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零路徑：

臺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

國家發展委員會

11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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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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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路徑推動歷程
為落實賴總統「國家希望工程」揭示「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五大策略，接軌

國際訂定國家自定貢獻(NDC)目標，行政團隊擬訂總體減碳行動計畫，穩步務實達

成2050淨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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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路徑

政府發布

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
策略總說明

2022
3/30

關鍵戰略

政府發布

淨零轉型
之階段目標及
12項關鍵戰略

2022
12/28

目標入法

總統發布

氣候變遷因應法
納入2050淨零
排放目標

2023
2/15

國家希望工程

總統宣示

2050淨零轉型
五大策略

2024
5/20

氣候治理

總統成立

國家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

2024
6/19

減碳新目標

政府發布

臺灣總體減碳
行動計畫

2025
1/23

淨零目標

總統宣示

2050淨零轉型
是臺灣的目標

2021
4/22



臺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

5

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

推動數位與
綠色的產業
雙軸轉型

政府作為淨零
轉型最強而有
力的後盾

形塑淨零永續
的綠生活

建構智慧的
綠能戰略

不遺落任何人
的公正轉型

科技創新科技創新

滾動調整
落實自主減碳

六大部門
減碳旗艦計畫

淨零12項關鍵戰略

行動
計畫
行動
計畫

國家
願景
國家
願景

希望工程
五大策略
希望工程
五大策略

金融支持金融支持 碳排有價碳排有價 法規調適法規調適 綠領人才綠領人才

新增旗艦

加碼減碳力道

六大
制度創新
六大

制度創新
社區驅動社區驅動



貳、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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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

提出 2035減碳目標 (NDC 3.0)

減碳新目標制定

7

2050

淨零排放
全球共識

2022.12

依據 COP 26 決議，

公布 2030年 (NDC 2.0)

減量 24± 1%

2024.12

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
(2026-2030)

配合總統任期

自主提出 2032 減碳目標

2025.01

第一期
階段管制目標
(2016-2020)
減量2%

第二期
階段管制目標
(2021-2025)
減量10% 2030 2032 2035

預告
社會
溝通

1個月

重新檢視並提出
2030年新目標28± 2%

2025.11

COP30

目標
公布

2015

依據 COP 21 巴黎協定，
公布 2030年 (NDC 1.0)

減量 20%



268.9

279.7
263.4 264.1

2005 2010 2015 2020 2022 2025 2030 2032 2035 2050

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制定

2022年實際
減量 1.77%

一階目標
實際減量 1.88%

減碳旗艦計畫減碳旗艦計畫

2030 20352032

(峰值)

NDC (2022)減量 24± 1%；提出12項關鍵戰略

INDC (2015) 減量 20%

NDC (2024) 減量

科技創新
金融支持
碳排有價

科技創新
金融支持
碳排有價

28± 2%

[2025]

第二期
階段管制目標

減量10%

2005年淨排放量(基準年)
[2030]

第三期
階段管制目標

[2020]

第一期
階段管制目標

臺灣 日本 韓國 中國 新加坡

2030年NDC目標
換算較2005年減量

-26%~-30% -41% -14% +57% +65%

與亞洲鄰近國家相較僅次於日本

單位：百萬公噸CO2e

[2007]

2050年
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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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減碳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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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減碳行動計畫

能源部門
• 再生能源加速-太陽光電【經濟部】

• 再生能源加速-離岸風電【經濟部】

• 再生能源突破-地熱 【經濟部】

• 再生能源突破-小水力 【經濟部】

• 科技儲能【經濟部】

• 去碳燃氫【經濟部】

• 氫能(含氨)供應鏈【國發會】

• 碳捕捉利用封存(CCUS) 【環境部】

製造部門
• 產業自主減量【經濟部】

• 深度節能-製造部門【經濟部】

• 國營事業減碳-中鋼公司【經濟部】

• 國營事業減碳-中油公司【經濟部】

住商部門
• 淨零建築【內政部】

• 深度節能-住商部門【經濟部】

運輸部門
• 商用車輛電動化及無碳化【交通部】

• 永續航空燃油(SAF) 【交通部】

農業部門
• 農業生態韌性及碳匯【農業部】

• 低碳永續農業【農業部】

環境部門
• 資源循環【環境部】

• 淨零永續綠生活【環境部】

經濟部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環境部
農業部

由下而上：滾動調整12項關鍵戰略，提出部門自主減碳計畫(共80項)

