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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積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修法納入「2050淨零
排放」目標

110.08.30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3次委員會議

因應氣候變遷與國際⼀致邁向淨零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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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

行為改變電氣化

再生能源 氫能

循環經濟

CCUS

邁向淨零的關鍵策略

碳匯

國家⻑期減量⽬標與路徑評估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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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
施政績效

淨零目標入法

增加氣候調適

強化減量工具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

與各界積極溝通

本署陸續與鋼鐵、光電半導體、水泥、造紙

及玻璃業、煉油、人纖、石化及基本化學、

電力等各大產業、⺠間團體及各部會等辦理

16場座談會，並且於109年12月底提出修法

方向跟各界溝通

環保署啟動修法
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加速修法作業
10/21預告修正條文，進行意見徵詢

提升氣候治理

徵收碳費機制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已過，呈現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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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燃燒GHG排放量 非燃料燃燒GHG排放量 GHG淨排放量

目標基準年(2005)淨排放量

單位：百萬公噸CO2當量

260.717
2020年目標值

275.679
百萬公噸CO2e 265.620

百萬公噸CO2e

(f)

經濟部9月底公布
109年電力排碳係數
為0.502公斤CO2e/
度(目標值為0.492)
各部門正估算溫室氣
體排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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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績效



與亞洲鄰近國家排放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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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5年為基準，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呈現平緩，優於新加坡、韓國及中國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年平均成⻑率之計算為算術平均，將每年排放量成⻑率加總後平均

2005年起能源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增減率

中國 年平均成⻑率4.4%

韓國 年平均成⻑率1.8%

新加坡 年平均成⻑率1.8%

臺灣 年平均成⻑率0.1%
日本 年平均成⻑率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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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績效



我國經濟成⻑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

資料來源：2021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初稿），排放統計資料更新自1990至2019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內政部戶政司

碳排放密集度 CO2e/GDP

每⽣產⼀元會排放多少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人口

GDP

 以2005年為基準，臺灣GDP成⻑64%，但碳排放密集度 (CO2e/GDP)降低 40%

0.72 kgCO2e/美元

0.43 kgCO2e/美元

374,042百萬美元

612,109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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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績效



114年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 94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再減少 10% ( 241.011 MtCO2e )

114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0.388 公斤CO2e/度

依政府宣示於139年（⻄元2050年）淨零排放之⻑期減量⽬標，務實檢討中程減碳路徑規劃。

第二期(114年)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4.16% -0.22% -6.79% -27.90% -30.00% -65.00%較基準年
降幅

能源 製造 運輸 住商 農業 環境

第二期部門
階段管制目標
(MtCO2e)

34.000 144.000 35.410 41.421 5.006 2.564

較107年
降幅

-11.41% -7.05% -3.74% -28.46% -13.78% -6.83%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確認（行政院110.9.29核定）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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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門達成減量目標
• 減量目標：109年降為94年（基準年）再減少 60%（降至3.496MtCO2e）

108年排放量 2.703 MtCO2e

• 評量指標：109年全國污水處理率 60.8 %

截至 109年12月全國污水處理率已達 64.5%

施政績效

1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千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掩埋 生物處理 焚化 生活污水 事業廢水

2019

-63.1%



掌握能源及製造部門排放量資訊
施政績效

 109年溫室氣體列管對象計 287家註，涵蓋電力、鋼鐵、煉油、水

泥、光電半導體及化石燃料燃燒達2.5萬噸CO2e以上者。

 溫室氣體排放量

註：曜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尚未完成盤查登錄補件中，補件期限⾄⺠國110年11月15日

直接排放量 222.7 ＭtCO2e

間接排放量 42.3Ｍ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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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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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到隨審，效率提升

110年辦理：

1.30場次專案小組與6場次
審議會
(109年辦理16場次專案小組與2場次審議會)

2. 審查通過28案註冊案註1

(達歷年累計案件數33%)

3. 核發7案減量額度，計43.6萬噸CO2e

註1：至110年10月底止，累計已通過85件註冊申請，預估總減量為4,733萬噸CO2e。

施政績效

住商首例

25天
(歷來最短)

審查
時程

184
噸CO2e

核發
額度

核發首件微型抵換專案額
度：

台北101抵換專案



公部門共推溫室氣體微型抵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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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績效

