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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球暖化問題是全球各國早晚必須採取具體行動的課題。尤其是為

了兼顧經濟、社會活動與地球環保課題的協調，必須要有劃時代的技術

創新。日本為了以長期的眼光來研發具環保功能的新技術，而有「Cool 

Earth－能源創新技術計畫」的推動，而綠色 IT 技術正是實現此項計畫

的重要利器。核研所目前正接受經建會委託執行「低碳能源示範社區」

計畫，此行正好作一學習及借鏡。 

IT 產業為我國近年來持續成長的最重要產業，不論是 IT 產品本身

能源效率的改善，或是利用 IT 技術來提高整體能源的使用效率，都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根據推估，至 2025 年時，IT 設備的總耗電量將

為現在的 9 倍，佔世界總耗電量的 15%，總能源消耗的 6%。有鑑於此，

日本由民間工業團體包括 IT、汽車、建築、物流等產業，於 2008 年 2

月成立 Green IT 推進協議會，冀藉由資訊、電子技術高度的控制與管

理，達成生產、流通、業務的效率化，對提升經濟、社會活動的生產力，

或是提升能源效率、減少環境負擔等產生具體的貢獻。 

日本的做法與經驗將可作為核研所發展相關技術之參考。 

 

關鍵字：低碳能源、IT 產業、地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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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地球暖化問題是全球各國早晚必須採取具體行動的課題。尤其是

為了兼顧經濟、社會活動與地球環保課題的協調，必須要有劃時代的

技術創新。日本為了以長期的眼光來研發具環保功能的新技術，而有

「Cool Earth－能源創新技術計畫」的推動，而綠色 IT 技術正是實現此

項計畫的重要利器。 

IT 產業為我國近年來持續成長的最重要產業，不論是 IT 產品本身

能源效率的改善，或是利用 IT 技術來提高整體能源的使用效率，都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根據推估，至 2025 年時，IT 設備的總耗電量將

為現在的 9 倍，佔世界總耗電量的 15%，總能源消耗的 6%。有鑑於此，

日本由民間工業團體包括 IT、汽車、建築、物流等產業，於 2008 年 2

月成立 Green IT 推進協議會，冀藉由資訊、電子技術高度的控制與管

理，達成生產、流通、業務的效率化，對提升經濟、社會活動的生產

力，或是提升能源效率、減少環境負擔等產生具體的貢獻。 

為了借鏡日本經驗並促成相關合作，亞東關係協會科技交流委員

會與經濟部技術處訂於 2009 年 11 月 8~13 日（週日至週五）辦理「Green 

IT 訪日團」，預計拜訪日本相關團體和企業，以了解與學習日本的做法

與經驗，作為本所推動「低碳能源示範社區」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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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一)訪日團成員 

No. 姓 名 職稱 服務單位 

1 

代理團長 
方 偉 騏 

教授 

台積電傑出講座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 

2 李 文 琳 總經理 台灣三洋電機(股)公司 

3 曹 俊 杰 技術擔當工程師 友達光電(股)公司 

4 廖 德 超 高級專員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研發中心 

5 陳 世 勇 協理 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 

6 張 淑 芬 
顧問 

副秘書長 

寰瀛法律事務所 

台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7 施 滿 室 亞洲區負責人 英國 Stewart Milne Group 

8 林   昇 顧問 新盛力科技(股)公司 

9 楊 希 文 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國立聯合大學材料科學工程學系 

10 黃 景 良 教授兼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 

潔淨能源中心 

11 張 寶 基 教授兼副院長 國立中央大學資訊電機學院 

12 陳 德 玉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13 張 帆 人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14 郭 錦 津 副教授 逢甲大學建築系 

15 沈 逸 君 助理教授 高苑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16 莊   俊 副組長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17 鄭 勝 文 代表 工業技術研究院東京辦事處 

18 黃 義 協 組長 
(財)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 

亞洲太平洋能源研究中心 

19 劉 靜 君 記者 經濟日報 

Staff 蘇 顯 揚 所長/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 

Staff 黃 瑞 耀 所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 

Staff 劉 華 璽 輔佐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 

Staff 宮 本 昭 子 助理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 

共計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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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日行程 

日期 時間 行  程  內  容 地點／備註 

~12:00 

出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成田國際機場） 

原訂：華航 CI-104 14:15 - 18:25 

 

 ☆ 本團不會在機場集合，請團員「自行登機」 

 ☆ 抵達日本後，請於「海關出口處」集合，本團接機

人員將持「Green IT 訪日團」牌子等候團員。 

接機人員：(駐日) 

劉華璽 先生、宮本昭子 小姐 

手機：090-1102-6688 

隨團人員：(台灣) 

蘇顯揚 博士 

台灣：0919-986-031 

日本：未知(租) 

19:00~ 
Check In．Hotel Villa Fontaine SHIODOME 汐留 

單人房：￥10,600 人/每晚（含稅、早餐、免費上網） 

東京都港区東新橋 1-9-2（汐留住友ビル）

Tel: 03-5339-1200(總機) 

Fax: 03-3569-2111 

http://www.hvf.jp/shiodome/ 

11/8 
週日 

21:00-23:00 

《行前晚餐會》 

店名：郷どり 燦鶏 Pedi 汐留店 

一人 3,500 日幣（含稅、飲料費 喝到飽） 

東京都港区東新橋 1-9-1 東京汐留ビルデ

ィング内 Pedi 汐留 2F 

Tel: 03-6274-5094 

http://r.gnavi.co.jp/b455100/menu7.htm 

09：35 出發（移動約 15-20 分鐘）  

10:00-12:00 

 【拜會】電子情報技術產業協會(JEITA)及經產省人員

重點：了解日本產官學界對於「IT 本身的節能」與 

「透過 IT 節能」的努力。 

千代田区西神田 3-2-1 千代田ファースト

ビル南館(JEITA 總部) 

http://www.jeita.or.jp 

12:15-13:30 《午餐》與 JEITA 及經產省人員用餐 

地點：Hotel Grand Palace 

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 1-1-1 

Tel: 03-3264-1111 

 移動約 10-15 分鐘  

14:00-15:30 

 【拜會】東京大學－Green 東大工學部 Project 

重點：東大工學部 2 號館，就是為了達成節能減碳的目

標，於校內開始的實證試驗點，藉由活用 ICT 軟

硬體的方式，確立校內節能減碳的 Benchmark，進

而推廣成全球標準。目前共有 26 間企業&11 個團

體參與此挑戰。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7-3-1 

 

http://www.gutp.jp/ 

http://www.t.u-tokyo.ac.jp/

 移動約 20-30 分鐘  

16:00-17:30 

 【拜會】富士通株式會社 

重點：聽取富士通在群馬縣館林設立二期資料中心

（Data Center）的簡報（運用大量綠色科技），以

及介紹 2020 Green Policy。 

東京都千代田区内幸町 1 丁目 3 番 1 号 

幸ビル 1 階 

 

http://jp.fujitsu.com 

11/9 
週一 

晚上 
返回飯店 

晚餐（自理） 
Hotel Villa Fontaine SHIO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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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  程  內  容 地點／備註 

