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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赴海外研習係由國家文官學院安排近年參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學員

前往海外研習，以延續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成效，擴大公務人員國際視野。行程

安排學員赴比利時聯邦政策與支助公共服務部（簡稱BOSA）、歐洲議會、聯邦公共服務經

濟部、食品鏈安全局、財政部海關及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務管理局等具競爭優勢之政府部門

與績效卓著之機構參訪。 

本研習報告係由本梯次參訓學員分數個小組個別研究後將所得撰寫成報告，本小組將

研究訂在此行參訪機構之一--比利時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主因為該港係比利時第一大港、

歐洲第二大港口，安特衛普港與高雄港之規模及營運實績相近，營運策略也相似，且同為臨

港工業聚落所在地，全球前 10 大化工廠中有7 家於安特衛普港區內設廠，且該港於2016年

與我國高雄港簽訂有合作備忘錄，安港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且成績卓著，殊值我國高雄港實行相關永續發展政策參考。 

 

圖 1 參訪比利時聯邦政策與支助公共服務部（B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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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參訪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務管理局 

圖 3 參訪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務管理局--港口配置及營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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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永續發展為我國所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為追求我國積極邁向永續發展，並回

應全球永續發展行動，且與國際接軌，同時兼顧在地化的發展需要，我國於西元 

2016 年啟動研訂「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作業。「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

：永續會）」於西元 2016 年第29 次委員會議決議參考聯合國 SDGs 研訂「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為解決全國貧困、健康、教育與疾病問題， 2000年於「千禧年會議」提出下列

8項「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並為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奠定基礎1：1、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2、實現普及小學教育；3、促進性別平等並賦予婦

女權；4、降低兒童死亡率；5、改善產婦保健；6、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以及其他疾

病對抗；7、確保環境的永續性；8、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惟聯合國於2015年檢視MDGs執行成效時，發現各國仍有進步空間，且時值全球暖化嚴

重，遂於2015年9月舉行之「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將8項MDGs發展為17項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核心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2。193個與會

國家同意於2030年前，努力達成下列SDGs17項目標（如圖１）：1、終結貧窮；2、消除飢餓

；3、健康與福祉；4、優質教育；5、性別平權；6、淨水及衛生；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10、減少不平等；11、永續城鄉

；12、責任消費及生產；13、氣候行動；14、保育海洋生態；15、保育陸域生態；16、和平

、正義及健全制度；17、多元夥伴關係。 

2021年10月13日時任副總統賴清德，出席「2021台灣永續發展目標論壇開幕式

暨頒獎典禮」時表示，永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間交流的共同語言；永續發展的目標

，也是臺灣躋身世界的通行證，更是讓臺灣產業轉型的解方。強調永續發展是一條

不悔的道路，也是不得不走的道路；期許企業界與政府一同努力推動永續發展，讓

                                                 
1 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2003）。990期，取自：https://enews.nhri.edu.tw/latest/9310/ 
2 United Nations. 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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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躋身國際。2024年10月24日總統賴清德主持「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第2次

委員會議」，他在會中提到二次能源轉型，要求全民、企業「深度節能」。「我們

的戰略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與韌

性。除了要發展多元綠能來開源，我們更要推動深度節能，以及促進儲能技術的應

用，促進下一代產業的轉型和發展，強化台灣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機制，並且尋求

永續的綠色成長機會，穩健邁向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擘劃出我國未來永續發展的

方向，應要兼顧環境正義、經濟公正轉型、社會包容的包容性綠色成長（inclusive 

green growth）方向前進。」 

 

國際型港口通常與城市相互依存，不但肩負經濟發展之責，亦須對港口環境與社會作

權衡。船舶因進出頻繁，連帶造成海域污染及生態衝擊，同時也與周邊社區之建康發展衝

突。故近幾十年來，全球各大航運國將「友善環境」列為發展重點之一，美國與澳洲等國

稱為「綠色港」（Green Port）；歐洲及日本等國則稱為「生態港」（Eco Port）。「國際港

埠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於2017 年提出建置「世界港口永續

方案」（WPSP），以1、數位化；2、基礎設施；3、健康、安全與保全；4、環保；5、建

圖 4 聯合國 17 項 SDGs 目標 

資料來源：https://globalgoals.tw/ 

https://tw.news.yahoo.com/tag/%E6%B0%A3%E5%80%99%E8%AE%8A%E9%81%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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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港區社群；6、氣候與能源，實現17項SDGs，以對接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
3
，推動港

