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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問卷n=1,068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1/3)
民眾對臺灣能源政策的關心程度

82.6%

我國目前主要發電方式

民眾對2025年綠能政策目標之瞭解程度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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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左邊：感知度右邊：認知度說明：一般大眾普遍認為氣候變遷對臺灣有影響，且有超過八成的民眾自認關心臺灣能源轉型政策，但實際上卻有將近四成的人不了解臺灣目前主要發電方式、六成的人不了解2025能源政策，顯示民眾的感知與認知是有落差的。結論：因此透過教育深化，提升民眾對於能源議題的認知，將有助於推動能源轉型。



大眾問卷n=1,068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2/3)
獲得能源相關訊息的管道

主動轉傳能源相關訊息的兩項主要方式

是否願意參與政府所設計的線上/現場能源課程

60歲及以上：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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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左邊：政府期望透過課程增加民眾的能源素養右邊：但實際上民眾觸及的管道不會是課程說明：普遍大眾可能因能源知識公開及傳散不足，導致對能源訊息不了解、能源素養低，因此認為目前我國能源政策仍有待加強。而針對知識的傳遞，大部份受訪者是由電視媒體、社群網絡及報章雜誌得知能源相關訊息，且會通過當面、通訊軟體、社群網絡分享。結論：建議針對能源轉型資訊公開、宣傳管道及學習之方式對症下藥，對於適當的群體在適當的管道上推送資訊。



10.00%

13.60%

15.80%

29.30%

35.40%

39.60%

參加國際競賽
辦理培訓、講座

否，能源政策非優先考量
訂定產業管制標準

輔導、監督產業節電
節電獎金

n=1,068

17.00%
19.60%
19.90%
20.30%
20.50%

22.60%
23.30%

節電志工
工作坊及講座

無興趣
人才培訓

能源單一服務窗口
個人、社區貸款補助

市民參與提案

n=1,068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3/3)

• 民眾對參與提案、補助的策略較有興趣

Q：地方政府舉辦能源
相關措施參與

Q：感興趣的政府強化與
推動策略

Q：首長候選人能源相關
政見與選票

參加過, 

8.60%

無參加過, 

91.40%

能源相關活動之參與

n=1,068

• 「40－49歲」參與度高

• 集中於桃園市、台中市、台
北市及新北市 4

• 民眾多被有獎勵的政策吸引或感興趣

• 民眾認為地方政府對產業的規範及管理比參加市民培訓重要



什麼是參與式治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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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的參與式氣候治理

英國

荷蘭烏
特列支

蘇格蘭

愛爾蘭

1. 「長期氣候目標」、「碳預算」、「氣候變遷委員會」、「週期調適
規劃」、「課責性維持」五大支柱

2. 氣候變遷委員會：監察和議題推動者，定期提出公報於議會與公眾

1. 由議會成立公民大會，由1名主席與99個隨機選取的公民組成
2. 匯集公眾意見製作「路標文件」
3. 議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處理及公開回應後續的建議流向

