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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要淨零 地方政府別缺席 

【選前能源政策評比啟動】記者會 

  

年底地方大選在即，由全台灣各地十多個關切能源轉型的民間團體所組成的「能源轉型推

動聯盟」（能轉盟）今日舉辦「選前能源政策評比啟動」記者會，公布 2022 年縣市能源

與氣候治理評比範疇和指標。能轉盟指出，今年是針對各個縣市在節電與綠能政策進行施

政總體檢的關鍵時機，由於從 2015 年至今，中央挹注在地方上的能源治理相關計畫、經

費資源等，規模都比以往更多，因此民間將透過評比來檢視各縣市政府之節電與綠能政策

在過去幾年的經費支持下，究竟有哪些累積、進展，又有哪些持續的困境，需要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社會共同努力突破。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陳詩婷指出，地方政府在氣候與能源治理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目

前全球有超過一百個國家、超過一千個城市已宣示在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目標，顯見

淨零碳排是跨越區域、國家及治理層級的任務。臺灣也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宣布我國的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而地方政府作為承受氣候風險的第一線，也勢必需要扮演氣候

行動的關鍵角色，讓國家短中長期目標底下的各項計畫、措施得以落實，並捲動民間多元

力量的協力參與，讓淨零成為一場社會動員。 

陳詩婷表示，能轉盟於 2015 年成立至今，已進行過兩次縣市政府能源政策評比，這次除

了將綜合考量各縣市政府首長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就任後至今，在節電與綠能相關政策

治理表現之累積與進展之外，並將新增檢視各縣市最新提出之氣候與能源政策目標，以及

在機關、住宅、商業及運輸部門相應之行動方案可行性，以及相應治理機制之完整性與積

極度。 

陳詩婷強調，能轉盟的評比指標有八成都是質化項目，因此重點並非僅僅是看節了多少

電、發了多少電、辦了多少活動等等常見的 KPI，而是治理機制是否健全完善，並且能否

將民間社會力涵蓋在政策制定跟執行的過程。能轉盟將於七月開始進行訪談，並於九月公

布評比結果排名，呼籲各縣市首長候選人在選前能夠積極表現對氣候與能源政策的重視與

決心。 

  

民間參與是最根本的關鍵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資深主任吳心萍指出，經濟部從 107 年開始，就開始推動縣市共

推住商節電行動，主要是透過獎勵更換老舊家電，達到節能成效。她表示，能轉盟肯定更

換老舊家電的政策，但民間團體的評比，是希望這三年多節電的成果要深化及持續，而在

地縣市市民的參與就是最重要的一環，否則節電的效果僅能在有中央補助下，亮眼一時而

已。因此，在民間團體的評比上，比重最重、占了 32 分的第一項指標，就是民間參與的



機制，目前絕大多數地方政府所謂的在地參與，就只是有辦過幾場說明會、統計一下多少

人次而已，但是真正成熟的做法，是第一個項目「政策制定過程納入民間參與之程度」指

出的，在擬定政策過程中就讓在地民眾一起參與，並把民眾的建議系統性地納入政策中。 

吳心萍表示，這也接續到第二個項目「捲動不同類型電力使用者的機制設計」，也就是有

無結合在地居民，把推動節電的資源放對地方，比如農業縣宜蘭，就透過農會找到應該從

冷凍設備改善，金門則透過旅宿業者推動節電等。 

其餘二個項目「捲動不同類型綠能發電者之機制設計」、「氣候、能源治理與公益性的結

合」，則是希望地方政府能讓找到更多在地、分散式電力的可能。經濟部推出公民電廠補

助後，這兩年各有 10 多個社區想開發在地再生能源，縣市政府應該扮演輔導的角色，讓

社區有能力找到技術、資源、盤點場址。如擁擠的台北、新北也利用公有屋頂讓市民可以

共同集資，收益也結合社會公益外；縣市政府是否能照顧到能源弱勢的需求。 

 

掌握地方氣候及能源資訊是制定政策的基礎 

吳心萍指出，因每個縣市對於能源的使用方式都不同，因此第四項質化指標，是評量縣市

能否掌握在地的用電特性，並據以制定政策，包括第一個項目「掌握地方能源使用特性」

所指出的，也就是縣市政府是否掌握在地用電的特質，比如馬祖會用到暖氣、基隆會用到

除濕機，觀光縣市在觀光季時，觀光客用電比居民多，而都會型縣市則是居民和商家用電

多。而掌握資訊後，縣市要有能力發展對應的政策，因此第二個項目為「減碳與能源潛力

的分析」，也就是能不能根據基礎資訊，發展出在地的能源政策。 

除此之外，也應讓民眾能容易掌握在地再生能源、電力使用與排碳等基礎資訊，因此第三

個項目就是「氣候與能源資訊與政策資源之公開性」，譬如部份縣市有設計讓縣市民可視

化的簡便工具，包括網站、APP 等，但比工具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更進一步讓民眾可

