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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能研究所目前正積極執行「第二期國家能源型計畫」，包含「我

國能源風險評估系統化研究能力之建立 (1/3)」與「先進能源技術策略

規劃與電力供給中長期影響分析 (I)」。本次派「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

中心」助理研發師秦安易、助理研發師楊皓荃，赴韓國首爾參加  7 月  

4 日由  The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Association (IIOA) 舉辦的「第  

6 屆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put -Output (IO) Analysis」訓練學程，

並於  7 月  5 日至  9 日參加「第  24 屆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Conference 」研討會，研討會討論內容包含環境與能源經濟分析、

多國投入產出模型分析、能源使用與環境影響評估及風險管理等議題，

而秦員與楊員亦於研討會中分別發表一篇研究論文，並與許多能源模

型與政策評估經驗豐富之學者、研究人員交流，有助於核研所能源政

策評估與模型規劃能力的提升。經本次參與研討會發現目前於探討氣

候變遷對國家能源政策、環境使用等影響評估以整合多國  (區域 ) 以

及能源工程模型結合總體經濟模型為研究趨勢，而核研所能源經濟及

策略研究中心亦是符合此能源模型建置之發展方向。相關建議如下：

(1) 參考國外能源經濟模型研究經驗，可將本所現與  MIT 合作建置

考量國際貿易互動關係的多國  CGE 總體經濟模型  (EPPA Taiwan)  

與  TIMES 模型做軟連結，求得我國的詳細能源使用情形評估結果，

使兩者模型的研究產出具有考量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與能源使用互

動關係的優點；(2) 能源經濟評估議題牽涉範圍廣泛且模型運維不易，

因此建議核研所應努力精進  TIMES 與  GEMEET 等模型，並對於模

型研究人員做適當的分工，且利用 GitHub 等線上協作平台，確保各

版本模型的重要參數與設定一致，以維護核研所的研究品質，得到較

為全面且詳細的研究結果。  

 

 

關鍵字：國際投入產出學會、投入產出分析、能源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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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核能研究所目前正積極執行「我國能源風險評估系統化研究能力

之建立  (1/3)」及「先進能源技術策略規劃與電力供給中長期影響分

析  (1/3)」兩項政策研究計畫，本次派遣秦安易助理研發師、楊皓荃

助理研發師除參加「6
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put-Output (IO) 

Analysis」了解國際能源模型最新發展趨勢，亦於「第 24 屆國際投入產

出研討會」發表會議論文「Assessment of CO2  Emissions Change in 

Eastern Asia:  A Multi -Regional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與

「 Applying Multi -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In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on Energy Security」兩篇，並

與國外能源經濟研究專家討論交流，分享核研所近期研究成果，藉以

掌握相關能源經濟與政策最新資訊，可作為執行政策研究計畫之參

考。  

 

二、過 程 

本次出國行程共計 7 日，於 105 年 7 月 3 日自桃園前往韓國首爾， 7 月 

4 日參加「第 6 屆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put-Output (IO) Analysis」訓練課程，

了解國際能源模型最新發展趨勢； 7 月 5 日~7月 8 日則參加第 24 屆國際投

入產出研討會，並發表兩篇論文，並於會中與國際能源經濟專家 (如表 1) 討論，

獲得許多寶貴建議；7 月 9 日則從韓國首爾返回桃園，結束這次出國公差行程，

茲將出國公差行程表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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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出國公差交流人員名單 

姓名 單位、職稱 

Hector Pollitt Director and head of International Modelling at 

Cambridge Econometrics (CE). 

Michael L. Lahr Director of Rutgers Economic Advisory Service 

(R/ECON™). 