再生能源微電網
設置

3案方案型專案註冊及4案子專案註冊

 臺南市政府：方案型1案+2案子專案

 德光中學設備汰換-高效率空調（效能提升）

 崑山科大設備汰換-高效率燈具（效能提升）

 屏東縣政府：方案型1案+1案子專案

 偏鄉防災型再生能源微電網設置（再生能源併網）

 高雄市政府：方案型1案+1案子專案

 喜憨兒基⾦會⽣機好鍋及⾼雄市實物銀⾏三⺠店（效能提升）

270
噸CO2e

180
噸CO2e

30
噸CO2e

改用高效率照
明、空調設備

改用高效率
照明設備



運用環評機制，有效控制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
施政績效

109年3月發布本署審查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項次 環評案名
環評審查階段
推估排放增量

預估抵換量 (完成開發年)

1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 - 1期開發計畫 1.2萬噸/年 0.1萬噸/年 (2028年)

2 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第2期擴建計畫 368.3萬噸/年 36.8萬噸/年 (2026年)

3 南部科學園區橋頭園區開發計畫 243萬噸/年 24.3萬噸/年 (2026年)

已通過環評審查：抵換量需求合計 61.2萬噸/年

建置「溫室氣體減
量資訊揭露平台」

新設工廠、園區等採取最佳可行技術後之溫室氣
體排放增量應進行抵換，抵換比率每年排放增量
至少10%，連續執行10年，由環評委員會審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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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畫」
 依溫管法第24條，推動縣市、鄉鎮及村里三層級，加強⺠眾氣候變遷之
認知與減緩之宣導工作。

 參與率：縣市100%、鄉鎮94%、村里62.6%，共1,084個村里取得認證。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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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109年銅、銀級村里住宅類人均用電量
（1,696度/年），約為全國人均用電量
（1,969度/年）之86%

水資源年回收量可達112.8萬公噸
(約1萬⼈⼝⼀年之用⽔量)

累計1176公頃之綠化面積
(約45個大安森林公園)

與地方政府
共同合作

在台灣各角落逐
步推動低碳永續

家園



氣候變遷調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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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0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IPCC
AR6重點摘錄與臺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
告」

後續推動重點

 溫管法修正為氣候變遷
因應法，增列調適專章

 下階段調適行動方案，
接軌國內外科學評估報
告，設定氣候變遷情境

 夏季日數：從130天增至155-210天

 冬季日數：從70天降至50-0天(2060年)

 超過36℃高溫：世紀末增6.6-48.1日

 暴雨強度：世紀末增15.3-41.3%
(註：預測情境為全球積極減碳 ->不減碳)

施政績效



5月
環署精
進報告
格式

6~7月
部會撰擬
成果報
告，環署
彙總領域
成果

8月
環署召開
審查討論
會

10月底
部會提交
修正成果
報告

（較法定
期限11/30
提早1個
月）

環署綜整
撰擬國家
報告，上
網公開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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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調適成果報告精進

施政績效



建構保水降溫之韌性社區

 與有綠色基盤規劃實
務經驗之美國羅格斯
大學合作「城市綠色
基盤推動計畫」。

 蒐研我國綠色基盤現
況資料，評估強降雨
對於我國都市地區之
威脅，提出建議。

 已於臺北北投國小、北投廣場設置「多功能智慧型雨水花園」保水降溫
 成功爭取前瞻預算，4年設置30處雨水花園，今年採自行規劃設計施工，

經遴選地方推薦場址，於中南部建置6座（發包施工中）。

結合
社區
學校

國際合作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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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績效

與⺠間團體共同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活動
1/23 台灣環保技術交流協會「永續

環境工程:氣候變遷調適論壇」

4至9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021台灣

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治理論壇」

9/16中華⺠國環境保護學會「綠色成
⻑與新能源的國際趨勢研討會」

12/3~12/5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聯合
中央、地⽅與⺠間共同籌辦2021年
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暨論壇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4/15「氣候變遷下的治理挑戰」研討會

9/28「氣候變遷零碳賽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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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作為-中央與地方環保機關合作

20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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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9年3月25日成立防疫消毒大隊

全國警戒
升至三級全國高中(含)以

下及公立幼兒園
環境消毒4,346所

開學

110
2/21
110
2/21
110
2/21

桃園防疫消毒大隊
聯手國軍執行八德
區大範圍消毒

部桃事件

110
1/26
110
1/26
110
1/26

全國警戒
升至二級

110
5/11
110
5/11
110
5/11

雙北警戒升至三級

北市列管場所消毒頻
率由每週一次升為二
次、新北全區進行大
消毒

110
5/15
110
5/15
110
5/15

國中會考

全國考場222
處於5月16日
消毒完成

110
5/16
110
5/16
110
5/16

110
5/19
110
5/19
110
5/19

支援全國13處航
站、11處港口執行
牛結節疹環境消毒

牛結節疹消毒

110
4/26
110
4/26
110
4/26

75處全國考場於5
月2日消毒完成

四技二專統測

110
5/2
110
5/2
110
5/2

消毒大隊
參與人數 4,726人

投入
消毒機具 1,454臺

投入
消毒車輛 615輛

全國高中(含)以下
學校及公立幼兒園
周邊公共環境消毒
4,674所

開學

110
8/31
110
8/31
110
8/31

全國警戒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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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