以把這些資訊應用到生活上，並參與在政策措施推動的過程中，比如生活節能、社區再生

能源、參與公民電廠等。 

 

氣候與能源治理目標也應有相應行動策略 

荒野保護協會的氣候變遷教育委員會能源議題組長陳雍慧表示，氣候和能源的治理對於每

一個縣市地方政府都是很大的考驗，而且是必須面對的考驗。政府裡幾乎每一個局處和層

級，都會面臨不同的挑戰，一起努力，才能成功。而趨動地方政府各部會、一起動起來的

重要齒輪，就是清楚的氣候和能源治理目標和策略。因此，地方政府可否提出明確的氣候

和能源治理中、長期目標、根據目標定訂出適當的治理法規，然後是否積極定出各局處可

執行的行動策略，會是我們質量項目評比的第二個指標－「氣候與能源治理目標與策

略」。 



陳雍慧並指出，在中長期目標的提出上，應包含每五年的具體減量目標，且除了目標訂定

是否積極外，這些目標的訂定是否有清楚的邏輯和方法可供檢視，有清楚的民間溝通做為

基礎，是這次評比要了解的重點，且有了清楚的目標後，必須有政策工具來授權這些目

標、給予這些目標明確的法律定位和執行方式，也就是相對應的法規，包含像是能源與低

碳自治條例、綠建築自治條例、再生能源設置辦法等。吳心萍強調，這些法規不可流於型

式，內容應該要有相關執行細則，權責分工、預算規劃等架構，作為各項行動的依據。有

了法規這個重要的政策工具後，各局處必須擬出相關的行動策略，包含預算規畫、計畫擬

定、目標具體化、可操作性等等。這些重要項目加起來，就是這次評比質量項目指標的第

二項，總計占了 25 分。 

 

行政資源考驗各縣市施政決心 

陳雍慧也指出，有了明確的目標、對應的法規工具、具體的行動計畫後，經常因為地方政

府沒有足夠的行政資源投入，使得就算計劃再好、目標再理想，也無法產出實際的成效。

因此地方政府需要確實投入相對應的行政資源來執行，能轉盟因此將它列為質化評比的第

三項指標－「行政資源」，評估地方政府，是否下定決心投入資源，並讓氣候與能源政策

專責單位真正發揮成效，且由於氣候和能源治理是跨及各單位各層級，舉凡經濟、環保、

交通、地政、教育等局處，因此跨局處行政資源及資訊是如何有效率的整合、不會多頭馬

車，將是這些政策可否在有限資源下，達到最好成效的重要關鍵。 

陳雍慧並表示，各局處相關治理人員是否具備氣候與能源治理所需的素養和專業，不會在

人員迭替時相關計劃要從頭再來，也是治理品質的重要條件，因此公務人員是否有培力機

制，如何進行培力，也將是此次評比的指標細向，最後，針對訂出來的氣候及能源政策，

地方政府有沒有明確的考核機制、是否定期滾動式檢討政策方案的成效，確保相關目標可

以達成，也是氣候與能源治理的重要過程。以上面向組合起來，就是此次評比質量項目評

比的第三個指標，總計占了 25 分。 

  

綠能發展指標，公平檢視各區域縣市施政努力 

針對量化指標，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政策部主任周正履則就「綠能發展指標」做說明，

指出當中包括「綠能裝置量成長率」、「屋頂光電裝置量成長率」及「公有屋頂光電的建

設率」三個項目，周正履指出第一個項目「綠能裝置量成長率」，將根據 2019-2021 年各

縣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資料，檢視各縣市的綠能裝置成長率。此項目特別以裝置容量為

主，是為了減少因地區光照時數不相同產生的差異，更公平且精準 

呈現地方在推動綠能的實質成果。因為裝置成長率的提升，跟投入的人力資源跟政策目標

相關，因此透過裝置成長率，可看到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度在不同年度所產生的實質差異及