口永續發展，強化供應鏈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4。 

文官學院安排學員參訪之比利時第一大港安特衛普港，此港亦為歐洲重要之貿易航線

，然因該港地理位置過於內陸，漸不敵臨近港口而競爭力逐漸下滑。2019年安特衛普和澤

布呂赫（Zeebrugge）兩港口開始談判合併案，於2021年2月12日正式宣布合併，新名稱為「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Port of Antwerp-Bruges），現已成為歐洲第2大港口。 

合併後的安特衛普─布魯日港（以下簡稱安港）亦成立新的港務公司，員工計有1,700

名，全員以打造與人類、經濟及氣候共融之國際級且具永續性之港口為使命，並以聚焦於

「經濟」、「氣候」及「人類與環境」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回顧我國第一大港為高雄港，自1986年開港以來，曾是亞洲第三大港口，惟因中國港

口興起，加上東南亞國家發展自行發展港口，高雄港排名逐漸下滑5。為因應營運轉型，自

1990年開始進行「高雄港埠整體發展計畫2020策略主 計畫」，全盤考量如何兼顧「經濟、

社會、環境」之需要，發展永續港口。2018年提出TRANS－ SMART計畫，涵蓋海側、陸

側兩大構面，各項具體行動方案，提升港口競爭力，達到「環境永續、產業永續、企業永

續」的目標。2011年成立港務公司，陸續依高雄港之地域特色與營運定位，進行軟硬體工

程建設，並於2016年與比利時安港簽署合作備忘錄
6
。 

比利時安特衛普─布魯日港與我國高雄港同為臨港工業聚落，且營運策略相似，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爰本研究報告以兩港口永續發展目標之實踐層面，藉由分析比較，並提

出建議，作為高雄港實踐永續發展目標政策之參考。 

                                                 
3 陸曉筠、張展榮、蔡宗勳（2021）。港口對接聯合國永續方案之規劃及建設。工程雜誌，91卷 3期，

第 25-36頁。 
4 劉仲祥、陳伯錚、黃盈婷（2024）。國際港埠協會推動永續發展之趨勢，2024年 5月 2日，取自 

https://www.find.org.tw/index/indus_trend/browse/60f3446a11d3a0721aed56c084b5eabe/   
5 臺灣港務公司。洲際樞紐、魅力觀光，高雄港永續發展的蛻變之路。天下雜誌網站，2022年 7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1849  
6 臺灣高雄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公司與安特衛普港簽署 MOU奠定合作基石，2016年 7月 21

日。取自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News_Content.aspx?n=4E4437C60EA3BF8E&s=DCBAE2C787F399E9&rss=
E613E47A83EAC516  

https://www.find.org.tw/index/indus_trend/browse/60f3446a11d3a0721aed56c084b5eabe/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1849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News_Content.aspx?n=4E4437C60EA3BF8E&s=DCBAE2C787F399E9&rss=E613E47A83EAC516
https://www.twport.com.tw/chinese/News_Content.aspx?n=4E4437C60EA3BF8E&s=DCBAE2C787F399E9&rss=E613E47A83EAC516


6  

參、研習行程 

本次海外研習行程自9月6日至9月15日止（扣除前後搭機交通時間，實際機關參訪

5日），赴比利時參訪聯邦政策與支助公共服務部（簡稱BOSA）及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等7

個政府或標竿機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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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比利時標竿機構研習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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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與高雄港永續發展目標之分析比較 

（一）致力於港口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共存 

1、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安港（Port of Antwerp-Bruges）在穩定發展港務營運基礎上，希望實現永