Tharinya Supasa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ergy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Klaus Hubacek Professor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ne Owen Research Associate of 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 

at University of Leeds 

Anjali Tandon Associate Fellow at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表 2、出國公差行程表 

項次 日期 

行程 工作重點 

出發 抵達  

1 105 年 07 月 03 日 台灣 韓國仁川 
搭機前往韓國首爾，準備參加 IIOA 國

際研討會 

2 105 年 07 月 04 日 首爾 參加 E3ME 模型訓練課程 

3 105 年 07 月 05 日 首爾 參加第 24 屆投入產出國際研討會 

4 105 年 07 月 06 日 首爾 參加第 24 屆投入產出國際研討會 

5 105 年 07 月 07 日 首爾 參加第 24 屆投入產出國際研討會 

6 105 年 07 月 08 日 首爾 參加第 24 屆投入產出國際研討會 

7 105 年 07 月 09 日 韓國仁川 台灣 抵達台灣 

註：「24th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Conference & 6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O 

Analysis」會議資訊： 

https://www.iioa.org/conferences/24th/download/program/24th-conference-program_WEB.pdf 

https://www.iioa.org/conferences/24th/download/program/24th-conference-program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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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第 24 屆 IIOA 國際研討會於 105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在韓國首爾

延世大學舉行，出席者多為世界各地鑽研於投入產出分析模型 (Input-Output 

Analysis) 之研究員、學者，除了 7 月 4 日為 ISIOA 訓練課程外，7 月 5 日

至 7 月 8 日共四天的會議期間內約有 270 篇的論文發表。 

IIOA 年會為一年一度的國際學術盛事，因投入產出分析模型應用甚廣，本

次會議不僅侷限於傳統經濟模型分析，除了探討能源、環境及經貿等多元議題外，

亦包含多種經濟模型分析方法之應用，如：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模型、計量投入

產出模型、跨國投入產出模型、財務分析模型、全球價值鏈、結構分解法、環境

及能源投入產出模型等研究主題。 

投入產出分析模型多用於政策模擬分析，核研所目前於此模型之應用已具相

當之能力，而本所近年積極建置的單國動態 CGE 模型 (GEMEET Model)，其經

濟理論亦建立在投入產出模型之基礎上，因此，參與本次會議除可汲取當前國際

間投入產出模型應用之方法、增加本所於此模型應用上之深度與廣度外，亦可參

考各國學者之研究情境設定 (如能源經濟方面目前大多以各國達成國家自定預

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的能源

供需變化或碳價等研究為主)，對未來本所進行能源經濟議題之模擬分析上具相

當之助益。 

(一) 6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O Analysis 訓練課程心得 

秦員與楊員參與本次  IIOA 年會之重點之一為「 6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O Analysis」訓練課程，此訓練課程共分

成五大研究主題，受訓學員依據自身的研究背景與研究興趣而被

分發至特定主題訓練課程，此五大研究主題概述如下：  

(1)  E3ME Global Macro-Econometric Model ： E3ME 模 型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Macro-Econometric model)  是

由英國劍橋大學計量經濟研究中心  (Cambridge Econometrics,  

CE) 與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  共同開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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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的總體計量投入產出模型，此模型主要用於政策評估、經

濟預測與學術研究等。本堂訓練課程除了介紹  E3ME 模型之

架構外，並以  Soocheol Lee 與  Hector Pollit t  等人於  2015 

年發表的  「 Low-carbon, Sustainable Future in East Asia:  

Improving energy systems, taxation and policy cooperation」 一

書中的研究為例，解說使用  E3ME 模型進行的東亞國家課徵

碳稅的經濟研究，以及使用此模型進行貿易協定影響評估之結

果。  

(2)  Construction of OECD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ICIO) 

Database：本堂訓練課程聚焦於由  OECD 發展之跨國投入產

出資料庫  (OECD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Database，以下簡

稱  OECD ICIO)，首先介紹資料庫的特色 (如該資料庫提供的

多國投入產出表有較其他資料庫詳細的最終需求用途分類 )與

發展歷程，而後講授跨國投入產出表之格式、編制方法與過程，

以及如何平衡跨國投入產出表的做法。此外，講者亦展示了數

個先前研究成果，包含附加價值貿易指標、隱含於國外最終需

求之勞動量與技術類別  (高技術、中技術與低技術 )、貿易隱

含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研究，以供學員更能透徹了解  OECD 

ICIO 資料庫的應用方法與範疇。  

(3)  Dynamic IO analysis：按照分析時期的不同，投入產出模型可

分為靜態模型  (Static IO Analysis) 與動態模型  (Dynamic IO 

Analysis)  兩大類。靜態模型分析與研究某一特定時期  (年份 ) 