由上而下：新增六大部門20項減碳旗艦計畫，加碼減碳力道

10

*  環境部門旗艦計畫係支援製
造、住商、運輸、農業等部
門減碳



12.2% 13% 12.4%

49.2% 51.4%

53.3%

19.7% 19.9%

17%

13% 12.7%

13.8%

2.8% 2.2%

2.4%

3.1% 0.9%

1.2%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能源部門 製造部門 住商部門 運輸部門 農業部門 環境部門

-28± 2%291.18

220.2

285.97

六大部門總體減碳目標量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11註：2030年減碳目標值係以減量27%設算。

賦予六大部門減碳責任✓

核實堆疊2030年減碳新目標✓

制度創新(碳定價)✓

由下而上優化部門自主減碳

由上而下指定減碳旗艦計畫



35.48

37.11

27.30

能源部門減碳行動(1/4)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23.1%

122005年 2022年 2030年

部門自主減碳

-6.29

-1.89
• 汰換低效率火力
機組

• 非生產性部門提
升能效

• 能源結構調整

• 太陽光電

• 離岸風電

• 地熱

• 小水力

• 科技儲能

• 氫能(含氨)供應鏈

• 去碳燃氫

• CCUS

新增旗艦計畫

◼ 2030年減碳目標量8.18百萬公噸CO2e



再生能源
9.5% 多元

綠能

以氣
換煤

加速
減煤

30%

燃氣

39.6%

49%

燃煤

42.2%

20%核能6.3%

能源部門減碳行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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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0 

0.319

0.200

0.300

0.400

0.500

2023 2025 2030

公斤CO2e／度

年
(實際值)

降低

34.9%

相較
2023年

電力排放係數

◼ 電力排放係數2030年降至0.319公斤CO2e

2023 2030

燃油1.3%
抽蓄水力1.1%

燃油0.1%
抽蓄水力1.0%

發電結構

去碳化

註：電力排放係數= (綜合電業、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業之電力排碳量—線損承擔之電力排碳量）／總銷售電量



能源部門減碳行動(3/4)

再生能源突破

設置空間小屋頂獎勵、新建物強制設置

能效提升既有場域汰換高效率光電板

程序改革推動公對公協調機制，建立申設輔導及溝通平台

太陽光電太陽光電 離岸風電離岸風電

提升量能國營事業帶頭引進鑽井設備

國際合作擴大深層地熱鑽探計畫

程序優化公對公模式、協調原住民諮商

地熱地熱

擴大案源潛力案場調查評估

增加誘因檢討躉購費率，研擬獎勵機制

程序優化公對公推動，整合土地招商

小水力小水力

布局前瞻技術

用戶儲能增訂「表後儲能」時間電價，推動廠外聯合設置示範區

擴大補助增加燃料電池設置補助
科技儲能科技儲能

14

旗
艦
計
畫

再生能源加速

區塊開發持續推動區塊開發

海域盤點盤點潛力新海域

資金引入引導民間資金投入開發



能源部門減碳行動(4/4)

布局前瞻技術

氫能運用擴大混氫/氨發電技術、燃料電池設置

基礎設施擴大建立加氫站、液氨儲槽擴充布局

氫能供給低碳氨進口先行、開發自產氫氣技術

15

旗
艦
計
畫

自
主
減
碳

氫能(含氨)供應鏈氫能(含氨)供應鏈

去碳燃氫去碳燃氫 試驗場域建置混氫發電試驗場域

擴大開發逐步放大天然氣去碳製氫規模

碳捕捉利用封存(CCUS)碳捕捉利用封存(CCUS)

技術推動 發展碳捕捉高效且低成本技術、推動鋼化聯產

建置場域 建置碳封存試驗及商業化場址

能源結構調整 擴大再生能源 建構低碳能源供給

汰換低效率火力機組 非生產性部門提升能效

2030年前汰換老舊機組，改由較新機組發電 針對使用超過9年之空調設備進行汰換評估，
優先採用高效率、變頻式機組



143.14
146.89

117.38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製造部門減碳行動(1/2)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部門自主減碳
-29

