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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目標與再生能源發展 

─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至少 40%，再生能源至少 27% 

張素美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歐盟在 2015 年底巴黎氣候峰會中提出其氣候貢獻目標，將於

2030年以前將溫室氣體(GHG)排放較 1990年水準削減至少 40%，是

首個提交朝向再生能源轉型以減排的主要經濟體。儘管在巴黎協議中

各國達成共識，但國際上對歐盟氣候目標評論多認為應更加積極，且

面對目前對開發中國家資金支持的巨大缺口，歐盟若提升其氣候行動

目標，將有助於彌合行動力度的諸多缺口。事實上，歐盟許多成員國

已經看到能源轉型帶來的效益，包括改善國內環境及實現社會效益，

並激勵更多國家跟進。例如英國為首個承諾將淘汰高污染的燃煤電廠

的國家，丹麥則計劃到 2050年徹底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100%採

用再生能源供應。這些不僅使歐盟在行動上領先於其他國家，且被認

為將激勵更多國家加速其國內能源轉型進程。 

關鍵詞：歐盟、氣候目標、再生能源 

 

一、 歐盟 2030年氣候目標分析 

(一) 歐盟 2030年氣候目標 

歐盟在其 2030年氣候及能源架構[1]中設定了三個關鍵目標： 

1. 氣候目標：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年水準削減至少 40% 

2. 再生能源目標：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至少 27% 

3. 能源效率目標：2030年能源效率提升至少 27% 

 

此架構是建立在 2020年氣候及能源政策組合[2]上，並在 2014年

10 月為歐盟各會員國領袖採用。這些目標並與歐盟在“邁向 2050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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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的低碳經濟體路徑(Roadmap for moving to a competitive low 

carbon economy in 2050)[3]”及 “2050 能源路徑 (Energy Roadmap 

2050)”[4]中設定的長期願景一致。 

其中氣候目標在 2015 年由 28 會員國向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5]，作為巴黎會議上各國

協商達成限制全球升溫低於 2℃的氣候目標協議的基礎。歐盟提出的

INDC重點如下： 

1.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至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年水準削

減至少 40%。 

2.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森林(LULUC)：將視 2020 年前技

術情況制定相關政策以將其納入 2030年溫室氣體調適架構。 

3. 不使用國際碳權。 

4. 有關執行 2030年氣候及能源架構-包括排放交易部門與非排放

交易部門-的立法提案，將由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在 2015-2016年間，以歐盟執委會的政治意向與環境整合考量

為基礎，向歐盟理事會及議會(Council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提出。 

5. 針對此目標歐盟將採取成本有效的步驟，以朝向其長期減量目

標--至 2050年減少 80-95%溫室氣體排放，並對將在 2020年生

效的新的國際氣候協議做出公平與積極的貢獻。 

 

歐盟要達到這至少 40%的氣候目標，主要將借重於排放交易制度

(EU ETS)，歐盟的排放交易系統部門將需較 2005年減量 43%，且交

易系統必須改革及強化。非排放交易系統部門則必需較 2005 年減量

30%，這部份則需轉化為各會員國自訂具約束力的目標。 

(二) 歐盟氣候目標分析 

歐盟認為其氣候目標已較 2020 年承諾目標(較 1990 年水準降低

20%)為積極，且符合歐盟設定到 2050年較 1990年減量 80-95%的目

http://km.twenergy.org.tw/


 

3 
 

標，並與 2050 年全球排放必須較 1990 年水準至少減半的目標一致

[5]。但國際上評論則多認為其目標不夠積極，相關分析如下： 

1. 英國政府曾針對歐盟的 2030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加以分析[6]，並提

出相關重點及評論： 

(1) 針對全球氣候協議將限制全球升溫低於 2℃的目標，歐盟的

2030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應是較 1990年水準降低 50%。這是英

國在假設各國公平分擔溫室氣體(GHG)減量責任的情況下，進

行情境模擬而獲得這樣的結果。 

(2) 歐盟的 2050低碳路徑(EU’s 2050 Low Carbon Roadmap)指出，

到 2030 年 EU 境內成本有效的減量路徑約在 40-44%的範圍

內，若加上國際碳權，則可再降約 5-10%。因此，如果歐盟承

諾在 2030 年的減碳目標是 40%，仍可與 2℃的目標一致，條

件是必須額外加上國際碳權的部分。 

(3) 減量 50%在 EU 是可行的-採用模式估計結果，減量 50%相當

於歐盟從現在一直到 2030 年間每年成長率降低 0.04%，但這

還不包括從非氣候效應(例如空氣品質的改善或能源安全)獲

得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4) 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在 2011 年重申其限制全球升溫

