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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黃政嘉教授分

析，資訊安全是一項長期的投資，威脅無處無

在，且不斷推陳出新，唯有持續推動、持續精進，

才能確保不讓任何惡意有一絲的可乘之機。唯有

透過持續的投入和合作，才能保障在網路時代

中，從群體到個人，方方面面的安全，為未來的

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也穩固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

鏈中的核心地位。台灣的《資通安全管理法》誠

然也跟上了世界潮流，更當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

強化針對資訊安全的投資，因此希望未來能夠發

展：1、良好的資安環境是發展的後盾；2、國家

預算應協助資安發展；3、強化多方合作；4、推

動資安意識提升。 

 

    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舟

教授評論，賴清德國慶日發表「祖國論」相關言

談，國內外評論多認為內容有所節制，尤其與其

就職演說、中共指控的「新兩國論」主張有別。

然而，中共的解讀卻是賴清德「繼續用新的謊言

話術包裝其『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蔡英

文總統主政八年，中共發動兩次圍台大型軍演；

賴清德總統就職不到半年，對岸已連續對台澎及

外島實施兩次大型軍演。軍演頻次已經增加，反

映兩岸關係情況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聯

合利劍-2024B」演習雖僅持續 13 小時，但演習

重點已轉向「諸軍兵種聯合突擊」，聯合突擊是

歷次軍演未曾出現的用詞。 

 

 

 

 

    2024 年 10月 28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國防研究

小組，「近期中菲南海海警衝突觀察」圓桌論壇

會議研討，南海軍事堡壘化成本很高，南海諸島

最高海拔 1.8 公尺，對軍事與災害的威脅完全沒

有防守、防患的條件，但是中國已經投入 500 億

美元經費在南海造地，中國無效益無上限的投

資，解放軍無目的無止境操演，只是在耗費資源

與消耗戰力與士氣。菲國駐美國大使羅慕德茲（J. 

M. ROMUALDEZ）聲稱「一觸即發的爆發點在

南海，不是台灣海峽」，似乎凸顯台海相對和平

的假象，其實南海與台海聲氣相通、一脈相連，

更不用說中國以鄰為壑、四處為敵，今天的南海

菲律賓，可能是明天的台海台灣。 

 

    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 10 月 29 日召

開「農業 X ESG X 綠能」圓桌論壇會議討論，

我國宣示農業部門的森林、土壤、海洋三大領域

要在 2040 年增加 1000 萬公噸的碳匯，目前已經

建立自然碳匯的 5 個方法學：森林經營、竹林經

營、改進農業土地管理、海草復育及紅樹林等，

需要農業部與環境部合作推動，例如近期農業部

提出的森林碳匯、竹林碳匯減量方法學，但是數

據的查核、驗證還有待改進；農業及土壤的碳權

要建立嚴謹的方法學，減排增匯要先量化才能驗

證碳權，最後才能夠進入市場作碳交易，這個過

程中要有標準技術措施及可靠的驗證機制，將碳

匯生產、交易的規範與秩序予以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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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數位信任洞察報告》看資安困境與 
台灣未來的發展建議 

 

黃政嘉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2024 年 9 月 30 日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發布的《2025 Global Digital Trust Insights》

（2025 全球數位信任洞察報告）[1]，該報告訪問

了 77 個國家、4,042 位商業與技術部門的高階管

理人後做出歸納，該份報告提出了幾個關鍵： 

 

▲77%的受訪者會在未來增加網路預算，但只有

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企業中已經實施了網路

韌性（cyber resilience，指當系統遭遇攻擊、意外、

漏洞等等負面網路事件時，是否能維持運作）的

規劃。 

▲66%的技術主管認為，網路安全是 2024 年最首

要風險，而商業主管的比例為 48%。 

▲企業遇到資料外洩的平均預估成本為 330 萬美

元，其中 42%與雲端相關、38%與駭客入侵相關、

35%與第三方資料外洩相關。 

▲78%的受訪者在過去 12個月中增加了對生成式

AI 的投資，有 67%的資安主管則表示生成式 AI

讓攻擊的層面增加了。 

 