09：30 出發（移動約 20-25 分鐘）  

10:00-11:30 

 【拜會】東京大學－坂村健教授 

重點：有關「社會的 IT 化」 

 

地點：YRP Ubiquitous Networking Lab. 

東京都品川区西五反田 2-20-1 

第 28 興和ビル 8F 

Tel: 03-5437-2270(代表) 

http://www.ubin.jp/ 

中午 移動約 30 分鐘，車上午餐（自費，本會統一代訂）  

12:30-13:30 

 【參觀】Panasonic Center－有明展覽館 

重點：該公司的電化商品以及參觀概念屋。 

<分兩班參觀> 

第一班 12:30-12:45 

第二班 13:00-13:15 

自由參觀 ~13:30 

註：當天有台灣的媒體去訪問 Eco Idea House，所以無法

進去參觀。 

東京都江東区有明 2-5-18  

 

Tel: 03-3599-2600 

 

 

 

移動 移動約 70 分鐘  

15:00-17:00 

 【參觀】NTT DATA 株式會社－Green Data Center 

重點：參觀最新型資料中心，也是本屆 JEITA 省能源大

臣賞得主「IT 的省能源」。 

東京都三鷹市下連雀五丁目 7 番 1 号 

 

http://bs.nttdata.co.jp/green/topics/2009/green-

it-award2009.html

11/10 
週二 

晚上 
返回飯店．晚餐（自理） 

單人房：￥12,000 人/每晚（含稅、早餐、免費上網） 
Hotel Villa Fontaine SHIODOME 

10：00 
Check Out  

出發（移動至甲府，約 2 小時 20 分鐘） 
 

中午 午餐（自費，本會統一代訂）  

13:00-15:00 

 【拜會】橫河電機－甲府工廠 

重點：參觀省能源示範工廠，也是本屆 JEITA 的省能源

大臣賞得主「運用 IT 的省能源」。 

13:00-12:45 橫河電機-甲府工場概要說明 

13:45-14:45 參觀工廠（分兩班） 

14:45-15:00 Q&A 
 

山梨県甲府市高室町 155 

（国母工業団地内） 

 

https://www.yokogawa.co.jp/automation/factor

y-tour/kofu-plant.htm

 移動至大阪（約需要 6 小時 30 分鐘）  

11/11 
週三 

晚上 

Check In．City Plaza Osaka 大阪 

單人房：￥12,915 人/每晚（含稅、早餐、免費網路(自備線）

晚餐（自理） 

大阪市中央区本町橋 2 番 31 号 

Tel: 06-6947-7702 

 

http://www.cityplaza.or.jp/

 



 
 

日期 時間 行  程  內  容 地點／備註 

08：10 集合．出發（移動約 70 分鐘）  

09:30-11:30 
 【拜會】ROHM 株式會社 

重點：ROHM 的超節能 LSI、LED 照明、省電模組等。 

京都市右京区西院溝崎町 21 

Tel: 075-321-1270 

Fax: 075-311-8963 

http://www.rohm.co.jp

中午 午餐（自費，本會統一代訂）、移動約 30 分鐘  

13:00-15:00 

 【拜會】村田製作所 

13:00-13:20 致詞、公司概要說明 

13:20-13:50 
Eco 產品介紹 

（CEATEC 2009 的展示介紹等） 

13:50-14:20 

村田為了刪減 CO2 排放量的策略介紹 

（有關操業方面，並包含 LCA 與顧客要

求之對應等） 

14:20-15:00 
村田總公司大樓之環境對策的案例介紹

（參觀總公司大樓）、Q&A  

京都府長岡京市東神足 1-10-1 

Tel：03-5469-6148 

 

http://www.murata.co.jp/ 

 移動約 45 分鐘  

16:00-18:00 

 【參觀】PanaHome 株式會社 

16:00-16:30 公司概要說明：(大致內容如下) 

 

 HEMS（平成 20 年度的國土交通省「住

宅・建築物省 CO2 推進モデル事業」

概要說明） 

 W 發電（太陽光發電和燃料電池） 

 該公司於 Panasonic Group 內對環境對

策所扮演之角色 

16:30-17:30 參觀 Show Room（分兩組） 
www.panahome.jp/kinki/johokan/index.html 

17:30-18:00 (5) Q&A 
 

大阪府豊中市新千里西町 1-1-4 

PanaHome 總公司 

 

http://www.panahome.jp/ 

http://www.panahome.jp/ecoideas 

11/12 
週四 

晚上 返回飯店．晚餐（自理） City Plaza Osaka 

11/13 
週五 

11：00 

Check Out．集合 

返國，搭乘送機巴士前往關西國際機場（移動約 80 分鐘）

原訂：華航 CI-157，13:15-15:05 

 

關西國際機場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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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參訪說明 

11 月 09 日（週一） 

▲ 電子情報技術產業協會（JEITA）及經產省人員 

簡報者：JEITA－常務理事  長谷川英一 

經產省/商務情報政策局/情報通信機器課－課長補佐 中沢潔 

 中沢課長補佐主要是報告“Green IT Initiative in Japan” 