在 2℃的承諾。對於要達到這 2℃的目標，各國應承擔的調適

責任應如何分配，學術界紛紛提出不同的方法，包括：以收入

為基礎的分擔法(income-based burden shares)、等額人均排放分

擔法(equal per-capita emissions shares)及等額相對成本法(equal 

relative costs)。表 1顯示這些方法如何轉化為歐盟 2030年的排

放減量目標。但這些方法並不一定是英國或歐盟優選的方式。 

 

表 1、達成歐盟 2030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責任分擔情境[6] 

責任分擔法 
得到的歐盟 2030

年排放目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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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入群組為基礎的分配 

(Income grouping based allocation) 
-50% 

以收入為基礎，但不特別區分附件一國

家群組 

(Income grouping based but with no 

separate Annex I grouping) 

-57% 

到 2050年人均排放等額法 

(Equal per-capita emissions by 2050) 
-50% 

相對成本等額法 

(Equal relative costs) 
-54% 

 

經由這些模式分析結果主要顯示，歐盟在國際氣候協議提

出的減量目標應為較 1990年排放降低 50%，才能符合全球限

制升溫 2℃的目標。此結果並與其他相關研究包括 PBL 2012(減

量目標結果是 47%)、Ecogys 2013(減量目標結果是 49%)、及

Stern 2013(減量目標結果是 50%)等的研究結果大致一致。 

(5) 歐盟的 2050 低碳路徑圖中提出，採用可能的行動以讓歐盟的

GHG減量可在 2050年達到 80-95%的目標。表 2顯示到 2050

年總體的歐盟境內減量的路徑： 

表 2、歐盟減量路徑分析[6] 

 2005年 2030年 2050年 

總 GHG排放降低 

(與 1990年相比) 
-7% -40~-44% -79%~-82% 

 

 

表 2中歐盟 2030年境內減量目標是 40-44%，反映出是採

用最低成本路徑到 2050 年的 79~82%。但歐盟理事會在 2011

年重申歐盟 2050年的減量目標是 80-95%，因此，訂定一個超

過 44%的減量目標是必須的，以便能以成本有效的方式來達成

2050年超過 79~82%(達到 80~95%)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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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低碳路徑圖中的里程碑指的是“境內”的減量，因

此是指歐盟內部實質的排放降低，而不是經由碳市場抵換。歐

盟的會員國及企業目前可經由碳市場購買國際碳權(經由清潔

發展機制(CDM))來達到減碳目標。如果歐盟承諾 2030年要達

到境內減量 40%，則必須採用低碳路徑圖中的最小成本路徑，

如果額外加上 5%到 10%的減量是經由國際碳權，則能與全球

2℃的情境一致。 

(6) 表 3以占 GDP百分比，及從 2014 到 2030 年 GDP年成長率

的降低當量來顯示歐盟到 2030 年達成目標的減量成本，其中

附件一國家減量情境設定為較 1990年減量 40%、50%、60%，

其他的國家則承擔符合全球在升溫 2℃目標下必要的排放減量。

表 3顯示若歐盟採用減量 50%目標，則年 GDP成長率將降低

0.04% (未包含非氣候方面的正面效益，例如空氣品質改善或能

源安全)，這是因為模型預測歐盟的 GDP 將在 2030 年達到一

個水準，此水準乃視歐盟是否有設定 2030 年 GHG 減量 50%

的目標。若有，則 2030年 GDP會較沒有設定此目標低 0.7%(同

樣沒有包含非氣候的正面效益)，同期(2014-2030 年)歐盟總

GDP成長率預期為 30%。另外，表 3也顯示附件一國家及 EU

減量 40%(不包括額外的國際碳權的部分)的情境，其在維持全

球限制升溫 2℃上所花的相對成本及努力，與其他非附件一的

國家不成比例。 

 

