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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註

二氧化碳 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
碳化物
HFCs

六氟
化硫
SF6

全氟
碳化物
PFCs 

三氟
化氮
NF3

人類生存受到嚴重影響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沿海區域
淹沒

農業生產
降低

傳染病
流行區域改變

極端氣候
頻率增加 強度更強

可用水資源
減少

工業革命後 大量人為排放

註：我國運輸部門排放之溫室氣體為CO2(占99%)、CH4、N2O三種

濃度增加
造成

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性
一 前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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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造成之災情

野火
2022.6 美國加州

火勢蔓延區沿河岸陡峭懸
崖，加深滅火難度，延燒9
00公頃，7名消防員受傷

乾旱
2022.6 義大利

70年最嚴重乾旱，農產減
收40％、水力發電停運，
橄欖油減產20%至30%

暴風雪
2021.2 美國

風暴席捲北美，造成290
人死亡、近1千萬人停電
、經濟損失2,000億美金

熱浪
2022.7 歐洲

西班牙45.7度高溫導致84
人死亡，英國發布史上首
次極端高溫紅色預警

水災
2022.7 澳洲

4天降雨量超過1年的平
均雨量，疏散約5萬人，
雪梨今年以來第3次淹水

一 前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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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對臺灣運輸系統的衝擊傷害

公路 鐵路

空運 海運

軌道高溫挫屈
105.6 高溫-花蓮瑞穗富源車站

(氣溫36度，軌溫達58度)

碼頭暴潮受損
104.9 颱風杜鵑-馬公商港

跑道圍籬強風受損
105.12 颱風莫蘭蒂-金門航空站

橋梁洪患斷裂
110.8 強降雨-明霸克露橋

一 前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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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2015
巴黎協定(通過)

溫升<2℃
(相較1880年)

2018

• 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

1880~2012年

已溫升0.85℃
聯合國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2014

第5次評估報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簽署

2021 COP26
• 減少化石燃料補貼
• 2040車輛零排放

COP24
溫升<2℃需要：
• 2030較2010減少20%
• 2075達到零排放(淨排放0)

溫升<1.5℃需要：
• 2030較2010減少45%

• 2050達到零排放(淨排放0)

資料來源：IPCC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110)、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什麼是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聯合國氣候變遷締約國大會

AR6
• 溫升已達1.07℃，
• 2040溫升可能>1.5℃

溫升1.5℃和2℃的差別

溫升1.5℃：
• 極端酷熱頻率增加4.1倍
• 有1億多人有用水危機
• 70-90%的珊瑚礁消失
• 玉米收成下降3%

溫升2℃：
• 極端酷熱頻率增加5.6倍
• 近2億人有用水危機
• 99% 的珊瑚礁消失
• 玉米收成下降7%

2022 COP27
• 督促落實 • 設定淨零計畫採取候行動 • 「氣候正義」基金 • 三大雨林聯盟

國際推動歷程
一 前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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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5/5)

臺灣氣候變遷走向

資料來源:TCCIP，IPCC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AR6)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民國110年。

高溫

乾旱

強降雨 強颱

• 比例約增50%(AR5情境)

• 降雨改變率約增35%(AR5情境)

• 高溫超過36℃日數0.29日➔ 48.4日

• 夏天4.3個月➔7個月

• 冬天2.3個月➔0個月

• 豐水期降雨更多

• 豪雨強度約增41.3%

• 枯水期降雨更少

• 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43日➔ 91日

◼ 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六次評估

報告(AR6)的最惡劣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境，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進一步研究公布臺灣於2100年的氣候

變遷發展趨勢：

◼ 基期年：
1985-2014年



二、國際綠運輸轉型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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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綠運輸轉型策略(1/3)

綠運輸策略三大構面

Avoid
Avoid the Need to Travel

需求減量 (Avoid)

技術改善 (Improve)

運具移轉 (Shift)