    從這份報告中還體現了幾個有趣的事情，叫

做「明知山有虎，防護做不足。」受訪者有企業

經營面的主管也有技術及安全部門的主管，大抵

都同意要增加網路預算，也知道要重視資訊安全

防護，這與商譽、企業信任、供應鏈管理等息息

相關，但實際上完成網路韌性建置的只有 2%，

其中企業的 CISO（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翻譯為資安長）參與重要決策的比例懸

殊，僅有不到一半的企業會讓 CISO 參與策略規

劃，當 CISO 要擔負企業安全的同時，被排除在

決策之外形同是不賦予權力卻要求負責。 

 

    在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對於風險評估的要

求尤其重要，儘管高階主管們都認同要審慎評估

網路風險，這有助於他們判斷企業投資的先後順

序（88%），也同意應該將資源優先分配給高風險

的領域（87%），然而實際上只有 15%的受訪者有

達成這樣的理念實踐。 

 

    台灣位於世界科技供應鏈的核心位置，因為

各方面複雜的因素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在網

路世界尤甚，美國的資安公司 Fortinet 在去年做

出了《2023 上半年全球資安威脅報告》[2]，其中

亞太地區共偵測到 4,120 億次惡意威脅，數量相

當驚人，而四千多億次的攻擊中，有 55%發生於

台灣，相當於每秒將近 1.5 萬次的攻擊，這可能

包含了漏洞攻擊、網路釣魚、物理阻斷等等非常

多樣化的攻擊方式。 

 

    台灣是許多科技零組件的生產與供應者，在

技術創新與開發上向來名列前茅，而這些核心技

術與企業機密都成為駭客眼中的肥肉，一旦被竊

取，可能動搖的不只是單一企業，甚至連帶影響

國際信譽以及貿易關係，可謂不得不慎。今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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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灣諸多公部門以及科技業網站，疑似因為

政治爭議而遭受親俄駭客集團發動阻斷攻擊；

2022 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時，大量的物

聯網裝置與網站遭受入侵；日前又傳出科技廠商

遭駭客入侵，取走了大量的機密資料並勒索贖

金，上述的例子再再顯示了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在各方面都被國際矚目著。 

 

    在國際間，資訊安全是由上而下的整體政

策，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和美

國的《聯邦資訊安全管理法》（FISMA），為資訊

安全提供法源依據，國際上也有 ISO/IEC 27001

與 ISO/IEC 27701 等資安標準，台灣的《資通安全

管理法》誠然也跟上了世界潮流，更當在此基礎

之上進一步強化針對資訊安全的投資，因此希望

提供未來發展的淺見： 

 

1、良好的資安環境是發展的後盾： 

     

    台灣的半導體和諸多新興產業十分蓬勃，從

製造業到服務業，從公部門到私部門，不論是企

業機密或使用者資料，都是相當珍貴的資產，完

善的資安落實可做為產業的後盾，為各產業的發

展提供無後顧之憂的協助。 

 

2、國家預算應協助資安發展： 

     

    台灣的產業發展形同是國家安全的一環，許

多科技零組件的來源對全世界都至關重要，面對

全新的威脅型態，國家預算應獎助研究、推廣與

執行，例如美國國防部 2024 年的預算預計規劃

135 億美元用於網絡安全，可見資安即國安的趨

勢。 

 

 

3、強化多方合作： 

 

    除了推動政府、企業與學界的協同合作，進

一步確保與國際間的有效聯繫，共同建立標準化

的資安框架，提升台灣整體資安能力，讓台灣的

資安政策與國際規範接軌，建立安全且值得信任

的供應鏈形象，以增強國際競爭力。 

 

4.推動資安意識提升： 

     