 

表 3、2030年估計成本，以及到 2030年 GDP年成長率降低當量[6] 

歐盟 2030年 

減量目標 

歐盟 非附件一國家平均 

2014-2030 

GDP年負成長率 

2014-2030 

GDP年負成長率 

40% 0.0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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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04% 0.03% 

60% 0.07% -0.01% 

(7) 表 3顯示減量目標對 2030年歐盟 GDP的衝擊，這些數據並不

含非氣候效益(例如空氣品質改善或能源安全)所帶來的經濟

節省。2050年低碳路徑估計，到 2030年，經由地方的空氣品

質改善所帶來的健康方面的節省每年達到 170億歐元；國際能

源總署(IEA)估計到 2030年因符合 2℃而施行的政策將使得歐

盟每年化石燃料進口費用降低 46%，約 2,750 億歐元(為歐盟

GDP的 1%)。 

(8) 如果歐盟採用 50%減量目標，則會有是否使用國際碳權(清潔

生產機制)的選擇，也會因此產生潛在的成本節省。表 4 顯示

歐盟 2030年各 GHG減量目標的總成本效果。 

表 4、歐盟採用國際碳權來達成目標可能的成本節省[6] 

 歐盟成本降低% 

減量 50%，內含最高至 5%的國際碳權 32% 

減量 50%，內含最高至 10%的國際碳權 44% 

 

2. 歐洲氣候行動網路 (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 CAN 

Europe)分析歐盟氣候目標，認為在如何達成其氣候行動目標的

承諾方面，應有明確答案[7, 8] 

(1) CAN-Europe在其報告「Gigatonne gap in the EU pledge for Paris 

Climate Summit」[8]中針對歐盟的氣候承諾，分析了 3種不同

情境下-現行立法的情境、氣候行動情境及氣候汙染情境-其

2021-2030 年的碳預算，結果從圖 1可看出在 2021-2030年間

碳排放會介於 370-430億噸之間。而其中最佳與最差情境之間

有 60 億噸的差距，這相當於歐盟 2012 年總排放的 30%或更

多。產生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很多影響碳預算的元素尚不明確，

而這些將視歐盟會員國在政策上的選擇-包括未來排放交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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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設計、以及森林部門的排放政策等-而使此期間的總排放

量產生具體的差異。 

 

 

圖 1、歐盟 2021~2030年不同情境下的碳預算[8] 

(2) 由於最佳情境下 2021-2030 年間之年均減排量為低於 1990 年

的 35%，而最差情境下年均減排量則為低於 1990 年的 24%，

只輕微的低於 2020 年京都議定書的目標(-20%)，若最差的情

境發生，則不僅有損歐盟的信譽，屆時歐盟亦將無法在國際氣

候協商扮演領頭者的角色，故歐盟應竭力避免此情境發生。 

(3) 歐盟在其 INDC中對其是否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森林

等的排放計入並無很明確的訊息，只提到將在 2020 年前視技

術情況儘快建立相關政策以將前述各項納入 2030 溫室氣體調

適框架內，但並未說明採用的基線(如 1990 年)及是否屬於減

量 40%目標的一部分。 

(4) 基於以上，CAN-Europe認為歐盟對巴黎協議的承諾不夠積極，

以及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問題上不夠明確，所提出的承諾亦有許

多盲點，此將損害歐盟的信譽。 

 

3. 彭博新能源財經評估歐盟氣候預期貢獻，認為歐盟的 2030 氣候

目標並不特別積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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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在 2015 年

底巴黎峰會前提出一份簡報“HOW AMBITIOUS ARE THE POST-

2020 TARGETS? Assessing the INDCs: 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9]中針對一些主要國家的 INDC進行評估、比較與分析，

在其採用的 3種評估“積極性”的量化指標中，歐盟在絕對減量的

部分超前，但在排放密集度及彭博自行估算的排放量的部分則是

落後，故彭博分析認為其 2030目標並不特別積極。 

 

