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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公司為提昇國際能見度，並致力於持續改善機場服務品質，近年來積極參

與機場營運相關之國際事務，並以會員身份參加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辦理之各項會議，該協會考量各地區政策與發展性多樣化，各區域另

分環境、營運安全、 經濟、航空保安、資訊等數個專業領域委員會，本公司相

關處室主管擔任各專業委員會之代表。本次第 19 屆亞太區環境委員會於泰國曼

谷召開，並由本公司孫副總經理率隊與會，透過參與環境委員會交流之機會，與

亞太及中東區各機場代表交流最新機場經營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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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為航空專業領域內代表機場管理單位之重

要組織，其透過參與政府間或各國際組織會議，代表世界各區域會員機場之身分，由各委員會

提供各種商業性或技術性建議，及規範措施予各機場管理單位、國際組織與其他代表，並制定

與發表相關技術性規範手冊、各類航空營運與統計資訊及運量分析報告予各機場會員參考，如

環境委員會定期發布有關節能減碳、噪音汙染防制、空氣汙染防制及廢棄物減量等研究報告，

有利於各會員機場之營運管理與發展利益，提昇各機場發展水準。 

    桃園國際機場為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ACI Asia-Pacific)之會員機場，本公司歷年持續積極

派員參與國際機場協會舉辦之論壇與例行會議，藉由與各國機場高層會面與互動，保持本機場

與其他機場管理單位之友好關係，並持續獲得其最新相關營運資訊和發展趨勢，供本公司各專

業領域之業管單位執行其工作項目或建設規劃時，更具前瞻性之方向與目標，提昇本機場軟硬

體設備之建置效率與水準。另本公司自 2015 年起積極參與 ACI 所屬之機場碳認證計畫(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下稱 ACA)，目前持有該項計畫 ACA Level 3 國際認證資格，續積極辦理

ACA Level 4 認證申請之前置準備作業。 

    為透過與各會員機場直接交流之機會，提升本公司國際能見度，以及汲取各機場於氣候變

遷調適、淨零排放及汙染物防治等環境面之最新發展策略和營運趨勢，爰由本公司環境委員會

代表孫副總經理宏彬率楊工程員竣丞參與本次第 19 屆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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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第 19 屆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環境委員會紀要 

一、 第 19 屆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環境委員會 

(一) 會議議程 

本次環境委員會於泰國曼谷舉辦，會議議程包括環境委員會年度工作計畫及成果、綠色

機場評比(Green Airports Recognition,GAR)執行成果及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小組成果、ESG 研討

會與亞太區機場分享推動永續機場之相關工作分享，議程紀要如下： 

Day 1: Tuesday, 10 September 2024 

1 09:00-10:00 Introduction  

Welcome note by AOT Senior Management 

Round the table members introduction: 
Name, Job position, your responsibility 

What initiative(s) are you most proud of at your airport? 

What is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in this area at your airport? 

2 10:00-10:30 Committee Strategy and Work Plan  

 10:30-11:00 Coffee Break  

3 11:00-12:30 ACI APAC & MID Airports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Green Airports Re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rvey [Gidae Shin] 

GAR recognized airport presentations  

King Fahd International Airport - "Our Airport is Green" [Sultan A. 

Alsubaiei] 

Plantation Project at RUH [Mohammed A. Mugallid] 

“Net Zero Roadmap-Decarbonise Your Airport” – service [Ken Lau] 

 12:30-13:30 Group Photo and Committee Lunch  

4 13:30-15:15 Other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AO, ATAG, and ACI World updates [Astha Srivastava, ACI World] 
 

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 updates [Panagiotis Karamanos, Environmental 

Minds] 

 

Net zero carbon airport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airport [Jakrapop Charatsri] 

 15:15-15:45 Coffee Break  

5 15:45-17:00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orking Group Updates 

Study on climate adaptation approach for APAC & MID airports through a high-

level process to build resilience across airports with relevant tools   

 

Review of drafted Scope of Work [Ken Lau, Kristy Tan] 

 

WBP presentation [Cindy Varnier, AECOM] 10min 

WBP presentation [Ken Conway, Airbiz] 10min 

WBP presentation [Vivekanandhan Sindhamani, NACO] 10min 

file://///172.16.1.242/維護處/圖資綜合科/【國際機場協會】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年會&環境委員會/06_會議紀錄/1130910-12-【專案會議】環境委員會辦理事宜/05-出國報告/Presentation/MT220503-780-KKIA's%20Green%20Journey%20-%20ACA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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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21:30 Committee Dinner  

Day 2: Wednesday, 11 September 2024 

6 09:00-10:30 AIRPORTS Only Session:  

PFAS management sharing SHJ [Rashid Kizhakkayil] 

PFAS updates – Webinar outcome [Gidae Shin] 

(member request to raise issue to ICAO) 

Green Washing [Ken Lau] 

 10:30-11:00 Coffee Break 

7 11:00-12:30 Industry Guests  

Sustainability Priorities [Ng Sue Chin, APAA] 

Updated Cabin Waste Survey [Ken Lau] 

SAF at airport - Narita Airport [Sho Kataoka] 

SAF at airport – KAC [Se Hyun Bang]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 [Cindy Varnier, 

AECOM] 

 12:30-13:30 Committee Lunch  

8 13:30-17:00 ESG workshop 

13:30 –13:45 Welcome and walk-in 

13:45 –14:15 NACO to present ‘Global ACI ESG Framework’ 2.0  

14:15 –14:25 Case introduction 1: AOT presents their current progress on 

ESG (past), what challenges they currently have (present), 

and what they are aiming for (future) 

14:25 –15:05 Interactive session 1: Discussion of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related to AOT 

15:05 –15:15 Interactive session 1: Summary and closing 

15:15 –15:30 Break (15’) 

15:30 –15:40 Case introduction 2: RAC presents their current progress on 

ESG (past), what challenges they currently have (present), 

and what they are aiming for (future) 

15:40 –16:20 Interactive session 2: Discussion of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related to RAC 

16:20 –16:30 Interactive session 2: Summary and closing 

16:30 –17:00 Lessons learned & Wrap-up 
 

 

Day 3: Thursday, 12 September 2024 

9 09:00-10:30 Airports Initiatives 

Jeddah Airport initiatives [Ali Khalid Banafi] 

Malasia Airports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lmtyaz Mohd Azzat] 

DACO - KFIA latest environmental updates and projects [Sultan A. 

