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部 彭啓明部長
兼任本委員會執行秘書

113 年 10 月 24 日

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第1次委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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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委員會議列管事項 (1/2)

要將調適減緩工作國際化、主流化、在地化，透過結合各界的力量，連結全球氣候金融體制、
投入經費資源挹注科技的創新發展與應用、政策規劃整合的廣度、深度以及執行績效的管理，
提升國家整體發展的韌性；各級政府應完成建立平台並發揮功能，落實推動機制

一 持續加強台灣因應氣候變遷風險的調適及減緩機制

以公部門不改變國家財政總支出為前提，將其中一定比例公部門施政績效，鏈結氣候行動指標，
藉由投入穩定的綠色財政預算，促成各部門的低碳轉型政策，帶動私部門兆元級的綠色投資及
碳金融發展，以達到槓桿效用，透過運用市場機制帶動部門實質減碳

二 審慎思考、評估，台灣可以追求跳躍發展的機會

政府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包括從預警、健康醫療、資源調度管理，以及對脆弱群體和易受衝擊
產業的照顧等面向，種種面向著手，提前做好一切準備

有關高溫、旱澇等極端氣候對於國人及產業的
嚴重威脅，應從各面向採取積極作為，預作準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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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改善工作應加速進行，以降低停跳電事故的風險、減少人民生活的不便。原訂10年完成的
「強化電網韌性計畫」，能夠提早4年，也就是在2028年，優先完成關鍵的區域，以及與民生
相關的關鍵工程

四 維持電力系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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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台電及各公私部門應攜手努力，推動綠電極大化，加速布建風、光等成熟再生能源、發展
地熱、綠氫、海洋能等新興再生能源，以及智慧電網、深度節能等，才能逐步落實減碳目標

五 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為使整體台灣社會都能夠在共同的事實基礎上，檢視過去能源轉型的經驗，正視未來能源治理的
挑戰，對於各種能源選項，行政團隊應建立平台、充分揭露資訊，就「二次能源轉型」的治理
模式，進一步理性、積極討論

六 能源資訊充分揭露並建立平台

第1次委員會議列管事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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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討論之
議題及委員會議後具體建言，將於永續會運
作架構之專案小組優先整合推動執行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各項結論與建議，
請「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落實跨部會、
跨領域、跨層級的協調，並提高開會頻率，結合
各界力量推動具體行動

二、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中央與地方、
部會與民間須共同努力
未來年度預算編列時，應有調適政策經費並鏈結
氣候行動指標；114年將開始討論及研擬第四期
行動計畫，環境部及各主責部會納入後續評估作業，
全面提升國家整體調適及減緩衝擊的能力

113年8月21日卓院長榮泰主持行政院永續會
第36次委員會議，環境部報告「我國因應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之精進策略」

一、持續加強台灣因應氣候變遷風險的調適減緩機制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6次委員會議

對接

https://ncsd.ndc.gov.tw/Fore/nsdn/archives/meet1/detail?id=7237d319-b54c-422e-ad23-399ac64f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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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行政院副院長

副召集人 行政院政務委員

執行秘書 經濟部水利署

水土林保育
農 業 部

提升國土自然環境保育
及減少土砂災害

治水及供水
經 濟 部

提升承洪韌性、供水穩定
與增進水資源使用效能

水質改善
環 境 部

減少水污染及改善河川
或排水系統之水質

啟動「水及流域永續推動小組」 整合13個相關部會，成立3大分組

強化水及流域系統性治理
行政院強化氣候變遷下流域韌性，協調整合跨部會資源、規劃相應
調適方案，並採以計畫性推動執行，2025年治水預算增加159億元

共551億

一、持續加強台灣因應氣候變遷風險的調適減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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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至 10/16 )

暖

冷

近期極端氣候事件
2024年1-9月全臺平均氣溫創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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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珊瑚礁白化警示系統，分成八個等級
（最嚴重的是深紫色，代表八成以上的珊瑚礁已死亡）

