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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情與環境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圖 1.1-1 臺灣中央政府現行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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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情及環境基本資料

  1.1 政府組織及立法

一、中央政府

我國政府依據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

五院，分別行使職權。按憲法規定， 總統為

國家元首，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任期 4 年，

連選得連任 1 次。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

由總統任命，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

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轄下組織有 14 

部 8 會 3 獨立機關 1 行 1 院及 2 總處，共 29 

個機關，如下圖 1.1-1 所示。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直接

選舉之立法委員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訟訴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考試院

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

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行政院自西元（下同）2012 年啟動組織

改造，目前尚待組改之部會，包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升格農業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升格環境資源部、

內政部下設國家公園署、交通部改制為交通及

建設部、經濟部改制經濟及能源部，此外亦有

新設部會。行政院已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通

自然環境、社會及經濟結構之發展及變遷，將影響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路徑及氣候變
遷之衝擊情形。因此，本章從政府組織及立法、人口概況、地理位置與土地利用情形、
氣候概況、經濟及產業、能源、運輸、建築及都市結構、廢棄物處理，以及農林漁牧
業等面向，說明我國之國情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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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圖 1.1-2 臺灣地方行政區域圖

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等 11 縣 3 市，及金門縣、連

江縣等 2 縣，合計有 13 縣 3 市，如下圖 1.1-

2。鄉（鎮、市、區）合計有 146 鄉、38 鎮、

14 縣轄市及 170 區。

  1.2 人口

我國總人口數截至 2020 年底約為 2,356 

萬人，大部分集中在直轄市，占全國總人口之 

69.45％。在直轄市中，又以新北市人口居冠 

403 萬人，占總人口數之 17.11%。在平均人

口密度方面，2020 年為每平方公里 651 人，

其中臺北市為我國人口密度最高的都市，平均

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 9,575 人。

過「行政院組織法」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修正草案等 16 項組織調整法案，提出

設立「數位發展部」、科技部改為「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及國防部增設「防衛後備動員

署」之組改法案，以提升組織效能、產業發

展、國力及國家安全。

其中「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草

案將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外，其餘 

15 項法案，將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地方政府

「地方制度法」幾經修訂，現有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6 個直轄市。縣（市）則有宜蘭縣、新竹縣、

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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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結構方面，2020 年未滿 15 歲幼

年人口占比為 12.58%，呈逐年下降趨勢；

15 至 64 歲青壯年人口占比由 2012 年最高峰 

74.22% 逐年降至 71.35%；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呈逐年增加趨勢，且占比已於 2017 年超越

未滿 15 歲幼年人口，2020 年增至 16.07%。

在少子高齡化趨勢下，2020 年出生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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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2020 年 8月。

圖 1.2-1 臺灣整體人口發展趨勢圖

於死亡數，人口開始呈現自然減少。加上，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

以國際遷徙為主之社會增加難以維持正數，無

法彌補自然減少之人數， 總人口於 2019 年達

最高峰 2,360 萬人後，降為 2,356 萬人，人口

開始負成長，如下圖 1.2-1。

  1.3 地理位置與土地利用情形

一、地理位置

我國管轄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

島、金門列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南沙

群島等區域，總面積為 36,179.067平方公里。

本島位於北緯 21 至 26 度之間，北回歸線（北

緯 23.5度）通過嘉義縣，在亞洲大陸棚的東

南邊緣。

本島南北縱長 394 公里，東西最大寬度 

144 公里；四面環海，東為太平洋，西隔臺灣

海峽，南為巴士海峽，海岸線總長 1,139 公里；

地勢為東高西低，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盆

地、台地、平原為主體。

山地約占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二，自東

向西分別有海岸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

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脈等共 5 條山脈。中央

山脈地勢高峻陡峭，形成本島主幹，為東、西

部河川之分水嶺；阿里山山脈以西為漸趨平緩

的盆地及平原，由北而南依序為臺北盆地、桃

竹苗臺地、臺中盆地、嘉南平原及屏東平原，

如圖 1.3-1。

二、土地利用情形

我國管轄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

島、金門列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南沙群

島等區域，總 2020 年我國都市土地及非都市

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之使用情形，在都市土

地方面，以保護區（27.8%）、農業區（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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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臺灣全島地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及公共設施用地（19%）為大宗；在非都市土

