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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總統最新國情咨文對美國能源政策之影響 

─強調全方位能源政策對創造就業機會及提高能源安全的貢獻 

趙家緯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今年（2014）1月 29日於眾議院發表國情咨

文，演說中以「能源政策是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的關鍵因子之一」為

始，論述其對於能源政策的規劃。其強調全方位能源政策對創造就

業機會以及提高能源安全的貢獻，並於發表國情咨文後，推動永續

頁岩氣成長專區、區域性太陽能市場發展路徑圖、再生能源與能源

效率計畫貸款擔保等措施，促進境內天然氣及再生能源的發展。而

為履行減碳承諾，其亦於國情咨文中宣示將推動貨車燃料效率標

準、電廠碳排放標準、取消化石燃料業補貼等政策工具。美國境內

環保團體認同歐巴馬於國情咨文中展現對於氣候變遷的重視，並宣

示欲推動減碳政策工具，然而卻高度質疑其全方位能源政策，批評

該政策方向無助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費，且亦對其未能否決 Keystone 

XL輸油管計畫，感到憂心。 

綜合國情咨文內容以及接續能源政策的推動方向，可知美國現

行極為重視能源政策的就業效果，且能源部所擬定的策略計畫中，

亦對新興能源技術成本訂定量化目標，並正著手推動通盤性能源檢

討機制，前述政策發展方向，均值得我國借鏡。此外，其採用相關

政策誘因鼓勵以頁岩氣為生產原料的石化業發展，對臺灣石化業的

競爭力亦將造成衝擊，值得進一步分析其影響。 

 

一、國情咨文主要內容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今年（2014）1 月 29 日於眾議院發表國情咨

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而此次國情咨文的主要內容聚焦於就

業機會的創造，歐巴馬總統亦以能源政策是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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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子為始，闡釋其過往能源政策的成果，以及未來的政策方向

[1]。 

其於國情咨文中強調現行的「全方位（All of the Above）」的能

源政策，使美國邁向能源自主。而依據白宮提供的補充資料顯示，

2013年時，美國境內原油產量已高於進口原油量，而進口石油占總

石油消費的比例亦已從過往的高於 50%降至 32.9%[2]。 

在天然氣的應用上，其強調若可安全地開採，則天然氣不僅可

振興經濟亦有助減碳。歐巴馬總統指出美國企業界預計將投注一千

億美元於新建採用天然氣為能源來源的工廠，亦承諾將簡化該類工

廠興建過程的申請程序。強調將撥預算增設加氣站，以促使小客車

與貨車的燃料來源由「外國生產的石油改為美國生產的天然氣」。 

在再生能源方面，其亦指出美國在太陽能板的設置數量上快速

成長，指出在第一任期內，太陽能的發電量成長了五倍，更強調再

生能源裝設時所創造的工作機會是無法被外包至他國。另在配套政

策上，其表示藉由賦稅政策的調整，取消化石燃料業所享有的每年

40億元的補貼，因此有更多的預算可轉移至再生能源的投資。 

除供給端外，歐巴馬總統亦於國情咨文中宣示將於近期訂定新

一期的貨運車輛燃料標準，以削減進口石油需求以及協助消費者減

少能源支出。故其強調綜合供給端與需求端的政策，其總體能源政

策具有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提昇環境品質的成效，並指出在

2008~2013 年之間，美國所削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全球最多的，

共計約削減五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但歐巴馬總統再次強調氣候變

遷的嚴峻，故再次指出其責成美國環保署提出電廠溫室氣體排放標

準的重要性。 

 

二、關鍵議題 

(一)全方位（All-of-Above）的能源政策推動現況 

 歐巴馬於 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這個國家需要有一個全

方位（All-of-the-Above）的綜合戰略，開發美國能源的各項潛能。

這項戰略意味著更清潔、更便宜、並充滿新的就業機會」[4]，而全

方位的能源政策，主要包含以下重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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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國內石油產量，並藉由燃料效率標準削減需求，以降低

