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二氧化碳說不
綠色生活從我做起

除了減碳過生活，我們別無選擇。沒有人願意未來子子孫孫承受環境

變遷的苦果，但地球與整個生態系早已經成為最無辜的受害者。除非

我們有所行動，否則二氧化碳將成為人類生存永遠的夢魘。

 不願面對的未來
如果這些全球暖化的徵兆不足以讓人有

所警覺，那麼雜誌2010年6月號專題報導〈格

陵蘭之春〉的驚人預測，敲響的恐怕將是人

類的喪鐘：「格陵蘭遼闊的冰被保存地球7%

的淡水，但卻正以每年200立方公里的速度縮

減⋯⋯如果格陵蘭所有的冰都在未來數世紀融

化，海平面將會上升超過七公尺，淹沒全球海

岸線。」

 節能減碳刻不容緩
如同〈國家地理〉曾經介紹過的「碳浴

缸」觀念，想像排放到大氣的二氧化碳如同進

入一個大浴缸。即使我們不增加排放的速度，

現今二氧化碳進入大氣的速度仍舊比移除的速

度快一倍，因此浴缸將會愈來愈滿。

要阻止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就必

須大量減少汽車、發電廠、工廠所排放的二

氧化碳，直到排入浴缸中的二氧化碳不再超

過排出量為止。然而目前浴缸的容量卻是持

續增加。2008年，浴缸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為

385ppm，且每年增加2至3ppm。如欲使二氧

化碳含量不超過多數科學家認為可能引起危險

的450ppm，全球必須於2050年前減少80%的

二氧化碳排放。

要「減碳」必須先「節能」。無論是燃燒

化石燃料或煤炭都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因此

節約用電、減少車輛的使用或以更有效率的方

式利用能源，便能達到減碳的目的。

 打破減碳生活迷思
生活中其實有許多方式能為地球做出小小

的改變，只要每個人都能貢獻一己之力，地球

的未來便能不「碳氣」。關於節能減碳，人們

心中存有一些迷思。首先就是認為環保減碳意

味著我們要做很多犧牲。其實綠色生活並非要

做到凡事只能依靠人力不求諸科技、夏天只能

熱到發昏，到了連晚上也不開電燈的地步。環

保生活並非要放棄科技的便利，反而因為利用

創新科技，帶來更高效率的再生能源、更進步

的資源回收，讓我們的生活在環保減碳的同

時，同樣舒適便利。

 改變世界從你開始
另一個常見的迷思：環保很貴，恐怕有錢

人才能負擔。其實正好相反，綠色生活能讓你

更省錢。不必把家中的機車換成電動機車，或

將汽車換成油電混合動力車，你只要更常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同樣的道理，節約水電也是節

能減碳的好方法，這樣做不但更環保，也代表

更省錢。

第三個常見的迷思：我沒有影響力可以改

變世界。或許我們個人的影響力真的有限，但

別忘了「蝴蝶效應」，透過小小的轉變，也會

產生巨大的影響。你的改變可能影響周遭的親

戚朋友，這麼一來或許能夠影響進行重要決策

的關鍵人物。你的綠色思維就是未來產生改變

的動能。

那麼如何從日常生活著手，在兼顧便利舒

適之餘能更珍愛地球？我們將在以下的單元

中，引導你從食、衣、住、行、育、樂各個層

面思考，帶領你輕鬆實踐綠色生活。

環保標章的環境效益
你可能不知道，環保產品早已經深入我們

的日常生活，只要在選購時多用點心，就能買

到優質的環保產品，而這些環保產品的效益一

點一滴累積，對於節能減碳也有不小貢獻。

省水效益方面，目前國內約有9萬多個獲得

環保標章的二段式省水馬桶，每年可節約超過

460萬噸用水量。

省電效益方面，國內目前約有50萬台環保

標章電冰箱，若與使用傳統電冰箱情況比較，

每年共計約可節省1億度電的使用量，折合每年

減少支出約3億元電費，減少因為發電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7萬公噸。在冷氣機方面，國內現有30

餘萬台環保標章冷氣機，若與傳統冷氣機平均

用電量比較，每年約可節省用電量3500萬度，

約相當於每年減少支出約1億元電費，減少排放

二氧化碳2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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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候變遷的威脅，《國家地理》雜誌持續關切：去年4月號專題報導〈極地冰雪樂園〉，披露

