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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黃正忠：臺灣邁向淨零碳排放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管理科學學系

 

時間：110年10月29日晚上7時30分-9時30分

 

地點：臺北校園D508

 

標題：台灣邁向淨零碳排放的挑戰與機會

 

主講人：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正忠

 

關於新冠疫災下的氣候異常，回顧今年內發生的中國河南鄭州、廣州的大淹水；希臘

島嶼森林大火；德國萊茵河瞬間強降雨，導致洪水爆發造成200多人死亡、失蹤，影

響到鄰近國家比利時、荷蘭皆大淹水；夏季北美野火燒不盡從加州一路往北；西雅圖

到溫哥華過去屬於避暑聖地，今年夏天氣溫卻高達攝氏49.6度，種種狀況可以得知全

球正面臨氣候災難的議題。

 

而臺灣現況呢？假設臺灣98、95無鉛汽油價格每公升調漲3倍半，大家還會開車、騎

摩托車嗎？在臺灣能源價格並未反映合理的市場價格，國外在面對如此極端氣候下

，部分西方國家，對碳中和產品需求肯定會更加嚴格，因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是沒

有國界的，看不到也抓不到，所以氣候極度災難的狀況，實際上遠超乎大家的想像。

 

根據今（2021）年8月國家氣候公約專家小組所發布的最新科學報告，講述過去10年

地球表面平均溫度，比工業化時期升溫了1.09度C，工業化時期為1850到1990年，此

時還未大量使用石油、煤、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各位可能都聽過「暖化兩度C」，因

為全球氣溫提高兩度C以上，世界上許多物種就會滅亡，這是活命線，人類無論怎麼

努力都將不可逆，若再不尋求改變，暖化情形很快變成再上升3度、4度、5度，所以

不該只用兩度C為警戒線。

 

因此科學家設置了逃命線為1.5度C，11月14日全世界將有140位政治領袖到英國的蘇

格蘭格拉斯科進行討論「2030年人類到底還有沒有活路？減碳該怎麼減?」，地球上

71%是海，只有29%屬於土地，土地上均溫卻已經高出工業革命前1.59度，也就是已經

惡化超過逃命線，今年應會看到極度熱、極度冷，同時發生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之內

，這就是「氣候變遷」，本來應該100年才會出現一次極度冷、100年才會出現一次極



度熱，現在6個月內這件事情就發生在現實環境中。

 

根據夏威夷天文觀測臺，偵測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10月5日公布9月大氣中二氧

化碳的濃度，每100萬的空氣分子中有413.3個是溫室效應氣體，如果累積到450個二

氧化碳就會達到暖化兩度C活命線，所以450減去413.3剩下36.7，依過去兩年監測下

2019年9月、2020年9月、2021年9月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每年以2.27個ppm的速度增

加上升，你不改變、我不改變，依各位的年紀加上16年就準備等著世界末日，可說相

當嚴重。現在開始轉變到對的位置的人，他就抓住了新商機。

 

臺灣在世界280多個國家裡面，是前20大股市、前20大貿易國、前20大對外投資國、

前20大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前25大最富有的國家，所以應該和新加坡比、瑞典、挪威

、英國、德國都是，他們推行什麼好的能源政策，臺灣應該比照，何況臺灣不產一滴

石油，但現在卻是石化王國，如果未來能源即將不再靠石油，臺灣到底是幸還是不幸

？

 

歐盟在德國7月14日大淹水後，宣布2030年要減碳55%，等於減去一半左右，一半是什

麼概念？手機只能使用現在一半的時間、摩托車只能騎現在時間的一半、電腦只能使

用現在時間的一半，來淡江上課3小時只能點燈一個半小時，可活不可活？當然不可

活，可是人家為什麼敢這麼訂？

 

在如此發展歷程下，全世界越來越多企業宣布淨零碳排放，臺灣的企業也都會被趕鴨

子上架要做淨零碳，一旦執行，能源要革新，材料要革新，商業模式革新、投資融資

革新，不是讓大家過不舒適的生活，其實有很多可以改變的，留一些機會讓大家有更

好的未來。

 

邁向淨零碳排放有三個途徑，這就是現在臺灣知名大廠台積電、台達電、宏碁、華碩

、葡萄王生技、歐萊德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第一個按照控溫2度C或1.5度C的方式，把

減碳量計算出來，然後必須按照減重的量，從沒有成本的減碳、小成本的減碳、大成

本的減碳著手規劃，第二個要100%使用綠電，第三減到不能再減時，就要購買碳權來

做抵減，碳中和為從自然界移除，包含土地利用、農業進行碳捕捉、儲存。

 

最後，臺灣面對這樣的發展該何去何從？實踐不夠長程就只剩下16年，然而歹活不得

好死，我們要樂活，但同時我們應該要有低碳的倫理道德，希望大家每天衡量與環境

相關的決策時，想想自己的家人們，今天做的選擇是否對得起良心。（文／彭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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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系邀請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董事總經理黃正忠主講：「臺灣邁向淨零碳排放的挑戰與機會」。（攝影／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