    培養資安專業人才，同時提升全民的資訊安

全意識。對自然人而言，加強對行動網路安全的

教育與訓練；對法人而言，鼓勵建立並落實企業

資安防護要點，協助組織接受資安培訓並輔導其

獲得國際認證。 

 

   資訊安全是一項長期的投資，威脅無處不

在，且不斷推陳出新，唯有持續推動、持續精進，

才能確保不讓任何惡意有一絲的可乘之機。唯有

透過持續的投入和合作，才能保障在網路時代

中，從群體到個人，方方面面的安全，為未來的

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也穩固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

鏈中的核心地位。  

 

[1]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cybers

ecurity-risk-regulatory/library/global-digital-trust-insig

hts.html 

 

[2] 

https://www.fortinet.com/tw/corporate/about-us/newsr

oom/press-releases/2023/fortinet-report-in-the-first-hal

f-of-2023-taiwan-will-be-attacked-an-average-of-nearl

y-15-000-times-per-second-ranking-first-in-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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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合利劍—2024B 軍事演習觀察 

胡瑞舟 

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在 2024 年 10 月 14 日清晨，對台灣發動

「聯合利劍-2024B」軍事演習。這是繼今年 5 月

23-24 日「聯合利劍-2024A」軍演後，中國在半年

內圍台進行的第二次軍演。本文針對此次聯合軍

演有如下重點觀察。 

 

一、台灣提前預警 

 

    多方跡象顯示，台灣對「聯合利劍-2024B」

軍演有先期掌握。演習前一週，賴清德總統原訂

10 月 14 日出席國策研究院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辦

的國際研討會致詞，但 12 日議程表已改由國安

會秘書長吳釗燮代理。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1 日曾警告北京，

賴清德演說是常規做法，勿以藉口做過度反應。

路透社也曾引述台灣官方訊息報導，無論賴的國

慶演說內容為何，中方都有可能對台軍演。事實

上，台灣國安單位事後也宣稱，台北在軍演前一

天就已掌握情資。 

 

二、中共軍演意圖 

 

    共軍東部戰區公告此次軍演「重點演練海空

戰備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對海對陸打擊、奪取

綜合制權等科目，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實戰能

力」；同時也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強

力震懾，是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

必要行動」。 

    事實上，賴清德國慶日發表「祖國論」相關

言談，國內外評論多認為內容有所節制，尤其與

其就職演說、中共指控的「新兩國論」主張有別。

然而，中共的解讀卻是賴清德「繼續用新的謊言

話術包裝其『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中共

軍演出動戰機、戰艦與海警船，數量創下歷來單

天最高紀錄。 

 

    中共軍演都有政治及軍事意圖。此次軍演，

除組織陸、海、空、火箭軍及海警，實施聯合多

面圍島演習；演練「艦機多向抵近台島，諸軍兵

種聯合突擊」，或許才是台灣最需關注的重點。

研判中共對賴的雙十演說早有軍演準備，最終即

使賴清德已做節制，中共仍然尋機練兵，軍演也

漸朝「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比重轉變。換言之，

對岸關於動武或武統的準備已經增強。 

 

三、台灣應變盲點 

 

    台灣應對「聯合利劍-2024B」演習，缺乏現

代戰爭行動保密觀念，隨處暴露機動路徑及部署

兵要；北京藍德信息科技公司、美國《外交政策》

網站，分別對今年兩次聯合利劍演習都有相關報

告與評論。其實，台灣各級部隊還經常無視中共

北斗衛星、遙感-41 高軌光學衛星、陸地探測四

號 01 高軌合成孔徑雷達的強大清精偵蒐能力，

大量部隊、裝甲、火砲、機艦露天部署，缺乏注

重隱蔽掩蔽的戰力保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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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澎防衛概循「戰力防護、聯合制海、聯合

