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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能源政策走向與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趙文衡 台灣經濟研究院 

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勝出。川普翻轉歐巴馬的能源

政策，重視化石能源而忽略氣候變遷，為國際能源局勢投下一個重大

變數。儘管有專家認為，競選時的政見並不一定是當選後執行的政策，

但根據川普就職後公布的能源政策，內容大致與競選時一致，上任後

簽署的行政命令亦是遵從選舉時的承諾。儘管在某些政策(例如退出

巴黎協定)，川普還未於就任後明確表態，但仍可由其他相關行動看

出其意向。在川普能源政策逐漸明朗之際，本文將分析其可能走向及

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一、川普能源政策內容 

根據白宮網站公布的「美國優先能源政策」(An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川普的能源政策大致可歸納為兩部分： 

(一)加速開發化石能源 

1.積極開採頁岩油氣 

川普政府將極大化美國資源使用，針對美國大量未開發的國內化

石能源儲量進行開採，使美國免於依賴外國石油。因此，川普政府將

積極開發頁岩油氣，特別在聯邦土地上的儲量。根據川普政府的估計，

美國未開發的頁岩、石油和天然氣儲備價值高達 50兆美元。 

2.重振煤炭產業 

川普認為煤炭產業在長期政策壓抑下，無法獲得發展空間，導致

美國煤炭產業每況愈下。川普政府誓言重振美國煤炭產業，同時，亦

將致力於發展淨煤技術。 

3.追求能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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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將擺脫對 OPEC 卡特爾及任何敵對國家在能源供應上

的依賴，追求美國能源獨立。在此同時，將與海灣盟國合作，發展積

極的能源關係，作為反恐戰略的一部分。 

(二)解除因應氣候變遷所加諸的管制 

1.廢除氣候行動計畫 

川普政府認為，解除因應氣候變遷的限制與加速化石能源發展息

息相關，特別對煤炭產業，長期以來，美國的化石能源產業一直受到

繁重的法規制約。川普政府將致力於消除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例如

氣候行動計畫和水資源規則。川普政府認為，解除這些限制將對美國

勞工產生莫大的助益，預估在未來 7年內工資將增加 300多億美元。 

2.重新調整環保重點 

在積極發展化石能源產業的同時，川普亦提出開發需與負責任的

環境管理相輔相成。基於此，川普將重新調整美國環保局的基本使命，

保護空氣和水。 

二、解析川普能源政策中的重大議題 

不像競選期間的洋洋灑灑，上述川普在白宮網站上公布的政策極

為簡要，多數僅是大原則，實際的作法尚不得而知。有些在過去選舉

期間提出、為眾人矚目的政策，例如退出巴黎協定與廢止清潔電力計

畫(Clean Power Plan)，並未在選後政策中明確出現。然而，此可能僅

是川普在選後公布的政策中，略去一些較細節的內容，並非代表川普

將對這些政策態度改變。以下即根據更廣泛的就任前資訊及就任後的

表現，探討川普在幾項重大議題中可能的政策走向。 

(一)退出巴黎協定 

川普稱氣候變遷為中國大陸捏造的騙局，目的在減弱美國製造業

的競爭力，選前川普即誓言要退出巴黎協定。儘管在就任後公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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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優先能源政策」中並未提及巴黎協定，但川普原本預定在 2月 2日