續發展。2001年，港口管理局與自然保護組織Natuurpunt 7簽訂了一項協議。 

對Natuurpunt組織而言，與所有港口參與者、法蘭德斯區（Flanders，比利

時的三個大區之一，位於比利時北半部，通行荷蘭語）公共部門行政機構和

科學界合作，對於法蘭德斯和西歐許多港口而言，這是看似矛盾的利益追逐

性質與港口發展如何調和的典型例子。 

港口管理局與Natuurpunt合作，制定了物種保護計畫，以保護在港區內生

活的90種植物和動物物種。此外，還為港口特有的動植物物種建立了一個生

態基礎設施網絡，創建魚類產卵區。這個綠色走廊連接了港區內的自然區

域，確保這些物種的存續，造就出港口的生物多樣性，同時能兼顧駐在港區

企業的發展。 

港口管理局也與Groot Saeftinghe邊界公園合作，啟動了一個農業創新基

金，為當地農民提供實驗自然友好型農業的機會。在這方面，港口管理局支

持港區願意調整農業活動的農民項目，以便在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同時，也能

實現經濟上的盈利。 

2、高雄港 

高雄港在推動港口營運發展的同時，同步積極致力於自然環境保護，亦

配合國家政策達成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力求實現經濟成長與生態保育的平

衡。以下是高雄港在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存的具體作法： 

（1）綠色港口發展 

                                                 
7 比利時的一個主要非營利組織，主要活躍於弗蘭德地區，致力於保護自然區域及生物多樣性。該組織

於 2001年由兩個自然保護團體合併成立，目標是保護自然景觀、促進環境永續發展，並提高公眾對自

然保護的認識。Natuurpunt網站 https://www.natuurpunt.be/（檢索日期：2024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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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積極推動「綠色港口」的理念，通過一系列環保措施來減少港口運

營對環境的影響。包括使用環保技術與設備，降低能源消耗與氣體排放，並優

化港區的能源使用效率。高雄港智慧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利用AI與科學治理方式進行能源管理，提升能源使用效率。EMS系統幫

助高雄港控制用電負載，調節尖離峰用電負載，並整合分散式再生能源系統及

儲能系統，維持港區供電穩定度。港口內部也持續進行節能設備的升級，例如

採用LED照明和太陽能板，並建設節能辦公設施和倉庫。 

（2）海洋生態保護 

為了減少港口作業對周邊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高雄港投入資源進行港區

水質監測和污染防治，確保港區廢水排放符合環保標準。港口設置油污收集系

統，防止船舶作業過程中的油污泄漏進入海洋。高雄港也參與沿海生態修復計

畫，透過保護紅樹林、修復珊瑚礁等措施，恢復港口周邊的海洋生態系統，為

海洋生物創造更健康的棲息環境。 

（3）岸電設施與減少船舶排放 

高雄港加快建設岸電設施，允許停泊中的船舶接入港口電力系統，取代燃

油發電，減少船隻在停泊期間的碳排放和廢氣排放，從而減輕對港口和周邊環

境的影響。與此同時，港口鼓勵船舶使用更清潔的燃料，並加強船舶氣體排放

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空氣污染。 

（4）港區綠化與生態景觀提升 

高雄港積極推動港區的綠化工程，增加港區內外的綠色空間和植被覆蓋

率，不僅改善了港口的景觀，也幫助減少空氣中的污染物質。這些綠化設施還

能降低城市熱島效應，為港口員工和當地居民創造更宜人的生活與工作環境。

此外，港口周邊的生態景觀設計也與當地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形成和諧的城市

港口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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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港口與環境監控 