的再生產過程與產業關聯效果，其內生變量的時間跨度僅為一

期；動態模型則分析與研究若干時期的再生產過程，社會的生

產過程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連動過程，各個時期或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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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過程之間均存在著密切的關連性，因此動態投入產出分

析模型之重點在於資本存量係數矩陣，透過投資、資本的累積

以及存貨變動以具體探討累積生產、擴大再生產的關係。本課

程亦提供數個研究成果供學員參考。  

(4)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結構分析法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多用於探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

及能源使用量之變化趨勢，利用結構分析法將此變化趨勢拆解

出數個影響因子，並據以分析各種影響效果對二氧化碳排放或

能源使用量變化之貢獻，此研究方法常見於近年的學術期刊中。

資 料 選 擇 的 部 分 則 多 採 用 世 界 投 入 產 出 資 料 庫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本課程除講授  SDA 之概念、

方法及相關文獻回顧外，亦利用勞動人口變化趨勢、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趨勢等作為範例，講授拆解之觀念與步驟。  

(5)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nsumption-based Policies：環境衝

擊評估與消費面觀點分析多應用於碳足跡與能源足跡的計算、

消費面觀點會計帳與碳排放社會責任分擔等領域，此方法可量

化環境衝擊之影響，以及各種因消費而產生的碳足跡與能源足

跡，以利於衡量各種隱含於最終消費中的能源使用或碳排放，

並觀察一段時間內消費結構改變可帶來的正面影響。本課程除

了介紹環境衝擊評估方法外，另將聚焦於多區域投入產出分析

模型  (Multi -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MRIO)  之介紹

與應用，包含  MRIO 表的格式與編制、環境與能源相關係數

之計算以及建構  MRIO 分析模型之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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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秦員與楊員皆由  IIOA 學會分派參與  E3ME 模型訓練課

程。透過本次參加  E3ME 總體計量經濟模型的訓練課程，瞭解英國

劍 橋 計 量 經 濟 學 會 開 發 模 型 之 建 置 經 驗 ， 而 課 程 中 講 師 引 用

「 Low-carbon, Sustainable Future in East Asia: Improving energy 

systems, taxation and policy cooperation」一書中的研究，並解說應用  

E3ME 模型進行中國、日本、南韓及台灣等四個東亞主要國家課徵碳

稅的經濟研究及模擬結果，其研究過程與結果可作為核研所未來於國

際能源經濟模型的研究參考方向之一。此次訓練課程除可汲取英國

E3ME 模型之建置經驗外，亦可以藉由他國模型建置過程與經歷，精

進核研所 GEMEET 模型與  EPPA 模型之基礎。經本次參加模型教育

訓練發現，目前國際間於建立能源模型有兩大趨勢：一、以單國、單

區域模型開發成熟後，再將模型評估範圍擴張，邁入多國、多區域之

 

圖 1、E3ME 總體計量經濟模型訓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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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評估模型，如  E3ME 總體經濟模型，從英國單國總體計量模型

擴展成全球總體計量模型。二、整合多種不同評估面向模型，以增強

研究的全面性，如整合總體經濟評估模型與能源技術系統模型。由於

能源工程模型對於總體經濟與產業間的互動效果評估能力較為缺乏，

而總體經濟評估模型的發電技術分類則較為粗略。因此  E3ME 總體

經濟模型亦是採用總體計量模型連結電力系統模型，以充分發揮兩類

模型之評估能力，期獲得較完整的能源與經濟評估結果。核研所能源

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目前除本身長期建置與維護之  TIMES 能源工

程模型外，亦有與中原大學合作開發完成的  GEMEET 一般均衡能源

經濟模型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Energy,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analysis)，並於今年  (民  105 年 ) 將兩類模型進行軟連