1. 在 IT 對節能的貢獻部分，主要依 Green by IT 及 Green of IT 兩部

份來報告。在 Green by IT 方面，可由 Homes、Business、Industries

及 Transportation 四方面來達成省能源。Homes 方面是利用省能源

器具，包括 LED/OEL 燈飾或是 HEMS、BEMS 來達成省能源。

Business 方面則主要利用 Telecommunication、Video conferencing, 

Online Sales 等來達成節能。Industries 則是利用 IT Control Systems 

of machines/factories、Power Electronics 等來成節能。Transportation

方面則是利用例如 Advanced automotive electronics、Ecological 

driving with ITS、ETC 或是 More efficient distribution with RFID 

tags 來達成節能。至於 Green IT 方面，則主要是引進較具有效率

的設備，以達節能效果。 

2. 在Green IT的潛力的方面，根據估算，日本實施Green IT，在Green 

of IT方面，至 2025 年 1 年可省 2,000 萬噸CO2，而在Green by IT

方面，至 2025 年 1 年可省 1.1 億萬噸，也就是說Green IT至 2025

年 1 年可省 1.3 億萬噸的CO2。 

3. 在日本 Green IT 的主導，主要是由成立於 2008 年 2 月的 Green IT 

promotion Council（Green IT 推進協議會）來加強進行產官學的合

作與推動，並由政府來訂定規則，推動創新技術的開發，制定標

準化測量基準並普及節能技術的推廣，例如 Eco Point 制度即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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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一。另外，也和國際組織進行合作或是召開國際研討會。 

4. Green IT 推進協議會也與美國、歐盟進行合作，與美國相關對口

單位簽署合作意向書（MOU）。並於 2009 年 3 月，與美國和歐盟

之 政 府 單 位 與 民 間 企 業 召 開 Workshop for establishing new 

standards for a datacenter 及 Harmonizing policies to disseminate 

energy-saving home electronics. 

5. 在 AEM-METI 於 2008 年 9 月召開的會議中，日本主導 Asia 

Knowledge Economy 計畫，利用日本的經驗來協助包括 Asia 國家

Green IT 的發展。內容包括派遣 Green IT 人員、介紹最佳做法、

衡量利用 IT 來節約建築物或工廠之能源消費及召開研討會等。 

 JEITA 常務理事長谷川英一主要是報告“日本推動綠色 IT 之做法” 

1. 首先，因為資訊爆炸，日本自 2006 年至 2025 年預估IT設備的耗

電量將暴增 5.2 倍，雖然IT產業本身CO2的排放量只占整體排放量

的 1.5%而已，不像其他產業運輸占 20%，產業占 34%，業務占

18%，家庭占 13%，能源轉換占 6%及其他占 7%。但是，利用IT

可以幫助其他產業減少CO2的排放，改善其他產業的能源使用效

率。根據METI綠色IT研究會的估計，利用IT可以達成減少 10%的

能源消耗量。 

2. 綠色 IT 推進協議會成立於 2008 年 2 月 1 日，有企業及機關，團

體共 300 家會員參加，海外企業也有參加。它的工作除了透過 IT

與相關產官學合作外，也與政府的綠色 IT 倡議合作，與海外論壇

等合作，並透過各種資訊提供，希望發揮國際領導力。綠色 IT 的

手段包括落實 IT 設備節能（of IT）及運用 IT 推動社會節能（by 

IT）。 

3. 在對全球提供資訊方面，例如，於 2008 年 7 月 7~9 日在日本北海

道洞爺湖召開的高峰會提供協助，包括 Zero Emission Hous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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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 與 美 國 之 The Green Grid 、 Climate Savers Computing 

Initiative、Digital Energy Solutions Campaign 等機構合作，也與南

韓之 Green Business IT Association 合作。未來也希望能與台灣簽

署相關 MOU。還有，與亞洲國家召開綠色 IT 論壇、進行節能診

斷活動，並希望建立節能評估指標的國際標準化。 

4. 綠色 IT 推進協議會也推動綠色 IT 大獎，分為 IT 的節能及運用 IT

技術實現節能二大方面，均設有經產大臣獎、商務資訊政策局長

獎、綠色 IT 推進協議會會長獎及評審特別獎等。 

5. 在支援革新技術的開發方面，例如所推動的綠色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專案，希望實現可快速提升 IT 使用者產業、製造業

及服務業的 IT 的使用效率，同時落實徹底節能的次世代 IT 基礎，

2008 年度有 30 億日圓預算，2009 年度有 60 億日圓預算，目的包

括半導體層級的節能、IT 設備系統的節能及資料中心層級的節能

等。至於開發革新性的節能元件方面，必須開發確立異種多核心

處理技術和極低電力電路系統的技術開發等。另外，也進行次世

代高效率能源利用型住宅系統技術的開發，以作為住宅整體的資

訊、家電設備等運用最佳化的系統基礎。 

6. 在IT設備本身節能方面，有CO2減少排放效果目標 10 項目，包括

照明、DVD等、空調、電視、顯示器、PC、儲存設備、伺服器、

冰箱及路由器（Router）等。日本預估到 2025 年此 10 項IT設備

的本身節能能減少 1,700 億kwh，換算成CO2是減少 3,400~6,800

萬噸，至於 2050 年則可減少 4,000 億kwh，換算成CO2是減少 8,000

萬至 1.6 億噸。 

7. 有關電器設備的節能方面，除了上述 IT 設備本身的節能外，為了

促進節能技術及節能產品的普及，日本也自 2009 年 5 月起實施

Eco Point 制度，在購置空調、冰箱、電視等節電產品時，可向 Eco 

Point 事務局申請 Eco Point，並利用 Eco Point 來交換包括商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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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預付卡等禮品。以薄型電視為例，實施 Eco Point 制後使電視