高雄港正在推動數位化與智慧化轉型，提出「臺灣港群智慧轉型Trans-

SMART 2.0+ 升級計畫」，導入人工智慧、物聯網及資通訊技術應用，聚焦「佈

建港區智慧化基礎設備」、「營運大數據整合加值分析」、「應用新興科技場

域試驗」三大策略，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對港區的空氣、水質、噪音

等環境因素進行監控。這些智慧監控系統有助於港口及時應對環境問題，並根

據數據進行優化操作，以減少環境負荷。智慧港口系統也幫助優化港口的物流

和運輸流程，提升運營效率，減少能源浪費和排放。 

（6）永續交通與物流 

為了降低交通運輸對環境的影響，高雄港積極推動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和綠

色物流運具解決方案。港口內部逐步引入電動車輛、氫能車輛等清潔能源交通

工具，以替代傳統燃油車輛，並通過鐵路和海運聯運等方式減少貨物運輸中的

碳足跡。此外，港口積極參與區域內的永續交通系統建設，協同當地政府發展

更環保的交通基礎設施，促進港口與城市的永續發展。 

高雄港務分公司為因應環境永續、生態多樣化，於安平、馬公、布袋以及

高雄港內種植樹木，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達到固碳效益，經統計高雄分公司近

年種植約96萬9,100棵，110年種植約2萬4,000棵， 111年種植目標3萬6,778棵，共

創環境友善、港口發展，期許2030年碳排放量減少50%，2050年達成碳中和。透

過這些措施，高雄港展示了其在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努力，實

現港口運營的永續發展，並將港口發展與當地生態系統共存作為長期目標。這

不僅有助於提升港口的競爭力，還促進了高雄市區的生態保護與居民的生活品

質提升。 

（二）實踐符合永續發展目標 

1、SDGs 3 健康與福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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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與當地社區進行多方合作，創造滿足需求的就業機會，同時保障員工的福

祉與安全。持續提升教育水準和公民意識，與社區共同制定綠色目標，以

打造全球第一個兼顧經濟、人類和氣候的世界級港口自許。 

b. 確保員工適合的（家庭）工作環境，使每位員工都能舒適地工作。例如，

提供符合人體工學的辦公椅和可調整高度工作桌，還有可以站著工作的桌

子和獨立的會議室，員工可以利用相關設備在辦公時間內增加運動量。對

於 12 小時輪班的員工，會購買特定的辦公椅，並在所有航運指揮中心提

供「健身區域」，供員工健身使用。 

c. 簡化搬運重物或安全駕駛的方式、定期組織鼓勵員工參加團體運動的活動

。例如，成立「Start 2 Run 小組」，60 名同事參加訓練以跑完 8 公里，最

終目標鼓勵員工參加安特衛普馬拉松路跑。 

d. 邀請員工進行健康檢查，以預防健康問題。 

e. 心理健康對個人、員工和團隊的表現都有重要影響。讓信任的同事為面臨

困難或需要聊天的同事提供傾聽的機會。如果他們希望與外部專業人士交

談，可以尋求外部預防和保護服務，該服務也提供壓力和倦怠的培訓。 

（2） 高雄港： 

a. 透過辦理客製化健康檢查、職場健康體重管理計畫及提供專業免費的員工

協助方案，促進員工自主健康管理知能，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 

b. 舉辦職場健康體重管理促進計畫系列課程，促進員工自主健康管理知能及

體驗活動。 

c. 員工協助方案諮詢服務委託外部專業機構，提供同仁免費諮詢服務並遴選

內部同仁擔任關懷員。 

d. 辦理登百岳活動，整體滿意度高達 90%回饋非常滿意此活動，更有 89%主

管表示在活動前有提升運動力，以增強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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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號召同仁參與健走、騎行自行車、帶領同仁跳有氧運動等活動，增進員工

健康。 

2、SDGs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可再生能源使用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安港正在增加港區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太陽能和風能。港口內的風

力發電設施為運營提供清潔能源，並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比利時

積極參與北海風場計畫，目標在 2030 年將風電裝置容量提高到 5.4 至

5.8GW。 

b. 歐洲最大的化學工業廠群位於安特衛普。化學工業製程中產生的廢熱不被

浪費，而是重新利用。為此，港口管理局與 Indaver 合作建立安特衛普北部

熱網。這個熱網將把 Indaver 的旋轉窯所產生的廢熱運送到 Boortmalt 這座

全球最大的麥芽廠。Boortmalt 將這些熱量作為原材料，用於從大麥製作麥

芽。 

c. 將居民熱網連接到之前建立的網絡。這將為社會高層住宅區「Rozemaai」

和「Luchtbal」等地提供熱能。有 3,000 個家庭、7 所學校和多個公共建築

透過此來自化學工業的廢熱收集網來獲得熱能。當管道網絡完全安裝完成

後，將每年減少 8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這相當於安特衛普 12,500 個家庭的

