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糧產業淨零排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黃俊欽

111年12月29日



2

全球暖化與你我有什麼關係?

資料來源:2022年7月20日 BBC新聞

➢溫室氣體效益導致地球溫度升高，全球暖化。
➢聯合國提出治理氣候變化的目標，地球暖化的上限訂在氣溫比前工業化時代最
多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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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指的是什麼?

➢ 溫室氣體效應導致地球溫度升高，

全球暖化。

➢ 氣候升溫速度在加快，超過以往

任何時期。

➢ 世界氣象組織(WMO)數據顯示，

地球上現在的氣溫比工業化開始

普及前高了將近1 ℃。

➢ 按照這個趨勢，到2100年全球氣

溫將比工業化前水平高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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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多嚴重?

➢學術界認為，在本世紀末之前要把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比工業化前平均值高2 

℃的程度才算安全。
➢科學家指出，要達到這個目標，前提是社會生活各層面要前所未見的改變。

➢ 以臺灣為例-109年至110年嘉南

地區、桃竹苗停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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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Net Zero)指的
是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
全球人為造成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扣除人為移
除的量等於零。

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亞氮、氟氯

氮化物、臭氧

全球暖

化

➢ 依聯合國政府間氣候

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2021年科學
報告之模擬情境，接

下來20年地球表面升
溫將達到1.5或1.6°C。

➢ 人類需要在10年內大

幅減少二氧化碳及其
他溫室氣體排放量，
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

放(net zero emission)，
才能控制升溫在1.5°C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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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布2050淨零排放路徑(2022.3.30)

資料來源:國發會網站



7

單位: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資料來源:國發會網站



8資料來源:國發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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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網站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1/3)

溫管法第四條：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139年降為94年（基準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前項目標得參酌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

情勢變化，適時調整。

 第一期(105年至109年)國家減量目標：較基準年減 2%

 第二期(110年至114年)國家減量目標：較基準年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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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院核定部門別減量責任

各部門第二期（110年至114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業於110年9月29

日奉行政院核定，農業部門減量目標為較基準年減30%，且溫室氣體排

放量至114年需降至5,006千公噸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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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2/3)

107

(94年)



行政院淨零排放專案工作組規劃

農糧產業淨零排放與土壤碳匯(1/2)

環境系統可吸儲之
碳匯(Carbon sink)

森林碳匯 海洋碳匯 土壤碳匯

生產製程之
碳捕獲、封存及再運用 (CCSU)

碳捕獲 碳封存 再利用

由大氣中之直接
碳移除 (CDR)或相關處理

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
存(BECCS)

直接空氣碳捕捉及儲
存(DACCS)

各小組均須討論關鍵要素 技術發展 政策工具 公正轉型 社經影響 對話溝通

➢農糧署於淨零排放工作組之「負碳技術工作
圈」項下「環境系統可吸儲之碳匯」
（Carbon sink）技術領域小組主責「土壤
碳匯」，進行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及藍圖規劃，
開發減量與碳匯技術及研擬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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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產業淨零排放與土壤碳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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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經過光合作用排出氧氣及合成碳水化合物，碳就成為

植株及根系的一部分，隨著植株凋落與生理代謝，成為土壤有機質一部份。
➢ 文獻指出，土壤有機質約含有5成以上的碳，當有機質進一步分解形成腐植質後，

需要數百年才能再分解，碳被長時間留在土中，因此土壤正是陸地系統中最大的碳

匯(carbon sink) 。

轉化成碳
水化合物
供植物地
上部成長

部份二氧化碳釋
放回歸於土壤中，
提供土壤微生物

及植物
生長。不溶性的
腐植質(humus)

固定在土壤中

植物光合作用
捕捉大氣中二

氧化碳



農業部門提前於2040年達到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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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共提出27項工作重點資料來源:農委會



有機農業發展接軌國際及契機

呼應全球趨勢的重要政策思考方向

調整有機農業
發展目標及領域

推動產銷新科技
提升生產品質

擴展有機農業的
市場及通路

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
(IFOAM) 有機3.0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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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除各項減量、增匯的技術研發與推廣外，農業部門可強化

全國溫室氣體減量之成效，如透過碳定價與碳權取得，創

造新型經濟模式提高農民收入；鼓勵農民與農企業從源頭

減碳；運用教育強化消費者責任，改變需求端之消費行為；

透過政策、法規的制定與調整，建構誘因機制，引導生產

端淨零作為等



18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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