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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四度奪得亞洲永續報告獎

碳捕捉封存與再利用（CCUS）

地震基本險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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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傳統，實現永續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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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減碳新技術：碳捕捉封存與再利
用（CCUS）

佔了臺灣三分之一
排碳量的臺電，七
成的減碳量都得靠
再生能源，而第二
大要角，就是碳捕
捉、再利用與封存
之技術，有20%至
27%的電力排碳，
得靠這項新技術。

淨零第二大主角

如何進行碳捕捉封存？

首先，電廠排出的尾氣透過管子引入試
驗設備，再透過以沸石吸附或液體吸收
之兩種方式，把二氧化碳先抓下來，再
透過熱或壓力把二氧化碳分離、純化
後，先儲存在鋼瓶中，等待後續利用。

再生能源
碳捕捉封存與再利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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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減碳新技術：碳捕捉封存與再利
用（CCUS）

封存後的重要步驟-再利用

目前臺電已經通過環評初審，將利用臺
中火力發電廠之廠區內約一公頃空地，
設置液化二氧化碳儲槽及在地上鑽兩口
井：一口注入用、一口監測用，預計每
年灌注2000公噸之二氧化碳至地下鹽水
層。二氧化碳在高壓下灌注入岩層，會
變成流體，儲存在岩層孔隙，久而久之
會變成岩層的一部份。

碳捕捉封存與再利用｜National Ge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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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北海道，大地震也不影響封存
近日臺灣地震頻傳，也讓人開始擔心碳
封存會否因地震帶來泄露風險？北海道
苫小牧市的碳捕捉、封存及再利用計劃
十年前就啟動，三年累計共注入30萬噸
二氧化碳注入海床，即便2018年北海道
發生規模6.7的大地震，二氧化碳也沒有
洩漏情況。

在臺灣面臨的挑戰

1. 首先是技術成本高昂，需要政府的政
策支持和資金投入。

2. 臺灣土地面積有限，擴大碳捕捉設施
的規模存在困難。

3. 相關法規和標準尚未完善，增加了實
施碳捕捉技術的不確定性。

資料取自：天下雜誌

捕碳目標：從2000噸成長到100萬噸

目前捕捉的規模雖小，但目的是證明碳
捕捉程序有效，讓民眾看得見成果。臺
電長期目標是在2035年，一年能達到捕
碳100萬噸，達到商業化程度。



信義房屋四度奪得亞洲永續報
告獎，企業倫理成關鍵優勢

2024/04/11

亞洲永續報告獎（ASRA）日前公
布獲獎名單，信義房屋本於創業初
心，以「誠信」對待利害關係人，
落實公司治理，第四度獲亞洲永續
報告獎，其中包括亞洲最佳永續報
告獎（公司治理）銀獎、亞洲最佳
利害關係人報告獎銀獎、亞洲最佳
SDGs報告獎銀獎三項大獎。

聯合新聞網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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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241/7892276


地震基本險是什麼？牆壁裂、
電梯壞了不能賠

2024/04/08

花蓮強震之後，全臺已有超過800
件建築物受損，但僅有15戶符合地
震基本險的全損條件，能夠獲得理
賠。地震基本險的覆蓋範圍不包括
輕微損壞如牆壁龜裂或梁柱受損。
因此，學者提醒民眾考慮購買輕損
地震險或擴大地震險，覆蓋輕損情
形，讓保障更加完善。

環境資訊中心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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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38849


研究：不只震斷樹，地震改變
森林水文影響可達20年

2024/04/09

研究揭示，地震不僅導致樹幹或樹
根斷裂，還會改變土壤結構、養分
及水文條件，造成長期影響。研究
發現，在不同氣候條件下，地震對
森林影響各異。在溫帶乾燥地區，
森林復原力較強，反之則森林復原
力顯著下降，且地震對全球山地森
林的影響可能持續數十年。

環境資訊中心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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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38848


