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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緊急狀態 - 2020全球氣候狀態

世界氣象組織(WMO)2020全球氣候狀態報告：
 過去10年市人類歷史上最熱的10年。

 2020年，全球海洋80%以上經歷了海洋熱浪

 北極在2020異常溫暖，較歷史平均氣溫高3℃，北西伯利亞較歷史平均高5 ℃

 10月北極海冰層面積創紀錄以來最低，重新凍結的速度也是紀錄以來最慢

 格陵蘭冰層持續減少，年平均消失2780億噸的冰

 永凍土正在融化，也同時釋出更具威力的溫室氣體 - 甲烷

 毀滅性大火與洪水、龍捲風與颱風的發生次數都較正常值增加

 北大西洋颶風季產生了30個颶風，為長期平均值的2倍，並打破紀錄

 中美洲深受接連而來颶風的衝擊，部分颶風的強度也是近年來最強的等級

 2019年全球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達1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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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潛在衝擊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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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緊急狀態 – 1.5℃下的全球環境狀態
IPCC 2018年特別報告「全球暖化1.5℃」：

• 在1.5°C下，超過70%的珊瑚礁將死亡，但在2°C下，超過99%的珊瑚礁將消失

• 1.5°C下，農作物與植物的重要授粉媒介-昆蟲，其棲地可能有一半會消失，而2°C
下，棲地消失將倍增

• 1.5°C下，夏季北極海冰層消失可能一世紀發生一次，但在2°C下，冰層消失每10
年將發生一次

• 1.5°C下，目前居住在海岸地區，超過600萬的民眾將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但在
2°C下，本世紀末至少有1000萬民眾受到影響

• 2°C時海平面上升高度將較1.5°C時高100公分

• 高於1.5°C，乾旱、暴風與極端天氣事件的發生頻率與強度都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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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 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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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緊急狀態-離450 ppm (2℃)還剩多久？

本教材係屬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之智慧財產，僅供本課程使用
Source: https://sioweb.ucsd.edu/programs/keeling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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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 Total Increases Average Annual 
Rates of Increase

2011 – 2020 22.26 ppm 2.23 ppm per year
2001 – 2010 18.98 ppm 1.90 ppm per year

Decade Total Increases Average Annual 
Rates of Increase

1991 – 2000 14.00 ppm 1.40 ppm per year
1981 – 1990 14.04 ppm 1.40 ppm per year
1971 – 1980 12.39 ppm 1.24 ppm per year

(450-416.71)/2.23 
=14.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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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樂觀的溫室氣體排放落差

• 儘管科學研究結果提出許多示警，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也進行政治承諾，然每年溫室氣體排量放仍
持續上升，過去10年，每年平均排放增幅約1.5%，其中最大因素來自於能源使用與工業製程中所造
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年排放增幅約2%。

• G20會員國的排放總和約佔全球排放量的78%。總體來說正朝著其2020坎昆承諾(Cancun Pledges)所訂
的目標前進，但有七個國家目前可能無法符合其國家自主貢獻所訂的2030年減碳承諾，另有3個國家
未加入坎昆承諾。

• 雖然宣布2050達成淨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國家數量正在增加中，但僅少數國家將其長期達成策略
正式提交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 與達成目標間存在著巨大的排放落差。在2℃的目標下，2030年年度排放量需較目前降低150億二氧
化碳當量公噸；而在1.5℃下，更要較目前減少320億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 2020年必須大幅提升各國NDCs中所訂減碳承諾。各國必須將其減碳目標提升3倍才能滿足2℃的目標，
而若在1.5℃目標下，各國減碳目標要提升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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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0年(2030年前)是氣候關鍵期
1.5 ⁰C目標 → 2020起每年減碳7.6%
2.0 ⁰C目標 → 2020起每年減碳2.7%

Source: Emission Gap Report 2019 & 2020, UNEP

再生能源電力、
能源效率與終端
能源使用電氣化，
是能源系統轉型
與降低能源相關
CO2排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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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零排放技術
• 減少化石燃料補貼且禁建新燃煤電廠
• 恢復地貌並植林
• 與自然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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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讓能源效率改善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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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的RD&D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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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建築物能源效率投資

主要集中在新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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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具韌性的零碳未來需要著手轉型

Source: SOS 1.5 - The road to a resilient, net-zero carbon future, WBCSD, 20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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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Zero by 2050 - 全球能源部門路徑圖
2050年前全球能源消費與生產轉型過程的重要里程碑：
• 2021年起無新的油氣田、無新的煤礦開採或擴大開採既有的煤礦
• 2021年起停止建造所有的新燃煤電廠，除非此燃煤電廠附帶建立了

