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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他們都高喊要「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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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R6)的*第一部分 

*第六次評估報告(AR6)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科學基礎報告，第二部分(調適)及第三部分(減緩)將預計於2022年2月及3月提出，綜合報告則將於2022年9月公布 

升溫1.07℃ 

人類+環境排放 

環境排放 

資料來源：IPCC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R6) 

過去170年全球均溫 

人類活動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已造成地表升溫1.07℃ 

應立即採取行動，10年內大幅減少人類活動

產生的碳排，並於2050年全球實現淨零排
放，才有機會使世紀末增溫低於1.5C，使

人類免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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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淨零排放」為全球共同目標 

UN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2021年2月指出： 

聯合國今年中心目標：「全球參與淨零排放聯盟數量呈指數般增加」，期望由目前 

宣示淨零國家（133國）占全球排碳總量72%，在COP26會議前能提高至90%以上。 

4/22 

~ 

4/23 

美國 氣候領袖峰會 

逾40國領袖出席，
強化2030減碳目標 

5/30 

~ 

5/31 

韓國 P4G峰會 

逾67國領袖與會，強調
去碳、擴大再生能源，
推動通過包容性綠色恢
復實現碳中和 

美日印澳 四方會談 

成立「氣候變遷工作小
組」強化全球氣候行動 

3/12 

G7 氣候領袖會議 

呼籲潔淨能源轉型 

2/19 

6/11 

~ 

6/13 

G7 領袖峰會 

承諾2050實現淨零
排放，2030前集體
排放量減半 

7/5 

7/ 22 

討論中國停止繼續融
資燃煤發電廠重要性 

中德法 三方會談 

G20 環境部長會議 

討論「逐漸淘汰燃煤
發電」及「控制全球
氣溫升幅在攝氏1.5度
範圍」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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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採行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態勢已然成形 

以貿易政策手段達到全球氣候變遷減碳目標 

2019年底提出，訂定2050年氣候中和
之長期目標。 
2020年9月執委會提出2030較1990減
55%目標。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歐洲綠色政綱 • 2021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署向國會

提交「2021年貿易政策議程暨

2020年度報告」： 

將在適當且與美國國內GHG減排做法一致

下，考慮採行碳邊境調整措施。 

• 2021年7月民主黨參議員Chris 

Coons及眾議員Scott Peters提出

「自由轉型及競爭法案」： 

制訂碳密集進口產品之邊境調整措施，以平

衡美國企業因遵守減碳法規所衍生成本。 

• 2021年6月公佈「2050

碳中和綠色成長戰策」：

明示在符合WTO規範前提下，

與相關國家合作，防止碳洩漏

並確保公平競爭條件。 

• 為避免因加強排碳管制，造成當

地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

鬆的國家(碳洩漏)。 

• 2021年7月14日發布草案，規範

歐盟進口鋼鐵、鋁、肥料、水泥

等產品繳納CBAM憑證。 

歐盟 美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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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呼應全球氣候行動 

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 
減碳會改寫經濟的邏輯，誰能率先發展出新技術、建立新模式，誰就能在新的全球局
勢中，把握住關鍵地位。 

扭轉全球暖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臺灣不能夠置身事外，更要找到機會，在這波
趨勢中，和其他國家攜手合作，創造多贏。 

~2021.4.22總統出席「永續。地球解方—2021設計行動高峰會」開幕典禮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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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部門為主要排放源 

我國歷年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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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住宅 服務業 運輸 農業 能源(自用) 環境 碳匯 淨排放量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於2007年達峰值後即維持270百萬噸左右水準，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約

占全國排放量52%。 

百萬噸CO2e 

部門別排放占比(2018) 

能源(自用) 

12.9% 

製造 

52.3% 

服務業 

9.6% 

住宅 

9.9% 

運輸 

12.4% 

農業 

2.0% 

環境 

0.9% 



• 生質燃料 

• 氫能 

• 碳氫合成燃料(甲烷、醇類) 

成熟技術不足達成淨零排放，須仰賴創新研發與投資發展突破性新技術 

供給端 需求端 

• 再生能源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地熱、海洋能 

• 新能源：氫能、先進核

能(核融合)等 

• CCUS 

• BECCS 

• 直接自空氣捕捉 

(Direct Air Capture, DA

C) 

• CCUS 

• BECCS 

• 直接自空氣捕捉 

(Direct Air Capture, DAC) 

• 電動運具 

• 製程設備電氣化 

• 供熱設備電氣化 

• 智慧控制技術 

• 氫能運具 

• 供熱系統以氫取代天然氣 

• 工業使用生質燃料、氫能或碳

氫合成燃料 

概念階段 

34% 

實驗/示範階段 

40% 

成熟技術 

 26% 

IEA評估 
已知技術減碳貢獻 電氣化 

無碳燃料 

負排放
技術 

達淨零排放關鍵策略 

目前成熟技術尚
不足以達成2050
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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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須仰賴技術突破 



各國規劃2050淨零排放目標時，除依其減碳進程(達峰時點、目前減幅)與資源稟賦(如：自然資源、土地)

