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關心沒有行動 – 不會改變! 

媽媽氣候行動聯盟理事 徐光蓉 

(2022/11/3) 

 

11 月 6 至 18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7 屆締約國大會(COP 27)將於埃及

舉行。28 年來，愈來愈多人感受到極端天氣的衝擊，「氣候變遷」由僅少數科學家關

心，變成眾所週知、關係人類存活的嚴肅議題。多年來，政府不斷宣揚重視氣候變遷

議題，希望能正式參與國際協商，但被國際團體評估的氣候變遷的表現卻持續吊車

尾，媽盟希望能藉由民意調查找出可能的癥結。 

 

媽盟委託的民意調查(A)一部分題目選擇和臉書-耶魯大學於今年七月公布之民調

(B)相似。媽盟民調是對台灣本島居民以電話及手機進行，而臉書-耶魯民調只選取臉

書全球 192 國的活躍用戶1。部分結果顯示網路族群思維與一般民眾想法歧異。 

結果相似：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已發生的認知比率高(A:89%，B:92%)；人為活

動是造成氣候變遷(A: 86%(49+37)2，B: 88%(=60+28))；認為「企業」最應負減量責任

(A:35%，B:31%)。 

結果落差大：不管其他國家是否減量，都該減量(A:73%，B:24%)；認為政府應

將氣候變遷列為「最優先」施政(A:45%，B:23%)；已參與及可能參與實際氣候行動

(A: 27%，B:54%)。顯示台灣一般民眾比網路族群有較高的理想性，但怯於行動。 

 

民調結果顯示近五成民眾認為台灣氣候變遷表現不好。雖然蔡總統於去年地球

日宣示台灣「2050 淨零碳排」目標，從民調結果顯示僅少數民眾知曉；而年初政府

公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能源需求僅於 2030-2050 年間容許些

微負成長，依舊沿用過去的 2030 年溫室氣體目標(比 2005 年排放減 20%)! 沒有看到

                                                      
1 台灣樣本 1207 人。 
2 包含主要因人為活動造成及人為活動+自然改變各半 



可落實「2050 年淨零碳排」具體措施。 

 

此次 COP27 討論重點之一是如何提升各國 2030 年自願減量承諾(NDC)，期望還

能控制全球增溫在 1.5C 內。目前各國 NDC 總加，比控制增溫在 1.5C 內路徑在 2030

年的排放目標還多 190-230 億噸 CO2 (約合現今排放量 1/3)。一向相當保守的國際能源

總署(IEA)於上月底公布 2022 世界能源展望(WEO 2022)，首度預測全球天然氣需求從

此不再增加，煤、油已過高峰 - 顯示天然氣不再是”氣候變遷的過渡氣體”；評估

可能增溫：如果仍延續各國現有政策，世紀末全球平均增溫約 2.5C；各國如果都能達

到減量承諾，全球增溫約 1.7C；但只有 2050 年達淨零排放(NZE)才可能控制增溫在

1.5C 內! NZE 需要全球在 2030 年前將能源使用 CO2 排放減 1/3，且在 2050 年前降至

零。台灣如果真想達成「2050 淨零碳排」目標，應該提新的自願減量承諾：2030 年

前減少 1/3 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檢視政府表現與媽盟民調結果，發現政府與民眾對氣候變遷議題認知十分充

分，但都缺乏改變現狀的行動；個人或許因為能做的有限，但政府至少可帶頭示範：

公有建築物改裝落實節約能源、設置再生能源，使用節能運具等，才知如何簡化繁雜

的手續，引導民眾參與行動。只有多數民眾知道那些行動可以減輕對氣候變遷的影

響，台灣才可能改變。 

 

Note: 2023 年國際氣候變遷表現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評比將於 11 月

14 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