-6

-18%

• 製程改善

• 能源轉換

• 循環經濟

• 產業自主減量

• 深度節能(製造部門)

• 高碳排國營事業帶頭減碳

16

新增旗艦計畫

◼ 2030年減碳目標量25.77百萬公噸CO2e



製造部門減碳行動(2/2)

17

提供3大保障提升ESCO服務

量能

⚫ 百億專案貸款信保、保險理賠降

低風險、媒合投資ESCO

3階段推動產業落實節能

⚫ 建立ESCO執行模型(18戶)→公

營事業率先導入(379戶)→擴散

至民營事業(3,018戶)

自
主
減
碳

旗
艦
計
畫

中鋼減碳

⚫ 能效提升

⚫ 高爐使用低碳原料

⚫ 增用廢鋼減用鐵水

⚫ 工業爐使用無碳燃料

中油減碳

⚫ 煉製生產模式調整

⚫ 使用再生能源

⚫ 使用低碳原料

⚫ 提高能源效率

產業自主減量產業自主減量 深度節能-製造部門深度節能-製造部門 高碳排國營事業帶頭減碳高碳排國營事業帶頭減碳

協助500大排放源廠商落實

自主減碳

⚫ 專家進廠訪視，導入減碳措施

協助14萬中小製造業低碳

轉型

⚫ 以大帶小供應鏈減碳，政府資

源協助

提供系統優化技術服務
導入能源管理監控系統
推廣綠色工廠標章

製程改善 能源轉換 循環經濟
推動低碳生產
生質燃料供需媒合
產業擴大使用綠電

區域能資源整合鏈結
投入創新技術研發
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



57.43

56.82

37.33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住商部門減碳行動(1/2)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 住宅：推廣近零建築

• 商業：鼓勵服務業節
能減碳

-7.47

-35%

部門自主減碳

-12.64

18

• 淨零建築

• 深度節能(住商部門)

新增旗艦計畫

◼ 2030年減碳目標量20.1百萬公噸CO2e



深度節能
(住商部門)

淨零建築

建築能效改善示範補助既有建築

建築法規修正及落實新建建築

導入低碳營造工法、數位淨零應用創新技術

先鼓勵汰換後提升能效基準住宅

•續推家電汰舊換新(2026年)、退還減徵貨物稅(2030年)

•冰箱、冷氣最低能效提升至現行3級基準(2030年)

大用戶先行+導入節能服務商業

住商部門減碳行動(2/2)

自
主
減
碳

旗
艦
計
畫

19

政府示範 公有既有建築及國家公園廳舍

民間參與 擴大不動產業、合作社及保全業等民間參與

•修正節約能源設計標準(建築能效)

•研擬強制設置太陽光電相關規定
•導入ESCO節能方案、設備汰換補助

•提高能源大用戶節電目標(1%→1.5%)

•鼓勵產業自主行動(輔導及培訓、燃料轉換等)

老舊老宅及社會住宅低碳淨零

擴大建築能效改善

智慧淨零雙軸轉型

鼓勵自主減碳提供節能減碳誘因

強制性管制措施 設備效率提升與節能推廣

推廣綠建築

近零碳建築評估
推廣再生能源

研提建築能效標示制度

既有建築減量管理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施

提供服務業節能減碳誘因

鼓勵服務業自主減碳

住宅部門：推廣近零建築 商業部門：鼓勵服務業節能減碳



運輸部門減碳行動(1/2)

37.97

36.28

30.37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部門自主減碳

-7.20 新增減碳旗艦計畫

-0.39

-20%

註：國際航空減碳，非屬NDC範圍，不計入。 20

• 商用車輛電動化及無
碳化

• 永續航空燃料(SAF)註

• 提升公共運輸運量，完
備步行/自行車使用環境

• 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完善充電樁等基礎設施

•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能
源使用效率

交通部

◼ 2030年減碳目標量7.59百萬公噸CO2e



運輸部門減碳行動(2/2)

運輸部門

永續航空燃油(SAF)永續航空燃油(SAF)