地方面，以森林區（43.9%）、山坡地保護區

（21.9%）、國家公園區（9.7%）為大宗。如

圖 1.3-2 所示。

我國土地區分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國

家公園三大類， 由 2016 年公布施行之「國土

計畫法」統籌管理。目前內政部正在協助各地

方政府盤點國土功能分區圖，預計於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將依土地資源特性、保育、

利用及管理之需要， 劃分為四種國土功能分

區，包含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20 年。

圖 1.3-2 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之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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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 1.4-1、臺灣年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1.4 氣候
我國屬於亞熱帶和熱帶海洋性氣候，且

地處亞洲季風區， 冬季因大陸冷高壓受東北

季風之影響，夏季因季風熱低壓受西南季風

影響。

在氣溫方面，我國氣溫呈現持續上升之

趨勢，且幅度較全球溫升情形明顯。2020 年

為我國氣象紀錄上最暖之年度，年均溫達 

24.6℃，高於氣候平均值約 1℃，如圖 1.4-1 

所示。

在降雨方面，我國在東亞季風環流、鋒面

及颱風等天氣系統的影響下，主要來源包含春

雨、梅雨、颱風降雨、西南氣流降雨及東北季

風降雨。2020 年之平均年總雨量為 1,742.4 毫

米， 較氣候平均值減少 464.7 毫米，僅為氣

候平均值 2,207.0 毫米的 78%，為我國氣象紀

錄第 7 名少雨之年份，尤其中部山區之雨量

僅約氣候平均值的 5 至 7 成。

  1.5 經濟及產業
2020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達 3.36%，為近 

3 年新高，主要係出口及投資驅動經濟成長，

其中包含 COVID-19 疫情帶動數位及新興科技

商機，加以臺商回臺持續擴增國內產能等因

素；人均 GDP 由 2019 年 801,348 元提升為 

839,558 元。2021 年國內產能擴增及積極投

資態勢延續、商品出口及投資表現優於預期，

經濟持續上升，主計總處預測 2021 年經濟成

長率達 4.15%。

在產業發展方面，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我國打造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

追求永續發展的經濟新模式， 並透過「連結



021

溫室氣體國家報告 2021 National Communication

年份 經濟成長 (%)

國內生產毛額 GDP
（名目值，百萬元）

平均每人 GDP
（名目值，元）

原始值 年增率 (%) 原始值 年增率 (%)

2005 5.38 12,036,675 3.80 529,556 3.42

2006 5.77 12,572,587 4.45 550,863 4.02

2007 6.85 13,363,917 6.29 583,133 5.86

2008 0.80 13,115,096 -1.86 570,279 -2.20

2009 -1.61 12,919,445 -1.49 559,807 -1.84

2010 10.25 14,060,345 8.83 607,596 8.54

2011 3.67 14,262,201 1.44 614,922 1.21

2012 2.22 14,677,765 2.91 630,749 2.57

2013 2.48 15,270,728 4.04 654,142 3.71

2014 4.72 16,258,047 6.47 694,680 6.20

2015 1.47 17,055,080 4.90 726,895 4.64

2016 2.17 17,555,268 2.93 746,526 2.70

2017 3.31 17,983,347 2.44 763,445 2.27

2018 2.79 18,375,022 2.18 779,260 2.07

2019 3.06 18,908,632 2.90 801,348 2.83

2020 3.36 19,766,240 4.71 839,558 4.77

表 1.5-1 臺灣 2005 年至 2020 年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三大策略，激發

產業創新風氣與能量。提出「5+2 產業創新計

畫」，包含「智慧機械」、「亞洲‧矽谷」、

「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

「新農業」及「循環經濟」，作為驅動下世代

產業成長的核心。藉由布局關鍵前瞻技術及引

進高階人才，形成產業創新聚落， 強化系統

整合能力，吸引國內外投資，進而連結全球創

新能量，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與人民生活

品質，以實現綠能矽島及智慧國家，並平衡區

域發展及創造就業機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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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圖 1.6-1 台電系統 2020 年發購電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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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能源
我國能源發展在先天上面臨許多限制，包