二氧化碳每年排放量。 

（2） 高雄港： 

a. 使用節能燈具、節能設備。 

b. 港務公司釋出轄下港口量能，強化相關基礎設施，持續協助提供離岸風電

建設所需港埠資源。 

c. 以「科學減碳，綠電先行」作為減碳推動措施，設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碼頭建置岸電、使用再生能源等，並積極開發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

活化港區既有建物屋頂空間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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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DGs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

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運用貨櫃、雜貨及化工產品的處理及儲存方面具有的優勢，致力於為當地

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並持續強化人員的專業成長及提升數位化程度，以更

有效率的服務促進社會發展和經濟成長。 

b. 員工掌握著己身職涯，運用各項措施使員工能夠在專業發展中不斷進步。

透過員工每年設定個人的目標和抱負，在與人力資源部門的進度會議中，

員工可以更詳細地討論對職涯的需求和期望，並提供廣泛的培訓課程。 

c. 個人發展計畫提供反思的空間，讓員工展望未來：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你

希望達成什麼工作目標？ 

d. 評估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之外的幸福感和滿意度的方式，每年進行一次或多

次調查。「團隊氣氛和工作量如何？」「主管是否容易接近？」這類問題

經常被提出。這些調查結果讓港口務局可以掌握員工工作意願及困境，促

使管理部門採取行動並留出調整的空間。自安港合併以來，73%的員工表

示對工作滿意，並感到與組織有參與感。 

（2） 高雄港： 

a. 強化職業訓練及證照制度，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具生

產力的就業理想，讓每位員工都能擁有一份好工作，搭配持續優化港口建

設，締造營運亮麗成績。 

b. 持續擴展與智慧港口的發展，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物流、

技術和管理領域，並通過提供培訓計畫，提升當地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促

進區域經濟發展。 

c. 持續提升港口的工作環境安全，實施嚴格的安全管理規範，並提供員工健

康與安全培訓，確保港口作業的安全性與勞動者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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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DGs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

永續的產業發展，並加速創新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通過數位技術提升港口運營效率，推動智慧物流和智能化管理，減少能源

消耗和污染。例如利用大數據和物聯網（IoT）技術進行資源調配和預測，

實現更高的資源使用效率，並持續投資於港口基礎設施升級，以支持更高

效的運輸系統。 

b. 為了促進永續的物流，港口推動了綠色運輸方式的發展，特別是內河運輸

和鐵路運輸，以減少貨物運輸的碳足跡。 

c. 港口也推動使用替代燃料，如氫氣和電動運具技術。 

（2） 高雄港： 

a. 配合推動港群智慧化，例如運用海洋氣象即時系統，整合風力、波浪、潮

位、海流等監測資料，提供即時氣象資料及預警功能，藉以提升港口服務

品質與效率。同時也透過強化港埠設施與服務（如自動化貨櫃碼頭），作

為產業的強力後盾。 

b. 高雄港不斷進行基礎設施升級，例如擴展貨櫃處理中心，改善鐵路和公路

聯運系統，確保港口能夠應對未來物流需求的增長，同時促進與區域經濟

的連接。 

5、SDGs 11永續性城鄉：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落實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鼓勵工業區企業將廢棄物作為原料進行再利

用，推動循環經濟模式的發展。強化港口內的企業合作，透過工業共生和

資源共享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b. 綠色港口與城市融合：安港致力於將港區與周邊城市融為一體，推動港區

綠化，增加綠色空間，並為港區周邊居民提供更多公共設施和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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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生活品質。港口區域的綠帶專案不僅美化了港區環境，也增強了與

