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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情勢與能源政策
之發展

 林全能 局長                                                               
經濟部能源局

一、前言
能源是帶動國家經濟發展之基本驅動力，因

此一國能源政策的發展與走向，將是影響民生、

產業乃至於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隨著國際間對

生態、環保以及溫室效應現象帶來的地球暖化

等問題日益正視，能源開發與使用所產生大量

溫室氣體，對全球造成衝擊與影響也逐漸浮上

檯面。為此，各國政府在能源政策制定上，均以

追求能源（Energy）、經濟（Economy）、環境

（Environment）等 3E均衡發展為目標，並依其

本身地理環境、自然稟賦、經濟發展歷程之不

同，以及國際情勢、能源供應狀況等背景，訂定

適合國家發展之能源政策。

臺灣自產能源不足、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

口，加上能源供給系統為孤島型態欠缺備援系

統，能源供應及能源價格易受國際能源情勢影

響，在政策發展上如何達到穩定能源供應安全，

同時兼顧民生經濟與合理能源價格，將是一大挑

戰。此外，臺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傳統化石能

源依賴程度高，在全球減碳趨勢的道路上，如何

透過政策引導能源轉型以降低碳排放，將成為未

來能源政策之重要工作。

本文將先就臺灣目前能源情勢與面臨挑戰作

一探討，再進一步回顧臺灣歷年能源政策之演進

及政策重點，最後說明現階段我國能源政策精

神、內容及執行成效，從而勾勒未來臺灣能源發

展之願景。

二、臺灣能源供需現況及面臨挑戰
(一)能源供需情勢分析

在能源供給部分，我國初級能源供給結構

以化石能源為主，過去 20年來，能源供給持續

成長，能源總供給量由 1994年的 71,206千公秉

油當量增至 2014年的 147,453千公秉油當量，

其中原油及石油產品比重為 48.52%，煤及煤產

品占 29.20%，核能發電占 8.33%，液化天然氣

占 12.23%，再生能源占 1.73%，如圖一所示。由

於碳排放量較高之煤炭與石油占 77.72%，低碳

能源僅占 22.29%，因此，面對國內外溫室氣體

減量壓力，以現階段能源結構而言，要達成我國

「國家自訂預期貢獻」(INDC)以及「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所規範之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仍需

持續努力。

在電力供給部分，2014年我國電力總裝置

容量 4,847.6萬瓩，其中化石能源（燃煤、燃氣、

燃油）占 75.61%，核能占 10.61%，再生能源占

8.41%，整體發電結構高度倚賴化石能源，而未

來電力結構將隨著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設置，

以及擴大天然氣使用之政策方向，再生能源及燃

氣發電占比將進一步提高，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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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局（2014），能源統計手冊。

圖一、臺灣能源供給結構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4），能源統計手冊。

圖二、2014年我國電源結構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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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局（2014），能源統計手冊。

圖三、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變化情形（能源別）

在能源消費部分，過去 20年來持續成長，

總消費量從 1994年的 62,803千公秉油當量增至

2014年的115,325千公秉油當量。就能源別而言，

電力消費比重逐年成長，油品消費比重則逐年下

降，如圖三所示。

以需求部門觀之，2014年工業部門能源消費

占比高達 37.73%，其次為運輸（11.63%）、服

務（10.92%）及住宅部門（10.78%），如圖四所

示。

 (二 )臺灣能源發展所面臨之挑戰

1.進口能源依存度高，能源安全易受國際影響

臺灣自產能源不足，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

且欠缺備援系統，能源安全易受外在環境如國際

能源事件及價格之影響，進而對國內經濟民生造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4），能源統計手冊。

圖四、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變化情形（部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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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負擔。以 2014年為例，我國進口能源依存度