了一個正面臨暖化威脅的生命綠洲，位於北極海的斯瓦巴群島，當地豐富的生命正受到逐漸

蔓延的融冰威脅。2010年2月號〈巴塔戈尼亞高原〉指出，目前智利的峽灣受到最大威脅便是氣候

變遷，在南冰原的48條冰川裡，有46條正在消退。



油是最大污染源之一，而為了去除油污，各種

化學合成清潔劑又造成進一步污染。因此挑選

全天然清潔劑，不但能夠減少石化製品的使

用，也是居家環境健康重要的一環。

減碳小秘訣——定期擦拭燈具，提升照明

效率；打開冷氣時也打開電扇，讓室內空氣快

速循環，之後再將冷氣設定在較高溫度。

行：不開車為原則

交通工具占全球二氧化碳量排放的四分之

一，一輛汽車很容易就能在一年內產生相當於

汽車本身重量的碳排放量。隨著汽車排放的標

準越來越嚴格，汽車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像過去

那麼多，但是如果汽車數量不斷增加，人們的

交通習慣不加以改變，汽車依然會是重大污染

來源。

不開車改騎腳踏車、或搭乘公車捷運，甚

至以共乘方式通勤都是節能減碳的好方法。如

果真的有必要開車，要養成良好駕駛習慣，不

重踩油門，以免車子急加速會耗費多餘燃料。

若需較長時間等待時，可將引擎熄火。當汰換

舊車時，盡量選購省油、排污量少的車款，甚

至是混合動力車。不久的將來，更環保的純電

動車將會上市。

減碳小秘訣——可能的話每週固定幾天騎

腳踏車上班；汽車輪胎在安全範圍內打飽氣，

就能提升超過3%的燃油效率。

育：加強環保教育

台灣的能源98.3%仰賴進口，加上高度仰

賴化石能源，因此台灣民眾應當從小建立節能

環保的正確觀念。然而目前學校教育並沒有將

環保相關課題獨立成一個科目來學習。相關概

念散布在不同科目中，較難培養完整全面的環

境意識，因此應當從生活上、課外活動中，加

強培養環境意識，增進節能減碳的知識。

提升環境意識要先從了解環境、關切大自

然做起。年輕的新世代如果能將休閒活動從待

在冷氣房看電視打電腦，改為戶外活動，增進

對動植物生態的認識與建立友善環境的責任

感，如此將能進一步影響未來的世代。教育他

們關切環境，讓節能環保觀念從小生根。

減碳小秘訣——父母以身作則，使小朋友

將「隨手關燈」、「少開冷氣」等動作自然而

然內化成生活習慣。

樂：娛樂不忘地球

休閒娛樂盡量避免使用石化相關產品以及

電力，在你放鬆身心的同時，也讓地球同樂。

如果是出門旅行，或許可考慮以新興的「慢

遊」方式，少走幾個景點，在每個景點待久一

點。擺脫奢華的旅行方式，住在家庭經營的民

宿或親友家，租自行車到處探險，如此你更能

享受一地的特殊風情，對環境的衝擊也更小。

兒童玩具大量使用塑膠製品，在小朋友對

這個玩具不感興趣之後，它便成為環境無法分

解的垃圾——更別提在塑膠玩具在製造過程中

對能源的損耗與產生的污染。更加環保的玩

具，例如以原木製成，兼顧環保與健康，讓小

朋友不再接觸塑膠中有害人體的塑化劑。

減碳小秘訣——購買禮品時考慮簡化包

裝，減少浪費資源與污染；電腦遊戲與音樂透

過網路下載，免除包裝與運送對地球的負擔。

食：少吃肉多蔬食

據農委會2006年統計，台灣每人每年平均

消耗77公斤肉類，是日本和南韓的一倍。食物

的生產過程中，在種植或牧養、運輸、製造、

加工、販售、使用及廢棄階段，都會消耗能源

及排放二氧化碳。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以生產

同樣重量的食物來比較，生產牛肉過程中產生

的溫室氣體所造成的暖化效應遠高於生產蔬果

穀物，大約是生產馬鈴薯的57倍。而生產供應

一人份225公克的漢堡肉釋出的溫室氣體，竟

然與一輛1360公斤重的汽車行駛近16公里一樣

多。因此「低碳飲食」必須選擇在地、當季及

對於環境友善的食材，尤其應減少肉食。

減碳小秘訣——吃多少、點多少，廚餘也

減少；使用燜燒鍋、保溫瓶等能使食物續熱的

器具，減少能源消耗。

衣：慎選布料材質

衣著上要節能減碳，許多人都知道應盡量

選擇能透氣、吸汗、排汗的布料，穿著透氣性

好的衣服，冷氣不開那麼強，自然省電。那麼

關於衣著，還有什麼方式是輕易能做到且又環

保的？答案是選擇有機棉材質、麻質衣料，避

免壓克力纖維等合成布料及尼龍等石化產品。

傳統棉花使用大量農藥與化學肥料，這些

農藥與肥料從製造到使用都對環境造成沉重負

擔，而取得有機棉認證的棉花必須在過去三年

內都未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至於麻質衣物的

優點在於耐用、透氣，況且亞麻具天然防蟲

性，生長過程不必使用大量殺蟲劑。此外新的

環保衣料也值得期待，利用竹子、大豆製成的

布料未來可能日漸普及。

減碳小秘訣——舊衣回收做環保；盡可能

手洗衣物；晾乾時間加長，少用烘乾機。

住：居家節能妙方

要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能源，住宅必須

從興建時就把環境因素納入考量，例如房屋的