市區的永續發展聯繫。 

c. 污染控制與環境改善：為了減少對城市及其港區周邊居民的環境影響，港

區實施了多項污染控制措施，包括空氣質量監測、廢水處理、噪音控制等

。這些措施旨在減少工業活動對城市的負面影響，保護周邊社區的健康和

福祉。 

d. 智慧城市與數位化基礎設施：安港推動數位化和智慧化管理，通過智慧交

通系統和智慧物流，提升港口運營效率，減少交通擁堵，並優化城市與港

的交通網絡。這不僅提升了物流效率，也降低了城市內的碳排放和噪音污

染，讓城市生活更加便利和環保。 

e. 永續交通與基礎設施：港口鼓勵使用低碳或零碳的運輸方式，如鐵路運輸

和內河航運，減少對公路運輸的依賴，從而降低城市內交通壓力和污染。

同時，港區大力推動電動車、氫能源車等清潔能源交通工具的使用，促進

永續的城市交通系統。 

f. 社區參與與社會包容：安港積極與當地社區合作，推動社會包容計畫，確

保港口的發展能佳惠周邊社區。這包括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港

區教育和培訓設施，讓居民能夠更好地參與港口發展帶來的經濟增長機會

。 

（2）  高雄港： 

a. 配合「向海致敬」政策，積極維護商港海岸及水陸域環境清潔，解決一般

垃圾、資源回收及船舶廢污油水等問題。聚焦於奠定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備

包容、安全及韌性的永續基礎。 

b. 積極推動港口與城市的融合發展，將部分港區轉型為文化、商業和休閒空

間，促進城市景觀與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例如，棧貳庫藝術特區與海洋

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的建設，為市民提供了休閒娛樂的場所，也促進了當

地旅遊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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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港口進行大量的綠化工程，增加綠地和植被，減少港口作業對城市環境的

負面影響，並提升港口區域的生態美感，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 

6、SDGs 12責任消費與生產：循環經濟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安港正在發展一個循環經濟的工業平台，透過創新技術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

和廢棄物的再生利用，並支持港口工業區的企業採取更具永續性的生產方式

。 

（2） 高雄港： 

此部分港務公司永續發展資料之呈現，以臺北港區相關作為為主，高雄港尚

無相關實績。 

7、SDGs 13氣候行動：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港口管理局擁有自己的拖船、疏浚船和執法船。因此，大力投資於替代燃料

的整合，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將每艘船連接到岸電（港區風電及太陽能板所產

生之綠能）。岸電是一種環保的方式，為停靠的船舶提供電力。通過岸電連

接，當船舶停靠時，可以關閉輔助引擎，改為使用港埠電源。關閉柴（重）

油發電機大大減少了對環境的影響。使用岸電減少了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二氧化碳和顆粒物的排放，改善了港口及鄰近地區的空氣質量並降低了噪音

污染。 

b. 基於可再生能源，通過替代燃料（如甲醇、氨和氫氣）以及電氣化，確實推動

永續運輸，減少對氣候影響（CO₂）以及當地空氣污染（SOx、NOx、PM）。 

c. 降低現有港區船隊的運行轉速來減少能源消耗，並系統性地用更高效、更環

保的船型替換舊船。今（2024）年底，港區將迎來第一艘全電動、更加經濟

的反向艉推進（RSD）船。新的執法船也將以全電、混合或柴油運行。此外

，積極進行氫和甲醇燃料拖船的引進，這也將是全球首創，不但降低了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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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並確保最小幅度的碳排放，集成的廢氣處理和煙塵過濾系統也能釋放