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指示相關部門重新檢視美國簽訂的各項多邊協議，

以評估是否繼續遵守或者退出多邊義務。此項行政命令因程序不完備

而延後，目前在仍在各部門草擬中。一般認為，此為川普退出巴黎協

定的第一步。 

根據巴黎協定的規定，川普如欲退出需等到生效三年後才能提出，

提出一年後才正式成立，故美國最快完成退出巴黎協定程序的時間為

2020年 11月。由於費時太久，川普也可能直接退出巴黎協定的母協

議，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UNFCCC)，只需花費一年時間即可完成。

但 UNFCCC為需要參議院通過的「條約」，不像巴黎協定為「行政協

議」，其退出是否行政部門單方即可決定，將會產生很大的爭議。由

於巴黎協定的國家自定貢獻(NDC)不具法律拘束力，川普也可以消極

的不執行美國在NDC中的承諾，包括不推動在 2025年前減量 26-28%。

然而，儘管 NDC 不具拘束力，但其他國家仍可能對美國不遵守承諾

執行單方面的懲罰措施，例如法國已經威脅對美貨品課徵碳稅。 

(二)廢除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與計畫 

在川普「美國優先能源政策」中，舉氣候行動計畫為例，表示將

致力於消除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氣候行動計畫是歐巴馬於 2013 年

所提出，擘畫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的原則方針，包括遏止碳污染、妥善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主導國際解決全球氣候變遷等三項，但計畫中並

未提出具體的減碳目標。具體的減碳目標是訂立於 2015 年的清潔電

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該計畫規定現有電廠到 2030年時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須比 2005 年的水準減少 32%，新建電廠需比現有電廠減

半。故而，一般認為川普欲廢除氣候行動計畫等「有害和不必要」的

政策，自然包括清潔電力計畫。 

清潔電力計畫是目前美國最重要的因應氣候變遷計畫，攸關美國

是否能夠達成 NDC。由於清潔電力計畫屬於「規範」(rul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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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需要經過正式通知與公共評論等程序，需耗費相當的時間，甚至

可能涉及司法訴訟，非一紙行政命令即可達成。目前數個州政府已對

清潔電力計畫提出告訴，最高法院並已裁定暫停執行，預料還須經過

數年的程序才能確定該計畫的合法性。儘管如此，許多減碳措施已在

產業及民間部門推行，川普欲翻轉此一趨勢並不容易。至於其他不具

規範性質的標準或規則，川普則可透過行政命令予以廢除。對於目前

尚未通過規範制定程序或正在制定中的法規，例如降低甲烷排放的規

則，川普也可以輕易地廢除。 

(三)發展化石能源 

自川普上任至今，已發布兩項與化石能源相關的行政命令，包括

加速推動歐巴馬禁止的「基石 XL」（Keystone XL）和達科他輸油管

（Dakota Access Pipeline）計畫，以及廢除石油、天然氣及採礦公司

須公布支付給外國政府款項的規定。在「美國優先能源政策」中，川

普一再提到能源獨立的重要，力主發展本國的化石能源產業，目標使

美國成為能源淨出口國。川普計畫將開放更多聯邦土地供石油與天然

氣生產，預期未來天然氣基礎設施的核可程序也會更為簡化與快速，

出口 LNG的申請也將較容易。 

在煤炭產業方面，川普將該產業的長期不振歸諸於繁重的法規限

制，並信誓旦旦要重振美國衰落已久的煤炭產業。然而，煤炭產業的

衰敗導因於諸多結構性因素，法規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再生能源價

格的快速下滑以及頁岩氣革命迫使燃煤發電不具競爭力，也是近 30

年來美國煤炭產業衰落的主因。川普僅僅以降低或廢除碳排放限制將

無法拯救煤炭產業。反而川普大力推動頁岩氣開採將進一步加速天然

氣取代煤炭的進程。 

(四)再生能源的未來 

在「美國優先能源政策」中，川普並未提及再生能源，但川普曾

指出，政府的補助不能獨厚再生能源，使用再生能源並不能排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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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川普在選舉時批評再生能源過於昂貴、太陽能運作不良，並警