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 

2. 增加國內天然氣產量； 

3. 投資淨煤技術； 

4. 增加生質燃料的使用； 

5. 發展風力發電； 

6. 擴大太陽能； 

7. 擴大核能發電。 

於本次國情咨文中，其再次強調此全方位的政策，對創造就業，

提昇能源獨立的幫助。而美國能源部於三月提出的 2014~2018策略

計畫（Strategic Plan, 2014-2018）中，則提出「2030年時，藉由消

費性產品及工業設備的新能源效率標準，達到溫室氣體累積削減量

30億公噸」以及「到 2017預算年度為止，共提供 80億美元的貸款

保證（Loan Guarantee），協助可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先進化石燃料

科技的發展」之兩部門優先目標(Agency Priority Goal )，以及下列績

效指標(Performance Goals)，以推進全方位能源政策的落實[5]。 

1. 提供企業夥伴小型核能反應爐的設計執照技術支援，以協助

其完成認證申請； 

2. 2015預算年度結束前，完成三座整合性碳捕集與封存的示

範計畫以及六個大規模的二氧化碳儲放的示範計畫； 

3. 2015預算年度結束前，使太陽光電系統的成本可降至以下

水準:  

- 電廠型降至每瓦 1.85 美元 

- 商業型降至每瓦 2.37 美元 

- 住宅型降至每瓦 3.10 美元 

4. 2014 預算年啟動地熱先進探測分析計畫（Play Fairway 

analysis），以培養於 2020 年時建置一規模達 5MW 的加強

型地熱系統(EGS，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的能力； 

5. 2016預算年結束時，整合各部會針對非傳統性的石油與天

然氣資源的研究，提出一整合性的跨部會行動策略； 

6. 2017年時，完成三座可併網的先進離岸風力發電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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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 年時，建置可藉由電動車以及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整

合高占比變動性分散式能源（占比達 50%）的示範計畫； 

8. 於 2015 預算年時，協助三座商業化規模的纖維酒精生質煉

油廠投產，且確保其所生產的生質燃料，跟汽油相比，不僅

具有價格競爭性，且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可削減 60%以

上； 

9. 使可應用於運具上的燃料電池的成本削減 25%以上，使其

2020 年時的成本可達到每千瓦 40 美元，耐久性達到 5,000

小時，效率達到 60%； 

10. 促使插電式電動車的電池成本可於 2015 年降至 300 美元

/kWh，2022年時可降至 125美元/kWh。 

美國能源部更於此策略計畫中，提出四年一度的能源通盤檢討

(Quadrennial Energy Review)，此通盤檢討將由白宮的內政理事會以

及科技政策辦公室負責，由能源部擔任秘書處，邀請政府其他部會

以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共同參與。首次通盤檢討預定將於 2015年完成，

主要議題為針對能源基礎設施的挑戰，主要內容為分析美國邁向能

源與氣候安全時的威脅、風險與機會，以確保聯邦政府可將政策目

標化為一系列實質的整合性行動。 

  

(二)能源政策之就業效果 

 本次國情咨文中，亦以「能源政策是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的關鍵

因子之一」（one of the biggest factors in bringing more jobs back is our 

commitment to American energy）為始，論述其對於能源政策的規劃。

其於國情咨文中提供的參考資料進一步強調，天然氣不僅比傳統污

染物(煤炭與石油)的排放量為低，目前更創造了 60 萬名就業機會

[2]。 

此外，依據 IHS公司研究指出，美國藉由非傳統石油與天然氣

兩產業的持續發展，在直接相關聘僱、上游供應鏈以及其衍生的總

體經濟效果，可在 2012年與 2035年之間，創造額外的 180萬名就

業機會[6]。 

為增加頁岩氣發展的就業效果，歐巴馬總統呼籲國會與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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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共同合作設置「永續頁岩氣成長專區」（Shale Gas Growth Zones），

