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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全球極端
氣候事件

寒
潮

１月 美國、加拿大

極地渦旋導致北美
氣溫降至零下40°C

高
溫

全年全球

2024年為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全球氣溫首次突破 1.5°C 門檻

乾
旱

上半年 非洲南部

辛巴威、尚比亞、馬拉威
和莫三比克等國降雨量
僅為氣候正常值的20%

熱
浪

5-6月 墨西哥

墨西哥高溫達51°C，為
有史以來極端高溫之一

熱
浪

5-6月 印度

首都德里氣溫
飆升至49.9°C

颱
風

7月 東南亞

摩羯颱風是近年來單一颱風
造成最嚴重的多國性災害

極
端
降
雨

9月美國東南部

海倫颶風登陸佛羅
里達州，隨後席捲
美國東南部六州

極
端
降
雨

9月 撒哈拉沙漠

半個世紀以來最強
降雨，形成沙漠
湖泊的罕見奇景

極
端
降
雨

10月 西班牙

東部遭遇罕見暴雨襲擊
，為1967年以來歐洲
最嚴重的洪水事件

+1.5oC

+1.0oC

+0.5oC

1940 1960 1980 2000 2020

+1.6oC

乾
旱

9月 亞馬遜河流域

持續乾旱，亞馬遜河流域
許多河流水位達史上最低

野
火

3月 澳洲

東南部受熱浪影響，
面臨4年以來最嚴重的
大規模森林野火

颱
風

11月 菲律賓

連續受銀杏颱風、桔梗颱風、
萬宜颱風、天兔颱風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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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臺灣年平均溫度創下1897年以來歷史新高

6個百年測站平均溫度為24.97 ℃，比平均高出1.66 ℃

⚫ 全年創最高溫紀錄測站：

新竹、臺中、日月潭、臺南、成功、臺東

及大武站

⚫ 秋季西北太平洋共生成15個颱風

為1958年以來秋季生成個數第3多

⚫ 3個侵臺颱風：凱米、山陀兒及康芮颱風

為2008年以後，再次同年有3個中度以上颱風登陸臺灣

臺東
+0.79°C

臺南
+0.69°C

大武
+0.71°C

日月潭
+0.72°C

臺中
+0.89°C

新竹
+1.02°C

成功
+0.68°C 

凱米颱風
繼2016年尼伯特颱風後再次登陸臺灣的強烈颱風

與其伴隨之西南風帶來強降雨，為2009年

莫拉克以來單一颱風事件最大累積雨量

山陀兒颱風

47年以來(1977年後)首個登陸高雄的颱風

康芮颱風

1958年以來，最晚以強颱強度登陸的颱風

2024年
臺灣極端氣候事件

1897~2024年 臺灣百年6站（臺北、臺中、
臺南、花蓮、臺東、恆春）年平均氣溫距平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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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二 能源資訊充分揭露並建立平台

2025年各國將提出下一期2035年的第二版

國家自定貢獻(NDC)，台灣一定要和世界

同步，於2025年1月召開第3次委員會議時

提出台灣2032年減碳新目標，進一步凝聚

共識

請環境部主責，加速完成能源資訊平台的

建置，也請各位委員參與建置過程的討論，

我們的目標一致，就是要讓整個台灣社會，

可以在共同的事實基礎上，進行理性、

深度的討論

三
針對本委員會七大主軸分組討論，
匯集共識

進行每個月至少1次分組討論，匯集共識後，提報

正式委員會議，讓議題更收斂、讓討論更聚焦，

讓政策落實更具可行性，

請鄭副召集人麗君擔任主軸一「淨零路徑」、主軸

六「綠色永續金融」及主軸七「國土永續調適韌性」

之小組召集人；廖副召集人俊智擔任主軸二「多元

綠能減碳科技」及主軸四「永續綠生活」之小組召

集人；童副召集人子賢擔任主軸三「綠色數位雙軸

轉型」及主軸五「公正轉型」之小組召集人，並由

每位委員選擇願意參加之小組，就大家關心的議題

持續進行討論

第2次委員會議 列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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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委員會議 列管事項（續）

