金-農牧綠色循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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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跨域跨產業農業全循環 

竹子 雞 

水產 
養殖 

鳳梨 

建立多元跨域、
跨產業農業循
環體系 

示意圖 



三、農業淨零排放推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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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淨零排放推動願景(1/3) 

森林碳匯 

農業綠能 

總排放量 

農業綠能減碳量
=總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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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淨零排放推動願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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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成立 

農業排放源 基金 
減排作為 

造林、撫育、
設施光電等 

抵
換 

碳
排
放
量 

其他淨零相關用途 

憑證 運輸、製造、
住商… 

農
業
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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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證價格1,600元/張 
(經濟部建議底價區間中間值) 

 2張=1公噸 
(電力排放係數0.509公斤CO2 e/度，
每張約0.5公噸) 

 1990-2018年林業碳匯價

值累計達2兆462億
3360萬元 

 平均每年705.6億元 

以綠電憑證價格估算 

 現貨價格75歐元/公噸 
(11/30的EUETS價格) 

 匯率1歐元=31.66元新台
幣 
(依據12/1臺灣銀行即期賣出匯率) 

 1990-2018年林業碳匯價

值累計達1兆5183億
6927萬元 

 平均每年523.6億元 

以歐盟碳交易市場現貨價格估算 

生物多樣性 景觀維護 國土保安 身心舒緩 

農業部門淨零排放推動願景(3/3) 



四、結語 

 氣候變遷下農業部門首當其衝，調適及減緩作為刻不容緩，農委
會將積極規劃推動調適措施，強化減碳作為與研發所需技術，引
領農業部門儘早達到淨零排放目標。 

 農委會刻正辦理全國巡會系列座談，分為在地參與、地方治理、
產業焦點3層級，共計召開27場，並將於系列座談辦理完成蒐集
各方利害關係人意見後，召開全國性政策會議。 

 農委會將克盡職責，加強政策落實與對外溝通，以建構適應氣候
風險的永續農業。歡迎各界一同參與，為農業及環境永續、糧食
安全確保盡一份力，面對氣候變遷，沒有人是局外人！ 



簡 報 完 畢  
謝 謝 聆 聽 

圖片來源：《2020臺灣鳥類國家報告》 
首次出版之國家級鳥類報告 
盤點全國重要鳥類監測成果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