結，互相支援運作，以期提升整體計畫對於能源經濟、政策等議題分

析的精緻度與完整性，此外，更與「MIT 全球氣候變遷科學與政策聯

合專案研究中心」合作建置符合台灣現況的資料與模型設定的多國  

CGE 模型，不但能評估我國各種政策情境下的  3E 效益，更能將分

析結果進行國際比較，以觀察我國與各國間的政策影響與產業互動效

果，並依此做為區域經貿、能源與減碳政策等國際議題之政策參考依

據。本次與會瞭解英國  E3ME 模型整合經驗，有助於核研所於整合

模型之建置參考。此外，亦發現由於能源經濟涉及議題甚廣，在全球

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使得能源、資源的流動更為頻繁，因此各國

大型研究單位  (如：瑞典國家經濟研究所的  CGE 模型  EMEC 及  

TIMESSweden、美國  MIT 全球氣候變遷科學與政策聯合專案研究中

心的  EPPA 模型等 ) 紛紛建立跨區域之能源經濟模型，以評估各種

國際重大事件對自身國家之詳細影響，而核研所一方面將  TIMES 能

源工程模型與  GEMEET 一般均衡能源經濟模型進行軟連結，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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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全球氣候變遷科學與政策聯合專案研究中心」的合作建置多

國  CGE 模型，不但符合國際趨勢，亦能促進核研所與國際間的學術

交流，強化核研所評估國際能源與減碳政策對我國能源供需與經貿影

響之能力，以促進整體計畫之施政效益。  

 

(二) 2016 年第 24 屆國際投入產出研討會與會心得 

核研所本次會議亦發表兩篇近期研究成果，獲與會專家提供實質

建議，可供未來研究主題之擴展。圖 2 為會場發表文章之實況。  

 

圖 2、 2016 國際投入產出研討會  會場簡報實況  

針對「Assessment of CO2  Emissions Change in Eastern Asia: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一文，與會專家提出以下數點問

題與建議：(1) 資料年份選擇：本文選擇  1999 年、2004 年、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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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年份之資料，並據以劃分成  1999-2004 年與  2004-2009 年等二

段時間區間，但於文中並未針對此資料年份之選擇詳加解釋與說明，

建議應可多做著墨，並應避免選擇到數據波動較劇的特定年份。 (2)  

Leontief  結構效果  (L effect)  在過往的研究中，多解釋為產業生產結

構與技術改變所致之效果，而產業部門於生產過程中所排放之二氧化

碳應會隨著技術進步而逐年減少，故 L 效果對於二氧化碳排放變化量

之影響效果應為減效果，然本文之實證結果顯示，台灣  1999-2009 年

間之  L 效果對於二氧化碳排放變化量之影響效果為增效果，此一結

果於簡報內並未深入探討，建議應多對此做相關事證之整理與闡釋。

(3) Michael L. Lahr  教授另提到，本文利用中、日、韓、台等四國之

單國  IO 表進行研究，然國際間之貿易互動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效果

十分值得多作探討，建議本文後續可採用多國投入產出分析模型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將跨國貿易影響納入考量，

以強化本研究之深度及廣度。筆者回覆如下： (1) 因  WIOD 資料庫

中，能源與環境統計資料目前更新至  2009 年，又本文欲探討一段時

間內二氧化碳排放變化之趨勢，故資料年份選擇以  1999-2004 年與  

2004-2009 年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區間； (2) 翻查產業結構效果之相關