五
「節能」為關鍵第一步，
公私夥伴協力開創嶄新商業模式

籌組公部門永續長聯盟，由上而下展現

決心，廣納創新的思維和機制，來推動

淨零轉型任務，為國家的永續發展來努力

加速完成內部碳盤查、公務車電動化，

公部門無論新舊建築率先完成「建築能效

標示」，設定完成目標年及每年績效指標，

引領民間一起行動。提升綠色採購，除在

年度預算特別編列外，應逐年適度提升

綠色採購預算比例

四
政府成立永續長聯盟，
深化永續發展及淨零排放的規劃

各部會全力投入，並思考妥善運用行政規範引導，公私夥伴

協力開創嶄新的商業模式，以達成四年節電206億度目標，

並估算推升至2030年的目標

公部門以身作則，各部會應積極促進公營事業導入ESCO，

建立實際績效和模式，加快國內的節能進程。在確保個資安全

的前提下，善用能源資訊管理系統，詳細分析數據，有效善用

節能投資，讓設備改善及深度節能的效果發揮極致

引入民間能量挹注節能，結合民間專家的力量，儘速成立輔導

團隊，提供節能的專業支持。在財務方面，應該積極促成金融

和保險業的參與，為節能項目提供資金保障，擴大節能規模

鼓勵全民參與節能，推動汰舊換新、採用高效率家電、引入

動機加上科技，讓節能減碳行為，融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共同塑造一個更永續、更低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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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定我國至2032年減碳新目標

8月 FEB
113年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14年1月

8/16 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

第1次委員會議 第2次委員會議 第3次委員會議

9/19 多元綠能發展進度與未來規劃
淨零科技研發推動策略

9/23 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天然氣去碳化行動計畫

9/25 製造部門、中鋼及中油減碳行動計畫

10/7 運輸部門減碳行動計畫（含永續航空燃料SAF）
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等修正規劃

10/14 綠色支出、科技儲能推動作法、電動車充換電站

10/16 多元綠能政策目標

為加強減碳力道，行政院鄭麗君副院長召開多場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會議，透過加總旗艦計畫及部門自主減碳行動計畫，
核實堆疊出國家減碳新目標

11/29 能源及製造部門減碳行動計畫

12/10 住商、農業、運輸部門減碳行動計畫

12/18 環境部門減碳行動計畫、綠色永續金融計畫
綠領人才、淨零法規調適

12/26 淨零路徑：台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

113/12/30公布 2030年減碳新目標(草案)

28%± 2%
114/1/23公布 2032年、2035年

減碳新目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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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資訊充分揭露並建立平台
113/12/19 邀集民間委員及相關部會召開第2次研商會議，討論平台架構及內容規劃，
後續納入委員意見修正，並將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確認資訊平台建置期程及分工事宜

整合式
溝通平台

尋求
淨零解方

全民支持
淨零目標

提供公正
客觀資訊

⋗ 弭平資訊落差

⋗ 以事實為基礎

⋗ 建構氣候變遷素養

⋗ 促進全民共識

能源情勢與現況 節約能源

前瞻能源 穩定電力

能源使用 發電配比能源供需

七大主題架構

能源資訊平台建置

環境部、經濟部、核安會、台電公司

 一站式資訊整合

 資訊轉譯

 即時回應

 串接部會資訊系統

 釐清錯誤/假資訊

 資訊核實，
導入第三方查核機制

 與學者專家或民間
單位合作，知識科普

 使用多媒體工具
進行政策溝通

 關鍵字訂閱
即時傳遞訊息

 運用AI建置
人機互動功能

 善用社群媒體推播

 收集意見回饋

 設計競賽，
創造公民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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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資訊充分揭露並建立平台

能源資訊平台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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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本委員會七大主軸分組討論，匯集共識

