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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對接聯合國永續方案 
之規劃及建設

摘要

世界大型商港與城市多為相互依存的關

係，也讓港口的永續化發展在近代受到高度

重視，肩負經濟重責的港口運作如何做到與

環境、與城市、與周邊社區共存? 歐美澳日

等大港紛紛提出綠色港、生態港等政策及行

動方案，冀望以環境友善之作為引領下一個

世代的產業發展。航運為一全球性產業，當

氣候與環境變遷壓力日益增加下，2017 年

國際港埠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決定發起建置世界港口

永續方案（WPSP），對接聯合國2030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以氣候與能源、韌性基礎設施、安

全和保安、社區和港口城市的對話、治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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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五個面向提出全面性之作為，港埠的環

境友善不再是環保或職安單一部門的業務，

而是整體產業鏈結應投入的責任。

一、國際港口永續發展趨勢

港口肩負一個國家及區域間之經濟重

責，也需要在環境與社會關係做很大的權

衡，港口環境因頻繁地船舶航行、停靠、補

給、貨櫃進出等操作，加上因港而生的周邊

大型產業，港口周邊地區往往面臨空氣、水

質、底質污染的風險，不僅嚴重影響環境及

生態體系，同時也與港口之永續經營及周邊

社區的健康發展相衝突。因此，近幾十年

來，環境友善之港埠發展已成為全球各大航

運國積極發展的重點目標之一，美國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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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主要稱之為「綠色港（Green Port）」，

歐洲及日本等國主要以「生態港（E c o -

port）」做為論述。由這些昔日的海上霸權國

家，不難看出其企圖以「綠色」、「生態」及

「永續」的港埠發展，再次領導世界海洋權

力及航運的動向（陸，2013）。

「綠色港灣」或「生態港灣」的定義依

不同的國家而異，2005年美國長堤港（Port 

of Long Beach）港務局提出「綠色港灣」政

策（Green Port Policy），是一套具積極性、

全面性、且具整合協調功能的方法，冀望

藉此減低港埠運作時對環境所產生的負面

影響 （The Port of Long Beach，n.d.）。而

「生態港灣」（Eco Port）的概念於1990年

代同時在歐洲及日本發酵，根據日本國土交

通省的定義，生態港是政府意識對環境的責

任，而提出「與環境共存（co-existing）」的

港埠。歐洲海港組織 （European Sea Ports 

Organisa t ion，ESPO）於1993年成立，隔

年便發展出一套環境法規，展開友善環境

的宣示，1997至1999年完成「生態資訊計

畫」（Eco-Information Project），提供港埠

管理單位環境管理的工具及相互溝通的平

台，1999年「生態港基金會」（E c o P o r t s 

Foundation，EPF）成立，2002年展開「生態

港灣」（EcoPorts）計畫，旨在「強化歐洲的

港埠操作為具有環境意識，並藉此提供資訊

交換及影響評估之平台」（交通部運研所，

2 0 1 2），無論是「綠色港灣」或「生態港

灣」，都是以改善港埠營運模式及港區環境為

目的，強調不僅重視經濟效益外，能朝向發

展減低污染、提高生物多樣性、復育環境、

結合周邊社區利益等多目標性的港埠經營模

式（邱文彥，2008）。

進一步瞭解國際與港口及環境相關

之環保公約，以利臺灣港群綠色港口策

略之擬訂，初步由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針對綠色航運（Green Shipping）制定之規

範制度，以及全球國際環境相關之公約來

看，研究初步依關注的議題分類為海洋、空

氣、有害廢棄物、氣候變遷等（表1），其中

以1973年簽訂的「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對航運影

響最大，也同時涉及空氣、海洋等不同的污

染議題。

近期預期影響最大的為 I M O成員國分

別在第70屆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70），決議2020年1月起船舶採用硫含量0.5%

以下之低硫燃油燃料；以及IMO於第72屆海

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會議（MEPC 72）通過

之協議，內容為「在2050年前將航運業的

溫室氣體（GHG）總排放量較2008年減少

50%」，除對航運業在船舶設計及營運的規範

外，港口部門被認定在此議題上應扮演關鍵

角色，目前開始因應的港口多採以經濟誘因

的獎勵方式，如提供優惠給進行船舶減速或

認定為綠色船舶的船隻（美國長堤港、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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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運河管理局）、或以排放交易稅控制總量 

