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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因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災難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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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9 Munich Re, Geo Risks Research, NatCatSERVICE. As of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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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2021年8月9日發布第六版評估報告
（Sixth Assessment Report,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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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EP(2020),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

排碳差距（Emiss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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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其他國



英國2008氣候變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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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 to set a target for the year 2050 for the reduction of target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provide for a 

system of carbon budgeting; to establish a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to confer powers to establish trading 

schemes for the purpose of limi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r encouraging activities that reduce such 

emissions or remove greenhouse gas from the atmosphere; to make provision about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o confer powers to make schemes for provid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produce less domestic waste 

and to recycle more of what is produced; to make provision about the collection of household waste; to confer 

powers to make provision about charging for single use carrier bags; to ame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Energy Act 

2004 about renewable transport fuel obligations; to make provision about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to make other provis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for connected purposes. [26th November 2008]

2008 CHAPTER 27



氣候變遷法的四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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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mate Change Act provides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 across the UK. This framework has four key pi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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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綠色政綱

歐盟執委會於2019年12月推出「歐洲綠色政綱」，它是一份具有共

識的政策文件。其政策目標為：2050年前將歐洲轉型成全球第一個

氣候中性、碳中和的大陸。綠色政綱的基本架構包含：二大執行原

則、八大部門領域、三個基本相。



不遺漏任何一方
(公正轉型)

取得民意支持
(民主程序)

以零排放決心追求無毒
環境

以推動產業實現乾淨且
具循環性之經濟活動

以具能源及資源效益方
式進行建築及翻新活動

強化達成2030與2050歐
盟氣候目標之決心

保存並重建生態系統及
生物多樣性

從農場到餐桌計畫：一個
公平健康且環境友善之食
物體系

加速轉型至永續智慧移動

提供潔淨、可負擔且安
全之能源

實質面 金融面 技術面

9

歐盟
綠色政綱

三個面相

二大原則

八
大
領
域

Finance Taxonomy



綠色政綱主要行動路徑圖

計畫 預計時程
氣候目標（Climate ambition）

《歐洲氣候法》提案* 2020年3月
增訂2030目標之全面性方案 2020年夏季

審查增加達成氣候目標之立法措施
修正案

2021年6月

能源稅指令修正案 2021年6月
特定部門碳邊境調整機制* 2021年

2020年3月4日提出衝
擊影響評估

氣候變遷調適之新歐盟策略 2020年/2021年

潔淨、可負擔和安全的能源（Clean, affordable and 
secure energy）

國家能源和氣候方案最終評估 2020年6月

智慧部門整合策略 2020年
啟動建築部門翻修計畫 2020年
泛歐洲網絡能源規章 2020年
離岸風電策略 2020年
潔淨循環經濟之產業策略（Industrial strategy for a 

clean and circular economy）

歐盟產業策略* 2020年3月

循環經濟行動方案* 2020年3月
2020年3月11日提出

促進能源密集型產業中氣候中和與
循環產品領導市場計畫

自2020年

支持零碳鋼製程 2020年
電池和循環經濟策略行動方案 2020年10月

廢棄物改造法案 自2020年

計畫 預計時程

永續智慧運輸（Sustainable and smart mobility）

永續智慧運輸策略 2020年
替代燃料基礎設施籌資 自2020年
促進不同運輸模式之替代燃料生產供應立法
評估

自2020年

聯合運輸指令修正案 2021年
審查替代燃料基礎設施指令和跨歐洲網絡 -
運輸規章

2021年

改善鐵路和內河運輸管理能力計畫 自2021年
制訂更嚴格車輛空污排放標準 2021年

綠化共同農業政策/從農場到餐桌策略
（Greening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 

‘Farm to Fork’ Strategy）

檢視國家策略方案草案 2020年至
2021年

從農場到餐桌策略措施和立法* 2020年春季、
2021年

保存維護生物多樣性（Preserving and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歐盟生物多樣性策略 2020年3月
喪失生物多樣性解決措施 自2021年
新歐洲森林策略 2020年
零毀林價值鏈措施 自2020年

朝向零污染無毒環境目標（Towards a zero-pollution 
ambition for a toxic free environment）

化學品永續性策略 2020年夏季
零污染行動方案 2021年
大型產業設施汙染解決措施修正 2021年

將永續性納入所有歐盟政策（Mainstreaming 
sustainability in all EU policies）

公正轉型機制* 2020年1月
更新永續融資策略 2020年秋季
審查非財務資訊報告指令 2020年
歐盟成員國實行歐盟綠色預算篩選
基準計畫

自2020年

審查成員國準則 2021年
使所有新的歐盟執委會計畫與綠色
政綱目標一致並促進創新

自2020年

利害關係人提出不一致法規 自2020年
歐洲學期永續發展目標整合 自2020年

領導全球（The EU as a global leader）

強化國際策略架構 自2019年
強化會員國綠色政綱外交合作 自2020年
雙邊 自2020年
西巴爾幹地區綠色議程 自2020年

歐洲氣候套案（Working together – a European 
Climate Pact）

歐洲氣候套案* 2020年3月
環境行動計畫案 2020年

計畫 預計時程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19)640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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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套案 (Fit for 55)

為順利過渡到2050年氣候中性目標，歐盟於2021年7月提

出”Fit for 55”的期中執行方案，確保2030年降低碳

排放量55%(相較於1990年)的承諾具體落實，同時創造新

的創新、投資、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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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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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Climate
Boa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Emissi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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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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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industry
maritime &
aviati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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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Transition
Directive

EU Forest
Strategy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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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落實綠政的基本架構

•氣候法（EU Climate Law)

•綠政融資方案(Green Deal Investment Plane)

•永續活動分類系統(Taxonomy)

