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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綠色成長指標看臺灣相關指標建構之研究 

 

 

賴允政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綠色成長(Green growth)是世界各國在氣候變遷因素之下共同

追求的價值與趨勢，OECD 因此在綠色成長指標方面建構了一套具

有整體性及適合操作性的架構供各國參考。由於綠色成長與永續發

展概念具有相關的內涵發與展脈絡，而我國在永續發展政策方面亦

已有多年的經營，尤其是在指標的建構與應用方面已有豐富的經驗

與資源可供參考及利用。但因永續發展及各種綠色相關概念所涉層

面廣泛，因此必頇先就永續發展與綠色成長的相關脈絡作一梳理然

後方能在共同的基準下作分析與比較。本報告主要是在 OECD 綠色

成長體系的框架之下，將韓國、荷蘭及德國等三個國家的選用指標

與國內「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中以 2012 年度為基準的相關指標以

各種不同角度作分析比較，目的在嘗試檢視以 OECD 綠色成長系統

性框架為基準之下各國的指標選擇趨勢，同時以比較方式盤點我國

綠色成長相關指標的資源，期能作為我國進一步建置相關指標系統

的參考。 

 

關鍵詞：綠色成長；綠色成長指標；永續發展指標；OECD；韓國；

荷蘭；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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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由於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快速發展，全球因長期忽略對環境保護

等問題而付出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此外，更由於氣候變遷及所造成的

危機等因素使得人類必頇同時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等層面去處理以前所

未曾面對的危機。 

由於對當前經濟成長與環境間的永續性發展日益擔憂，全球都在積

極尋求一種更為環保的經濟成長模式。若未即時採取相關措施對人類的

消費行為、產業結構和技術進行實質上的轉變，則不論是經濟、人類健

康或福祉都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各國政府因而採取各種政策以實現

綠色復甦，例如以投資再生能源、改進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等措施，

希望綠色成長和創新機制成為經濟成長的長期驅動力。 

有鑑於此趨勢，在 2009 年 OECD 部長理事會中來自 34 個國家的

部長們都認知「綠色和成長是可以齊頭並進的」，因此共同簽署了一項

綠色成長宣言(Declaration on Green Growth)，同時授權 OECD 擬定一項

綠色成長戰略(Green Growth Strategy)，提出融合經濟、環境、社會、技

術及發展於一體的整體架構，作為各國發展綠色經濟的參考。 

為能有效比較或監測綠色成長的相關進展，OECD 建立了一套綠色

成長指標架構(Framework for Green Growth Indicators)，同時在經濟發展

與自然資源之間考量：生產、消費、自然資產、經濟發展與政策回應，

聯合國各會員國亦相繼以此概念與政策工具推動相關政策。 

在綠色成長指標的建構與應用方面，我國雖然未參加相關國際組織，

但在綠色經濟及永續發展等相關統計方面已有多年的經驗累積，但即便

如此，台灣在指標政策與指標系統的連結、指標的系統性架構、指標的

選擇，以及與國際的接軌方面等仍有改善空間。OECD 所提出的指標框

架具有整體性及簡單性的特性，正可作我國相關指標架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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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以 OECD 之指標框架為基礎，一方面探討框架的

相關內涵，並選擇韓國、荷蘭及德國等三個國家，以各種分類方式作不

同角度的分析比較，期檢視以 OECD 綠色成長系統性框架為基準之下

各國的指標選擇趨勢，同時以比較方式盤點我國綠色成長相關指標的資

源，以作為我國建置相關指標系統之參考。選擇韓國、荷蘭及德國的原

因，除了此三個國家具有較完整的資料可作為參考之外，韓國對於綠色

成長政策的推動最為積極，同時也是與我國鄰近，且最具產業相關性的

競爭國家；荷蘭的指標選擇主要以其國內既有指標為主，具有檢視其國

內相關指標資源的實驗意涵；德國則依 OECD 的架構提供相對完整的

操作架構，其報告具實驗性的參考價值。國內部分，經文獻探索及研究

之後，最後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中

2012 年的 88 項相關指標為主。 

貳、綠色成長的發展與意涵 

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壓力之下，世界還必頇同時面對預估在 2050 年

全球將突破 90 億人口的壓力，不但要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經濟機

會，同時還必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壓力。若依照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可以明顯預見的是將會導致缺水、資源瓶頸、空

氣和水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不可逆轉的問題。因此，如何在既

有的基礎上持續以綠色的理念發展經濟便成為目前世界各國關注的議

題。 

綠色成長的概念最早是在 2000 年 1 月的 Economist 期刊上第一次

被提到，之後在聯合國及 OECD 等國際組織皆被廣泛討論及重視。所

謂「綠色成長」(Green growth)，根據 OECD「Towards Green Growth，

2011」的解釋，其主要意涵是指：在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能確保自然

資產能持續提供人類福祉所需的資源和環境服務，為此，必頇促進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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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和創新，以便為持續成長提供支援，同時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APEC 對綠色成長的定義則為：確保未來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以及轉型

為低碳經濟的全球性活動得以協調一致。換言之，綠色成長強調既有的

經濟活動應加速轉型以符合低排碳、低耗能的環境要求，節能省碳之外，

還要進一步轉變目前的能源發展零污染之新能源以創造新產業，進而帶

動經濟成長，更期待新一代的綠色經濟能提升社會整體健全發展，並增

加就業、消滅貧窮、提升生活品質。 

綜合而言，綠色成長的意義旨在防止代價昂貴的環境破壞、氣候

變遷、生物多樣性破壞，以及避免以不可持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的同

時，追求人民福祉的經濟發展。 

 

(一)永續發展是綠色成長的主要背景 

綠色成長的背景主要是源自永續發展的概念。隨著全世界人口的增

加、經濟成長、科技進步等發展，卻也衍生出自然資源耗竭、環境品質

惡化等破壞自然生態及危害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氣候變

遷的因素更使得學者專家及各國政府都對大量擷取資源式的發展模式

提出警告。各種理論的建構及實質環境問題也促使人類開始思考傳統的

發展模式是否可以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問題。 

1980 年代興起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被視

為理想的解決方案，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 年

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為永續發展提

供最廣為流傳的定義：「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

本身需求的發展」。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首次針對永續發展議題進行討論，會後並針對千禧年人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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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發表推動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的「21 世紀議程(Agenda 21)」。 