透過整合土地使用或運輸相關
管理措施：
1.避免旅次產生
2.促使旅次長度縮短

由私人機動運具轉變為綠運輸：
1.公共運輸
2.自行車
3.步行

透過車輛技術之改善與發展：
1.提升車輛燃油效率
2.改為使用低碳車輛：

(1)電動化
(2)氫能化

Improve
Improve Fuel and

Vehicle Technologies

Shift
Shift to More Efficient

Transport Modes

Inclusive
Transport

Access for  All

註：Inclusive Transport Access for  All為其願景，其內涵近似於永續人本運輸，能兼容所有使用者的運輸可及性。

參考聯合國環境署提出綠運輸策略三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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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綠運輸轉型策略(2/3)

IEA 2050淨零路徑

電力
2040年達到淨零，
2050年70%能源供
應為再生能源

工業
主要仰賴新基礎建
設，自2030年起
CCUS、氫能、電
解槽技術應用於新
工業產業

建築
禁售燃料鍋爐、推
廣熱泵、新建建築/
舊建築翻新符合淨
零標準

運輸
2050年僅有電動或
燃料電池車，航空
海運難全面電動化

國際能源總署(IEA)所研擬之部門減排路徑

資料來源：IEA(2021)、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整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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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綠運輸轉型策略(3/3)

運輸淨零轉型在COP26重點結論

重點結論

各國應減少對煤炭的依賴，
逐步取消(phase-out)無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

格拉斯哥氣候盟約

•2040年全球所有小客貨車零尾氣排放

格拉斯哥零排放車輛宣言

減量重點：
•占全球運輸排放75%以上的「公路運輸」
•能源及溫室氣體消耗近80%「城市」地區

運輸相關周邊會議

COP26：26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締約國大會，110.11於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



三、我國運輸部門減碳
面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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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運輸部門減碳面臨課題(1/5)

公路系統排放大宗；私人運具占 2/3

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能源
12.81%

運輸
13.07%

住商
19.85%

製造
51.14%

農業
2.22%

環境
0.91%

公路系統
各運具排放占比

公路系統排放量占比最高

占整體運輸96.96%

109年公路系統中各類運具排放量

1. 小客車最高，占公路50.48%

2. 大貨車次之，占公路15.80%

3. 機車第三，占公路13.69%

109年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1.總計3,727.4萬公噸

2.占全國13.07%

3.為第三大排放部門

109年各運輸系統排放占比
註2：運輸系統及公路運具排放占比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估註1：各部門排放量來源：環保署氣候公民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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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運輸部門減碳面臨課題(2/5)

臺灣110年能源使用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平衡表，經濟部能源局(11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公秉油當量：相當於每公秉原油所能產生的熱量

柴油
4,475,212

34.92%

車用汽油
8,074,271

63.00%

電力
145,741

1.14%

燃料油
54,154

0.42%

航空燃油
56,767

0.44%

液化石油氣
10,872

0.08%

• 110年運輸部門約使用1,282萬公秉油當量，

能源使用種類及消費量：

• 車用汽油：約2/3(807萬公秉油當量)

• 柴油：約1/3(447.5萬公秉油當量)

• 電力：約1.05%(14.6萬公秉油當量)

• 其它(航空燃油、燃料油及液化石油氣) ：約1%

• 運輸部門能源使用，仍以汽柴油等化石燃料

為主，占99%，電力僅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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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運輸部門減碳面臨課題(3/5)

私人運具市占率過高

全球主要城市非機動運具(步行及自行車)旅次數約37%，歐洲主要城市則占30%，
臺灣僅11%，除公共運輸外，步行與自行車亦為重要推動方向。

旅
次
數%

全球
主要城市

歐洲
主要城市

16%

37%

47%

15%

30%

55%

臺灣

18%

11%

71%
私人機動運具

步行、自行車
公共運輸

• 臺灣私人運具使用占比過高
• 需移轉至步行、自行車及公共運輸

• 臺灣步行及自行車旅次數僅11%
• 全球主要城市旅次數約37%
• 歐洲主要城市旅次數約30%

• 臺灣公共運輸市占率相較歐美日國
家並不遜色

來源：
1.法國運輸發展和網絡科技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s transports, de l‘aménagement et des réseaux, IFSTTAR)，2014(註：該機構整理自

2012年IEA與UITP共100個都市資料)