（中國上海的碳排交易），英國港口更在今年

提出2025年零排放的計畫。

歐盟生態港埠之綠色指南（ G r e e n 

Guide）自1996年起便持續追蹤分析所有通過

認證港埠之重大環境議題，進而彙整出綠色

港口前十項關注議題，由最近2018年的統計

資料可了解歐洲港埠注重環境議題的變化趨

勢（圖1），由於這些議題均對應到各國港口

因應之行動方案及策略，通過認證的臺灣港

群可加入此歐洲港群之知識平台，分享共同

面臨之解決方案。由歐洲的統計可發現空氣

品質自2013年起便同樣列為最關注的議題，

相對應的解決方案也較多，空氣污染每年在

歐盟約造成40萬人的提早死亡，花費數千億

歐元投注在與健康相關的外部成本，目前歐

洲委員會努力落實法律的執行面，並針對成

員國提出的關鍵污染物（如二氧化氮NO2、

微小顆粒PM10等）訂定管制的訴訟程序，

政府部門也以改善空氣品質並符合歐盟標準

為目標。值得關注的是自2016年起，能源消

耗便位於第二高需要關注之議題，另外，氣

候變遷在2017年首次位於前十名的關鍵議題

中，並在2018年攀升至第七位，可見氣候變

遷的影響已快速被航運及港口管理者關注，

也開始採取行動以調適氣候變遷影響並實現

《巴黎協定》的目標。在歐洲的港口中，有

表 1　航運涉及之重要國際環境公約

議題面向 公約 目標

海洋污染

倫敦公約（防止海洋環境受拋棄廢
棄物或其他物質污染公約）

規範海拋行為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規範油污、裝載有害液體物、污水、垃圾、空氣污染等相
關評估與要求

空氣污染

蒙特婁議定書 管制 CFS，明定 CFS和海龍的削減時程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船舶的排放標準，包括：消耗臭氧層的物質、氮氧化物
（NOX）、硫氧化物（SOX）、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船上焚
化設備、燃油質量等

有害廢棄物

巴爾賽公約 禁止有害廢棄物越境移動及規範在國內處理原則

鹿特丹公約
締約國在輸出受禁用與限制使用之化學品與農藥前，必須
先通知進口國並獲得預先同意始得輸出

斯德哥爾摩公約 針對 12項長效性有機污染物採取國際管制行動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公約強調對應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責任，但因各國發展狀
況不同，容許各國負有不同責任

京都議定書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38個已開發國家及歐盟的溫室
氣體排放

海域生態

生物多樣性公約
確保各國採取有效行動遏阻對物種、生物自然生長環境及
生態系統的破壞

控制船舶有害防污系統國際公約
使船舶停止使用對海洋環境釋放毒物的防斑垢手段，減少
對海洋生物的潛在傷害

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控管公約 處理外來種生物隨船舶壓艙水體入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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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ESPO Environmental Report 2018

圖 1　歐洲生態港近二十年關注環境議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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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的港在開發新的基礎設施時均會將氣候