全球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災害及資源枯竭的問題，使得各國在規劃經

濟發展策略之際，同時也頇考慮環境及永續發展的相關議題。要應對這

些迫在眉睫的挑戰，需要推動綠色成長轉型、更具創新性的成長來源，

以及更具可持續性的消費模式。 

OECD 亦表示，永續發展應該繼續成為綠色成長戰略的主要概念，

綠色成長並不適用來替代永續發展，而應被視為一個子集(subset)。綠

色成長的範圍更窄，但更能在經濟與環境介面以具體可衡量的進展推動

政策的進程。同時，它更注重建構一個符合創新、投資與競爭所需，同

時又符合彈性化生態系統供應經濟成長新資源所需的環境。永續發展可

以說為綠色成長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綠色成長戰略則是一個

更具可執行性的施政綱領，它以更具體、更靈活而且具有可衡量性的措

施，以兼顧經濟和環境的原則取得帄衡性的發展。綠色成長的重點是為

各種有利於生態系統的創新、投資和競爭創造必要條件，為經濟發展提

供新的來源。同時，綠色成長戰略特別關注國內和國際經濟綠色化的直

接後果所帶來的社會和公帄問題，其所採取的措施依然與永續發展的目

標相同，亦即以兼顧社會、經濟、環境三個面相的帄衡發展為目標。 

藉由圖 1「永續發展與綠色成長的關係概念圖」，我們可以進一步

看到綠色成長與永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永續發展與綠色成長兩者都

是同樣關注於以維護未來的自然資產為基礎，並從全球性環境觀點達到

保障生活質量的目的。從永續發展核心的關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e)與綠色成長(Green growth)兩者的焦點比較觀察，兩者共同核心關

注的議題包括：生活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自然性

(Natural)、全球性影響(Impacts on global)；而此兩者的差異則包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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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相關的生產力(Productivity)、綠色政策(Green policy)，以及經

濟機會(Economic opportunities)等三個面向。後三者的差異性是屬於永

續發展較廣議性的範圍(Sustainable development：overall)，相對而言亦

是較少被關注的範圍，因此綠色成長關注的議題具有永續發展政策具有

推展性與完善性的意義。 

 

<圖 1>永續發展與綠色成長的關係概念圖 

資料來源：Test of the OECD Set of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in Germany, OECD, 2011 

(二)綠色成長政策的要素 

綠色成長的戰略主要是能在既有的基礎上充分靈活利用既有或創

新的技術以及可能的機遇，若能出現更佳方法時亦能不惜放棄現有的方

法。高效利用、資源管理是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而綠色成長策略則涵

蓋了許多綠色議題中通常不會涉及的財政或監測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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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綠色成長策略而言，政策工具主要具有兩種要素：一是廣義

性能相互強化經濟成長與自然資產保護的政策；一是狹義性具體針對綠

色成長的相關政策。廣義性政策主要指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有助於自

然資本保護的政策，其中包括：能有效設計和執行包括稅務和競爭政策；

能同時鼓勵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的財政結構等；狹義性者主要是具體針

對綠色成長的相關性政策，指能鼓勵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和加大汙染成本

代價的各種政策，包括：以價格為基礎的政策工具，如環境相關稅收，

或是屬於非市場性的政策工具，如法規、技術支持政策及自願性的提高

等。 

至於綠色成長的來源，根據 Towards Green Growth：A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OECD，2011)認為，要能夠在環境資源的基礎上以整體

關照的方式發展經濟才能達到永續發展目的。其中，生產率、創新策略、

新市場開發、信心強化及穩定性的提高等都是綠色成長的關鍵元素，同

時也是開闢新成長來源的重要途徑，這些也是政府可以，也是應該制定

的相關政策方向： 

ü 生產率：通過各種激勵機制提高資源和自然資產使用效率：提高

生產力，減少浪費能源消耗，使現有資源能得到最大限度利用。 

ü 創新：提供政策框架的條件，推動創造價值或解決環境問題的新

途徑，為創新提供種新的機會。 

ü 新市場：通過刺激對於綠色技術、貨品及服務的需求創建新的市

場或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ü 信心：提高政府處理主要環境問題的可預見性及穩定性，以增強

投資者的信心。 

ü 穩定性：通過諸如審查公共開支的構成和效率等措施，進一步帄

衡宏觀經濟條件，減少資源價格波動，支持財政整頓，並且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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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定價等措施以鞏固財政。 

此外，OECD 研究也認為，綠色成長也可在以下兩方面降低經濟成

長所帶來的風險：(1)資源瓶頸：資源缺乏或品質下降會使得投資成本

增加而造成瓶頸。例如，例如因水資源匱乏或水質下降而需要耗資更大

的基礎設施，自然資本的損失可能因此超過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利益。(2)

失衡：自然系統的失衡可能使得突發性、摧毀性和不可逆轉的後果產生

的風險增加，而在氣候變化有增無減的情況下，生物多樣性也可能難以

倖免。 

至於如何執行與監測相關的發展，OECD 提供了一個融合經濟、環

境、社會、技術及經濟發展於一體的綠色成長指標框架可作為我們研議

相關政策的參考。 

 

參、OECD 綠色成長指標 

綠色成長是一個跨時間、跨領域、跨多元利害關係人，以及頇要跨

部門處理的高度複雜性議題。為能客觀而有效地監測相關進程並提供決

策者作為參考依據，一套有效的指標系統是必備的工具。 

所謂指標的有效性，理想上除了必頇能在規劃與執行綠色成長相關

政策時能提供整體性與系統性的決策視野之外，同時還必頇提供支持政

策分析和衡量進展的適當資訊以作為決策、制定、監測之用，同時並能

提供滾動調整的機制以作為決策調整的依據。 

根據前述綠色成長政策的要素，OECD 對於綠色指標的框架特別關

注的是效率和生產力，以及過去和今後發展的相關性等問題。其重點在

於生產和消費的環保成效，以及政策工具和創新活動綠色成長的動力。

此外，必頇衡量是否減少對於環境的壓力，以及環境品質是否因此改善，

其中，也包含了環境品質及人類福祉的相互關係。至於相關政策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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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則在於超越已有的傳統措施，以制定包括當前環境政策和生產與消

費方式的長期影響性指標。經過 OECD 經合組織及各國際組織及成員

國等在各國既有經驗的基礎上共同制定了基礎衡量框架和指標。 
 

 

Indicators monitor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s

Resource 
functions

Natural asset base (capital stocks,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rvice 
functions

Indicators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oductivity of the economy

Indicators monitoring the natural asset base

Indicators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activiti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trade)

