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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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2050淨零路徑規劃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第 34 次委員會議



蔡總統宣示

臺灣2050
淨零轉型目標

蘇院長指示

《溫管法》修法
納入「2050
淨零排放」目標

目標宣示 目標入法 路徑公布
2021/4/22 2021/8/30 2022/3/30

里

程

碑

2050淨零路徑推動歷程
我國公布

「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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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長期減量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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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年

50%

°

°

20%
10%2%

[2020]

[2025]

[2030]

2005年淨排放量

現行溫管法
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

修正溫管法
2050年
淨零排放



碳匯

8.7 Mt

3.3 Mt

10.5 Mt

產業住商

86.6 Mt

電力

139 Mt

運輸 35 Mt

非燃料燃燒 26.4 Mt

森林碳匯 -22.5 Mt

難以削減排放約 22.5 Mt 須由碳匯 抵減以達淨零排放

排放加上吸收
實質達成淨零目標

2050 淨零排放規劃

淨排放量：265.6 MtCO2e

2050電力需求情境

年均成長2±0.5%
需電量：4,275~5,731億度

非
電
力

電
力

森林碳匯 -21.4 Mt

負排放技術 CCUS
處理總量 - 40.2 Mt

氫能 生質能 CCUS
(煉鋼、化材、水泥業等製程排放)

新燃料 CCUS
製 程 應 用

產業：化石燃料設備電氣化

住商：家用設備與服務業設備電氣化

運輸：電動車新增用電需求

化石燃料
設備
電氣化

氫能、生質能

電氣化
電力需求增幅超過 50%

再生能源 60-70%

氫能 9-12%

火力+CCUS  20-27%
抽蓄水力 1%

去碳電力

0 Mt

2019 2050

單位：百萬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MtCO2e)

基準：2005 年 268.6 MtCO2e 

峰值：2007 年 280.0 M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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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淨零路徑規劃 (階段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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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量

(百
萬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

電力

其他

工業

運輸

建築

市區電動公車

普及率 35%

市區公車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
電動車 市售比 30%
電動機車市售比 35%

製造產業逐批汰換製程設備
製造產業電力消費15%使用綠電

商業營業場域燈具採LED燈100%
空調最佳化操作60%

產業示範導入低碳製程
(氫能煉鐵技術、CO2回收合成碳氫燃料)

50%既有建築物更新為
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電動車 市售比 60%
電動機車市售比 70%

產業全面汰換設備

全面導入低碳製程

100%新建建築物及
超過 85% 建築物
為近零碳建築

電動車 市售比 100%
電動機車市售比 100%

電力
再生能源持續擴大
，發展新能源科技
、儲能、升級電網

工業
提升能效，燃料
轉換，循環經濟，
創新製程

建築
提升建築外殼設計
、建築能效及家電
能效標準

運輸
改變運輸方式，
降低運輸需求，
運具電氣化

負碳技術
2030 進入示範階段
2050 進入普及階段

碳匯

不興建新燃煤電廠 風力光電累積裝置
容量達 40GW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超過 60%

智慧變電所布建率達 100%

智慧電表
布建率達 100%

燃煤、燃氣電廠
依CCUS發展進程
導入運用

公有新建建築物達
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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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
風力、太陽光電
系統整合及儲能

新能源
(氫能、深層地熱、海洋能等)

產業轉型
高科技產業、傳統製造業
建築營造業、運具電氣化
食品農林、資源循環

生活轉型
綠運輸

電氣化環境營造
住商生活型態

(行為改變)

臺灣2050淨零轉型

轉
型
策
略

治
理
基
礎

科技研發 氣候法制
法規制度及政策基礎
碳定價 綠色金融

淨零技術
負排放技術

社會轉型
公正轉型
公民參與
(社會對話)

四大策略 兩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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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

淨零轉型

十二項關鍵戰略

公正轉型

綠色金融

淨零
綠生活

自然碳匯

資源循環
零廢棄

風電/光電

氫能

前瞻能源

電力系統
與儲能

節能

1

4

2

3

9

8

67

5

10

11

12

運具電動化
及無碳化

碳捕捉
利用及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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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關鍵戰略 1,2,3 風電/光電, 氫能, 前瞻能源

10



關鍵戰略 4 - 電力系統與儲能
經濟部

 目標：隨著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提高同時，透過發展儲能及強化電網系統韌性，
以確保供電穩定。

儲能類型 2025目標規劃

電網端
儲能

儲能電池

功率型
分年量

500MW
(自建160MW、

採購340MW)

能量型
分年量

500MW
(全部採購)

發電端
儲能

光電結合儲能
500MW
(2024年達到)

合計 1,5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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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部門 3 大面向、11 項措施

製程改善 能源轉換 循環經濟

設備汰舊更新

節能(數位化)

氫氣技術開發

含氟氣體削減

擴大使用天然氣

擴大使用生質能

使用綠電/氫能

原料替代

廢棄物衍生燃料

能資源整合

CCU技術

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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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轉型 建築部門

 跨域整合

1

再生
能源

 分階段推動實施

（示範推廣/強制實施）

建築
能效

家電
能效

新建建築 建立能效評估系統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
既有建築 提升公有既有建築能效

提升民間既有建築能效

家電設備 提升家電產品能效基準

預留充電設備停車位

減碳技術
減碳工法

建築物導入節能技術

低碳工法研發

+ +

43

2

 政策擴散普及 公有建築帶動
民間建築低碳轉型

2050年 100% 新建建築物及超過 85% 既有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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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5 - 節能
經濟部

