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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發展綱領 

壹、前言 

能源影響層面廣泛，與國家安全、民生需求、經濟發展、環境
保護、國民健康及永續發展等議題密切相關。考量我國能源系統為
獨立型態，能源供給 99%以上仰賴進口，且化石能源依存度高，面

對傳統能源日益耗竭、國際能源情勢動盪、能源價格波動劇烈、全
球氣候變遷衝擊，以及國內能源需求持續成長、能源開發計畫推動
不易與能源價格調整爭議等挑戰，爰我國之能源發展首重確保能源

安全及滿足民生基本需求，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考量社會
正義與跨世代公平原則下，促進能源永續發展。 

為確保短中長期能源供需的平衡與穩定，並達成上開能源發展

目標，爰訂定本綱領，規範我國能源政策原則與方針，作為擘畫國
家總體能源發展之準據。 

本綱領定位為國家能源發展之上位綱要原則，除作為國家能源

相關政策計畫、準則及行動方案訂定之政策方針，並據以訂定「能
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及「能源開發政策」，以落實能源先期管
理及規劃國家未來分期之能源供給總量與各類能源發展定位及其

配比。 

貳、法源依據 

本綱領依「能源管理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 

參、發展願景 

建構安全穩定、效率運用、潔淨環境之能源供需系統，營
造有助節能減碳之發展環境，以達成國家節能減碳目標，實現

臺灣永續能源發展。 

一、安全目標： 

建立可負擔、低風險之均衡能源供需體系。 

二、效率目標： 

逐步降低能源密集度，提升能源使用質的成長及降低量的
成長，提升國家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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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潔淨目標： 

逐步降低碳排放密集度與減少污染排放，達成國際減碳承

諾，打造潔淨能源體系與健康生活環境。 

肆、政策原則 

促進能源體系之安全、效率、潔淨為我國能源發展之核心

思維，相關能源政策方針應依下列原則據以規劃： 

一、安全：穩定能源供給來源與管道，確保能源供需均衡與系
統正常運作，完善系統風險管理。 

二、效率：強化能源使用管理，提高能源轉換、輸配及使用效
率，增加能源運用的附加價值。 

三、潔淨：發展低碳能源及運用低碳技術，降低能源之開發及

使用對環境衝擊。 

伍、政策方針 

一、需求端：分期總量管理及提升能源效率 

（一）分期總量管理 

1.依分期之國家能源供給總量，管理能源之使用，以符
合國家整體能源發展規畫。 

2.衡量各類能源特性及發展條件，擬訂分期、分區之供
給容量，以進行能源開發及使用之先期管理。 

（二）提升能源效率 

1.規範大型投資生產計畫採用商業化最佳可行技術，強
化能資源整合運用效能。 

2.推動工業、服務業、農業、運輸、及住宅部門之能源

管理、能源節約、能源效率提升，並逐年檢討及改善。 

3.研訂及逐步提高器具、設備、車輛、建築物與場所之
能源效率基準與管理方式。 

4.善用市場機能引導節能，逐步規範浪費能源之行為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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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發或引進高效率能源技術與產品，適時推動示範應
用或導入推廣。 

二、供給端：多元自主來源及優化能源結構 

（一）多元自主來源 

1.建構跨部會強化能源安全機制，統籌布建整體能源安

全戰略。 

2.開發自產能源潛能，加強新及再生能源開發利用。 

3.推動國際能源開發與技術合作，獎勵業者積極參與海

內外能源探勘開發與投資併購，拓展各類能源供給管
道，增加自主能源比重。 

4.分散能源採購來源與方式，降低能源供應風險。 

（二）優化能源結構 

1.依我國各類再生能源發展潛力及再生能源相關技術
進程，逐步提高再生能源之發電及熱能利用分期發展

目標，並建構電網併聯基礎設施。 

2.考量天然氣供應安全與燃料成本等因素，規劃及促進
低碳天然氣合理使用。 

3.衡量能源安全及供電穩定因素，彈性調整煤炭使用，
並視國內外技術進展，適時導入淨煤減碳技術，以減
少煤炭利用之碳排放。 

4.推動替代石油之能源技術發展與應用，逐步降低對石
油的依賴，並考量石油煉製產品為聯產品之特性，依
石化產業發展政策原則，進行石油煉製業管理。 

5.確保核能安全，強化核子事故與複合式災害整備與應
變能力，在符合安全及環境保護要求下妥善進行核廢
料後端處理；推動穩健減核，逐步降低對核能的依賴。 

6.穩定電力供應，並提升供電品質，鼓勵有助區域供需
均衡之分散式電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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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升能源轉換效率，規範能源設施採用商業化最佳可
行技術，降低電力系統碳排放，減少對環境衝擊與健

康危害。 

三、系統端：均衡供需規劃及促進整體效能 

（一）均衡供需規劃 

1.以合理需求訂定供給總量，以有限供給能力管理能源
需求之原則，強化國家總體能源管理。 

2.抑低能源需求成長及電力尖峰負載，加強電力負載管

理，進行合理電力負載規劃。 

3.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運用，加強餘熱、餘冷回收整合
再利用。 

（二）促進整體效能 

1.建構電力儲存相關基礎設施，並改善能源輸配系統之
效率。 

2.建構綠能市場機制，強化綠能需求誘因。 

3.推動智慧電網基礎設施規劃與佈建，提升電力系統之
調度效率，完善電網管理之效能，並導入需求面管理。 

4.強化區域與都市之整體規劃，建構智慧便捷之節能減
碳生活環境。 

5.健全能源事業發展管理，維護能源市場秩序。 

陸、應變機制與風險管理 

一、建立安全存量機制，健全能源運輸、卸收及儲存之安全管
理，確保系統正常運作，提升運送調度能力。 

二、建立能源預警機制，定期追蹤各項能源安全指標。 

三、訂定能源緊急應變機制，規範緊急時期能源及價格管制、
與安全存量運用，以因應突發之能源供需失衡或價格大幅

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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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氣候變遷，規劃能源供給體系及設施之調適策略與行
動。 

柒、低碳施政與法制配套 

一、國家施政計畫、基礎建設、產業發展應將節能減碳納入考
量。 

二、健全有助永續能源發展相關法制基礎。 

三、推動能源價格合理化，建立公開透明之檢討及調整機制，
促使能源價格合理反映內部及外部成本，以符合使用者付

費原則。 

四、政府各項施政措施應確保弱勢族群獲得基本能源服務。 

五、完善市場誘因機制，運用多元之獎勵、輔導、管制、租稅、

融資及其他必要之措施。 

六、訂定國家能源科技發展策略，積極擴張新及再生能源、節
能減碳等相關能源科技研發能量。 

七、推動綠色能源產業發展，帶動綠色成長與促進綠色就業。 

八、深化能源科學教育，培育能源科技人才，紮根全民能源教
育宣導，鼓勵公眾參與，提升國民節能減碳素養，建立以

節能減碳為核心之生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