坐向要在避免日曬的同時兼具良好採光。可在

房屋周圍種樹，透過樹蔭遮蔽直曬的太陽。如

果房屋本身或周遭環境無法改變，確實執行居

家省電，也能對於減碳大有貢獻。

這些作法包括選用符合環保節能標章的冷

氣機、電冰箱、除濕機及乾衣機等家電產品，

這些都是電力消耗最大的一些家庭電器，省不

省電差別非常大。另外良好的習慣也很重要，

隨手關燈、關電腦電視，不但不花錢，還能幫

你省錢。

化學合成洗劑大量使用石油提煉的成分，

這類清潔劑在過去幾十年廣為普及，但在同樣

的期間內，癌症、氣喘與過敏等疾病的發生率

也大幅提升，更使得整個環境都成為無辜的受

害者。據調查，台灣家庭排放廢水中，烹調廢

減碳生活大作戰
二氧化碳每人平均排放量，台灣高居全球第18位，成為國際上要求減
量的目標。如何從食、衣、住、行、育、樂著手，全面實踐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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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門直流變頻雙冷卻電冰箱 

創新功能與日本同步

   SR-620FXV 容量：620L  寬

900×深730×高1825(mm)

   日本原廠設計以領先全球的

技術，實現頂尖冷藏工藝

   雙冷卻系統國產唯一，冷藏、

冷凍室獨立精準控溫

   DC直流變頻科技節約省電、

控溫精準、靜音設計

源自日本的變頻節能科技

三洋DC直流變頻電冰箱

外面保自然，裡面保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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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高雄市致力建設自行車道，總長度已超過

226公里，密度居全國之冠。市府將所有的車

道沿線環境整理美化，加上全國第一座接駁型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就在高雄，不僅讓高雄人

為自己城市的轉變感到驕傲，也落實高雄節能

減碳的目標。

高雄市的綠色政策分為能源部門、工業部

門、住商部門、運輸部門、造林與土地利用等

五個方面同時進行。實際作法包括建立高雄市

能源產業二氧化碳管理機制，實施二氧化碳盤

查、登錄、查核、驗證等制度。產業部門擬定

時程，規劃訂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住商部門

推動社區居住環境節能計畫，鼓勵住宅商業部

門建設發展「綠概念」。運輸部門配合永續都

市規劃，健全大眾運輸系統，並提高及增訂汽

機車輛耗能標準與總量管制。造林與土地利用

方面，恢復或增加都市森林面積，強化土地使

用監督與管理。

為提高社會大眾對地球暖化問題的重視，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合作規劃「綠動新高雄—節能減碳特展」，以

淺明易懂的展示手法與生動活潑的動手做活

動，讓社會大眾了解地球氣候暖化的危機、台

灣的因應對策，以及高雄市轉型為低碳城市的

期許與努力，以及人人都能輕鬆做到的節能小

秘訣。

台北縣

「乾淨、自然、美麗」是台北縣建設的基

礎，經過近年來的努力，台北縣連續三年被環

保署評定為全國最乾淨的城市。台北縣在河川

整治方面尤其出色，淡水河整治連續四年拿下

全國河川整治的第一名，更被譽為30年來水質

最佳狀態。這要歸功於縣政府以強力拆除河岸

旁的砂石廠，使河川中懸浮微粒大幅降低。另

外台北縣也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已

從原先7.2%增加29.1%，有效改善淡水河流域

的水質。

因應全球暖化，於縣政府環保局內率先成

立全國第一個政府專責減碳單位：「低碳社區

發展中心」，執行以「省電節能」、「綠色交

通」、「資源再利用」、「低碳生活」及「低

碳產業」為主軸的低碳社區推廣計畫，以提升

縣民低碳概念，減少台北縣溫室氣體排放量，

並以成為「低碳城市」為最終目標。

北縣三座焚化廠，一年可資源再利用產

生5億度電，占全縣一年使用量200億度的

2.5%，台北縣希望在2016年再生能源使用比

率達到5%的目標。

節能減碳，政府帶頭衝
2010年為台灣的「節能減碳年」，這是國家配合全世界推動的重大施
政，而不只是一句口號。

響應國際無車日

國際無車日緣起於歐洲，1998年自法國開

始推行。法國35個城市的居民自願在9月22日這

天不開車。之後許多國家的政府也發起在這天不

開車的運動，鼓勵民眾改騎自行車、走路或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並重新思考現有的交通工具所