2. 運輸研究所，2019，公共運輸發展成果檢討及推動策略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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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運輸部門減碳面臨課題(4/5)

我國機動車輛登記數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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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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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小客車

⚫ 我國機動車輛總數，由民國81年至111年底成長103%
✓ 小客車：721萬輛(1輛/3.22人)        (1輛/2.75人)

✓ 機車：1,439萬輛(1輛/1.62人)        (1輛/1.38人)

1,439萬輛

765萬輛

290萬輛

721萬輛

18歲以上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圖片來源：M.CHAK作品，國家地理雜誌
網站

http://yourshot.nationalgeographic.com/photos/1213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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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運輸部門減碳面臨課題(5/5)

油價尚待回歸市場機制
➢私人運具占運輸部門近2/3排放量
，而油價顯著影響私人運具使用量

油價高➔減碳效果加分
油價低➔減碳效果減分

資料來源：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110年12月

◆ 105年用油量比102年多6.9億公升，增加排碳160萬公噸
⇒相當於全國現有機車1,439萬輛電動化後3.7年之總排碳量

資料來源：
能源平衡表，經濟部能源局(11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油價下跌►汽油用量增加

油品項目
(元 / 公升)
(零售價)

109年
年均價

110年每月均價
110年
年均價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5
無鉛汽油

23.6 26.1 26.7 27.6 28.2 28.2 28.9 29.8 29.6 29.6 30.6 31.2 29.2 28.8

932

28.8



四、我國綠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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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1/9)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第1期(105-109)架構

環保署

經濟部

主計總處

交通部

註:推動策略分類係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行政院106.2.23核定) 臺鐵老舊車輛

1~2期柴油大型車

二行程機車

老舊公車

電動船

電動蔬果運輸車

電動郵務車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
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運量

電動大客車

三大策略

11項推動措施

電動汽車
提升公共運輸無縫轉乘服務

電動機車

電動公務車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
能源使用效率

汰換老舊車輛

推廣電動運具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
推廣低碳運具使用，
建置綠色運具導向之
交通環境

提升台鐵運量

提升高鐵運量

提升捷運運量

環島鐵路電氣化

地方綠色運具導向環境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

提升新車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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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2/9)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服務
◍ 由無縫、安全、永續、精緻等四大面向，促進我國公路公共運輸發展，提升整體運量，

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
◍ 行政院已於109年6月核定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年)，經費$245億元。

改善公共運輸基礎環境(如候車環境)

新闢路線完善路網

推廣電動大客車

推動跨運具票證整合

推動幸福巴士

提升便利性

偏鄉人本友善

提供民眾新感受 公車進校園，少騎機車
減污、減碳、減事故

資料來源：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年)，交通部(109)

雙北定期票+共享機車

公車APP
• 查詢公車到站時間
• 路線搜尋

台北等公車 高雄等公車

高雄交通行動服務

1150無限暢遊方案：捷運、輕軌、

市公車、渡輪、共享機車、公共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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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3/9)

提升軌道服務品質

臺
鐵

高
鐵

善用運量較高且能源效率較佳之軌道運輸，減少汽機車之使用。

汰換臺鐵老舊營運車輛

提升區域鐵路運輸服務效能

高鐵、臺鐵、捷運、客運及公車無縫轉乘

電子票證、場站班次及資訊整合

推動票價多元化，檢討不同優惠

異業合作強化旅遊市場

精進會員管理，提高民眾搭乘意願

捷
運

資料來源：2020運輸政策白皮書-綠運輸分冊，交通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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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4/9)

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
分為先導期(109~111年)、推廣期與普及期，先緩後快，於2030年將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

資料來源：2030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交通部(112)。

推廣期 112~115年

✓建立及推廣優質產品
✓強化基礎電網設施
✓持續扶持關鍵產業本土化

普及期 116~119年

✓ 市區電動公車全面普及
✓ 完善全國電網布局
✓ 關鍵產業推向國際市場

交通部

經濟部

環保署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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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5/9)

