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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氣候變遷，促使全球平均氣溫屢

創新高，對人類生存及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對年輕世代的影響

更為直接且長遠。預估我國未來高溫天數、極端強降雨之颱風個數

及劇烈降雨發生頻率可能會明顯增加，而豐枯水期降雨愈趨極端化，

將同時嚴重影響水資源、國土安全、海岸及海洋資源、糧食安全、

健康醫療及生物多樣性等面向。 

因應氣候緊急的全球挑戰，國際碳管制逐步加嚴，以及面對供

應鏈的減碳壓力，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目標。

在我們這個世代追求當下的富足時，應並行思考維護未來世代的生

存權益。面臨此一跨世代、跨領域、跨國際之艱鉅轉型工程，政府

將建構科技研發及氣候法制等兩大面向之治理基礎，推動能源、產

業、生活及社會等四大轉型策略，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藉由促進國際合作，掌握淨零科技研發應用，擴大公眾對話社會溝

通，滾動檢討淨零路徑以符合未來發展需求。 

未來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相當嚴峻，儘管能源及產業結構調整

不易，我國仍將依循「巴黎協定」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貢

獻最大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強化因應氣候變遷韌性。中央主管

機關（即環境部）依據 112 年修正公布施行之「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 9 條規定，修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本行動綱

領），作為全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施政之總方針。 

期透過各級政府、國民、事業及團體共同合作，引導低碳永續

生活行為改變，建立永續城市及全球夥伴關係，並重視永續發展的

跨世代正義及跨領域治理思維，共同營造面對衝擊全球一體的韌性，

化氣候風險為綠色轉型契機，確保國家永續發展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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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願景及目標 

一、 願景 

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淨零排放路徑藍圖，建構能適應氣候

風險之低碳家園，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二、 目標 

(一) 提升我國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強化氣候變遷韌性及降低

脆弱度。 

(二)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139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參、 基本原則 

一、 遵循「巴黎協定」，促進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並依「蒙特婁議定

書」吉佳利修正案，凍結及減少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氫氟碳化

物之使用。 

二、 落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強化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

考量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兼顧共同效益之調適與減緩策略。 

三、 推動綠色金融及碳定價機制，優先實施碳費徵收、評估推動溫室

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等制度，運用經濟誘因機制，加速溫室

氣體減量、協助產業轉型及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社會公益。 

四、 依據非核家園目標，不以新增核能發電作為因應氣候變遷措施，

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訂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五、 政府政策與個案開發行為，應將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策略納入

環境影響評估考量。 

六、 強化科學基礎，建立風險評估與預警能力，提升因應氣候變遷之

調適作為及建構韌性發展。 

七、 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確保國家能源安

全及資源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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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立中央及地方政府夥伴關係、公私部門協力關係及溝通平台，

具體推動在地化之調適及減緩工作。 

九、 促進國際合作及交流，秉持互利互惠原則，推動有意義之參與及

實質貢獻，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十、 提升全民氣候變遷認知及技能，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相關

活動及事項。 

肆、 政策內涵 

一、氣候變遷調適 

參酌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分析及情境推估，納入因

應氣候變遷風險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

韌性，落實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規劃早期預警機制及系統監測，確

保國家永續發展。 

(一)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 

1. 整合國土防洪治水韌性調適能力，強化公共工程應變能力。 

2. 提升運輸、通訊及資訊系統等設施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二) 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 

1. 強化推動多元水資源發展，建立節水、循環用水型社會，合理

調配用水標的使用量，落實水資源永續。 

2. 強化水資源系統因應氣候變化之彈性，以因應極端降雨與豐枯

差異變遽之衝擊。 

(三) 促進土地利用合理配置，提升國土韌性 

1. 因應極端降雨趨勢，城鄉地區導入多元調適策略。 

2. 提升水資源儲蓄能力，降低乾旱衝擊。 

3. 因應極端高溫趨勢，提升建成環境調適能力。 

4. 強化自然生態系統調適。 

5. 因應部門計畫強化氣候變遷能力需求，檢討空間規劃或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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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制。 

(四) 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資源 

1. 建構適宜預防設施或機制，減低海岸災害。 

2. 保護海岸生物棲地與海洋資源，以自然為本，促進碳匯功能

及生態永續發展。 

3. 提升海岸災害及海洋環境變遷之監測及預警機制。 

(五) 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 

1. 高溫供電需求遽升前瞻調控，確保能源設施安全及系統穩定

供應。 

2. 建構氣候風險降低及調適能力增強之經營環境。 

3. 提升產業之氣候風險控管及機會辨識能力，以完善產業氣候

風險管理，並發展具氣候韌性考量之產品與服務。 

(六)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1. 增進生態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量能，穩固農業生產基礎與