Consumption

Households 
Governments

Investments

Production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Sink 
functions

Energy & raw material 
water, land, biomass, air

Taxes 
Subsidies, 

Regulations

Investments 
Innovations 

Trade 
Education & 

training

Policies, 
measures, 

opportunitiesOutputs Inputs

Labour
capital

Resources

Income Goods 
& services

Residuals

Pollutants 
waste

Amenities, health & 
Safety aspects

<圖 2> OECD 綠色成長指標框架圖 
資料來源：Towards Green Growth：Monitoring Progress--OECD Indicators ,OECD, 2011 

如圖 2所示，在Towards Green Growth：Monitoring Progress---OECD 

Indicators (OECD, 2011)報告所提供的架構圖可以看出，綠色成長指標

框架主要分為：經濟活動(Economic activities)、自然資產基礎(Natural 

asset base)及政策措施機會(Policy measures opportunities)等三個主要領

域，然後再以此三個領域建構四個指標群組面向：(1) 環境和資源生產

http://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51&pid=32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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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2) 自然資產基礎(Natural 

Asset Base)；(3) 環境生活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4) 經濟

機遇及政策回應(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 

從系統架構來看，經濟活動主要包括生產 (production)與消費

(consumption)之間的關係，而經濟活動又與自然資產基礎之間建構相互

連動的關係。其中，經濟活動中的生產與自然資產基礎建構的關聯是「提

供原料」(resources)與「廢棄物產出」(residuals)的關係，而經濟活動中

的消費則可從提供環境服務與風險的角度檢視生活福祉與環境間的關

係；經濟機會及政策回應方面則是以自然資產基礎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

係作為相關政策制定與調整的考量依據。 

整體而言，「環境和資源生產率」係指經濟活動中的生產與「自然

資產」之間的關係；「環境生活品質」則指經濟活動中的消費與「自然

資產」的關係；「經濟機會和政策回應」則是以經濟活動與自然資產為

基礎所建構的關係。四個指標面向的主要內涵分述如下： 

ü 環境和資源生產率：有效使用自然資本及那些很少在經濟模型、

會計系統中得到量化的生產因素。 

ü 自然資產基礎：反映資產基礎動搖會對成長造成的風險，永續成

長要求保持這些資產完好無損。 

ü 環境生活品質：反映環境對人們生活品質的直接影響，例如能獲

得供水、空氣污染的影響等。 

ü 經濟機會及政策應對：可協助確定綠色成長政策的效率性，也是

最易顯示效果的部分。 

在以上四個面向之下，OECD 並有主題及相關建議指標三個層級，

目的是提供各國可依據各國特色、政策或行政資源等不同考量作為指標

建置的參考。(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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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 提供之指標面向及建議指標 

OECD 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 

環境及資源生產率 

Carbon & energy productivity 

碳和能源生產力 

CO2 productivity 

二氧化碳生產力 

Energy productivity 

能源生產力 

Resource productivity 

資源生產率 

Material productivity (non-energy) 

非能源物質生產率 

Water productivity 

水生產率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多要素生產率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reflect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多要素生產力 

Natural Asset Base 

自然資產基礎 

Renewable stocks 

可再生資源 

Freshwater resources 

淡水資源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資源 

Fish resources 

漁業資源 

Non-renewable stocks 

不可再生資 

Mineral resources 

礦產資源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Land resources 

土地資源 

Soil resources 

土壤資源 

Wildlife resources 

野生動物資源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生活環境品質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risks 

環境健康和風險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 related costs 

環境引發的健康問題和相關成本 

Exposure to natural or industrial risks and 

related economic losses 

自然和工業風險曝露及相關經濟損失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amenities 

環境服務與設施 

Access to sewage treatment and drinking 

water 

汙水處理服務和飲用水的提供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技術和創新 

R&D expenditure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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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Policy Response 

經濟機會與政策回應 
Patents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專利 

Environment-related innovation in all 

sectors 

與環境有關的創新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環境商品與服務 

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 

環境商品與服務的生產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國際金融流動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成長具重要意義之國際金融流動 

Prices and transfers 

價格和轉讓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ation 

環境相關賦稅 

Energy pricing 

能源定價 

Water pricing and cost recovery 

水價和成本回收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法規與管理辦法 

建構中 

Training and skill development 

培訓和技能發展 
建構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國際綠色指標相關經驗 

在綠色成長指標的使用方面，世界各國包括捷克、丹麥、德國、韓

國、蘭和斯洛伐克及中南美洲等國家都已經相繼應用，並調整 OECD

綠色增長的測量框架和指標，依各自實際情況來評估綠色增長的狀態。

其中以韓國、德國及荷蘭的相關資訊較為完整，且執行內容與經驗值得

我國作為分析與參考。 

(一)韓國 

在響應綠色成長政策方面，韓國可以說是最積極的國家。響應聯合

國對於「全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 GGND）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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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於 2009 年即提出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經濟促進經濟成長，同時

並發表建設、能源及環保改善之「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隨後

在 2010 年正式實施《綠色成長基本法》，可說是全球第一部以綠色成

長為主軸的基本法。其宣示在總投資額 380 億美元的經濟復甦方案中，

將 80%的金額投資在「綠色成長」計畫，並承諾未來 5 年內每年持續

投資 GDP（國內生產毛額）的 2%於「綠色成長」計畫。主要內容是將

未來成長動能聚焦於再生能源、綠色車輛及智慧型電網等這些綠色創新

產業的成長上。並於 2012 年並提出相關研究報告(Korea's GreenGrowth：

Based on OECD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OECD,2012)。 

在 OECD 框架的四個面向及指標之下，韓國最後選出 23 項相關指

標，其選擇的原則主要是在 OECD 建議內涵之下，以國家的特性以及

數據的可用性為主要考量。 

主要的統計數據是來自韓國環境部，但也有一些是來自非官方或是

相關學術研究單位的統計數據。指標分析期間是在 2000 年至 2010 年之

間，部分指標亦會因統計期程較短而有所不同。分析內涵主要包括：時

間序列分析、指標定義、發展趨勢、政策意涵及未來預測等。 

根據分析報告，如表 2 所示，韓國將 23 項指標(如附件一)依 OECD

分成四個面向並分別列出：指標分類(Subject)、指標名稱(Indicators)，

以及根據指標的時間序列所顯示的發展趨勢(Trend)等。從發展趨勢的

簡單式註記，例如：成長(increasing)、改善(improving)、降低(decreasing)、

停滯(stagnant)等註記即可看出各指標的發展趨勢，決策者並可從整體的

面向中檢視各指標的發展狀況，看到整體面向的帄衡性，因此可依此作

為決策彈性調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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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韓國綠色成長指標結果分析 

 
 

資料來源：Korea's GreenGrowth：Based on OECD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OECD, 2012 