變遷的因子納入考量，代表氣候變遷與港口

的關係逐漸密切。根據分析，有59％的歐洲

港口正採取調適措施來適應氣候變化，並有

41％的港口因氣候變化而有運營挑戰，如更

頻繁的暴風雨、洪水、風或波浪變化等。

在歐盟的生態港埠群中有超過一半的港

口提供OPS站（岸電），高壓OPS站為商業

船舶所需，但對電力徵收能源稅一直為船舶

使用岸電最大的障礙。目前，船上使用海洋

燃料電力是免稅的，在瑞典、德國和丹麥已

根據《能源稅》可暫時降低船舶的岸電使用

稅率。從2016年以來，儘管存在稅收的障

礙，但高壓OPS站的使用在歐洲增加24%，

在歐盟生態港群中，為綠色船舶提供的收費

分級是港口普遍的做法，有54%的港口以此

方式獎勵永續船舶的運營。整體而言，歐洲

的港口逐年在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給予承諾

和進步，通過認證的港口數量逐年增加，港

口透過有系統地監測可提供更利於科學的證

據，進一步提高環境報告的信效度。在過

去幾年中，歐洲港口對噪音的監測也明顯增

加，且港口與當地社區的關係議題排名提升

至第四，說明港口與鄰近城市競合衝突的重

要度將越來越受到重視。

二、臺灣港口朝向永續發展重要課題

臺灣航運政策亦因應全球永續發展之趨

勢，為符合節能減碳等施政方向，交通部

持續推動永續綠運輸，且於民國102年便通

過臺灣港務公司所提出之「臺灣港群綠色港

口推動方案」，由「旅運」、「貨運」、「港

口環境」、「城市 /社區發展」四大面向訂定

短、中、長期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計畫，

落實臺灣綠色港口之發展。航運為全球性

之產業結構，在與國際趨勢及環境保護標

準對接上，臺灣港群不但參與國際港埠協

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IAPH）、太平洋港口協會（APEC 

Port Services Network, APSN） 等港口營運管

理之國際相關組織，同時也通過取得國際綠

色港口相關認證，其中以通過歐洲生態港口

認證 （EcoPorts Certification）最具代表。臺

灣港群中高雄港於民國103年通過認證，成為

亞太地區第一個取得EcoPorts認證之港口，

目前七港均通過生態港認證並持續更新。繼

國際生態港認證，臺灣港群也積極發展在亞

洲地區環境友善系統，分別在民國107、108

年由臺北港及臺中港代表，申請成為APEC推

動之綠港獎勵系統港埠 （Green Port Award 

System, GPAS），呈現臺灣港群在港口永續

發展的推動效益。

綠色港口為臺灣港務公司整體的環境發

展目標，但各港因環境與產業型態各異，所

面臨的問題及綠色港口行動方案也不同，在

通過歐洲生態港認證過程中，港群需審慎檢

視自身前十項最需關注之環境議題，並依此

訂定指標、行動方案及示範案例，表2為目前

七港前十項環境議題，空氣品質、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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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揚塵等幾乎成為前幾大關鍵議題，促

使各港提出各自的策略，在關鍵議題中亦可

評估不同港埠的差異性，在四大商港中，陸

域棲息地及生態系統損失的議題僅出現於高

雄港、臺中港與基隆港對市區進入港池河川

污染的關注度較高、花蓮港因產業的特性特

別強調揚塵之議題。

前述氣候變遷及碳排放為國際港口關注

的趨勢，目前能源相關議題僅出現在臺灣港

群的高雄港、臺北港及蘇澳港，且相對應的

關注比重都較輕，在歐盟的生態港群中，氣

候變遷議題在2017年出現，2018年迅速增加

其關注度，但此議題目前尚未出現在臺灣港

群關注範疇中，未來可預期國際航運對環境

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例如前述國際海事組織

（IMO）同意將在2020年採用硫含量0.5%

以下低硫燃油，在2050年航運業至少減碳

50%，相信未來能源及氣候變遷相關之議題

將為臺灣港群需要關注之重點之一。

在制度上，目前臺灣港務公司於綠色

港口認證已建立一套環境管理的機制，每

兩年定期重新檢視各港之環境政策、環境

目標與關鍵議題，到法規清單、評估指標

與行動方案之建立，同時定期公開相關資

表 2　臺灣港群目前關注之十大環境議題

關鍵
議題

蘇澳港
（105年）

安平港
（105年）

臺中港
（106年）

基隆港
（106年）

高雄港
（107年）

花蓮港
（107年）

臺北港
（107年）

1 空氣品質 水質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揚塵 空氣品質

2 揚塵 空氣品質 土壤污染
垃圾 /港埠廢
棄物

船舶排放 噪音 揚塵

3 垃圾 /港埠 
廢棄物

揚塵
垃圾 /港埠 
廢棄物

噪音
垃圾 /港埠 
廢棄物

船舶廢氣排放
車輛廢氣排放
（包括貨物 
裝卸）

4 噪音
垃圾 /港埠廢
棄物

河流污染 河流污染 危險貨物
車輛廢氣排放
（包括貨物裝

卸）
危險貨物

5 港埠陸域發展
海洋沉積物 
污染

揚塵 危險貨物 港埠發展 空氣品質
垃圾 /港埠
廢棄物

6 與當地社區 
之關係

噪音
港埠陸域 
發展

船舶廢氣 
排放

海洋沉積物 
污染

水資源回收
港埠陸域 
發展

7 貨物溢漏處理
危險貨物 

（處理 /儲存）船舶污水排放 船舶污水排放 土壤污染 貨物溢漏處理 疏濬 :處置

8
車輛廢氣排放
（包括貨物 
裝卸）

船舶排放 
（污水）

危險貨物 
（處理 /儲存）貨物溢漏處理

與當地社區 
之關係

水質 港埠水域發展

9 能源消耗 疏濬：處置 港埠水域發展
車輛廢氣排放
（包括貨物 
裝卸）

陸域棲息地 /
生態系統損失

與當地社區 
之關係

噪音

10 船舶排放 
（污水）

船舶廢氣排放
工業排放 
至空氣

水質 能源消耗
垃圾 /港埠 
廢棄物

能源消耗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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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示範案例。為提升港口在重要環境議

