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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治理突破國家藩籬創造新貿易秩序

能源生產力提升倡議
(125個會員)

百分百再生能源倡議
(399個會員)

國際電動車倡議
(126個會員)

氣候行動倡議
(166個企業)

Apple

國際氣候倡議

國際綠色供應鏈成型

突破國家藩籬
創造新貿易秩序

下游供應鏈

產生影響

漢唐

國內龍頭企業

積極因應

聯電

國際大廠

氣候承諾

P&G

Apple

Dell

Nike 台積電 宏碁

台達電

環球晶

帆宣艾司摩爾

鋼鐵

鋁
電力

水泥

肥料
化學品

提交CBAM報告

申報、繳納
前1年CBAM憑證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過
渡
期

正
式
實
施

2026.01.01

2023.10.01~2025.12.31

減碳已經不是環保問題，是攸關我國產業發展競爭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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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已成國際共識，氣候法新增碳費

時代來臨

碳
氣候變遷因應法

開徵
碳費 有價化

排碳/減碳
外部性
內部化

提高減碳動能/增加綠能使用、產業節能動力

促進減碳研發/創新去碳科技、鼓勵新商業服務模式

接軌國際規範/CBAM

效預
期果



我國淨零轉型思維

非能源
排放
9.1%

如：半導體蝕刻製程
用含氟氣體
鋼鐵高爐製程

碳匯
CCS/CCUS
森林/

海洋碳匯

能源排放
90.9%

非電力排放
36.4%

電力排放
54.5%

2020
排放
結構

供給端：能源淨零轉型 需求端：產業淨零轉型

碳循環+綠經濟
產業鏈大帶小策略聯盟

能效提升

循環經濟製程改善

電氣化

能源轉型邁向
淨零轉型(Net Zero Transition)

增加無碳電力
風力、太陽能、
地熱、海洋能等

增加無碳燃料
生質能、氫能、氨、
碳氫合成燃料等

負碳技術

植林

碳再利用
封存場址

碳定價

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碳費(稅)
綠色金融

碳匯2020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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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2050淨零 12項關鍵戰略

5

67

8

9

10

11

12

風電/光電

氫能

前瞻能源

電力系統與儲能

節能

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資源循環零廢棄

自然碳匯

淨零綠生活

綠色金融

公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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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淨零轉型策略

短中期 (~2030) 長期 (~2050)

增加自產再生能源
(優先佈建成熟光電風電)

極大化自產再生能源
(擴大光電風電設置場域，持續技術突破,扶植優勢前瞻地熱海洋能，建構基載型綠電)

火力
發電

低碳化火力發電
(推動以氣換煤導入氫氨混燒)

零碳化火力發電
(燃氣+CCUS、進口碳中和LNG、氫能發電、燃煤轉為安全備用)

無碳
燃料

建構無碳燃料供應體系
(提供產業、運輸所需氫氨與生質燃料)

再生
能源

增加自產再生能源
(優先佈建成熟光電風電)

極大化自產再生能源
(擴大光電風電設置場域，持續技術突破,扶植優勢前瞻地熱海洋能，建構基載型綠電)



能源轉型邁向淨零轉型關鍵技術

風光熱海氫儲匯

固 定 式
透過潛力場址遴選競
標與區塊開發推動，
優先於淺海(≦80m)
開發

浮 動 式
推動示範風機、示範
風場與本土環境技術
開發，2036年起商
業化佈建

屋 頂 型
突破既有屋頂施作限
制，強制規範新建建
築物整合太陽光電設
置

地 面 型
優先推動漁電共生，
規劃不利耕作地、休
耕農地等多元土地利
用，並評估開發海上
型光電

傳統型 (淺層 )
提供躉購費率優惠、
探勘示範獎勵與融資
保證，強化淺層地熱

波 浪 發 電
研發抗颱之波浪發電
機組與實際海域測試，
採與風電共置/共構
方式

氫 能 發 電
於興達燃氣機組進行
混燒示範，後逐步提
高混燒比例

擴大儲能設備
精進再生能源預測技
術，配合再生能源供
給特性規劃與設置儲
能系統容量

碳捕捉封存再
利用CCUS
推動以氣換煤，燃氣
複循環發電機組搭配
CCUS減排或進口碳
中和LNG

增強型 (深層 )
開發與精進水力破裂
技術，引進鑽探機具
提升鑽深能力

海 流 發 電
持續投入黑潮發電技
術研發，先淺後深開
發東部黑潮發電與近
岸潮流發電

氫 能 供 給
與澳洲等國對話評估
進口可能性，隨再生
能源增加規劃建置餘
電產氫系統

檢 討 法 規
檢討電業法相關法規
給予儲能設備明確定
位，設計儲能商業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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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淨零+能源安全+綠色成長

GDP

增加投資
發展綠能產業

減少進口
替代化石能源

第1階段進口替代

第2階段出口擴張

增加出口
打進國際綠能電力設備市場

= C+ I + G + X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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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是翻轉依賴進口能源契機



9

製程
改善

循環
經濟

能源
轉換

製造部門淨零轉型策略

電子業鋼鐵業

統籌減碳事宜

掌握減碳趨勢

擴大減碳成效

瞭解自身碳排

導入低碳技術

建立碳排係數

節能減碳
推動措施

產業減碳路徑
輔導規劃

鏈結產業公協會

水泥業

國內外水泥
產業鏈減碳趨勢

整合政府輔導
與補助資源

低碳製程節能
產業化推動

鏈結產學研
能量單位

石化業

耗能製程改善

高效觸媒應用

燃煤替換為
天然氣/生質能

低碳及循環
材料應用

CO2再利用
製程建構產業應用

削減含氟氣體



經濟部淨零輔導資源

碳估算工具 訓練列車 輔導團隊

技術諮詢

現場節能診斷輔導

能源管理輔導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

輸入電力、汽柴油、天然氣
及瓦斯等數據，即可初步了
解自身碳排放

試算
練習區

進階版
碳估算 碳排放熱點分析(鼓勵企業做為擬

定減碳計畫及成效追蹤之依據)

數據蒐集(鍋爐、發電機、冷凍空調
設備與車輛等資源用量)

CEO班：加強企業高層減碳認知

講習班：盤查簡介+碳排試算

種子班：ISO規定+碳排計算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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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高科技產業鏈

• 物聯網
• 人工智慧(AI)

• 大數據
• 雲端計算

汽車電子生產大國

• EV充電解決方案
• AI影像多重識別認證系統
• 自動駕駛系統

智慧化生產 電動智慧車輛

亞太綠能中心

• 電力設備製造
• 電網調控系統

綠能電力設備

淨零轉型的低碳商機

透過發展本土優勢能源技術
打造我國綠能產業生態系統

運用科技診斷自身碳排熱點
建立減碳路徑落實淨零轉型

我國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具有全球優勢，可為全世界提供淨零新解方

電動車技術受到國際社會重視
主要國家提出禁售燃油車時程

還有更多商機
來自既有技術
跨域應用

中小企業具創意
與彈性，可透過
跨域合作開發更
多淨零解方



蔡總統/
減碳也會改寫經濟

的邏輯，
誰能率先發展出新

技術、建立新模式，
誰就能在新的全球

局勢中，
把握住關鍵地位。

(地球日談話/2021.4.22)
淨零將重新定義零的意義
/

淨零將改變人類社會現今
運行模式，

但重點不是如何減，而是
如何轉。

12Source：Shutterstock.com



攜手共創台灣淨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