告風力發電將殘殺害鳥禽。更重要的是，如果川普廢除碳排放的管制，

將會使一些再生能源的補助措施失去意義，特別是以減碳為目標的措

施。故基本上，如果以川普支持化石能源、否認氣候變遷的立場來看，

未來勢將會降低再生能源的運用，並減少再生能源的補貼。 

但另一方面，川普同時也力主提升就業機會。目前太陽能與風能

已為美國帶來大量投資與就業。許多再生能源的工作是落於川普的共

和黨選區，即使川普要刪減補貼，在國會中也可能遭到同黨議員的反

對，因此，目前尚無法確定川普是否會刪除稅負減免或者採取其他反

再生能源措施。 

三、對國際能源合作的影響 

川普能源政策牽涉到氣候變遷政策與化石能源政策。這些政策優

先性的改變，也會影響相關國際合作的推動。以下即分別探討川普政

策對國際氣候變遷的國際合作影響以及對化石能源國際合作的影

響。 

(一)對國際氣候變遷合作的影響 

1.國際氣候變遷合作將頓失領導中心 

美國在氣候變遷長期居於領導地位，儘管中間曾因退出京都議定

書而減弱，但美國領導巴黎協定的簽訂卻是不爭事實。美國一向主張

採用彈性、由下而上的方式作為減碳合作的推動策略，並致力於遊說

其他國家接受巴黎協定。若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國際氣候變遷合作將

頓失領導中心，巴黎協定所努力達成共識將會動搖，甚至往後是否能

運作良好亦會產生問題。主要是因為各國的自願性減排，若沒有一個

強而有力的國家在背後做非正式的監督，其他國家遵守承諾的意願會

降低。 

過去接受美國遊說而加入的主要新興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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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見美國將不遵守其減碳承諾後的反應將會如何？一般認為，中國

大陸因國內環境污染因素，在美國退出後，仍會信守承諾，甚至會擔

負起美國原先扮演的領導者的角色。若果真如此，國際氣候變遷合作

將出現巨大的變化，中國大陸的態度將會是決定未來國際減排合作方

向的關鍵因素。 

2.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的資金將短缺 

川普政府目前在草擬一項行政命令，計畫大量降低美國對聯合國

的財務支援，包括對巴黎協定的資金義務。由於巴黎協定同意提供

1000 億美元的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於減量與調適，若川普退出巴黎

協定或者停止對所有國際氣候變遷計畫的資助，在歐盟與日本政府目

前均面臨資金不足的窘境，無法補足美國留下來空缺情形下，巴黎協

定中的財務援助計畫將無法達成，預計 2025 年後設立更高的目標金

額亦將緣木求魚。 

3.大幅削弱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現有能源合作 

目前美國與其他國家能源合作幾乎完全是以因應氣候變遷與潔

淨能源為主軸。美國與中國大陸過去曾經發表三次氣候變遷聯合聲明；

成立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拓展清潔能源的聯合研發；促進主

要 CCUS的示範；啟動智慧低碳城市倡議；促進綠色貨品貿易；推動

清潔能源示範等合作，均以氣候變遷、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為主要目標。

在美國與印度的能源合作上，同樣是以因應氣候變遷為主，於 2015

年的高峰會上，雙方同意進行一連串在氣候變遷上的合作，美國將在

印度設置再生能源投資辦公室，同時在抑制空氣污染也擬定初步的合

作架構。即使與加拿大也是針對鼓勵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潔淨能

源科技。川普不相信氣候變遷，力主發展化石能源，過去這些美國的

能源雙邊合作將會面臨中止或停滯不前的命運。 

(二)對國際化石能源合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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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重視發展化石能源，勢必在相關的國際合作多有著墨，包括