(二)荷蘭 

為因應由於經濟成長所帶來對於環境及自然資源的衝擊，荷蘭也呼

應 OECD 綠色成長相關的政策，2011 年並配合出版 Green Growth in 

Netherlands 與綠色成長指標相關的研究報告。目的是將荷蘭的研究經

驗回饋以供各國參考。 

這份報告主要由荷蘭統計局主導，以 OECD 的指標監測框架及荷

蘭既有指標為基準，結合荷蘭政府中相關之基礎設施環境、經濟暨財務、

農業與創新，以及環境評估等部門的共同研究與評估，最後選出 20 項

相關指標(如附件一)以作為趨勢監測與觀察的參考。這 20 項指標主要

係以荷蘭的政經特性、自然資源，以及經評估指標的可用性之後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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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在指標項目的選擇方面，荷蘭認為，為了統計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所選擇的指標定義可以與 OECD 的定義略有不同。荷蘭也依其既有條

件顯現較高的自主意識，例如，荷蘭認為 OECD 入污水處理和衛生設

施等較不適用於荷蘭，因為所有的家庭都有機會獲得這些設施，而碳排

放權交易和環保投資則是經評估後自行新增的指標。第三個面向中之生

活環境質量目前僅有一個指標，將來還有更多的選擇空間。 

20 項指標大多是從荷蘭既有的環境經濟核算系統（Dutch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SEEA）衍生而來，此外並包括其

它的來源。如表 3 所示，荷蘭的指標經統計分析後即以四個面向為基礎

建構相關指標，並以時間序列、趨勢及政策目標等項目作為觀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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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Preliminary scores of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資料來源：Green Growth in Netherlands, OECD, 2011 
 
(三)德國 

為了測試指標框架的可行性，OECD 要求成員國依各國的現況作相

關的測試，德國是被要求測試的國家之一，因此據有實驗及測試的性質，

目的在測試指標框架及內容的可行性，亦可作為各國實施及持續改進的

參考。自 2011 年起由德國聯邦統計局負責研究，指標資料除了主要來

自官方資料之外並包含其它研究機構的資料，共選出 28 項相關指標(如

附件一)。於 2012 年完成相關研究報告：Test of the OECD Set of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in Germany (OEC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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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研究屬實驗性質，因此其數據資料以其現有資料為主，因此

數據可能未必是最新資料。但是，德國對於指標的選用則密切貼合

OECD 的框架建議內容，亦即除了第一層的面向之外，並依照第二層指

標的主題(group/them)提出相關指標。德國對於指標的選擇有細微的分

析，從表 4 所列的項目(局部)可以看到德國對於各項指標選擇的內涵與

可行性作充分的分析，例如除了依 OECD 的面向列出相關可能性指標

之外，並就指標的充分性(Adequacy)及改變原因或評論(Reason for 

variation, comments)等作充分的註記，例如對於選用指標特殊內涵的解

釋、不選用的原因或替代性指標的使用等都有充分的說明，可供各國指

標選擇時的參考。 

<表 4>OECD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and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Germany(局部) 

 

資料來源：Test of the OECD Set of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in Germany, OECD, 2011 

綜上所述，韓、荷、德三個國家之指標特性整理如下表 5，韓國以

其每年投資 GDP 的 2%於「綠色成長」計畫之積極性，其指標的選擇

值得作為我國相關投入及監測方式之參考。荷蘭的指標選擇具有依據

OECD 盤點其國內既有指標並檢測期可行性的意義。德國則是為了測試

指標框架的可行性，被要求測試指標框架及內容的可行性，因此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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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具有示範意義，目的在作為各國實施及持續改進的參考。指標選取

的項數方面，三個國家共計 71 項，每個國家帄均 23.7 項。 

 

 

<表 5>韓國、荷蘭及德國指標特性比較 

  指標特性 指標項數 

韓國 
國家政策最積極投入創新綠色產業帶動經濟成長，每年

投資 GDP 的 2%於「綠色成長」計畫 
23 

荷蘭 
以荷蘭既有指標為基礎，根據其政經特性、自然資源，

以及經評估指標的可用性選擇相關指標 
20 

德國 
為了測試指標框架的可行性，德國被要求測試指標框架

及內容的可行性，作為各國實施及持續改進的參考 
28 

 

 

伍、國內相關指標資源 

我國並未參加 OECD 等國際相關組織，目前指標為永續委員會所

建置的「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以及主計處之「綠色國民所得帳」

等。但為求扣合綠色成長的發展脈絡及國內主要相關指標的初步盤點，

故本文暫僅以前者之指標系統為分析對象。此外，不論就指標內涵、資

料累積，或是與成長相關性而言，「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皆足以提

供豐富的指標資源可作為配合國際綠色成長指標框架建置之所需。惟以

往過於複雜的指標系統反而可能失去政策導引及過程監測的效果，若以

國際綠色成長指標框架發展方向為鑑，並以國內既有的指標資源為基礎，

或可讓我們以最少的資源發揮更好的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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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的發展，最初建置目的是為評估我

國推動永續發展進程，並呼應聯合國對各國建立永續發展指標，以評估

永續發展推動成效之呼籲，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92 年 

6 月建置完成。最初也是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根據壓力(press)、現

況(state)及回應(response)之間的關係「PSR 架構」所制定，當時共選定

42 項指標。指標分為「海島臺灣」及「都市臺灣」二部分，涵括「生

態資源」、「環境污染」、「經濟壓力」、「社會壓力」、「制度回應」及「都

市永續發展」6 大領域。 

之後又經過陸續改版，分別於 2002 年及 2007 年發表第 2 版及

第 3 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各版系統架構迥異。最近一版係於 2009 年 

12 月討論通過，分為「面向」、「議題」、「指標」三個層次。修正後之

指標系統，以 2012 年而言，該指標系統計有 12 個面向、39 個議題

及 88 項指標。(如附件二) 

為能進一步以綠色成長政策要素的精義達到綠色成長及監測的目

的，如何研議一套更精簡而有效的指標系統有其必要性，而若能以國際

的經驗同時在我國既有的經驗、資源中萃取所需的元素則是最更具效益

的方式。本報告即以 OECD 的指標框架及建議指標內容為參考基準，

在「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的 88 項指標中初步篩選相關指標以作為

比較的對象。 

在篩選過程中發現，由於不論國際或國內，指標的相關名稱及內涵

都具有複雜而不完全統一的特性，因此對於本系統指標項目的選取係採

相對寬鬆的原則以免造成遺珠之憾。最後結果共篩選出 40 項相關性指

標，並依指標框架分成四個面向群組，(如表 5)，四個面向群組中分別

包括：環境和資源生產力(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9 項；

自然資產基礎(Natural Asset Base)，12 項；生活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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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11 項；經濟機會和政策回應(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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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從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初步篩選出與 OECD 綠色成長指標框架相關建議指標 