的銷售量確實大幅增加。不過，Eco Point 制度主要也是為了景氣

振興措施之目的，原則上實施到 2010 年 3 月底為止，未來是否繼

續實施，環境省持肯定看法，但經產省主要以景氣是否正復甦為

主要考量，因為為了實施 Eco-Point 制度，2009 年度預算就用了

3,000 億日圓。此外，日本還有省能源及 Top Runner 制度等，也

有對企業之節能 R&D 研發經費給予補貼，這些均是促進 IT 設備

本身節能的手段。 

8. 最近 CPU 高性能化也使發熱量增加，還有，伺服器高度集中導致

資料中心的省電、節能對策需求增加，因此，日本也有擬定資料

中心的“節能評估指標”，PUE 即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為資

料中心整體的耗電量除以 IT 設備的耗量稱之。因此，需建立資料

中心本身評估指標。 

9. 至於利用IT實現社會整體的節能方面，例如，e-learning系統，透

過網路聽講、避免移動並減少紙用量；ITS車載station，可使行車

資料透明化，達成環保駕駛並進行最佳行車管理；量販店的POS

系統，可以將門市伺服器集中於本部，將記錄變更為電子媒體，

以提升業務效率；最後，IT資源管理服務，不但推動功能整合以

節省空間，而且提升性能，低耗電量的CPU。日本by IC是以細項

為評估基準，而非整體，以落實各個項目之節能。以實際例子來

說，ITS車載station因可減少低效率的駕駛，例如空轉或超速或緊

急加速、減速，預估可減少CO2排放 19%。e-learning方面，估計

可減少 5 萬張紙張的使用，減少 7 萬公里講師及聽講者的移動並

提升業務效率。使用家用能源管理系統可以減少家用電力 10%等。 

10. 最後，台日 Green IT 之合作機會，長谷川常務理事建議，Green IT

推進協議會發行之“Green IT Handbook 2009”，主要記載 Best 

Practices 的企業資料，不但有企業連絡資料，也有節能產品，生

產過程效率化，省能源做法及效果等等的記載，可提供各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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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推展雙邊之 business chance。而中沢的 METI 部門或是

JEITA 均是日本的連絡窗口，歡迎利用。 

▲ 東京大學－Green 東大工學部 Project 

簡報者：情報理工學系研究科－教授 江崎浩 

三菱總合研究所－研究員 吉田薰 

1. 由吉田研究員代替江崎教授說明Energy Saving with ICT，Green 

University of Tokyo Project。此計畫目前有 28 家企業，15 個非盈

利團體，共 43 個單位機構參加。計畫的目的包括：(1)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在 2012 年之前削減 15%，而在 2030 年之前削減

50%；(2) Realization of Green IT；(3) Structuring and evaluation of a 

model case at 本 鄉 校 本 部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which 

currently has the greatest CO2 emission amount in Tokyo； (4) 

Creating a new facility management method ； (5) Creating a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 for Campus targeted energy saving systems 
and hardware；(6) Creating a benchmark for saving energy。是一項

產、官、學合作的研究計畫。 

2. Green UT Project 始於 2008 年 6 月，計畫的目標有三， (1)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of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2) 

Evaluating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3) Evaluation of advanced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至目前為止已獲得三個獎，包括

2008 年 10 月之 Japan Industrial Design promotion organization 之

GOOD DESIGN AWARD 2008；2009 年 10 月 Green IT Promotion 

Council Green IT AWARD 2009；及 2009 年 10 月 28 日之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之 IT pro EXPO AWARD 2009-GREEN 

IT USER AWARD。 

3. 此項計畫由多個企業團體進駐，並與江崎研究室合作，利用 IT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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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節能的目的。至於用 IT 來節能的目標有：(1) measurement & 

Control information； (2) Fluctuation and trend information； (3)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等。以個別廠商來看，例如，NEC 公司

進 行 High-efficiency Network Switches ； Panasonic 公 司 進 行

Environment-conscious type lighting；Mitsubishi 公司進行 PC Power 

Management/Monitoring；至於 Green by IT 方面，例如山武集團和

TOSHIBA 公 司 進 行 Wireless temperature & humidity 

measurement；TOSHIBA 公司進行 BAC net/WS Gateway；山武集

團進行 Data integration using BAC net/WS；Panasonic 公司進行

Energy Saving System；CIMX 公司進行 Power monitoring and 

Visualization; Digital 公司進行“Mieruka（Visualization）”utilizing 

touch Panel 等等。 

4. 參觀設施方面，則參觀利用電腦系統控制整棟大樓的能源消費

量，及利用冷氣配管局部降低特別容易發熱的伺服器，以節省能

源消耗等。 

▲ 富士通株式會社 

簡報者：常務理事 高橋淳久、館林新棟館長 八木悟 

 先由富士通常務理事高橋淳久報告「富士通在低碳社會中」的挑戰  

1. 他表示，根據IPCC的報告，至 2100 年為止，地球温度將上升 1.1゜

~6.4℃，因此，全球正面臨前所未見的轉折點，包括(1)地球温室

效應、氣候變動，(2)水資源不足，(3)石油等資源枯竭，(4)食糧需

求擴大。加上，世界人口由 1960 年的 31 億人增加至 2005 年的

65 億人，而面對金融危機，目前為止的作法已難以通用。因此，

有創新的必要，根據G8 的約定，至 2050 年為止温室效果氣體必

須減半。因為，人為排出CO2每年為 264 億噸，但是大自然的吸

收每年只能 114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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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此，必須(1)Backcasting，(2)多數的創新，(3)改變幸福的價值觀。

為了創新，必須提升社會整體的能源效率，將生活型態、商務型

態轉變為低二氧化碳方式。其次，必須進行革新的綠色技術的開

發和普及，例如太陽能發電、高效率照明及電動車等。這些均需

借重IT的潛力。雖然IT產業的CO2排放只有所有產業中的 2%而

已，但是它可以利用ITS（高速道路交通系統）來改善能源效率、

利用電子會議來降低人和物的移動、利用庫存管理來有效利用空

間及利用電子交易來效率化物品的生產和消費。 

3. 富士通的Green IT即在(1)降低IT的環境負擔，(2)利用IT來降低環

境的負擔。前者即為Green Policy Products, 後者為Green Policy 

Solutions。在Green Policy Products方面，根據METI的資料，全球

IT Electricity的消費將由 2006 年的 500kwh上升至 2025 年的

4,600kwh，成長接近 10 倍。為了降低IT的環境負擔，必須引進最

高性能、省電力、省空間的機種。例如，用UNIX Server 可省CO2 

65%，用ETERNUS DX60 的storage可省CO2 72%等。另外，富士

通也開發全球第一台 0-Watt PC，在standby時零耗電。另外，如何

達成資料中心的綠色科技，也是極重要的。根據資料中心的耗電

量估算，IT設備中，空調占 40%，電源占 13%，照明占 2%，而IT

基礎設備的IT機器占 45%。富士通希望能以日本國內 50 個、海外

32 個富士通資料中心所累積的know-how為基礎，協助客戶將資料

中心最佳化服務。 

4. 在利用IT降低環境負擔方面，以減少物的消耗、人的移動、物的

移動、有效利用辦公室空間進行文書等的保管、減少IT機器的耗

電，並透過網際網路來傳輸資料等，這些均可以有效的降低CO2的

排放。另外，日本的Green IT promotion Council也在推動measurable

（測量）、Reportable（報告）、Verifiable（驗證）等的標準化，讓

各個單位的CO2削減量可以進行定量的評估工作。 

5. 以農業為例，可利用人造衛星進行作物收獲之分析，減少農民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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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進行實地調查及用人工輸入及分析資料，結果可以降低 97.7%

