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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情形說明

• 110年3月17日交通部陳政次彥伯
主持，邀集有關委員及單位召開
「綠色運輸工作分組110年第1次
小組會議」。

• 110年4月16日交通部陳政次彥伯
再次召開「核心目標9討論會」，
針對委員意見及目標強化改善作法
進行討論。

姓名
王寶貫
洪啟東
許添本
鄭清霞

屠世亮

劉麗珠

蔡俊鴻

出
席
委
員

核心目標9之本屆
(第19屆)委員

分組會議主題「低碳、永續的綠色運輸」
報告低碳永續綠色運輸之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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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綠色運輸工作分組
會議內容

• 核心目標13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執行成果

• 核心目標9各具體目標執行現況

低碳、永續的
綠色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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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發展目標(108年7月1日核定)

共計18項核心目標、143項具體目標及336項對應指標

核心目標9
建構⺠眾可負擔、安全、
對環境友善，且具韌性

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具體目標：
9.1 提高公路公共運輸、臺鐵與高鐵運量
9.2 提高偏鄉地區住戶可於步行 500 公尺範圍

內使用公路公共運輸的比例
9.3 提高無障礙的公共交通工具、設備與設施設

置比例
9.4 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9.5 降低騎乘機車年輕族群（18 歲至 24 歲）

死亡人數

核心目標13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

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具體目標：
13.2執行溫室氣體階段

管制目標

綠色運輸
工作分組

氣候變遷與
能源減碳
專案小組

環保署交通部

⼀、低碳永續的綠色運輸對應之核心目標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推廣低碳運具使用，
建置綠色運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能源使用效率

三
大
策
略

運輸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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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部門第1期溫管行動方案架構

6

環保署

經濟部

主計總處

交通部

註:推動策略分類係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行政院106.2.23核定)

臺鐵老舊車輛

1~2期柴油大型車

二行程機車

老舊公車

電動船

電動蔬果運輸車

電動郵務車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
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運量

電動大客車

三大策略

11項推動措施

電動汽車

提升公共運輸無縫轉乘服務

電動機車

電動公務車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
能源使用效率

汰換老舊車輛

推廣電動運具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
推廣低碳運具使用，
建置綠色運具導向之交
通環境

提升臺鐵運量

提升高鐵運量

提升捷運運量

環島鐵路電氣化

地方綠色運具導向環境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

提升新車能效

核心目標13 



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辦理機關

13.2：執行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

13.2.1：達成各期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
交通部、內政部、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二、核心目標13 運輸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執行成果(1/2)

對應指標 109年目標 執行情形

13.2.1

運輸部門：
37.211 MtCO2e（較基準年減量 2%）

105-108年各年均低於排放建議值，
且107-108年已低於109年減碳目標

109年全國公共運輸量
較 104 年成⻑7%以上

108年底，成⻑6.80%
109年底，減少7.63%

推動全國電動機車銷售數量
107年至109年增加 12.1 萬輛 增加 35.0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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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積極推動下，各公共運輸運量皆達成108年之目標

• 109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及油價15年來新低因素，導致109年
整體公共運輸運量較104年大幅下降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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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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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公路(公共運輸) 臺鐵 高鐵 捷運

較104年成⻑： 1.66% 3.45% 5.39% 6.80% -7.63%

二、核心目標13 運輸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執行成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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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標原因：因疫情影響及防疫中心限制各類經濟或社交活動，109年公路
公共運輸、臺鐵、高鐵之運量皆下滑

改善作法：
 增加搭乘安全感：
 公路公共運輸：加強消毒、提供酒精、強制戴口罩
 臺鐵與高鐵：量體溫、加強消毒、提供酒精、強制戴口罩

 因應疫情變化，適時檢討調整班次
 因應疫情趨緩：
 適時增加公共運輸服務供給及提升服務品質，並加強相關優惠促銷
 大型活動逐漸開放舉辦，加開列車疏運，以帶動運量成⻑