澎湖

連江

桃園市2215

新竹縣308

苗栗縣265

臺中市10233

彰化縣2026

雲林縣2624

嘉義市207

嘉義縣408

臺南市7034

高雄市4462

臺北市 303

新北市

宜蘭縣 4215

臺東縣 4617

南投縣 4022

花蓮縣 5419

屏東縣 306

265

542

201

車載式噴藥機

共計
補助 313 台

 109年：242台

 110年： 71 台

共計
補助 762 台

背負式噴藥機

 109年：478台

 110年：284台

1

基隆市 20

新冠肺炎防疫作為
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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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場站—780處

• 大型營業場所—418處

• 人潮聚及熱點—1,559處

• 學校、洽公機關—4,003處

• 其他—1,620處

類

重 點 公 共 消 毒 場 域

消毒

處數

KM2

消 毒 總 面 積 達

新冠肺炎防疫作為
施政績效

各 縣 市 消 毒 出 勤 次 數

次
(去年出勤7.4萬次) 22



照顧第⼀線清潔隊優先施打疫苗

23

施政績效

 為加強清潔人員之保障，本處分別於本年3月9日、5月6

日發函向疾管署建議。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7日同意

將防疫消毒⼤隊及第⼀線環保清潔⼈員納入

公費接種對象

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本署於5月19日函文各縣市環保局提報環保清潔人員

名冊，截至8月17日共上傳至疾管署造冊系統：

共計３2,503人

施打率約為９7％ 照片來源：新竹市政府市政新聞



• 辦理宣導活動3,132場次
• 宣導人數37萬2,530人宣導面

• 抽查27萬6,765件
• 告發2,275件稽查面

加強環境衛生管理，降低蚊媒傳染風險

24

• 動員46萬3,423人次
• 清除積水容器59萬2,534個孳清面

• 與國家蚊媒病中心合作，掌握病媒蚊監測啟動孳清
• 與地方環保局召開工作會議，落實防疫作為
• 依地方需求即時補助經費，迅速控制疫情

合作面

戶外孳生源清除(至7/31)

稽查取締

相關單位通力合作

社群媒體推廣及辦理宣導活動

境外 本土

2011 144 1333

2012 198 1185

2013 242 443

2014 224 14035

2015 294 33737

2016 323 378

2017 314 10

2018 307 183

2019 504 100

2020 61 70

2021 9 0

統計至11月5日止

施政績效

首次
加零

登革熱確定病例同期比較



清理及源頭減廢並重，重塑海岸環境新風貌

25

施政績效

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 109~112年，總經費65.57億元

9大部會，15個機關

權責分工
強化管考機制

項目 內容

定期清
依各機關權責海岸處數，按實際清理填
報成果考核。

立即清
緊急清

⺠眾、輿情通報案件清理時效計算天災、
颱風緊急清理時效

其他指
定權責
事項

• 中央機關辦理源頭減量工作、海岸清
理難度、督導及獎懲機制。

• 地方政府成立府級平台運作、協助轄
內垃圾去化、成立樁腳通報等優良作
為)

• 經費執行情形、現場查核成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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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及源頭減廢並重，重塑海岸環境新風貌
施政績效

 109年1月向海致敬政策啟動，至今共清
除12.3萬噸海岸廢棄物。

 依據⺠間團體調查，全國海岸垃圾量約
減少4成，顯示清理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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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2021年7月14日正式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 美國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協定，氣候政策含「碳調整費或配額」

• 日本經產省規劃對環境政策不足國進口產品徵收「國境碳稅」

因應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建立產品碳含量計算
及認證機制

1

徵收碳費，
完備國內碳定價

2

公告高碳含量進口產品

徵收碳費

3

「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草案第26、27條

問題與解決對策

28



氣候變遷辦公室

政策規劃組 排放管理組 減碳行動組 氣候變遷調適組
溫管基金管理組

(籌備中)