電動汽機車銷售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電動機車新掛牌數

➢ 110年新掛牌電動小客車占比為1.83%。

➢ 截至111年底，全國電動小客車總數為3萬4,160輛，占全國小客車數(721萬輛)之0.47%

車
輛
數

1.4%
1.1%0.8%

1.6% 2.5%

4.4%

9.6%

18.7%

9.6%

11.6%

11.6%

0%

5%

10%

15%

20%

新掛牌機車電動化占比

電
動
車
占
比

➢ 107年9月起，新掛牌電動機車占比突破10%。
➢ 108年新掛牌電動機車占比更達18.7%。
➢ 109年新掛牌電動機車占比降為9.6%。
➢ 110年新掛牌電動機車占比為11.6%。
➢ 截至111年底，全國電動機車總數為63萬223輛，占全國總機車數(1,439萬輛)之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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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6/9)

提升新車能源效率

提升車廠全年銷售新車加權平均能效容許值

111 年較 106 年：
小客車：提升38%以上
小貨車：提升20%以上
機 車：提升10%以上

燃油車

資料來源：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經濟部能源局計算(109)、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 108年起：自願性能效標示
(經濟部能源局電動車自願性能源效率標示作業要點)

◆ 111年起：強制性能效標示
(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

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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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7/9)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

 全國108年減少塞車時間226萬延人小時
• 六都節省171萬延人小時
• 北宜廊道節省55萬延人小時

 108年壅塞時間較106年降低15%

 108年CO2排放量較106年減少8,179公噸

➢建置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統，提升道路行車效率，
改善運輸走廊壅塞

資料來源：交通部科技顧問室(109)、智慧型運輸系統(ITS)對節約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效益評估(第二年期)，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5)、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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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8/9)

運輸部門第1期階段目標幾近達成
• 105-108年各年均低於排放建議值，且107-108年已低於 109年減碳目標(-2 %)

• 109年受疫情及油價15年來新低影響，能源消耗量較108年增加約0.8%，109年排
放量較108年略為增加，然第一期(105-109年)排放總當量低於階段管制目標。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實際排放量 3,815.5 3,782.8 3,678.5 3,700.1 3,727.4

排放目標 3,836.1 3,795.1 3,802.4 3,811.6 3,721.1

3,550

3,600

3,650

3,700

3,750

3,800

3,850

萬
公
噸

C
O

2
e

運輸部門實際排放與排放建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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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綠運輸推動現況(9/9)

第2期(110-114)運輸部門行動方案精進重點

•接軌國際對車輛能源效率管理策略
•規劃實施2.5噸以上小貨車能效管理

強
化

強 強化：於既有減碳措施下，
新增具體計畫或作為

新 新增：新增減碳措施
備註：行政院111.9.16核定「第二期運輸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三大策略
14項推動措施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
具能源使用效率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
推廣低碳運具使用，
建置綠色運具導向
之交通環境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
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運量

提升公共運輸無縫轉乘服務

提升臺鐵運量

提升高鐵運量

提升捷運運量

強化運輸需求管理

強

新

推廣電動運具/低碳運具

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用環境

建構高效率綠運輸網絡

低碳運輸發展之能力建構

強

新

新

汰換高能耗車輛

提升新車能源效率

改善貨物之運輸效率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強

新

強

強
化

新
增

•深化交通行動服務(MaaS)
•優化運輸班表
•提升最後一哩路友善使用環境

•加強私人運具管理作為
•加強都市/擁擠區/觀光區運輸管理措施

•持續推廣電動大客車
•鼓勵使用電動機車，規劃「小客車電動化產業
推動」計畫，推動運具使用低碳替代燃料

•汰換更新低碳資源循環清運車

•推廣環保/節能駕駛
•綠色運輸教育與宣導
•鼓勵運輸業、產業車隊建立溫室氣體管理能力

強
化

新
增

•鼓勵業者改善貨物運輸模式
•鼓勵業者推動貨物配送路線最佳化作業

新
增

新
增

規劃環島高效鐵路網
•高鐵往東延伸宜蘭、往南延伸屏東之綜合規劃
•東部及南迴升級快鐵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
•海線雙軌計畫可行性研究