帶來的衝擊。其後，更吸引包括台灣等國紛紛響

應，進而形成目前的「922國際無車日」。

無車日的意義在於保留活動空間給行人、

自行車、低污染的交通工具及大眾運輸工具，讓

居民重新思考選擇不同的交通工具。就大都會而

言，這也是一個檢視新制度或新發展的好機會。

這些創新包括使用低污染交通工具的接駁系統、

大眾運輸的新路線、共乘制度、自行車停車區域

的管理等。

9月22日當天，在台北、台中、高雄等都會

區都將舉辦「922國際無車日」活動。無論身在

何處，你都可以響應這項運動。

行
政院吳敦義院長近來表示，過去兩年推動節能減碳活動，以及省油、省電、省水的成果都很

驚人，現在希望透過「縣市家庭用戶節電競賽」、「推動智慧電網」以及「成立全面節能減

碳服務團」等計畫，進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以政府的力量推動節電可以創造很大的效果，吳院長以現行「電費折扣獎勵節能措施」為例，

自97年7月至99年2月，共節電70.2億度，相當於台北市全年住宅用電量的9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約447.2萬噸。除了中央政府，全台灣各個地方政府也有節能減碳措施，希望做民眾的榜樣，也帶

領民眾共同為更健康的地球而努力。

臺北縣政府提供

桃園縣政府提供



實踐綠生活特別企畫

桃園縣

桃園縣宣示2010年為「桃園縣減碳元年」，以5年減

碳600萬噸為目標。同時能在2015年、2020年與2025 

年，分別達到減碳600萬噸、1,500萬噸與3,000萬噸的

短、中、長程減碳目標。在積極推動航空城發展計畫的

同時，桃園縣政府也推動機場捷運、台鐵高架和濱海

自行車道等多項有助於節能減碳的工程。此外，桃園縣

正推動打造老街溪水岸都市計畫，重塑都市綠帶，使

人們親近河川、邁向生態都市綠生活。最終希望藉此

塑造中壢市成為國際城市水岸之都。

宜蘭縣

宜蘭的好山好水是當地居

民最珍視的資產。宜蘭曾經

拒絕過六輕設廠，不讓發展

破壞了環境，如今為了減碳，

特別推動「百萬植樹計畫」。

種一棵樹可以減碳四到五公

斤，宜蘭縣政府發起百萬植

樹計畫，縣長林聰賢說預計以

五年時間在宜蘭縣種植百萬

株樹苗，由機關學校從公有土

地開始植樹，再逐步推展到民

間私有土地，呼籲全民一同種

樹，抗暖化救地球。

彰化縣

為打造低碳城市，彰化縣政

府採取多項措施，例如利用縣

政府機車停車場遮雨棚以及縣

府大樓頂樓，設置太陽能光電

板，以太陽能發電。此外辦公

室內全面改用效率較高的T5

燈管。除了省電，更利用風力發

電。目前彰濱工業區有64部商

業運轉的風力發電電機，約占

全國風力發電總量的40%。

苗栗縣

台灣西部沿海縣市中，苗栗的居

住環境相當優異。為在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中求取平衡，縣府正推動

「環保家園」與「綠能發展」作為

苗栗縣發展的旗艦計畫。具體措施

包括在卓蘭鎮白布帆地區興建太陽

能發電廠，同時興建發電廠、觀光

果園、生態公園三個區域，各25公

頃。這項計畫也使苗栗成為第一個

申請設立太陽能電廠的縣市。

台南縣

位於台南縣的南部科學園區，

致力成為台灣科學園區中第一個

「綠色園區」，打造低碳產業聚

落，生產包括LED照明、電動車、

碳捕捉等低耗能及低碳排放的產

業。同時在園區廠房設計上，規劃

省電的「綠色廠房」，以減少空調

耗電、加裝太陽能板的方式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

高雄縣

高雄因重工業密集，每年每人

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近全國平

均的三倍，因此如何節能減碳，是

縣府近來相當重視的課題。高縣

近年來積極發展太陽光電產業，

未來也規劃籌設低碳產業園區與

低碳社區，發展綠色產業。

台北市

2004年以來，台北市節能減碳相關

費用預算成長快速，並成為優先編列

預算的項目。在組織上，台北市成立

「溫室氣體減ā推動小組」，由各機