以協助各州可採取安全與負責的方式開發頁岩氣，並有謀求地區性

經濟的多樣化，不至於因頁岩氣的景氣循環而受到衝擊，且可成為

潔淨能源技術的領先者[7]。 

能源相關就業的另一個支柱，則為再生能源。依據《全球再生

能源現況報告》，2012年時美國目前因境內再生能源發展所創造的

就業人數共達 61萬人，而 2013年更增加至 65萬人，其中以生質燃

料業所創造的就業人數最多，達 49萬人，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的就業

人數則次之，分別為 14萬人以及 8萬人[8]。 

而白宮在再生能源發展上，近期政策的焦點在於太陽光電的發

展。除持續大幅度推動在聯邦所屬的建築物與用地鼓勵太陽光電板

設置外，以達到 2020年時所有聯邦機構的用電量需有 20%來自太陽

能，歐巴馬政府更於 4月 17日表揚太陽能變革先鋒(Solar Champions 

of Change)的活動時，更進一步宣布將推動以下政策，促進太陽能發

展[9]: 

1. 能源部提供 1,500 萬美元的預算，資助地方政府，規劃區域

性太陽能市場發展路徑圖(Regional Solar Market Pathways)； 

2. 透過技術援助與分析，協助達成 2020年聯邦政府資助住宅裝

設 100MW太陽能裝置量的目標； 

3. 於綠色能源夥伴計畫（Green Power Partnership）中，提出鼓

勵現址再生能源發電量(On-Site Renewables)加倍的目標； 

4. 能源部將編寫太陽能設置指引(Solar Deployment Playbook)，

提供商業化太陽光電板設置的最佳可行策略； 

5. 推動農村地區太陽光電板的設置； 

6. 提供新的財務資助措施，包括能源部將編寫新版的聯邦潔淨

能源財務補助指引 (Guide to Federal Financing for Clean 

Energy)，以及其正起草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計畫貸款擔保徵

集辦法(Renewable Energy and Efficient Energy Projects Loan 

Guarantee Solicitation)，預計可提供 25億美元的貸款擔保額

度。 

且為了謀求再生能源與天然氣發展之綜效，美國政府亦責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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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再生能源研究室就再生能源與天然氣投資上的共同效益以及商機

進行分析，以俾協助美國可邁入低碳能源結構，以及創造更多的就

業機會[10]。 

 

(三)政策工具之發展 

歐巴馬總統於本次國情咨文中，強調其會推動「貨車燃料效率

標準」、「碳限制」、「化石燃料補貼移除」等政策工具，以俾達成減

碳目標。 

大型貨車的車輛數雖僅占總體車輛數的 4%，但溫室氣體排放量

占美國運輸部門總排放量的 20%。而美國已於 2011年時首次針對貨

車訂定燃料效率標準，規範其2014~2018年出廠的貨車的燃料效率，

預計於車輛整個生命週期間，可節約 5.3 億桶石油消費量以及省下

500 億美元的燃料支出。而歐巴馬總統二月時進一步宣示，將立基

於第一期燃料效率標準的推動成果，責成交通部與環保署於 2016年

三月頒訂新的「貨車燃料效率標準」，以期可達成 2025 年時的燃料

效率較現今提升一倍的目標[11]。 

針對傳統化石能源業者，原本聯邦政府的預算中有編列 40億賦

稅減免補貼(federal tax incentives)，而歐巴馬總統於 2015年的預算

中，則停止編列此項目，其強調化石能源業已是相當成熟的產業，

不應再繼續提供補貼，故其敦促國會也能同意其推動「化石燃料補

貼移除」的政策方向。此外，其更研議將從聯邦政府的石油與天然

氣開發計畫所獲取的盈餘中，撥出 20億美元，設置「能源安全信託

基金(Energy Security Trust Fund)」，用於投資新能源技術之研發[7, 

11]。 

歐巴馬總統所提出的減碳計畫，最關鍵的政策工具則為針對發

電廠設定二氧化碳排放標準。環保署援引清淨空氣法中，可針對對

人體有害的空氣污染物採取管制手段之條文，研提下列排放標準

[12]： 

1. 針對化石燃料發電鍋爐以及氣化複循環發電系統(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IGCC)： 

