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50 淨零排放 - 政策說明

環境部

1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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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國家宣布淨零排放，29國入法

2050

2050

2050

2050

2030達峰值
2060碳中和

2070碳中和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2050

2060碳中和

2050

美國



3

1.58%

0.35%

0.33%

0.4%

0.22%

3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與結構

⚫ 2022年總排放量為 285.9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 ，扣除碳匯21.83 MtCO2e，

2022年淨排放量為 264.13 MtCO2e，相較2005年減少1.77% ，較2021年減少4.07%

⚫排放峰值維持在2007年，總排放量為 301.81MtCO2e、淨排放量 279.74 M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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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部，2024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4年6月。



4

• 2022年淨排放較2005年減少1.77%，其中能源部門增加4.03%、工業製程及產品

使用部門減少28.37%、農業部門減少21.05%、廢棄物部門減少70.36%；另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的碳匯量減少2.04%。

4

我國2022年溫室氣體排放變化趨勢

-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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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棄物部門

4.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

3. 農業部門

2.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1.B. 燃料逸散

1.A.4 其他部門

1.A.3 運輸

1.A.2 製造業與營造業

1.A.1 能源產業

1. 能源部門 (+ 6,794  千公噸CO2e)

(+ 26,618千公噸CO2e)

(+ 184千公噸CO2e)

資料來源：環境部，2024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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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溫室氣體占比（部門別）

2005年至2022年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及結構

我國2022年GHG排放總量 285.96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

依氣候法規定，減量責任由六大部門共同承擔

2022年溫室氣體占比（氣體別）

資料來源：環境部，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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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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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發會111.12.28公布更新2030國家自定貢獻 (2030 NDC)較基期年 (2005年 )減量為

24±1%
◼ 依氣候法規定

➢ 下一期階段管制目標應於開始前二年提出，並設學者專家技術諮詢小組，提出草案
對外公開30日，經公聽會後報行政院核定

➢ 內容應包含：1.國家階段管制目標、2.部門階段管制目標、3.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由原本 20% 提高至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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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淨零路徑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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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機為轉機並掌握商機

Milestone

2022

3/30

2022

12/28

2023

2/15

2023

4/21

路徑規劃 關鍵戰略 目標入法 落實推動

政府發布 政府發布 總統發布 政府核定

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
策略總說明

淨零轉型
之階段目標及
12項關鍵戰略

《氣候變遷因應法》
納入「2050淨零排放」

目標

淨零轉型
12項關鍵戰略
行動計畫

2024

6/19

國家治理

總統成立

國家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

2024

4/22

國家希望工程

總統宣示

2050淨零轉型
五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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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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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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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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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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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電動化
及無碳化

碳捕捉
利用及封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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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收碳費之用途

• 辦理地方人員分區訓練

• 縣市盤查指引及減量作法

• 盤點氣候法及部會法律可能
注意事項

• 協助加速核定自治條例

112年中央地方交流 協力邁向淨零目標

• 各關鍵戰略諮詢窗口

• 電動公車補助，公務車電動
化範疇、汰換問題

• 建物設置太陽光電規定

• 爭取碳匯等科研技術資金

中央12關鍵戰略需地方協助 地方需要中央協助事項

部會 需地方協助事項

國發會 公正轉型社會溝通

經濟部 節能補助、示範獎勵等

內政部 新建築能效標示、公有建物
能效

交通部 低碳運具、公車電動化、公
用充電樁

農業部 輔導農民媒合自願減量

原民會 原住民諮商同意

本部綜規司 淨零綠生活

本部循環署 資源循環再利用

氣候法

關鍵戰略

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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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氣候治理 減緩調適並重

直轄市、縣(市)政府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減量執行方案 調適執行方案地
方

部門減量行動方案

階段管制目標 國家調適行動計畫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調適領域行動方案社會參與平台
以事實為基礎，聚焦
議題、凝聚社會共識

社會溝通的橋樑
若形成⾼度共識即可形
成決策，如有歧異，決
議請行政部門再研議

政策效能的引擎
府院意⾒

持續雙向流動

總統府

✓ 本部擔任幕僚工作，部長為執行秘書

✓ 113.8.8總統主持第1次會議，本部報告

「氣候變遷對全球及臺灣的影響衝擊評估」

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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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部，113.8.8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第1次會議「氣候變遷對全球及臺灣的影響衝擊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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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於113.8.29發布碳費收費辦法、減
量指定目標及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

收費對象
• 先大後小，分階段推動。

• 應盤查登錄及查驗之排放源，

且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間接排

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2.5萬

公噸CO2e以上之電力業、燃

氣供應業及製造業。

• 優惠費率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有效減少排放

量達減量指定目標者，得適用優

惠費率。

• 高碳洩漏風險事業排放量調整

取得核定之自主減量計畫並由本

部依行業別排放密集度及貿易密

集度審查認定。

•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

徵收對象得以減量額度扣除排放

量，並以國內減量額度為優先。

碳費徵收 正式邁入碳定價時代

碳費費率(一般費率及優惠費率)

• 由環境部所設費率審議會審議後，

送環境部核定並定期檢討。

• 113年3月組成審議會、已召開4次會議，

委員建議費率分階段調整，並認同碳費對

GDP及CPI所造成影響不明顯。

• 下次審議會將就個別產業衝擊進行更詳細

的評估，以利碳費費率的訂定更為周延。

收費對象

碳費費率 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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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願減量交易制度

✓ 碳交易

113年7月1日發布溫室氣體減量

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

委託碳交所辦理
交易及拍賣事宜

建置國內減量額度交易及拍賣平台
預定113年9月平台上線

預定
113年10月

啟動交易

✓ 減量專案審核

•抵換專案∶通過註冊95案、額度核發
37案計2,558萬8,862 公噸CO2e

•自願減量專案∶註冊通過5案，註冊
審查中20案、申請減量方法審定7案

專
案
邊
界

執行自願減量專案

能效提升｜能源替換｜碳匯

非碳費徵收場域

取得
減量額度

自行使用
或交易、拍賣

氣候法第26條規定減量額度用途：

• 進行增量抵換
• 扣除計算碳費之排放量
• 扣除我國碳邊境機制之排碳差額、
抵銷總量管制之超額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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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成長基金

爭取國發會國發基金，
以100億元成立『綠色成
長基金』。由環境部依
據減碳量決定投資對象，
以帶動國內淨零相關新
興產業，加速減碳。

臺灣淨零基金

結合國內外減碳需求，與
國內高碳排業者、創投業
者、金融機構及能源業者
合作，獲得國際級減碳新
技術及實質減碳量者為標
的物，協助全球及台灣減
碳的加速推動。

綠色金融創新

與金管會合作，與經濟
部爭取保險業及金融業
資金長期投入我國各產
業深度節電、淨零措施
與資源循環產業，以加
速我國淨零與環境永續。

碳定價將成為 臺灣綠色成長新動能

政府積極成為
氣候淨零的整
合者與推動者

產業體質調整
雙軸轉型
國際永續競爭力

綠色金融
帶動保險、創投
等綠色投資

綠色產業/就業
綠領人才
綠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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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