Alsubaiei] 

 10:30-11:00 Coffee Break 

10 11:00-12:00 Airports Initiatives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Journey for Changi Airport [Gerald Ng] 

AAHK renewable diesel pilot project [Kristy Tan] 

11 12:00-12:15 Next Meeting and Events 

12 12:15-12:30 AOB 

 12:30-13:30 Committee Lunch  

13 14:00-17:00 Airpor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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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照片 

 
第 19 屆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環境委員會出席代表大合照 

  
泰國機場公司副總裁 Mr. Jakrapop Charatsri

與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孫副總經理宏彬合影 環境委員會各機場出席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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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CI 亞太地區及機場環境倡議 

(一) 國際機場協會(ACI)碳管理認證(ACA)七個等級認證 

機場碳認證的目的是鼓勵及促使機場能夠實施最佳的碳管理以及實現排放減量的目標，機

場可以透過碳管理認證(以下簡稱 ACA)ACA 認證促進經營效率、獲得社會認可、提升品牌形象

以及提升其專業度。目前 ACA 共有 7 個等級之認證，分別為：等級一：碳盤查(Mapping)；等

級二：碳減量(Reduction)；等級三：優化(Optimisation)；等級三+：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等級四：轉型(Transformation)；等級四+：變革(Transition)及等級五。圖 2-1 展現等級四、等級四

+與等級五提出之時間。 

 
圖 2-1  ACI ACA 發展時間軸 

(資料來源：ACI ACA 應用手冊，第 14 版，2023 年 12 月) 

 

等級四與等級四+是 ACA 於 2020 年 11 月提出的兩個認證等級，兩者目標皆與《巴黎協

定》目標一致，力求將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的 2°C 以內，且目標溫度不超過

1.5°C。等級四與等級四+是機場邁向實現淨零排碳(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之長期目標的過程，

鼓勵機場以最新的科學方法以及相關的政治發展來減少排放，並且符合公共利益及利益相關者

之期望。 

等級五則是於 2023 年 12 月發表之最新認證，主要與 ISO 淨零指引 IWA42:2022 以及相關

產業淨零承諾一致。機場須展現減少範疇一與範疇二之二氧化碳當量(CO2e)至少 90%以上，並

透過認可之方式抵換剩餘之碳排。等級五並需承諾範疇三排碳將於 2050 年(或之前)達到淨零

目標，與 ISO 淨零與(或)產業淨零承諾一致。ACA 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al)、ISO 

14064 原則、ISO 淨零指引 IWA42:2022 等一致，主要皆為建立碳足跡與碳減量計畫管理系統架

構。 

由於桃園國際機場目前正致力於等級四認證工作，後續章節將針對於等級五與等級四/四+

做進一步說明與比較。圖 2-2 為 ACA 認證各等級之主要要求，表 2-1 則進一步列出等級四/四

+/五之認證之各項要求與比較。等級三與等級三+要求制定利益相關者參與 (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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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計畫，而等級四/四+與等級五則更進一步要求制定利益相關者合作夥伴 (stakeholder 

partnership)計畫。 

 
圖 2-2  ACA 認證各等級之主要要求 

(資料來源：ACI ACA 應用手冊，第 14 版，2023 年 12 月) 

 

表 2-1  ACI ACA 等級四/四+/五認證等級參與要求(participation requirements) 
 

 等級四 等級四+ 等級五 

政策說明 

絕對排放減量政策之承諾。對於淨零排

放承諾，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 CO2e 

排放減量超過 90%以上，並於 2050 年

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 

維持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CO2e排放減量超過90%

以上，並於2050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與ISO

淨零與(或)產業淨零承諾一致。 

碳足跡 
範疇一與 2 及所有顯著的範疇三 CO2e 

排放，與遵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規範。 

範疇一與二及所有顯著的範疇三 CO2e 排放，與遵

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規範。機場營運者需紀錄並

說明顯著範疇三之決定。 

目標及實施 

根據 IPCC 1.5°C 或 2°C 之目標，為範疇

一,2 及 3 的排放制定長期絕對排放減

量的目標。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 CO2e排放減量超過90%以

上，透過認可之方式抵換剩餘之碳排。 

於2050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與ISO淨零與

(或)產業淨零承諾一致。發展淨零藍圖並提出中程

目標/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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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四 等級四+ 等級五 

目標軌跡 
目標排放軌跡和達到目標之里程碑的定

義 

列出超過90%以上範疇一/二絕對CO2e排放減量軌

跡，從基準年起每年更新證明。 

至2050年範疇一/二/三減量超過90%以上，其餘透過

抵換方式移除。 

列出範疇三淨零軌跡，與ISO淨零或產業承諾一致。

定義中程目標/里程碑並展現如何達到淨零。 

目標合規 

透過碳足跡、中期里程碑及目標年，每 

6年評估一次合規性。偏離軌跡15%內是

可接受的，但實現里程碑及目標不能有

偏差 

每3年評估一次合規性並與目標一致。目標未達成，

若有理由說明僅可由諮詢委員會認可。 

每三年更新中，目標未達成不可超過一次，機場將

被要求重新申請合適等級。 

範疇三中程目標進度，需紀錄其淨零藍圖，藍圖需

每6年更新(每兩次認證期間)。 

碳管理 制定碳管理計畫以實現目標，根據認證等級有不同的要求 

利益相關者管理 
制定利益相關者合作夥伴 

(stakeholder partnership)計畫 

制定利益相關者合作夥伴計畫。為達到範疇三淨零

目標，機場需與供應商密切合作。 

碳中和  

抵換剩餘排放(範疇

一/二及員工商務旅

行) 

 

碳抵換   
任何抵換計畫須符合相關規定，參見 ACA抵換指

引。 

更新週期 每3年，中間年度未稽核之碳足跡。 每3年，中間年度需稽核之範疇一/二/三碳足跡。 

核可的稽查員 等級四/四+核可的稽查員 等級四/四+核可的稽查員，加上更新之等級五訓練。 

(資料來源：ACI ACA 應用手冊，第 14 版，2023 年 12 月) 

(二) 機場溫室氣體 

1. 等級四/四+碳足跡 

表 2-2 列出各等級溫室氣體源以及提報要求。除等級一/二/三之要求外，等級四/四+需增

加額外範疇三之排放，須留意之項目包括：表 2-3 彙整各等級排放源盤查之要求，除等級一

至等級三的碳盤查要求外，申請等級四與等級四+認證的機場，需增加項目之盤查項目並以

二氧化碳當量(CO2e)報告其碳足跡，包括： 

(1) 移動源(範疇三)：第三方非道路工程車輛、機械與設備；用於表層和飛機的除冰物

質； 

(2) 飛機引擎燃油(範疇三)：整個航程(起飛爬升、巡航、降落排放)； 

2. 、等級五碳足跡 

機場申請等級五須包括所有範疇一與二及顯著的範疇三排放，並遵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規範。只有在總碳排低於 5%的時候可以排除。 

3. 、碳足跡計算 

機場應使用溫室氣體議定書、ISO 14064-1、ACI 機場碳排放計算 excel 表單(ACERT)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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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式適當組合提供的表單，或與其相符的方式提交其碳足跡資料。機場可能會使用最新的

方法或排放系數（如國家公告的排放系數、機場計算的排放係數等），在這種情況下，機場

應說明選擇使用這些方法的理由。各等級應提報之溫室氣體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等級一至等級五溫室氣體源與提報要求 
 

排放源 說明 
等級 

一 二 三/三+ 四/四+ 五 

範疇一 

移動源 車輛和機械等(空側與路側) V V V V V 

固定源 用於消防訓練的燃料，包括手提式滅

火器 

V V V V V 

逸散排放源 廢棄物與廢水（污水）處理 V V V V V 

製程排放源 清洗化學品排放 V V V V V 

 

範疇二 

電力 由外面購買之電力 V V V V V 

場站外的冷氣、暖氣 由外面購買之熱氣 V V V V V 

 