為 97.75%，自產能源所占比例僅約占 2%。

2.發電結構化石能源比例高，溫室氣體減量壓力

大

2014 年 我 國 發 電 結 構 中 化 石 能 源 占

78.70%，占比相對為高，相較其他同樣依賴進
口能源的亞洲鄰國，韓國為 68.86%、日本為
84.30%(因 2011年福島核災後，核能機組停轉
檢修，大量使用燃煤及天然氣機組替代所致 )，
除面臨溫室氣體排放壓力及空氣污染問題外，亦

將造成電力排放係數偏高，增加我國產品之碳足

跡，進而影響出口競爭力。

3.能源密集度雖有改善，惟相較先進國家仍有改

善空間

IEA 2015年能源科技展望報告指出，提升使

用端能源效率是降低 CO2排放之關鍵作法之一。

2010~2012年間我國能源使用效率改善幅度，優

於英、美、德、法、日、韓。另比較能源密集度，

我國與多數 OECD國家相當，但與英國、德國、

日本等先進國家相較，我國仍有改善空間。

三、臺灣歷年能源政策之發展與重點
(一)臺灣地區能源政策及執行措施

我國能源政策最早始於 1973年行政院核定

之「臺灣地區能源政策」，由於當年係在積極發

展工業時空背景下，故以提供穩定充裕與價格低

廉以供經濟發展使用為原則。

其後該政策歷經 1979年與 1984年兩次石

油危機之衝擊而進行修正，以穩定能源安全供應

與價格，以及鼓勵節約油氣，降低對石油之依賴

為主軸。

至 90年代，由於波斯灣戰爭爆發引發國際

油價大幅波動，以及因應能源產業自由化及國際

環保趨勢，俟經過 2次修正後，於 1996年由行

表一、主要國家能源發電結構 (2014 年 )
單位：10 億度；%

發電量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化石能源占比

德國 614.50 44.80 0.98 9.98 55.75
日本 1,025.10 32.91 11.13 40.26 84.30
韓國 545.20 41.84 3.03 23.99 68.86
美國 4,331.10 39.60 0.90 26.68 67.19
英國 344.90 29.35 0.60 30.19 60.14
臺灣 260.03 46.94 2.79 28.97 78.7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IEA(2015),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經濟部能源局 (2015)，能源統計手冊。

資料來源：IEA(2014),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IEA (2014), Energy Balances of non-OECD Countries.

圖五、我國與主要國家能源密集度年成長率及能源密集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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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核定「臺灣地區能源政策及執行措施」，建

立一個自由、秩序、效率與潔淨的永續能源供需

體系，同時明確揭示 6大政策方針，包括「穩定

能源供應」、「提高能源效率」、「開放能源事

業」、「重視環保安全」、「加強研究發展」及

「推動教育宣導」。

(二)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隨著京都議定書在 2005年正式生效，國際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開啟新紀元，節能減碳已逐漸

成為一種普世價值，形成社會消費與生產型態的

典範移轉。因此，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壓力、能

源價格波動及尋求替代能源日益迫切等問題，均

牽動能源政策範疇，對能源發展影響深遠，亦面

臨能源、產業、環保政策間的協調與統合問題。

為因應國內外能源情勢，行政院於 2008年核

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期望能在維持經濟成長

的基本動能下，並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以滿足未來世代發展的需要；將

有限資源作有「效率」的使用，開發對環境友善的

「潔淨」能源，與確保持續「穩定」的能源供應，

以創造跨世代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願景。

永續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則將建構「高效

率」、「高價值」、「低排放」及「低依賴」二

高二低的能源消費型態與能源供應系統，包含提

高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增加能源利用的附加價

值、追求低碳與低污染能源供給與消費方式及降

低對化石能源與進口能源的依存度。同時以能源

供應面的「淨源」與能源需求面的「節流」作為

主要推動策略。

(三)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

為因應能源價格高漲及全球暖化之環境衝

擊，行政院於 2008年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藉由行政院跨部會分工合作，貫徹我國