更少的有害硫和氮氧化物。 

d. 安港積極參與減少碳排放的計畫，致力於成為一個零碳排放的港口。港口推

動了「Antwerp@C」專案，這是一項大規模的碳捕集和封存技術（CCS），旨

在減少工業區排放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封存或再利用。 

e. 鼓勵員工會議盡可能優先安排視訊會議，如果旅行無法避免，將以使用大眾

運輸、電動車或自行車為優先。對於較長距離的旅行，優先考慮火車，若不

可行則選擇飛機，並對碳足跡進行碳抵消。 

f. 作為永續氫氣經濟的積極先驅、綠色能源的入口，向德國及其他歐洲地區通

過管線將氫氣及其衍生產品輸送到內陸，成為歐洲領先的綠色氫氣進口樞紐

。 

（2） 高雄港： 

a. 減積極推動港區內的碳減排措施，包括引進節能設備和技術。港口鼓勵使用

電動或低排放的港口機具和設備，並逐步淘汰高污染的柴油設備，降低港口

作業過程中的碳排放。 

b. 推動使用替代能源，如太陽能發電設備的安裝與運用，以促進能源轉型和減

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 

c. 積極推動岸電系統建設。岸電技術使停泊的船隻能夠接入港口供電，避免船

隻在停靠期間繼續使用燃油發電，從而減少船隻停泊時的碳排放和空氣污染

。 

d. 針對港口周邊的海洋環境進行監控與污染防治，減少港口作業過程中對海洋

生態的影響。港口執行嚴格的廢水處理和廢棄物管理措施，防止化學物質和

垃圾排放到海洋，並積極參與沿海生態保護與修復計畫。 

e. 推動數位化轉型，利用智慧技術進行港口作業的監控與管理。透過數據分析

與物聯網技術，提升港口的運作效率，減少能源浪費與碳排放。例如，智慧

交通管理系統能優化港口內外的貨物流動，減少交通擁堵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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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致力於推動綠色物流，鼓勵使用低碳或零碳的運輸模式，特別是在推廣鐵路

與海運聯運上，減少對公路運輸的依賴，從而降低運輸過程中的碳足跡。此

外，港口也逐步推動使用清潔能源驅動的運輸工具，如電動卡車和氫能船舶

。 

g. 加強基礎設施的抗災韌性，並制定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應急計畫，以確保港

口在面臨自然災害時能夠快速恢復運作。 

8、SDGs 14保育海洋生態：港口生態發展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a. 安港致力於保護海洋生態系統，進行了水域生態修復計畫，旨在恢復河流和

沿海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並減少污染物進入水體。 

b. 建立魚類產卵區，並在碼頭採取結構性改善措施，以提供更好的水生動物棲

息地。魚類現在可以在不受過往來經過船舶波浪干擾的情況下產卵，並且可

以維持自然魚類資源。 

c. 監測港區的土壤和地下水質量，包括對港口資產進行監督，目標是到 2036 年

止，清理所有歷年土壤污染。 

d. 利用智能傳感器監測水質，制定行動計畫，應對鹽化和水溫上升問題。 

e. 主動系統性地清除受 TBT（三丁基錫，英語：Tributyltin，縮寫 TBT。三丁基

錫化合物常用作船舶塗料中的殺生物劑，以減少船底的生物附著，使航行更

加順利，但會造成海洋污染）污染的水床。 

f. 優化雨水的利用、碼頭水的收集和再滲透。通過諮詢、執法和特許政策來實

現，並對下水道的尺寸進行了具體規範。 

g. 支持零塑料顆粒流失的規章，旨在減少塑料進入水體的流量。 

（2） 高雄港： 

a. 整體符合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無影響重大水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E%BA%E7%94%9F%E7%89%A9%E5%8A%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9%99%84%E7%9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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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據「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規定辦理，防止、排除或減少之污染影響，

並加強管制、管理船舶排放污水、廢油。 

c. 鯨豚誤入港區，依據程序通報相關單位協助（各縣市政府、海保署行動小組

等），俾使其安全游離港區。 

d. 保育對策包含港區環境管理與監測，增加港口對海洋及生物維護，確保港區

生態健康與發展。 

9、SDGs 15保育陸域生態：生態港口發展，保護、恢復和促進永續利用陸地生態系

統，管理森林，打擊荒漠化，並遏制和扭轉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土壤調查能指出污染區域以及是否存在需要進行修復的污染風險。2021 年

