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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宣示

臺灣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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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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
評估

行政院成立「淨零排放路徑專案工作組 」
五大工作圈（去碳能源、產業及能源效率、
綠運輸及運具電氣化、負碳技術、治理）

社會
對話

願景工作圈討論關鍵議題（負碳技術、淨零建

築、綠運輸、低碳產業、經濟工具、公正轉型、住商節

能），辦理超過60場專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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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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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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策略 - 9項措施
能源轉型

打造零碳能源系統

 最大化再生能源
擴大成熟光電風電布建，搭配前瞻地熱海洋能

 零碳化火力發電
導入氫能發電，燃氣+CCUS

 逐步去煤
短期混燒氨降低碳排，長期轉為安全備用

 建構零碳燃料供應系統
提供產業運輸所需氫氨、生質燃料

 適時導入先進技術增加零碳能源運用空間
掌握全球前瞻技術動向，依國內條件適時引進

 優先擴充再生能源電網基礎設施

 擴大再生能源所需儲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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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部門產業轉型

3 大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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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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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部門產業轉型

4 大策略、10 項措施

設備或操作
行為改善

使用
低碳能源

商業模式
低碳轉型

•空調與冷藏設備
能源效率提高
(逐步採用能效1級產品)

•空調系統最佳化

•採用LED燈
和高效能燈具

綠建築

•轉換為燃氣
與高效能鍋爐

•能源大用戶
使用綠電

•業者運具
電動化

•逐步導入智
能管理系統，
降低電力及
能源使用

•新型建築建築
外殼隔熱、
既有老舊建築
加強外殼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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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

1
分階段推動實施

2

3
4

2050年 100% 新建建築物及
超過85% 既有建築物為近零碳建築

新建建築
建立能效評估系統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
既有建築

家電設備 減碳技術
減碳工法

再生能源 建築能效 家電能效

政策擴散普及

能效評估：納管公有建築/容積獎勵納入能效評估

節能法規：外殼節能基準/中央空調基準(EAC)

提升家電產品能效基準

預留充電設備停車位

公有建築帶動
民間建築低碳轉型

提升公有既有建築能效

提升民間既有建築能效

建築物導入節能技術

低碳工法研發

公有建築：列管未達能效建築/要求編列預算改善

民間建築：節能績效保證專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
/企業社會責任(CSR)

節能技術：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智慧電表

低碳工法：預鑄構造、木竹構造/循環經濟、建築延壽

家電產品：分階段提高能效基準/節能家電減徵貨物稅

充電設備：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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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電氣化

人本綠運輸

私人汽機車管理

輔助
策略

2040年電動車/電動機車市售比100%

1. 強化都市規劃
• 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利用

2. 綠色運輸生活
• 減少非必要運輸需求
• 視訊會議 • 遠距教學

 推廣公共運輸：
因地制宜強化公共運輸服務便利性

 完備步行環境：
改善人行步行環境

 完備自行車環境：
自行車友善行駛空間、共享自行車站點、
通勤自行車道系統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低碳交通區、停車管理、油價回歸市場機制

 推廣共享汽機車：
提高共享運具使用範圍及密度、搭配公共運輸轉乘優惠

 提高電動車市占率：
市區公車2030全面電動化，
小客車/機車2040新售全面電動化

 創造國內市場需求：
電動公務車、電動計程車、補助購車

 製造在地化：
補助加速國產電動車產品開發與生產

 完備使用環境：
完善住宅與公共停車空間充電設備

 強化車輛碳排管理：
提升新車能效標準，逐步加嚴車輛碳排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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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轉型

未來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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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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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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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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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對話
• 共同目標

• 共同責任

• 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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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

社會支持體系篇：
落實公正轉型及公民參與

淨零轉型為化衝突為
機會的社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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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力不遺落
任何一人

公正轉型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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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

前瞻技術 目標導向 公私協力 國際合作 滾動檢討

淨零
轉型

低碳

• 低碳製程

• 綠建築

• 綠運輸
永續能源

•電網
系統整合

•儲能

•氫能

•其他前瞻
技術

社會科學

• 淨零政策
效益評估

• 調適與
在地規劃

負碳 •碳捕捉封存

•自然碳匯

•能資源
再利用

循環

每五年檢討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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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氣候法制環境

綠色金融 運用金融量能引導淨零轉型

核心策略
• 有效資訊揭露促進適當的企業決策

• 驅動金融業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並掌握商機

• 運用市場機制引導經濟邁向永續發展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

氣候法制＆金融基礎

• 國家長期減量目標修正為2050淨零排放
• 因應企業碳盤查及查驗需求
• 因應國際碳關稅趨勢，推動碳費及碳交易

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氣候

持續精進「能源管理法」、「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

配合氫能發展需要，訂定氫能管理專法氫能

新建築提升中央空調及外殼節能設計、強制增設太陽能光電建築

運輸 修訂推廣運具電動化相關法規

金融機構

金融
商品

資金

企業 永續發展永續投資
產業發展議合

協助企業及早因應與訂定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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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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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略 內容 主(協)辦機關

1.風電/

光電

以風電與光電為再生能源發展主力，風電朝大型化與浮動式離岸風機發展，
規劃離岸風電2030年設置裝置量達13.1GW、2050年達40~55GW；光電透
過土地多元化應用擴大設置場域，並汰換更新為新世代高效率光電，規劃太
陽光電2030年設置裝置量達30GW、2050年40~80GW。

