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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蔡玲儀，淨零規範：淨零轉型的法制基礎，低碳製程，轉型創能-提升中小企業永續轉型競爭力交流會，111年12月7日。2



各國的努力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sp/race-to-net-zero-carbon-neutral-goals-by-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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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RE 100 challenge
• 台灣總部會員共計24家，依加入
順序為 : 大江生醫 (TCI)、科毅
(Tridle)、歐萊德 (Hair O'Right)、
葡萄王 (Grape King)、台積電
(TSMC)、菁華工業 (Kingwhale)、
台達電 (Delta Electronics)、佐研
院 (Jola Lab)、宏碁集團 (Acer)、
聯華電子 (UMC)、金元福 (KYF)、
華碩 (ASUS)、美律實業 (Merry)、
台灣大哥大 (Taiwan Mobile)、友
達光電 (AUO)、元太科技 (E Ink)、
國 泰 金 控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致伸科技 (Primax)、
玉 山 金 控 (E.SUN Financial
Holdings)、台郡科技 (Flexium)、
富 邦 金 控 (Fubon Financial
Holdings)、環球晶圓 (GWC)、佳
世達 (Qisda)、世界先進 (VIS)。

https://www.re10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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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較少人知道的挑戰
2030:  zero emission supply chain 

https://www.apple.com/tw/newsroom/2020/07/apple-commits-to-be-100-percent-carbon-neutral-for-its-supply-chain-and-products-by-2030/; https://news.microsoft.com/zh-tw/carbon-negative-by-
2030/ 6

https://www.apple.com/tw/newsroom/2020/07/apple-commits-to-be-100-percent-carbon-neutral-for-its-supply-chain-and-products-by-2030/


台灣淨零與能源轉型的願景

你有什麼感覺？

• □世界各國都在做，我們只是趕上潮流

• □頗有野心的願景與規劃

• □目標應該一定能達成吧，畢竟最近這
麼多努力

• □對缺電很擔憂

• □跟我無關

• □其他______（歡迎自由發揮）
shorturl.at/dBJ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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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實不是非常多人知道台灣的挑戰

參見：2022第五屆台灣電力使用與能源轉型民意調查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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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往2050的淨零之路，目前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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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儀處長，淨零轉型攜手前行氣候論壇，112年4月13日



12蔡玲儀處長，淨零轉型攜手前行氣候論壇，112年4月13日



未來的嚴峻挑戰
未來要減這麼多，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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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2050淨零不可或缺的十二大關鍵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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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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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觀點是……罵罵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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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orm.mg/article/4544029?page=1



看待這件事情的多重角度

著重在目標
達成與否？

探討到底什
麼因素阻礙
了目標的達
成？

研究到底怎
麼解決這些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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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想要帶給大家的訓練與能力建構
務實與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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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matters.com/19-ways-communications-barriers-can-impact-situational-awareness/



當然也跟大家未來的「工作機會」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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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Jobs-in-renewable-energy-2018-3_fig1_340780254



今天聚焦在七項關鍵戰略之爭議
大家想想會有什麼問題？

風光電 氫能 前瞻能源
電力系統與
儲能

節能
碳捕捉利用
及封存

運具電動化
及無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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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面臨的挑戰

21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4368



風電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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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lent0123.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18.html



那放到海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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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318002528-260405?chdtv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73777/



氫能會遇到什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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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3276



前瞻能源很好聽，但地方民眾真的會接受？
地熱發電/生質能/海洋能

25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3196; https://e-info.org.tw/node/8230 ; 
https://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006320721003499-gr1.jpg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3196
https://e-info.org.tw/node/8230
https://ars.els-cdn.com/content/image/1-s2.0-S0006320721003499-gr1.jpg


原本以為不太有爭議的「電力系統與儲能」，最近引發大浪

26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833930.html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
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TAyOC85NWU2NDg4NC01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833930.html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TAyOC85NWU2NDg4NC01NDI3LTQ0ZDYtOTNhMy1hZWMyODk2ZDM1ZjgucGRm&n=MDRf6Zu75Yqb57O757Wx6IiH5YSy6IO9LnBkZg%3d%3d&icon=.pdf


節能
一般人覺得最簡單、沒爭議的方案，但還是問題重重

272022台灣電力使用與能源轉型民意調查



碳捕捉利用及封存
罕見成為報紙頭版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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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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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綠色能源課程最喜歡問的
問題：多少同學騎電動機車？

今天在這裡問大家：你們爸媽有多
少開電動（機）車？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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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看待再生能源的議題

科技、技術
其他跨
領域的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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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的目的：培養同學全方面思考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科技、
技術

其他跨領域的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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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PBL的目的
滾動式管理，逐步往目標邁進

挑戰（問題）

因應對策

（政府已經採行許
多因應對策）

2050淨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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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方為思考問題的能力，是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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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am.com/Article/2020070794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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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活動
「落實淨零關鍵戰略公民咖啡館」



目的：培養同學成為全方位的淨零策略專
家

https://expertise.stelliant.com/en/stelliant-loss-adjusting-professionals/your-claims/energy-loss-
adjuster/renewable-energy-specialist/



瞭解科技-問題與對策

某種淨零關鍵戰略 挑戰 對策



科技人（國中生）未必瞭解這麼複雜的挑
戰與因應對策
•不懂，怎麼討論？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holy-grail-of-class-discussion/



三種卡片

科技卡 挑戰卡 對策卡



台灣淨零轉型１２種路徑

41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ww.ndc.gov.tw/


【2050淨零排放】
第二梯次教材圖卡(NET ZERO)