文獻發現，在市場擴展與經濟進步的過程中，會出現產業分工深化的

現象，意即產業於生產過程更趨於專業化，產品在生產的過程中將轉

手更多次、刺激更多的中間投入。相較於日本發展較早，中、台、韓

皆為  1990 年代後始蓬勃發展的國家，故分工深化的進程較晚，因此，

對中、台、韓三國而言，1999-2004 年間由於出現分工深化的現象、

產業生產一產品所需的中間投入增加，故在  L 效果對於二氧化碳排

放變化量之影響呈現增效果； (3) 確實如與會專家所述，台灣為一能

源淨進口國，應考量跨國貿易對二氧化碳排放變化所造成之影響，後



 

10 
 

續本研究可考慮朝此目標努力。  

針對「Applying Multi -Regional Input -Outpu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In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on Energy Security」一文，

與會專家提出，由於研究主題著重探討能源部門，但世界投入產出資

料庫  (WIOD) 對於能源部門的分類較為粗略，僅劃分一個能源部門，

因此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採用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EXIOBASE 或  Eora 等對於能源部門刻劃較細緻的多國投

入產出資料庫。此外，另有專家想要瞭解本研究以一國生產與消費商

品的能源含量來源衡量能源風險指標變化之意涵，因為一般來說，如

本文選用的初級能源使用集中度作為能源風險指標時，會採用實際初

級能源供給量與來源衡量指標的數值。筆者回應如下，本研究嘗試以

進出口商品之能源含量的觀點探討初級能源使用集中度指標之變化

情形與意涵，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貿易對於一個國家生產財貨所消

耗的能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當一個經濟體生產一最終財時，

所耗費的能源不但包括這一經濟體為生產產品這一行為所直接投入

的能源消費，還包括生產此一產品時，向其他國家進口或國產製造用

於組成產品的必要零組件所產生的間接能源消費。而傳統的分析常聚

焦於生產財貨的直接能源消費，往往未考慮到以全球貿易的角度衡量

間接能源使用的效果，因此考量間接能源使用影響的能源安全指標能

供生產國思考下列問題，為滿足他國需求而產生的能源消費  (進口的

能源消費含量 ) 是否必要  (能否帶來相對應風險之報酬，如  GDP 

等 )，以及此一需求是否會間接影響到我國的能源安全，相對應地，

提供我國財貨使用與消費的進口國家，其初級能源消費組合是否夠分

散，使其能穩定供給進口品供我國使用。上述三點為本研究採用商品

能源含量衡量能源安全指標之理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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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  IIOA 會議的專題演講與兩篇值得參考之發表論文，

簡述其研究成果與心得：  

本次國際投入產出協會特別邀請到英國國家統計局的國際策略

與協調處負責人  Sanjiv Mahajan 為大家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

「Measuring the Economies of the World  - YOU can be part of that  

journey.」，由於  Sanjiv Mahajan 目前負責編製英國的國際國民所得

統計帳、投入產出表及  GDP 等，故其對於國際統計制度相當重視，

其認為在現今科技發展迅速、國際貿易頻繁的時代，全球化分工與新

興行業的崛起對於統計資料的蒐集工作造成是一種挑戰  (如圖 3)，而

國民所得會計帳、投入產出表等相關經濟分析的基礎資料係按照國際

統計制度所編製完成，因此他建議國際統計制度應時常更新，較能反

映目前現實的情況，使經濟分析專家  (如：投入產出表的使用者 ) 獲

得公正、客觀的資料，獲得較為具體的分析結果，如：利用更新後的

投入產出表評估新興產業對於經濟體的影響等。  

 

圖 3、全球化分工生產導致傳統定義的國家邊界日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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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ption -based energy 

accounts: a comparison of MRIO results calculated from different 

energy extensions.  

(by Anne OWEN, John Barrett , Marco Sakai, Lina Isabel Brand 

Correa.)  