(1) 每十二個月的運轉期間，每千度毛發電量的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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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須低於 1,100磅（499 公斤）；或 

(2) 每八十四個月的運轉期間，每千度毛發電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須低於 1,000～1,050磅（454~476公斤） 

2. 針對燃氣渦輪發電機組： 

(1) 每小時發電量大於 850MMBTU的大型機組，每千度毛

發電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須低於 1,000磅（454公斤） 

(2) 每小時發電量小於 850MMBTU的小型機組，每千度毛

發電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須低於 1,100磅（499公斤） 

在此規範下，未來燃煤電廠須加裝碳捕集與封存設施，方可獲

准設置，而依據環保署的法規管制衝擊評估分析顯示，即便未有此

排放標準，由於傳統燃煤電廠亦已不具市場競爭力，故電力業者若

要興建火力電廠亦會選擇燃氣複循環機組或是加裝碳捕集與封存設

備之燃煤電廠，故其指出此標準並未會帶來顯著的減量效益，同樣

亦未對未來的發電成本造成衝擊[13]。目前此行政命令仍處於公開

徵詢期，預計今(2014)年五月結束後，逐一回覆公開諮詢意見後，

方會正式頒訂。 

  

(四) 能源通盤檢討機制(Quadrennial Energy Review) 

基於 2010年時科技顧問委員會所提出的能源政策建議，以及去

年度於氣候行動計畫中的宣示，歐巴馬總統於今(2014)年 1 月特頒

布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um），啟動四年一度能源政策

通盤檢討機制(Quadrennial Energy Review)，責成白宮的內政理事會

以及科技政策辦公室負責，由能源部擔任秘書處，邀請政府其他部

會以及其他利害相關人（能源產業、環保團體等）共同參與[14]。 

 此機制的主要目的，乃是分析美國的能源系統達到其所設定的

具經濟競爭力、履行環境責任以及能源安全三大國家能源目標

（National Energy Goals）時，所需採行的政策。能源部進一步分析，

指出 2030年時，能源系統應具有以下特性，方能有助達成國家能源

目標[15]： 

1. 環境足跡最小化：從能源系統的設計、建造、運轉以及除役

階段需以達成低碳、將對水質的衝擊以及耗水量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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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土地足跡、對生物性資源的衝擊以及有毒物質的排

放。 

2. 可負擔性：兼顧系統總成本與新建設施的需求，使用者得以

負擔，故須分析能源系統總成本、能源相關設施的需求與效

益，以及能源系統成本的分配。雖然迴避成本（avoided costs）

估算上較均化成本複雜，但亦須將此資訊納入分析。 

3. 可調度性：能源設施應要能回應各類預期與非預期的內在與

外在影響因子。故能源系統須具有展延性(Extensibility)，使其

具有較初始設計時增加新的能力。亦須具有週期調度性，方

能整合不同的能源部門內外的子系統。新能源設施亦須具可

選擇性(Optionality)，使能源使用者未來可調整其能源組合達

成效益最大化。 

4. 強健性(Robustness): 能源系統須具可靠度(Reliability)以及彈

性(Resiliency)可因應內部與外部的變動。 

5. 規模可擴大性(Scalability): 能源設施須具備因應不同需求水

準的能力，系統可藉由增加其可複製性、模組化以及擴大化

達成此特性。 

能源部提出如圖一之分析架構，以目前能源資訊署發布的定

期能源展望為基線，針對前述提出的國家能源目標以及能源系

統特性，分析基線情境之限制，進而建構其他的政策情境與替

代方案，優選較佳的替代方案作為通盤檢討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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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能源通盤檢討機制分析架構( [15]) 