，將 Fort Sint-Filips 地區的一個重度污染場地重新開發為未來的羊隻牧場。 

（2） 高雄港： 

高雄港南星土地開發計畫自由貿易港第一期保留約 10 公頃野鳥棲地，降低

對野鳥棲地的衝擊，並透過保留既有防風林、以原生物種進行綠化、設置隔

離綠帶、限制進出車輛速度等方式，減緩開發造成之衝擊。 

10、SDGs 17多元夥伴關係：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1）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PIONEERS8 聯盟由全歐洲的 46 個公私組織組成，安港在 2021 至 2026 年間

領導該聯盟。PIONEERS 旨在提高效率和減少排放。目標在港口環境中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涵蓋操作層面和戰略層面。一方面，港口與合作夥伴一起在

安港以及巴塞羅那、康斯坦察和文洛港展開 19 個具體且可執行的示範重點。

這些示範重點涉及清潔能源的生產、儲存和供應、永續的港口基礎設施、模

式轉變和流量優化，以及數位轉型。 

                                                 
8 PIONEERS是由歐洲委員會設立的一個具體倡議，旨在實現歐盟到 2050年成為氣候中立的目標。

PIONEERS聯盟的任務是具體化如何為歐洲港口達成這一目標。https://pioneers-ports.eu/（檢索日期：

2024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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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港： 

a. 積極取得生態港認證並持續爭取複評認證，透過參與世界港口永續方案（

WPSP），與世界港口進行活化永續交流，進而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發展

全球夥伴關係。2021 獲得國際港埠協會「世界港口永續計畫（WPSP）-韌性

基礎設施」競賽首獎。 

b. 積極參與全球港口間的合作與經驗分享，特別是在推動永續發展和氣候行動

層面，與其他國際港口建立合作關係，分享環保技術和最佳實務。 

c. 與當地社區及環保團體密切合作，共同推動永續發展計畫，並定期舉辦環保

與社區活動，促進公眾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和參與。 

二、我國高雄港永續發展建議 

高雄港作為我國第一大港，在我國實施2050淨零排放目標下，管理各國船隻停

泊港務、汙染監測、岸電替代能源技術發展等工作外，尚承載著維繫高雄這座海港

城市永續發展的願景。透過本次參訪研習彙整高雄港未來可向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

取經之處： 

（一）碳捕集和封存技術（CCS）：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推動「Antwerp@C」大規模

碳捕集和封存技術的專案，減少工業區排放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封存或再利

用。這種技術可以顯著減少碳排放，對實現碳中和目標非常有幫助。 

（二）循環經濟、工業共生和資源共享：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推動循環經濟模式，

鼓勵工業區企業將廢棄物作為原料進行再利用，並強化企業間的合作，並且

由港務局主導協助物流後勤服務，建立區位經濟效益，減少不必要的運輸成

本與浪費，也大大提升相關產業就業機會。 

（三）替代燃料和電氣化：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大力投資於替代燃料的整合，如甲

醇、氨和氫氣，並推動電氣化。這些措施有助於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

賴，降低碳排放和空氣污染。 

（四）數位轉型：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建構數位模型，以優化能源管理和控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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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港口更精確地監控和管理能源使用，提高運營效率，減少能源浪費。 

（五）綠色港口與城市融合：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致力於將港區與周邊城市融為一

體，推動港口綠化，增加綠色空間，並為港區周邊居民提供更多公共設施和

休閒場所。這不僅改善了港口環境，也增強了與市區的永續發展聯繫。 

（六）智慧交通系統：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推動智慧交通系統和智慧物流，提升港

口運營效率，減少交通擁堵，並優化城市與港口的交通網絡。這僅提升了物

流效率，也降低了城市內的碳排放和噪音污染。 

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與高雄港在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方面，皆

採取了多項具體措施，特別是在環境保護、氣候行動、永續經濟發展等領域。透

過減少碳排放、保護海洋生態、推動綠色能源使用以及促進經濟發展與社區融合

等多項措施，皆展現了作為現代化綠色港口的承諾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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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習照片 

 

圖 1 參訪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圖 2 參訪歐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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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聽取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務營運及永續發展簡報 

圖 3 參訪安特衛普及布魯日港務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