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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生活歷程



行動計畫(草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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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路徑

肆、推動組織

與參與機
制

計畫目標、總體績效指標

短期至2030年為主，中長期
以2050年規劃

推動組織分工小組、全民協
力、公私協力

推動重點策略、措施及具體行動、
執行工具、法規盤點、誘因機制、
人力配置及經費、社會溝通規劃

柒、管考機制

陸、預期效益

捌、結語

經濟/環境/社會效益評估等

涉及公正轉型之評估、未來
展望

伍、推動策略
及措施

目錄

淨零綠生活

中央及地方機關推動成效之
管制考核及追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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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 跨部會整合機制需建立
– 綠生活多元對話與行為習慣養成須啟動
– 綠生活商業模式需科技創意激發
– 需以生活轉型帶動產業轉型

問題與挑戰

淨零綠生活

生活轉型

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帶動
產業轉型

科技研發

社會轉型

生態環境
法規金融



計畫目標及路徑-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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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綠生活

3%

2025 2030

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成長率(以2015年為基準)

目標值一次用產品減少使用量(自2023年起累計) 2億個

7%目標值

7,500萬個

85%(1)民眾淨零綠生活認知

目標值民眾淨零綠生活行為 80分(2)

90%(1)目標值

75分(2)

(1)民眾淨零綠生活認知：相關問項採2分法（例如「知道、不知道」），
計算目標值認知百分比。

(2)民眾淨零綠生活行為：相關問項採5點量尺（例如「總是、經常、普通、
偶爾、從來沒有」），計算目標值分數。



執行秘書：
管考處處長

副召集人：
副署長

本會委員
政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

21人

策略規劃組 科技示範組 商業模式組 多元溝通組 創意生活組

召集人：署長

縣市推動
淨零綠生活平台

淨零綠生活推動會任務小組

跨部會推動淨零綠生活平台

主任秘書

本署淨零綠生活
推動小組

副執行秘書：
管考處副處長

（由主任秘書召集） （由副召集人召集）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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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組織與參與機制(1/2)

淨零綠生活推動會組織架構

淨零綠生活



政策規劃及研擬
跨部會協調合作模式
行動方案之研擬推動
與分工

模型建置推估與選擇
情境與參數之選擇與
設定

關鍵策略績效評估及
方法建立

 KPI指標之訂定、追
踪與管考

行為轉型之調查及評
估

綠生活科技產品研
發及設計

綠生活科技產學研
媒合平台

綠生活新科技應用
場域展示

盤點精進符合綠生活
型態商業模式

多元共享平台規劃及
整合

綠色消費引導商業模
式之建構

訂閱經濟與共享經濟
之推動

永續消費指南之規劃
及研擬

建立綠生活指引引導
民眾正確認識、發現
機遇、實踐落地

建構淨零綠生活多元
分享與合作平臺供企
業、民眾、青年、原
住民、公民團體等利
害關係人交流溝通

開發綠色典範(企業、
機關、團體、個人
等)，豐富綠生活場
景，打造展示窗口，
擴大宣傳力度與效能

共同思考激發綠生活
創新作法

藉由黑客松發展綠生
活應用程式或服務

學生綠生活科技展及
競賽

召集人
推動會委員

副召集人
內政部代表

策略規劃組 科技示範組 商業模式組 多元溝通組 創意生活組

召集人
推動會委員

副召集人
衛福部代表

召集人
推動會委員

副召集人
經濟部代表

召集人
推動會委員

副召集人
文化部代表

召集人
推動會委員

副召集人
教育部代表

本會及各組會議得邀請有關機關、民間團體或學者專家列席 7

推動組織與參與機制(2/3) 淨零綠生活



推動組織與參與機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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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綠生活

與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簽署
「淨零願景・綠色行動」合作備忘錄

公私協力

民間團體與民眾有密切之

連結，為有效宣導途徑。

全民協力

結合全國民眾一同動起來，

改變小小的生活習慣，創造

大大的綠生活未來。



6大面向、31項措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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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浪費
低碳飲食