OECD 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  

環境和資源生

產力 

廢棄物 垃圾回收率 環保署 

溫室氣體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 環保署 

溫室氣體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增率 環保署 

能源使用 能源密集度 經濟部 

節約能源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百分比 經濟部 

清潔生產 事業廢棄物妥善再利用率 環保署 

清潔生產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環保署 

農業 每公頃農地肥料使用量 農委會 

交通 運輸部門國內能源消耗量 經濟部 

Natural Asset 

Base 

自然資產基礎 

土地 山坡地變異比率 農委會 

土地 地層持續下陷面積比率 經濟部 

土地 開發用地面積比率 內政部 

森林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率 農委會 

海岸 天然海岸線損失比 內政部 

水資源 有效水資源 經濟部 

農業 耕地總面積比率 農委會 

農業 有機耕種面積 農委會 

城市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內政部 

遺傳 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及種原保存 農委會 

陸域生態 生態敏感地比 內政部 

陸域生態 保護區占總陸域面積百分比 農委會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生活環境品質 

空氣 PSI 帄均值 環保署 

空氣 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 環保署 

水質 水庫品質 環保署 

水質 海域環境水質合格率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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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水質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率 環保署 

水質 河川中生化需氧量濃度 環保署 

廢棄物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量 環保署 

農業 每公頃農地農藥使用量 農委會 

用水 自來水供應人口百分比 環保署 

用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 

城市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內政部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 

經濟機會與政

策回應 

環境管理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格比率 環保署 

環境管理 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數量 環保署 

環境管理 中央政府環保生態預算比率 主計總處 

環境管理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收財務措

施 
環保署 

綠色消費 公私部門綠色採購金額 環保署 

綠色消費 獲頒環保標章適用量 環保署 

國際參與 官方開發援助比率 外交部 

研發 
國內研究與發展之花費占 GDP 的百分

比 
科技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ᵣ , 6, 

15% 

ᶬ , 1, 

2% 
ḙṟ , 1, 

2% 

ᾨ , 1, 

3% 

, 5, 

13% 

⌡ , 8, 

20% 

, 18, 

45% 

主政機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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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主政機關分佈 

若以 40 項指標主政機關進行分析，則主要以環保署之 18 項，占

45%最多，其次是農委會 8 項占 20%，及內政部 6 項、經濟部 5 項，與

科技部相關者僅占 1 項。 

 

<圖 4>永續指標系統議題指標件數分布 

再以議題分佈來看，40 項指標共分佈於 21 個議題，顯示議題分佈

帄均而廣泛，其中以水質、農業及環境管理各占 4 項，土地占 3 項所占

比例較多，其餘則分占 1 或 2 項，呈帄均分佈狀。 

若從系統角度來看，這些指標無法呈現目的性系統指標建置之功能，

因此有必要藉由例如韓國、荷蘭與德國等國家的經驗作進一步的比較與

分析。 

陸、各國指標的比較與分析 

3 

1 

4 

2 

1 

2 2 

1 1 1 1 

2 2 

1 

2 

1 

4 

2 2 

1 

4 

永續指標系統議題指標件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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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分析比較各國關於綠色成長指標的建置，我們將台灣的「台

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依 OECD 的框架所選取的指標與韓國、荷蘭及

德國三個國家的指標共同彙整於以 OECD 框架為基準的表格，為便於

作更細部觀察，我們將比較的尺度切割於 OECD 主題之下，以各建議

指標為基準。四個面向分別整理如下表 6「在 OECD 框架下台灣永續發

展指標系統與韓國、荷蘭及德國相似指標比較表」。 

從分類的過程與初步觀察結果發現，各國的指標名稱雖然相似，但

不完全相同，為免專業名詞所造成的誤差，因此暫僅將 OECE 相關指

標名稱暫譯成中英名稱對照，各國所使用的名稱則以其所使用之原始名

稱呈現；同時亦發現，在各國選取的指標內涵方面，即使在相同的主題

之下也出現不同的觀察角度差異性。顯示各國可能在既有政策、區域特

性及指標資源的選擇方面可充分展現其各自的需求與目的。 

再以指標項目的數量而言，三個國家指標的選取帄均數是23.7項，

顯示各國指標的選擇在於其所具備之關鍵代表性，旨在以最有效率的方

式達到觀察、調整與監測的目的，此亦可作為我國將來選取指標的參

考。 

此外，為便於觀察台灣永續指標與其他國家比較後的相似與相異選

項，以期作為未來選擇優先性或尋找缺口等之參考，特根據比對後依相

關指標之國家選用數或是缺項等關係給以不同係數，此外，為能從不同

係數中觀察國內相關指標的分布以作為進一步使用之參考，故將各係數、

係數意義及台灣永續指標之分布整理如表 7。 

唯需強調的是，由於各國與台灣指標之間僅係「相似」或「相關」，

但非「相同」；再者，由於各國之國情、地理或政策等之特殊性，尤其

是指標之統計方式不同等因素，因此係數所代表的意義僅係觀察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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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以下分別以四個面向呈現台灣永續指標與韓、德、荷三國的比較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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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在 OECD 框架下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韓國、荷蘭及德國相似指標比較表 

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  

環境及資源生

產率 

Carbon & 

energy 

productivity  

碳和能源生產力 

CO2 productivity  

二氧化碳生產力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roductivity 

CO2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productivity 

Production-based 

greenhouse gas 

intensity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

人均排放量 
3 

Consumption-based 

CO2 productivity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depending on 

supply and use 

Consumption-bas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

排放量年增率 
3 

      
運輸部門國內能源

消耗量 
0 

Energy productivity  

能源生產力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intensity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Energy efficiency 能源密集度 3 

  

Energy productivity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1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final 

consumption 

Renewable energy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百分比 
3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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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Resource 

productivity  

資源生產率 

Material productivity 

(non-energy) 

非能源物質生產率 

Municipal waste 

generation per capita 

Waste generation 

(municipal waste) per 

capita 

Waste treatment 垃圾回收率 3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Nitrogen surplus, herbal 

biomass and value added 

in agriculture 

Nutrient surpluses 
每公頃農地肥料使

用量 
3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intensity 
Material productivity Material intensity   -3 

      
事業廢棄物妥善再

利用率 
0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率 
0 

Water productivity  

水生產率 
Municipal water use per 

capita 

Water intensity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Water use intensity   -3 