範疇三 

第 1 類：購買的產品與服務 

機場營運者購買的產品及其生命週期

排放；以及第三方提供給機場營運者

之服務項目 

– – – V V 

第 2 類：資本產品 
機場營運者擁有之固定資產及其實體

碳排放 
– – – V V 

第 3 類：與燃料和能源有關

的活動 

機場營運者購買的燃油、電力與熱氣

之生命週期碳排放 
– – – V V 

第 4 類：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可能對機場不顯著，但仍在回顧中      

第 5 類：營運中產生的廢物 廢棄物和廢水 – – V V V 

第 6 類：商務旅行 機場營運者員工之商務旅行 – – V V V 

第 7 類：員工通勤 機場營運者員工之通勤 – – V V V 

第 8 類：上游租賃資產 
機場營運者之出租資產，但尚未包括

至範疇一/二之排放 
– – – V V 

第 9 類：下游的運輸和配送 可能對機場不顯著，但仍在回顧中 – – – – – 

第 10 類：售出產品的加工 可能對機場不顯著，但仍在回顧中 – – – – – 

第 11 類：售出產品的使用 

飛機主要引擎、APU，與維修之排放 

(等級三/三+只包括飛機起降階段，等

級四/四+/五則為飛行全程(單程)之碳

排) 

– – V V V 

第 12 類：售出產品的最終處

理 

可能對機場不顯著，但仍在回顧中 
– – – – – 

第 13 類：下游租賃資產 
機場營運者資產出租給第三方廠商之

能源與電力排放 
– – V V V 

第 14 類：特許經營 特許經營之排放 – – – V V 

第 15 類：投資 機場營運者投資資產之排放 – – –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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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訂定與達成排放減量之目標 

新的手冊總結適用於等級二以上機場之設定和實現各認證的排放減量目標的要求如表 2-

3。根據 IPCC 所設定之基準年應為 2010 年。若因缺乏完整的排放數據，各機場仍可訂定其他

適合的基準年份。在 2010 年後建立之機場，則可選擇第一個完整的營運年度為基準年。對於

未選擇 2010 年為基準年之機場，仍可參考表 2-4 中規定之百分比範圍，選定相符之目標。 

表 2-4 列出等級四與等級四+之減量目標建議，以 2010 年為基準年，溫度控制在 2 度時，

至 2050 年平均減量相較於 2010 年為 63%；而若以升溫控制在 1.5 度為目標時，則 2050 年則必

須達到零碳排放目標。而機場應以五年或十年為目標日期(如 2030 年或 2035 年)，長期目標應

至少在 10 年後，亦可設定至 2050 年達成。如機場之長期目標為 15 年以上，則應設置中期里

程碑，通常為 10 至 15 年。目標排放量與機場實際之排放量將每六年(一個週期)進行比較，當

年之排放量至多可允許 15%的誤差值。 

等級五須符合達成與設定淨零排放目標。等級五之目標須為絕對減量。目標須為範疇一與

範疇二之絕對 CO2e 排放減量超過 90%以上，於 2050 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並與 ISO 淨

零與(或)產業淨零承諾一致。並透過抵換方式移除超出之碳排。 

 

表 2-3 訂定與達成排放減量目標之要求 
 

 認證等級 

等級四/四+ 等級五 

目標類型 僅絕對目標 

目標範疇 

範疇一,2(強制性) 

範疇三(自願性)，包括飛機LTO 或

佔範疇一,2,3 總排放量(不包括 LTO 

及巡航階段)10%以上機場有顯著影

響力之汙染物。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CO2e 

 排放減量超過90%以上。 

 所有顯著的範疇三排放。並於2050年以前範

疇三排碳達到淨零；與ISO淨零與(或)產業淨

零承諾一致。 

目標總量 

排放減量之目標應與 IPCC 

1.5°C 或 2°C 的目標一致，或訂定

更嚴格標準。 

 維持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CO2e排放減量超

過 90%以上。 

 2050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與ISO淨零

與(或)產業淨零承諾一致。 

基準年 盡可能以 2010 年為基準。 

 範疇一/二盡可能最早以2010 年為基準。 

 基本上範疇三應與範疇一/二之基準年一致。

但若無資料，則範疇三可為較近之年份有完

整資料為基準年。 

目標日期 

應以五年或十年為目標日期(如 2030 

或 2035)。 

長期目標應至少在 10 年後，亦可

設定至 2050 年達成。 

如機場之長期目標為 15 年以上，

則應設置中期里程碑，通常為 10 

 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絕對CO2e排放減量超過

90%以上，並每年維護。 

 於 2050 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到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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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等級 

等級四/四+ 等級五 

至 15 年。 

排放軌跡 

機場需定義從申請年起至達成長期

目標期間之排放軌跡。 

機場必須用模式展現範疇一/二減量超過90%以上，

並持續維持。以及如何於2050年以前範疇三排碳達

到淨零。 

實現目標 

機場應無偏差的達成中期里程碑或

是長期目標。透過機場所提出之里

程碑或是年度目標之碳足跡來評估

其成果。 

 機場需達到範疇一/二減量超過90%以上，並每

年更新證明。於更新認證過程中，僅可1次偏移

其規劃，並透過抵換方式移除超出之碳排。 

 範疇三排放方面，機場需維護其長期目標與中

程里程碑。達成度將由機場每年評估，並每第

二次更新循環中由ACA行政人員確認。 

成果展示 

排放量與機場軌跡將於每六年( 一

個週期) 進行比 較，當年之排放量

至多可誤差 15%。 

 機場需達到範疇一/二減量超過90%以上，提交

稽查之年度碳足跡證明。 

 範疇三中程目標的達成需每年由機場維護。機

場的淨零藍圖需每第二次認證維護循環(每六

年)更新，申請認證維護過程中需展現長期目標

與里程碑之進度。 

(資料來源：ACI ACA 應用手冊，第 14 版，2023 年 12 月) 

 

表 2-4 以 2010 年為基準年時每個長期目標可能之目標總量 
 

目標年 目標總量 VS 2010 基準年(2°C) 目標總量 VS 2010 基準年(1.5°C) 

2030 –25% (–10% ~ –30%) –45% (–40% ~ –60%) 

2035 –34% (–21% ~ –39%) –59% (–55%~ –70%) 

2040 –44% (–33% ~ –48%) –73% (–70% ~ –80%) 

2045 –53% (–44% ~ –56%) –86% (–85% ~–90%) 

2050 –63% (–55% ~ –65%) Net Zero 

(資料來源：ACI ACA 應用手冊，第 14 版，2023 年 12 月) 

 

因此，為訂定一個實際的目標，考量未來基本情境排放，機場需要考慮的幾個要素如下：

機場的歷史排放量、預期未來之旅客數、預期飛機起降數的成長、計畫開發新航廈或跑道、聯外

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各種電力供應(如再生能源)、車輛燃油效率提高，不同燃料車輛組合(如電

動車、燃料電池)。 

(四) 碳管理計畫(Carbon Management Plan,CMP) 

等級五碳管理計畫須包括淨零承諾申明(Net Zero Commitment Statement)，須包括下列項目： 

1. 範疇一/二/三基準年之碳排，基本上所有範疇以同一基準年為最佳，但若無資料，可為

不同基準年； 

2. 目前的碳排須展現範疇一/二高於 90%以上之減量幅度，以及至 2030 年以前達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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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零碳排； 