3.
居住

品質提升

6.全民對話

1-1推廣計畫性採買及餐具共享
1-2推廣零浪費餐飲服務及綠色餐飲
1-3推廣地產地消及食用低碳栽培農糧產品
1-4推廣消費者綠色安心食用

2-1推廣環境友善材質之衣物
及日常用品

2-2推廣節能衣著
2-3推廣碳標籤標示低碳產品

4-1推廣公共運輸
4-2完備步行環境
4-3完備自行車環境
4-4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4-5推廣共享汽機車
4-6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
4-7減少非必要運輸需求
4-8推廣綠色貨運
4-9推廣綠色觀光與綠色旅遊
4-10鼓勵低碳展演

5-1拓展環境友善產品
5-2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5-3循環運用零組件
5-4以服務取代購買

6-1共同目標
6-2共同責任
6-3共同行動
6-4資訊公開
6-5全民教育

3-1推廣被動式節能建築
3-2示範推廣智慧控制導入與深度節能
3-3推廣高能效設備及節能知識宣導
3-4示範推廣建築材料碳儲存/建築營

運碳排放減量
3-5推廣綠色標章2.

友善環境
綠時尚

4.低碳
運輸網絡

5.使用
取代擁有

推動策略及措施 淨零綠生活



1.零浪費
低碳飲食

2.友善環境
綠時尚

3.居住品質
提升

1-1推廣計畫性採買及餐具共享

1-2推廣零浪費餐飲服務及綠色餐飲

1-3推廣地產地消及食用低碳栽培農糧產品

1-4推廣消費者綠色安心食用

2-1推廣環境友善材質之衣物及日常用品

2-2推廣節能衣著

2-3推廣碳標籤標示低碳產品

3-1推廣被動式節能建築

3-2示範推廣智慧控制導入與深度節能

3-3推廣高能效設備及節能知識宣導

3-4示範推廣建築材料碳儲存/建築營運碳
排放減量

4.低碳運輸
網絡

5.使用取代
擁有

6.全民對話

4-1推廣公共運輸

4-2完備步行環境

4-3完備自行車環境

4-4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6-1共同目標

6-2共同責任

6-3共同行動

6-4資訊公開

6-5全民教育

4-5推廣共享汽機車

4-6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TOD)

5-1拓展環境友善產品

5-2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5-3循環運用零組件

5-4以服務取代購買

6大面向 31項推動措施 63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4項具體行動

3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4項具體行動

5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3項具體行動

3項具體行動

5項具體行動

2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3項具體行動

1項具體行動

4-7減少非必要運輸需求 2項具體行動

4-8推廣綠色貨運 1項具體行動

4-9推廣綠色觀光與綠色旅遊 3項具體行動

4-10鼓勵低碳展演 2項具體行動

3-5推廣綠色標章 3項具體行動

推動策略及措施 - 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

2030年各項具體行動如附錄



推動策略及措施 - 社會溝通規劃

淨零

綠生活

專家諮詢會

說明交流會／論壇
論壇／工作坊

說明會／工作坊

民間團體

專家

產業

民眾

淨零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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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淨零綠生活

全民生活

教育對話

培養綠生活認知

改善生活

基礎設施

友善綠生活環境

建構生活

商業模式

帶動綠生活產業 拓展綠色

產品服務

鼓勵綠生活消費

引導民眾

行為改變

提升綠生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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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機制

• 中央部會

– 配合國發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政策

就關鍵戰略行動計畫進行監督管考

• 地方政府

– 依地方環保機關績效考核計畫

「淨零綠生活」獎項，每年進行考核

13

淨零綠生活



敬請指教



附錄

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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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零浪費低碳飲食(食)

1-1
推廣計畫性採買及餐具共享

1-2
推廣零浪費餐飲服務

及綠色餐飲

• 計畫性採買
• 餐具共享

1-3
推廣地產地消及

食用低碳栽培農糧產品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1-4
推廣消費者綠色安心食用

• 推廣生產節能衣物及功能服飾
• 扎根廚師及未來廚師的惜食觀念
• 推廣生態學校「永續食物」環境路徑
• 推廣綠色餐飲

• 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並推廣消費者食用
• 推動食農教育，建立零浪費低碳飲食素養
• 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