含高度仰賴進口、依賴化石能源、電力系統孤

立等；近年，在全球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趨勢

下，相關科技快速發展，我國雖面臨能源轉型

壓力， 卻也視危機為轉機，能源供給方面持

續提高再生能源占比，能源需求方面則不斷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可同時減少對進口化石能源

之依賴，提高國家之能源安全性與自主性。

一、能源供給

我國在整體能源供給結構方面，以化石

能源為大宗，2020 年石油占 44.17%，煤炭

占 30.00%，天然氣占 17.17%，核能發電占 

6.57%，生質能及廢棄物占 1.21%，水力發電

占 0.21%，太陽光電、地熱、風力占 0.59%，

太陽熱能占 0.08%。

在台電系統發購電量結構方面，2020 

年以燃氣占比最高 40.8%，其次為燃煤，占

36.4%，核能占 12.7%，再生能源占 5.8%， 

燃油占 1.3%。如圖 1.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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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歷年能源供給（能源別）

年別 總供給 煤及 
煤產品

原油及 
石油產品 天然氣

生質能
及 

廢棄物
核能 水力 地熱 太陽 

光電 風力 太陽 
熱能

2005 13,408.05 3,975.02 7,080.62 985.96 159.50 1,157.41 38.90 - 0.01 0.87 9.75

2006 13,677.08 4121.70 7,128.54 1,057.59 162.81 1,154.47 39.07 - 0.01 2.64 10.24

2007 14,399.60 4,331.15 7,546.65 1,122.09 168.90 1,173.83 42.21 - 0.02 4.20 10.55

2008 13,921.96 4,218.83 7,070.59 1,219.64 172.98 1,182.16 41.14 - 0.04 5.62 10.95

2009 13,641.31 3,853.92 7,174.08 1,191.06 163.80 1,203.72 35.82 - 0.09 7.52 11.32

2010 14,300.78 4,223.62 7,160.65 1,478.91 170.69 1,205.38 40.08 - 0.21 9.81 11.43

2011 13,883.79 4,400.14 6,400.69 1,625.81 173.24 1,219.51 38.22 - 0.59 14.26 11.32

2012 14,161.10 4,253.54 6,771.89 1,708.73 175.90 1,170.43 54.18 - 1.53 13.51 11.40

2013 14,406.96 4,404.39 6,833.37 1,705.26 176.41 1,205.69 51.82 - 3.07 15.67 11.28

2014 14,853.20 4,394.08 7,184.21 1,802.63 173.01 1,227.40 41.26 - 5.05 14.34 11.22

2015 14,613.16 4,337.86 7,040.16 1,928.00 174.34 1,056.04 42.17 - 8.12 14.57 11.35

2016 14,662.84 4,303.72 7,172.31 2,003.00 168.60 916.77 62.70 - 10.60 13.92 11.21

2017 14,657.24 4,424.69 7,103.90 2,220.80 162.19 649.92 52.05 - 15.93 16.46 11.31

2018 14,862.69 4,375.52 7160.50 2,260.64 168.94 801.56 42.82 0.00 25.92 16.31 10.47

2019 14,840.04 4,430.38 6962.26 2,222.21 169.65 935.94 52.98 0.07 38.36 18.08 10.11

2020 13,848.06 4,154.45 6,117.21 2,377.42 167.64 910.37 28.85 0.18 58.24 23.25 10.4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2021 年 09 月

單位：萬公秉油當量

在能源總供給成長趨勢方面，我國在 

2005 年至 2020 年期間，由 13,408 萬公秉油

當量成長至 13,848 萬公秉油當量，成長率為 

3.28%。2020 年之能源總供給相較前一年出現

反轉下降趨勢，成長率為 -6.68%，主因為我

國油品出口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國內煉油

廠煉製量下降，原油進口隨之減少，故原油及

石油產品供給減少 12.14%。此外，由於水情

不佳，2020 年水力發電減少 45.55%。然而我

國在持續推動能源轉型下，燃氣發電需求上升

帶動天然氣供給增加約 6.98%，太陽光電及風

力發電亦分別增加 51.82%及 28.60%，如表 

1.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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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消費

