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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八的民眾有意願落實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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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8.4%的民眾表示有意願落實節能減碳(22.0%非常有意願，
46.4%還算有意願)；25.4%表示沒有意願(17.4%不太有意願，
8.0%完全沒意願)，6.2%無明確意見。



有意願者中近五成三的民眾願意自行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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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41位有意願做節能減碳者中，有52.5%的民眾願意自行花費；
42.7%要政府有補助時才做，4.8%無明確意見。



平均願意花費的金額為31179.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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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33位有意願且願意自行花費做節能減碳者中，預算以1-5萬以下的比
例較高，占23.1%，其次依序為5千以下(13.1%)、5-10萬以下(8.2%)等

新增題目，故回答人數不等同上題比例



若政府補助無意願者有五成以上會改變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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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有提供節能補助時，在573位沒有意願做節能減碳者中，有
52.2%的民眾表示有意願(11.1%非常有意願，41.1%還算有意願)；
39.1%沒有意願(23.1%不太有意願，16.0%完全沒意願)，8.7%無明確
意見。



十

• 許多國際企業引導供應商及代工廠落實減碳，美
國蘋果公司10月宣布推動中國合作夥伴減碳；回
應客戶要求，鴻海集團同意2018年前在大陸廠區
裝設400百萬瓦（MW）太陽光電。



台灣企業的危機

• 看不到低碳政治領導力，沒有應對的機關出來擘
畫藍圖，也沒有低碳基礎建設(包括對低碳友善的
融資環境、電力供應等) 。

• 太陽能未落地生根，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居全球領
先地位，產品卻98％出口。過去10年化石燃料進
口依存度不減反增。

• 政府不推，台廠束手。國際供應鏈尚未發出要求
配合減碳的主流訊號，台灣公司面對的客戶要求
還沒有碳的因素，但個別公司已承受壓力，很多
產業也陸續有相關要求，促使部分公司發展綠色
產品及碳減續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