• 建立消費者辨識及業者自主管理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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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友善環境綠時尚(衣)

2-1
推廣環境友善材質
之衣物及日常用品

2-2
推廣節能衣著

• 二手衣物捐贈、改造、維護及新創商業模式，鼓勵閒置衣
物高值商業模式，提升再利用價值

2-3
推廣碳標籤標示低碳產品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推廣生產節能衣物及功能服飾

• 依產品碳足跡分級標示碳標籤，宣導民眾選購低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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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居住品質提升(住)

3-1
推廣被動式節能建築

3-2 
示範推廣智慧控制導入

與深度節能

• 綠建築宣導推廣

3-3 
推廣高能效設備
及節能知識宣導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3-4 
示範推廣建築材料碳儲存/

建築營運碳排放減量

• 智慧建築宣導推廣

• 推廣高能效設備及節能知識宣導

• 建築材料碳儲存(已列入「節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3-5 
推廣高能效設備
及節能知識宣導

• 推廣綠色辦公
• 推廣環保標章旅館
• 推廣使用環保標章、環境友善產品及節能、省水、綠建材

標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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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低碳運輸網絡(行/樂)(1/3)

4-1 
推廣公共運輸

4-2 
完備步行環境

• 健全公共運輸服務
• 多元推廣公共運輸

4-3 
完備自行車環境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修訂人行道相關設計規範，擴大步行空間
• 補助優化步行環境

• 打造無障礙自行車轉乘服務環境
• 補助縣市建置示範性自行車路網
• 改善自行車通學行車環境
• 優化自行車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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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低碳運輸網絡(行/樂)(2/3)

4-4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

4-5 
推廣共享汽機車

• 強化車輛停車供需管理與合理費率
• 推動低碳交通區鼓勵低碳車輛使用
• 宣導鼓勵科學園區與工業區廠商減少私人運具
• 強化高排碳車輛驗車規範與執行強度
• 汽柴油價格回歸市場機制

4-6 
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

(TOD)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鼓勵縣市政府推廣共享汽機車服務
• 鼓勵縣市政府推動共享汽機車業者與其它綠運輸之票證整

合及轉乘優惠方案

• 滾動檢討車站與周邊地區整合開發相關法規制度
• 地方政府於公共運輸場站周邊都市計畫制定TOD相關配套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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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低碳運輸網絡(行/樂)(3/3)

4-7
減少非必要運輸需求

4-9
推廣綠色觀光與綠色旅遊

• 強化車輛停車供需管理與合理費率
• 推動低碳交通區鼓勵低碳車輛使用

4-10
鼓勵低碳展演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推廣「台灣好行」
• 推廣綠色遊程
• 優化綠色旅遊服務

• 推廣藝文展演活動使用低碳材料及資料電子化
• 推廣會展活動使用低碳材料及資料電子化

4-8
推廣綠色貨運

• 推動貨運業者營運管理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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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使用取代擁有(購)

5-1
拓展環境友善產品

5-3
循環運用零組件

• 推動使用環境友善原料、清潔生產
• 使用較安全居家或工業化學品

5-4
以服務取代購買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永續物質流管理
• 負責任的電器處置方法
• 推動使用二次料

• 獎/鼓勵產品共享經濟服務

5-2
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 審慎評估用品需求，盡量延長使用、回收舊物、購買再生
材料用品

• 強化巨大家具收運、處理及再利用
• 強化廢床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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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具體行動(草案)-全民對話(育)

6-1 共同目標
6-2 共同責任
6-3 共同行動

6-4 資訊公開

• 訂定綠生活指引引導民眾行為改變
• 辦理國家企業環保獎等獎項鼓勵各界參與
• 向產業、民眾、青年、公民團體等所有利害關係人溝通
• 結合地方產業創生，投資綠生活、遊樂場所產業鏈
• 建構綠色生活模式及家居碳足跡計算器

6-5 全民教育

具體行動推動措施

• 揭露推動成果及效益相關資訊
• 推動商業智能與物聯網整合行為分析，推動企業、個人及

家庭減碳
• 強化跨域應用氣候服務

• 全民教育教材的建構及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