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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本文係以巴黎氣候協議為基礎，進一步檢視全球主要國家能源轉型之發展趨

勢，盤點影響能源轉型的關鍵因素，透過相關資料之蒐集與研析，進而可歸納

出能源轉型因素，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參與、能源風險、能源安全等面向驅

動能源轉型政策。 

詳細說明 

環境學家 Vaclav Smil (2014)認為過去的全球能源轉型可分為三階

段(圖 2)，19世紀雖為工業時代，但能源使用主要仍以木柴、木炭及農

林植物殘渣為主，而非人們所以為的煤炭，煤炭在 1840年代僅占全球

能源供給量的 5%，1900年煤炭供給量僅為總能源需求量的一半，其供

給量從 5%增加到 50%花了 50-60年；20世紀主要的能源來源為煤炭，

也並非人們以為的石油，煤炭在 1910年代的全球供給量達到高峰，比

重占總能源供給的 55%，石油的供給量直到 1964年才超過煤炭。第三

階段的能源轉型為從煤與石油轉成使用天然氣，然 Vaclav Smil 也指

出，目前國際上僅有英國與俄羅斯兩大經濟體完成第三次的能源轉型，

俄羅斯與英國的天然氣消耗量分別於 1984年及 1999年超過石油。 



 

資料來源：Vaclav Smil (2014)，本研究繪製 

圖 1  全球三次能源轉型動態 

上述的三次能源轉型皆為化石燃料間的能源轉換，然隨著各國政府開

始意識到能源安全的議題、使用化石燃料對環境的危害、及高居不下的油

價，皆促使各國政府推動使用非化石燃料的政策；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2016 年「國際能源動態報告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6)」，再生能源為全球能源需求成長最快

速之能源，每年平均增加 2.6%，核能居次，年平均增加 2.3%，天然氣每

年增加 1.9% (圖 3)。然報告也指出，化石燃料仍持續為全球主要的能源供

應來源，預估石油、天然氣和煤在 2040年仍占全球總能需求的 78%。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6),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6”, P.9 

圖 2  1990–2040全球能源需求變化趨勢 

隨著巴黎氣候協議即將在 2016年 11月生效，各國的焦點皆放在如何

達成長期減排目標，因此朝向低碳能源轉型、發展潔淨能源、及投資低碳

科技等成為各國當前最重要的事。然推動各國從化石燃料轉型成再生能源

的因素不一，本研究透過相關資料與文獻之蒐集與研析，可歸納國際上多

因政治、經濟、社會參與、能源風險、能源安全等面向驅動能源轉型政策

各項因素對推動能源轉型產生的影響性如下表 1，不單僅只是成為加速能

源轉型的助力，有時候反而可能對能源轉型是一種阻力，進一步歸納出各

項能源轉型關鍵因素會互相影響，可分成四種路徑，如圖 3。 



表 1能源轉型關鍵因素對推動能源轉型的影響性 

推動能源轉型關鍵因素 影響性 說明 

政治 

負相關 
政黨理念不同會影響國家在能源轉

型上的方向，使能源轉型受到阻礙。 

無影響 

一國執政黨因顧及選票而改變原本

對能源的理念，轉而迎合選民所支持

的綠能，使能源轉型的理念超越左右

政黨。 

經濟 負相關 

當經濟發展受到危機，越易驅使一國

進行能源轉型。此外，經濟發展則與

再生能源發展成正向關係。 

社會參與 

正相關 
社會參與度越高，越能加速能源轉

型，成正向關係。 

負相關 
民意有時反而成為轉型再生能源的

阻力，為負向關係，例如日本。 

能源風險 正相關 
能源風險越高，越易驅使一國加快轉

型的腳步。 

能源安全 負相關 
能源供應量越不穩定，越易趨使國家

進行新的能源轉型，成負向關係。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6),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6”, P.9 

圖 3  能源轉型關鍵因素間的影響關係 

 

透過分析國際間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所歷經的時空背景，進而發現原先

推動各國能源轉型並非是因全球暖化所引起，而是受政治、經濟、社會參

與、能源風險、能源安全等面向所驅動，且各項因素之間會相互影響。隨

著巴黎氣候協議將於 2016年 11月生效，各國承諾共同努力控制溫室氣體

排放量，並使全球平均攝氏溫度不高於前工業時期平均溫度的 2 度。為

達成此目標，首先需從能源轉型著手，從使用高排碳與污染的能源，轉向



低排碳、低汙染、可循環再利用的綠色能源發展。因此，就驅動各國進行

能源轉型來看，若論巴黎氣候協議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及後續各國所付出的

行動，全球暖化應也可被歸類為驅動能源轉型的關鍵因素之一。 

能源轉型可說是根本上的權力結構轉變，不僅是能源使用類別的轉

型，更是法規制度、產業結構、權力結構的轉型。檢視我國能源轉型過程

應受政治、社會參與及能源風險等因素的影響，為使我國能更順利推動能

源轉型，建議參考國際經驗，鼓勵公民社會的參與並以由下往上的方式從

區域開始推動能源轉型，藉由跨部會的合作進行協商與整合，例如我國行

政院在 2008年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即希望藉由跨部會分工合作，

並在 2009年成立「行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以便各部門間在推動低

碳法制建構、低碳能源發展、低碳城鄉營造、低碳社會轉型、綠能低碳科

技、低碳產業結構等時，可透過跨部會進行議題的協商及整合，並於 2014

年將其更名為「行政院綠能低碳推動會」。此外，屏東縣政府於 2016年

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藉由能源轉型地方化、分權化，將能為我國能

源民主化帶來更進一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