碳捕捉(carbon-capture)技術
•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從2020年的29%提升到2050年的90%
• 2025年前禁止販售新燃油與燃氣鍋爐給建築物供暖使用
• 2030年前全球汽車銷售的60%為電動車，並在2050年前將車隊轉換

為電動車或氫燃料車。
• 2035年前發達經濟體全面使用淨零排放電力
• 2035年前禁止販售新的內燃式引擎汽車
• 2040年前關閉所有未安裝碳捕捉技術的燃煤電廠。OECD國家2030

年前禁止燃煤。
• 2040年前將50%的飛機燃油轉換為氫氣或生質燃料。
• 2050年前70%的電力產自於太陽能和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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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從市場機制轉向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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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綠色新政-2050淨零排放
◥ Fit for 55包裹法案共計13項法案

◥ 碳邊境調整機制(預計於2023年啟動)

◥ 永續金融法規及供應鏈盡職調查

◥中國2060碳中和目標
◥ 國務院: 統籌各級政府，建立低碳經濟頂層設計

◥ 人民銀行考核金融機構綠色貸款、綠色債券業務

◥ 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

◥ 發電及工業端減排：煤炭消費儘早達峰、大力發
展新能源、電網建設、工業低碳

◥ 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能源消費雙控制度

◥日本、韓國2050碳中和
◥ 日本：綠色成長策略 – 扶植14個新興產業

◥ 韓國：五大策略 – 清潔電力與氫氣；能源效率；
碳移除；循環經濟；碳匯

Source: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

136國家承諾或已設立淨零排放目標：
• 2個國家已達成淨零目標
• 13個國家將淨零目標訂於法律中
• 53個國家訂於政策中
• 3個國家擬進行立法
• 76個國家仍在進行淨零目標內容的討論



製造環節碳排放將成為新的國際貿易壁壘
及產業競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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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乘用車和輕型商用車CO₂排
放標準 (EU) 2019/631

◥ 2021年乘用車二氧化碳排放
量95g/km ，2025年
81g/km 以及2030年
59g/km

◥ 若車輛碳排放超過限額，則
車企必須對每一台新車支付
每公里單位克碳排放95歐元

◥ 科技業是否將迎來類似碳排放大
限?

◥ 全球ICT能耗預計到2030年
達全球總電量5%

◥ 資料中心10年總持有成本
(TCO)電費佔比將超過60%

對於傳統燃油車而言，使用
階段碳排放佔全生命週期碳

排放的 80%, 因此汽車使
用期間碳排放決定了企業是
否能打開國際汽車市場

對於純電動汽車而言，車輛鏈
及燃料鏈的碳排放各佔全生命

週期碳排放約 50%。由於
燃料鏈碳排放是由使用地電力
碳強度決定，不會成為碳貿易
壁壘。而車輛鏈碳強度是由生
產地能源結構決定，所以車輛
鏈碳強度將成為新的貿易壁壘

原材料開採 基礎材料生產

零部件及整車生產

使用 報廢回收

發電

以汽車行業及電動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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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巨頭帶領供應鏈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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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排放引起的國際貿易
政策及市場環境開始影響特定

產業發展前景

• 從汽車行業來看，2050年
尚未實現產品生命週期淨
零排放的產品，難以進入
已實現淨零排放的國家/地
區，亦無法在消費市場與
已實現淨零排放的產品競
爭

• 環境風險及碳排放熱點位
在供應鏈環節

• 利害相關方要求從透明度
轉為碳減排

• 環境管理成為客戶關係維
護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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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銀碳定價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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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64個由政府實施中的碳定價機制(排放交易系統和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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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 to Zero Campaign

• 由聯合國支持的全球性運動，號召非國家政府的
組織，包括企業、城市、地方政府、金融和教育
機構，一同採取嚴謹且立即的行動，在2030年前
減少全球一半的排放，並達成一個更健康、更公
平的零碳世界。

• 已號召31個地區、733個城市、3067家企業、624
家教育機構、173個投資人和來自於37個醫療機
構的3000家醫院參與

• 參與Race to Zero的條件共四項：
1. 承諾：承諾盡快達成(淨)零，並就您在2030

年前減量50%的應得份額，設定一個中期目
標。

2. 規劃：於12個月加入，說明為達成中期和長
期承諾，將採取哪些行動。

3. 執行：就短期和長期具體目標，採取立即性
且有意義的行動。

4. 公布：每年透過在公開平台上，發布目標推
進的進度報告。

• 對於剩餘排放，Race to Zero要求：
1. 抵減(Offsets)不得包含於排放減量的計算中
2. 任何剩餘排放的中和必須轉換至永久、可同

比(like-for-like)的移除。
3. 鼓勵對自然碳匯(sink)的保護與修復立即進

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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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