•協助地方政府改善運輸走廊壅塞
•輔導公路物流車隊提升運輸能效

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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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50淨零運輸轉型規劃思維(1/2)

私人運具精進作為

私人運具持有數減緩成長

在持有私人運具的情況下，
降低使用頻率

若持有燃油私人運具，
提升燃油運具能源效率

持續鼓勵運具能源轉換
推動運具電動化

(一輛燃油機車之排碳量約為電動機車的2-5倍)

透過跨部會合作，營造電動運具有利使用環境

✓ 汽車電動化提出進一步之具體規劃
 提出各車種電動化時程
 廣設充電、換電站
 購車補助配套

與地方政府協力合作：

✓ 增加私人運具使用成本

✓ 強化運輸需求管理

油價合理化：反映外部成本

強化民眾宣導：如一週1-2日不開車、視訊會
議、遠距教學/醫療..等

持續規劃提升燃油車之能源效率：

✓ 持續掌握國際最新趨勢

✓ 針對不同車種研擬能源效率規範



3030

五 2050淨零運輸轉型規劃思維(2/2)

車輛電動化減碳效益大

⚫ 車輛電動化減碳成效大，2050年大客車為75%、小客車78%、機車92%

⚫ 電動車輛減碳優勢將隨電力排碳係數下降，減碳優勢逐漸擴大

註：2020年電力排碳係數為0.502，另依能源局估算，假設2035年為0.299、2050年為0.213(KgCO2e/度)

溫室氣體排放量(單位：KgCO2e/年·輛)

年份 2020 2020 2035 2050

車種 燃油車 電動車
(較2020燃油車減碳%)

電動車
(較2020燃油車減碳%)

電動車
(較2020燃油車減碳%)

大客車 54,919
31,914

( 42%)
19,008

( 65%)
13,541

( 75%)

小客車 2,639
1,346

( 49%)
802

( 70%)
571

( 78%)

機車 371
71

( 81%)
42

( 89%)
30

( 92%)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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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17)

我國2050淨零轉型四大策略

2050淨零轉型四大策略中，與運輸部門相關者包含：

★產業轉型之運具電動化 ★生活轉型之綠運輸及電動化環境營造。

臺灣2050淨零轉型

能源轉型 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 社會轉型
風力、太陽光電
系統整合及儲能

新能源
(氫能、深層地熱、海洋能等)

高科技產業、傳統製造業
建築營造業、運具電動化
食品農林、資源循環

綠運輸

電動化環境營造
住商生活型態

(行為改變)

公正轉型
公民參與

(社會對話)

轉
型
策
略

四大策略兩大基礎

治
理
基
礎

科技研發

淨零技術
負排放技術

氣候法制

法規制度及政策基礎
碳定價 綠色金融

資料來源：111.03.30行政院聯合記者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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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2/17)

我國2050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

資料來源：111.03.30行政院聯合記者會簡報

✓

✓

十二項關鍵戰略中，交通部主辦戰略7「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及戰略10「淨零綠生活」中的低碳運輸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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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3/17)

運輸轉型策略

戰略7

資料來源：111.03.30行政院聯合記者會總說明

3

2

1

人本綠運輸

✓ 推廣公共運輸：

因地制宜強化公共運輸服務便利性

✓ 完備步行環境：

改善人行步行環境

✓ 完備自行車環境：

自行車友善行駛空間、共享自行車
站點、通勤自行車道系統

✓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低碳交通區、停車管理、油價回歸
市場機制

✓ 推廣共享汽機車：

提高共享運具使用範圍及密度、搭
配公共運輸轉乘優惠

✓ 提高電動車市占率：

市區公車2030全面電動化

小客車/機車2040新售100%電動化

✓ 創造國內市場需求：

電動公務車、電動計程車、補助購車

✓ 製造在地化：

補助加速國產電動車產品開發與生產

✓ 完備使用環境：

完善住宅與公共停車空間充電設備

✓ 強化車輛碳排管理：

提升新車能效標準，逐步加嚴車輛

碳排標準

運具電動化

私人汽機車管理

戰略10

2040年電動車/電動機車市售比100%，呼應全球能源轉型趨勢

以 3 大策略 + 2 項輔助策略，帶動運輸部門減碳

輔助
策略

1.強化都市規劃 • 公共運輸導向之
土地使用(TOD)