題上之解決能力，歐洲海港組織針對各

港所提出之港埠最佳實踐案例，提出以

「建立範例（Exemplifying）」、「促進效能

（Enabling）」、「鼓勵措施（Encouraging）」、

「參與執行（E n g a g i n g）」和「強制執行

（Enforcing）」5Es管理策略，作為執行綠

色港口環境管理策略之操作基本準則。從

目前臺灣港群所提出之示範操作案例分析 

（表3），在四大構面中以「港口環境」之案

例為主體，並偏向「建立範例」及「促進效

能」之策略；未來建議除持續執行並滾動修

正現有機制外，在鼓勵及參與執行之策略可

逐步納入相關物流鏈及產業，擴大綠色港口

之執行效益，同時增加構面中「城市/社區發

展」與「旅運」的範例，減少推動綠色港口

之衝突與挑戰。

三、港口永續責任 - 對接聯合國永續方案

前述世界港口均面臨全球環境變遷的共

同壓力，同時間航運業、產業鏈、城市也面

臨同樣的挑戰與困境，港埠被視為可作為地

方及區域環境的轉換與整合者，並為氣候變

遷、減緩與社會整合負責。這樣的趨向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一致，2017年國際港埠

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決定發起建置世界港口永續方案 

（WPSP），對接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目前美國港埠協會A A PA、歐洲海港組織

ESPO、國際港市協會AIVP、世界水運與基

礎設施協會PIANC均為其中的策略夥伴。台

灣港埠目前在認證制度的基礎下，已經發展

建立港埠環境管理的基本架構及內涵，也因

應各港環境與業務制定系統性之指標與行動

方案，目前較欠缺評估整體對氣候變遷、社

會區域在永續架構下的作為，對接世界港口

永續方案WPSP可藉由國際港口聯盟的力量，

建立台灣永續發展的架構，同時讓臺灣港埠

現有的成果與國際交流分享。

世界港口永續方案WPSP分為氣候與能

源、韌性基礎設施、安全與保全、社區與港

市對話、港埠治理與道德五大面向，每一個

面向均對接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 

（圖2），以下為五大面向之內涵與議題，每

一個面向下均有世界港埠的實際操作方案，

方案分為港埠及港埠相關產業、城市等共同

夥伴兩大類，將港埠與整體環境視為一體，

可提供較為全面之方案。

1.  氣候與能源Climate and Energy：港埠已加

入巴黎氣候目標，該目標旨在將全球變暖

保持在2°C以下，港口社區參與者可以合作

或開發技術，以減少來自航運、港口和陸

上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也可以採取主

動行動，實現能源轉換改善空氣質量並刺

激循環經濟。此面向解決之議題為能源效

率、循環經濟、生物經濟、可再生能源、

二氧化碳和基礎設施、清潔船舶激勵措施

及替代性運輸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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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港群提出之綠色港口最佳實踐案例

港群 最佳示範案例 解決環境議題 目標構面

高雄港

車輛清洗池 空氣品質、揚塵 港口環境

高明綠色科技碼頭 水質、空氣品質、能源消耗、車輛廢氣排放 貨運

舊港蛻變再生計畫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城市 /社區發展
棕地復育 土地污染 港口環境

大宗散貨裝卸設施 空氣品質、揚塵 貨運

港區船舶進出港減速資訊揭露 空氣品質 港口環境

太陽能光電系統 氣候變遷、能源消耗 港口環境 /貨運
填海造地工程 疏濬、土方、危險物品儲運 港口環境 /貨運

臺中港

臺中港生態及綠帶緩衝措施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空氣品質、揚塵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綠色工法 陸域發展、空氣品質、揚塵 港口環境 /貨運
再生及綠色能源 能源消耗、空氣品質 港口環境 /貨運
港區道路節能照明 能源消耗、空氣品質 港口環境

碼頭逕流水收集設施 水域水質 港口環境

景觀綠美化 港區綠美化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基隆港

碼頭逕流廢水處理 水質、海域沉積物污染 港口環境

港區污水處理規劃 水質、海域沉積物污染、河流污染 港口環境

24小時自動環境監測站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與當地社區的關係 港口環境

軌道式電動門式機 空氣污染、全球暖化 港口環境 /貨運
微笑港灣工程 空氣污染、全球暖化 港口環境

碼頭逕流廢水截流設施 水質、雨水處理、海域沉積物污染 港口環境

花蓮港

水資源銀行 水質、揚塵、雨水處理 港口環境

北濱興建箱涵式外環道路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噪音、陸域港埠發展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鐵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 空氣品質、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城市 /社區發展

