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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機 

在福島核災十週年的今天，除了更堅定了非核家園的意志外，我們仍

需要更務實的回應社會上普偏關心的缺電、經濟、環境..等問題，因

此試著從台灣以再生能源做為能源轉型替代能源所帶來的機會面及挑

戰面共同探討。 

1. 經濟面 

⚫ 推動再生能源，可增加國內投資，減少能源進口 

我國 2019年花了 437.54億美元（2012年 690.86億美元）向國外購買

能源 

GDP＝消費+投資（增加）+政府支出+（出口-進口（減少） 

把每年買進口能源的錢留給台灣人民 

⚫ 能源安全 

提高能源自主率，擺脫過去數十年來能源供給 98仰賴進口 

能源價格常態波動，高進口佔比易受國籍能源價格波動幅度加劇影

響 

⚫ 國家安全 

提高能源自主佔比有利台灣民主自由 

吸引更多國際大廠投資台灣海峽離岸風力，增加台海見監測防禦能

力 



 

⚫ 國際能源減碳趨勢及政策壓力 

歐盟、英國、日本、韓國已陸續承諾 2050達成碳中和目標 

歐盟規劃開徵碳關稅 

 

美國拜登政府提出＼碳調整費用政策，預計將未能履行氣候環境義

務國家的探密集產品徵收碳調整 

國際減碳組織倡議 

We Mean Business 聯盟 

鼓勵企業發揮領導作用，加快實現其達到《氣候宣言》(The 

Climate Pledge)要求的目標，《氣候宣言》是亞馬遜和 Global 

Optimism共同推出的倡議，承諾到 204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比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提前十年。 

RE100 

 加速並擴大電網朝向零碳排能源轉型 

促使各國企業加入，自願提出達成 100%使用再生能源目標 

2015年底有 53家公司加入，2020年已成長至 264家公司 

企業通往世界舞台的護照 

 

RE100倡議可減少全球 10-15%的碳排量 



 

台積電 20207月加入 RE100 

全球第一家加入的半導體企業 

簽署 1.2GW再生能源購電契約 

減排目標可達 218.9萬公噸 

 

⚫ 危機 

政治因素 

社會共識不足 

綠能教育尚未普及及落實 

公民團體意見紛歧 

傳統能源勢力阻擾 

⚫ 結論 

建立綠能教育知識體系 

扶植綠能相關產業鏈 

人才培育需超前部署 

綠能師資培訓 

結合國際推動綠能 NGO進行串連行動 

公民力量敦促政府更積極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