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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碳排情境減碳策略 

摘要 

本報告以淨零碳排目標規劃為始，論述國際能源總署 (IEA) 2050

年淨零情境觀點、各主要工業國之政策制定態度，及其是否將碳減排

目標，確實落實為政策法令。接續，逐步聚焦於高耗能產業，面臨國

際情勢而擬定之短中長期減碳策略，其中除直接性替代高碳足跡物料，

亦不乏新興 CCUS、氫能技術之投入規劃。 

前言 

隨溫室效應對氣候環境造成之深遠影響，國際間已明瞭減排議題

已刻不容緩。然為兼顧產業發展與經濟活動，使碳減排所影響的層面

廣泛，其範圍粗略可包含: 能源供給、電力部門、工業部門、政經策

略等面向。因此，欲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整體政策發展路徑，

必須考量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與社會接受度，且不過度依賴負碳排

放技術，同時確保經濟成長與能源供應穩定。 

國際能源總署 2050年淨零碳排路徑 

根據統計，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總碳排量相較於 2019

年水準 (334億噸)，略降為 315億噸。其中，全球工業碳排達 84億

噸，有 70%排放來自三大重工業: 石化、鋼鐵及水泥業。過去 20年，

因全球經濟成長與人口擴增，鋼鐵需求成長 2.1倍、水泥需求成長 2.4

倍及塑膠 (化學產業主要產品)需求成長 1.9倍。 

未來藉由材料循環再利用，可望降低前述產品需求。但為滿足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與運輸載具 (主要是電動車)的發展需求，國際能源

總署 (IEA)預估 2050年鋼鐵需求，將較 2020年增加 12%，初級化學

品需求增加 30%，水泥產品則持平。前述產品未來要如何近 (淨)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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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將是重大挑戰。整體減排趨勢至 2030 年，重工業碳排放需要減少

20%排放；至 2050 年則需降低 93%排放。國際能源總署所建議的具

體措施包含: 優化設備操作效率、採取最佳可行技術、提升材料效率

等，約可貢獻 60%減量的技術與措施，但前述措施目前多仍處於發展

階段。其中，氫能與碳捕存再利用 (CCUS)技術可滿足重工業高溫熱

需求，也減少製程排放，此兩項技術可幫助重工業減排約 50%  (2050

年)。 

 

圖 1、2020~2050年碳排差異與各技術減碳佔比 [1] 

國際淨零碳排時程及減碳策略路徑 

談到各國淨零碳排目標，本文主要檢視日、韓、中、歐盟、英、

美等國，對於 2050 年淨零時程 (中國大陸是 2060 年淨零)規劃與減

碳策略。 

日、韓、中等世界前幾大經濟體，目前雖尚未明確立法規範，但

已相繼宣布將在 2050和 2060年達成淨零排碳目標，意味著全球三分

之二的煤炭的使用量和將近二分之一的 CO2排量，被前述國家淨零目

標所覆蓋 (Carbon Brief, 2020)。不過，對於日韓中來說，要達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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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願景勢必得提升再生能源的配比。舉例來說，韓國再生能源目前

只占能源配比的 4%，而此佔比目標需於 2030 年達到 20%；此外，

CCUS技術使用占比亦不可或缺。例如，韓國 KEEI於 2010 年起，

即投入以乾式可再生吸附劑捕獲 CO2 (規模為 0.5 MW)進行驗證試行，

並於 2013 年擴展至 10 MW  [2]，預計 CCUS技術總捕碳量於 2030

年將達 10 Mt CO2eq。 

日本則提出 2030年再生能源要達到 22-24%的目標，加上氫能與

CCUS技術，預期於 2030 年須減排達 50%。中國大陸則延後淨零目

標至 2060 年。歐洲地區在淨零碳排議題上，發展進程較早，加上綠

電佔比成熟度高，如英國更規劃於 2035年將減排 75%。此外，歐盟

也提出碳邊境管理機制，意即相同產品，碳足跡較高者將規劃課以碳

關稅，來限制高碳足跡商品進入歐盟市場流通。 

表 1、各國淨零政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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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驅使市場、產業及消費群眾，可逐步接受國際減碳大勢之事實，

政策性的碳費收取可能是未來趨勢。根據 2019年台灣 10大碳排大戶

名單來看，3大碳排產業仍以石化及鋼鐵業居首。目前環保署計畫採

取收取碳費的方式，初步鎖定製造業排碳大戶來徵收碳費，石化、鋼

鐵、半導體等製造部門首當其衝，年產 2.5萬噸以上製造業排碳大戶

將列為收費對象，全國約 290家。環保署於 2020年 7月與英國在台

辦事處合作，委託 LSE 進行之「台灣碳定價之選項」研究報告即建

議，若要達成減碳效益，每噸碳費建議應由 2020年的 10美元，逐步

遞增至 2030年的 98美金，透過此發展路徑促使業者做出長期減碳規

劃，如投資環保設備、低碳製程 [3, 4]。 

高耗能產業減碳策略與目標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 2050年淨零永續目標，重工業須減少 95%碳

排，CCUS 與氫能可滿足工業高溫製程，亦可降低製程排放，如若

CCUS與氫能技術如預期發展，於 2050年減量貢獻可達 50%。其中，

水泥業減碳選項:中 CCUS 佔 55%減碳貢獻，其餘包括天然氣供熱 

(40%)、生質能與廢棄物  (35%)、氫氣  (10%)與再生能源 /電氣化 

(15%)。在眾多選項中，增加替代材料摻配比率 (代替原料-石灰石、

黏土等)，將平均熟料比例由 0.71降至 0.57。創新型水泥限制或避免

製程排放，甚至在固化過程中捕獲 CO2。鋼鐵業則以直接還原鐵、氫

氣噴吹、廢鋼電弧爐為發展主軸，其中燃煤使用佔比將由 75% (2020 

年)降至 22%  (2050年)；其中有 90%須結合 CCUS技術。石化業市

場結構較為複雜，這邊僅略提國際能源總署整理的減碳策略: 如塑料

回收再利用。提高初級化學品使用效率、製程、設備改良、綠氫及

CCUS技術導入。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9b187f3c-d175-4dd7-9cc0-d8f79bfaf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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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耗能產業減碳策略與目標 

 

結語 

淨零碳排戰略必須以特定政策為基礎。2025 年全球各國家都應

建立長期的 CO2減排政策框架，以確保產業後續投資將採用近零排放

技術。碳費或碳交易機制就短期而言，僅可做為鼓勵產業大戶正視減

碳議題之重要性。積極面作法仍需產官學界之相互協作；特別在 2050

年淨零情境下，氫能與碳捕存再利用 (CCUS)技術，減碳占比如欲達

50%，配套之再生電力與儲能調度技術發展更是迫切。 

因此，所需之資金投入、示範場域與基礎建設，均應即早落實。

依據 IEA報告建議，無論是已開發國家，亦或是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

家，皆需在 3~5年內提出低碳技術大規模部署之策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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