我國在整體能源消費結構方面，以石油產

品為大宗，2020 年占比達 51.86%，其次為電

力，占 30.35%，煤及煤產品占 8.22%， 天然

氣占 6.01%，熱能占 2.93%，生質能及廢棄物、

太陽熱能分別僅占 0.50%及 0.12%。

在能源總消費成長趨勢方面，我國能源

消費自 2005 年至 2020 年期間持續成長，

由 7,685 萬公秉油當量成長至 8,540 萬公秉

油當量，成長率為 11.13%。2020 年我國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下，能源消費量增加，相

較 2019 年成長率為 0.46%。

在各類能源消費成長趨勢方面，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下因大眾生活模式改變，

以居家活動居多，導致 2020 年能源消費住宅

部門成長幅度最大，年增率為 5.40%。工業部

門年增率為 0.22%，則係因遠距商機暢旺電

子業能源消費增加，而其他產業受疫情衝擊

下降抵銷部分增幅。運輸部門方面，我國在

COVID-19 疫情控制得宜，加上邊境管制下，

大眾多在國內旅遊，公路用油需求提升，導致

能源消費增加 0.79%，如表 1.6-2 所示。

表 1.6-2 歷年能源消費表（按能源別）

年別 總消費 煤及 
煤產品 石油產品 天然氣 生質能及

廢棄物 電力 太陽熱能 熱能

2005 7,684.51 722.51 4,444.64 248.04 47.49 2,087.48 9.75 124.59

2006 7,787.32 761.10 4,414.93 246.91 49.15 2,159.24 10.24 145.74

2007 8,257.35 771.64 4,738.64 256.91 49.51 2,231.06 10.55 199.04

2008 7,928.35 717.48 4,515.76 261.20 50.92 2,194.78 10.95 177.24

2009 7,889.43 665.99 4,603.84 264.41 46.45 2,109.05 11.32 188.35

2010 8,399.91 795.68 4,762.20 302.57 51.31 2,268.56 11.43 208.16

2011 8,163.48 855.14 4,401.64 338.50 48.85 2,313.27 11.32 194.75

2012 8,187.67 835.71 4,419.03 370.61 46.61 2,303.96 11.40 200.34

2013 8,457.60 910.95 4,586.73 368.36 46.78 2,342.29 11.28 191.20

2014 8,575.11 863.58 4,695.20 367.01 49.03 2,399.40 11.22 189.67

2015 8,601.33 863.58 4,719.08 385.14 49.51 2,389.07 11.35 183.60

2016 8,658.94 880.92 4,707.85 395.30 45.70 2,440.68 11.21 177.28

2017 8,603.84 830.54 4,617.54 433.25 43.24 2,497.77 11.31 170.19

2018 8,766.50 724.06 4,703.65 470.51 43.71 2,547.21 10.47 266.89

2019 8,500.92 722.93 4,456.97 482.60 42.92 2,539.10 10.11 246.29

2020 8,540.01 702.16 4,429.08 513.50 42.91 2,591.92 10.44 25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2021 年 09 月。

單位：萬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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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效率指標

我國人均能源消費為成長趨勢，在 2005 

年至 2020 年期間，由 3,380.81 公升油當量成

長至 3,621.38 公升油當量，成長率為 7.12%。

2019 年人均能源消費相較前一年出現反轉下

降趨勢，成長率為 -3.10%，2020 年雖較前一

年成長，但仍然低於 2018 年。

在同一期間（2005 年至 2020 年），我

國能源生產力由 156.81元 /公升油當量成長

至 231.78 元 /公升油當量，且 2020 年相較前

一年之成長率達 2.65%，顯示每單位能源使用

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增加，整體能源使用效率

提升，如表 1.6-3。

表 1.6-3 臺灣能源效率指標

項目 / 年別 年中人口數 平均每人能源消
費量

國內能源消
費彈性值

能源生產力
( 實質 GDP/ 國內能

源消費 )