的CO2排放。同樣，以水產業為例，利用衛星再透過海洋資訊中

心，來發現漁場，降低漁場探索所需時間及能源 20%以上。 

6. 因此，IT 的新角色，已由過去的提升生產力，至今為提升能源利

用效率，將來則為活用人類智慧。 

 八木悟館長則簡報館林新棟對 Green IT 的做法 

1. 他表示，館林 System Center 新棟的特色，除了堅牢、高安全性、

運用高品質外，主要是使用綠色技術，以減低環境的負荷。為此，

整體的做法包括：(1)利用可視化以掌握實際情形，尤其是掌握對

環境貢獻的幅度。(2)活用最適能源，例如：引進高效率電氣設備

以減低能源漏損。(3)利用最適的空調，以少量電力卻可以冷卻空

間的方式，例如引進高效率冷凍機或是開發局部冷卻技術等。(4)

利用綠色能源，包括太陽能、風力發電等。(5)活用有 ECO 效果

的土地、建築物，在設計、材質及立地上下功夫。(6)活用資訊中

心專用的平台，例如：省電力平台等。(7)在設施間進行最適能源

合作等。 

11 月 10 日（週二） 

▲ 東京大學 YRP Ubiquitous Networking Lab－坂村健教授 

1. 坂 村 健 教 授 首 先 介 紹 TRON (The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Nucleus) 計 畫 始 於 1984 年 ， 是 全 球 最 早 提 倡 “Ubiquitous 

Computing”概念的，為此提供基礎的軟體及硬體平台，是一項

Open Architecture，因此，操作系統免費提供給全世界運用。目前，

Ubiquitous Computing 已廣受全球各國及聯合國和 IEEE 的實現，

並翻譯坂村教授的著作。聯合國外國機構的 ITU-T 也與坂村教授

合作，努力於 Ubiquitous ID 技術的國際標準。 

2. 坂村教授也秀 Ubiquitous Computing 的功用，因為電腦越來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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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便宜，因此可以在手機內建入電腦，或者領帶上、食物上、衣

服上內建晶片。晶片本身並不重要，重要的是需賦予什麼樣的資

訊。例如，拿到藥品，它會讀晶片內之內容告訴你是否藥已過期，

或者兩種藥不能混著吃等。 

3. Ubiquitous ID (UID) 技術是為了實現利用 UCode (Ubiquitous 

Code) 來識別物品、空間和概念。UID 是以 UCode 為基礎的流通

資訊，可通行於全球並開放給各國使用。UCode 有 128 bits long，

全球所有商品均標識，用 1 億年也用不完，它也只能在網路上使

用，否則只有數字，不具意義。 

4. 2005 年起，東京都與國土交通省推動「東京 Ubiquitous 計畫」，

利用最尖端的 UID 技術，來振興觀光、振興商業，並達成任何人

也可以安心去街道散步或是購物，成為全球化設計的城市。2006

年起並在銀座實施「東京 Ubiquitous 計畫-銀座」。為此，在上野、

銀座等地廣泛設置 UCode，以利 UID 之利用。中國也利用此系統

進行”Chinese Recycling System using UCode”，而日本也有應用在

火警警報器上。 

5. 坂村健教授也實際展示 UID 的應用，例如用在盲人導盲磚上、貨

物集散、產品集散、配送或是藥物管理上。坂村健唯一遺憾的是，

他比較喜歡和台灣合作，也相信合作生產可以使成本降低一半以

上，但是台灣政府似乎並不積極。 

▲ Panasonic Center－有明展覽館 

Panasonic 的綠色創意宣言是商品的綠色創意、生產的綠色創意及

推廣的綠色創意。主要目的在防止地球暖化，展示一些節能、省水的

馬桶、洗衣機、或是利用空氣壓縮原理來提升溫度 4℃左右的設備等。

一樓的展示區則主要在介紹具創意的產品，包括無線電視機或是新產

品 x 系列空調等。 

▲ NTT DATA 株式會社－Green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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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經理 小林誠、課長 三上仁志 

1. 小林經理主要介紹以環保為經營指向的 Green Data Center。NTT

的 Data Center 獲得 2009 年 IT 省能源部門的經產大臣獎。小林經

理表示，為了達成環境取向經營目標，有二項做法，分別是(1)降

低客戶、社會之環境負擔；(2)降低本身集團之環境負擔。為了達

成第 1 項目標，做法包括提供環保解決方案與服務，並引進、檢

驗新技術的效果，以降低溫室氣體的排放。為了達成第 2 項目標，

則採取包括利用省能源設備的更新來達成效率化及設置 Green 

Data Center。NTT Data Center 估計因引進省能源設備，到 2012

年將可因此節約 1.9 噸 CO2 的排放。 

2. 目前 NTT Data Group 的電力消費量大約 5 億 5,730 萬噸/年，大約

是 15 萬 5 千家庭的電力消費量，其中，70%的電力消費來自 Data 

Center，目前，NTT Data Center 是利用下列 5 種方式來削減三成

的 CO2。 

(1) 採用高電壓直流給電系統（HVDC），由交流電改變為直流電

供電，原先因是用交流電供電，因此需經過 3 次的電力變換，

增加 Loss，但如今用 HVDC，則只需電力變換一次即可。 

(2) 利用太陽能發電系統，目標在 2012 年的自然能源能提供 NTT 

Group 整體能源 5MW。 

(3) 高效率空調設計，它的目的是利用加蓋來加強因應伺服器發熱

之冷卻效果、減低環境的負荷。另外，也設計免震設備，以使

地震對伺服器的影響降至最低。預估，使用此高效率空調設

計，可以減少 7%的電力使用。 

(4) 最適化的 Green Consulting。 

(5) 假想化（虛擬化）技術。例如，在 1 台 PC 上搭載三台 PC 的

虛擬化、Network 的虛擬化等等。它在集約效果上，可使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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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 70 台降至 4 台，人員則由 19 人降至 4 人。另外，削減