交通部

21

自
主
減
碳

旗
艦
計
畫

商用車輛電動化及無碳化商用車輛電動化及無碳化

• 2025年於桃園、松山及高雄機場添加SAF飛航

• 2030年國籍航空SAF使用比例至少5%
使用端

供應端
• 2025年布局SAF料源，開放廢食用油進口暨禁止出口

• 2030年訂定燃油供應商提供含SAF的燃油強制規定

SAF工作平台

提升公共運輸運量，
完備步行/自行車使用環境

健全公共運輸服務系統

提供票證優惠

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完善充電樁等基礎設施

提升運輸系統
及運具能源使用效率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運具能效及節能輪胎管
理、優化清潔車輛及推動岸電計畫

推動市區公車、小客車及機車電動化、

完善環境使用配套

20302024.11

普及率電動計程車 50%1.8%

普及率 5%0.05%電動小貨車
2026年推動示範、2028年起擴大推廣

車輛數氫燃料電池大客車 35輛H2 -
2024年起試辦運行，補助1-2千萬元/輛

車輛數 600輛7輛電動大貨車
2028-2030年推動示範計畫

逐步擴大普及率



8.05

6.17

5.23

* 不含碳匯1.37百萬公噸

農業部門減碳行動(1/2)

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部門自主減碳
-2.11 新增旗艦計畫

-0.72*

-35.1%

22

• 農業生態韌性及
自然碳匯

• 低碳永續農業

• 農業能源取代
及效能管理

• 農業循環

森林增匯

海洋增匯

土壤增匯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森林碳匯

-1.37-21.83-22.29

◼ 2030年減碳目標量2.82百萬公噸CO2e



農業部門減碳行動(2/2)

自
主
減
碳

23

森林增匯

農業生態
韌性

土壤增匯

海洋增匯

農業生態韌性及自然碳匯農業生態韌性及自然碳匯 低碳永續農業低碳永續農業

旗
艦
計
畫

沿近海漁船收購處理、獎勵休漁
推動節能水車、設置稻穀粗糠爐

農業能源取代及效能管理
畜牧沼氣再利用
豬糞尿水施灌

農業循環

水田減量 水田間歇性灌排、精準施肥技術

能效管理 遠洋漁船收購、畜牧場節電設施

低碳循環 高飼效低碳排放養殖生產、剩餘
資源能源化、飼料化、材料化、
肥料化

能源取代 農機電動化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發掘氣候變遷下多元農業樣態

增加森林面積、森林經營管理

復育管理海草床、紅樹林、濕
地及鹽沼

調整作物耕作模式、土壤生物
資源施用



環境部門減碳行動(1/2)

9.11

2.70 2.60

2005年 2022年 2030年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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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量

(

百
萬
公
噸C

O
2 e

)

-1.30

部門自主減碳
6.51

支援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等部門減碳

• 生活污水
• 事業廢水
• 掩埋、焚化、堆肥

新增旗艦計畫

• 資源循環
• 淨零永續綠生活

◼ 2030年減碳目標量6.51百萬公噸CO2e



環境部門減碳行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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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循環資源循環