3. 基準年、目前以及未來碳排，需用模式模擬展現其範疇一/二/三之碳排軌跡； 

4. CMP 須包括如何改善溫室氣體資料品質以及機場營運之溫室氣體管理過程； 

5.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須說明並納入排放軌跡模式中； 

6. 須包括利益相關者夥伴計畫，說明與利益相關者共同合作減少範疇三排放； 

7. 淨零藍圖總結上述結果、中程目標/里程碑、以及溫室氣體減量行動，需用一頁之淨零

排藍圖展現。此淨零藍圖須於每兩次認證期(每 6 年)更新。 

8. 機場需進行特定研究(如生命週期分析、能源效率研究等)，提供訓練予主要部門、計

畫管理者以及第三方，發展有效技能，整合能源與碳評估至既有之機場審計規劃。 

(五) 有關 ACI 亞太地區及機場環境倡議 

有關 ACI 亞太地區及機場環境倡議，本次會議對於環境調查和認可計劃，介紹了環境調查

的改進和挑戰，包括最高參與率和需要加強氣候變遷適應問題。討論了綠色機場認可計劃，強

調了其目的以及明年評審流程的變化，並討論了綠色機場認可計劃在促進環境卓越方面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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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小組成果 

機場環境永續是近年來國際持續關注之重要發展議題，國際機場協會(ACI)於 2021 年出版

「全球機場永續策略」(Sustainability Strategy for Airports Worldwide)建議環境永續(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與經濟永續(Economic Sustainability)三大面向發展主

要項目，協助機場制定整體之永續發展策略，以利機場永續發展措施與國際永續發展主題與目

標一致。 

依 ACI 全球機場永續策略定義，環境永續是指確保人們

以永續的速度消耗燃料、土地、原物料和水等自然資源，並限

制破壞性活動，涵蓋項目包括氣候變遷、能源與排放、水與廢

水、噪音、汙染(空氣品質、廢棄物等)及生物多樣性等。 

機場環境永續主要分為綠色環保與環境韌性兩個構面。其

中綠色機場係透過增加替代能源使用，降低航空業溫室氣體排

放量，以利機場可以低碳營運；環境韌性機場則是因應氣候變

遷，於機場設置調適性設施，以利降低災害風險，並減少噪音

與汙染對環境之衝擊。國際組織如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O)、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國際機場協會(ACI)已提出機場環

境永續發展管理機制、目標、策略或建議，因此桃園國際機場如何因應日益嚴重的環境氣候變

遷，達到永續經營目標，為未來永續發展為綠色樞紐最關鍵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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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場氣候變遷調適 

近年來全球在氣候變遷面向之討論，主要以「海平面升高」、「颶風強度增強」、「氣溫屢創

新高」及「極端強降雨」等四大環境議題為主。氣候變遷對機場而言是相當重要議題， 因為

極端高溫將損壞機場跑道，強降雨將導致機場航廈及跑道設施淹水，極端氣候更有機會造成旅

客滯留、產生安全疑慮、損壞機場聯外道路，更嚴重更導致影響機場安全、資產損失及營運彈

性降低等潛在後果，表 3-1 彙整國際組織對於推動永續管理機制相關作為之彙整說明。 

表 3-1 彙整國際組織對於推動永續管理機制相關作為 

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1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CAO) 

ICAO 於 2017 年出版「氣候韌性機場」(Climate Resilient 

Airports)，將航空所面臨氣候衝擊分為以下幾項：海平面上升

(Sea Level Rise) 、風暴潮(Storm Surge)、風暴強度增加(Increased 

Intensity of Storms)、平均溫度與極端溫度變化(Changes in Average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降水變化(強度和類型) (Changing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Type))、結冰條件不斷變化(Changing 

Icing Conditions) 、 多 變 化 的 風 (Changing Wind) 、 荒 漠 化

(Desertification)及生物多樣性的變化 (野生動物和生態系統) 

(Changes in Biodiversity, Wildlife and Ecosystems):。 

並建議可使用風險矩陣做為分析工具，使用與氣候影響相

關的風險指標，用以識別與評估氣候變化有關的潛在風險與改

進機會。通常是在限定的時間範圍內評估，若為更長時間範圍，

風險可能會增加。 

2 

國際機場協會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簡稱

ACI) 

    ACI 於 2018 年出版「機場對氣候變化的韌性與調適能力」 

(Airports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to Changing Climate)，協助機

場單位了解惡劣天氣事件相關風險，並進行風險評估，以確

定機場既有與新基礎設施的適應與操作狀況，包括挪威、澳

大利亞、香港、土耳其伊斯坦堡、荷蘭阿姆斯特丹與新加坡

樟宜機場，並提供潛在氣候壓力源對基礎設施與營運的影響

建議，列出已經開始致力於適應氣候變化的機場清單。 

    ACI 呼籲需要進行氣候變遷調適與評估作業，為氣候變

化做好隨時因應之準備，了解自身弱勢與不足，就氣候變遷

可能造成的災害提前規劃因應，以避免未來造成無法復原的

損失。ACI 對於各國機場對於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提出下列

幾點問題，用以評估機場適應氣候變遷的能力： 

(1) 組織內負責氣候變遷調適的單位為何? 

(2) 機場排水系統是否足以因應強降雨增加? 

(3) 如強降雨增加，可否持續保持陸側及空側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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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4) 航廈空調系統是否足以因應屢創新高之氣溫? 

(5) 電力系統是否因應極端氣候規劃特殊的維護作為? 

3 
美國運輸研究委員

會（TRB） 

根 據 TRB 在 機 場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Airpor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ACRP)2012 年出版的「機場氣候變遷調適與

韌性」(Airport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報告指出，大

約有 70%航班延遲係因天氣因素。 

近年來因強降雨、暴風與霜雪等劇烈天氣事件的頻率增

加，更劇烈影響航班的可靠度與機場營運、使用者便利性並

造成經濟衝擊。 

雖大部分的航班延遲原因與天氣因素有關，但美國大部

分的機場尚無將氣候變遷之影響納入營運的考量，故 TRB 鼓

勵機場營運單位建立有效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將調適策

略納入機場長期計畫，藉以提高現有的資產維護與改善作業

及相關數據蒐集的效益。 

4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

局（FAA） 

FAA 於 2015 年發布 ACRP 第 147 號報告「氣候變遷調適

規劃：機場風險評估」(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ning: Risk 

Assessment for Airports)，其目的在協助機場從業人員了解氣候

變遷可能對機場造成的具體影響，以制定計畫。 

氣候變遷對機場的影響程度取決於氣候變遷程度、機場

區位、機場的事前準備工作以及既有基礎設施的容受力或設

計標準等。透過圖 7 的架構可制定、實施和檢討機場的氣候

變遷調適與防災計畫，從初期界定利害關係人，至最終了解

氣候變遷的影響範圍，以利實施一套完善相應的計畫。 

 

本次會議討論亞太區機場減碳路徑的指南草案，該草案得到了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機場協

會和航空運輸協會的支持，目前由荷蘭機場顧問公司(Netherlands Airport Consultants，下稱 NACO)

的氣候變遷調適和復原力工作小組完成了第三階段研究，預計將在國際民航組織會議上進行討

論做出最終決定。 

2. 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概述 

講者介紹了 CAEP 的最新情況，特別是氮氧化物排放。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協助國際民航