二、 歐盟再生能源發展 

(一) 歐盟 2020年再生能源目標 

歐盟的能源指令設定到 2020年最終能源消費必須有 20%來自於

再生能源。為達成此目標，歐盟國家必須承諾達到其各自的國家再生

能源目標，各國承諾的目標從馬爾他的 10%到瑞典的 49%。此外，還

要求各國在 2020年前，運輸燃料中必須有 10%來自再生能源。 

所有歐盟國家均實施國家再生能源行動計畫，計畫中提出各國達

成目標所欲採取的行動。這些計畫包括電力、熱及冷能，及運輸等的

部門目標、規劃的政策措施、欲採用的不同的再生能源技術組合、及

預計使用的合作機制[10]。 

根據歐盟有關再生能源使用推廣指令規定，所有的會員國均須提

出該國預期使用指令中所提的合作機制的預測。合作機制包括“統計

轉移(statistical transfers)”和“合作計畫(joint project)”。統計轉移是會員

國政府間同意在統計上交換所生產的一定量的再生能源。合作計畫則

是由參與的會員國間指定一個特定的新廠，其產出則由參與國共享。

合作計畫考量到電力產出在某些條件符合下，也可與第三國共同建立，

特別是電力是在 EU範圍內消費。在此指令下提出這些工具的背後意

涵，是讓會員國可以一種成本有效、及有效率發展再生能源的方式來

達成其目標[11-13]。從各國的預測報告中可看出歐盟各國 2020 年減

量目標與路徑(見表 5)，並歸納幾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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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 2020 年最少有 10 個會員國，其最終能源消費中再生能源

占比會超過其設定目標(亦即會有剩餘)，這些剩餘可轉輸到其

他的會員國。這些剩餘量加總約在 550萬噸，或約 2020年總

再生能源需求量的 2%。其中西班牙及德國預測的剩餘絕對量

最大，各約為 270萬噸級 140萬噸。 

2. 有 5個國家預測到 2020年其最終能源消費中再生能源占比會

較其設定目標不足。不足的總量約為 200 萬噸(小於 2020 年

總再生能源需求量的 1%)。其中以義大利的不足量最高約 120

萬噸。這些國家需要利用指令中的合作機制，接受其他會員

國或第三國的轉傳輸以補不足。 

3. 所有會員國預測的 2020年再生能源消費量淨額，將較歐盟預

定的 20%目標超過約 0.3%。 

4. 從只有少量能源需要借重合作機制來平衡則反映出，雖然仍

有些國家需要藉助指令中的合作機制以更成本有效來達成其

目標，但大多數會員國均有能力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開發其本

國的資源，並且希望能藉由發展本國的再生能源來提升其經

濟、社會及環境效益。 

5. 從表 5 可看出，有 13 個會員國預測其發展可能超過原訂目

標，而在 2020年以前有剩餘；而有 3個會員國則預期會不足，

因此會員國仍將利用合作機制以在 2020 年前達成其目標(指

令中要求會員國必須規劃如何達成或超過其預測量)。 

6. 許多會員國指出，這些預測及目標尚需要有更強化的、新的

國家能源效率及基礎建設的措施來達成。 

表 5、歐盟會員國預計使用合作機制彙總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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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藍色-需要接受輸入的會員國 

綠色-預期會有剩餘可轉輸給其他會員國的國家 

白色-沒有剩餘也不需接受輸入的會員國 

2：歐盟執委會計算值，將報告中提供的%用於歐執會以線性外插法預測

的 2020年毛最終能源消費 

 

(二) 歐盟 2030年再生能源發展[10, 14] 

再生能源將在歐盟達成後 2020 年氣候目標中持續扮演一個重要

的角色。且歐盟各國對新的再生能源目標已達成共識-即至 2030年歐

盟的再生能源須占最終能源消費至少 27%，並將其納入歐盟的氣候及

能源架構中。 

此歐盟層面的目標將推動再生能源的持續投入。例如，再生能源

在電力部門的占比將從現今的 21%提高到 2030年的至少 45%。但與

目前框架不同的是，此歐盟整體的目標將不會透過歐盟的立法轉換成

各個國家的目標，從而讓各會員國有更大的靈活性，可根據本國的具

體情況、能源結構和能力，進行再生能源生產，並以最具成本效益的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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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達成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同時，歐盟及其成員國將需要更進一步發展其政策架構，以促進