自
主
減
碳

旗
艦
計
畫

強化碳排末端循環利用，
支援其他部門減碳

淨零永續綠生活淨零永續綠生活

資源循環

公有焚化廠

污染防制節

能升級減碳

畜牧業

提高生活污水處理率

建構污水下水道永續及智慧化系統

生活污水
推展污(廢)水處理甲烷回收設施

沼氣發電產業鏈、河川環境品質提升

事業廢水
多元化垃圾處理、減量回收及資源

循環、資源循環減碳技術

掩埋、焚化、堆肥

從行為及消費模式改變，
驅動產業供給端減碳轉型

沼氣回收發電、補助廢(污)水深度
節能及創能

氣候循環科技園區、8+N資源循
環聯盟、全電動化資源回收車

設置低溫發電暨提高發電設施、設
置碳捕捉暨減碳設施

汰換高效節能設備、建置回收系統、
汰換節能燈具

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

既有住宅隔熱改善

環保餐廳低碳轉型

減碳創新生活支持 以環保集點引導民眾行為改變

補助業者申請標章、擴大政府綠色採購

補助改善建築隔熱、優先使用國產綠建材

推動零浪費低碳飲食、一次用餐具減量

綠生活先行區建構

低碳永續社區認證及

建構韌性家園

結合地方政府打造低碳居住與商業空間

輔導村里申請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營造
在地特色低碳生活、培訓社區綠領人才



肆、制度創新

26



六大創新機制

科技創新 金融支持 法規調適 綠領人才碳排有價

公私協力

永續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
專案小組

永續長聯盟

政府帶頭

27

社區驅動



科技創新

複合式海域能源複合式海域能源

永續低碳氫能永續低碳氫能

前瞻深層式地熱發電前瞻深層式地熱發電

碳封存整合社會治理碳封存整合社會治理

生物質永續能資源化生物質永續能資源化

產業設備整合AIoT創新節電產業設備整合AIoT創新節電

淨零基礎建設

基盤設施與建成環境基盤設施與建成環境

淨零智慧電網淨零智慧電網

資源循環綠色設計資源循環綠色設計

航空燃油
(SAF) 與
運輸減碳

⚫ 碳捕捉封存
⚫ 資源循環
⚫ 碳定價與國際合作

⚫ 深度節能
⚫ 科技儲能

⚫ 去碳燃氫
⚫ 小水力
⚫ 地熱

氫能
(含氨)
供應鏈

前瞻科技研發
場域驗證

淨零科技三大重點布局

去碳產業建構

能源轉型科技

部會減碳旗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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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引資金至綠色及永續發展領域，發行永續發展債券、綠色證券商品，支持綠色成長

• 引導金融業盤點＋資訊揭露自身
及投融資部位碳排(範疇三)

• 發布第二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擴大適用產業範圍(如化學、鋼鐵、半導體等)

• 公布「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協助企業有序轉型，並作為金融業議合討論基礎

金融支持
金管會

綠色金融3.0 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

• 企業自主減量計畫、自願減量及抵換專案優
先納入投融資決策評估

擴大ESCO協助

• 擴大ESCO信保規模、強化信保+保險制度，降低商業風險

29



2025
碳費制度上路

2027~2028
總量管制及
排放交易制度

碳費制度強制性

自願性 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

強制性

自願性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ETS)

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

強制性 碳費制度

碳排有價

◼ 碳費先行，優惠費率鼓勵實質減量，搭配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等多元減量機制

◼ 碳費制度至2030年減少37百萬公噸CO2e，約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的14%

與國際先進作法一致 推動我國碳定價

30

2026
歐盟CBAM
正式實施
免費配額啟動逐步退場 規劃中長期碳定價機制

2026 試行先期

臺灣排放交易制度

TW ETS



法規調適
新訂或修正淨零相關法規：法律 11 項 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24 項

2023年2月修正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並完成訂修碳費收費辦法等12項優先子法氣候法制基礎

成熟綠能成熟綠能 前瞻綠能前瞻綠能 低碳轉型低碳轉型 生活轉型生活轉型 綠色金融綠色金融

◼電業法

◼能源管理法

◼建築物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標

準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二氧化碳捕捉後封

存管理辦法

◼產業創新條例

◼循環經濟促進法

◼廢棄物清理法

◼都市計畫法

◼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

◼下水道法

◼國家公園法

◼新建建築物節
約能源標準

◼證券交易法

◼ 證券商/期貨商/保
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 銀行/公開發行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票
券金融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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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領人才

擴大人才培育

公私協力人才培育

人才培育獎勵補助

評估人力需求

推估綠領人才就業趨勢

掌握綠領人才需求技能

促進供需媒合

綠領人才資訊平台

綠領人才職缺媒合

在職勞工
經濟部

在校學生
教育部

金融人員
金管會

運具維護人員
交通部

生態碳匯人員
農業部

在職勞工
待業人員
勞動部

建管人員
國家公園
內政部

海事人員
海委會

環保人員
查驗人員
綠領青年
環境部

綠領人才
培育計畫

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協助受影響族群就業

32
廣納全球人才，至2030年，預計培育 8萬 個綠領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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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驅動