進步指標。同時，注重成長率而非成長量，可讓因地理區位而發展條件較差的縣市，仍有

機會拿到好的分數，希望縣市政府不要認為自己的天然條件不佳，就不願意推再生能源。 



周正履介紹第二個項目「屋頂光電裝置量成長率」時指出，評比之所以注重屋頂，乃是因

為屋頂型光電是目前最無爭議的再生能源形式，而且可以達到一地兩用的功能。在地狹人

稠的台灣，複合式的有效利用空間是極為重要的，政府大力推動屋頂型太陽光電還可有效

降溫及減緩老舊屋頂漏水等問題。同時，屋頂型光電的成長率，也最能看出地方政府在推

動民間參與時的成效，因此能轉盟希望縣市政府能夠更積極推動屋頂光電的設置，讓全民

參與能源轉型。 

周正履表示，特別針對公有屋頂光電設立「公有屋頂光電的建設率」作為指標，是因為公

有屋頂應該扮演帶頭示範的作用，包含先做好盤點工作。此項指標細項將針對地方政府各

機關、國中小等，檢視其光電的建設率。周正履並說明，跟前兩點指標細項不同之處，在

於公有屋頂的設置應是基本項目，因此該項指標將檢視建設率，也就是盤點屋頂可以做到

多少裝置容量、實際上又已經設置多少裝置容量，而非看成長量。 

  

縣市氣候治理的關鍵挑戰－低碳運輸發展指標 

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楊書容表示，運輸部門約佔全國碳排 14％，且佔境內空污三分之一以

上，面對 2050 淨零排放，除了過往能轉盟較為關注的能源、住商部門，產業、運輸等高

排碳部門也需大幅減碳。因此，今年首度將運輸部門納入評比項目，運輸部門近七成排碳

來自汽機車，如何將大量汽機車使用移轉至公共運輸，是運輸部門減碳重要課題，而許多

移轉措施其實落在地方政府權限範圍，包含提升地方公共運輸建設和服務、自行車道人行

道鋪設、增設公共自行車站點、停車管理、低碳交通區劃設、電動車充換電樁設置、推動

共享運具等等。透過評比過程的訪談，能轉盟將盤點各縣市推動綠運輸之潛力與困境，督

促中央與地方在推動綠運輸之協力。 

楊書容指出在低碳運輸發展指標中，總共有三個項目，分別為「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

「改善或新增自行車道總長度成長率」、「電動機車新售佔比成長率」，第一個項目「公

共運輸運量成長率」，將檢視不同年度各縣市的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以掌握各縣市政府

投入公共運輸發展的力度，同時藉此了解各縣市在推動公共運輸上的潛力與困境。 

第二個項目「改善或新增自行車道總長度成長率」，除了公共運輸，提升主動運輸如騎乘

自行車也是運輸減碳重要策略；本項目檢視各縣市政府推動自行車使用的積極度，以改善

或新增友善自行車之車道總長度成長率為依據；第三個項目「電動機車新售佔比成長

率」，以交通部統計查詢網新車領牌數為依據，此項目檢視各縣市政府推動運具電動化的

積極程度，考量電動汽車之市場成熟度較低，本項目僅檢視各縣市電動機車佔新售機車之

佔比成長率。 

除了以上指標，此次評比也有四項加分項目，包括「針對各地人口與地理等特定不利條

件，設計相關強化管制與計畫」、「抑制尖峰用電措施」、「提出淨零目標跟相應計

畫」、「結合在地資源與特性之政策」等，皆為能轉盟認為在地方氣候與能源治理中相當

重要，但過去普遍較缺乏著力與進展之面向，因此以加分方式讓各縣市額外的努力能夠被

呈現。 



  

邁向淨零，中央需與地方攜手共進 

陳詩婷也呼籲中央政府，過去雖然溫管法有要求地方政府提出行動計畫，但地方政府在淨

零或能源議題上的能量相當不足，地方的氣候治理工作仍在起步階段，中央在提出淨零路

徑的同時，也必須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協助，且應該建構讓地方政府能長期自治的能力和

規劃，如應該先讓地方政府在被培力和輔導的情況下，提出中長期的可落實的淨零與能源

治理規劃，包括節電、綠能和氣候治理等相關業務，在中長期行動方案規劃和執行的輔

導，提供穩定持續、多年期的經費挹注，讓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得以順利落實。此外，

也應該讓地方社區、團體或其它在地網絡有能量能參與，從參與地方政策的制定，到鼓勵

民眾參與公民電廠並結合在地社造團體結合社區營造和地方創生計畫等。未來《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後的碳費收入，也應有一定比例補助於地方之減緩與調適工作，補助

比例應將不同地方的氣候變遷危害、脆弱度、暴露因素等納入考量，並定期檢討。 

陳詩婷最後指出，中央政府應建立明確的碳揭露與盤查之指引，並輔導地方政府和企業完

善氣候治理相關資訊之盤點與揭露，建立完善科學研究機制，針對不同縣市、地區所面臨

之氣候風險進行全面調查與評估和落實資訊公開，作為地方政府調適政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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