建立基金和社區「大氣候對話」指引

1. 隨機抽籤選取社會大眾參與
2. 政府僅建立平臺與連結網絡
3. 專家與顧問公司作為主持人，提供背景知識及引導民眾提出建議

比利時
根特

1. 市政府建立了「根特氣候聯盟」
2. 逐漸建立「轉型場域」，納入各部門、各領域專家、公民及企業
3. 後續建立「氣候論壇」與「轉型雜誌」帶動市民參與

氣候
變遷法

公民
大會

大氣候
對話

城市能
源對話

參與式
氣候
保護 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請參考全文第八章以氣候為主軸的能源會議英國的作法受到鄰近國家和其地方政府與議會行動的影響。如借鏡受國際關注及獲得嘉許的愛爾蘭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愛爾蘭自2011年「我們的公民（We the Citizens）」及2012-2014年「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歷史沿革，其創新政治與社會改革注重協商民主的決策，包含以公民投票修改同性婚姻及墮胎之憲法。2016年7月愛爾蘭由議會成立公民大會，由1名主席Mary Laffoy與99個隨機選取的公民，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4月，共舉辦了12場週末的會議，審議了五個主題政策，其中一項便是氣候變遷。議會成立百人小組，並由培訓的協調人主持專家演講及公民審議（圓桌討論）。為了進一步取得民眾建議及影響政策程度間的平衡，議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處理及公開回針對氣候變遷議題，讓民眾公開提交建議書，並於後續收到了1,185份的意見書，大會秘書處亦製作了一份「路標文件（signpost document）」，匯集公眾意見的多樣性應後續的建議流向，提高了公民參與的政治決策和合法性。最終投票氣候變遷的13項建議，皆有超過八成的成員支持，並協商出四個輔助建議，包括積極採納公眾訊息、減少塑料包裝、農業部門低碳排生產模式、零（低）碳排之新建築。* 涉及五個政策問題，包括墮胎（憲法第八修正案）、如何應對人口高齡化、如何應對氣候變遷、公民投票方式、定期招開議會。但是關於大會五個主題所產生的建議，後續進程各不相同，其中有人口高齡化、公民投票及定期議會，迄今（2019年7月）未收到任何政府回應。



參與式治理現行政策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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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學習的
機會缺乏

欠缺社會
學習平台

現行規劃的政策
參與管道難觸及
大眾

現行參與機制
效能有限

大眾不了解臺灣
目前主要發電方
式及能源政策

大眾對能源及
氣候的理解尚
待提升

• 各部會多「配
合」而非「整
合」

• 目前行政院與
地方政府主責
氣候及能源轉
型者定位不清，

跨部會整合
不足



參與式治理之革新

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說明：－欲建立良好的參與式治理環境，一方面需要暢通參與管道，另一方面則需強化行政能量，以確保能有效涵納各種參與管道所收到的訊息及建議，並有效轉化到政策發展的過程。－除水平地整合各部會外，亦要垂直地建立管道、納入大眾參與，包括從增進公民能源素養，提升民眾參與意願。綜合上述，參與式治理革新需具有以下五大核心措施（下一張簡報）。



參與式治理革新政策組合
核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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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能源轉型
主流化

建立明晰
轉型治理體系

建立規範及
參與機制

厚實
能源素養

推動轉型
研究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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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地方層級的
能源治理



城市機會及重要性

城市能源治理可行性及成效性
• 定位：個人-城市-國家，使地方政府採
取更有企圖心的承諾和行動

• 城市靈活的治理，能突破國家限制，為
理想實驗室及學習場域

城市能源需求及供給
• 全球城市佔全球能源消耗約60％，溫室
氣體（GHG）排放佔總體70％以上
地方的（低碳或）能源系統轉型路徑扮
演著重要角色

分散風險、創新治理
• 分散能源風險治理層級
• 整合地方意識與全球的挑戰，制訂有效
的地方應對措施，藉由確保社群參與權
利，共同規劃與推動氣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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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未來城市現今約有50％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巨型都市（megacity），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是未來減碳的關鍵。另外，人口少於750,000的城市，也造成多數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貢獻。城市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中樞，也是創造力和權力的中心。因此，它們不僅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且也是解決方案出現或必須出現的核心部分。創新的城市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雖受到國家法律的限制，但在主動減少與能源有關的排放方面有不同的可能性。至少都市可以在需求方面採取行動並提高能源效率。城市能源需求及供給全球城市佔全球能源消耗約60％，溫室氣體（GHG）排放佔總體70％以上，地方的（低碳）能源系統轉型路徑起著重要作用。 未來，由於進一步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預計城市的能源和碳足跡將會增加。 考慮到氣候變化等前沿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地方（低碳）能源系統轉型具有最大意義，需要採取適當的治理結構，以便相應地採取行動並採取行動。 換句話說，城市應該而且必須成為未來塑造可持續能源基礎設施的核心。城市能源治理可行性及成效性城市往往是國家層面重大變革的主要推動者和先行者，城市網絡 - 國家和國際 - 促使聯邦政府採取更加進步和雄心勃勃的承諾和行動此外，如果任何的氣候或能源行動受到國家層面的制約，城市還是可能成為氣候行動的關鍵，因為它們往往更加靈活，個人/團體領導層更有可能在國家/聯邦層面上發揮作用。城市可以被視為低碳能源系統轉型的理想真實實驗室和學習場所。在城市中，現代社會的社會技術結構可以找到，但與國家相比複雜程度較低 - 轉化過程可以更快地實現。