 2030前透過輔導獎勵、法規導引，促使各部門導入最佳可行技術，
落實能源有效運用，另發展創新技術以布局下階段節能

工業節能

•

產
業
製
程
改
善

•

產
業
節
能
輔
導

•

提
升
企
業
節
能
目
標
與
效
率
要
求

商業節能

•

設
備
或
操
作
行
為
改
善

•

商
業
模
式
低
碳
轉
型

•

綠
建
築

住宅節能

•

新
建/

既
有
建
築
能
效
提
升

•

家
電
設
備
效
率
提
升

•

社
會
宣
導
與
溝
通

運具節能

•

擴
大
車
輛
能
效
管
理
範
疇/

深
度

•

改
變
車
隊
駕
駛
行
為

•

運
具
能
效
分
級
資
訊
揭
露

科技節能

•

創
新
製
程
開
發

•

高
效
設
備
研
發

•

能
管
系
統
整
合

節能戰略計畫 2030 里程碑

•產業導入低碳製程

•能源大用戶達60%納入ISO 50001管理

•服務業照明100%採用LED；60%空調最佳化操作

•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建築

•住宅建築外殼基準提升至10%

•冷氣機、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MEPS)
提升至3級基準

•整體車輛能效提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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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6 - 資源循環零廢棄
環保署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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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規劃
3 大目標及 14 項推動路徑

向下推展 62 項具體行動計畫執行以達成

關鍵戰略 7 - 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交通部

2040年電動車/電動機車市售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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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8 –

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關鍵戰略 9 - 自然碳匯科技部

經濟部
環保署

農委會

2040目標
自然碳匯增加
1000萬公噸CO2e

擬定技術發展路徑 推動噸級以上利用開發

科技部、經濟部
環保署、中研院

環保署
法規修訂

經濟部
沙盒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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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10 - 淨零綠生活
環保署

全
民
對
話

商業模式

產
業
模
式

淨零
綠生活

共享多元 • 共同目標
• 共同責任
• 共同行動

全民對話
使用取代擁有

• 設計輕量化
• 易升級維修的產品
• 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 循環運用零組件

零浪費低碳飲食

• 更謹慎的採買習慣
• 零浪費的餐飲服務
• 更高效的產銷配送
• 再生型的農法

低碳運輸網絡

• 減少非必要移動
• 友善交通環境
• 推廣智慧化運具
共享與共乘

• 便捷公共運輸

淨零循環建築
• 被動建築設計、智慧控制導入與深度節能開發、
高效設備應用、多元電力整合、建築材料碳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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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11 - 綠色金融

執行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規劃辦理永續金融評鑑

 持續執行「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並刻正參考國際永續金融相關作法、
金融機構等所提之建議，研議精進
行動方案，持續促進永續金融發展。

 金融研訓院邀集金融周邊相關單位
共同研議評鑑機構、評鑑方式及
首波適用對象等，預計於2022年底
前對外宣布評鑑辦法。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

 2022年3月發布，將依所訂時程，
分階段推動上市櫃公司落實溫室
氣體盤查及查證。

金管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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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12 - 公正轉型
國發會

辨識及協調轉型衝突與爭議

精進衝突與爭議的處理機制

建立支持體系的工具手段

公私協力提高轉型社會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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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 科技部

社
會
科
學

永續與前瞻能源 減碳 循環 負碳

淨零科技

淨零科技方案啟動會議

科技部吳部長與中研院廖院長共同主持，
邀請部會啟動淨零科技方案規劃

• 投入前瞻能源研究，

極大化再生能源供給

• 布局儲能與電網系統

整合科技發展

• 投入氫能發電關鍵基礎設施

• 扣合國際產業淨零排放需求，

落實高碳排產業減碳技術應用，

並導入氫能應用

• 布局載具電氣化技術，

減少運輸碳排

• 發展碳捕獲、碳封存
與自然碳匯技術，
建立國家長期減碳潛力

• 開發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提高資源再利用率，
降低國內資源需求，
以降低碳排

• 投入四大轉型調適及社會經濟
等基礎研究，支援決策參考與
社會溝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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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111.4.21 行政院院會通過，函送立法院審議；5.11~12 立法院社環等6委員會聯席審查完成

國家長期減量目標修改為
2050淨零排放

強化氣候治理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整合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能力建構、科學報告與風險評估

加速減碳，提升產業競爭力

全民參與，建構氣候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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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轉型主要計畫
2022~2030 規劃投入預算近9千億元

2%

預算來源

既有規劃

1,200

新增計畫
3,200

2%

19%

14%

24%

10%

24%

5%

國營事業
4,400

再生能源及氫能 2,107億

電網及儲能 2,078億

低碳及負碳技術 415億

節能及鍋爐汰換 1,280億

運具電動化 1,683億

資源循環 217億

森林碳匯 847億

淨零生活 21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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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組織運作架構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跨部會協調整合

永續會執行長

預算規劃 淨零路徑

12項關鍵戰略(各部會)

組織法草案

幕僚

111.5.5行政院院會通過，
送立法院審議中

幕
僚

環境部

氣候

變遷署

資源

循環署
國家

環境

研究院

化學

物質

管理署

環境

管理署

氣候
變遷
因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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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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