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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挑戰

環管處處長蔡玲儀

110年3月3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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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rM1mcKmX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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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s://climate.nasa.gov/vital-signs/global-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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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EF)2021全球風險報告

近5年極端氣候為發生機率最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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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氣候行動失敗影
響程度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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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於2015年通過協定，由各國提出「國
家自定貢獻」(NDC) 敘明行動範疇。

• 目標：為在本世紀控制溫升在工業化前2℃內，致力追求1.5℃；在政策行
動上，使資金流向低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韌性的路徑。

• 時程：2016年生效、2021年施行，至2030年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

• 全球暖化加速，每10年升高約0.2℃，因應氣候變遷行動須加
緊腳步

• 控制升溫1.5°C，2050 年以前全球須達到淨零排放

全球因應氣候變遷條約–巴黎協定



77

淨零排放

淨零排放(碳中和)

• 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碳匯量達成平衡

• 碳匯：將溫室氣體

自排放源或大氣中

移除，包括植樹造

林，或碳捕捉與封

存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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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GHG emissions continued to grow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19,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52.4 GtCO2e (range: ±5.2) without land-use change 
(LUC) emissions and 59.1 GtCO2e (range: ±5.9) when including L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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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路徑規劃

10

溫管法第四條
明定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

國家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規劃（基準年西元2005年）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2025年較基準年減 10%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2030年較基準年減 20% 為努力方向，滾動式檢討

260,717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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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巴黎協定：遵循「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目標，並信守其原則，包括
以衡平為基礎，並體現 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 和各自能力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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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38.378 MtCO2e

• 主要來自發電及汽電共生廠、
煉焦工場/煤製品業、高爐工場
及煉油廠

運輸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36.785 MtCO2e

• 主要來自公路運輸

住商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57.9 MtCO2e

• 主要來自住宅與服務業之電力使用
註：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依溫暖化潛勢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換算為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52.24%

19.52%

12.40%

12.94%

1.96% 0.93%

部門
排放
占比

農業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5.806百萬公噸

(MtCO2e)

製造部門

• 2018年製造部門排放量
約為 154.925 百萬公噸 (MtCO2e)

• 排放量來源前三名分別為

1) 化學材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2) 金屬工業

3) 電子業

環境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2.752 MtCO2e

• 掩埋、堆肥、焚化、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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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成長與GHG排放脫鉤

資料來源：2020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排放統計資料更新自1990至2018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內政部戶政司

排放密集度 CO2e/GDP

每賺一塊錢新臺幣要排放多少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人口

GDP

 2005年起，臺灣排放密集度 (CO2e/GDP) 降低約 37%，而 GDP 成長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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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3年來我國排放量呈現平緩，以2005年為基準，
我國年平均成長率為0.2%，優於韓國2.2%、新加坡2.0%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註：年平均成長率之計算為算術平均，將每年排放量成長率加總後平均

2005年起能源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增減率

中國年平均成長率 4.5%

韓國年平均成長率 2.2%

新加坡年平均成長率 2.0%

臺灣年平均成長率 0.2%

日本年平均成長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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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 to Zero --2050淨零排放

UN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

敦促各國提出淨零目標，
以在本世紀中葉達成碳中
和。

巴黎協定制訂五週年宣示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2020)

已有127國宣示或規劃2050達到淨零排放
2019年6月修正氣候變遷法，設定 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2019年宣布綠色新政，2050年達到碳中和，規劃在2023年實施碳關稅

2020年9月聯合國大會年度會議，承諾將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2020年10月日本宣示2050年達到溫室氣體實質零排放

2020年10月韓國宣布經濟振興政策，以2050年達成淨零排碳為目標

新任總統拜登重新加入巴黎協定，於2050年前達成淨零排碳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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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排放攸關國家及產業競爭力

新產業與就業

能源轉型

整體經濟轉型

永續環境與韌性

淨零排放
(2050)

• 低碳燃料
• 風力
• 太陽能
• 地熱/海洋能
• 氫能/生質能

• 創新科技
能源服務

• 節能/能效
• 綠色就業

• 碳定價
• 登錄/盤查
• 排放交易
• 碳稅/碳費
• 國際貿易低碳化

• 低碳家園
• 循環經濟
• 衝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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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淨零排放推動做法

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在2019年5月2日發布《淨零排放目標報告，提出主要政策
方向；在2020年12月9日發布的《第六期碳預算建議報告，提出短中程具體策
略建議（英國政府預計於COP26前提出整體策略規劃）

英國在2019年將淨零排放目標入法

一、離岸風電
二、氫氣能源
三、核能
四、電動汽車
五、自行車和步行

英國首相2020年11月18日公佈綠色工業十項計劃，啟動120億英鎊
投資，並創造25萬個英國就業機會

六、航空零排放和綠色航運
七、住宅和公共建築
八、碳捕捉
九、大自然
十、創新與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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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韓 淨零排放推動做法

 南韓政府2020年12月7日公布《2050年碳中和促進策略》
，提出主要政策方向：

• 轉變以再生能源能源為主之能源結構，並提前普及氫能和電動汽車

• 改變鋼鐵、水泥、石化、煉油等高碳排產業結構

• 公正推動碳中和社會轉變，保護轉變過程中受影響的產業和勞動者

18

中國、南韓已宣示淨零排放目標（尚未提出具體策略規劃）

 中國清華大學2020年10月12日發布《中國長期低碳發展
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成果，提出主要政策方向建議：

• 2030年前：實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脫鈎
• 2030年後：加快能源系統深度脫碳進程
• 2050年後：加大減排力度，能源系統負排放技術、加強碳匯技術。
• 高耗能產業十年達排放峰值並嚴格控制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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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2030年中期停止販售汽油車輛，轉型至電動車
（包括油電混合與氫電電池汽車）