1.9 億日圓之成本並提升安全性。 

11 月 11 日（週三） 

▲ 橫河電機－甲府工廠 

簡報者：河野先生、涉外室 藤岡隆、加藤先生 

1. 由河野先生報告「生產線上活用 IT 以避免浪費能源：甲府工廠省

能源環境對策介紹」。這是 by IT 的好例子，也是 JEITA 介紹來的，

因為甲府工廠剛獲得 2009 年省能源大獎經濟大臣獎（by IT）。河

野先生表示，「避免浪費」種種之普及極為重要，資源需利用再利

用。他表示，橫河電機的基本態度可分三方面來說，(1)想法，包

括環境市民意識，分別回收、循環物質的活用及綠化/植樹等。(2)

系統，包括 ISO14001、環境會議、法制度、稅制度等。(3)技術，

包括省能源系統、循環再利用技術等。今天的報告以第 3 項為主。 

2. 橫河電機認為，透過省能源系統，可以(1)提升定期生產力，可以

減少加班時間；(2)接受訂單生產，徹底排除無謂的浪費。為此，

需重視：(1)See, clearly, 計測；(2)Know, in advance；(3)ACT, with 

Agility。也需做到 3R，即 Reuse、Reduce、Recycle。 

3. 橫河電機的省能源活動效果有「Enerize 3」計畫，這也是橫河電

機的 Key words，橫河電機以 2008 年之能源比 1990 年省 35%為

目標來進行省能源方案的規劃，雖然 1990 年至 2008 年橫河電機

的生產量成長了 223%。在期初的 1990~1998 年是一般活動，並沒

有橫河的特色省能源措施，結果使 1998 年的能源消耗比 1990 年

省 23%。1990~2006 年則引進橫河之特殊省能源方式，結果使 2006

年之能源比 1990 年省 56%。橫河電機希望在 2010 年之前完成模

範工廠的建設，進一步節省能源之消費。例如，加裝易於隨時關

燈的設備，使午休或是不需用燈時可以隨時關燈，以削減照明之

 16



電力。另外，也大量引進變頻設備以節約能源。 

4. 橫河電機省能源支援系統的可視化方面，主要是讓包括水、瓦斯、

溫度、分盤電力、流量、空氣壓力等等的無謂浪費均可以看得出

來。為此，必須能掌握資訊並進行分析及預測才行。例如：利用

Enerize 來看每一天的電力使用量，也就是達成電力削減目標的每

日管理，這有別於在過去是以月為單位來管理的。 

5. 橫河電機在引進 Enerize 後的效果方面，(1)每生產一台產品所使

用的能源都清楚的知道，因此就可以發現浪費的地方。(2)建構一

個每一生產線、每一工程的能源使用量，然後，直接反映在產品

的價格上。透過這兩個方式，讓員工工作的意識改變了，過去，

即使知道或許在生產工程有浪費或是成本增加的情形，但這似乎

是別人的事，與自己無關。在引進 Enerize 制度後，效果「看得見」，

價格(成本)「降低」，而利益則「增加」了。 

6. 橫河電機也有“Action 21 Board”，在作業現場掛大型揭示版，讓每

一個生產過程之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明確化，並由全體從業

員共享。此一揭示版除了過去的品質、安全衛生、生產、人材培

育、價格(成本)外，還有加入一項即是“環境”。橫河電機也訂定各

部門之削減能源目標，結果也使得現場的改善情形明確增加。 

7. 橫河電機自 1998~2008 年總投資額是 3.4 億日圓，但是累積削減

效果金額為 3.6 億日圓，也就是說還節省了 2,000 萬日圓。另外，

自 1998~2008 年，橫河電機的CO2排放量有削減了 18.5%。橫河電

機透過偵測可將每人、每件、每一小時之效率，顯示出來，來減

少浪費，是橫河電機最令人佩服的地方。 

8. 因此，只有將資訊縮小至最小單位，並將它的效率數字化、可視

化，才能了解真正浪費的地方。否則，只是制定整體公司的削減

目標，卻無法了解到底是何部門在浪費，則效果不大。橫河電機

是在做量測、檢測機器，因客戶是業界，因此，也不需要進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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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也沒有計畫將此套節能方式或是技術或是解決方案出口，也

就是沒有 Business 之目的，甲府工廠只想作為橫河電機之模範工

廠而已。 

11 月 12 日（週四） 

▲ ROHM 株式會社  

出席者：常務董事 高須 Hidemi 等人 

1. ROHM 公司設立於 1958 年 9 月 17 日，資本額 869.69 億日圓，營

業額 3,171.4 億日圓（至 2009 年 3 月底為止），其中，積體回路營

業額占 50%，半導體電子占 30%。員工有 22,034 人，集團在日本

國內有 11 個據點，在國外有 20 個據點。ROHM 在 1982 年因數

位電晶體開發成功，而使營業額大幅成長，也正式改名為ローム

公司。2008 年 10 月併購 OKI Semiconductor，OKI 原先是生產充

電器的公司。 

2. ROHM 公司分四大部門，開發、生產、營業和管理。在研發方案

包括 SiC 電源模組、生物晶片、CIGS 感應器、可彎式有機 EL 等。

LSI 開發本部研發包括 Wireless Communication、Power Green 

Energy 等。ROHM 之最尖端的 VLSI 生產體制在京都和靜岡。

Discrete、Module 生產本部包括個別半導體、光電半導體和模組

製品等。 

3. ROHM 公司以與地球環境共存為目標，於 2004 年完成無鉛化生

產，2008 年完成無鹵化技術對應。另外，較為特別的地方包括：

(1)植林活動、(2)積極進行產學合作，例如，與京都大學合作 SiC

（碳化矽），與立命館大學合作 Hardware，與同志社大學合作

Information 領域等。另外，也與中國的清華大學合作開發生物感

應器。(3)做為企業公司的社會貢獻活動，例如，設置獎學金、舉

辦音樂研討會、國際音樂學生慶祝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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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HM 公司介紹 ROHM LSI Outlook 表示，「More than More Brings 

