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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4次委員會議議程 

111年7月29日(星期五) 下午4時 

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一、 確認議程 

二、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 主席致詞 

四、 報告案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暨會務推動情形報告，報請公鑒

(本會秘書處報告 5分鐘) 

(二)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指標修正檢討情形，報請公鑒(本會秘書

處報告 5分鐘) 

(三) 臺灣 2050 淨零路徑規劃，報請公鑒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報告8分鐘) 

(四)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報請公鑒 

(本會秘書處報告8分鐘)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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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暨會務推動情形報告 

(本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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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暨會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永續會秘書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說明： 

         一、2021年8月30日永續會第33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

如下： 

       (一) 永續發展目標關聯性分析：秘書處已就 SDGs 關聯分析議

題，蒐集國際相關文獻與研究方法，於5月3日透過視訊會議

向李玲玲委員請益。 

       (二) 2020年45項執行進度落後指標檢討、永續發展目標滾動性檢

討：2020年45項執行進度落後指標，經分組會議討論通過，

計有19項指標修正，26項指標維持不變。2020年45項落後指
標檢討，以及整體指標修正部分，永續會秘書處將於案由二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指標修正檢討情形」報告。    

        (三) 2050淨零排放」納入溫管法修法：行政院已於2022年4月21

日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草案並送立法院審

議。立法院已於2022年5月完成初審。 

           二、會務推動情形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自2021年8月30日起擔任永續會秘書處，研

議修正永續會設置要點，並於2021年11月11日奉行政院核

定，進行組織架構調整，依18項永續發展目標調整分組，另
設置「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以提升永續會運作

效能。 

         (二) 已推動重要會務包括：精進永續發展指標管考與檢討；擴大
辦理國家永續發展獎選拔作業；完成國家自願檢視報告初稿

等。    

       



5 

 

 

 

 

 

 

報告案2：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指標修正檢討情形 

(本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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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2：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指標修正檢討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永續會秘書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說明： 

一、 依據永續會第33次委員會議決議，請各工作分組、專案小組

就需要修正之指標及定義進行檢討調整。 

二、 秘書處已修正指標修正流程圖，提供各工作分組、專案小組

參考運用，工作分組並召開工作分組會議，邀請相關委員，

就修正之指標進行討論。 

(一) 336項指標中，經分組會議討論同意、工作圈督導機關確認

後， 已有129項指標提出修正(包含2020年執行進度落後指標

提出修正之19項指標)。 

(二) 指標修正類型可分為：A 情事變更70項(法規變革或制度調

整、執行或統計方式變更 )、  B 反向指標 2項、                                  

C 目標超前48項、D 本質推動困難或政策仍有進步空間8

項、E其他1項。 

三、 為提升指標達成率，秘書處將持續請工作分組滾動檢討、提

出落後之因應對策，並追蹤執行進度，視需要請分組提報工

作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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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3： 

臺灣2050 淨零路徑規劃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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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3：臺灣2050淨零路徑規劃，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說明： 

一、 111年3月30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率同經濟部、科技部、交通

部、內政部及環保署正式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

略總說明」，規劃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四大轉型 

策略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輔以12項

關鍵戰略，逐步實現 2050淨零排放的永續社會。 

二、 我國2050淨零轉型路徑規劃，將以總電力占比 60~70%之再生
能源，並搭 9~12%之氫能，加上顧及能源安全下使用搭配碳

捕捉之火力發電 20~27%，以達成整體電力供應的去碳化。在

非電力能源去碳化方面，除加速電氣化進程外，亦將投入創
新潔淨能源之開發，如氫能與生質能以取代化石燃料，並搭

配碳捕存再利用技術；同時將積極規劃山林溼地保育，擴增

自然碳匯，藉以達成 2050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 

三、 政府已提出風電 /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

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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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轉型等
「十二項關鍵戰略」，就能源、產業、生活及社會轉型政策的

重要領域制定計畫目標及路徑。 

四、 「2050淨零轉型」是整個國家總動員，必須一起完成的目
標，此次公布的「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即

是拋出一個淨零轉型的對話基礎，啟動下一個階段的社會對

話，引進社會力來尋求不同意見的最大公約數，讓淨零轉型成

為臺灣發展的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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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4：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永續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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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4：國家自願檢視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永續會秘書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說明： 

一、 為配合聯合國每年於7月舉行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審查各

國推動 SDG 進展，2022年有44個國家提報其 VNR。我國預

計今年第二次提出 VNR報告(上一次是2017年)。 

二、 永續會秘書處已參考聯合國2021年版自願性國家檢視準備手

冊、各國所提 VNR報告，彙整部會 VDR及地方政府 VLR，

並參採3場專家諮詢會委員建議，完成撰擬我國自願檢視報告

(VNR)初稿。 

(一) 本次報告為第二次進行國家自願檢視，盤點自第一次提出

國家自願檢視報告後，概述我國2017-2020年推動永續發展
目標的組織沿革及推動機制，亦重點檢討臺灣永續發展18

項核心目標及項下指標推動進展與重要政策方向等，並綜

合呈現整體的永續推動成果，也簡介臺灣推動永續發展的

案例作法，以利於國際社會了解。 

(二) 另面對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後

疫情時代的全球經貿新局、數位化加速發展、以及國際推
動淨零排放等趨勢，不僅是臺灣永續發展面臨的全新課

題，更是臺灣應積極掌握的轉型契機。鑒此，本次報告針

對永續發展目標面臨之挑戰進行檢視，並提出後疫情時代

包容、綠色、永續韌性成長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