國際地方能源治理：日本中央助力

• 日本以中央交付地方創生金的補助，將再生能源視為地方重要資源及事業
• 打破中央為主思維，地方政府、地方公共團體將能源視為地方永續社會經濟重要
的一環，將地方能源事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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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地方能源治理：歐盟市長盟約

• 盟約提供城市實質的支持、完整的治理的方法、政策的合法性及倡議性，
避免城市執行多餘的行政工作量及重疊的計畫，使多層次治理方式及多
重利害關係者的互動改變在地的氣候政策並實現減碳目標

13



地方能源治理現行政策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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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缺乏強
而有力的協調整
合機制及權責單
位

•治理人員以兼辦
業務方式

•地方無規劃自主
財源

欠缺治理資源

•首長決心⇋民眾
關心

政策重視程度
端賴首長認知

•地方能源治理體
制模糊

•能源轉型規劃長
期由中央主導，
透過發放預算鼓
勵地方，但地方
多用於短期硬體

地方能源治理
權責不足

•地方政府能源轉
型相關治理經驗
不足，缺乏整體
規劃

•民眾對於地方能
源轉型推動政策
參與度低，對能
源發展的意識及
政策熟悉度不足

欠缺運用資料
創新基礎環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能源管理法》：明訂中央主管機關管理能源供應事業之業務《地方制度法》：自治事項未載明包括能源事務未設專責處理能源事務的局處，由相關單位如經發局處理歸納臺灣在能源白皮書研擬過程中的幾點地方政府建議，認為目前除缺乏地方能源評估工具以分析措施推動的效果及區域的用電資料外，更缺乏的是中央對於地方的支持及地方自主推動的能力建構，過去地方政府將能源視為額外的業務負擔，關注的往往並非能源導向的議題，因而造成地方能源治理轉型的遲滯。在實踐經驗與操作場域的缺乏下，地方能源治理普遍具有以下問題：1. 權責不明與制度性支持不足；2. 地方首長相關意識與跨地區合作的不足；3. 治理資源如自主財源與人才的匱乏問題；4. 專業知識與地方性資訊的缺乏。即便地方政府努力想對能源使用做出管制努力，但由於地方普遍缺乏管制機關與專業，對於能源議題感到陌生且棘手，因此結局常是與中央對抗或是不了了之。



強健地方能源治理政策組合
核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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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地方政府

2

1

3

4

激發創新策略

建立長期規劃
能力

重塑地方能源意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面對政策不足，我們需射出四把箭



強健地方能源治理政策組合
低中高目標及行動策略綜合說明

高

全面強化地方
能源治理能力

1. 宣示城市碳中和目標，並訂定具體行動計畫。
2. 2030年前完成提供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場域。

1. 2025年前藉由修正能源管理法及地方制度法。
2. 地方創生與能源政策的整合，擴大財源。
3. 國土計畫與地方能源計畫整合。

1. 協助訂定地方能源自治條例。
2. 2020年前住商共推節電行動中，增加
辦理民眾提案、參與式預算等。

中

低

縣市設定地方
碳中和目標

地方能源權
責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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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能源治理革新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1/3)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2/3)
	理解民眾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3/3)
	什麼是參與式治理革新？
	國際上的參與式氣候治理
	參與式治理現行政策之挑戰
	參與式治理之革新
	參與式治理革新政策組合�核心策略
	投影片編號 10
	城市機會及重要性
	國際地方能源治理：日本中央助力
	國際地方能源治理：歐盟市長盟約
	地方能源治理現行政策之挑戰
	強健地方能源治理政策組合�核心策略
	強健地方能源治理政策組合�低中高目標及行動策略綜合說明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