國土防衛」作戰構想行動，其中含有先後時序重

點。台灣國安高層及國防部應慎重思考，共軍「聯

合利劍-2024B」演習所呈現的部署態勢，究竟是

武統攻台的哪個階段作為？依據現代戰爭、理性

思維及此次軍演所強調的演練「諸軍兵種聯合突

擊」，共軍應會以遠火、導彈、自殺無人機針對

優先及高價值目標，展開首波攻擊；後續才會以

「聯合利劍-2024B」演習態勢的海空武力，配合

多點渡海及垂直登島部隊，對殘存軍隊、基地、

指揮所和設施持續察打，確保攻勢進展成效。台

灣軍方極難依照現況以完整兵火力，按應急計畫

階段實施戰力保存或有效反擊。 

 

    圍島封鎖是否就是中共對台主要軍事行動

方案？冷靜仔細思索將發現，中共自 2022 年 8

月以來實施四次圍台大型軍演，類似演習出現於

非戰爭時期的機率其實遠高於戰爭爆發之後。當

台灣仍然保存完整海空戰力時，共軍以大量戰

機、戰艦及海警抵近台島周邊「圍而不打/圍點打

援」，其實飽含巨大風險。這種以上個世紀陸軍

思維和戰法，套用於台島周邊企圖不戰而屈人之

兵，必須頂住國際經濟及輿論制裁、外軍可能介

入、台灣持久對峙、共軍任務壓力、台軍可能火

力全開、奮力一搏等負面效應。屆時中共不但可

能有勢同騎虎的尷尬，更有突然招致大量戰損的

危險。擦槍走火固需提防，困局險境其實兩岸皆

然，封鎖未必就是中共對台軍事主要模式。 

 

四、認知戰亂認知 

 

    中共軍演存在精心策劃「演轉戰」可能，但

是台灣卻日益沈醉於溫水煮青蛙效應。縱使事前

掌握共軍將在 10 月 14 日發動軍演，但國安高層

及國防部或已習以為常，因此事先並未提升戰

備。但是演習當天上午 9 時後部隊發出緊急召回

命令，要求休假官兵無論遠近都需於中午前返回

營區，事因官兵對外爆料而曝光。台灣國防部顯

然已視軍演為常態，當天上午因共軍機艦數量異

常，幾小時後才決定部隊緊急召回及提升戰備。

這對情報研判和作戰準備都是警訊。 

 

    隨著近年大批美式武器裝備採購、台美軍事

合作增溫、美歐友台支持升高，台灣民眾有頗高

比率認為台海不會爆發戰爭。此外，由於政府官

方及國防部每以「認知戰」或「灰色地帶衝突」，

描述中共圍台軍演或擾台行動，宣傳日久反而加

深台灣軍民「只是演習，毋須緊張」的認知，造

成相當數量民眾對中共軍事威脅麻木無感。 

 

    相反地，由於台灣官方及國防部每以「認知

戰」或「灰色地帶衝突」，解説中共圍台軍演或

擾台行動，包含國安高層及國防部在內，絕大部

分台灣軍民未能認知共軍軍力。例如，台灣國防

部多年來從未公布偵知共軍無偵-8、攻擊-11 隱形

無人偵察機、殲-20 隱形戰機進入防空識別區，

共軍匿蹤和台軍雷達搜索究竟孰高孰低？另

外，共軍自 2016 年迄今，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區的

擾台各式飛行器超過 7,000 架次，其中越過海峽

中線也達 2,500 架次以上，海軍艦艇在台海周邊

出沒也達數百艘。共軍長期累積執行這些軍事行

動，卻從未聽聞出現意外事故；顯現其人員素

質、部隊訓練、工作紀律、機艦性能、後勤保障，

都有相當高的水平。台灣國防部對於共軍及海警

行動反映的軍事實力，實宜務實客觀分析、知己

知彼，切忌僅停留在「認知戰」的認知。 

 

