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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7日日本政府發表，為減少溫室排氣效果，將針對

公立國中小學導入積極運用太陽能發電措施的方針。 

依據2008年10月開始實施的「日本國內排出量交易制度」規定，

即是因應企業負擔學校部分的設備費用、資金負擔比率等，以期可以

計算納入學校溫室效果排氣的刪減量。學校與企業相較，基本上，學

校等公共機關對於溫室效應對策是較為落後的，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在

2008年度開始實施實驗模範計畫。 

對公立國中小學而言，由企業負擔設備費資金，不僅可以減輕建

設太陽能發電設備費用，並可藉以達到節約能源效果，同時節省電熱

能量費用。 

    再者，就企業方面而言，因為日本政府面對必須達成京都協議書

的目標，已經開始推動有關 CO2 等的「日本國內排出量交易制度」。

所以，企業即使無需減少生產，也可以加速達成刪減溫室排氣效果。 

依據日本經濟通產省（經濟貿易部）的推計，如果日本全國約3

萬2,000所公立國中小學中有8成能夠導入太陽能發電設施，一年期

間發電量將相當於15萬戶一般家庭設置太陽能發電的5.1億kWh發

電量。如此一來，CO2的排出量將可減少相當於大型鋼鐵公司一年平

均所減少約23萬噸的CO2排出量。 

日本政府針對導入太陽能發電，係以公共設施機構的普及為基

準，設定2020年時增加2005年的 10倍，2030年時成為 40倍的發

電量成長方針。 

日本經濟通產省將與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國土交通省（國

土交通部）、環境省（環境部）、厚生勞働省（衛生勞動部）等相互協



助合作，針對道路、鐵路等建立相同的作為模式。 

【排出量交昜制度】 

所謂排出量交昜制度，就是以企業自主性設定刪減溫室排氣効果

的目標為基準，將超過目標之刪減量作為排出額度進行販賣，或者購

買不足量的制度。日本已經從2008年10月開始實驗性實施。如果不

能達到刪減目標，就必須購買其他公司的排出量。因此，將可以達到

促進企業自主性節約能源、效率化等預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