生態韌性。 

2.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管理能力，強化調控農產業氣候財務風險。 

3. 發掘氣候變遷下之多元農產業機會，優化農產品經濟韌性。 

(七) 強化醫療衛生及防疫體系、提升健康風險管理 

1. 強化因應極端氣候之緊急醫療救護與防疫等健康調適能力。 

2. 增進醫療及照護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量能，強化健康促進

能力及脆弱族群調適韌性。 

3. 提升健康風險監測、衝擊評估及預防之管理能力，進而降低氣

候變遷健康成本。 

二、溫室氣體減量 

(一) 建構零碳能源系統，提升供電網絡穩定韌性 

1. 調整能源結構，發展太陽光電、離岸風電等成熟再生能源及地



 

5 
 

熱、生質能及海洋能等前瞻能源應用，建構零碳燃料供應系

統。 

2. 改善能源生產、使用及輸配效率及推廣節約能源。 

3. 提升能源系統韌性，確保供電穩定並兼顧環境品質及地區發

展需求。 

4. 建構氫能供需體系，穩固氫能供應與運儲基礎設施，並強化氫

能技術發展與應用。 

(二) 促進產業綠色轉型，以循環經濟導向的永續生產模式 

1. 輔導產業淨零轉型，發展綠能產業生態系，以提升產品國際競

爭力。 

2. 加速產業製程與設備能源效率提升，建置智慧化能源管理系

統。 

3. 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減量誘因，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之措施。 

4. 推動產業循環經濟轉型，發展循環新材料技術。 

(三) 發展智慧綠運輸，推動運輸淨零轉型 

1. 推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能源使用效

率。 

2. 建構完善公共運輸，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3. 打造人本及共享運輸環境。 

(四) 建構永續淨零建築與推動低碳轉型 

1.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提升建築能源效率，導入新建築節能減

碳新工法，推動新舊建築減碳措施。 

2. 推動建築效能分級評估及既有公有建築能效改善。 

3. 提升家電設備能源效率。 

(五) 促進永續農業經營，完善生態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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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友善環境農業，建立穩定且低碳之農業生產系統，輔導農

業資源循環利用，強化再生能源使用機制，並確保農業永續發

展。 

2. 健全自然環境資源管理，厚植森林、土壤及海洋等相關資源，

並提高我國碳匯量，提升碳吸存及生態系統服務之共效益。 

(六) 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能資源循環利用社會 

1. 政府政策及個案開發行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時，應考量韌性

建構及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具體行動，並考量環境議題共同效

益。 

2. 落實能資源循環利用及開創共享經濟社會，提升區域能資源

再利用。 

3. 推動生質能循環再利用，減少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過程

之溫室氣體排放。 

4. 推動源頭減量及強化資源循環再利用，減少廢棄物之產生。 

 

三、 政策配套 

(一) 推動綠色金融，活絡民間資金運用，提升金融業與產業之氣候

韌性，透過金融業資金的導引，促成產業追求綠色及永續發展

之良性循環，引導經濟邁向淨零排放。 

(二) 檢討與改善再生能源、能源管理、運輸及住宅等法令，以完善

氣候法制基礎。 

(三) 落實溫室氣體排放外部成本內部化，推動徵收碳費、實施碳交

易等碳定價制度。 

(四) 結合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推動「永續及前瞻能源」、「低（減）

碳」、「負碳」、「循環」與「人文社會科學」等五大淨零科

技領域。 

(五) 發展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掌握我國氣候變遷趨勢，

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

變遷科學報告，規劃早期預警機制及系統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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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多元氣候變遷資訊管道，促進全民行為改變、氣候變遷認

知與共識，落實兼具調適及減緩共同效益之淨零生活。 

(七) 推廣氣候變遷環境教育，培育因應氣候變遷人才，提升全民認

知及技能，轉化低碳生活行動力。 

(八) 強化社會溝通，落實公正轉型與公民參與的「社會與制度支持

體系」，建立公正轉型委員會，廣納各界意見。 

伍、 後續推動 

為達成淨零轉型，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原則，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

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及參酌國際現況，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擬訂本行動綱領，每四年檢討一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本行動

綱領，研擬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及氣候衝擊之權責領域調適

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滾動式檢討，輔以地

方政府制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透過橫向

及縱向整合溝通機制，跨領域推動溫室氣體減緩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

構，創造社會、經濟、環境永續發展及維護全民健康的共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