us to Paradigm Shift」。在 2008 年底的金融危機發生時，只有 ROHM

仍然保有利潤。ROHM 公司為了 Making Profit，一直在尋找新的

領域，亦即 Enhance Area and New Field，有些產品 Amount of Sales 

is High, but Operating earning rate is low，有一些正好相反。有些

生意是 B to B，有些則是 B to C。Nintendo、Murata 是屬低量但

高收益，但 Toyota、Nissan 等則屬量大但低利潤。 

5. ROHM 在台灣的海外據點是 Design center，ROHM 的後工程生產

均是在亞洲。但在 China 已不再是 Production Volume，而是 Design 

demand。像手機，歐洲廠大都已在 2008 年移至中國，使中國之

Share 可望由 2008 年的 16%，於 2009 年超過 30%。 

6. ROHM 的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semiconductor device：From 

More Moore to More than Moore，此項 More than Moore 例如： 

 Providing system solutions for various fields from light-receiving 

sensor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wavelengths through image 
recognition（e.g. audio visual device field）. 

 GaN 

 SOI3-5V 

 SOI30-40V DMOS 

 Green Laser Diode (LD) 

 Developed optical Communication Modules used in compact sets. 

 High speed optical communication device 

 SVGA OLED Microdisplay 

 Bio-Based Sola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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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Saving organic EL Lighting. 

 Plasmon Biosensor 

7. SiC Power Device Tech.是 ROHM 之強項，它可應用在 Green IT 

(SiC Makes possible to breakthrough the limit of Si)。 

8. ROHM running towards dreams with excellent partners 。 ( 如

Academic、Industrial、Market etc.) 

9. ROHM 公司一直希望和台灣加強合作，但是台灣方面不夠積極，

目前，ROHM 與中國的清華大學合作，因為其中一位教授曾留學

日本。 

▲ 村田製作所 

出席者：董事 家木英治、涉外部部長 下川義博、 

環境管理部部長 岡田弘文、環境管理部課長 辻吉繁 等人 

1. 村田製作所成立於 1944 年，2008 年營業額 5,239 億日圓，比 2007

年減少 17.1%，而 2009 年預期也將比 2008 年減少 2.7%。日本國

內有 25 個據點，海外則有 50 個據點，日本國內生產據點大都聚

集在金沢，主要是因為負責人是金沢出身，美國的總公司在亞特

蘭大，亞洲總公司在新加坡。員工共 33,431 人，其中，日本國內

22,019 人，海外 11,412 人。 

2. 事業群分：(1)Module Electric Circuits；(2)ASC, Application Specific 

Components；(3)EI-Electronic Infrastructure。Module 主要產品包

括近距離無線通信製品、Tanner、電源模組等。ASC 包括高周波

零組件、壓電零組件和各種感測器。EI 包括電容器、因應噪音零

組件等。村田製作所有多項產品的全球市占率極高，如 Shock 

Sensor 占 90%，Bluetooth Module 占 50%，陶磁 Filter 占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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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波 Filter 占 40%等等。村田製作所的產品極為多樣化，以產

品別來看營業額，以電容器占 35%最多，其次為高周波元件占

21%，壓電製品占 15%等。如果以用途別來看營業額，則以通信

占 44%最多，其次為 PC 及相關產品占 19%，AV 像電視或數位相

機、遊戲機等占 15%等。以地區別銷售額來看，亞洲占 59%，日

本占 22%、歐洲 11%、南北美洲 8%。 

3. 在 Eco Products 方 面 ， 主 要 是 強 調 LCA ， 也 就 是 Life Cycle 

Assessment，也就是在產品的整體週期中均考量環境的負荷，不

只是包裝，而且在生產、運輸、使用、廢棄物回收等等均考量對

環境的影響。它不但只考量削減直接的CO2排放，而且因使用能

源 所 換 算 之 CO2 也 包 括 在 內 。 村 田 製 作 所 也 自 我 宣 示 達 成

ISO14021 typeⅡ的目標。 

4. 村田對 Eco Product 之評價項目包括：(1)小型化，包括使用零組

件、材料之削減、生產、運輸、能源使用之削減、包裝材料之削

減等。(2)高性能化，亦即提升基本性能，實現對環境有貢獻之新

機能等。(3)省能源，即減低產品之能源消費及回路之損失。(4)

耐久性，也就是延長壽命，提升耐久性。 

5. 因此，村田不但對CO2之排放有嚴格的要求，而且評價的範圍也

不斷擴大。在評估CO2的排放時，不只算直接排放量而且因使用

能源也將它換算成CO2來計算是其特色。 

6. 村田的環保活動包括防止溫室效應的做法以及廢棄物零排放的做

法。方式包括： 

(1) 日本國內集團公司的燃燒廢棄物在 1998 年 6 月完全結束。 

(2) 於 2005 年內整體日本據點均取得 ISO14001 認證。 

(3) 開始對小學生實施環境教育，也就是 3R。 

(4) 會破壞臭氧層的物質，鹽素等有機溶劑均不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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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3 年度達成全日本 21 個事業所之廢棄物零排放。 