東海大學「智慧碳中和園區」
預期每年吸近2千噸二氧化碳

2024/04/10

東海大學永續及AI團隊打造微藻養
殖及循環經濟示範基地「智慧碳中
和園區」，將於4月16日揭幕，預
計這個園區每年可吸收近2000噸二
氧化碳。園區打造低碳經濟循環鏈
模型，並應用魚菜共生及智慧物聯
網技術，成為全臺減碳研究與人才
培訓的基地。

聯合新聞網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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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928/7889583


臺灣缺水排世界第18！導入AI
智能化水利設施成現在進行式

2024/04/10

臺灣面臨嚴重的缺水問題，這主要
是由於降雨不均和極端氣候事件的
增加。專家指出已經在使用人工智
能和智能化水利設施來提前預測和
應對天然災害，使臺灣在水利建設
領先於許多先進國家。政府推動城
市開發時考慮水資源管理，以海綿
城市概念減災且靈活用水。

Ettoday財經雲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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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715938


減碳挑戰再+1！英國CBAM將
上路，和歐盟CBAM的差異？

2024/04/10

英國政府承諾於2027年推出碳邊境
調整機制（UK CBAM），避免碳
洩漏風險。這將影響鋼鐵、玻璃和
水泥等產業，費用將根據進口商品
的碳排放量和原產國碳價與英國碳
價的差異來計算。此外，英國將進
一步研究CBAM的設計和範圍，持
續監管和評估其影響。

今周刊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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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g.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90807/post/202404100045


顛覆傳統思維，Uplus獨創循環
經濟模式，實現永續綠建築

2024/04/11

全球近40%的二氧化碳排放源於建
築物，其中大量使用的玻璃材料是
主要吸熱源之一。Uplus透過專利
材料和技術，以及新的循環經濟模
式，推動淨零碳排綠建築的可能
性，開發出能大量降低產品碳足跡
的隔熱薄膜，滿足不同規格的需
求，從而支持綠建築的發展。

商周財經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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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indep/1004332


第一個遵循巴黎協定的奧運！
訂定碳中和、氣候正效益目標

2024/04/11

2024年巴黎奧運，作為首個遵循巴
黎協定的奧運，承諾達到碳中和目
標，展示運動賽會如何整合ESG構
面，並將運動作為傳遞永續的載
體。此外，巴黎奧運將重用95%的
現有場館，推動循環經濟，並在賽
後將運動員村轉型為社會住宅及辦
公空間，以樹立永續奧運的典範。

今周刊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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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g.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0698/post/202404110004/%E7%AC%AC%E4%B8%80%E5%80%8B%E9%81%B5%E5%BE%AA%E5%B7%B4%E9%BB%8E%E5%8D%94%E5%AE%9A%E7%9A%84%E5%A5%A7%E9%81%8B%EF%BC%81%E5%B7%B4%E9%BB%8E%E5%A5%A7%E9%81%8B%E8%A8%82%E5%AE%9A%E7%A2%B3%E4%B8%AD%E5%92%8C%E3%80%81%E6%B0%A3%E5%80%99%E6%AD%A3%E6%95%88%E7%9B%8A%E7%9B%AE%E6%A8%99


室內空污不可不防健康建築的
五大著力點

2024/04/12

現代人大部分時間在室內，房屋的
密閉環境與健康問題如睡眠不足和
壓力有關。健康建築應內外兼顧，
並融合環境永續目標。這包括良好
通風、無毒建材使用、適當照明和
隔音以及保證水質安全。建築業需
選擇低碳材料和永續工法，實現健
康永續建築的全球趨勢。

宅品味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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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w75OPl


專家：建築政策之門窗隔熱規
範落後

2024/04/12

全球追求淨零碳排目標中，建築節
能尤其重要。然而，臺灣的門窗隔
熱性能規範相對落後。玻璃工業前
秘書長林祐年指出，因應低成本建
材政策，節能建材被忽視，導致建
築物高能耗持續。他建議政府應提
升建築外殼隔熱性能規範，以減少
能源消耗並提升居住品質。

Yahoo！ 詳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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