    綜而言之，蔡英文總統主政八年，中共發動

兩次圍台大型軍演；賴清德總統就職不到半年，

對岸已連續對台澎及外島實施兩次大型軍演。軍

演頻次已經增加，反映兩岸關係情況惡化。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利劍-2024B」演習雖僅持續

13 小時，但演習重點已轉向「諸軍兵種聯合突

擊」，聯合突擊是歷次軍演未曾出現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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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菲南海海警衝突觀察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 2024 年 10 月 28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國防研究小組「近期中菲南海海警衝突觀察」圓桌 

      論壇會議紀錄摘要。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在 2024 年 10 月 14 日，

舉行「聯合利劍-2024B」環台軍事演習，以逆時

針方式進行類似封鎖台灣的海空行動，雖然解放

軍自稱是海空戰備警巡，還令人意外地快閃收兵

草草結束，對台灣也沒有造成騷動或可見的實質

影響，我們可以發現共軍與海警環台軍演以及對

金馬外島的侵擾，其模式與對付菲律賓的方法類

似，戰術上都採取衝撞、包圍、噴水砲、雷射、

登檢的手段；因此南海海警衝突雖然是中菲之間

的關係，對台灣防衛與兩岸關係卻有警示作用，

值得我們做為參照並深入瞭解分析，規劃我國海

巡因應衝突的能量建置與應處策略，何況我國也

是貨真價實的南海國家，加上南海衝突與海峽緊

張的連動性，美中在第一島鏈的對峙與競爭，以

及美中菲三角關係的互動與拉扯等，顯示中菲關

係與南海衝突實際上就是台灣的切身議題。 

 

    這次中菲海警衝突的焦點在仙賓礁或稱仙

賓暗沙（SABINA SHOAL），還有仁愛礁（THE 

SECOND THOMAS SHOAL）也有衝突的升高，

同樣被認為隨時可能擦槍走火引發熱戰；菲國由

日本協助建造的 9701 海警船，從 2024 年 4 月 17

日至 9 月 14 日在仙賓礁滯留 5 個月，被眾多中

國海警與海上民兵層層包圍，菲國補給船受到中

方阻擾運補失敗，無法進行食物、燃料、飲水的

補給以及人員輪換，9701 缺乏補給被迫在 9 月

14 日撤離仙賓礁並於 15 日回到巴拉望；這期間

的 8 月 25 日 14 時菲國再次派出海警 3002 號船，

前往仙賓礁附近海域與中國海警船對峙，並與中

國海警 21551 號發生衝撞；事實上仙賓礁與仁愛

礁都屬於菲國的專屬經濟區（EEZ），中國卻以「九

段線」主張否認國際法並與菲衝突。 

 

    仁愛礁在 2024 年 6 月 17 日爆發流血衝突，

菲國軍方指責中國在衝突中造成 8 名菲國軍人受

傷，其中一名軍人失去一根手指，4 名菲國民航

救援人員被抓捕後獲釋，一艘菲國硬殼充氣快艇

（RHIB）及器材被破壞，8 支威力強大的 M4 自

動步槍、導航設備等被中國扣走，菲國參謀總長

布勞納（R. BRAWNER）在 6 月 20 日要求中國

賠償損失並歸還搶奪的物資，後來在 7 月 22 日

菲中雙方就管控仁愛礁局勢進行磋商，並就運補

符合人道主義的生活物資達成臨時性安排；仁愛

礁衝突的起源就是 1999 年坐礁擱淺的菲國登陸

艦馬德雷山號（BRP SIERRA MADRE），派駐有

菲國海軍陸戰隊在該船上，歷來中國海警有時強

勢、有時鬆馳地干預菲國的運補活動，2023 年開

始使用水砲、雷射槍阻止菲國運補船靠近，中國

針對 2024 年衝突的解釋是菲律賓運補船和快艇

未經中國允許，企圖運送包括建築材料在內的物

資，菲律賓國防部長則指責這是侵略性的、非法

的武力使用行為。 

 