33

全民參與

淨零五大在地支柱

在地減碳與增匯效益

在地減碳全民運動

多元增匯遍地開花

人才轉型與社區網絡

社會共創資源整合

綠領人才多元轉型

能源自主與系統韌性

打造能源韌性社區

社區能源自給自足
循環經濟與地方創生

在地資材高值循環

低碳永續循環場域

永續產銷與民生支持

地產地銷公平分配

永續民生支持案例



確保個人、產業
與群體發展機會

化氣候變遷為
區域發展的契機

不遺落任何人的公正轉型

就業輔導

在地社會溝通資料循證治理

產業發展
(淨零政策調適)

區域衡平
(空間發展策略)

勞動市場
(就業結構改變)

民生照顧
(能源脆弱度評估)

希望
工程
希望
工程

利害關係人
及關鍵議題
深度辨識

利害關係人
及關鍵議題
深度辨識

政策
支持
政策
支持

金融支持 產業協助 社會安全
•不利境遇群體支持方案
設計指引

•保障原民及婦女等族群
獲得公平的發展機會

•高碳排產業與中小企業
淨零轉型

•綠色人才供需媒合

•綠色及轉型金融

•綠色成長基金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勞動議題框架性指引

•各部會推動各項職訓
及就業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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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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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政府激勵措施

財務規劃

政府資金投入 驅動民間資金

擴編淨零碳排預算

擴大政府綠色支出 推動綠色與轉型金融

36



淨零碳排預算規劃
2030年政府預算投入突破新台幣1兆元
◼ 淨零轉型12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預算逐年增加，2025年已達1,161億元
◼ 六大部門減碳旗艦計畫新增預算投入2,310.23億元

能源 864.51 億元

2024~2030

製造 500.20 億元

2026~2030

住商 192.00 億元

2026~2030

運輸 411.88 億元

2025~2030

環境 263.79 億元

2024~2030

農業 77.85 億元

2026~2030

37

386

661

955

1,161 

2022 2023 2024 2025

12項關鍵戰略預算

年度

億元



擴大政府綠色支出

綠色成長基金+碳費

綠色成長基金

• 總額度100億元，加強投資淨零永續新興產業，引導
民間資金投入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 碳費收入納入溫管基金，優先用於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氣候
變遷調適推動等

單一企業投資金額最高1.5億元

國內企業+在我國營業之境外企業

38

綠色預算支出

研訂淨零綠色指引原則
1.公共建設 2.社會發展 3.科技發展 4.非計畫型

公共工程 政府採購

訂定7類「工程減碳作業
參考指引」(建築、水利、
水保、國道、省道、軌道、
下水道)

修正「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
核方法」，落實「機關優先
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

• 2030年公共工程綠色經費
達1,600億元

• 2030年綠色採購公私合計
達1,650億元

• 政府業務費占比及民間辦理
金額每年提升率，均達10%

• 公共工程占比達 20%

註：綠色經費係指綠色工法、綠色材料、
綠色能源、綠色環境等費用



引導民間資金投入

強化政府激勵措施

租稅優惠：修正產創條例第10-1條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

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

本國銀行對綠色產業放款
放款餘額為3兆元(截至2024年11月底)

發行永續發展債券
累計發行6,885億元(截至2025年1月20日)

保險業對綠能產業新增投資
投資金額1,605億元(截至2024年11月底)

• 提高投資支出金額上限至20億元，
節能減碳項目納入適用範圍

• 提升保證成數至8成，提供900億
保證額度，推動綠能等重大建設

• 建立公私協力平台，引導民間參與
綠能等公共建設

2030年
綠色投籌融資
逾5兆元ESCO績效信用保證

• 提升保證成數至9成5，提供100億
保證額度，加碼擴大深度節能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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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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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淨零12項關鍵戰略

生活轉型更低碳

產業轉型更創新

社會轉型更韌性

能源轉型更多元

深化四大轉型 趨動綠色成長

2030年

✓ 提高能源自主
進口能源依存度由2023年96.2%降至90％

提供低碳能源

電力排放係數由2023年0.490 降至0.319 kgCO2e/度

空污量較2019年減量 4 成

✓

創造綠色經濟
政府預算投入突破新台幣 1 兆元
帶動民間投資新台幣 5 兆元
綠領人才培育 8 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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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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