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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新聞稿  

公布「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全面推動淨零轉

型目標 

發布日期：111 年 12 月 28 日 

發布單位：經濟發展處  

國發會龔主任委員明鑫偕同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交

通部、金管會、勞動部、內政部、國科會、農委會等8個相關

部會，出席今（28）日「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記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目標，並說明

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與措施。龔主委宣示，未來中央部

會提送的中⻑程個案計畫，都要納入淨零、永續的思考和規

劃；另外也將宣布新的規劃來協助中小企業淨零轉型。他強

調，2050淨零轉型⽅案是我國史上最⻑遠的跨部會國家發展

計畫，將會持續與各界溝通，尋求更好的做法和行動。 

自總統於2021年世界地球日宣布2050淨零排放目標以

來，政府持續進行政策規劃，並於今年3月底公布「淨零排放

轉型路徑」，奠定將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

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策略，及「科技研發」、

「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推動我國淨零轉型。依循轉型

路徑的規劃⽅向，各部會經過⻑達數個⽉的合作，並與各界

透過超過50場的社會溝通及座談會進行意見交換，完成「十

二項關鍵戰略」行動方案，並同步檢討國家自願減量目標

(NDC)，以實際行動落實各項轉型。 



2 
 

在國家⻑期減量路徑規劃⽅⾯，為因應2021年COP 26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加上2022年COP27夏姆錫克施行計畫，

敦促各國強化減量目標，我國擬將2030年減碳目標由相較於

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24%±1%。而為加速我國減碳

腳步，我國將透過於「十二項關鍵戰略」之投入，提升再生

能源裝置容量，配合電力系統與儲能設備的建置，以擴大再

⽣能源使⽤；另⼀⽅⾯，積極擴⼤節能⾏動效益，⿎勵企業

投入減碳行動，以及推動運具電動化，致力於促成產業及生

活的轉型，最大化2030年前的減碳成果。 

在前瞻新興減碳技術部分，政府亦已布局包含氫能、地

熱、海洋能、生質能等再生能源領域，以多元化去碳電力來

源。同時政府亦投入自然碳匯及負排放技術的研發，擬透過

森林、土壤及海洋等自然管道，與碳捕捉利用及封存技術，

抵銷難以削減之碳排量。 

然而為達到2050淨零目標，僅倚靠現存技術勢必有所不

足，政府亦規劃推動淨零科技方案，投入包含永續及前瞻能

源、低(減)碳技術、負碳技術、循環、人文社會科學等5大領

域，厚植我國淨零轉型能力。另外，在氣候法制方面，除進

行中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法外，將持續推動能源管理法等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之檢

討修正，以因應淨零轉型需求。 

透 過 推 動 「 十 二 項 關 鍵 戰 略 」 ， 我 國 除 可 減 少

7,200~7,600萬噸，亦即相當於2020年29%的碳排量以外，

更可創造龐大的商機。預計自2023年至2030年將可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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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投資約4兆元以上，並創造5.9兆的產值，以及55.1萬個淨

零轉型相關就業機會，並有助於國內包含太陽光電、風電、

電動車、儲能設備等4大供應鏈的形成；節能部分將推動六大

工業製程改善、家戶與商業設備汰換與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預計可擴大5,500億元相關產值。 

然而推動轉型無可避免的將遭遇挑戰和難關，政府將作

為企業的後盾，尤其是提供廣大的中小企業轉型足夠的資源

與協助。為此政府將與產業公協會攜手合作，並由國營事業

以身作則，採「先大後小、以大帶小」模式，循序推動中小

企業轉型，以協助其因應供應鏈帶來的減碳需求。 

龔主委提到今年5月環保署已公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指引」，中小企業可先上網試算，初步了解其碳排量。未來

由環保署、經濟部以及產業公會所組成的輔導團亦將提升服

務量能，透過企業診斷協助中小企業瞭解自身需要的智慧化

與低碳化(淨零化)技術或服務。此外，政府亦將強化對中小企

業減碳的協助，以支持我國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協助我國產

業界掌握商機，並展現政府對於落實公正轉型「不遺落任何

人」的決心。 

龔主委亦提及，國發會作為肩負國家發展的規劃、審議

及管考的機關，未來將在推動淨零轉型上善盡職責，審議中

央部會提送之中⻑期個案計畫，包含公共建設、社會發展，

甚至是公務機關的廳舍建造計畫是否已納入淨零、永續相關

的規劃，以促使各部會率先投身淨零轉型工作。 

龔主委表示，2050淨零轉型是我國史上最⻑遠的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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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規劃，淨零沒有最終的方案，只有更好的方案，而

各界的關注與重視正是政府達成目標的信心來源。「十二項

關鍵戰略」行動方案的發布，象徵我國淨零轉型已邁出穩定

的步伐，政府將以此作為對話基礎，持續與社會各界溝通，

以尋求更好的做法，並展開具體行動，留給下⼀代更好的⽣

活環境以及產業發展機會。 

 

聯 絡 ⼈：經濟發展處吳明蕙處⻑ 

聯絡電話：(02)2316-5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