    民 主 礁 又 稱 黃 岩 島 （ SCARBOROUGH 

SHOAL）是中沙群島唯一高出水面的島嶼，也是

南海的重要漁場。中國農業部在 1980 年代陸續

在陸上修建設施提供漁民使用，1999 年就發生中

菲漁業衝突，2012 年 4 月 8 日菲律賓軍艦驅趕中

國漁民並企圖登船逮捕，中國也派出海監 75 號

與 84 號海監船保護漁民，雙方船艦形成對峙局

面，後因為休漁季與颱風使得局勢降溫緩和；今

年民主礁主權爭議情勢升高，2024 年 5 月 15 日

菲律賓「這是我們的聯盟」（ATIN ITO）動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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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條漁船，約 100 名漁民連同 200 位支持者前

往民主礁，8 月 8 日菲律賓空軍一架 NC-212 型

機飛到民主礁空域巡邏，2 架中國軍機對巡航的

菲律賓軍機投擲數枚照明彈，10 月 8 日菲律賓漁

業局派遣船隻至民主礁，補給附近作業之菲律賓

漁民，遭到中國海警船噴射水砲攻擊；民主礁由

中國實質控制並有設施與駐軍，中方動用駐地機

艦阻擾甚至發動海上民兵，菲律賓除了漁民作

業，其他的施壓空間不大。 

 

    南海島礁情勢的升高與美軍回防有關，巴拉

旺省原有美軍基地駐軍，鄰近巴士海峽的幾個省

份，美軍也劃定基地回來逐步建構軍力駐紮，對

中共的軍事活動威脅極大，菲律賓耗費很大力氣

與中國抗衡，與美國在背後支持有相當關聯；仙

賓礁沒有陸域，雙方的角力還是在仁愛礁，中國

除了海警船還有民兵可運用，菲律賓依照國際海

洋法站得住腳，但菲國補給與防守不易，中國有

能力可以輕易切斷菲國的補給，菲國卻無法突破

中國的多重封鎖網；據稱雙方有仁愛礁衝突的三

點協議，但是雙方公佈的文件各說各話，有協商

卻毫無交集顯示雙方的鴻溝；美國的角色在哪

裡？美菲有 1951 年的共同防禦條約，但是美國

除了舉行演習外，船艦沒有存在與出現，沒有展

現站在菲律賓旁邊的決心，據信只有在武力攻擊

才能援引美菲防禦條約，但是武力攻擊（ARMED 

ATTACKS）的定義與界線不明，美菲雙方也沒有

試圖解釋清楚或將南海衝突視為武力衝突；菲律

賓近期通過兩個法律維護西菲律賓海，「菲律賓

群島海道法」與「菲律賓海域法」，努力以國內

法強化其海洋主權與權益的透明化，中國花費巨

大成本與風險的目的何在？是不是建立安全或

軍事的緩衝區（BUFFER ZONE），或是中國也許

有一套不為人知的劇碼。 

 