Dr. Owen 為英國里茲大學地球與環境學院的研究員，本次發表

的主題著重於應用跨國投入產出模型，搭配  Eora、WIOD、GTAP 等

跨國資料庫提供的多種能源消費向量  (包含產出、初級能源總供給、

最終能源總消費、損耗、能源部門自用等 ) 與經濟資料計算英國消費

者觀點的能源消費量與結構，並藉由投入產出分析將英國的能源消費

結構進行重新分配，如：將最終消費者購買最終財  (包含進口品的部

分 ) 的相關能源使用歸屬於最終消費者，此有別於一般  IEA 的國家

能源平衡表報告對能源消費的類別定義，該報告透過能源供給追蹤能

源消費去向，分別定義為產業、運輸、非能源使用與其他等用途的最

終能源消費，此研究亦針對不同來源的跨國投入產出資料庫進行比較，

並提供投入產出分析相關研究人員對於資料特性與選擇建議如圖 4，

GTAP 的資料格式與特性較適合想建立  CGE 模型的研究者當作基

礎資料使用，而  WIOD 資料庫提供的多國投入產出表適合用於多國

投入產出分析，因為  WIOD 透過各國的供給使用表建立，對於各國

進口的中間財與最終需要，有較為詳細的分配設計  (亦即同一產品進

口至其他國家的各個產業都有詳細的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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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跨國投入產出資料庫之比較  量的特性與選擇建議  

2. Evidence of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Thailand’s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 sectors using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by Tharinya SUPASA, Shih-mo LIN.) 

Tharinya SUPASA 為中央大學能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生， Shih-mo 

LIN 則為中原大學國際經營及貿易學系教授。本次  Tharinya 發表之

論文主要利用投入產出分析及結構分解法來探討泰國能源與節能政

策的效率及成果。由於泰國近年經濟成長快速，對於化石能源之需求

亦大幅提高，導致能源過度依賴進口，危及本國之能源安全，因此自  

1995 年起泰國政府便針對製造業及大型建築實施節能政策。由於本

文重點在於探討運輸部門與製造業，因此本文將總能源消費分成運輸

部門能源消費、製造業能源消費及其他部門能源消費等三部分，並分

別計算能源消費變化之驅動因子與效果。本文將能源消費變化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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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效果、生產結構效果、最終消費結構效果、人均  GDP 效果、

人口變化效果等五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1995-2011 年間泰國能源

效率明顯提升，運輸部門的能源密集度高於製造業，而製造業相對運

輸部門消費更多的能源產品。透過  SDA 法亦可看出能源效率的提升

以及能源結構的改變是抑制能源使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故據此推論

政府的節能相關政策是有效的。本篇論文著重在  SDA 方法的應用與

計算結果呈現，但在泰國政府自  1995 年起所執行之具體節能減碳政

策並未多作著墨，稍覺可惜。  

利用本次參加研討會之機會，一方面可瞭解各國能源研究組織與

投入產出分析領域專家學者之近期研究重點與成果，做為核研所後續

研究主題之規劃；另一方面，透過與各國能源研究組織與會人員交流，

建立核研所與各國能源研究組織聯繫管道，此將有助於提升核研所於

能源經濟領域之知名度，以及拓展核研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之

國際關係。  

 

四、建 議 事 項 

經本次參與  The International Input -Output Association (IIOA)  

舉辦的「第  24 屆  International Input -Output Conference 」研討會可

發現，目前於探討氣候變遷對國家能源政策、環境使用等影響評估以

整合多國  (區域 ) 以及能源工程模型結合總體經濟模型為研究趨勢，

而核研所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亦是符合此能源模型建置之發展

方向。藉由參加此次會議獲得與許多能源模型與政策評估經驗豐富之

學者、研究人員交流的機會，對於提升核研所能源政策評估與模型規

劃能力具有莫大幫助，在此提出未來核研所可持續努力精進的建議方



 

15 
 

向：  

(一) 參考國外能源經濟模型研究經驗，可將本所未來建置之多國 CGE 總體經

濟模型 EPPA Taiwan 與能源工程模型 TIMES 進行軟連結 

參與此次研討會可發現，目前國際於能源模型之建置上有兩大趨

勢：一是以單國、單區域模型開發成熟後，再擴張模型評估之範疇，

邁入多國、多區域之整合模型，如 E3ME 總體經濟模型便是從英國單

國總體計量模型擴展至全球總體計量模型；另一趨勢則是整合多種不

同評估面向的模型，以增強研究的全面性，如整合總體經濟評估模型

與能源技術系統模型。  2015 年  COP21 通過全體締約國各自提交

該國自主減排貢獻的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並規範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在各國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而制定各自的低碳發展策略，以