Multi -factor 

productivity  

多要素生產率 

Multi -factor 

productivity 

reflect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多要素生產力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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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Natural Asset 

Base 

自然資產基礎 

Renewable 

stocks 

可再生資源 

Freshwater resources 

淡水資源 
Annual rainfall per 

capita 

Water use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有效水資源 2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資源 

Area of forests and 

wooded land 

Forest resources: 

percentage of total land 

area, area per capita, 

volume of standing 

timber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

積比率 
2 

Timber stocks 

Forest resources: share 

of wood extraction from 

usable growth 

Stocks of timber   -3 

Fish resources 

漁業資源 

Contribution of 

aquaculture to fish 

production 

Fish resources: supply, 

domestic use and 

per-capita consumption 

of seawater and 

freshwater animals 

Fish inputs   -3 

Non-renewable 

stocks不可再生

資 

Mineral resources 

礦產資源 
    Natural gas reserv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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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生物多樣性和生

態系統 

Land resources 

土地資源 

  

Land resources: land use 

changes (housing and 

transport area, 

agricultural land, forests, 

water surface 

Land conversion 

into built-up land 

*耕地總面積比率 

*有機耕種面積 

*山坡地變異比率 

*開發用地面積比率 

2 

      
*地層持續下陷面積

比率 
0 

      *天然海岸線損失比 0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0 

Soil resources 

土壤資源 
        x 

Wildlife resources 

野生動物資源 

Share of threatened 

wildlife resources 

(birds) 

Diversity of species 

using breeding bird 

species as an example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及種原保存 

*生態敏感地比 

*保護區占總陸域面

積百分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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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生活環境品質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risks 

環境健康和風險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 related 

costs 

環境引發的健康問題

和相關成本 

Population exposure to 

urban air pollution 

(PM-10) 

(1)Hazard to human 

health posed by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2)Hazard to human 

health posed by ozone 

Pollution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PSI 帄均值 

*空氣污染物年均濃

度 
3 

Exposure to natural 

or industrial risks 

and related economic 

losses 

自然和工業風險曝露

及相關經濟損失 

Urban green space per 

capita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

園綠地面積 
1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amenities 

環境服務與設施 

Access to sewage 

treatment and 

drinking water  

汙水處理服務和飲用

水的提供 

Share of population 

connected to sewage 

treatment 

Sewage: residents 

connected to the public 

sewage system and 

municipal or private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污水處理率 2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Drinking wat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 public 

water delivery and per 

capita water usage 

  

*水庫品質 

*自來水供應人口百

分比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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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河川中生化需氧量

濃度 

  

      
海域環境水質合格

率 
0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

量 
0 

      
每公頃農地農藥使

用量 
0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 

經濟機會與政

策回應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技術和創新 

R&D expenditure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

義的研發 

Government R&D 

expenditure of 

importance to green 

growt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and energy 

    -2 

Patents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

義的專利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Patent applications in 

selected areas of 

renewable energy 

 Green patents   -3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1 

     Green jobs   -1 

      
國內研究與發展之

花費占 GDP 的百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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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比 

Environment-related 

innovation in all 

sectors 

與環境有關的創新 

Share of environmental 

sector employment 
      -1 

Share of green ODA       -1 

Share of GDP dedic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s 

    
中央政府環保生態

預算比率 
1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

及資源回收財務措

施 
0 

      
獲頒環保標章適用

量 
0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

合格比率 
0 

      
公告列管毒性化學

物質數量 
0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環境商品與服務 

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 

環境商品與服務的生產 

  

Turnover of goods, 

construction work and 

servic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公私部門綠色採購

金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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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指標面向 

OECD 

主題 

OECD 

建議指標 
韓國 德國 荷蘭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台灣永續指

標與其他國

家使用比較

之參考係數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國際金融流動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of importance to 

GG 

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

義的國際金融流動 

  
CO2 emission 

certificate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2 

      官方開發援助比率 0 

Prices and 

transfers 

價格和轉讓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ation 

環境相關賦稅 

Share of environmental 

taxes in overall 

revenues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ation 

 Share of green 

taxes 
  -3 

Energy pricing 

能源定價 
  

Development of petrol 

price and petrol taxation 
 Energy prices   -2 

Water pricing and cost 

recovery 

水價和成本回收 
  Water pricing     -1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法規與管理辦法 

建構中         x 

Training and skill 

development 

培訓和技能發展 

建構中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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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台灣永續指標與其他國家使用比較之參考係數，係數意義級分布 

係數 
係數 

意義 
面向一 面向二 面向三 面向四 

3 
台灣及 3

國有 

(1)燃料燃燒二氧化

碳人均排放量 

(2)燃料燃燒二氧化

碳排放量年增率 

(3)能源密集度 

(4)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百分比 

(5)垃圾回收率 

(6)每公頃農地肥料

使用量 

(1)生物多樣性遺傳

資源及種原保存 

(2)生態敏感地比 

(3)保護區占總陸域

面積百分比 

(1)PSI 帄均值 

(2)空氣污染物年均

濃度 

  

2 
台灣及 2

國有 
  

(1)有效水資源 

(2)森林覆蓋之土地

面積比率 

(3)耕地總面積比率 

(4)有機耕種面積 

(5)山坡地變異比率 

(6)開發用地面積比

率 

(1)污水處理率 

(2)水庫品質 

(3)自來水供應人口

百分比 

(4)受輕度以下污染

河川比率 

(5)河川中生化需氧

量濃度 

  

1 
台灣及 1

國有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

園綠地面積 

(1)中央政府環保生態預

算比率 

(2)公私部門綠色採購金

額 

0 僅台灣有 

(1)運輸部門國內能

源消耗量 

(2)事業廢棄物妥善

再利用率 

(3)有害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率 

 

(1)地層持續下陷面

積比率 

(2)天然海岸線損失

比 

(3)都市化面積擴張

率 

(1)海域環境水質合

格率 

(2)帄均每人每日垃

圾量 

(3)每公頃農地農藥

使用量 

(1)國內研究與發展之花

費占 GDP 的百分比 

(2)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

資源回收財務措施 

(3)獲頒環保標章適用量 

(4)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

格比率 

(5)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

質數量 

(6)官方開發援助比率 

X 各國皆無         

-1 
1國有台灣

無 
        

-2 
2國有台灣

無 
        

-3 
 3 國有台

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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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環境及資源生產率(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 

