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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已有 130 多國提出「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以應對氣候變遷對環境、

人類生存和國家安全的威脅。台灣政府也宣示了相同目標，並公布了「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及「12 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此外，政府還核定了

「淨零排放路徑 112-115 年綱要計畫」，針對淨零碳排目標進行各面向的減緩與調

適。

同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亦於 112 年 1 月 10 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該法納入了許多新措施，包括 2050 年淨零

排放目標、提升氣候治理層級、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和納入

碳足跡及產品標示管理機制。這些措施不僅展現台灣邁向淨零排放的決心，也建立

了更韌性的氣候法制基礎。

本次簡報首先說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與趨勢發展，進而與國際社會進行比

較。依據相關統計資料，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已獲得具體減碳績效，所以政府進一步

完成 2050 淨零路徑的規劃，並且提出四大策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

及社會轉型）及兩大基礎（科技研發及氣候法制），總計要執行十二項關鍵戰略。

接下來，針對前開十二項關鍵戰略分別繼續介紹，內容包括：風電與光電、

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

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及公正轉型。

上述戰略的主軸是減緩與調適並重、強化氣候治理，整個治理基礎建立在下三

方面：聚焦以人為本、以終為始、布局未來、比肩國際的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化，

輔導企業碳盤查及推動碳定價；與民眾有效溝通，充分做到資訊透明化。

簡報最後指出：淨零轉型將促進經濟成長，帶動民間投資，創造綠色就業，預

計至 2030 年時，會帶動民間投資約 4 兆元以上，創造出總產值 5.9 兆新台幣及

55.1 萬個就業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