臺北港

24小時自動連續環境監測系統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嘉北國際密閉式倉儲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以及當地社區之關
係

港口環境

污水下水道納管
水質、海洋沉積物污染、港埠水域發展、棲
息地 /生態 港口環境

貨櫃碼頭自動化操作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 貨運

填海造地工程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水質，以及港埠水
域發展

港口環境 /貨運

蘇澳港

太陽能發電設施 港口發展、能源消耗 港口環境

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空氣品質、噪音、揚塵及當地社區之關係 港口環境

港區疏浚土方回填區開闢工程
計畫

港口發展、當地社區之關係、海洋污染 港口環境

安平港
紅樹林生態保育 土壤、水質、當地社區關係

城市 /社區發展
港口環境

大宗散裝貨密閉倉儲 空氣品質、揚塵 港口環境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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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韌性基礎設施Resilient Infrastructure：與港

埠相關的基礎設施需預測海上運輸和陸上物

流的需求、適應氣候和天氣條件的變化，並

與當地社區、自然和文化和平發展。此面

向解決之議題為港口規劃和設計、公私合

作、融資、數字化和自動化、氣候適應力、 

與自然合作、生態系統管理。

3.  安全和保安Safety and Security：在港口中

存在各種監管職責責任，以確保港內船舶

和貨物運營的安全性，隨著全球恐怖主義

和數位化的發展，安全問題須建立一個新

的思維。此面向解決之議題為網絡安全、

關鍵基礎設施保護、ISPS、航海安全、勞

工安全、負責任的照顧。

4.  社區和港口城市的對話Community Out- 

reach and Port-City Dialogue：港口社區

參與者可以共同合作以解決港區內外的問

題，例如腹地瓶頸、教育培訓和IT、市場

營銷、創新以及國際化，而港口社區參與

者努力與城市權益相關人溝通提供創新的

跨界服務，並以此提高港口城市的吸引力

和韌性。此面向解決之議題為權益相關人

管理、永續發展報告、社區延伸、城港關

係、就業、教育、空間規劃、港口性質、

港口文化、港口運營外部性。

           資料來源：WPSP

圖 2　世界港口永續方案 WPSP （對接之項目為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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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理與道德 Governance and Ethics：鼓勵

