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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風險中心新聞稿 

能源轉型共識高 政府應大刀闊斧進行綠色振興與改革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即將在 5月 20日舉行，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針對

能源轉型的民眾感知及政策推動，進行電話民意調查，並於今天（5月 13日）公布結果。民

調顯示，臺灣民眾對於能源轉型的評價提升，並且不分黨派，都支持政府推動能源轉型政

策。此外，政府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向企業提出的紓困方案，逾七成民眾認為應附加能源轉

型及減碳條件。政府應仿效國際做法，提供給大型碳排放源的紓困方案需納入減碳要求，讓

企業度過難關之際，亦可提升綠色競爭力。政府更應慎用立法院即將審查的前瞻基礎建設第

二階段預算，使其成為推動臺灣綠色振興方案的基礎，方可重整臺商回流供應鏈，掌握全球

氣候行動契機，積極推動能源轉型。 

 

臺大風險中心「2020年能源轉型調查」採用電話民調，以居住於臺灣地區，18歲以上民眾為

調查對象，於 2020年 4月 6日至 4月 10日間，共完成 1,087份有效樣本，包含 785份市話

與 302份手機樣本，是近五年來首次納入手機樣本的能源議題民調，手機採樣更能觸及年輕

受訪者。 

 

臺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卞中佩報告民調結果指出，對於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超過

20%的政策，有 78%的民眾支持。交叉分析也顯示，泛綠民眾中有 87%支持再生能源，泛藍

民眾也有約 63%表示支持。此外，整體而言，民眾對臺灣能源轉型政策的評價提升，與 2018

年相比，民眾認為能源轉型政策較為公平也較有計畫性。 

 

民調也顯示，針對能源爭議時，將近 60%的民眾最信任專家學者，約 38%的民眾信任環保團

體，僅約 27%的民眾信任政府部門；此外有約 42%的民眾不信任工商團體。對此，臺大風險

中心呼籲政府推動氣候及能源轉型，應修法成立獨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這次的民調指

出，政府要順利推動能源改革，需要成立新的獨立機關，廣納民眾較為信任的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 

 

此外，針對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國際鉅變挑戰，有約 82%的民眾認為，政府應要求

回流臺商設廠時提出綠能承諾，且近六成民眾支持新冠肺炎紓困方案時，政府應附加能源轉

型與減碳條件。 

 

臺大風險中心主任張國暉表示，過去一般認為能源轉型缺乏共識、有害經濟發展，過往甚至

不見民眾認同以電價或其他稅收，來落實更公平的能源政策。但今年的民調顯示，民眾的意

向正在改變，而且不分黨派皆支持再生能源發展，讓能源轉型不再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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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能源轉型不僅有益經濟成長，也認為應調升電價和油價，以使用者付費的概念推動

高碳排產業轉型，奠定正向發展的能源轉型基礎。 

 

臺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家緯提到，能源價格在過往四年連續四次凍漲，平均電價已低

於售電成本，不利減煤也不利推動綠能。本次調查看到，堅拒調整電價的民眾僅約 19%，而

願意調高電價至 3.1元以上（經濟部預估 2025年電價在 3.08至 3.39元）的民眾達到 35%，

相較 2018年成長 7%。依據本中心估算，2019年因大幅削減燃煤火力，已使單位發電的空污

與排碳外部成本較過往減少 5%以上。為了改善空污和降低碳排放量，民眾支持提升電價，政

府更應擺脫「低能源價格才能帶動經濟成長」的褐色經濟思維，真實反映電力系統的外部成

本。 

 

趙家緯表示，反映外部成本的重要機制是推動能源稅或碳稅。本次民調顯示有 88%的民眾支

持對臺灣高排碳企業依碳排放量徵稅，亦有 57%的民眾可接受因徵收碳稅導致油價上漲，且

有 34%的民眾可接受每公升油價漲幅達到 3元。行政院雖於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中承諾於今

（2020）年完成推動能源稅的政策規劃與配套，但直至目前財政部並未採取具體行動，僅有

環保署表示將比照空污費研擬碳費機制。若蔡英文總統願意履行競選時對青年的承諾，應正

視氣候議題和能源價格，考量稅制反應外部成本，為我國能源轉型不可迴避的挑戰。 

 

臺大風險中心總計畫主持人周桂田提醒，能源轉型刻正邁向主流，民眾深刻感受氣候災害的

威脅，並擔憂後代子孫的未來。即便政黨傾向不同，民眾皆高度支持能源轉型政策，此氛圍

值得政府、企業與各界重視。同時，因應後新冠肺炎疫情，各國紛紛提出綠色振興方案，周

桂田敦促政府應以紓困、振興、改革等三大主軸推進政策。行政院近日重申「投資臺灣三大

方案」已吸引近兆元，但政府在臺商回流與振興政策上卻未見綠色改革、減碳與能源盤點。

他呼籲藉此契機進行改革，並應考量目前前瞻基礎建設第二期作為綠色振興方案基礎。 

 

周桂田再次強調，國際上無論是聯合國秘書長、世界銀行、OECD、歐盟、歐盟 17個環境部

長或是全球政策智庫，都不斷呼籲綠色振興之改革契機，要求企業提出減碳承諾，臺灣政

府、企業不應忽略此全球經濟變革走向對臺灣的下一波衝擊。正值蔡總統第二任期，應盡速

確立國家級氣候與能源轉型行動藍圖，新任行政院應審視全球大局的挑戰，組成氣候行動內

閣，並且於行政院層級設立「氣候會報」、召開氣候公民會議、訂定更上位的「氣候變遷

法」。以此超前部署，如同新冠肺炎之治理做為全球楷模，翻轉我國在全球氣候政策後段班之

名，更藉此奠定臺灣未來三十年的發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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