能源基礎設施與更多的跨界互聯、儲存潛力和智慧電網建置等需求面

管理，以確保具有高再生能源占比的能源系統之安全。 

因此，為確保歐盟達成 2030 年的目標，歐盟的再生能源指令將

需要在 2020 年後進行具體修訂。此外，尚須改進生質能政策以使生

質能資源有效使用極大化，以促進大量的、可驗證的溫室氣體減量，

及提供生質能資源在營建部門、造紙與紙漿產業、生化及能源生產等

各種用途之間的公平競爭。此外，還應該包括可持續利用土地、森林

的永續管理以符合歐盟的森林戰略，及生質燃料對土地使用的間接影

響。 

 

三、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路徑 

我國為呼應全球減碳行動，亦於去(2015)年底巴黎召開的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議之前，主動提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國家自定預

期貢獻(INDC)承諾，展現積極減碳的企圖心。我國 INDC減量目標設

定為：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 50%；這相

當於 2005年排放量再減 20%。根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規

範，我國須於「2050年降至 2005年排放量 50%以下」，因此 INDC設

定先於 2030年減至 2005年的 20%，亦可作為階段性努力的目標[15]。 

我國 INDC之產出為衡酌社經條件、部門減量潛力、碳匯貢獻等

考量因素，並厲行嚴格減碳節能政策、產業結構調整及低碳能源供給

組合，以各種減碳路徑試算模擬推估而得；另外，並考量能資源(熱汽

電)整合、地熱發電、碳捕存等綠能低碳前瞻技術應用，及參與國際市

場機制之境外減量，可擴大我國減量幅度與潛力，最終提出我國之氣

候目標。見圖 2、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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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我國 INDC減量歷程及目標量示意圖[16] 

 

 

圖 3、我國低碳路徑[16] 

在具體實施方面，我國行政院環保署將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規範，制訂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督促並強化各部門推

動各項減緩與調適措施，引領全民積極投入減碳行動，逐步落實我國

減量目標，建立永續低碳的生活環境。 

 

http://km.twenergy.org.tw/


 

13 
 

四、 結論與建議 

(一) 雖然國際上大都認為歐盟 2030 年氣候目標不夠積極，但歐盟後

來提出的 INDC 仍是選擇到 2030 年減量至少 40%為其目標，且

提到並不使用國際碳權：但若要達成其強調的 2050 年減量目標

(80-95%)及與升溫 2℃的目標一致，則恐嫌不足。彭博新能源財經

在巴黎峰會前分析比較一些主要國家(含 EU)的 INDC亦曾提到，

雖然歐盟表示不會用到國際碳權，但到時可能並不是如此[9]。 

(二) 歐盟採用較高的減量目標(若以 50%來看)，除了使非附件一國家

的減量責任相對減輕外，一些附帶效益或成本節省亦相當可觀。

若如 IEA 的估計，到 2030 年歐盟化石燃料進口費用每年可節省

其 GDP 的 1%，則其效益遠高於(本文分析的)其因減量所造成的

GDP 年負成長率 0.04%(減量成本)；且若歐盟使用國際碳權，還

可以再降低其減量成本，可說利大於弊。 

(三) 從長期觀點來看，歐盟在其巴黎協議的承諾之外，應考量本身條

件與能力，提出更積極的減量目標，且在這些量化數據的背後，

應提出實質的減碳立法、政策與作為，除在氣候或非氣候方面均

可獲得實質效益外，更可展現其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典範與龍頭地

位，可謂三贏。 

(四) 歐盟 2020 年整體再生能源目標 20%應可達成且略微超過，但前

提是需借重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機制才可；而要達成 2030 年目

標，歐盟尚需要對相關立法、再生能源政策、及電力基礎設施進

行改革及強化才可。 

(五) 英國政府針對歐盟氣候目標，以各種責任分擔法、各減量目標情

境、及經濟、環境、能源各項指標進行分析，除可了解各選項產

生的成本與效益外，並可反映歐盟各國之差異，兼具公平性與合

理性。我國在承擔國際減量責任時，應可參考其作法，衡量各部

門的減量責任以及相對成本與效益，除在達成減碳目標的同時可

降低產業之衝擊外，亦可促進國內朝低碳經濟轉型。 

http://km.twenerg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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