2.推廣綠色運輸
生活型態

• 以網路代替馬路

• 教育→認知→行為改變

產業轉型&生活轉型

運輸部門



3535

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4/17)

我國運具電動化階段里程碑

資料來源：111.03.30行政院聯合記者會簡報

• 我國參考IEA規劃，訂定2030市區公車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

2040電動汽、機車市售比100%之目標。

戰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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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5/17)

生活轉型-綠運輸

戰略10

資料來源：111.03.30行政院聯合記者會簡報

減少不必要的移動
友善交通環境
推廣智慧化運具共享
與共乘
便捷公共運輸

生活轉型策略，已列入戰略10「淨零綠生活」之「低碳運輸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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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6/17)

策略一：運具電動化

運具電動化

策略一
提高電動運具數量

• 電動運具數量提升及使用示範

• 研訂車輛進口製造規範

• 強化車輛碳排管理規範及機制

• 稅費優惠及貸款協助

產業技術升級轉型

• 關鍵技術研發與產業技術升級

• 保養維修技術人員轉型

• 國營能源事業轉型

• 充電設施數量提升

• 研訂充電設施規範(充電規格納入國家標準)

• 建立用電配套(時間電價,排程分散,離峰充電)

完善使用環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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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7/17)

我國運具電動化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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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8/17)

公車電動化轉型推動策略

先導期

（2020~2022）

推廣期

（2023~2026）

普及期

（2027~2030）

1. 推動電動公車示範計畫落實國產化
2. 盤點與建置基礎電網設施
3. 檢討產業環境

1. 建立及推廣優質產品
2. 強化基礎電網設施
3. 持續扶持關鍵產業本土化

1. 市區電動公車全面普及
2. 完善全國電網布局
3. 關鍵產業推向國際市場

(113-119年)

(11,70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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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9/17)

充電樁設置場域類型

獨棟自
宅車庫

集合式住
宅停車場

公司自
有土地
停車場

私人充電樁
公共充電樁

旅途中充電目的地充電

快充站(例如洽公停車位、
高速公路服務區、
加油站、充電站、

車輛維修保養體系等)
停車場法、建築技術規
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停車場法
停車場法、
建築技術規則 停車場法

顧客停車場(如
旅館、百貨公
司、賣場等)

公、民營路外
停車場(含運
輸場站附設)

•不特定使用者
•停放數小時內

慢充為主、快充為輔

•不特定使用者
•停放30分鐘內

快充慢充

•特定使用者
•可長時間停放

設
置
場
所

場
域
法

規
管
轄

充
電
型
態

1. 政府帶頭推動以公共充電樁為主

2. 充電樁將結合設置場所與充電型態，並配合相關場域法規進行停車管理

3. 修正停車場法，要求公共停車場應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
(修正§27-1、§32 ，已於111.11.30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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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0/17)

充電樁推動階段重點

第一階段

示範推廣期
（2021~2025）

加速擴散期
（2026~2030）

第二階段

公共充電樁交通節點設置：各界關注長途旅程面
臨電量不足的問題，會在轉運站、服務區、旅館、
路外停車場、路邊停車場安裝充電樁，
將與跨部會各縣市政府共同滾動檢討，完善私人與公共停車空
間充電設備。

交通部轄管場域與重要交通節點設置公共充電樁

1. 慢充6,000槍(占總需求量60%)車槍比10:1 經濟部場域:另365槍

2. 快充500槍(占總需求量40%)車槍比80:1 經濟部場域:另302槍

市場發展已趨成熟，回歸市場機制

1. 進行饋線強化工程
2. 強化電動車與電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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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1/17)

策略二：人本綠運輸

人本綠運輸

策略二
推廣公共運輸

因地制宜強化公共運輸服務便利性
⚫ 完善公運路網，擴大服務範圍
⚫ 整合多元票證，提供搭乘優惠

完備自行車使用環境

⚫ 完善自行車友善騎乘空間
⚫ 增加共享自行車站點
⚫ 擴建通勤自行車道系統

完備步行環境

⚫ 檢討修訂人行道相關規範，擴大
步行空間

⚫ 補助優化步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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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2/17)