關依職責採取各自分工的方式進行。

台北市環保局目前致力於推動各項環

保業務，並藉由推動「台北好好看」計

畫，結合「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活動，希望能讓民眾享有健康清新的

美麗家園。

新竹縣

新竹縣境內工業區計有科學工業

園區、湖口新竹工業區等大小工業

區，污染主要為事業廢水、廢氣、事

業廢棄物等三大項，其中工業廢棄物

種類繁多，如何處理及有效管制工廠

產生之廢氣、廢水及廢棄物,實為目

前環保業務推行之重要課題。

台中縣

為響應節能減碳，

台中縣環保局將於

99年10月2日於東勢

客家文化區，聯合中

部四縣市辦理「舒活

騎聚中彰投打造低

碳生活圈」單車低碳

嘉年華活動，宣示攜

手打造中部低碳生

活圈。

南投縣

自然環境條件優越的南

投縣為使這項珍貴資產永

續發展，要求從校園的環保

教育做起，將環保種子自學

校拓展出去。南投有豐富觀

光資源，縣府從節能減碳

角度思考，採快捷方式規劃

「台中—高鐵台中站—溪

頭」為無縫隙主軸路線，促

進南投觀光休閒產業發展。

雲林縣

為減少污染，雲林縣政府

出設置小型廚餘堆肥場、將

生廚餘自製成有機肥料計

劃，減少垃圾的焚化量。據

雲林縣環保局統計，全縣目

前每日的垃圾製造量超過

310噸，若能廣設小型廚餘

堆肥場，將樹葉枯枝與丟棄

的蔬果物品做成堆肥，再轉

化製成有機肥料，不但可減

少原有一般垃圾的焚化量，

同時也能達到養護大地的環

保目的。

嘉義縣

嘉義縣推動節能減碳宣導工作，開辦

「節能減碳診所」，受理社區大樓等單位

申請補助更換公共區域節能照明設備，

協助社區大樓推動節能減碳。縣府並規

劃鰲鼓濕地森林園區與布袋濕地公園，

以生態綠帶強化環境教育。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近幾年已陸續推動多項節

能減碳措施，包括水龍頭全面改裝為省

水水龍頭、縣府四週環境綠美化及草坪

澆水維護改為地下水、加強事務機器設

備管理及推動電腦節能措施等。

花蓮縣

發展觀光不忘減碳，花蓮

從現在至明年1月24日止，

推行「台灣好行—花蓮觀

光景點接駁旅遊服務」，規

劃太魯閣線、海洋公園線及

鯉魚潭線三條免費觀光接

駁公車，省去長途開車的麻

煩，可以輕鬆行遍花蓮，又

可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台東縣

因為地理環境，台東縣未受開發破壞，在節

能減碳潮流下，台東積極推廣自行車代步。不

但建設全台第一條環鎮自行車道「關山環鎮自

行車道」，與長達二十一公里的「環市山海鐵馬

道」，還有各鄉鎮陸續設置的自行車道。目前，

台東已成為全國自行車道長度最長的縣市。

新竹市

新竹市是國際科技交流的門戶，經濟成長與保

育並重成為重點課題。該市每千人所有的汽車及

機車數成長率驚人，工廠廢氣排放及燃料油的使用

也影響了新竹市的空氣品質。如何解決空氣與河

川污染成為市政府努力目標。

台中市

台中市每年排放774萬公噸以上的

二氧化碳，今年是減碳元年，台中市

政府呼籲校長、局處首長、師長及家

長帶頭響應生活減碳，如室內溫度控

制不要低於26ā、改用省電燈泡、多

搭公車少開車、多淋浴少泡澡、隨手

關燈等，鼓勵全家透過各種減碳方式

來愛地球。

嘉義市

為打造嘉義市成為「綠能城市‧低

碳家園」，市政府近日召開推動小組

會議，研訂綠能、低碳政策，推動交

通綠能、住商綠能、工業綠能、植生綠

能、再生綠能等五大面向行動方案。

台南市

一個傳統與現代兼容並蓄的城

市，也獲列名「國際健康城市」。在

台南市政府擬定的「科技、文化、

生態」的施政目標下，積極進行中

石化整治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相關工作，並推動全民環保新

生活運動以建構健康城市。

綠化台灣，地方政府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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