全球海溫創新高

過去三次全球性珊瑚白化：1998、2010、2014-17

減少海洋生物多樣性
糧食安全受到威脅和生計喪失
極端氣候事件加劇
陸地極端高溫

極端
高海溫衝擊

近期極端氣候事件
2 0 2 4年全球海溫極端偏高 全 球 進 入 第 四 次 大 規 模 珊 瑚 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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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慎思考、評估，台灣可以追求跳躍發展的機會

淨零轉型12項關鍵戰略行動計畫

預算編列逐年增加
並與總統政見國家希望工程中

「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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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661億元

955億元

1,161億元

• 編列綠色支出上位指引原則
政府支出引導我國實際減碳成效

•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目標

2030年總金額達業務費預算10%

• 公共工程採購先行，從工程

設計、工法、材料推動工程減碳
（訂定減碳指引，提供計算工具）

• 公共建設計畫 先期審議經費預算分配，
控管公共建設綠色成本及各年提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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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慎思考、評估，台灣可以追求跳躍發展的機會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淨零策略下與 ESG 相關關鍵字職稱的工作機會數

與104人力銀行合作，我國目前綠領人才需求人數微幅成長
平均每月提供的工作機會數，達22,300人，年成長 約5.2%

推動台灣綠領淨零
人才資訊平台
協助產學研連結，減少落差
提高年輕人綠領就業率
協助轉職人員多元的訓練
定期發布綠領工作/薪資/技能

［註］每年1 ~ 9 月綠領人才的平均工作數量

共同搭建因應淨零
職場轉型跨部會平台
(環境部、勞動部、經濟部 )

協助受影響產業勞工
透過綠色技能培訓
創造在地兼容與優質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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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15年
碳費徵收費率

自114.1.1起生效

114年排放量
正式納入碳費徵收計算

9月

▲發布《碳費
徵收制度3項
配套子法》

8月29日

4月 5月

申報114年
排放量

5月

實質繳納
碳費

●收費對象：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以上之電力、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計281家企業(500廠)

●徵收費率：費率114年1月1日起生效，一般費率300元/公噸CO2e、優惠費率A 50元/公噸CO2e、
優惠費率B 100元/公噸CO2e

●繳費時間：114年起，業者於115年5月依114年排放量申報繳納碳費

碳 費 制 度 上 路 明 年 開 徵

10月

▲第六次費率審議
會完成《碳費徵
收費率》審議、
辦理法制作業

10月7日

11-12月

▲輔導業者
申請自主
減量計畫

二、審慎思考、評估，台灣可以追求跳躍發展的機會

試繳交
113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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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7月31日舉辦「氣候變遷高溫
調適對策研討會」，就高溫預警、
都市降溫、健康調適等議題，邀請
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共同研討

擴大部會合作，打造韌性國土

現階段成果

未來規劃

跨部會、跨領域合作

都市降溫 高溫預警 健康調適打造3合一韌性國土

預警系統強化（各權責領域）

資源調度管理及脆弱群體（各權責領域）

易受衝擊產業照顧（經濟部產發署）

健康醫療（衛福部）

三、面對高溫、旱澇等極端氣候威脅，從各面向採取積極作為



12

四、維持電力系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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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各部會就六大部門（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環境）盤點整合轄下機關(構)、國營事業
與主管目的事業等提出減碳行動計畫，核實估算2030與2032減碳效果(低標)
淨零科技研發推動策略（包括能源體系去碳化）、多元綠能發展進度與未來規劃、天然氣去碳化、製造部門減碳行動
（含中鋼、中油）、運輸部門減碳行動（含永續航空燃料）、科技儲能推動、電動車充換電站、能源三法（電業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等

✓盤點經費、政策工具（如：法規、科技研發、投資抵減、獎勵補助、綠色投資與國際合作等）等需求

✓盤點國科會淨零科技推動小組科研成果，挑選可具體應用、商業化項目，轉為行動計畫
✓專案小組要求各部會就所提六大部門減碳行動計畫，研提優化精進方案，再提升減碳效果
✓專案小組擇定減碳旗艦行動計畫項目，請主政部會2個月內研提具體作法，責成首長策略
會議評估後，提交專案小組政策決定，納入各相關部會預算執行