能源密集度
( 國內能源消費 /

實質 GDP)

平均每人用
電量

單位 千人 公升油當量 / 人 元 / 公升油當量 公升油當量 /
千元 度 / 人

2005 22,729.8 3,380.81 0.31 156.81 6.38 9,611.08

2006 22,823.5 3,411.98 0.23 163.67 6.11 9,900.64

2007 22,917.4 3,603.08 0.88 164.93 6.06 10,187.99

2008 22,997.7 3,447.45 -4.99 173.15 5.78 9,987.35

2009 23,078.4 3,418.53 0.30 171.19 5.84 9,563.70

2010 23,140.9 3,629.89 0.63 177.26 5.64 10,259.19

2011 23,193.5 3,519.72 -0.77 189.10 5.29 10,437.67

2012 23,270.4 3,518.50 0.13 192.73 5.19 10,361.32

2013 23,344.7 3,622.92 1.33 191.21 5.23 10,500.19

2014 23,403.6 3,664.01 0.29 197.49 5.06 10,729.12

2015 23,462.9 3,665.92 0.21 199.77 5.01 10,655.94

2016 23,515.9 3,682.16 0.31 202.74 4.93 10,861.57

2017 23,555.5 3,652.58 -0.19 210.80 4.74 11,096.96

2018 23,580.1 3,717.76 0.68 212.65 4.70 11,304.80

2019 23,596.0 3,602.69 -1.02 225.79 4.43 11,261.22

2020 23,582.2 3,621.38 0.15 231.78 4.31 11,502.2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2021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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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運輸

運輸事業包含陸、海、空運輸，由交通部

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事業，涵蓋運輸、觀

光、氣象、通信四大領域。陸運包括鐵路（含

一般鐵路、大眾捷運、高速鐵路）及公路運

輸。海運包括航運及商港事業。空運包括航空

公司和航空站。以下就我國陸、海、空運輸情

況簡介說明，如表 1.7-1 所示：

一、陸上運輸

陸上運輸主要包含公路運輸及軌道運輸，

我國公路總里程（包含國道、省道、市道、縣

道、區道、鄉道及專用公路），截至 2020 年

底為 2 萬 1,752.0 公里，公路密度為每平方公

里 0.6公里。我國國道 9 條、省道主線為 48 

條，支線為 49 條（省道主、支線共計 97 條），

市道及縣道為 156 條，區道及鄉道為 2,267

表 1.7-1 臺灣交通運量統計表

年別
道路長度

（公里）

道路路面
面積

（公頃）

機動車輛 汽車運輸業運量 民航運輸營業量

登記數
（千輛）

客運延人
公里

( 百萬人公里 )

貨運延噸
公里

( 百萬噸公里 )

起降架次
（千次）

旅客人數
（千人）

貨運噸數
（千公噸）

2010 40,353 478,911 21,650 16,307 29,632 360 41,091 2,336

2011 40,995 483,006 22,226 17,040 29,551 385 42,856 2,179

2012 41,924 490,797 22,346 17,586 29,851 405 46,860 2,091

2013 42,520 501,392 21,562 17,928 38,474 427 50,336 2,085

2014 41,916 489,678 21,290 18,384 37,852 455 55,357 2,222

2015 41,950 490,042 21,400 17,565 37,805 481 58,156 2,151

2016 43,365 526,241 21,511 17,379 38,533 527 63,253 2,233

2017 43,206 532,555 21,704 17,053 40,351 509 65,979 2,416

2018 43,133 533,968 21,871 17,136 44,169 547 68,904 2,463

2019 43,120 534,698 22,112 17,064 44,370 581 72,157 2,315

2020 42,138 532,827 22,297 14,209 44,550 343 18,998 2,435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統計要覽」，2020 年。

條，專用公路為 35 條。統計 2020 年陸上交

通運量，如表 1.7-2所示。

臺鐵全線截至 2020 年底共 241 座車站，

營業里程計 1,065.0公里，包括雙線 742.1 公

里，單線 322.9 公里，其中電化區間計 997.7 

公里；其餘非電化區間，計 67.3 公里。鐵路

車輛 4,128 輛， 其中牽引用機車 252 輛、客

車 2,305 輛及貨車 1,571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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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2020 年陸上交通運量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統計要覽」，2020 年。