經濟  設定科學根據減排目標(SBTs)
 1.5℃的安全營運空間(SOS 1.5)

能源  RE100：轉換為100%的再生能源電力
 EP100：提升能源生產力

運輸  EV100：加速轉換至電動車輛
土地  擴大正向農業(positive agriculture)：全球食物系統轉型
建築環境與工業  EP100：實現淨零碳排建築物

 SteelZero：生產100%淨零排放的鋼鐵
促進者(enabler)  碳定價

 企業就氣候政策進行負責任的議合
 實施TCFD氣候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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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11項氣候行動，作為企業承諾轉型至低碳經濟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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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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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加入SBTi

完成目標審核

2139

1012

1045 參與“1.5°C企業雄心”
全球倡議

截至2021. 11. 15官網公告資訊

•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 SBT)的方法，是以達成全球
控制暖化趨勢在2℃/1.5 ℃以內的
總碳排為基礎，藉由科學方法及
權重計算方式，計算在全球碳預
算的情境下，特定產業、特定公
司合理的排放(減碳)額度。

•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可以幫助公司
評估氣候變遷的風險和機會、推
動創新、提升能源效率，並增進
與利害關係人的信譽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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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G 氣候行動倡議

成立 2014年 2016年 2017年

宗旨 100％使用再生能源
 能源生產力加倍
 實施能源管理系
 淨零碳建築

 車隊電動化
 設立電動車基礎設施

全球會員數目 300+ 100+ 100+

台灣會員數目 10 2 1

目標達成期限
2030以前60%
2040以前90%
2050以前100%

 能源生產力加倍：25年內
 實施能源管理系：10年內
 淨零碳建築：2030以前

2030以前

共同要求 以全集團為單位響應、每年向TCG回報實現進度

年費 5,000 USD/淨零碳建築2,500 USD
21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RE100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p100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project/e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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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氣候協定主要重點

1. 與工業化時代前的氣溫相比，至本世紀末的全球氣溫增幅應低於攝氏
1.5度。

2. 至2050年實現零碳排。
3. 逐步減少(phase down)未經廢氣排放處理的煤電用量，逐步淘汰化石

燃料補貼。
4. 支援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
5. 在2022年底前檢討，審視是否能符合2030年的階段性碳排目標，即全

球碳排減少45%。
6. 已開發國家在2025年前將共同資金增加一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氣

候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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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26上的10個重要宣示
1. 全球正邁向升溫超過2.4°C

的路上
2. GFANZ達到130兆美元
3. 中美同意合作
4. 印度設立2070年淨零目標

5. 103個國家承諾2030年甲烷
目標

6. 中國、巴西和美國承諾結束
森林砍伐

7. 化石燃料不被淘汰
8. 23個國家逐步淘汰煤電
9. 全球氣候揭露標準原型推出

10. 歐盟與中國共同基礎分類法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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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的影響(1)-淨零競賽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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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的影響(2)-對成本的影響

• 碳定價政策下的減碳成本

• CBAM(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原物料成本上升，將轉嫁
至中下游，定價模式的重新思考與檢討

• 永續金融的興起-資金成本

• 碳關稅概念下的新貿易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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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業的影響(3)-氣候行動與解方

26

大幅減量的承諾 為轉型提供資金 建構淨零能源系統 驅動淨零運輸系統

建構淨零人居環境 驅動淨零原物料生產 正確運用土地與自然



對產業的影響(4)-應用數位科技的氣候解方

27Source: “Digital with Purpose: Delivering a SMARTer2030”, GeS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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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應用在能源效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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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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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的 ”IoT Connectivity”

AT&T運用物聯網連結技術，促使營運更具能資源效率，擴大
減碳的成效：
• 物聯網化的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AT&T “IoT connectivity”提升了建

築物設備的可視性，使可對其進行預防性維護及主動反應，降低能
源用量及碳足跡

• 智能化灌溉：AT&T IoT connectivity提供了更有效率的智能畫澆灌系
統，可以減少水與能源的用量及相關溫室室體的排放量。

• 高能效的冷凍食物：Energy-efficient frozen food: AT&T IoT
connectivity用來優化冷凍貯存設備與設施，減少能源使用並降低相
關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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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目標之達成取決於如何讓生活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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