對應指標
108年 109年

目標值 執行情形 目標值 執行情形

9.1.1
公路公共運輸
運量成⻑比例

(較 104 年)

成⻑1.5%
（達 12.38 億人次）

成⻑1.8%
（達 12.40 億人次）

成⻑2.0%
（達 12.44 億人次）

減少11.7%
（達 10.75 億人次）

9.1.2 臺鐵運量成⻑比例
(較 104年)

成⻑1.6%
（達 2.36 億人次）

成⻑1.7%
（達 2.36 億人次）

成⻑2.0%
（達 2.37 億人次）

減少12.4%
（達 2.04 億人次）

9.1.3 高鐵運量成⻑比例
(較 104年)

成⻑15.4%
（達 5,838萬人次）

成⻑33.3%
（達 6,741 萬人次）

成⻑24.6%
（達 6,300萬人次）

成⻑13.2%
（達 5,724 萬人次）

三、核心目標9各具體目標執行
現況及改善作法(1/4)

108.7.1行政院核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核心目標9包含5項具體目標及10項對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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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成效預估：
公路公共運輸：因疫情仍未完全平息，110年將先求逐步回復至108年之運量

(12.4億人次) ，後續再趕上109年12.44億人次目標
臺鐵：110年運量將以先回升至原108年2.36億人次之目標，後續再趕上109

年2.37億人次目標
高鐵：109年第4季運量已回升至疫情前108年第4季運量之97%，預估110年

運量可超過108年之6,741萬人次(即超越114年管考目標值)

對應指標
108年 109年

目標值 執行情形 目標值 執行情形

9.1.1
公路公共運輸
運量成⻑比例

(較 104 年)

成⻑1.5%
（達 12.38 億人次）

成⻑1.8%
（達 12.40 億人次）

成⻑2.0%
（達 12.44 億人次）

減少11.7%
（達 10.75 億人次）

9.1.2 臺鐵運量成⻑比例
(較 104年)

成⻑1.6%
（達 2.36 億人次）

成⻑1.7%
（達 2.36 億人次）

成⻑2.0%
（達 2.37 億人次）

減少12.4%
（達 2.04 億人次）

9.1.3 高鐵運量成⻑比例
(較 104年)

成⻑15.4%
（達 5,838萬人次）

成⻑33.3%
（達 6,741 萬人次）

成⻑24.6%
（達 6,300萬人次）

成⻑13.2%
（達 5,724 萬人次）

三、核心目標9各具體目標執行
現況及改善作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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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原因：因受市場機制影響工程流、廢標，導致進度落後
改善作法：調整工程預算、重新審閱圖說工程，加速發包進度，強化工程管理
改善成效：110年完成178站，111年完成182站無障礙電梯建置(達成2030年目

標值)

對應指標
109年

目標值 執行情形

9.2.1
偏鄉地區住戶可於步行

500 公尺範圍內使用公路
公共運輸的比例

88% 88.3%

9.3.1 市區無障礙公車比例 58.2% 65.6%

9.3.2 臺鐵月台與車廂齊平
的車站比例

(1)完成車廂無階化
(2)完成臺鐵月臺與車廂齊
平計 110 站，占總車站數
(241 站)比例達 45.6%

(1)完成車廂無階化（1,208輛）
(2)131站(含完成施工79站及辦理施
工中52站)，占總車站數(241站)比
例達54.4%

9.3.3
完成臺鐵車站無障礙電梯

建置改善的車站比例
（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比例）

完成 182 站
占臺鐵車站數 75.5%

(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 98.5%)

完成165站
占臺鐵車站數68.5%

(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95.9%)

9.3.4 高鐵增設無障礙座位電動
輪椅充電插座的列車數

34 組
(100%)

已於2018年完成34組
(100%)

三、核心目標9各具體目標執行
現況及改善作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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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指標
109年