統計項目 單位 2020 年實數 2019 年實數 增減 (%)

鐵路

臺鐵客運人數 百萬人次 204 236 -13.8

臺鐵客運延人公里 百萬人公里 9,314 11,046 -15.7

客座利用率

自強號 % 58.0 70.1 -12.1

莒光號 % 32.7 40.7 -8.0

區間列車 % 56.7 66.1 -9.4

普通車 % 31.2 27.5 3.7

臺鐵貨運噸數 萬公噸 726 731 -0.8

臺鐵貨運延噸公里 百萬噸公里 495 517 -4.2

捷運客運人數 萬人次 76,854 88,943 -13.6

捷運客運延人公里 百萬人公里 6,330 7,404 -14.5

鐵路
高鐵客運人數 萬人次 5,724 6,741 -15.1

高鐵客運延人公里 百萬人公里 9,912 11,994 -17.4

公路

道路長度 公里 42,138 43,120 -2.3

客運總計
人數 百萬人次 1,079 1,247 -13.5

延人公里 百萬人公里 14,209 17,064 -16.7

市區汽車客運
人數 百萬人次 977 1,118 -12.6

人數 百萬人公里 8,779 9,975 -12.0

公路汽車客運
人數 百萬人次 102 129 -21.4

人數 百萬人公里 5,430 7,090 -23.4

公路汽車貨運
人數 百萬公噸 556 560 -0.6

人數 百萬噸公里 44,550 44,370 0.4

高速公路
通行車
輛數

總計 萬輛次 607,532 597,497 1.7

小型車 萬輛次 537,798 524,936 2.5

大型車 萬輛次 39,071 41,952 -6.9

聯結車 萬輛次 30,663 30,608 0.2

機動車輛登記數
( 按車種分 )

總計 千輛 22,297 22,112 0.8

大客車 千輛 33 33 -2.3

大貨車 千輛 167 166 1.0

小客車 千輛 6,985 6,919 0.9

小貨車 千輛 941 934 0.7

特種車 千輛 68 66 2.2

機車 千輛 14,104 13,993 0.8

機動車輛登記數
汽車 千輛 8,193 8,119 0.9

機車 千輛 14,104 13,993 0.8

每百人機動車輛數 輛 / 百人 94.6 93.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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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北高速鐵路，由北端臺北南港站

