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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變遷的衝擊 (1/3)

 全球性的溫室效應導致的環境衝擊越來越明顯，災

難性氣候變遷正在逐步摧毀我們的生態環境。

Photo Source: https://www.dallasnews.com/news/weather/2021/02/16/how-you-can-help-conserve-energy-
during-texas-winter-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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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變遷的衝擊 (2/3)

 多種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貢獻了主要的暖化效應

Figure Source: https://www.nrdc.org/stories/greenhouse-effect-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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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變遷的衝擊 (3/3)

 透過積極減碳，減緩進而抑制全球暖化已是當務之急

Figure Source: https://www.nrdc.org/stories/greenhouse-effect-101#imgset-lightbox-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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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1/9)

Figure Source: https://www.ucsusa.org/resources/each-countrys-share-co2-emissions

 2018年碳排前20名國家的排碳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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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2/9)

Figure Source: https://www.ucsusa.org/resources/each-countrys-share-co2-emissions

 2018年高碳排國家的個別排放量

Taiwan: 0.30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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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3/9)

Figure Source: https://www.ucsusa.org/resources/each-countrys-share-co2-emissions

 2018年高碳排國家的人均排放量

Taiwan: 11.3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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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4/9)

 為了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並因應巴黎協定，不少國家
或已立法、或已見諸政策文件、或有立法提案、或仍
在討論， 均以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即碳中和，簡稱為NZE2050）為目標。

 國際能源總署（IEA）在2020年10月出版的《世界能
源展望旗艦報告》中，評估欲達NZE2050目標，必須
於2030年先行完成的階段性（2030年）任務。

Source: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0/achieving-net-zero-emissions-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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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5/9)

Source: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0/achieving-net-zero-emissions-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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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6/9)

Source: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0/achieving-net-zero-emissions-by-2050

 2030年對比2019年的能源需求 (1/2)
欲達NZE2050，2030年主要能源需求須較2019年減少
17%，接近2006年的需求，但全球經濟規模將倍增100%。

再生能源 ：+1926 MToe （百萬公噸油當量）

核 能 ：+251 MToe
燃 煤 ：−2226 MToe
燃 油 ：−1537 MToe
燃 氣 ：−309 MToe
生 質 能 ：−588 M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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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7/9)

Source: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0/achieving-net-zero-emissions-by-2050

百萬公噸油當量

 2030年對比2019年的能源需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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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8/9)

 NZE2050的目標下的電力部門

2030年碳排必須較2019年減少60% （所有部門則是
45%）

再生能源供電占比須達60%
核電略高於10%，

不具CCUS （碳捕獲、再利用、封存）功能的煤電占
比須從2019年的37%，調降至6%。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cienc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8/9)

 NZE2050的目標下先進國家的對策

英國：2030年碳排將較1990年碳排減少68%以上

美國：2035年達到發電零排碳

法國：強制規定2030年之前，削減40%化石燃料用量

日本：首相菅義偉公開說明原訂的2030年減碳目標不
足，必須重新修訂

 前述先進國家NZE2050的後盾，不僅是降低化石能源
用量，而是核能與再生能源的搭配使用（核綠共存）。

 中國大陸自訂NZE2060，2030年碳排達峰

 德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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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碳排現況與未來規劃 (9/9)

 德國將於2022年全面廢核，但仍訂定NZE2050的目標，
其策略為擴充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節能、所有部門停
用化石燃料

Source: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greenhouse-gas-emissions-and-climat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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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1/7)

 我國目前並未針對NZE2050做出任何承諾

 也無任何階段性減碳規劃

 經濟部能源局去年11月發表能源轉型白皮書，其中能
源發電僅規劃至2025年

 非核家園下的能源發電配比

燃氣：50%
燃煤：30%
再生能源：20%

 溫室氣體排放量勢必隨核電
除役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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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2/7)

Source: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轉型白皮書》，中華民國1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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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3/7)

Source: https://www.moeaboe.gov.tw/wesnq/Views/B01/wFrmB01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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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4/7)

Source: 環保署，《2020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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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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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6/7)

Source: https://www.moeaboe.gov.tw/wesnq/Views/B01/wFrmB0104.aspx

Kuosheng Unit 2 was 
restarted on June 8, 
2018 and contributed 
5 bn kW-hr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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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現況與對策 (7/7)

 針對NZE2050，我國的相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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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針對NZE2050的目標，我國應儘早開始規劃相應之道。

 距離2030年僅剩九年，階段性目標仍付之闕如。

 現有《能源轉型白皮書》中的能源配置，完全無法滿
足NZE2050的要求。

 執著現行能源政策必將導致火
力大開、碳排續增，自陷「高
碳家園」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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