永續會淨零專案小組推動機制
由下而上檢討精進目標與策略

由上而下擬訂減碳旗艦行動計畫與新目標



短期於微氣渦輪機組之技術示範；中長期商用化機組為混氫供料試驗對象。目標117年混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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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盤點各部會減碳旗艦行動計畫 (持續進行中 )

•碳捕捉封存(CCS)
訂定評估指引及許可管理等
法規機制；研發低成本技術
進行試驗計畫取得關鍵參數
及經驗

•資源循環
✓畜牧生質能（農業）
廢水處理深度節能及創能（製造）

✓焚化爐低溫發電及減碳技術導入
（能源及製造）

✓氣候科技循環園區，8+N資源循環聯盟
（製造）

✓空污防制節能及SOFC（住商及製造）

•碳定價 與國際合作
環境部、外交部與經濟部
共同合作推動減碳合作技術
協助國際社會

•航空燃油(SAF)與運輸類減碳
更積極創造運輸減碳的減碳效益

•去碳燃氫
短期於微氣渦輪機組
之技術示範
中長期商用化機組
為混氫供料試驗對象
目標117年混氫20%

•地熱
推動中油宜蘭員山
台東深層地熱示範
預計總體2030年
達200MW目標

•小水力
潛能點計15處
(37MW)，場域
多為原住民區
及特定農業區
須跨部會協商

•深度節能
2023~2030年
累計節電420億度
每年節電約83億度

•科技儲能
透過提高誘因、研議
獎勵及法規完善等面
向擴大推動（包含整合
表前 /表後儲能系統的消防
安全規範 (含安全防護 )、
鼓勵設置燃料電池設備等）

•氫能（含氨）供應鏈
氫能供給、應用及基礎設施既有方案強化
新增淨零科技研發落實、法規鬆綁限制等政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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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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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強化減碳新目標將從六大部門 旗艦計畫 進行突破，包括：深度節能、去碳燃氫、

新興能源(地熱、小水力等)、氫能(含氨)供應鏈、科技儲能、碳捕存、資源循環、
運輸(電動化、大眾運輸提升、永續航空燃料)、國營事業減碳行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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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二階目標
減量 10%

一階目標
減量 1.88%

2022 年
減 1.77%

淨零

三階目標*

減量 24±1%

268.9

263.4 264.1

減碳旗艦計畫

2030 / 2032 / 2035

擴大企圖心
碳定價 與國際合作

2030 2035

* 三階目標：2030 年目標原於 2015 年提出 INDC，訂定 20% 減碳量 (相對 2005 年)；2022 年因應淨零目標，上修為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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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源資訊充分揭露並建立平台

能源情勢
與現況

節約
能源

前瞻
能源

穩定
電力

主
題
專
區

• 能源特性
• 電力供給現況
風電、光電、火力
(煤、氣)、核能

• 縣市節能
• 產業節能
• 民眾節能
• 深度節能政策

• 地熱能
• 海洋能
• 生質能
• 氫/氨能

• 電力供需規劃
• 強韌電網
• 科技儲能

串連
相關部會
能源資訊平台

燃料燃燒產生之溫室氣體
排放占比約94.5%

(電力67%、製造12%、運輸12%

、住商3%、農業0.5%)

直接燃燒使用（如煤、油、氣等）

及先轉換為電力後再使用
電氣化是發展趨勢

提升能源自主並降低進口依賴

2023年發電結構
(燃煤42.2%、燃氣39.5%、核能6.3%

、再生能源9.5%、其他2.45%)

電力排碳係數 0.494 公斤CO2e/度

能源使用
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 能源供需 發電配比

發電方式朝向低碳化發展

能源資訊

專
案
網
站

後續將邀集本委員會委員，就平台架構、運作維護、資訊擺放轉譯等進行討論



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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