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存量指標在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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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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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農業部2040年淨零碳排之政策
實踐，農再社區應肩負自主淨零碳排的
責任。本研究選定中部濁水溪流域，共 
55處為社區研究樣區。

圖說明(微軟正黑體20pt)

淨零碳排與農村再生

1

發展功能類型 農村數量

一般型 21

原民型 3

山村型 25

漁村型 5

離島型 無

複合型 1   (水里鄉頭社社區)

農在社區發展歷程與展望 農再社區五大發展功能類型表

(一) 建置 IPCC層級三碳存量推估概念模式。
(二) 評估農再社區政策推廣對於碳存量時空分布消長情形。
(三) 提供後續農村低碳社區轉型相關業務之自然碳匯投入

優先順序及有利參據。

本研究的目標為:



◼ 依資料、數據、模式，分為三層級，層級越高，準確度、估算複雜程度、獨
特性及活動數據深入程度也越高。

IPCC自然碳匯估算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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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積量法：依IPCC之自然碳匯估算原則，結合森林資源調查資料為蓄積量推估之來源。
(層級二)

IPCC估算式調查材積量 森林碳存量

𝑪𝐬 =  𝐀 × 𝐕 ×  𝐁𝐂𝐄𝐅 ×  𝟏 + 𝐑  ×  𝐂𝐅

林木碳儲存量(ton) 面積(ha) 材積(m3/ha) 地上部生物量
擴展係數(ton/m3 )

地下部生物量
與地上部生物量比例

碳轉化係數

遙測應用：

(層級三)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與遙測應用，建置推估模式可用於大面積推估。

遙測應用材積推估式 碳存量評估模式

本土調查數據

結合科技與調
查數據應用



層級三碳存量推估方法
◼ 萃取與碳匯相關之環境指標，以概念模式建置一簡易有效評估模式： 

• 碳存量指標(𝑪𝒂𝒓𝒃𝒐𝒏 𝒔𝒕𝒐𝒄𝒌) 𝑪𝑺𝑰_𝒔𝒕= 𝒏𝑵𝑫𝑽𝑰 + 𝒏𝑻𝑾𝑰 + 𝒏𝑪𝑯𝑴
• 碳通量指標(𝑪𝒂𝒓𝒃𝒐𝒏 𝒇𝒍𝒖𝒙)  𝑪𝑺𝑰_𝒇𝒙= 𝒏𝑵𝑫𝑽𝑰 × 𝒏𝑻𝑾𝑰 × 𝒏𝑪𝑯𝑴

NDVI 評估植生覆蓋指標 TWI 評估土壤化育指標 CHM 評估樹冠高度指標

3
NDVI值域與地覆之對照圖

TWI = ln(
𝐴𝑠

tan 𝜃
) 

地形濕度指標評估土壤化育能力概念圖

藉由光達點雲
萃取樹冠高度



層級三碳存量估算成果 

y = 9.8144x - 320.42

R² = 0.6046,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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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0974x - 3.1322

R² = 0.0269, 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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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概念估算模型，將碳存量𝐶𝑆𝐼_𝑠𝑡 及碳通量 𝐶𝑆𝐼_𝑓𝑥 之成果與森林資源調查結

果進行統計分析，兩者呈現高度顯著之正向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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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存量指標與實測碳存量之統計分析 碳通量指標與實測碳通量之統計分析

◼  模型能有效評估土地碳存量及碳匯變化。



農再社區碳存量評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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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環境指標配合概念模式，可建立流域不同時期碳儲量之分布。

2003年農再社區
平均碳存量

2012年農再社區
平均碳存量

2003-2012年
平均碳通量

◼  透過碳通量空間分布，評估各農村再生社區之營造效益。
◼  以同類型碳通量指標反映社區災害韌性及自然碳匯營造效益。



農再社區碳匯營造效益評估成果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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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碳匯營造效益評估採標章給分，

評分標準: 序
列 

社區 類型 

2003

年基
礎值
(噸/

公頃) 

2003

年碳存
量小於
基礎值 

2012

年基
礎值
(噸/

公頃) 

2012

年碳存
量大於
基礎值 

平均
碳通
量(噸
/公頃
/年) 