規劃減碳措施外，多同時考量其國家技術競爭優勢，篩選重點發展技術與產業，以搶占未來國
際減碳市場，創造減碳經濟成長動能。 

8 

減碳同時提升國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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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策略思維：碳排放量 ≦ 碳匯 

2020 2030 2040 2050 CO2排放 

產業創新與轉型 

1.設備效率提升      2.製程改善       3.資源物質循環利用       4.電氣化 

減
碳
策
略 需

求
端 

供
給
端 

電力 
排放 

非電力 
排放 

21.5百萬噸 

2019年估計值 

27.5百萬噸 

162.6百萬噸 97.9百萬噸 

溫室氣體淨排放 

= 燃料燃燒排放 + 非燃料燃燒排放 - 碳匯 

266.5百萬噸 

碳匯 
植樹造林、 

海洋與土地吸附 

電氣化 
用電量增加 

燃料用量
減少 

無碳燃料 
氫能、永續生質燃料 

碳氫合成燃料等 

電力供給 

無碳電力 
再生能源、新能源 
電力系統整合儲能 

火力 
發電 

CCS、CCUS負碳技術 

260.5百萬噸 

無法 
調整之 
製程/
農業/
環境 
排放 

非電力供給 

化石
燃料 

非能源排放 能源排放 負碳
技術 

碳捕集封存、
再利用 
(CCS、CCUS) 

工業 
製程 

森林 
碳匯 

海洋 
吸附 

化石燃料使用 

自然
碳匯 

農業 廢棄物 

天然氣 石油 

淨零 
排放 

碳排放量  碳匯 

減
碳
作
法 

增加無碳電力 
風力、太陽能、
地熱、海洋能等 

供
給
端 

需
求
端 

產業/部門轉型減少排碳 

能效提升 循環經濟 

製程改善 

電氣化 

增加無碳燃料 
生質能、氫能、氨、 
碳氫合成燃料等 如： 

鋼鐵業-氫能煉鐵技術、
鋼化聯產 
石化業-循環經濟、脫
氫技術生產丙烯 
水泥業-降低水泥製品
熟料比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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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自產再生能源最大化 

最大化再生能源發展，並藉由電力系統整合與儲能，確保
穩定供電。 

提供充分綠能，滿足產業因應國際供應鏈綠電規範需求。 

發展具競爭優勢再生能源，創造產業商機。 

搭配：進口天然氣+無碳燃料 

搭配間歇性再生能源，維持穩定供電。 

進口無碳燃料(碳中和LNG、氫能與生質燃料)混燒或應用
負碳技術，降低碳排放。 

能源低碳轉型 

 淨零轉型將是翻轉我國長期98%能源仰賴進口，高能源安全風險的契機。 
 透過最大化再生能源發展，可將淨零排放的壓力，翻轉為進口能源替代的助力，並建立

使能源由生產要素轉變為產業，而這個轉型過程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 

短中期 

能源轉型 
長期 

淨零轉型 
2030 

自產再生能源 
最大化 

進口零碳能源+CCUS 

(如：氫能、生質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能源供給 

煤炭 
29.86% 

石油 
46.86% 

天然氣 
14.87% 

核能6.31% 

自產 2.10% 

進口97.9% 

進口 
化石能源  

91.59% 

再生能源為主 

進口低碳能源 
由煤轉氣 

電力系統整合 
與儲能 

自產 
能源 

進口 
能源 

205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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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密集度/每單位GDP電力使用量 

服務業 

工業 

年均改善1.2% 

年均改善2.7% 

全國 

年均改善1.4% 

節能示範補助 
將從單體朝向系統改善 

節電輔導診斷 
•由大用戶擴大到中小用戶 
•推行產業能效標竿交流(行業標竿-產品能耗值前20%) 

用電設備效率要求 
增訂或提升各用電設備能效基準 

跨部門整合 
整合內政部、工業局，創造結構性節電進展 

智慧生活/消費轉型、擴大節能參與誘因 
•透過智慧系統、大數據AI、資通訊等科技與誘因機制，引導民眾
生活與消費行為轉型，擴大節能參與 
•中央地方節電夥伴、參與式預算、節能志工 

IEA：節能是最具有「開採」價值的第一順位能源(first fuel) 

需求端提升能效與抑低電力消費成長幅度 

2016-2020節電成效 

未來擴大節能參與 



循環經濟 
• 原料替代 
• 固體再生燃料(SRF) 
• 能資源整合 

• 設備電氣化、綠電 
• 低碳燃料(天然氣) 
• 無碳燃料(氫能) 

• 製程調整 
• 氫能還原煉鐵 
• CCUS 
• 新興含氟氣體削減/替代技術 

脫碳 推動面向 

低碳能源 

創新技術 

• 製程設備汰舊換新 
• 節能、能源管理 能效提升 

減碳、低碳 

電氣化(合理需求) 

+ 
無碳電力 

無碳燃料 
(綠氫、生質能、
碳中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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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碳排技術 

(CCUS) 

產業創新轉型(製造業) 

 製造部門排放以鋼鐵、石化、水泥、電子業為大宗，未來需要透過推動循環經濟、導入
低碳製程、改用無碳電力與燃料、應用CCUS技術、提升能源效率等措施，有效抑低能源
需求與減少製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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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承諾 
2050年前百分百
使用再生能源 