組織理事會制定新政策和採用標準，推動環境議題上的做法，該委員會有 31 個成員國和觀察

員，其中 ACI 擁有觀察員席位，但沒有投票權，目前委員會是第 13 個工作週期，未來的工作

提案將提交給國際民航組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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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化、社會和包容性項目 

講者介紹了多元化、社會性和包容性項目，旨在了解該行業與其他行業相比的勞動力狀況。

該計畫將把機場與其他航空生態系統進行基準比較，並進行差距分析，ACI 將針對解決已發現

的差距提供建議。該專案正處於與顧問達成協議的最後階段，數據分析預計將於 2024 年底完

成。 

4. 明日機場計劃 

概述了「明日機場」計劃，重點關注能源基礎設施、融資和淨零目標。該計劃包括五個支

柱：能源中心、彈性、智慧和循環機場、SAP 供應和融資。目前正在舉辦圓桌會議和網路研討

會，以收集有關氫運輸白皮書和 SAP 財務報告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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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SG 研討會 

(一) 國際組織對於機場環境永續相關管理機制 

隨著疫後亞太區各國際機場運能逐漸復甦，注重前瞻及永續發展規劃之機場，無不積極投

入並配置資源，依據推動目標規劃未來環境永續發展策略，以利提升國際競爭力，下列表 4-1

就國際組織對於機場環境永續相關之管理機制進行彙整，以利未來機場於規劃永續及淨零相關

政策與決策之參考。 

表 4-1 國際組織對於機場環境永續相關之管理機制 

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1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簡稱 ICAO) 

(1) 航空碳抵消與減排計畫(CORSIA)： 

根據「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規範，國際航空碳

排放量的管理獨立於國家碳排放量之外，由 ICAO 負責管

理。 

A. 2010 年 ICAO 即已訂定 2020 年排放零成長(Carbon Neutral 

Growth)及 2050 年航空業碳排放量減至 2005 年一半之目

標。 

B. 2016 年第 39 屆大會中，ICAO 制定國際航空業碳抵換與減

排計畫(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CORSIA)，要求所有航空業者自 2019 年至 2035 年

間，每年進行國際航線排放監測、報告與查證作業。 

C. CORSIA 被視為全球國際航空業唯一市場機制，希望藉由適

當的排放基準設定與市場機制輔助，引導各國航空公司將

超過基準之排放量予以抵換，來達到控制全球航空業排放

的效果。 

根據 ICAO 所制定 CORSIA 機制之執行標準，國際航

空業 CO2 排放量，以 2019 年碳排為標準，2021 至 2023 年

需維持零成長，2024 至 2035 年需降至 2019 年的 85%，並

於 2050 年達到淨零目標。 

A. ICAO 規劃依 3 階段循序執行 CORSIA 計畫–2021～2023

年為試辦階段，ICAO 會員國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加入 

CORSIA 機制，並可自由選擇開始接受管制的年度。 

B. 2024～2026 年為第一階段，已參與試辦階段的會員國以

及自願加入第一階段的會員國將接受管制，惟與試辦階

段不同，參與第一階段國家不得任意選擇受管制年度，

而是 3 年均需參與 CORSIA。 

C. 2027～2035 年為第二階段，除具備豁免資格會員國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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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行決定是否加入，其餘會員國皆須強制參與。 

 

(2) 訂定長期目標(LTAG)： 

為實現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放目標，ICAO 於 2022 年

第 41 屆會員大會通過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並訂定長期

目標(Long–Term Aspirational Goal, LTAG)，建議各國： 

A. 營運操作方面，提升營運效率。 

B. 技術方面，發展新型推進技術。 

C. 燃料方面，使用永續航空燃料(SAF)、氫能、電力等多元

能源，以及相關輸送與儲存設備等，著手推動減碳工作。

但因為各國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及航空市場成熟度不一，

請各國自行評估制定可行減碳目標、策略及行動。 

2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簡稱 IATA) 

(1) 減碳目標與策略： 

IATA 第 77 屆年會批准全球航空運輸業於 2050 年實現淨

零碳排放的決議。航空業承諾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即全

球氣溫升幅不超過 1.5°C。為協助航空業朝向環境永續發展，

IATA 建立 3 項減碳目標； 

A. 包括 2009~2020 年間，燃油效率平均每年提高 1.5%。 

B. 2020 年碳排放達到零成長。 

C. 2050 年碳排放量減至 2005 年之半。 

並建議 4 大策略： 

A. 科技技術提升方面，針對機身重量、引擎改進、再造環

保技術，減少耗油和碳排放量技術進行改善； 

B. 改善基礎設施方面，改善機場備航時之基礎設施及其管

理資訊系統； 

C. 有效飛行操作方面，有效進行飛機之起飛、降落與巡航； 

D. 單一全球市場策略方面，填補碳排放之落差。 

 

(2) 永續航空燃料(SAF)產量目標： 

IATA 上述決議要求所有利益相關者，承諾以具體行動

及明確時間表解決其政策、產品和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包括： 

A. 燃油生產公司大規模、具有成本競爭力的將永續航空燃

料(SAF)推向市場； 

B. 政府與空中導航服務提供者(ANSP)消除空中交通管理

和空域基礎設施低效率； 

C. 飛機與引擎製造商生產效率更高的機身及推進技術；  

D. 機場營運商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以經濟高效方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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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SAF。 

3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簡稱 ACI) 

(1) 機場碳認證計畫(ACA)： 

ACI 於 2009 年建立機場碳認證計畫(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 ACA)，為國際間唯一被認可的機場碳排放

管理認證標準，鼓勵會員機場推動節能減碳，屬於長期

性質之計畫。 

透過機場揭露及認證溫室氣體排放量，逐步減量改

善，並將環保意識推展至相關業者和民眾，並經獨立評

估及確認機場在管理及減碳成效，頒予證書鼓勵會員機

場推動節能減碳，期望透過機場管理機制以降低碳排放

量。 

「國際機場協會」（ACIACI）轄下的「機場碳認證計

畫」（ACAACA），已於 2023 年 12 月公告最新之認證指

引，並將 ACA 認證更新為 7 個等級，分別為：等級一：

碳盤查( Mapping)；等級二：碳減量(Reduction) ；等級三：

優 化 (Optimisation) ； 等 級 三 ++ ： 碳 中 和  (Carbon 

Neutrality)；等級四：轉型 ( Transformation)；等級四++：

變革及等級五。 

桃園國際機場自 2018 年起，已持續取得 ACA 等級

三認證，目前正戮力爭取等級四之認證。 

 

(2) 綠色機場評比(GAR)： 

ACI 為減少航空業對環境的影響，於亞太區推廣最

佳環境實踐，並考量個別機場的特殊性，自 2017 年起，

每 年 以 不 同 主 題 進 行 綠 色 機 場 評 比 (Green Airports 

Recognition, GAR)，競賽機場以不同規模進行評比與審

核。 

經評比選定機場，將刊登在綠色機場表彰出版物中。

傑出的機場將獲得由 ACI 頒發之永續發展證書，並應邀

參加 ACI 亞太地區大會之頒獎典禮，同時於 ACI 相關新

聞宣傳活動中公開表彰，以鼓勵會員機場推動節能減碳，

促使其逐漸邁向綠色機場之列。 

 