達成其未來減碳目標的情勢下，國與國間的經濟、產業發展與能源使

用等勢必會相互影響，而本所現與  MIT 合作積極建置的多國  CGE 

總體經濟模型  (EPPA_ Taiwan) 能考量國與國、產業與產業經濟活動

的互動關係，並對我國的能源與經濟進行細緻的分析與評估，未來若

可透過軟連結  TIMES 模型，將可求得我國的詳細能源使用情形評估

結果，如此不但能考量我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與能源使用的互動關係，

並可提出較貼近現實發展情形的產業發展策略與建議。  

(二) 能源經濟評估議題牽涉範圍廣泛且模型運維不易，建議應趨向精細化分工 

觀察整個研討會，凡涉及氣候變遷、能資源使用與能源政策評估

分析等能源經濟相關議題時，由於討論議題的牽涉範圍廣泛，因此各

研究單位對此類相關研究議題的分工會較為細緻，藉此加強對於研究

主題探討的深度，如英國劍橋大學計量經濟研究中心的  E3ME 總體

經濟模型，即探討區域經濟發展的主題時，其模型研究範圍可分類為

全球  E3MG 模型、歐盟  E3ME 與英國  E3ME 單國模型等三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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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能根據探討議題對區域分類要求的精度，將歐盟、英國分為由各

個不同的子區域組成；而以議題區分則有能源與環境、勞動市場等不

同模型，分工相當精細，由研究中心的成員依據各自專長發展自己的

研究，每個人建置的模型皆以  E3ME 為原始架構，但各自發展的特

色與應用領域並不相同，因此不但能保持既有模型的特色，還能擴大

模型的研究議題，讓該中心在研究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評估時，得到

較為全面且詳細的研究結果，因此建議核研所應努力精進  TIMES 模

型與  GEMEET 等模型，並對於模型研究人員做適當的分工，並利用

GitHub 等線上協作平台，使模型開發者能更有效率的掌握其他部門

的模型版本與修改紀錄，並能透過 GitHub 共享程式碼，確保各版本

模型的重要參數與設定一致，以維護核研所的研究品質，如此將能提

升核研所的能源政策評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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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錄 

附件一、會議論文摘要與簡報投影片 (秦安易) 

Assessment of CO2 Emissions Change in Eastern Asia: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 

By 

An-Yi Chin, Hao-Chuan Yang 

 

Abstract 
 

Due to the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iddle East, and large-scale 

exploitation of shale gas in United States, fossil fuel prices fluctuate 

dramatically. Besides,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global climate also 

awakes authorities to seriously concern various ways such as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taking several CO2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So, observing CO2 

emissions trends now become to be an important work.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orces of change in CO2 emissions, we us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 (SDA) and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to uncover the disparities in Eastern Asia and trace the 

change of embodied CO2 emissions during 1999 to 2009 by the effects of 

emission intensity, primary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is 

study provides a broad overview of the magnitud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rivers for embodied CO2 emissions across countries,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policy makers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and sector-specific 

energy policy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CO2 Emissions, SDA, Input-Outpu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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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會議論文摘要與簡報投影片 (楊皓荃) 

Applying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In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on Energy 

Security 

By 

Hao-Chuan Yang, An-Yi Chin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issue of energy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access the energy security situation, many indicators are 

developed toward to a more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However, most 

indicators involved energy consumption ignores the indirect effect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intends to assess major Eastern Asia countries energy 

security by combining the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energy security 

indicator system to consider the in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oreign energy embodied in 

traded goods could affect energy security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nsight for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 charge of relevant energy policy. 

 

 

Key Words: Energy Use, Energy Security,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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