42



43

淨零排放關鍵戰略

• 風電及光電

• 氫能

• 前瞻能源

• 電力系統與儲能

• 節能

• 碳捕捉利用及封存

• 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



44

挑戰卡
本土再生能源開發商與技術端無經驗 風力能源系統韌性不足，供電不穩定

臺灣可用土地面積有限 太陽能源系統韌性不足，供電不穩定

民眾於建物增設太陽能板的意願不高 臺灣可用土地面積有限

氫能供應不穩定 運儲與管理系統尚未建置

技術尚未獲得關注 國外進口的碳捕捉綠氫之減碳效果很有疑慮

資金不足 國內製氫工廠為鄰避設施

民眾對綠能建設遲疑（鄰避效應） 儲存設施為鄰避設施

相關法規未完善 氫氣儲存過程相對耗能

技術不足 氫氣使用安全性問題

現有工業設備與製程並非應用氫能 槽車運送氫氣相當耗能

企業習慣使用油類或氣類的能源，碳排放量
較高

跨洋運送液態氫氣相當耗能

燃氣發電仍有碳排放產生 加氫站的消防安全疑慮

儲能系統建置誘因不足 自行車道路線破碎，產生行車安全疑慮

儲能設備含稀缺元素，屬戰略物資 私人汽機車購買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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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卡
燃煤機組碳排放量高 電動車產業難以在本國生根

現階段能源使用效率低 民眾購置本土電動車的誘因不足

石化業、電子業、鋼鐵業等投入能源多為燃煤 節能設備購置成本高，民眾汰換意願保守

碳捕捉技術不足 現有建築材料與工法的碳排多

相關建築法規規定寬鬆，不利節能行動 碳封存場址尋覓困難

資金不足 去碳能源技術種類繁多，無法全數獨立在台發展

在海灣或河口建壩可能對水中和沿岸的生態系統有
所影響，對航運業亦有影響

相關法規尚未建置

氫氣內燃機:燃燒氫氣發電會產生氮氧化物(NOX)的
排放

地熱能源系統韌性不足，供電不穩定

氫燃料電池:電極觸媒需使用白金，成本過高，壽命
過短

電網系統待整合

氫氣煉鋼技術仍不成熟，效率過低，成本過高 臺灣可用土地面積有限

氫氣逸散造成間接溫室效應 海洋能能源系統韌性不足，供電不穩定

氫氣在生命週期中的外洩與排放對於全球暖化造成
的影響

再生能源電力系統安全性與調控能力不佳

現階段之儲能材料效能有限 現階段應用範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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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卡
提升現有太陽光電轉換效率 加強研發安全防護

積極展開合作、對話 利用儲氫合金減少安全疑慮

完善氫能運儲基礎設施 強化儲氫安全規範

以淨零為目標，強化氫能技術發展及應用 槽車儲氫槽輕量化減少耗能

促進去碳能源投資與國際合作 研發低能耗常溫運送技術（有機液態氫）

爭取公民對綠能建設支持 加強產氫本土化

配合氫能發展需要，訂定氫能管理專法 強化加氫站安全規範

投入氫氣技術開發 改善燃燒技術減少NOX的排放

加速產業設備汰舊更新 提高氫燃料電池的技術應用，減少觸媒的使用

協助企業投入低碳燃料轉換 提高氫氣煉鋼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減少氫氣浪費

燃氣發電朝低碳、無碳化 儘量減少氫氣逸散，發展其他儲存或運送方法

國外進口綠氫 儲氫合金吸附逸散氫氣

強化再生能源發展 提升能源系統韌性，以確保地熱發電供電穩定

強化低碳排機制認證 提升能源系統韌性，以確保海洋能發電供電穩定

強化民眾溝通 擴大生質能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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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卡
提升設備安全性及能源管理系統調控能力 透過補助計畫及其他產業誘因，推動電動車製造在地化

增加再生能源穩定度相關技術 提升新建建築物中央空調設計效率

加快停復電速度相關技術 提升新建建築物外殼節約能源設計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相關技術 強制新建建築物增設太陽能光電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與「電業法」修法作業，完善
綠能法制環境，提升儲能建置誘因

建築物導入創新節能技術

強化汰換儲能設備時的資源循環 逐步強制公有既有建築能效評估及改善

燃煤發電逐步去煤、去碳 分階段提高家電能效基準

加速碳捕捉、再利用技術研發，擴大應用規模 減少非必要移動

完備電動車使用環境 加速運具電動化之法規環境

開發本土碳封存潛力場址，建立安全性驗證場域 強化車輛碳排管理

促進去碳能源投資與國際合作 友善交通環境

適時導入先進技術增加零碳能源運用空間 推廣智慧化運具共享與共乘

積極建立碳捕捉與封存管理制度 便捷公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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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卡

提升發展本土優勢技術，打造綠能產業生態系 開發離島工業區

提升能源系統韌性，以確保太陽能供電穩定 強化氫氣儲能安全

提升能源系統韌性，以確保風能供電穩定 建立降低耗能方式

建築相關法規修正盤點，強制新建建築物增設
太陽能光電

加強研發氫能技術

尋求材料科技的突破 擴大成熟技術應用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提升現有零組件效能 鼓勵產業投入能源轉換

投入電池之電芯材料及新技術研發 藉補助、換購，創造國內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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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你就可以代表產官學研出席這種場合，
提出對台灣淨零轉型有幫助之建設性方案

https://aotter-vote.s3.amazonaws.com/grM7S.jpg

http://www.hkh-edu.com/news2020/news11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