至南端高雄左營站共計 350 公里。高速鐵路

大幅縮短南北間陸上運輸旅行時間， 配合高

鐵車站便捷的聯外運輸系統，逐漸構建西部走

廊一日生活圈。交通部已於 2020 年 1 月 3 日

提出「全國高快速鐵路網整體規劃」，刻正積

極辦理高鐵延伸屏東可行性研究、高鐵延伸宜

蘭綜合規劃、宜花東快鐵可行性研究、南迴快

鐵可行性研究、基隆捷運綜合規劃及臺鐵海線

雙軌化可行性研究等相關作業。俟全國高快速

鐵路網完成後，將大幅縮短城際旅行時間至 6 

小時環島，達成全國國土計畫提升國土連結性

之整體目標。

大眾捷運系統亦為我國都會區重要運輸

方式，目前臺北、高雄及臺中等都會區捷運系

統，以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已開

始通車營運，並陸續擴大服務範圍。

二、海上運輸

我國四面環海，國際貿易與海上運輸對臺

灣經貿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計有 7 個國

際商港及 4 個國內商港。國際航線業務包括船

舶運送業、國際郵輪觀光。環島轉運航線，則

為發展第三運輸走廊，航商以自有或營運之外

輪辦理自有貨載環島轉運業務，貨櫃運輸由陸

運改為海運方式運送，有效紓解「北櫃南運」

或「南櫃北運」等陸上交通壅塞程度。

目前國內計有 6 個海港自由貿易港區，

包含基隆、臺北、臺中、安平、高雄及蘇澳。

截至 2020 年底計 87 家港區事業營運，依財

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全年貿易量為 660 萬

公噸、貿易值為 2,808 億元。

為有效利用我國港埠資源，降低產業運輸

成本，並提升港埠服務水準與我國港口國際競

爭力，行政院於 2016 年核定「國際商港未來

發展及建設計畫」（2017-2021年），持續推

動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計畫等重大港

埠建設。於貨運方面，將整合我國港群，構建

全球航運網絡；客運方面，將結合地方觀光資

源，積極強化郵輪旅運設施，同時將推動綠色

港埠列為未來港口永續發展之重要政策方向。

三、空中運輸

民航事業與整體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政府

為因應空運事業發展之需求，積極透過航權談

判、諮商，增加業者營運空間，大幅活絡我

國航空運輸。至 2020 年底經營國內及國際定

期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業計有 8 家，目前我

國已與 57 個國家或地區簽署航約，經營國際

定期客運航線 210 條，貨運航線 114 條，共

計 324 條，連接全球 148 個城市。然而因受

疫情影響，各國邊境管制嚴格，2020 年我國

各機場進出旅客合計 1,900 萬人次，較 2019 

年減少 73.7%，其中國際航線（含港澳）減少 

85.2%、國內航線減少 17.4%。

  1.8 建築及都市結構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資源匱乏的危機，為

讓國人有健康舒適及兼顧永續節能之居住環

境，爰此，建築主管機關內政部， 於 1995 年

訂定建築節能法規，並在 1999 年建立「綠建

築標章制度」，針對臺灣亞熱帶高溫高濕氣候

特性，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四大範疇，

兼具節能環保與生態永續之綠建築標章評估

系統，不僅為全世界第 4 個實施具科學量化的

綠建築評估系統，同時也是第一個針對熱帶及

亞熱帶高溫、高濕氣候獨立發展綠建築評估的

國家。自 2017 年起，進一步受理境外綠建築

標章之認證申請，擴大臺灣綠建築認證範圍。

根據內政部統計，2020 年綠建築標章通

過的件數達 848 件， 截至 2020 年底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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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綠建築累計數量已有 9,255 件，各縣市均有

綠建築標章通過案例，民間興建綠建築標章

的數量也逐年提升，從 2002 年的 7 案攀升到 

2020 年之 358 案。

為加速推動綠建築，行政院自 2001 年起

開始透過一系列綠建築推動方案，要求公有

新建建築物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5,000萬元以

上者，需取得綠建築標章。自 2014 年開始，

更進一步要求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建造經

費未達 5,000 萬元者，須通過「日常節能」

與「水資源」2 項指標，以達到公有新建建築

物全面進行綠建築設計管制，並引領民間建

築跟進潮流。

  1.9 廢棄物

廢棄物處理政策早期以掩埋為主要處置

手段，隨著國土利用、環境保護及資源再生等

意識抬頭，廢棄物處理政策有明顯轉變。從 

1990 年「大型焚化爐之設置」、1997 年「資

源回收四合一」、2004 年「垃圾零廢棄」、

2005 年「強制分類回收」到 2011 年的「永續

物料管理」等政策之推動，我國廢棄物處理方

式已由過往的掩埋逐步朝向資源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最終處理量持續減少。

依據 2020 年中華民國環境保護統計年

報，在一般廢棄物處理方面，分為焚化、衛生

掩埋、資源垃圾回收、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及

廚餘回收等，2019 年垃圾生產量為 9,812,418 

公噸， 處理方式中以資源垃圾回收占比最

高，占 50.6%，焚化占 41.2% 居次，而衛生

掩埋屬處理方式僅占 0.9%。在事業廢棄物申

報方面，2019 年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量總計 

19,845,377 公噸，分為委託或共同處理、自行

處理、再利用、境外處理，其中亦以再利用占

比最高，占 84.0%，其次為委託或共同處理，

占 12.4%。皆顯示我國廢棄物處理已以再利用

為主。

在生活污水處理方面，透過污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優先推動污水處理廠廢棄污泥及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逐年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妥

善集中處理以減少公共衛生與水質污染；截至

2021 年 7 月全國污水處理率達 66.11%。事業

廢水方面，事業為因應國內外生產之需求，產

生之廢水種類日趨多元複雜，為有效管理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排放之廢（污）水及強化