(3) 亞太及中東機場淨零排放倡議計畫 

2021 年 6 月 8 日各大國際機場發表公開聲明，共同

承諾機場到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ACI 並敦促各

國政府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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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際組織名稱 推動永續管理機制 

2022 年 5 月 18 日 ACI 於亞太區年會提出亞太區的

亞太及中東機場淨零排放倡議計畫，並做成決議，目前

已有 23 個機場承諾於 2050 前完成淨零排放的目標。亞

太及中東機場淨零排放倡議計畫包含以下內容： 

A. 實現淨零排放目標除各大機場的努力外，亦應尋求跨國

的合作。 

B. 執行策略及方式，必須考量該國現有政治、經濟環境以

及碳管理機制的成熟度擬定適當的計畫。 

C. 各項投資的成本必須透過多方的合作，以順利取得所需

的資金。 

D. 透過機場碳認證計畫的驗證機制、技術文件及規範的引

導，協助各大機場逐步執行減碳及淨零排放的工作。 

E. 向公眾宣傳減碳策略及績效，提高公眾的減碳意識及氣

候變遷的認知，並呼籲公眾一同參與減碳行列，為達到

淨零排放目標必要因素。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二) 標竿機場減碳及環保措施案例探討 

在標竿機場減碳及環保措施案例中，本報告選取 3 座機場作為個案探討，分別為仁川機場、

樟宜機場、香港機場。主要關注 7 大議題：能源效率、車輛設備電動化、智慧監控、再生能源

及儲能、廢棄物管理、綠建築及機場合作夥伴管理。案例機場在各議題的措施彙整如表 4-2。

車輛設施電動化、發展太陽能、廢棄物管理及機場合作夥伴管理等措施已被機場廣泛採用，而

在智慧監控、廚餘與剩食方面則較少機場針對其著墨。此外，大部分機場都將使用 SAF 作為期

中長期減碳的策略之一，在案例機場中以仁川機場實施 12 項措施為最多，同時也是所有機場

之最。然而，實施措施多寡與節能成效之優劣並無絕對關係，各機場仍須依照自身風險評估及

調適措施計畫之優先順序進行其永續發展工作。 

各機場在提升能源效率的作為主要是透過更換設備來提升能源效率，例如 LED 燈、冷暖

空調設備及部分零件與電信和資訊科技設備等，營運操作面則有綠色機坪、CDO、ACDM、A-

SMGCS、BEMS、溫度控制等措施，其中仁川機場實施多達 5 項為所有機場之最。 

車輛設備電動化方面，所有機場均將其作為邁向淨零排碳的主要措施之一，而除引進電動

車、擴建充電站之外，將地勤支援設備電氣化也是常見的作法。仁川機場則發展燃料電池與氫

能源車輛與設備。而有些空側柴油車輛在無法電動化前，則使用生質柴油作為中程措施。 

再生能源及儲能方面，太陽能光伏發電是最廣為採用的措施，個案機場中(如香港機場、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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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機場等)均使用生質柴油作為無法電動化柴油車之燃料，仁川機場則有含水層熱儲能及地熱

發電。各機場在廢棄物管理方面，各機場主要是從廢棄物的分類、處理系統、回收設施以及改

造再利用著手改善，除源頭減廢外，「循環經濟」已是機場廢棄物管理的核心概念，並強調與

機場合作夥伴共同減少廢棄物的重要性。 

在綠建築方面，對於已有建築來說，對其進行改造(如加裝太陽能發電等)是更適合提升建

築物綠能的作法，而對於新建築來說，在設計之初將環保綠能納入考量，或直接依照相關認證

標準來設計、施工，是更適合的作法。各機場在合作夥伴管理方面，主要是進一步減少範疇三

的排放，並透過自身影響力，使機場合作夥伴跟進減碳行動，以及制定相關法規與合作新技術

的研究與應用等。 

表 4-2 案例機場各議題措施彙整 

議題 主要措施 仁川機場 樟宜機場 香港機場 

能源效率 

更換設備 V V V 

提高能效 V V  

能源管理 V V  

改善營運操作 V  V 

車輛設備電動化 電動化 V V V 

智慧監控 智慧監控 V   

再生能源及儲能 
太陽能 V V V 

其他 V  V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理 V V V 

廚餘與剩食   V 

綠建築 建築設計與認證 V V V 

機場合作夥伴管理 機場合作夥伴管理 V V V 

其他 
碳抵換    

使用 SAF V V  

總計(項) 12 9 9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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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川國際機場—促進航空業永續航空燃料(SAF)發展及執行策略 

 

 
 

(1) 環境永續目標與規劃 

躍升爲全球最佳 ESG 樞紐，創新發展推進以人爲本的經營，爲從能源消耗飛躍爲

能源自立機場，至 2040 年實現低碳環保機場，並將再生能源轉換率達到 100%。 

(2) 環境永續行動與措施 

A. 使用永續燃料(SAF) 

仁川機場正在改善基礎設施，建立 SAF 供應系統。 

B. 安裝加氫站 

2023 年 2 月，空中巴士(Airbus)宣布與韓國液空(Air Liquide Korea)、大韓航空

及仁川國際機場公社合作研發第一代氫動力飛機，仁川機場並協助建設所需相關

設備，仁川機場的目標就是成為全球機場節能減碳的領頭羊。作為亞洲第一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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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球再生能源倡議(RE100)的機場，仁川機場截至 2021 年為止，已安裝 2 處加

氫站。機場擁有韓國最大規模的電動和氫能汽車基礎設施。 

 

C. 擴建及安裝高效能太陽能發電設施 

自 2006 年以來不斷擴建和安裝太陽能發電設施，以應對氣候變遷及能源供

需波動。截至 2022 年，機場的太陽能發電設施容量為 10,497 千瓦，由於 2022 年

營運能力的擴大，產量增加 43%，達到 12,698 兆瓦。第 2 航廈長期停車場和貨運

大樓停車場正在安裝新的太陽能發電設施，容量分別為 1.4 兆瓦和 2.5 兆瓦。仁

川機場截至 2021 年為止，已安裝 10.5MW 太陽能發電設備、8MW 地熱發電設

備，88 個電動車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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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引進再生發電設施及購買綠色電力 

仁川機場正透過引進再生發電設施和購買綠色電力，向零能源機場邁進。 

E. 機場車輛改裝為綠色車輛 

仁川機場將所有直營商務車輛和接駁巴士全改裝為綠色車輛。並加速柴油設

備綠色改造，充電基礎設施正在建設中。 

(3) 參與碳認證計畫與綠色機場評比 

仁川機場已取得 ACA 等級 3 認證。 

2.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永續發展流程 

 

 
(1) 環境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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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在 2030 年實現零碳成長，即使業務成長，碳排放量也將限制在 2018 年水準，

並積極探索提高航廈建築能源效率方法。 

(2) 環境永續行動與措施： 

A. 使用永續燃料(SAF)： 

提高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之比例。2022 年已進口 SAF，2022 年 7 月中開始