    2021 年釣魚台島發生的中日衝突，造成對手

更加強硬、更加結盟，使現狀的改變更為困難棘

手；2024 年新發展出來的中國海上灰色行動有兩

模式，一是日本模式，迫近侵擾接近領海與鄰接

區；一是菲律賓模式，灰色攻擊達到極致，雷射

激光、水砲、巡邏機、暴力搶劫事件，動用各種

武器還將對付印度的冷兵器衝突搬到菲律賓，本

來預期會先發生在台海，卻實際在南海先上演，

對我們是很珍貴的啟示，也就是冷兵器對抗模式

將來是很大的威脅，特別是中國海警的包圍、衝

撞、登船，我們要積極演練防禦及制定 SOP；灰

色行動的本質是侵擾與破壞，要完成佔領才有分

出勝負，灰色未必能夠改變現狀，不可能取代主

權與管轄權，只要我們有船艦存在，灰色就是灰

色，不能取代戰爭，不能改變實質，所以我們不

需要誇大、害怕灰色攻擊；中國將南海軍事化的

戰略意義何在？南海軍事堡壘化成本很高，南海

諸島最高不過海拔 1.8 公尺，對軍事與災害的威

脅完全沒有防守、防患的條件，但是中國已經投

入 500 億美元經費在南海造地，中國無效益無上

限的投資，解放軍無目的無止境操演，只是在耗

費資源與消耗戰力與士氣。菲國駐美國大使羅慕

德茲（J. M. ROMUALDEZ）聲稱「一觸即發的

爆發點在南海，不是台灣海峽」，似乎凸顯台海

相對和平的假象，其實南海與台海聲氣相通、一

脈相連，更不用說中國以鄰為壑、四處為敵，今

天的南海菲律賓，可能是明天的台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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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X ESG X 綠能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 2024 年 10 月 29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農業 X ESG X 綠能」圓桌論壇會

議紀錄摘要。 

  

    淨零減碳在 2022 年成為顯學，儘管已經成

為全球趨勢並落實到政策執行，還是有ㄧ些障

礙與疑難成為難解的瓶頸，例如測量溫室氣體

的尺規包括方法學仍然有待確立；全球氣候變

遷的暖化使農業首當其衝，糧食生產危機迫在

眉睫，環境與生態安全危如累卵，在企業與社

會永續發展的路上，農業淨零政策是一個不能

迴避的考驗；行政院農委會配合台灣 2050 淨零

轉型政策，在 2021 年成立農業淨零碳排專責辦

公室，推動公部門氣候調適工作，將研商森林、

土壤及海洋的碳匯(CARBON SINK)，也會加強

農業綠能；農業淨零政策的減碳比較有可行

性，農業要增加碳匯極不容易，甚至衍生出一

些碳詐騙的事件。 

 

    農業領域的 ESG 主要有三大領域，也就是

植生造林、循環農業與綠色農業；農業淨零排

放有四大主軸，減量目標是減少農業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 50%，包括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減

少水田溫室氣體排放，精準農業用藥、施肥、

營養及飼養模式，節能節水生產設施，智能養

殖漁業及調整漁撈規模；循環農業重點在建立

農林漁牧低碳永續循環場域，以及每年 500 多

萬噸農業剩餘資源的妥善利用，沼氣及生質能

利用、生物碳產製利用、剩餘物資利用及可分

解之外，還有跨域、跨企業及跨部會農業循環

合作等；農業綠能預計 100%滿足農業用電，提

供全國 40%綠電，包括農業設施裝置太陽光

電、農田水利設施小水力發電、農漁村綠能產

業化、農業碳權取得及抵換、農產品碳足跡資

訊公開等；增匯目標是增加農業碳匯 1,000 萬公

噸，改正造林及復育劣化林地、竹林更新、木

竹材供應鏈以及推動全材加工、有效及提升土

壤管理技術、海域及濕地棲地保育管理的碳匯

效益等。 

 

    金管會說2023年是企業永續發展路徑的關

鍵年，上市櫃公司必須在 2023 年建立 CSR/ESG

時程規劃，進行公司治理評鑑，推動永續發展

構面，包含建立永續發展專職單位的推動架構

與政策，編制永續報告書的永續資訊揭露，人

權、多元、性平、員工薪酬、員工福利、社區

發展、文化發展的社會構面，以及環境面向的

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揭

露用水用電及廢棄物總量、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因應、節能與綠能投資政策等。金管會並在 2023

年擴大社會責任書類編制對象，要求企業揭露

氣候變遷財務風險(TCFD)，提出永續會計準則

(SASB)報告等，農委會也同步推出農業永續

ESG 專案，包含淨零永續、生態保育及暖心農

村等領域。 

 