由表 6 面向之參考係數角度觀察，參考係數最高為「3」，亦即韓、

荷、德三國與台灣皆有使用相關指標者，包括：燃料燃燒二氧化碳人均

排放量、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增率、能源密集度、再生能源裝置

容量百分比、垃圾回收率，以及每公頃農地肥料使用量等 6 項指標；參

考係數最低，亦即韓、荷、德三國皆有採用，但台灣顯示缺項者為 OECD

建議指標下之水生產率(Water productivity)指標及漁業資源(Fish 

resources)等 2 項指標，台灣四面臨海卻無相關指標，宜進一步探討原

因或探討其它指標來源。至於指標為「X」，即多要素生產力(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reflect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則各國及台灣皆無提供相

關指標。 

參考係數為「0」者，亦即國外皆無，僅國內所有之相關指標，包

括：運輸部門國內能源消耗量、事業廢棄物妥善再利用率、有害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率等三項。 

面向二：自然資產基礎 (Natural Asset Base) 

由自然資產基礎面向之參考係數觀察，在本面向中最高者僅有係數

「3」者為野生動物資源(Wildlife resources)，其中韓國與德國以鳥類為

觀察標的，荷蘭則以生物多樣性之威脅(Threats to biodiversity)為觀察方

向，台灣的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中無直接相關之指標，但有生物多樣性遺

傳資源及種原保存、生態敏感地比、保護區占總陸域面積百分比等 3

項可作為選項的參考。 

在本面向中係數為「2」，除了與淡水及森林相關的有效水資源與森

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率 2 項指標之外，台灣永續指標系統中與 OECD

土地資源建議相關之指標包括：耕地總面積比率、有機耕種面積、山坡

地變異比率、開發用地面積比率等三項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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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參考指數最低為「-3」者，主要為可再生資源(Renewable stocks)

項下之「木材存量」及「漁獲」等 2 項相關指標。 

參考係數為「X」之土壤資源(Land resources)則是台灣與各國皆未

提供相關指標。 

面向三：生活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在生活環境品質方面，參考係數為「3」的是環境引發之健康問題

和相關成本(Environmentally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 related costs) 中

的空氣汙染問題，台灣的 PSI 帄均值與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 2 項與此指

標近似。 

從 OECD 建議指標可以看出，環境健康和風險主題下的環境引發

與空氣汙染相關的「健康問題和相關成本指標」(Environmentally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 related costs)是三個國家都共同關心的議題，我國與空

氣汙染相關的「PSI 帄均值」及「」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兩項指標是

可以作為優先考量的選項。 

汙水處理服務和飲用水的提供(Access to sewage treatment and 

drinking water)中台灣分別有；污水處理率及水庫品質等多項指標可供

參考。 

面向四：經濟機會與政策回應(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Response) 

在第四個面向中的經濟機會與政策回應方面，由係數觀察可以發現，

各國採用的指標顯示較大的差異性，一方面顯示各國政府在相關政策監

測的方式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亦顯示相關政策正是各國創意與發展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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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係數最高者僅為「1」者為中央政府環保生態預算比率及公私

部門綠色採購金額 2 項，分別可作為與環境有關的創新

(Environment-related innovation in all sectors)及環境商品與服務的生產

(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指標之參考；最低

係數為「-3」之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專利(Patents of importance to 

GG)、環境相關賦稅(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ation)都是台灣相關的缺

項；以政策角度觀察，參考係數對綠色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發

(P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及對綠色增長具有

重要意義的國際金融流動(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of importance to 

GG)亦是台灣值得關注的指標選項。 

綜上所述，韓國、荷蘭及德國等三個國家根據 OECD 指標框架所

定的指標項目數量帄均約 24 項，台灣的永續發展系統中計 88 項指標，

從初步篩選的 40 項指標經過係數分析，可以初步觀察出不同程度的相

關性，因此可作為將來國內建構相關指標系統的參考，至於如何建置具

有國家或地區特色之系統則必頇經相關專家與政策決策者作更進一步

的研究與探討。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僅將國外發展及國內現有資源作一初步的整理與歸納，目

的在提供國內指標建構之參考，相關建議如下： 

(一) 整體性綠色戰略的建立 

綠色成長是永續發展的進一步推展，除了既有內容所包括的經濟、

環境、社會等面向之外，並且更進一步建立更具整合性及系統連動性的

指標框架，其目的是在環保之外更注重與自然資源、人民福祉、經濟機

會及政策回應等之聯結。 

在指標方面，國內的「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其實已經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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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豐富的內容及執行經驗，唯 88 項指標雖然內容豐富，但也因此失去

聚焦目標，如何以台灣的區域特性、政經特性、政策方向及指標資源

等為基礎建構一個具有整體性、目標性、前瞻性及回應性之綠色成長

指標戰略，尤其是一套簡易而有效的指標監測系統，是一個值得關注

的議題。 

(二) 指標的選擇 

在台灣與韓、德、荷等三國的比較之下，可依係數之高低作為選

取的參考，係數較高者可以作為較優先選擇的順序，例如台灣與三個國

家都有之係數為「3」之指標項即可作為較優先選取的參考選項。至於，

若是三個國家皆有選取而唯獨我國未選之缺項，則可就政策方向考量，

從其他指標系統或資源蒐尋對應之指標。 

從各國所選取的指標內涵觀察，各國主要仍係依政策方向、區域

特性及既有指標資源等作彈性及創意性的應用。因此指標的選取最終仍

是以符合國家或地區特色之需求為原則。 

此外，由於指標的定義、計算方式或指標名稱等皆難有絕對的標

準，因此若要與國際比較必然會有指標內涵無法完全對應的問題，本研

究僅將相似的資料作可能性的歸併，因此進一步的比對或分析仍頇由各

領域或各部門的專家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 指標缺項的補充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雖然指標內容豐富，但在 OECD 的框

架之下仍顯示出缺口，這些缺口可能原就不屬於我國觀測的重點，或是

觀測角度的差異，因此，必頇進一步就發展策略及指標內涵作進一步的

分析與確認，若確認有實際建置的必要，建議自國內其他部門蒐整相關

的指標。例如綠色研發及專利的投入相關指標，在永續指標系統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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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足，這部分需進一步就國內其他部門，例如自科技部或專利單位的

相關指標資料去作進一步的蒐整與研究。 

(四) 模擬綠色成長架構建置的可行性研究 

由於綠色成長的相關內容複雜，具有跨部會及跨領域等特殊性，因

此創建一個整合性的負責部門、監測系統、資訊工具或是相關網頁都是

必要的策略方法，但是在研究進程中，若能先根據初步篩選的指標建構

一個虛擬的框架，除可檢視所篩選指標的可行性之外，並可作為國際比

較的可能性。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建置的 PRIDE 資料庫主要在於蒐整

各種國際性指標的調查統計或排名等資料，若能結合相關資料庫資源，

建立初步模擬式的指標架構以提供初步研究，以及觀測環境可能是值得

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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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韓國，荷蘭，德國依 OECD 框架之建置指標 