29

成立氣候變遷辦公室
問題與解決對策

問題：
1.組改前本署缺乏國際重視之因應氣候變
遷專責機構

2.因應淨零轉型挑戰，急需擴增人力

解決對策：7/1 成立氣候辦
整合投入更多資源及人力，提升業務量能。

原環境衛生業務分2階段移撥總隊

8/3與循環辦彙整報院請增人力

後續工作重點：溫管法修法、淨零路徑溝
通及推動、碳定價機制、氣候變遷調適、
排放源管理減量、低碳運輸、低碳建築等。



橋接氣候變遷調適與科學研究

30

問題：缺乏國內推動調
適工作所需科學
資訊與技術

• 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氣
候情境為風險評估與調
適推動重要依據，然缺
乏建立與科研發展及氣
象推估資料之橋接作法

• 高風險地區調適計畫賡
續推動

問題與解決對策

合作項目 第1年預期成果與KPI

1.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資料彙整

研提國內風險評估推動建議，提出風險評估與調適方
法研析與建議報告

2. 高風險地區與議題
檢視與研析

評估102-106年高風險地區調適計畫推動至今適宜性，
提出氣候變遷高風險區檢視與後續規劃建議報告

3. 國家氣候變遷情境之
調適部門應用溝通

協助研議下階段調適工作之國家氣候變遷情境設定，
提出國家氣候變遷情境分析與應用建議報告
舉行平台溝通會議、說明會或工作坊至少2場

4. 知識推廣圖書出版品 推廣氣候變遷知識，完成氣候變遷知識推廣繪本印刷

110年5月7日啟動(為期兩年）

解決對策：與災害科技中心(NCDR)簽訂「氣候
變遷高風險地區評估專案合作協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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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後續推動方向

110年8月10日至11日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109年度成果報告審查討論會

 NCDR分享調適執行經驗及AR6接續推動時程規劃

10月21日預告溫管法(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草案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綜整氣候變遷科學、
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各級政府
據以評估氣候變遷風險，並研擬與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

 下階段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方案需接軌國內外最
新科學評估結果評估
展延107-111年調適方案

 就國家氣候情境設定、調
適目標年、AR6報告接軌、
調適推動架構等議題，邀
集專家學者及相關部會討
論，俾引導調適工作推動

橋接氣候變遷調適與科學研究（續）
問題與解決對策



保護⺠眾健康，公廁不使用萘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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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109.7.17召開「開放政府第72次協作會議」
及本署109.12.7召開「公廁品質提升會議」共識

問題與解決對策

自110年2月1日起宣布全國列管4
萬6千餘座公廁避免使用萘丸，並
由各地方政府環保單位加強巡檢。

統計至7月31日止，各地方環保局共
巡檢約19萬4千座，發現24座公廁有
使用萘丸，均已立即改善不再使用

問題：⺠眾於公共政策參與平台提出「禁
用可誘發蠶豆症患者溶血、可能致癌的合
成樟腦丸(萘丸)」

 目前已有合成樟腦丸替代品可使用於防蟲

 非公廁清潔維護必需，公廁應避免使用萘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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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英氣候變遷國際合作

34

研究結果指出

創意作為

去年 7 月本署與英國在台辦事處共同合作，委由國際知名智庫倫敦政經學院，針對我國碳定價
制度設計研議，研究結果於去年12月發表並登載於倫敦政經學院網站。

今年 3 月 26 日在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舉辦研究成果工作坊，邀集國內專家學者與本研究報告
作者 Josh Burke 遠距視訊連線，共同為臺灣碳定價政策集思廣義，提出建議作法。

臺灣正處於不同的
「準備」階段：
• 擁有短時間內實施
碳費所需的大部分
能力

• 實施排放交易機制
仍需要進⼀步的能
力建構



氣候變遷調適-病媒蚊變遷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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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調查系統發展

創意作為

 合作內容

• 病媒蚊調查系統發展研究

• 使用氣候變遷資訊研究未
來病媒蚊分布變化。

• 氣候變遷下病媒蚊變遷致
使健康衝擊與調適研究。

 研究重點方向

• 合作發展病媒蚊調查系統
與情境推估。

• 提升及精進環保機關環境
清理(巡、倒、清、刷)效
能。

國家衛
生研究
院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
護局

合作對象



COP26 臺灣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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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為

• 臺灣爰例以非政府組織(NGO)身份參與氣候公約會議活動。

• 2021年11月7日在會場外舉辦臺灣日活動，蔡英文總統以錄
影方式開幕致詞，環保署沈志修副署⻑及駐英代表處謝武樵
大使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願與國際夥伴，共同對抗氣候變遷
及邁向「2050淨零排碳」之決心。

• 立法院洪申翰及洪孟楷委員、英國國會議員、金管會、工研
院及⺠間團體代表等出席，就綠能在臺灣的應用、循環經濟、
綠色融資及臺英氣候合作等廣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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