強化與能源消費國的合作與弱化與能源生產國的合作等。 

1.美國成為能源出口國，將強化與能源消費國的合作 

川普計畫全力開發美國的化石能源，將美國轉為淨出口國。儘管

美國的頁岩油氣目前已是造成全球市場供給過剩的重要原因，但目前

美國油氣仍未大量出口。若在川普的推動下，美國成為主要的油氣出

口國，恐將造成全球市場的震盪，加劇國際化石能源市場的競爭。屆

時美國的國際合作策略勢必將從以往強化與能源生產國合作以確保

能源穩定供應，轉變為追求與主要能源消費國合作以獲得能源市場。

在此情形下，美國與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消費國—中國大陸間的關係

如何演變，將十分值得觀察。 

2.往後美國將強化與中東盟國的反恐合作，但弱化能源合作 

在「美國優先能源政策」中，川普對 OPEC採取較為敵對的立場，

聲明將擺脫對 OPEC 卡特爾的依賴。此不但間接說明過去美國介入中

東事務的動機是以獲取能源為主，並且顯示追求能源獨立後的美國，

將不再受到中東複雜的地緣政治牽絆。擺脫石油因素後，中東對於美

國主要意義就在反恐戰爭上，所以在「美國優先能源政策」中特別強

調，將強化與中東盟邦在反恐上的合作。由此可知，往後美國與中東

的主要合作面向將在反恐而不在於能源。 

3.強化與俄羅斯的關係，衝擊相關國家能源合作 

在歐巴馬時期，美國對俄羅斯的態度十分明確。歐巴馬政府不但

對俄羅斯在烏克蘭事件採取強硬立場，同時堅持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

裁。然而，川普在選前即對俄羅斯展示善意，在就任後更表示，希望

能與俄羅斯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並主張要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川普

的重要智囊尚與俄羅斯商談撤除制裁事宜，再再都顯示川普將強化與

俄羅斯合作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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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俄關係尚存在一些潛在的隱憂。首先，俄羅斯為主要能

源出口國，與川普爭取能源出口市場計畫，兩者處於競爭地位。此一

競爭關係將為兩國合作投下陰影，特別是在俄羅斯主要市場—歐盟市

場的競爭上。其次，由於歐美國家的制裁，俄羅斯尋求與中國大陸交

好，雙方建立多項能源合作關係，現今若美俄關係改善而美中關係交

惡，將有可能影響中俄間的能源合作。 

最後，由於美國對俄羅斯制裁，連帶限制多項俄羅斯與歐盟間的

能源建設，若川普撤除對俄制裁，這些合作是否將重啟或變更將陷入

不確定。例如由於歐盟與美國的反對，俄羅斯放棄南溪天然氣管線的

建設而改採土耳其溪為替代方案，此一方案仍遭到歐巴馬政府的杯葛，

儘管俄土兩國力排眾議簽訂協約，但未來命運仍難以預料。若川普撤

除對俄羅斯的制裁而造成歐盟對俄羅斯的態度轉變，那麼未來俄羅斯

是否將重啟南溪計畫而取消土耳其溪計畫，或是仍維持土耳其溪計畫，

這些均有變數。 

四、對我國的可能影響與因應 

1.川普能源政策將影響我國太陽能市場及與美國在節能減碳上合

作 

美國是全球主要再生能源市場之一。2015 年，自我國出口至美

國的太陽電池約 20 億台幣，若包括我國廠商自其他國家工廠出口至

美國的數量將更為可觀。川普若刪減國內再生能源的補貼，將衝擊我

國在美國太陽能產品的銷售。即使最後川普選擇維持補助，但其對減

碳所持的消極態度，亦會影響美國再生能源發展。此外，我國與美國

能源產業及相關技術合作，亦多以節能減碳領域為主要項目，川普態

度的轉變將影響我國與美國能源合作的延續性。 

2.密切觀察川普對巴黎協定的態度以及後續發展 

巴黎協定是否能有效執行，攸關我國能源政策走向。若美國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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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極不參與巴黎協定而導致合作進程停滯，我國推動節能減碳的動

力將會減弱。同樣的，如果巴黎協定轉由中國大陸領導，也會影響我

國相關產業的發展。我國需密切觀察川普對巴黎協定的態度及其後續

發展，並據此規劃因應措施。 

3.強化與美國在進口頁岩氣與淨煤技術合作 

儘管在美川普的政策下，我國可能無法持續與美國進行節能減碳

合作，但只要將合作議題適度的轉換成川普所注重的化石能源與淨煤

技術，即可開拓其他合作面向。尤其是川普積極鼓勵頁岩氣出口，對

我國天然氣的獲得具有相當的助益。此外，淨煤技術為唯一一項在「美

國優先能源政策」中提到的減碳技術，我國亦可強化與美國在淨煤技

術上的合作。 

4.配合新南向政策，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 

美國為開發中國家因應節能減碳的最大資助國之一，川普若減少

或終止對開發中國家在因應氣候變遷之資金與技術的援助，將會使包

括東南亞與南亞等開發中國家面臨資金與技術不足之窘境，進而影響

相關節能減碳措施的執行。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可在能

力範圍內，以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為優先，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節能減

碳，以填補部分美國留下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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