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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各國持續擬定政策緩和氣候變化下，近年來實現淨零排放的概念受到

了廣泛關注。雖然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對於環境可持續性至關重要，但同時也帶來

了諸如高碳排放行業的轉型、就業機會的流失和區域發展的重新分配等挑戰。在

政府擬定淨零相關政策時，除了探討淨零政策所帶來的產業轉型、資源重分配、

投資經濟效益之外，同時也應關注淨零政策可能導致的就業機會轉變、資源重分

配，以及區域發展不平均等問題。 

具體來說，如果一項政策的實施，會導致較貧困地區所依賴的收入來源受影

響，或消費品給人們帶來相對較重的負擔，很可能會加劇區域收入不平等。本文

旨在使用結合區域收入機制的遞迴動態 CGE 模型，分析台灣淨零政策在邁向淨

零排放過程中，對台灣經濟和社會的潛在影響，並透過區域所得回饋機制，探討

對區域所得不均度的影響及其應因策略。 

 

一、前言 

根據 Net Zero Tracker的統計，截至 2023年 10月，全球已有 151個國家宣

布淨零目標，而這些國家共占全球 89%的人口，涵蓋 88%的排放量，以及 92%

的全球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順應全球淨零排放共識，我國也

已於 2021年 4月宣示 2050淨零轉型為我國長期減碳路徑規劃的努力方向，並於

2022年 3月 30日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我國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國家氣候變化政策的實施導致國家內不同地區受到的影響存在差異性，這主

要是因為各地區在收入來源和消費模式上存在區域異質性。淨零轉型的過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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