【住商】2030年所有新建建築須有零碳排放科技

日本淨零排放推動做法

19

日本宣示2050淨零排放，2020年12月25日發布《綠色成長戰略》

【碳中和戰略關鍵發展產業】
設備轉用電力發展產業

創新零碳燃料技術發展產業

替代電力相關技術發展產業

【能源】
•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50年50-60%
• 離岸風電：2030年前裝設10GW，2040年增至

30-45GW
• 氨水燃料的火力發電：2030年提升至20%
• 氫氣：2030年目標每年3百萬噸，2050年目標
每年2千萬噸

• 核能：最大化現有核能發電廠產能，同時開
發新世代反應爐

【跨領域政策工具】

• 預算（綠色創新基金）
• 稅制
• 財務金融
• 監管改革和規範化（碳定價）
• 國際合作

【運輸】
• 2030年中期停止販售汽油車輛，轉

型至電動車（包括油電混合與氫電
電池汽車）

【住商】

• 2030年所有新建建築須有零碳排放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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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邊境調整機制(碳關稅)

資料來源: An official EU website, EU Green Deal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歐洲綠色政綱 • 歐盟於2019年12月11日通過《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 ，訂定2050年氣候中和之長期目標。

• 為達成減碳目標，歐盟將採取加速減碳之相關管制措施，包括檢
討排放交易制度、能源效率標準、車輛排放二氧化碳效能標準等。

• 為避免加強排碳管制，造成當地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
的國家，或從碳管制較鬆的國家進口排碳成本較低產品影響當地
產品競爭力，歐盟規劃採取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CBAM)，簡稱碳關稅，以減少碳洩漏
風險。預計2021年初完成相關衝擊影響評估，並於6月發布
CBAM 具體規範草案。

碳邊境機制

美國
拜登總統在競選政策提出，將針對未能履行氣候和環境義務的國家，就其碳密集型
產品實施碳關稅或配額。

日本
日本政府2020年10月26日宣布2050年碳中和目標，12月25日公佈「綠色成長策略」
明示與減碳消極國家進行貿易時，必須與相關國家協調促進「國際貿易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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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貿易之可能影響

我國對歐盟主要出口貨品(2020年1-10月)

歐盟最新公布之公眾諮詢結果，可能先針對電力、水泥、鋼鐵、石化等高排
放產品課徵關稅，因此我國外銷到歐盟之鋼鐵與塑膠相關製品可能是首先受
衝擊。

我國對各地區貿易情形(2020年1-10月)

主要出口國家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1.2%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0.6%
汽機車及其零件

13.2%

鋼鐵製品

6.4%

塑膠及其製品

4.1%

光學等精密儀器

3.5%

鋼鐵

3.0%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2.7%

有機化學產品

1.5%

玩具及運動用品

1.4%

其他

18.5%

中國大陸

823億 (29%)

歐盟28國

185億 (7%)

東協10國

495億(18%)

香港

399億(14%)

日本

194億(7%)

美國

413億(15%)

其他

294億(10%)

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我國貿易統計，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375



2222

企業自主加入減碳倡議

22

百分百再生能源倡議 (RE100) 國際電動車倡議 (EV100)

能源生產力提升倡議 (EP100) 氣候行動 (CA100+)

2020至2050間達成100%使用綠電

 國內 -台積電、葡萄王生技、

歐萊德、大江生醫、科毅研發

 國際 - 3M、蘋果公司、Google、
Facebook等

降低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

 國內 -台達電
 國際 -高盛集團、惠普公司、宜家家居等

強化氣候變遷治理、針對價值鏈
採取減排行動、揭露氣候相關財
務資訊

 國內 - 鴻海

25年內提升能源生產力2倍、
10年內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國內 - 大江生醫、科毅研發

 國際 - H&M、希爾頓酒店、香港國際機場

EP: Energy Productivity

EV: electric vehicles

CA: Climate Action

RE: Renewables

加入全球水泥及混凝土協會(GCCA) 共同發起2050年氣候願景，

宣示2050年水泥產品達到碳中和
台灣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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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材料效能
2.使用低碳材料
3.創新回收技術

擴大能源效率低碳產品設計 碳移除
Greenhouse gas removal (GGR)

1.成立減碳基金
2.恢復和保護紅樹林

使用再生能源

1.舊建物能效升級
2.供應商能效方案

減少直接排放

1.開發無碳冶鋁工藝
2.降低氟化氣體排放
3.減少員工通勤排放

建物
節電
18%

供應鏈
減碳

78萬噸

產品碳
足跡
430

萬噸

每支
Iphone 11 

Pro減少
1kg/CO2e

回收磁
鐵、鎢、
鋼材

70家
供應商響應

8GW
總量

1,430萬噸

CO2e

24.2萬噸

HFCs

視訊
居家
電動車

投資森林
生態保護

國際保育
基金合作

2030
公司GHG 為 0

產品&供應鏈100%

碳中和

Apple 的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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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蔡總統元旦文告
….
攸關全球氣候治理議題的COP26 ，今年即
將召開。我們會積極與各界展開對話，找
出最符合台灣未來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
徑；同時讓減碳挑戰，化為產業投資、創
造就業的新機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展找出
新方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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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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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報告基礎情境建立

http://tccip.ncdr.nat.gov.tw

2011及2017重要科學發現
• 臺灣溫度變化
• 臺灣海平面變化
• 臺灣降雨量變化
• 臺灣過去季節變遷趨勢
• 臺灣極端溫度/熱浪變遷
• 臺灣極端降雨指標推估
• 侵台颱風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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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八大調適領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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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設施推廣—智慧型與水花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5nK9EDv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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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設施推廣

http://118.163.66.142:81/beitou/

http://118.163.66.142:81/be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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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