於新加坡機場供航機添加，試行「永續航空燃料碳信用計畫」，並正在建立本土 SAF

供應鏈。另外，自 2022 年第 3 季開始，從新加坡起飛的新加坡航空和酷航客機

都採用混合燃油驅動引擎，並和航空公司、業界和政府機構合作，加速 SAF 在機

場的使用，推展永續的航空旅遊。 

B. 研議氫能源轉型： 

評估設立氫樞紐基礎建設需求，及利用氫燃料電池做為機場供電使用。 

C. 節約能源及自產自用： 

推動屋頂設置太陽能板，預計於 2024 年減少 20%碳排放量；並至 2020 年已

全面汰換燈具為 LED 燈，預估可節省 50%電量。 

D. 廢棄物管理： 

 
鼓勵良好的回收實踐，實施有效的廢棄物收集系統優化廢棄物管理。 與承包

商、機場合作夥伴和清潔工的密切合作和溝通，找到更有效利用廢棄物資源機會；

機場回收多達 5,640 公斤的電子廢棄物，並提升 13.5%的焚化廢棄物的使用效率；

營運提倡循環利用，例如在修復飛機停機位時回收混凝土及對園藝廢物進行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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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水資源管理： 

採用水優化策略，減少用水量並提高用水效率；減少所有領域的飲用水和非飲

用水使用；廁所改裝節水配件，有漏水報告和維修管理系統，確保及時通報故障；

建築冷卻系統、雨水也被收集，用於灌溉和清潔。 

F. 增加氣候調適能力： 

透過早期規劃確保對氣候變遷的長期抵禦能力，從而以最大限度減少潛在的脆

弱性和營運連續性風險，並在降雨強度增加、海平面上升、環境溫度較高、閃電頻

率增加及風速、風向等 5 個重點領域，制定風險門檻值及減緩措施。 

(3) 參與碳認證計畫與綠色機場評比： 

樟宜機場已取得 ACA 等級 3 認證。 

3. 香港國際機場—淨零目標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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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永續目標與規劃： 

承諾成為全球最環保機場，長期目標為 2050 年底前達到淨零碳排放，中期目標為

到 2035 年減少實際排放量 55% (以 2018 年為基準)。 

(3)  環境永續行動與措施： 

A.  機場碳足跡分類管控 

香港機場管理局與主要航空業相關業務夥伴共同承諾，於 2050 年年底前在香港

國際機場達至淨零碳排放，同時亦訂下中期目標，以 2018 年為基準，到 2035 年減

少實際碳排放量 55%。為達到此目標，正努力從多方面着手減少機場的直接和間接碳

排放，並以機場碳足跡分類管控。 

 
B.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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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顯示，範疇一排放量極小。範疇二的排放量很大，約

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30%。業務夥伴的範疇三約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40%。香港

機場將持續根據 ACA 等級四驗證之相關規定進行報告，並計劃擴展溫室氣體盤查類

別共 15 類。 

 

C.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方案 

電氣化路線圖和地面支援設備共享計劃：香港機場持續以電氣化和再生柴油的使

用作為碳減量的關鍵策略，目標是到 2030 年達成 100%電氣化，並推動全球機場惟一

的「地面支援設備共享計畫，下稱 GSE」以同等電力設備取代了舊的柴油動力設備。

該行動方案取得了成效，計劃中包括 2250 輛 GSE，到 2018 年 95%為電動車。香港機

場正在將該計劃擴展到第一航廈，並計劃為第二航廈的所有 GSE 提供電氣化。 

 

D. 自主車隊與電動車充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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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正在開創大規模的自動駕駛車隊，包括自動拖拉機、巡邏車和接駁車。

自動駕駛汽車的優點包括低排放、高效路線以及中央指揮中心的輕鬆控制。針對電量

來源部分，持續擴大其電動車充電網絡，以因應 2030 年全電動化的目標。 

 

E. 再生柴油試點和業務合作夥伴支持 

香港機場導入再生柴油作為作業車輛全電氣化的過渡燃料，並已啟動 12 個月試

行，在非關鍵設備中使用 100%再生柴油。該計劃得到了 2,000 萬美元基金的支持，以

幫助合作夥伴支付與再生柴油相關的綠色溢價，該試行計畫得到了合作夥伴的支持，

其中六家已經提交了申請。香港機場正在與貨運站和殼牌等合作夥伴合作，爭取在

2028 年建立穩定的再生柴油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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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空氣品質監測 

透過在機場島上設立兩個空氣監測站及另一個設於沙洲的監測站，監測機場周邊

地區的空氣品質，並在網站上提供資訊。機管局亦採取機場管制區車輛電動化、地勤

設備共用計畫及自動駕駛運輸系統等手段改善。 

G. 環保設計及建築 

推行環保機場設計及建築策略要求，在由機管局、專營服務商及其它業務夥伴合

作執行的項目中，貫徹納入環保設計原則與可持續建築技術，以應對氣候應變能力、

能源效益及其他風險因素等 問題，盡量減少整個項目期間的負面環境影響。 

H. 管制噪音 

自 2017 年起推行飛機音量管制配額計畫，就不同噪音水準機種在夜間運作訂定

規定，並就臨時雙跑道系統運作制定緩解飛機噪音程序。另外，車輛電動化亦能明顯

減少地面交通噪音。 

I. 增加氣候調適能力 

訂定香港國際機場 2050 年淨零碳排放承諾，依據香港國際機場 2035 年減碳藍

圖，推動機場加速減碳進程。 

(4) 參與碳認證計畫與綠色機場評比 

香港機場 2013 年於亞太區首先獲得「機場碳排放認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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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CA Level 5 機場碳認證計畫辦理進度  

(一) 機場碳認證計劃的發展和擴展 

講者說明 2009 年機場碳認證計畫的啟動，該計畫是在歐洲監管壓力和機場展示其氣候

措施的需求推動下啟動的。該計劃始於歐洲，並在全球擴展，歐洲以外的首批地區是亞太地

區和中東。重要的里程碑包括亞太地區首個機場於 2011 年 11 月獲得認可，隨後非洲於 2013

年 6 月獲得認可，北美於 2014 年 12 月獲得認可。為了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該計劃已

取得顯著增長，分別於 2020 年和 2023 年推出第四級和第五級。 

(二) 機場碳認證的等級和要求 

會議中詳細介紹了不同級別的認證，從一級（涉及製定碳足跡和公共政策）到五級（要

求到 2050 年實現並維持範疇一和範疇二減排以及範疇三淨零排放）。第三級引入了與第三

方的合作，而第三級+則要求抵消範疇一和範疇二排放。 

該計劃旨在保持行動方案的推動並與所有機場駐站的單位共同合作，無論其規模或位置

如何。認證過程包括收集可靠數據、設定減排目標和製定碳管理計畫。該計劃持續成長，截

至 2024 年 5 月，全球已有 551 個認可的機場，並且在亞太和中東等地區成長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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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綠色機場評比 

 

《2025 年綠色機場認可：機場的永續能源》 

機場處於全球減少碳排放努力的前沿，透過採用再生能源和提高營運效率等措施推動航空

業轉向永續能源管理。為了實現《巴黎協定》將全球暖化限制在 1.5°C 以內的目標，排放量必

須在 2030 年之前減少 45%，並在 2050 年之前達到淨零排放。ACI)與成員合作，也宣布了到 

205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的目標。正如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和 ACI 所強調的，航