環境生態體系之維護，環保署配合資源循環經

濟之政策推動與「水污法」及其相關子法之修

正，積極加強水措管理及加嚴特定業別之放流

水標準，以提升水資源之維護管理及創造宜居

之生活環境； 全國 2019 年共稽查 16,535 家

（34,042 次），採樣 4,382 家（8,120次），

處分 1,726 家（2,078 次）事業。

  1.10 農、林、漁、牧

一、生產概況

我國地處熱帶、亞熱帶，氣候溫暖，適合

農作物生長，但也容易發生病蟲害，加上颱

風、豪雨及地震頻繁，對農業發展形成限制。

由於自然環境限制，多屬小農經營形態，生產

成本偏高。近年農業生產力與產品品質均持續

提升，2020 年農業生產總值達 5,039 億元。

農業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的 1.65%， 發展速

度相對於非農業部門明顯較低。

農業土地利用方面，2020 年我國耕地面

積為 79.0 萬公頃， 其中用以水稻為栽培面積

最大之作物，收穫面積達 26.2 萬公頃，果樹

類次之栽培面積約 18.3 萬公頃，蔬菜及雜糧

類產品，栽培面積則分別約為 14.3 萬及 7.6 

萬公頃。



030

第一章 國情與環境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報告」，2015 年。 

圖 1.10-1 臺灣森林林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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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業方面，2020 年生產產值以豬

(42.77%)、雞 (27.91%) 及雞蛋 (12.81%)為前

三大。在畜禽及副產物生產量方面，豬供應屠

宰數 818.4 萬頭，雞供應屠宰數 3.8 億隻及雞

蛋 82 億個。

在漁業方面，2020 年總產量約為 88.5 萬

公噸，總產值約為 713.2 億元。其中以遠洋漁

業占比最大，占總產量 48.8%， 其次為內陸

養殖，占總產量 28.9%。受氣候變遷影響，遠

洋漁場分布及漁業資源變動較大，遠洋漁獲產

量較 2019 年減少 23.0%，而沿岸漁業、內陸

養殖、近海漁業產量亦皆呈減少趨勢，分別較 

2019 年減少 20.8%、5.1%、2.0%。

二、林業與自然保育

根據農委會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

結果，全國（含金 門、連江縣）總森林面積

為 2,197,090 公頃，森林覆蓋度為 60.71%， 

約為全球平均 2 倍。其中屬「森林法」定

義之林地，其森林覆蓋面積為 1,781,660 公

頃；林地以外之其他土地，森林覆蓋面積為 

415,430 公頃，全國人均森林面積為 0.092 公

頃 /人。全國森林林型分類以闊葉樹林型最

多，計 1,469,898 公頃，占 67%；針葉樹林型

計 299,216 公頃，占 14%；針闊葉樹混淆林計 

171,346 公頃，占 8%，竹林計 112,548 公頃，

占 5%，如圖 1.10-1。總蓄積量則約為 502 百

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公頃蓄積量達 228 立方

公尺。

2020 年底國有林事業區森林面積 

1,533,957 公頃，有林木地占 90.89%、無林

木地占 9.11%；有林木地中天然林占比達

80.76%、人工林占 19.24%。目前國內使用木

材高度仰賴進口， 人工林產業發展以私有林

為主，國有林為輔。現今政策目標為推動國產

材永續經營與利用，逐步提供來源與數量穩定

的國產材，並開拓國產木竹材市場需求，促進

林產業發展。

林務局已於 2017 年推動振興林產業政

策，不僅關注林產業者的林木產品發展，也著

力非木材資源的多元利用，包含推動「林業永

續多元輔導方案」、發布「林下經濟經營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且為落實森林永續經營，以

國際森林管理委員會（FSC） 森林驗證制度為

標竿，導入國有林森林經營體系，自 2016 年

起推動示範林區辦理 FSC 經營標準實務演練，

期能使國有林森林經營水準與國際上最嚴謹

標準接軌，將森林永續經營的理念真正內化及

落實於林務人員的思維及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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