•碳邊境調整措施(C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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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綠色成長戰略（The Green Growth Strategy) 

•創造經濟與環境良性循環的一套產業政策。

•政府整合各項政策工具，包括預算支出、租稅

誘因、財務融資、法規標準、國際合作，並為

民間部門挹注 240兆日円，以達成投資轉型。



19



20



21

韓國2050碳中和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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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因應氣候變遷 – 與國際一致邁向淨零

110.08.30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3次委員會議

蘇揆：積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法 納入「2050淨零排放」目標

資料來源：環保署蔡玲儀處長兼主任（110.10.01簡報）



願景組

利害關係共識討論

模型組

科學基礎技術推估

（中研院、工研院）

跨部會協調小組（次長溝通平台）

（環保署、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內政部、農委會）

行政院 諮詢委員

治理
工作圈

環保署

去碳能源
工作圈

經濟部

負碳技術
工作圈

科技部、農委會

產業及
能源效率
工作圈

經濟部、內政部

綠運輸及
運具電氣化
工作圈

交通部、經濟部 6

我國啟動淨零排放路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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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蔡玲儀處長兼主任（110.10.01簡報）



26

啟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
達成階段管制目標 全球2050淨零排放 提高2030減量目標 國際碳關稅

與各界積極溝通

•109年8月起密集與鋼鐵、光電半

導體、水泥、造紙及玻璃業、煉

油、人纖、石化及基本化學、電力

等各大產業、民間組織及各部會等

辦理16場座談會。

•各界陸續提出修法建議均納入評估

環保署啟動溫管法修法
擬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強化減量工具

提升氣候治理

增加氣候調適

調整減量目標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資料來源：環保署蔡玲儀處長兼主任（110.10.01簡報）



製造部門淨零排放推動策略
國營企業帶動民營企業，藉由3大面向，推出示範亮點，加速低碳轉型。

策略1
跨域整合

策略2

示範應用(示範場域/領頭企業)

策略3
擴散學習圈

國營

民營 技術

製程改善

製程設備汰舊更新
節能(數位化)

製程調整/氫還原煉鐵
CCUS技術

含氟氣體替代技術

• 鋼鐵業電弧爐汰舊更新
•紡織業低浴比染色機
•石化業製程智能化(AI)
•石化業開發先進觸媒
•石化業CO2再利用
•水泥業固碳養藻
•鋼鐵業氫還原煉鐵

技術處、國營會
工研院、中研院

循環經濟

•紡織業天然氣定型機
•石化業混合氫能汽電鍋爐

•電子業使用綠電

•水泥業原燃料替代

•鋼鐵業增用廢鋼

•造紙業SRF燃料汽電鍋爐

領頭企業
帶動

低碳轉型

工業局、技術處、能源局

天然氣/生質能
氫能/綠電

原料替代/SRF燃料
能資源整合

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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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110.10.01簡報）



電子業
（半導體業/面版業）

造紙業 玻璃業

產業及能源效率工作圈委員會推動框架

產業及能源效率工作圈委員會 企業決策階層/確認與決策
關鍵議題：溫管法修法/CBAM

行業淨零排放工作小組

鋼鐵業 石化業 水泥業 紡織業

合
作
分
工

企業執行階層/產業別技術發展

召集人：經濟部曾次長

副召集人：工總副理事長、工業局局長

委員：產業代表(6~12人)、專家學者(3~5人)

列席單位(新增)：

行政院能源辦、國營會、技術處、能源局

示範場域/領頭企業
目標、策略、配套

幕僚單位
工業局

參考國際技術發展建立國際交流

國內適合推動策略選擇

反應於產業推動政策及技術研發政策

於業界科專中關於減碳部分有所規劃

核
心
功
能

國營會/中油/台電：低碳能源供應

技術處：減碳技術研發

能源局：能源轉型

工業局：輔導、國際技術交流，合作

中研院/工研院：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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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110.10.01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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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工業總會2021白皮書的建議

碳中和路徑發展綠色政綱

一、健全法規政策

二、完善碳定價機制

三、輔導與獎勵措施

四、成立中央氣候變遷因應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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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總會110.10.01
「我國邁向碳中和的策略與產業發展」論壇總結

對於政府的五項期待

一、提出明確的綠色成長戰略與對應資源

二、健全政策法規

三、儘速建立碳定價、碳排放制度

四、強化跨產別的整體輔導措施

五、重新檢討國家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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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西元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面對氣候變遷，啟動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與評估，

同時加速與民間部門對話，為臺灣之永續發展找出新方向。

二、研擬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追求淨零排放，環保署研擬修正「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檢討修改減量目標，強化氣候變遷治理，健全碳定價機制，強

化產業競爭力，以及增加氣候變遷調適工作。

三、推展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依據本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協同各部會推動落實八大領域及能力建構行動計畫，並規劃下期5年行動方

案。

行政院110年9月施政報告
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巴黎協定因應
氣候變遷主軸

由下而上
（Buttom Up)

調適

減緩

由上而下
（To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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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法、政策目標、路徑圖、行動方案、技術規範與標準、
綠色融資準則、獎勵誘因、碳定價機制、碳交易平台….

節能效率、綠能轉型、生產活動電力化、數位轉型、綠色投資、優化供應鏈….



邁向零碳轉型的良性循環

 各國將巴黎協定目標
內化成具體的氣候政
策與法規

 制訂明確的氣候政策
與經濟目標，為企業
投資轉型提供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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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誘因激勵企業
開發及執行邁向零
碳經濟的轉型計畫 金融部門配合產業部門

零碳倡議與創新，調整
融資政策，提供所需資
金

 擴大政府氣候政策的
有效性，企業以最低
成本穩健調整加速轉
型，同時促進就業與
經濟成長

淨零碳策略下
創新與投資的
良性循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