空業佔全球人為碳排放量的 2–3% 隨著空中交通量的持續增長和其他行業加速減碳努力，預

計航空業在全球碳排放量中所佔的份額增加。 

儘管航空業僅佔總排放量的 2% 左右，但由於機場範圍 3 排放量所佔比例很大，機場營

運商在引領和展示減緩氣候變遷行動方案方面處於獨特地位。機場可以與航空公司和地勤服務

提供者等利害關係人合作，推廣創新新技術，減少範圍 3 排放並提高機場營運效率。 

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機場可以展示其在減少航空碳足跡和透過永續能源管理實現淨零排

放方面的創新行動方案，例如採購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氫氣、地熱）/電能、採用環保能源

解決方案進行營運、促進永續航空燃油（SAF）或其他提高機場能源效率的方法。透過與航空

公司、政府和產業利益相關者合作，機場可以在永續能源領域發揮主導作用，確保航空業的未

來更加環保。 

2025 年綠色機場認證為亞太和中東地區的機場提供了展示其永續能源管理創新措施的機

會，同時減輕了氣候變遷的影響。本年度有關綠色機場評比，邀請亞太地區和中東所有符合條

件的機場，分享他們在「機場的永續能源」方面的相關措施和工作項目，包括供應鏈管理、塑



 

38  

料廢物回收和循環或禁止政策行動方案。 

(一)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是 ACI 亞太和中東機場的活躍會員 

2. 申請人必須完成 2023 年環境調查 

3. 在過去五年內完成（2020–2024） 

(二) 申請方式： 

將填妥的申請表提交給 ACI 亞太區代表進行審查並做後續評比工作。 

(三) 重要時程： 

1. 提交截止日期：2024 年 12 月 23 日中午 12:00 香港時間 (GMT+8) 

2. 結果公佈：2025 年第一季 

3. 頒獎典禮：ACI 亞太及中東地區大會，會議及展覽（印度新德里） 

(四) 評審過程和標準 

1. 資格審查：ACI 亞太地區代表，將審查所有申請的資格（項目完成日期、規定的字數限

制等）。 

2. 專家學者審查：每個符合條件申請機場提交之申請書，將由 ACI、全球機場環境領域的

學術界和專家組成之專家學者審查小組，根據評審標准進行評估。提名的環境項目將根

據以下七個標准進行評估，評分範圍為 0 至 4（4=優秀；3=良好；2=滿意；1=一般；0= 

無證據）。 

(1) 環境意識和利益 

(2) 公司管理層參與 

(3) 成本效益 

(4) 創新 

(5) 利益相關者參與 

(6) 社會效益 

(7) 適用性 

(五) 獎項類別 

1. 根據評審標準，頒發金獎和銀獎，授予參與評比之機場中，得分最高的三個機場。 

2. 經評比選定機場，將刊登在綠色機場表彰出版物中，傑出的機場將獲得由 ACI 頒發之可

持續發展證書，並應邀參加 ACI 亞太地區大會之頒獎典禮，同時於 ACI 之相關新聞宣

傳活動中公開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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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公司於邁向標竿機場的路徑上，2050 年淨零排放亦為應積極投入的重要課題，近年本公

司已推動多項節能減碳的行動方案，有效降低單位旅客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成果獲得多項

ISO 國際認證資格，此外亦自 2019 年起連續 4 年獲得綠色機場評比的肯定。本次環境委員會

主軸圍繞在氣候變遷對於地球環境的影響，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對機場營運的衝擊，2050 年淨零

排放為重要的關鍵指標。 

智慧化機場發展，如電氣化及智慧化營運的導入，機場經營必須以「智慧城市」一樣的思

考模式，利用現有科技應用解決方案，如人工智慧(AI)、自動化營運管理系統、自助行李托運

系統、空側作業車輛電氣化、停車場管理系統、航廈空調冰水主機汰換，換跑道照明、滑行道

整建、停機坪和空橋設施地面電力系統改善等，其他關鍵基礎設施設備汰換工作，藉此優化機

場服務旅客的作業，進而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本公司刻正規劃 2050 年淨零排放路徑，並作為取得 ACA Level 4 認證之基礎，與以往執

行策略及 Level 3 認證範圍之最大差異，為應增設中長程執行方案及目標， Level 3 僅需訂定

短期的相對減碳目標，並可以動態指標作為檢核基準，未來除了訂定長期目標及中期檢核點外，

同時將關注國際趨勢、國內政策及減碳技術發展等資訊，滾動檢討目前的執行策略及淨零排放

路徑，此外未來第三航廈及第三跑道啟用後，客、貨運量及航機架次的增加，亦將為未來溫室

氣體排放減量的一大挑戰，除了精進本公司執行策略外，機場園區內駐機場單位配合執行節能

減碳計畫，並提供相關溫室氣體排放資料，成為本公司在邁向淨零排放目標上最具挑戰性之課

題。 

二、建議 

(一) ACA 認證： 

ACA 依據全球減碳趨勢，已於 2023 年 12 月正式公告新的認證指引，以呼應 2050 年機場

淨零碳排放(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的願景。由於新的認證等級四：轉型(Transformation)、等級

四+變革(Transition)，皆必須依循 IPCC 減碳路徑，達成絕對減量目標，因此建議後續應專案蒐

集包含第三航廈等未來主要發展藍圖之能源使用情境，進行減量目標及減量路線(reduction 

trajectory)之研析，以評估進一步爭取更高認證等級之可行性。 

(二) 焚化爐排放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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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環保標竿機場，皆已宣示將逐步達成零廢棄物之目標；而就本公司現況而言，廢

棄物焚化之排放量已達近總排放量之 15~20%；建議應掌握廢棄物之產生流向，並加強推動廢

棄物 3R(Reduce、Recycle、Reuse)減量之力度，進而評估中長期將廢棄物焚化業務委外處理之可

執行性。 

(三) 設備電動化 

綜觀國際機場減碳倡議可知，空側機具之電氣化已成為核心減碳策略之一，並可同時獲得

改善當地空氣品質(LAQ)之益處。因此，建議應持續規劃公務車之低碳電動化以外，亦應參採

香港機場、仁川機場等國際機場經驗，著手推動空側各式「地面支援設備(GSE)」之低碳化、電

氣化作業，作為長期減碳策略之一環。 

(四) 再生能源引用 

除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逐步規範用電大戶之綠電使用義務外，ACI 等國際組織及各國

政府也已將再生能源列為機場之減碳主力政策。鑒於桃園機場本身腹地面積受限及飛航安全等

因素，不易大規模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因此建議宜參照分散化發電概念，找尋台灣各地可

取得綠電憑證之獨立發電業者，洽談長期購電之合作模式，以解決未來守規性、碳中和等議題

之需求。 

(五) 推動主要耗能設備之效能檢測 

本公司目前之「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主要集中於第一航廈及第二航廈之空調主機。而由

於部分機組使用年限較長，即使在維護處已妥適提供完整之維護保養情況下，考量空調主機之

設計、製造技術之翻新，因此判斷現行空調主機之能源效率，存在相當程度之改善空間。因此，

為因應「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對於空調設備之節能要求，建議可優先針對「重

大能源使用設備」，採專案計畫方式進行機組能效量測作業，以利依據能效數據，進行設備之

操作策略、汰舊換新等節能措施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