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草案) 

委 59 

                             議案編號：20210323686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31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志偉等 16 人，有鑑於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3 年

全球風險報告》在未來 10 年的前十大風險中，環境層面之

風險就有六項，分別是「氣候變遷減緩失敗」、「氣候變

遷調適失敗」、「自然災害及極端天氣事件」等，相較於

去（2022）年的十大風險，除了環境面風險項目及嚴重程度

增加，今年《全球風險報告》更加強調應對氣候變遷採取

行動的重要性。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必須相輔相成，台灣

都市區的建物碳排高居不下為減碳關鍵，為緩解都市熱島

效應，政府應與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共同逐步推動建築業選用

較能抵禦高溫的建材，爰擬具「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氣候與台灣相近的國際金融重鎮新加坡，2017 年展開了「冷卻新加坡計畫」，透過新增綠

地，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還能幫助用路人遮蔭，而新加坡政府為了解決綠地不足問題

，目標在 2030 年前要種下 100 萬棵樹。 

二、依據台北市 110 年新聞稿指出：「北市住商部門碳排量約占全市總排碳量 74.6%，住商建物

減碳至為關鍵。」城市的高溫區域分布，跟建材選用、綠化面積有極大關聯，若選擇較能

抵禦高溫的建材，並大幅增加綠化面積，以利熱源蒸散，將可以有效替城市降溫。 

三、為避免扼殺傳統產業，並給予企業轉型升級契機，政府應與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採逐步推

動建築業選用較能抵禦高溫的建材之方式，循序漸進以達成減緩熱島效應、節能減碳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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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

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

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

，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

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

濟發展、社會正義、原住民

族權益、跨世代衡平及脆弱

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

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

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

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

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

原則如下： 

一、參酌國內外最新氣候變

遷科學研究、分析及情境

推估。 

二、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

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

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

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

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三、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

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

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

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

劃。 

四、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

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

，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

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

益。 

五、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

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

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

機會及綠色成長。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

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

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

，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

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

濟發展、社會正義、原住民

族權益、跨世代衡平及脆弱

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

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

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

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

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

原則如下： 

一、參酌國內外最新氣候變

遷科學研究、分析及情境

推估。 

二、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

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

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

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

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三、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

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

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

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

劃。 

四、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

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

，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

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

益。 

五、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

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

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

機會及綠色成長。 

一、氣候與台灣相近的國際金

融重鎮新加坡，2017 年展

開了「冷卻新加坡計畫」，

透過新增綠地，降低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還能幫助用路

人遮蔭，而新加坡政府為了

解決綠地不足問題，目標在

2030 年前要種下 100 萬棵

樹。 

二、依據台北市 110 年新聞稿

指出：「北市住商部門碳排

量約占全市總排碳量 74.6%

，住商建物減碳至為關鍵。

」城市的高溫區域分布，跟

建材選用、綠化面積有極大

關聯，若選擇較能抵禦高溫

的建材，並大幅增加綠化面

積，以利熱源蒸散，將可以

有效替城市降溫。 

三、為避免扼殺傳統產業，並

給予企業轉型升級契機，政

府應與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

採逐步推動建築業選用較能

抵禦高溫的建材之方式，循

序漸進以達成減緩熱島效應

、節能減碳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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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

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

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

體排放。 

七、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

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

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

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 

八、為推動自然碳匯，政府

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

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

然碳匯，該區域內新增碳

匯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

族共享，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開發、利用或限制，應

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

取得其同意。 

九、為緩解都市熱島效應，

政府應與事業目的主管機

關共同逐步推動建築業選

用較能抵禦高溫的建材，

以達成減緩熱島效應、節

能減碳之效果。 

六、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

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

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

排放。 

七、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

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

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

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 

八、為推動自然碳匯，政府

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

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

然碳匯，該區域內新增碳

匯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

族共享，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開發、利用或限制，應

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

取得其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