淨源節流政策方向，為達成節能減碳目標，行政

院進一步於 2010年成立「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

會」，並於 2014年更名為「行政院綠能低碳推

動會」，綜整各級機關相關節能減碳計畫，訂定

國家節能減碳總目標：

1.節能目標：自2008年起未來8年每年提高能源

效率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於2015年較2005年

下降20%以上；並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

2025年下降50%以上。

2.減碳目標：全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於2020年

回到2005年排放量，於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

量。

目前「國家綠能低碳總計畫」範圍以十大標

竿方案涵蓋我國節能減碳各個面向，並以 35項

標竿型計畫強調各方案政策導向及執行主軸，積

極落實各部門節能減碳策略措施並實踐分年目

標，藉由政策全面引導低碳經濟發展，形塑節能

減碳社會。

(四)新能源政策

2011年 3月 11日東日本大地震，造成福島

核子事故，引起全球對於核能安全議題之高度關

注，各國政府亦積極加強核能安全，並檢討核能

發展政策。為順應日本福島核災後全球能源與經

濟情勢轉變，考量臺灣電力系統發展限制、顧及

國人對核電安全的關切與疑慮，政府以積極務

實、負責任的態度規劃能源政策之調整，於同年

11月 3日由總統宣示「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

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能源發展

願景，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

減碳承諾等 3項原則下，透過積極實踐各項節能

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配套措施，創造有利非核條

件，以達成「環境基本法」之非核家園願景。

為確保全民福祉及國家永續發展，積極實踐

非核家園願景，「穩健減核」新能源發展願景係

以「打造綠能低碳環境」為主要推動措施，其策

略規劃以需求面節能減碳與供給面穩定電力供應

為主軸，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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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六、打造綠能低碳環境整體措施規劃

四、現階段我國能源政策、重點措施與總體
執行成效

(一)我國當前能源政策-「能源發展綱領」

為達成能源、經濟、環境 3E均衡發展的目

標，在綜合考量國內外能源情勢變化，確保國家

能源安全及滿足民生基本需求，兼顧環境保護與

經濟發展，並滿足社會正義與跨世代公平原則

下。依「能源管理法」規定，行政院於 101年核

定「能源發展綱領」，為我國首次依法律授權訂

定之國家能源政策上位指導綱要原則，而其所架

構的能源發展原則與方針，作為擘劃各部門未來

各能源政策措施之準據。

「能源發展綱領」以安全、效率、潔淨為我

國能源發展之核心思維，以建構安全穩定、效率

運用、潔淨環境之能源供需系統，營造有助節能

減碳之發展環境，達成國家節能減碳目標，實現

臺灣永續能源發展為願景。其政策目標有三：

1.安全目標：建立可負擔、低風險之均衡能源供

需體系。

2.效率目標：逐步降低能源密集度，提升能源使

用質的成長及降低量的成長，提升國家競爭力。

3.潔淨目標：逐步降低碳排放密集度與減少污染

排放，達成國際減碳承諾，打造潔淨能源體系與

健康生活環境。

而為有效涵蓋所有能源發展面向之議題，

「能源發展綱領」在政策方針方面除了強調需求

端之管理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供給端之能源供

給來源確保及結構優化外，更加入對系統面的規

範，以強化能源體系運作效率與供需均衡。以此

能源鏈結 3面向，規範需求端之「分期總量管理」

及「提升能源效率」；供給端之「多元自主來源」

及「優化能源結構」；以及系統端之「均衡供需

規劃」及「促進整體效能」6項政策方針，再配

合「應變機制與風險管理」與「低碳施政與法制

配套」2配套機制，從而建立完善能源政策各面

向之方針架構。

(二)重點推動措施：一個機制、兩個節能、三個

再生

面對國內外能源情勢的快速變遷，更多元的

能源措施為時勢所需。因此，為因應核四封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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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力面臨挑戰，並健全長期能源之有效利用