目標值 執行情形

9.4.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2,500 人以下 3,000人

9.5.1 降低騎乘機車年輕族群
(18 歲至 24 歲)死亡人數 250人以下 297人

未達成原因：
 109年65歲以上有378萬人(6年 35%)；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中65歲以上占41.67%
 電動自行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過去倍增，由107年23人增至109年48人
 年輕人初考領機車駕照，對交通事故風險觀念及防禦駕駛應變能力較不足

改善作法：
 訂定「精進高齡交通事故防制計畫」
 修法加強納管電動自行車，限制騎乘年齡，強化對出租業者之規範
 強化交通安全關鍵策略：落實精進高齡交通事故防制計畫、機車安全再強化、加

重重大違規罰則、檢討駕照管理及駕訓制度、扎根校園交通安全教育、重大違規
加強執法、強化車輛安全配備等

 持續推動公車入校園專案 (推動成果:109年每千人傷亡人數較105年下降63.4%)
改善成效預估：死亡人數以逐年降至永續會階段管考目標值為目標，賡續努力推動

三、核心目標9各具體目標執行
現況及改善作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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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組會議委員意見回應

低碳、永續的
綠色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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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組會議委員意見回應(1/4)

類別 意見重點 回應說明

減
碳
目
標
及
深
度
減
碳
規
劃

建議可建立
⼀套運輸部
門2050年目

標路徑
(roadmap)

建議規劃
115/120年

近/中程減量
目標

•行政院刻正評估2050年淨零排放願景
•交通部針對運輸部門2050淨零排碳提出未來願景及路徑，主
軸包含(1)推動低碳車輛；(2)構建人本公共運輸、步行與自行
車使用環境；(3)強化私人汽機車使用管理
•需跨部會協商議題：車輛電動化 (經濟部、環保署、科技部等)
•依環保署及行政院能減辦規劃，將透過密集之專家學者意見
諮詢及跨部會協商討論，以審慎研議未來相關因應策略

•溫管法明定以5年為⼀階段，訂定各期目標
•行政院已分配第2期(110-114年)目標，交通部已研提行動方
案草案
•依環保署110.4.1規劃，2030年全國減碳較2005年減少
20%，並採先緩後急之路徑，運輸部門屆時將配合規劃

(蔡委員)

(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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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會議委員意見回應(2/4)

類別 意見重點 回應說明

低
碳
運
輸
策
略
精
進
作
法

如何減少私
人運具使用

交通部
減碳/空污防制

政策工具

最後⼀哩路
服務具體作為

交通部推動方向包括：
•強化公共運輸服務強度，高鐵、臺鐵以各種優惠措施
提高運量，藉以減少⺠眾使用私人運具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年)」納入提案補
助機制，鼓勵地方政府採取私人運具管理措施
•跨部會並與地方政府合作投入資源建構自行車與步行
的友善環境

補助老舊公車汰換、2030年公車全面電動化、運輸業溫
室氣體減量輔導、船舶使用低硫燃油、航空器使用橋氣
橋電設施…等

•多元運具搭配預約機制，提升偏鄉公路公共運輸涵蓋率
•透過轉乘優惠、無縫接駁等服務，提升軌道運輸使用量
•110年修正「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
畫(109-112年)」，納入地方政府建置自行車道補助

(屠委員)

(蔡委員)

(劉委員)



分組會議委員意見回應(3/4)

類別 意見重點 回應說明

指
標
定
義
/

作
法
說
明

「偏鄉地區500公尺內範圍
使用公共運輸比例」定義

「高鐵跨國OTA合作」內涵

偏鄉定義

高齡者道路交通事故死傷
原因分析

站牌500公尺服務範圍內涵蓋門牌數
占該行政分區總門牌數之比值

透過與不同旅遊平台如KKday及KLOOK合作，
提供國外旅客更多元便捷的訂票旅遊服務

參考內政部定義，即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
密度五分之⼀之鄉鎮市

•死亡類別，機車事故占50%，其次是步行(27.6%)
•前3大死亡事故車輛肇因：未依規定讓車(21.3%)