 

此通盤檢討預定將逐年針對各議題進行分析，而今年度的主

要議題為能源輸配與儲存設施，將整體性的分析目前輸配設施

的壽齡，並分析其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網絡與實體攻擊，以及

供水、電信、運輸與能源輸配設施互相關聯性日益增加下，所

衍生的脆弱度。而能源部亦規劃一系列的分區會議，就區域性

的能源輸配與儲存設施之議題加以探討，如今(2014)年 4月下旬

其就針對新英格蘭地區，舉辦座談會[16]。其預計以兩個月的期

程，完成先期工作，接著以六個月的時間同步針對能源相關設

施以及政策進行分析，並廣納利害相關人的參與，最後再以兩

個月進行結論彙整以及行政部門審議程序[15]。 

 

三、 相關批評 

針對歐巴馬於國情咨文中所闡釋的能源與氣候變遷政策的成果

與未來方向，美國環保團體卻有分歧的回應，一方面稱許其對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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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的重視，並提出電廠排放標準等減碳政策，但另一方面則是

批評其所提出的「全方位」的能源政策，僅有鼓勵化石燃料的使用，

且國情咨文中略過廣受注意的 Keystone XL輸油管開發案，未置一

詞[17, 18]。  

 

(一)「全方位」能源政策 

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地球之友等多個美國環保團體在國情咨

文發表前一週，聯名發表公開信，批評歐巴馬提出的「全方位」能

源政策，只會增加美國境內化石燃料的開採，加劇環境不正義，且

無助因應氣候變遷[19]。上述團體於公開信中表示：「美國能源政策

必須有助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不該僅只以削減對境外石油的

依賴為目標。」並指出全方位能源政策中，無形間是大幅放寬美國

境內化石能源開採的規範，且無法優先投資於真正可重振美國產業

與節省能源使用者花費的潔淨能源。而地球正義組織的總裁 Van 

Noppen 於歐巴馬今年度國情咨文發表後，強調美國需要的是最佳

的選項（best of the above），而非以上皆是（all of the above）[20]。

山巒協會的執行長 Michael Brune 則認為天然氣絕非歐巴馬於國情

咨文中所稱減碳時的過渡能源，美國在大幅擴增石油與天然氣的鑽

探與壓裂時，其將無法有效率的執行其他減碳政策[17]。 

 

(二)Keystone XL輸油管開發計畫 

 當前美國最受矚目的能源相關設施開發事件，則屬其 Keystone 

XL輸油管興建計畫。此興建計畫預計從加拿大的亞伯達省(Alberta)

起，興建總計長達 3,462 公里的輸油管線，路經美國的內布拉斯加

州、伊利諾州直至墨西哥灣。預計每天輸油量可達 83萬桶，而此興

建計畫預計可為美國帶來 42,000 名就業機會以及 34 億美元的經濟

效益[21]。 

    但反對此興建計畫的人士指出，此輸油管線是輸送由瀝青砂

(Tar Sand)所提煉出的石油，其腐蝕性較高，故將導致漏油風險大增

[19]。此外，此計畫所衍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亦廣受重視。依據

美國國務院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顯示，瀝青砂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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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較傳統石油高出 17%，而此計畫的年均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

放量約在 1.47～1.68 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相較於同樣產量的傳統

石油，將高出 130萬至 2,740萬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21]。 

    反對此興建計畫的人士，2013年 2月於華府發起五萬人的示威

遊行，要求歐巴馬總統否決此計畫。然歐巴馬總統於此次國情咨文

中，未就此興建計畫表達任何立場，亦遭致環保團體的批評。而在

美國國務院於今年(2014)一月底公布此計畫的最終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後，歐巴馬總統的決策壓力亦趨增加，且又因今年美國國會將舉

