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3 記者會後新聞稿】 

高達六成三的民眾不知道台灣有淨零目標！ 

四成八的民眾認為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表現不佳！ 

  

媽媽氣候行動聯盟(簡稱媽盟)針對今年三月底國發會發布的「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之後，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全球暖

化導致的氣候變遷危機的認知、感受程度，以及面對氣候變遷危機

所需採取行動的迫切感以及意願為何，做了台灣 19 縣市的電話民

調，結果顯示高達六成三的民眾並不知道台灣有淨零政策；四成八

的民眾認為政府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表現不佳！但願意參與倡議要求

政府具體作為的只有兩成六的民眾！ 

 

媽盟常務理事徐光蓉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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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結果顯示網路族群思維與一般民眾想法歧異。 

 

結果相似的部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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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落差大的部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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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要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難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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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盟理事長陳藹玲表示，台灣過去對於能源的使用，很狹隘的局限

在要不要用核電的爭議上，錯失了很多發展再生能源的機會。去年

核四的爭議隨著公投結束，我們應該向前看，跟上國際減碳的步

伐。2050「淨零排放」對每個國家都是挑戰， 一定得全民凝聚共

識，認清事實並且從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採取行動，才能夠按部

就班，逐步達成深度減碳減排的最終目標。媽盟在今年八月正式更

名為「媽媽氣候行動聯盟」，邀請社會大眾一起投入減碳的行列，

讓我們的氣候行動，為下一代留下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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