    農委會以農業永續 ESG 專案擔當供給端，

以農業提供企業 ESG 需求的場域，媒合企業

ESG+農村+農業+農民等的合作；主要的方案有

生態保育的陸域棲地營造，包括生態植被復育

的高灘地造林及植被復育、外來種移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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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保安林、劣化地及草生地的環境巡護、

水路修護、生態監測、環境教育，以及特殊地

形保護區及周邊棲地的資源調查、環境監測、

巡護管制及環境教育等；暖心農村方案在維護

再生農村文化與農業文化，例如貢寮、三芝、

尖石、五峰、後龍、豐濱、長濱等地水梯田環

境教育體驗及農耕文化的支持，苗栗後龍海洋

資源保育及慢魚傳統魚法的守護石滬文化，以

及高雄茂林多納部落等地的小米復育、原鄉部

落文化與傳統農業的支持等；另外小水力發

電、農村微電網、農業剩餘資源與生質能的能

源自主農漁村，澎湖銀合歡移除提供生質燃料

及移除後的青農耕作也是顯著案例。 

 

    金管會的公司治理 ESG 評鑑就是需求端，

ESG+綠能+碳經濟可以帶來創新的商業模式，

以農業為本、用綠能加值的目標下，可以發展

地光照+高價值作物，「設施型農電共榮政策」

依據農業容許審查辦法第 28 條，可以申請設立

強固型太陽能溫室+科技農業+屋頂附屬太陽能

發電，滿足業界綠電憑證與綠色農業需求，發

展友善農業專區；節能或綠色能源投資潛力巨

大，例如投資綠能產業、投資用於節能或綠色

能源環保永續之機器設備，甚至投資永續發展

債券、社會福利債券等項目；農耕減排增匯的

碳權將會逐步進入碳交易市場，農業碳匯的關

鍵戰略就在土壤領域的應對策略，農業生產熱

點的氮肥生產、水稻栽培、土壤排放，糧食安

全生產與淨零排碳的關鍵都在土壤再固碳。 

 

    農業氮肥生產使用 1%全球能源，佔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 1.4%，水稻栽培佔全球溫室氣體

排放量 1.3%，且排放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氣體

效應是二氧化碳的 27.9 倍，農業土壤佔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 4.1%，因此土壤再固碳是淨零

轉型不可規避的挑戰，台灣的應對策略是汰換

老舊農機使用電動農機、引進液態稻草分解菌

取代露天燃燒稻草，以及台灣目前尚無有效方

法學及查證機構的溫室氣體抵換機制等；國際

上有聯合國提倡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在酸

性農地輪種大豆以減少合成氮肥使用、調整水

稻耕作的水資源使用以減少甲烷排放、種植高

氮利用率植物以減少氧化亞氮排放、實施土地

有機碳架構管理及改善農業土地管理等；美國

則有氣候行動儲備方案(CAR)，改善氮肥管理以

減少作物栽培的氧化亞氮排放、增加土壤碳固

存及減少農地溫室氣體排放等，美國農業部

(USDA)推行氣候智慧型農產品夥伴關係，透過

141 個計畫促成氣候智慧農業的發展。 

 

    我國宣示農業部門的森林、土壤、海洋三

大領域要在 2040 年增加 1,000 萬公噸的碳匯，

目前已經建立自然碳匯的 5 個方法學：森林經

營、竹林經營、改進農業土地管理、海草復育

及紅樹林等，需要農業部與環境部合作推動，

例如近期農業部提出的森林碳匯、竹林碳匯減

量方法學，竹林碳匯本來的收穫只有計算竹竿

部份，將增加納入地下部竹筍的碳儲存量，但

是數據的查核、驗證還有待改進；農業及土壤

的碳權要建立嚴謹的方法學，減排增匯要先量

化才能驗證碳權，最後才能夠進入市場作碳交

易，這個過程中要有標準技術措施及可靠的驗

證機制，將碳匯生產、交易的規範與秩序予以

明確化，就可以產生誘因，吸引農民、業者、

地主的積極投入與公部門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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