未注意車前狀況(16.2%)
違反號誌管制與指揮(10.8%)

•前3大死亡事故行人肇因：未依規定行走(28.2%)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手勢指
揮穿越道路(14.6%)
其他疏失(13.0%)

指標9.3.3月台與車廂齊平，
與節能減碳、低碳永續運輸
之連結為何

核心目標9包含可負擔、安全及對環境友善之運
輸，而月台與車廂齊平屬環境友善的運輸服務，
爰將無障礙公共交通工具納入指標

(鄭委員)

(屠委員)

(屠委員)

(鄭委員)

(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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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會議委員意見回應(4/4)

17

類別 意見重點 回應說明

指
標
作
法
說
明

核心目標9是否能促使私人
運具使用下降、電動車占比
提升

建議配合政策，設定適切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如:gCO2/人公里)

• 核心目標9，推動公共運輸運量成⻑，有促使
私人運具使用率下降之效果

• 另核心目標13，訂定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行動方案(第1期)，在三大策略11項措施包
含電動運具之推廣(如電動大客車、電動機車)

• 溫室氣體管理法第17條，目前中央主管機關
可依排放源或事業類別訂定溫室氣體排放效
能標準

• 目前僅規範製造部門，運輸部門尚未被納入
規範之排放源，待日後環保署擴大效能標準
適用範疇，將運輸部門納入排放源或事業類
別

• 107年能源局透過能源管理法已訂定111年能
效標準，以小客車為例，能效標準將提升
38%，屆時須符合能效標準方能販售

指標9.2.1偏鄉公共運輸涵
蓋率之指標，應考慮「發車
頻率」較為務實。

偏鄉具有運量少及需求分散的特性，為解決偏鄉
交通問題，推動幸福巴士計畫：
1. 依⺠眾需求規劃班次
2. 避免空車繞駛等補助資源浪費等情形，規劃

彈性預約班次

(屠委員)

(蔡委員)

(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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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私人運具占運輸部門近2/3排放量

註：109年3月OPEC與俄羅斯的減產協議談判破局，使國際原油價格崩跌。

油價高減碳效果加分
油價低減碳效果減分

油品項目
(元 / 公升)
(零售價)

108年
年均價

109年每月均價
109年
年均價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95
無鉛汽油 28.4 28.8 27.0 22.7 18.8 19.6 22.6 22.2 23.6

資料來源：能源局 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110年3月

 如105年：汽油較102年降價11.2元(-32%)，汽油使用量增加6.9億公升，
轉換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當於105年較102年增加160.6萬公噸CO2e

低油價不利運輸部門減碳

附件1、油價與汽油使用量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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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下跌► 汽油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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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核心目標9具體說明

2020年目標 2030年目標

具體目標9.1：提高公路公共運輸、臺鐵與高鐵運量

指標9.1.1 公路公共運輸運量成⻑比例(較104年) 2.0%(12.44億人次) 7.0%(13.05億人次)

指標9.1.2 臺鐵運量成⻑比例(較104年) 2.0%(2.37億人次) 5.0%(2.44億人次)

指標9.1.3 高鐵運量成⻑比例(較104年) 15.4%(6.3千萬人次) 38.4%(7千萬人次)

具體目標9.2： 提高偏鄉地區住戶可於步行500公尺範圍內使用公路公共運輸的比例

指標9.2.1 偏鄉地區住戶可於步行500公尺範圍內使用公路公共運輸的比例 88% 100%

具體目標9.3：提高無障礙的公共交通工具、設備與設施設置比例

指標9.3.1 市區無障礙公車比例 58.2% 100%

指標9.3.2 臺鐵月台與車廂齊平的車站比例
車廂無階化

110站，45.6%
車廂無階化

206站，85.5%

指標9.3.3 完成臺鐵車站無障礙電梯建置改善的車站比例（服務對象占全部旅客比例）
182站(75.5%)

服務對象占98.5%
182站(75.5%)