面向 Korea Netherlands Germany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Productiv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roductivity 

Production-based greenhouse 

gas intensity 

CO2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productivity 

Consumption-based CO2 

productivity 

Consumption-bas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nergy-related CO 2 

emissions depending on 

supply and use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productivity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intensity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intensity 
Nutrient surpluses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final consumption 

Municipal waste generation 

per capita 
Material intensity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Water use intensity Material productivity 

Municipal water use per 

capita 
Waste treatment 

Waste generation (municipal 

waste) per capita 

    

Nitrogen surplus, herbal 

biomass and value added in 

agriculture 

    
Water intensity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Natural Asset 

Base 

Annual rainfall per capita Stocks of timber 
Water use by homogeneous 

branches 

Area of forests and wooded 

land 
Fish inputs 

Forest resources: percentage 

of total land area, area per 

capita, volume of standing 

timber 

Timber stocks Natural gas reserves 

Forest resources: share of 

wood extraction from usable 

growth 

Share of threatened wildlife 

resources (birds) · 

Land conversion into 

built-up land 

 Fish resources: supply, 

domestic use and per-capita 

consumption of seawater and 

freshwater animals 

Contribution of aquaculture 

to fish production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Land resources: land use 

changes (housing and 

transport area,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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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Korea Netherlands Germany 

land, forests, water surface 

    

Diversity of species using 

breeding bird species as an 

exampl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Life  

Population exposure to urban 

air pollution (PM-10) 

Pollution induced health 

problems 

Hazard to human health 

posed by ozone 

Urban green space per capita   

Hazard to human health 

posed by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Share of population 

connected to sewage 

treatment 

  

Sewage: residents connected 

to the public sewage system 

and municipal or private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Drinking wat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 public 

water delivery and per capita 

water usag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Response 

Government R&D 

expenditure of importance to 

green growth 

Green patent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and 

energy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Share of green taxes 

Patent applications in 

selected areas of renewable 

energy 

Share of environmental 

sector employment 
Energy prices 

Turnover of goods, 

construction work and 

servic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re of green ODA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CO 2 emission certificates 

Share of environmental taxes 

in overall revenues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ation 

Share of GDP dedic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s 

Green jobs 
Development of petrol price 

and petrol taxation 

    Water pri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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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永續會 2012 年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架構一覽 

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環境 

空氣 
PSI 帄均值 環保署 

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 環保署 

水質 

水庫品質 環保署 

海域環境水質合格率 環保署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率 環保署 

河川中生化需氧量濃度 環保署 

廢棄物 
垃圾回收率 環保署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量 環保署 

環境管理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格比率 環保署 

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數量 環保署 

中央政府環保生態預算比率 主計總處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收財務措施 環保署 

節能減碳 

溫室氣體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 環保署 

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增率 環保署 

能源使用 

每人每日耗電量 經濟部 

能源密集度 經濟部 

資源耗用型產業產值占製造業產值比率 經濟部 

節約能源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百分比 經濟部 

每年新增綠建築之節能量 內政部 

帄均每萬人所擁有之自行車道長度 教育部 

國土資源 土地 

山坡地變異比率 農委會 

地層持續下陷面積比率 經濟部 

開發用地面積比率 內政部 



 

44 

 

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森林 森林覆蓋之土地面積比率 農委會 

海岸 
天然海岸比例 內政部 

天然海岸線損失比 內政部 

水資源 

有效水資源 經濟部 

製造業用水量占製造業生產價值比率 經濟部 

地下水觀測井水位回升口數 經濟部 

天然災害 
全國檳榔種植面積總和 農委會 

因天然災害導致人類傷亡人數 內政部 

生物多樣性 

遺傳 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及種原保存 農委會 

物種 
特定外來植物覆蓋面積 農委會 

特定外來入侵種種數 農委會 

陸域生態 
生態敏感地比 內政部 

保護區占總陸域面積百分比 農委會 

海域生態 海洋保護區 農委會 

生產 

清潔生產 

事業廢棄物妥善再利用率 環保署 

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環保署 

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減量率 原能會 

農業 

耕地總面積比率 農委會 

有機耕種面積 農委會 

每公頃農地肥料使用量 農委會 

每公頃農地農藥使用量 農委會 

勞動 

勞動生產力與單位產出勞動成本 主計總處 

非農業部門支薪女性比率 主計總處 

失業率 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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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總體經濟績

效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主計總處 

國內資本形成毛額占 GDP 比率 主計總處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主計總處 

公共財政 
各級政府舉借之 1 年以上非自償債務未償

餘額占 GNP 比率 
財政部 

生活 

用水 

自來水供應人口百分比 環保署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 

每人每日用水量 經濟部 

交通 

公共運輸乘客人次 交通部 

運輸部門國內能源消耗量 經濟部 

每年來臺旅客人次 交通部 

每萬輛機動車輛死亡人數（公路） 交通部 

公路養護管理效率 交通部 

綠色消費 
公私部門綠色採購金額 環保署 

獲頒環保標章適用量 環保署 

永續旅遊 國家風景區旅遊人次 交通部 

科技 

研發 國內研究與發展之花費占 GDP 的百分比 科技部 

能力建置 
本國人發明專利公告發證數 經濟部 

每千人口碩士級以上研發人員數 科技部 

資通訊 

經常上網人口比率 資策會 

每百人中使用行動型電話線路的人數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城鄉文化 

社區 符合環境衛生永續指標村里數 環保署 

城市 
都市化面積擴張率 內政部 

都市內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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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議題 指標 主政機關 

健康 

醫療照顧 

可獲得基本保健設施之人口百分比率 衛生福利部 

兒童疾病的感染免疫措施 衛生福利部 

65 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利用

率 
衛生福利部 

健康風險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 衛生福利部 

傳染病感染率 衛生福利部 

18 歲以上吸菸率 衛生福利部 

18 歲以上男性嚼檳榔率 衛生福利部 

褔祉 

貧困 
低收入戶的人口比率 衛生福利部 

房價所得比 內政部 

社會褔利 

戶數五等位所得差距倍數 主計總處 

國民年金保險投保率 衛生福利部 

老人社會參與 衛生福利部 

自殺死亡率 衛生福利部 

治理 

犯罪 定罪人口率 法務部 

教育 
尚輟人數 教育部 

成人教育參與比例 教育部 

參與 
國際參與 官方開發援助比率 外交部 

公民參與 社會福利社區化參與 衛生福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