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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事實與數字導言：事實與數字
化石燃料的比重

86%的全球初級能源運用是以化石燃料為基礎

資料來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8):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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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9):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Table E.1, E1 c; 
Charts by the authors

全球人均總初級能源消耗 1980‐2006

人口 1980‐2006全球初級能源消耗 1980‐2006

導言：事實與數字導言：事實與數字
初級能源消耗與人口發展 1980‐2006



資料來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8):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 p.103, 117; 
Chart by the authors

導言：事實與數字導言：事實與數字
2005 人均初級能源消耗



資料來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8):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 p.103, 117; 
Chart by the authors

導言：事實與數字導言：事實與數字
2005 全球初級能源消耗與人口



資料來源：BDEW (2008): Energy‐Info. 
Endenergieverbrauch in Deutschland 2006. p.10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08): 2008 Buildings 
Energy Data Book. P.2‐5, Charts by the authors

今日在已開發國家，大部分的能源消耗發生在建
築物運行階段，主要原因是為了供熱或冷卻。

德國住宅端能源最終用途分類 2006 美國住宅端能源最終用途分類 2006

導言：事實與數字導言：事實與數字
2006德國與美國住宅端能源最終用途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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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氣候‐‐
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 

排放情境特別報告(SRES)的4個情境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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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PCC (2007); AR4 Synthesis Report. P.44



--氣候氣候--
2050 氣候類型分配(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e Distribution Centre n. d.; Map by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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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氣候--
2050與2007 氣候類型改變比較(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e Distribution Centre n. d.; Map by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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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人口‐‐
1950、1975、2007與2050 人口成長 (聯合國中推估算法)

資料來源：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p.1; Chart by the authors



‐‐人口人口‐‐
2050與2007 人口數比較 (聯合國中推估算法)

資料來源：Helders (2006): World Gazetteer, 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Map by authors



資料來源：Helders (2006): World Gazetteer, 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Map by authors

‐‐人口人口‐‐
2050與2007 人口數比較 (聯合國中推估算法)



‐‐能源能源‐‐
每日高低溫度的定義

每年的日高溫度(Heating Degree Day, HDD)與日低溫度
(Cooling Degree Day, CDD)是：

• 測量地區日平均冷熱溫度與平衡點(如18℃)。

• 建築物供熱或冷卻的能源需求量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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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能源‐‐
2050日高溫度或日低溫度總數增加的情況 (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a Distribution Centre n.d., NASA 2006; Map by the authors



‐‐能源能源‐‐
2050 個人日高溫度或日低溫度總數 (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a Distribution Centre n.d., NASA 2006, Helders (2006): World Gazetteer, 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Map by authors



‐‐能源能源‐‐
2050 與2007 個人日高溫度比較 (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a Distribution Centre n.d., NASA 2006, Helders (2006): World Gazetteer, 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Map by authors



‐‐能源能源‐‐
2050 與2007 個人日低溫度比較 (B2情境)

資料來源：IPCC Data Distribution Centre n.d., NASA 2006, Helders (2006): World Gazetteer, United Nations (200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Map by authors



‐‐能源能源‐‐
2050 與2007 個人日高溫度或日低溫度總數比較



‐‐總結總結‐‐
未來的挑戰



‐‐總結總結‐‐
未來的解決之道



• 人口成長與氣候變遷都將增加全球能源需求，但人口成長
帶來的衝擊較大。

• 天氣變熱的型態增加和人口成長將發生在同一區域內。

• 冷卻的能源需求將比目前一般需求還大，但與供熱相比，
冷卻的問題更多、效率更低。

• 如果開發中國家要求與已開發國家有相同的氣候舒適度的
話，能源需求恐相當可觀。

• 由此確認重大的研究需求為：

A)太陽能冷卻系統，因為冷卻能源的需要與供應太陽能的地
域和時間有關

B)在建築和都市生活的規劃策略上，更與氣候條件緊密連結

‐‐總結總結‐‐
未來的解決之道



問題與討論問題與討論

• 為什麼提供建物冷卻與供熱的全球能源，往後問題會越來
越多？

• 到2050年以前，氣候變遷將如何影響建築物的能源需求？
請分別評估冷卻與供熱的需求！

• 按照聯合國中推估算法(medium variant)估計的人口成長，
到2050年前將如何影響建築物的能源需求？
請分別評估冷卻與供熱的需求！

• 至2050年前，全球建築物的能源需求將如何改變？
請分別評估冷卻與供熱的需求！

• 面對這些挑戰有哪些應對之道？有哪些方法現在已經可以
實現，又有哪些是未來想像得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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