服務對象占98.5%

指標9.3.4 高鐵增設列車無障礙座位電動輪椅充電插座的列車數 34組列車，100% 維持100%

具體目標9.4：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指標9.4.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2,500人以下 1,900人以下

具體目標9.5：降低騎乘機車年輕族群（18~24歲）死亡人數

指標9.5.1 騎乘機車年輕族群（18~24歲）死亡人數 250人以下 170人以下

108.7.1行政院核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核心目標9包含5項具體目標及10項對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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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年度

2019 2020 2023 2025 2027 2030

9.1：提高公路公
共運輸、臺鐵與
高鐵運量

9.1.1：公路公共運
輸運量成⻑比例
(較2015年)

1.5%
(達12.38億人次)

2.0%
(達12.44億人次)

3.5%
(達12.62億人次)

4.5%
(達12.74億人次)

5.5%
(達12.86億人次)

7.0%
(達13.05億人次)

9.1.2：臺鐵運量成
⻑比例(較2015年)

1.6%
(達2.36億人次)

2.0%
(達2.37億人次)

2.9%
(達2.39億人次)

3.5%
(達2.40億人次)

4.1%
(達2.42億人次)

5.0%
(達2.44億人次)

9.1.3：高鐵運量成
⻑比例(較2015年)

15.4%
(達5,838萬人次)

24.6%
(達6,300萬人次)

27.5%
(達6,445萬人次)

31.7%
(達6,659萬人次)

36.0%
(達6,877萬人次)

38.4%
(達7,000萬人次)

9.2：提高偏鄉地
區住戶可於步行
500 公 尺 範 圍 內
使用公路公共運
輸的比例

9.2.1：偏鄉地區住
戶可於步行500公
尺範圍內使用公路
公共運輸的比例

83% 88% 91% 94% 96% 100%

永續發展核心目標9管考查核路徑圖(108.11.14張政委景森核定)

附件3、核心目標9具體目標對應分年指標(1/3)



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年度

2019 2020 2023 2025 2027 2030

9.3：
提 高 無 障
礙 的 公 共
交通工具
設 備 與 設
施 設 置 比
例

9.3.1 ： 市 區 無
障礙公車比例

56.2% 58.2% 68% 78% 88% 100%

9.3.2 ： 臺 鐵 月
台與車廂齊平的
車站比例

1. 查 核 2019 年
是 否 符 合 車
廂 無 階 化 比
例80％

2. 完成59站 ( 占

24.5%)

完成車廂無階化

完成110站
(占45.6%)

完成120站
(占49.8%)

完成140站
(占58.1%)

完成150站
(占62.2%)

1. 完成206站 (占

85.5%)

2. 環島幹線之新
(改)建車站皆
會齊平

9.3.3 ： 完 成 臺
鐵車站無障礙電
梯建置改善的車
站比例（服務對象
占全部旅客比例）

完成148站，占
服 務 旅 客 總 數
約93.0%

完成182站改善主體工程，占75.5%
（服務對象占98.5%）

1. 完成182站，
占 75.5%( 服 務

對象占98.5%)

2. 環島幹線之新
(改)建車站皆
會建置

9.3.4 ： 高 鐵 增
設列車無障礙座
位電動輪椅充電
插座的列車數。

已 於 2018 年 底
完 成 34 組 列 車
的 建 置 ， 目 標
達成率100%

未來新購列車組將納入建置，維持目標達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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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核心目標9具體目標對應分年指標(2/3)



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年度

2019 2020 2023 2025 2027 2030

9.4 ： 降 低 道 路
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

9.4.1 ： 道 路 交 通
事故死亡人數。 2,500人以下 2,145人以下 1,900人以下

9.5 ： 降 低 騎 乘
機 車 年 輕 族 群
（18歲至24歲 ）
死亡人數

9.5.1 ： 騎 乘 機 車
年 輕 族 群 （ 18 歲
至 24 歲 ） 死 亡 人
數。

250人以下 200人以下 17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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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核心目標9具體目標對應分年指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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