及多元發展，經濟部能源局推出「一個機制、兩

個節能、三個再生」之重點措施。

「一個機制」是指更公開、更資訊透明的市

場機制，讓能源價格實現市場化，特別是電價市

場的運作機制，不僅讓電價公式上路，更要建立

其公正、客觀、資訊透明的長期市場運作機制，

以促進我國能源供給效率，也才能在此機制基礎

上做綠能、廢核之未來能源選擇與討論。

「兩個節能」則是全民節電 2%以及六大耗

能產業全納強制節能。其中，現正推動中的「智

慧節電計畫」以全民運動的方式，依去（103）

年用電量作為基準，推動「自己的電自己省」，

目標是節電 2%，將節電觀念化為行動，推動中

央到地方共同合作，全民參與一起努力，期翻轉

民眾用電習慣，以有效抑低用電成長。而推動水

泥、鋼鐵、造紙、石化、電子、紡織等六大耗能

產業節能部分，包括水泥、鋼鐵、造紙、石化等

四項產業，已從 2012年起陸續納強制節能產業，

而電子業及紡織業亦於 2015年公告節約能源及

使用效率強制性規定，並納強制節能產業，預期

對工業部門節能將帶來極大貢獻。

「三個再生」則是再生能源推廣設置將提

高太陽光電發電推廣目標、催生地熱發電以及

海上風力發電的推動目標。我國於 2010年提

出 2030年再生能源設置目標為 10,858MW，之

後提高設置目標為 13,750MW，總計目標提升

26.6％。而在積極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及

「千架海陸風力機」方案展現具體成果時，再

於 2015年更進一步評估宣布，太陽光電 2030

年目標量由 6,200MW提高至 8,700MW，離岸

風力發電目標量於 2030年由 3,000MW提高至

4,000MW，據此 2030年總裝置容量目標將擴大

至 17,250MW，再生能源目標擴增達 1.5倍。除

積極發展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以外，亦積極提升

地熱發電規模，早日邁入商業運轉，規劃提前於

2020年達成 100MW設置目標。

(三)國家節能減碳執行成效

自 2008年起，政府即依永續能源發展策略

積極推動各項節能減碳相關措施。而後，行政部

門更依「節能減碳推動會」之任務規劃，戮力執

行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落實各部門節能減碳措

施，藉由能源政策引導國家之低碳經濟發展，形

塑節能減碳社會及生活。自 2009至 2014年止，

臺灣節能減碳總體執行成效如下：

1.節能成效：2009~2014年能源密集度年平均改

善2.46%，達成每年2%以上目標。2014年能源密

集度為7.44公升油當量/千元，較2013年同期下降

3.0%。

2.減碳成效：2009~2014年碳排放密集度年平均

下降2.89%。2014年CO2排放密集度為0.0162公斤

CO2/元，較2013年同期下降2.89%，顯示CO2排

放趨勢持續改善。

五、結論
在全球因應氣候變遷趨勢中，各國皆以「節

能減碳」作為能源政策發展主軸，回顧我國歷年

能源政策發展歷程，幾度面臨國內外環境的鉅大

挑戰，也數度以健全的能源體系與平穩價格帶領

我國度過難關。近年來在政府、企業、全民共同

努力下，節能減碳推動成效卓越，能源效率逐年

改善，能源消費與經濟成長間已呈逐漸脫勾之趨

勢，且碳排放密集度亦逐年下降；此外，也推動

許多包含陽光屋頂百萬座、千架海陸風力機、智

慧節電計畫、耗能產業強制節能等多項供給面低

碳開源及需求面節約能源措施。而面對未來，

我國能源發展尚有許多難關亟待克服，但相信

在全民的共同努力下，藉由積極多元開源、全民

節流、建構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機制工作落實，

將為臺灣的永續能源發展奠立下更穩健的發展基

石，引領全民邁向低碳新生活，以建構永續臺

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