六都公共運輸票價優惠案例

• 30天月票1,280元捷運、
公車任你搭

• 捷運最高7折
• 112/7/1起1,200元

(北北基桃搭到飽)

臺北
新北

市民

• 公車搭一趟送一趟

• 桃園捷運8折

市民

• 公車前10公里免費

• 超過10公里車資≤10元

• 30天月票1,150元捷運、
公車無限搭

• 另有其他月票方案

• 公車平日半價
假日免費

• 幹支線公車減26元

高雄

臺南

桃園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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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3/17)

積極建置友善自行車騎乘環境

➢東部自行車與觀光景點結合(98-101年)

自行車環島1號線+25條環支線(104-107年)

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109-113年)

一.路網優化及安全改善

二.路網串聯與整合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雲

➢規劃市區自行車通勤路網
(地方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增加公共自行車站點，完善
無縫轉乘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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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4/17)

策略三：私人汽機車管理

私人汽機車管理

策略三

usage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 低碳交通區
⚫ 停車管理

✓ 增加停車費率
✓ 縮減停車空間

⚫ 油價回歸市場機制

推廣共享汽機車

⚫ 提高共享運具使用範圍及密度
⚫ 搭配公共運輸轉乘優惠
⚫ 規劃電動共享車輛優先停車位

發展智慧運輸

⚫ 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統
⚫ 智慧停車管理
⚫ 智慧雲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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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5/17)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機車使用者 雙北 臺中 高雄

目前平均用車成本 21 25 29

用車成本增加至多少
才願意轉移至公共運輸

86 86 131

➢ 機車族每日用車成本(油錢+停車)約需增加

60~100元，才願意轉移至公共運輸
單位：元/日

因地制宜：
✓ 減少停車空間
✓ 提高停車收費

都會區 汽車族群 機車族群

雙北 減少公共地區停車空間 停車全面收費

臺中
減少公共地區停車空間

都會區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
都會區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

高雄 減少公共地區停車空間 逐年提高停車費率

➢ 據運研所109-110年調查，停車相關之管理措施(減少停車空間、停車收費)，較能促使汽機車

通勤族轉移使用公共運輸

✓
✓

✓

✓

✓

資料來源：應用交通管理策略減少都會區交通空氣污染之研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10年

最能促使汽機車通勤族改用公共運輸之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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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6/17)

輔助策略一：強化都市規劃

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規劃(TOD)

⚫提升公共運輸場站周邊生活機能多樣性

⚫提供公共服務設施之公共運輸可及性

公共服務生活機能

南港車站

板橋車站

高鐵左營站

臺鐵
高鐵

捷運

公車 客運 電影

百貨

餐廳
超市

藥妝

公共運輸

公園

圖書館

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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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50淨零排放運輸轉型策略(17/17)

輔助策略二：推廣綠色運輸生活型態

以網路代替馬路
推廣遠距生活
⚫視訊會議
⚫遠距教學
⚫遠距醫療

推廣綠色貨運

⚫ 輔導貨運業者取得碳足跡認證
及碳標籤申請

⚫ 貨物配送路線及車種最佳化

⚫ 推廣低碳貨運車輛
✓ 外送機車優先使用電動車

教育→認知→行為改變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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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語

全民努力達成淨零

50

2050淨零排放是一條長遠且必行的路，後續仍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工作

公私協力

社會溝通
中央與地方合作

透過全民思維及行為改變
達成 2 0 5 0淨零目標

跨部會分工
路徑藍圖

細部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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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語

發想：推動綠運輸如何因應極端氣候？

淹水退去後
充電設備是否能

正常運作?

極端氣候對淨零推動工作可能有哪些影響？？

氣候變遷導致
短時間強降雨

充(換)電設施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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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 Ng, Four principles for the future of city streets, April 26, 2019
https://www.sidewalklabs.com/blog/four-principles-for-the-future-of-city-streets/

營造友善綠運輸，邁向永續的未來

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