碳通量
變異係
數

(0<cv<

5) 

碳通
量負
值(劣
化)面
積占
比
(%) 

評分
等級
(顆星
數目) 

1 西港 一般型 167.1 157.7* 163.5 159.0 0.15*  7.2 46.6 2 

2 潭墘 一般型 167.1 159.7* 163.5 162.7 0.32*  4.9* 36.8* 4 

3 土庫 一般型 167.1 174.7 163.5 164.5* -1.14  -1.9 77.8 1 

4 柯仔坑 一般型 167.1 178.4 163.5 169.7* -0.96  -3.2 72.8 1 

5 三盛 一般型 167.1 175.0 163.5 169.9* -0.57  -4.9 54.2 1 

6 新吉 一般型 167.1 179.4 163.5 168.2* -1.25  -3.2 59.8 1 

7 中興 一般型 167.1 170.9 163.5 169.4* -0.16  -26.1 51.5 1 

8 孩沙里 一般型 167.1 164.0 163.5 162.8 -0.12  -11.5 53.6 0 

9 蒜鄉麻園 一般型 167.1 168.5 163.5 162.4 -0.69  -2.3 74.4 0 

10 興南 一般型 167.1 163.3* 163.5 160.3 -0.34  -4.2 68.5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海豐 漁村型 162.1 160.4* 162.4 159.3 -0.11  -10.3 53.1 1 

52 五港 漁村型 162.1 159.0* 162.4 159.7 0.08*  14.2 56.0 2 

53 新興 漁村型 162.1 162.8 162.4 164.8* 0.22*  7.5 40.4 2 

54 永豐 漁村型 162.1 160.5* 162.4 160.4 -0.02  -72.8 55.6 1 

55 頭社 複合型 240.4 240.4 240.4 237.1 -0.36  -26.1 55.1 0 

 

農村再生社區營造效益評估成果表

嘉義碧湖、龍眼社區(山村型)為 5星社區

1. 社區前期碳存量低於同類型之均值。

2. 社區後期碳存量高於同類型之均值。

3. 社區碳通量為正值。

4. 社區碳通量變異係數(0<cv<5)

5. 社區碳通量負值-劣化面積占比(40%以下)

符合該項目給定1顆星，總分5星為最高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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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社區評分等級分為:
高、中、低三類，由

函數 特徵值 變異數的% 累積% 典型相關

1 .523a 76.4 76.4 .586

2 .162a 23.6 100.0 .373

a.分析時會使用前2個典型區別函數。

典型判別分析函數特徵值

典型判別分析散佈圖

碳匯營造效益高社區與社區地形及計畫數有顯著關係
碳匯營造效益低社區與社區規模及開發度有顯著關係

農再社區碳匯營造效益評估成果分析 2

(1)社區面積
     (2)社區戶數
     (3)社區人口數
     (4)社區平均高程
     (5)社區平均坡度
     (6)社區計畫數(由農村再生歷程整合發展平台查詢)

六項相關資訊 ，以線性判別分析進行分
類，分類準確度達 70.9%。

評分等級高

◼ 評估等級分與六項相關資訊之間關係: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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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指標結合概念模式，可建置符合IPCC碳匯評估模式。社區碳匯營造效益

可藉由同類型社區加以評估。

➢ 最高碳匯營造效益(5顆星)等級有碧湖及龍眼社區，次高營造效益(4顆星)等

級有潭墘、四番地、竹林、及永隆等社區，具3顆星等級有太興、竹豐、廣

明、與樟湖等社區，2顆星等級為西港、林北、楊賢、太平、濁水、富州、

社寮、延正、大鞍、隘寮、石壁、楊厝、五港、新興等社區，其他社區為僅

具1顆星以下。

➢ 研究顯示，高碳匯營造效益社區與地形及計畫數有顯著關係，低類別社區與

社區規模及開發度有關。以碳存量指標評估社區碳匯營造效益之良窳，加以

評定農村水保署在投入社區營造計畫對於碳匯之貢獻。研究成果可供未來低

碳綠環境投入時，評估營造優先順序及效益之參據。

龍眼社區

碧湖社區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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