辦期中選舉，故多位民主黨議員參選人，亦敦促歐巴馬總統於今年

五月底前，就此計畫提出最終決策。然另一方面，前總統卡特以及

民主黨重要支持者亦公開反對此興建計畫[22,23]。 

    綜合前述發展，可預期今年度 Keystone XL輸油管興建計畫仍

是美國能源與環境議題的指標性事件。 

 

四、結論 

(一) 能源政策的就業效果廣受重視：因創造就業機會為美國當前極

為重視的政策目標，故美國政府於向大眾說明現有能源政策的

效益時，對於就業效果的重視程度，甚至高於安全與潔淨。然

就業問題在臺灣亦廣受重視，亦於 2009年提出的綠能產業旭昇

方案中，設定 2015 年時該產業就業人數達到 11 萬人以上的政

策目標。惟依據「綠能產業發展策略研究與推動計畫」調查，

2013 年時的綠能產業就業人數已達 6.8 萬人人。然，受世界經

濟情勢影響，歐債危機致使各國經濟發展衰退，基礎建設投資

遲緩之環境下，我國之經濟以外銷為導向，情勢亦受威脅，綠

色產業發展減緩。為因應經濟挑戰，能源局於 101年 8月 18日

進行「能源政策」議題討論中提報「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

由製造業基礎上，拓展系統服務業發展，希冀創造產業發展成

長新動力。綠能產業躍升計畫集中資源推動太陽光電、LED 照

明光電、風力發電、能源資通訊產業，並訂立 2020年產值 1兆

元、就業人數 10萬人之目標。(四產業 2013年產值 4,074億元、

就業人數 6.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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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頁岩氣發展方向：美國針對頁岩氣開採所帶來的龐大天然氣資

源，採取提出完整的發展策略。而美國政府以各類政策工具鼓

勵以天然氣為能源來源的石化業之發展，亦將再次牽動國際石

化業版圖的變化，進而影響國內石化業之發展。另大幅設置加

氣站，以促使運具以油改氣，亦將因降低境內石油消費量對國

際油價有所影響。 

(三) 移除化石燃料補貼作為減碳政策工具：歐巴馬總統於國情咨文

中所提及的政策工具，除排放標準與燃料效率標準等管制型政

策工具以外，亦將移除化石燃料業的補貼，視為重要政策工具。

並搭配「能源安全信託基金」，藉由政府預算分配流向的調整，

一方面降低赤字，另一方面提供潔淨能源技術發展誘因。依據

IEA化石燃料補貼資料庫的估算，臺灣於 2011年時化石燃料補

貼總額約為 16億美元，約相當於台幣 480億元，而該年度再生

能源基金支出總額約為台幣 6 億元，而未來最大年支出也預估

為台幣 160億元左右。且在 OECD、IMF等國際組織亦倡議以

化石燃料補貼移除作為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時，臺灣亦可參考

此國際趨勢，就此議題深入分析。 

(四) 能源部策略計畫對新興能源技術成本變化趨勢之影響：美國能

源部於本次策略計畫中，針對太陽光電系統、燃料電池、電動

車電池等新興能源技術提出成本與效率上的績效目標。以太陽

光電系統的績效目標為例，其設定住宅規模的太陽光電系統成

本於 2015 年時須降至每瓦 3.10 美元，此較 2012 年時的每瓦

5.3 美元，大幅下降 40%，此幅度將比近年單位成本年均降幅

7%高出一倍，故若可達成此績效目標，勢將更有助於太陽光電

系統之價格競爭力。由此可知，美國能源部所提出的績效目標，

對全球新興能源技術成本變化趨勢將有顯著影響，宜持續關

注。 

(五) 通盤性能源檢討機制：此通盤檢討機制，採用一較系統性的分

析架構，依據國家能源政策目標，檢視現行的能源系統需採行

的政策方向，並分年分區針對各關鍵議題進行意見蒐集。此檢

討機制，可作為國內研提中長期能源基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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