鄭麗君副召集人

廖俊智副召集人

童子賢副召集人

✓ 旗艦計畫領航、五大創新支持，加速達成減碳目標

✓ 政府全方位地進行財務規劃、導引綠色金融發展，
驅動更大規模的民間投資投入淨零轉型

✓ 推動循證治理模式，確保資源精準配置、建構我國
調適韌性上位指引架構，進行複合式風險評估

✓ 低碳能源組合須多元布局，先期參與新興科技研發

✓ 淨零等轉型須考量公正性，兼顧及預防對脆弱族群
造成的影響

✓ 淨零與數位化是各國企業與社會須掌握的重要趨勢，
需有序地整理相關政策，導引產業界投入，人才、
能源及政策法令上也需有所進步

✓ 促進社會認知與參與，加強基礎設施及法規上誘因
機制推動永續綠生活

啟動七大主軸分組會議 持續邀請委員集思廣益、凝聚共識，
提供行政團隊更多想法，落實政策執行

主軸三 綠色數位雙軸轉型

主軸四 永續綠生活

主軸二 多元綠能減碳科技

主軸六 公正轉型

主軸一 淨零路徑

主軸六 綠色永續金融

主軸七 國土永續調適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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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成立永續長聯盟
深化永續發展及淨零排放的規劃

113/11/23 政府永續長聯盟共識營

永續長推動三大重點 永續長雙重任務

協助國家推動整體永續發展目標

展開淨零轉型及調適行動
催生綠色產業、綠色經濟及綠領人才

設定階段性目標 逐步推進，培育人才

共同參與 向上連結、向下扎根，聯繫發展

創新轉型 新想法新思維新科技，達成淨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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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起
永續執行力養成工作坊

114年2月
永續長增能課程

• 組織自主碳盤查理論與實務

• 機關深度節能診斷與執行

• 國家綠色採購政策現況與未來規劃

• 綠色餐飲與循環經濟推動規劃

• 建築物能效標示與永續發展趨勢

• 我國電動車政策與政府公務車電動化

• 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說明

• 2025總統盃黑客松競賽說明

線上課程為主實體課程為輔
環境部全球資訊網已設置永續長聯盟專區
網址：https://www.moenv.gov.tw/soc/

四、政府成立永續長聯盟
深化永續發展及淨零排放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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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能為關鍵第一步
公私夥伴協力開創嶄新商業模式

206 億度/年

2027年目標(全案完成後)

38548 億度/年

2024年進度 2030年目標(全案完成後)

億度/年

目標達成率

106.3%

三階段推動產業導入ESCO

✓ 協力ESCO業者、公協會、學界與政府，克服能源效率投資第一桶金的門檻及企業缺乏節能技術能量問題

✓ 三階段同步啟動，成立跨部會(經濟部與環境部)輔導顧問團，媒合ESCO導入節能改善

1.十大公營帶頭(18戶)

截至2024年底

已建立標準化輔導模式，
全數完成輔導、16戶完成採購

(預計2025年10月完成改善)

2.九大部會共推(379家)

截至2024年底

已完成159戶輔導，
13戶完成改善

(預計2025年2月完成379家輔導)

3.擴散民間導入(2,639家) 

截至2024年底

成立跨部會服務團，並輔導
媒合528家，50家完成改善

(原定2025年啟動，提前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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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ESCO擴大服務能量

導入金融資金強體質

 已成立ESCO專案貸款信用保證，提供50億元

信保額度 (視需求擴大至100億元) (已核保1.18億元)

 函釋ESCO協助公共建設屬性之場域節電，保險業
的投資限額可提高至45%

強化法規誘因創市場

 超過1萬瓩的用電大戶節電目標，從1% 提高到
1.5% (2025年1月4日完成公告)

 節能設備納入企業投資抵減項目，創造企業節能

誘因 (2024年12月19日行政院通過產創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家電能效提升加速汰舊換新

 2023-2024年補助完成汰換 322萬台 冷氣、

冰箱，帶動民間投資 869億元

 2024年照明能效基準生效促進市售100%LED
燈泡；2025年冷氣機新1級能效基準生效

五、節能為關鍵第一步
公私夥伴協力開創嶄新商業模式



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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