(6) 開發吸取CO2的材料。 

7. 村田之溫室效應的做法的效果如果以 1990 年=100，則 2004 年

=73，2005 年=59，2006 年=50，2007 年=51，2008 年=63%，也就

是 2008 年排放 541,664 萬噸CO2，效率雖然提高，但是總量方面

還是繼續增加。因此，如何壓低總量CO2的排放是村田製作所努

力的目標。 

8. 目前的做法包括：引進省能源診斷；共通設備省能源實績，因此

而減少 8%之能源；生產設備之省能源實績，也就是自己訂定努力

目標；還有，引進低公害車，村田預計在 2010 年全部使用低公害

車。(至 2009 年 3 月已替換 96%了)。 

9. 在省能源零廢棄物的使法方面，以 2000 年=100，至 2008 年只有

52%，為 24,890 萬噸CO2，也就是說不論是效率或是總量均減少

了。村田製作所於 2003 年度於日本國內 21 個事業所均達成Zero 

Emission的目標。此外，還有廢棄物的再資源化做法、廢棄物的

分別回收、建築物的零廢棄、植林、森林保全活動等等。 

10. 村田製作所的新辦公大樓分 A、B 兩棟，中間可以相通，採自然

採光的中空方式，少柱子，而且裝置高效率照明感測設備，冷空

氣由下面吹出，熱空氣由上方排出，空調也會自動關機，採用雙

層結構玻璃加上百葉窗以有效隔熱，外觀之標誌也採 LED 光，並

採防災措施等。村田的 5 個事業所也於 2008 年取得 SEGES 認證

（社會與環境貢獻綠化評價體系認證）。 

▲ PanaHome 株式會社 

出席者：酒井、広瀨、篠木様等人 

1. PanaHome 成立於 1963 年，主要是為了實現松下幸之助的「住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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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は人間形成の道場」，也就是，住家是人間活動最重要的之意。

PanaHome 在阪神大地震時沒有全毀或半毀一間房子而廣受注

目。他在 2007 年 10 月 5 日推出 ECO Idea 宣告，包括商品之 ECO 

Idea、製造之 ECO Idea 以及推廣之 ECO Idea。希望提供一個安全、

安心、健康、舒適及省能源、創造能源的房子。安心、安全是考

量可以終身使用，並避免地震、閒雜人之入侵等。健康、舒適是

可以與自然共存之居住環境。省能源等則是用太陽能發電、斷熱

材、延長壽命等的住宅。 

2. PanaHome曾獲三大獎，包括，House of the year in electronics 

2008；住宅建築物省CO2推動模範事業；超長期住宅先導的模範

事業等。 

3. 「珪藻土」可維持 40~70℃的濕度，也可吸味道，是秘密。 

4. 日本 6 年前修改建築法，建築物本身需 2 小時換氣一次，PanaHome

推 Eco Life 換氣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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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一)Green IT 分為 Green of IT 及 Green by IT 兩方面，日本有效推動

節能政策，再配合電子情報產業技術協會（JEITA）的 Green IT 
Promotion Council 加強進行產官學研的合作、推動新技術的開發和

制定標準化測量基準，並普及節能技術的推廣，還有民間綠能觀

念的普及，使日本成為綠能先進國。 

(二)節能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建立一個節能的評估指標（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尤其重要的是以細項來作為評估基準，以落實各個

項目的節能。如果只是以整體來作為節能評估標準，易流為口號，

實質助益不大。 

(三)JEITA 提供“Green IT Handbook 2009”主要記載 Best Practices 的企

業資料，有詳細記載各企業的節能做法，甚至也可以利用此資料

進行台日企業間的合作商機，可以上網查尋。 

(四)東京大學工學院江崎浩研究室正在進行 Energy Saving with ICT, 
Green University of Tokyo Project，有 43 家企業及非營利團體參

加，是一項產官學合作的研究計畫，台灣的工研院等單位可考慮

參與。 

(五)東京大學 YRP Ubiquitous Networking Lab.所長坂村健教授曾多次

應 邀 來 台 演 講 ， 他 的 TRON（ The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Nucleus）是全球最早提倡 Ubiquitous Computing 概念的，操作系

統並免費提供給全世界運用。另外，UID 技術實現了用 UCode 來

識別物品、空間和概念、市場佔有率也達六成以上。坂村教授積

極希望能與台灣合作，但台灣相關單位似乎不夠積極，目前只有

台開公司推廣坂村教授的 u-home 計畫。未來，大學、工研院或是

RFID 推動辦公室宜積極與坂村教授洽談合作計畫。 

(六)無論如何，Green IT就是需要做到Measurable（測量）、Reportable
（報告）、Verifiable（驗證）的標準化，讓各單位的CO2削減量可

以進行定量的評估工作才會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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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綠能政策及本所推動之「低碳能源示範社區」計畫，除需發展綠

能科技與產品外，還要有綠能生活節能減碳的生活價值觀配合才

會事半功倍，並可擴大綠能示範效果。 

(二)政府相關部門應以積極的態度與決心來制定合情合理的法規制

度，前瞻性的可行策略來有效推動節能減碳。口號式的宣傳缺乏

具體的、細項的、可視化的措施，意義不大。甚至，政府應積極

獎勵績效顯著企業、頒發獎勵或是認證，廣為宣傳或是制定 Top 

Runner 制度等，以強制推動企業的節能生產。 

(三)如何讓企業與民眾對 Green IT 有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和 企 業 形 象 （ Business Image ） 的 堅 持 ， 而 非 只 是 經 濟 效 益

（Economical Return）的考量，需要政府在制度、教育方面多多使

力才行。 

(四)日本政府有 Green IT 政策，但是拜會各單位發現，最重要的是各

單位有其自己具體的 Action Plan，這才重要，尤其是各單位奉行“節

能看得見”的原則，使 Action Plan 未流於形式。 

(五)加強並鼓勵同仁赴日交流，因日本與台灣地理位置相近，加上產

業發展型態類似，企業合作歷史悠久，日本產業技術有許多值得

台灣學習的。甚至，日本企業對台灣友好，對外合作對象也以台

灣企業為首選。以 ROHM 公司為例，積極希望與台灣合作，但管

道有限，最後是選擇與曾留學日本之中國清華大學教授合作。若

建立好的管道，對本所研發技術產業化或許有些幫助。 

(六)台開公司與日本東京大學坂村健教授正進行第三代 u-home 研究，

可與其聯繫，或許對本所「低碳能源示範社區」計畫住家有參考

及合作之處。 

(七)東京大學已建立節能減碳方法，先作好整楝大樓建築之能源盤

查，再 Break down 到每一層樓、每一間房舍，再下分到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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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源，把每個個體區分清楚，才容易追查及檢討節能效果。

本項作為或可引為我國推動節能減碳之參考。 

(八)日本 Green IT Promotion Council 推動 Green IT Award，並發行

“Green IT Handbook 2009”，介紹企業的 Best Practices 做法，值得

我國政府相關單位參考。JEITA 也希望能與我國相關單位簽署合作

意向書（MOU），並共同推動節能評估指標的標準化，值得政府相

關單位參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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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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