經濟部
(農委會、內政部、
交通部、海委會、

原民會)

2.氫能 以氫能為淨零主要選項，運用於產業零碳製程原料、運輸與發電無碳燃料等
面向；以進口綠氫為主要來源，搭配國內再生能源產氫，逐步布建氫能之接
收、輸儲等基礎建設及氫能利用系統。

經濟部
（科技部）

3.前瞻能源 為增加再生能源選項，以基載型地熱與海洋能為前瞻能源發展重點，推動示
範驗證與區塊開發，同步帶動相關綠能產業發展。另擴大生質能使用，結合
國內資源循環利用與進口等方式穩定料源，並研發先進生質能源技術。規劃
2050年前瞻能源設置裝置量達8~14GW。

科技部
經濟部

（農委會）

4.電力系統
與儲能

推動分散式電網並強化電網韌性，推動電網數位化與操作彈性提升電網應變
能力，運用資通訊物聯網技術促進系統整合；擴大儲能系統設置，發展儲能

關鍵技術並建構儲能商業模式誘因。

經濟部
(科技部、內政部、

原能會)

十二項關鍵戰略 - 推動規劃



關鍵戰略 內容 主(協)辦機關

5.節能 –

創新科技、
能源有效
運用

在生產製造、居家生活與商業服務、運輸、跨部門各面向，盡速擴大成熟技術
應用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透過經濟誘因、教育輔導、強制法規等措施，加
速高效率設備市場滲透率。同步發展創新能源效率科技，並逐步導入前瞻技術，
從需求面全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協助達成淨零目標。

經濟部
（各部會）

6.碳捕捉利用
及封存
CCUS

以碳捕捉再利用及封存技術移除產業及能源設施碳排放，優先發展碳捕捉利用
技術，作為化學品原料與建築材料，建立碳循環價值鏈；並開發本土碳封存潛
力場址，展開安全性驗證場域計畫。

科技部
經濟部(U)

環保署(S)

7.運具電動化
及無碳化

發展電動車上下游相關產業，依技術成熟度，設定機車、小客車與大客車未來
市占比目標，並整合儲能、充電樁、建築充電安全等基礎建設之技術研發與建
置。至於針對長途行駛用途之大型遊覽車與大貨車電動化進程，則視產業技術
進行導入與推廣。

交通部
(經濟部、內政部

、環保署)

8.資源循環
零廢棄

加強產品源頭減量，促進綠色設計及綠色消費；廢棄資源物質能資源化，強化
資源永續循環利用；鏈結上、中、下游產業，形成資源循環產業鏈，投入技術
研發與制度革新，提升資源循環效率。從產品設計、資源再生、產業鏈結及技
術創新四大面向，打造零廢棄的資源永續循環世代。

環保署
(經濟部、農委會

、內政部)

十二項關鍵戰略 - 推動規劃



關鍵戰略 內容 主(協)辦機關

9.自然碳匯 藉執行造林及相關經營工作能降低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建構負碳農法及海洋
棲地、動植物保育技術，保護生物多樣性、避免土壤流失、保育森林及復育
碳匯生態系統，以提升碳吸收功能。

農委會
(內政部、海委會、

經濟部)

10.淨零
綠生活

邁向2050淨零排放需要全民生活轉型，推動「淨零綠生活」，從食、衣、住、
行各面向，透過全民對話凝聚共識，教育推廣，經由行為改變，建構低碳商
業模式，創造綠生活產業鏈。

環保署
（各部會）

11.綠色金融 運用金融市場力量，引導經濟邁向淨零排放，提升金融業與產業之氣候韌性，
建構完善的永續金融生態圈，推動上市櫃公司依時程完成溫室氣體之盤查及
查證，強化資訊揭露，持續精進我國永續分類法，成為引導各企業轉型的指
引。

金管會
(環保署、財政部)

12.公正轉型 以「盡力不遺落任何人」為公正轉型目標，在淨零轉型過程中戮力追求政策
目標平衡性、社會分配公正性與利害關係包容性。

國發會
（各部會）

十二項關鍵戰略 - 推動規劃



翻轉高進口能源依賴風險

產業轉型並創造綠色成長動能

政府投入帶動民間投資

提升生活品質與環境永續發展

2050 淨零轉型
促進經濟成長 帶動民間投資 創造綠色就業

能源轉型

更加安全

產業轉型

更具競爭

生活轉型

更具永續

社會轉型

更有韌性

由2011年97.4%，2050年降至50%以下

至2030年帶動民間投資約4兆元以上

至2030年約減少2019年之空污量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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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攸關競爭力，

也關係環境永續，

才能打下長治久安的

基礎，留下一個更好

的國家給年輕人。

要克服這項挑戰，除了公部門的

努力，還需要產業界龐大的能量

及臺灣世界一流的學術人才，透

過三方共同合作，就是臺灣成功

的關鍵。

2050淨零排放是一項跨世代、跨領域、跨國際之大型轉型工程

結語

發布「臺灣 2050 淨零

排放總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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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社會力來尋求解決議題的路徑，

讓各界一起尋找不同意見的最大公

約數，為國家發展的大方向，奠定

最堅實的基礎，讓淨零轉型成為臺

灣發展的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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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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