所有港口社區參與者堅持高標準的道德規

範和透明度。此面向解決之議題為透明、

誠信、平權、機會、公平貿易、反腐敗、

負責任的供應鏈。

在實際操作，WPSP下有不同操作的工

作小組，以港埠氣候行動方案World Por t s 

Climate Action Program（WPCAP）為例， 

下有效率、政策、接船舶動力、燃料、設施

五個工作小組，相關操作可供臺灣港埠建

立各自港埠之氣候變遷因應架構。不同方

案中也提出許多工具，如港埠碳足跡方案，

Carbon Footprinting 工作小組提出不同目標 

（港埠直接來源、非港埠直接來源、港埠租

賃操作）的碳足跡計算模式，可供臺灣港埠

實際操作之架構參考。

四、臺灣港群對接聯合國永續方案

（一）臺灣港群永續方案藍圖

目前臺灣港務公司於綠色港口認證已建

立一套環境管理的機制，每兩年定期重新檢

視各港之環境政策、環境目標與關鍵議題，

到法規清單、評估指標與行動方案之建立，

同時定期公開相關資訊及示範案例。為了使

臺灣港群能夠於2026年達成聯合國的17項永

續發展指標，並能夠在接下來每兩年的生態

港複檢中，持續實踐有利於港口永續發展之

各項政策及目標，同時也能提出最佳實踐案

例。研究針對臺灣七大國際商港未來五年整

體發展藍圖，以及過去於認證生態港過程中

所提出的行動方案與最佳實踐案例，檢視其

所對應之WPSP五大面向中符合的SDGs，

再將各港口未來規劃項目列入綠色港埠評估

中，提出臺灣港群對接世界港口永續發展 

之藍圖（圖3）。

在整體港群需符合的計畫下，各港因其

定位及關注議題差異，強化及偏重的計畫有

其差異性，基隆港在111-115定位為北部海運

貨物進出及國際郵輪母港，近年最須關注之

環境議題偏向空氣品質、港口廢棄物、噪音

及河流污染，因此，重點規劃應包含可再生

能源、氣候適應力、負責任的供應鏈、港城

空間等；臺北港在111-115定位為北部海運貨

物進出港、產業物流港及綠能產業港，近年

最須關注之環境議題偏向空氣品質、揚塵、

車輛廢氣及危險貨物，因此，重點規劃應包

含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氣候適應力、關

鍵基礎設施保護等；蘇澳港在111-115定位為

蘭陽地區貨物進出港及觀光遊憩港，近年最

須關注之環境議題偏向空氣品質、揚塵及港

口廢棄物，因此，重點規劃應包含可再生能

源、權益相關人管理等；臺中港在111-115

定位為中部海運及產業加值港、綠能中心及

大宗物資儲轉港、臨港工商業發展基地、客

運及觀光遊憩港，近年最須關注之環境議題

偏向空氣品質、揚塵、港區危險貨物管理及

船舶廢氣排放，因此，重點規劃應包含能源

效率、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及氣候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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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花蓮港在111-115定位為東部海運貨物進

出港及觀光遊憩港，近年最須關注之環境議

題偏向揚塵、噪音及船舶廢氣排放，因此，

重點規劃應包含循環經濟、港口規劃設計、

港城空間等；高雄港在111-115定位為洲際

貨櫃樞紐港、智慧及物流運籌港與客運及觀

光遊憩港，近年最須關注之環境議題偏向空

氣品質、船舶排放、垃圾 /港埠廢棄物、危

險貨物及港埠發展，因此，重點規劃應包含

能源效率、循環經濟、氣候適應力、網絡安

全及權益相關人管理等；安平港在111-115

定位為嘉南地區貨物進出港及觀光遊憩港，

近年最須關注之環境議題偏向空氣品質、船

舶排放及船舶貨物燃油溢漏處理，因此，重

點規劃應包含能源效率、港口規劃設計、港 

城空間等。

建設韌性基礎設施為港口逐漸重視的議

題，也因為港口相關的產業鏈結日漸關注氣

候變遷的問題，在歐洲的港口中，有八成的

港埠在開發新的基礎設施時均會將氣候變遷

的因子納入考量，代表氣候變遷與港口的關

係逐漸密切。根據分析，有六成的歐洲港口

正採取調適措施來適應氣候變化，並有四

成的港口因氣候變化而有運營挑戰，如更頻

繁的暴風雨、洪水、風或波浪變化等。目前

臺灣港口尚未以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

計畫，因此，參考國外港口的發展計畫，提

出在未來五年提出整體港口韌性基礎設施 

計畫。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臺灣港務公司

圖 3 　臺灣港群對接 WPSP整體面向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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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口韌性基礎設施

在整體方案中，韌性基礎設施為下一階

段應關注之重點，為解決氣候對港口的影

響，同時也藉由減少氣候對港口產生之威

脅，港口韌性基礎設施將協助港口做好因應

調適氣候影響的準備及保護，也確保港口城

市及港埠產業鏈結能為氣候目標及全球環境

的危機作出貢獻，港口韌性基礎設施規劃之

目標包括：1. 規劃及預測各港之關鍵基礎設

施；2. 制定實施調適策略架構；3. 完成不同

部門之基準排放清單並規劃未來的排放量；

4. 確立關鍵之減排策略和措施。

港口韌性基礎設施計畫應針對不同極端

氣候的影響施行各項行動，如：極熱產生對

設施管線之影響、港埠運作效益及勞工安全

等；乾旱對空氣品質及揚塵等之影響；海平

面上升及淹水對港口基礎設施之影響等，適

應策略分為短中長期的規劃：短期為制定相

關政策並建立研究及監測系統；中期為規劃

預算及關鍵的基礎建設；長期為調查因應災

害的整體方案，並持續維護港口並調整其他

基礎建設。

五、結論與建議

世界港口對於永續之承諾從「綠色港」

及「生態港」的概念落實到對接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背後之涵義從被動污染與衝

突的解決，到主動成為永續主體，合作聯盟

的概念也從港群發展到港與所有產業鏈結、

港與周邊城市共創，後續在永續的脈絡下進

一步正視全球氣候的挑戰，成為永續韌性之

港口。臺灣港群從綠港政策、生態港認證到

下一階段對接聯合國永續之承諾，除落實企

業應有的責任外，也增加臺灣港群的環境競

爭力，成為世界永續港群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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