水泥業-碳循環應用平台 

110.2.24 

工業循環 生物循環 

 研發以石灰石當吸附劑的「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
和「微藻固碳及利用技術」 

 利用捕獲的二氧化碳養殖微藻，提取可用於美容保養
品、健康食品的高價原料。 

 與設備供應商合作開發綠色機台，
為全球第一家要求先進製程設備導
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廠 

 台積電要求700多家供應鏈廠商全
力推動綠色製造，2030年前節能
20%，並將其列為採購評選標準 

 環球晶、漢唐、艾司摩爾、帆宣等
供應鏈廠商均表示全力配合 

半導體業-推動綠色製造 

Step1 Step2 

加入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加入RE100，並
將「供應鏈碳足跡」及「減碳績效」
列入公司採購重要指標 

產業創新轉型(製造業) 

 在國際趨勢、供應鏈與ESG等壓力下，民間企業已自發性啟動淨零轉型，尋求低碳電力，  
發展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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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群 
• 支持減碳：本身較支持節能減碳活動，因此主動願意購買低碳商品者 
• 提供誘因：因為有誘因而願意嘗試購買低碳產品者，如綠色消費回饋機制 
• 減碳需求：因顧客需求而必須節能減碳者，如:國際訂單要求減碳者、外帶外

送需求 

• 營業模式優化：依據來客數、對象及消費習慣，調整營業時間、空間、商品
配置、能源使用、配送方式  

• 產銷革新：導入智能設備或大數據，進行產銷革新，如發展線上通路、最佳
化處理、空間極大化  

• 低碳商品通路：透過上下游盤點，提供或購入低碳商品，如綠色採購、建置
循環利用平台、推動綠色消費/綠色生活  

推動面向 

產銷面 

• 綠色商品：透過碳盤點，提供符合低碳標準之綠色商品 
• 食材替代：提供低烹飪之輕食，或是蔬(素)食、(如:人造肉)  
• 共享/以租代買：利用共享模式(分享、交換、租賃)，減少生產物品之排放量 
• 客製商品：依據目標客群提供相對應產品  

產品面 

創新商業模式 

產業創新轉型(服務業) 

 服務業從產品面(賣什麼)、產銷面(怎麼賣)及目標客群(賣給誰)規劃加強調整商業模式，
可較單純進行設備汰換達到更高的減碳效益。 



星巴克 
2030年減少50%碳排放量 

 國內外企業已有低碳商業模式案例，透過產品面、產銷面與目標客群調整，降低成本及環境
衝擊。 

 實現碳中和綠色咖啡  
 推出乳類替代品、素肉餐點  
 可重複使用包裝 
 消除剩食  

綠色 
種植 

綠色 
生產 

綠色 
門市 

綠色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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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物流 
工研院發展運力平台，整合中小型運輸業
者，引導其分享與共用車輛資源，以提高
車輛裝載率，並善用回頭車，減少排放。 

 

產業創新轉型(服務業) 



社會公正轉型 

• 零碳轉型勢造成產業結構、消費模式及市場需求
大幅改變，產業及市場重整後，脆弱產業勞工及
弱勢族群將面臨就業等社會衝擊。 

• 國際能源總署(2021)呼籲應設計以人為本和包
容各方的氣候中立能源政策。 

淨零排放勢必改用無碳電力與燃料 

衝擊層面將大幅增加： 

→ 運具電氣化與製造部門改用低碳/無碳燃料將
導致國內煉油需求降低，進而影響石化業原
料來源與競爭力 

公正轉型策略 三個機制/ 預先防範與準備、完善配套與協助、全面溝通與對話 

提前分析影響對象 
• 廣泛包容不同利害關係者，包

括婦女、青年及邊緣化團體等 
• 評估衝擊程度 

協助與保護配套機制 
• 提供弱勢產業、族群協助與保護 
• 如提供轉職訓練與新的工作機會等 

溝通可能誤解及建立認知 
• 解除受影響人民擔憂、恐懼問題(如工作、

家庭生計等) 
• 提升社會公眾認知與避免可能誤解 
• 認知零碳讓人們對結構性轉變建立信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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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淨零轉型更須關注的是在轉型過程中可能受到衝擊的弱勢族群，
他們才是政府需要照顧的對象。 

經濟部110年2月報告減碳事務總統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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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淨零轉型對環境有利、對經濟有利、對台灣有利，更在國際潮流趨勢下創造了
前所未有的轉型契機。隨著全球經濟向淨零排放邁進，只有走在轉型最前端，
才能獲得最佳利基。 

淨零轉型的挑戰是必需在有限的時間裡解決複雜的轉型課題，速度是解決問題
與掌握利基的關鍵；政府將透過持續與利害關係人與全民的對話，尋求社會最
大共識，並在不同價值間找到均衡。 

淨零排放帶動的能源、經濟及社會等結構轉型將對生產生活模式帶來重大的
影響；但也需要達成這些結構轉型，淨零目標才能實現，這需要全民的共識
與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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