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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團體創新示範與沙盒試驗計畫

案例分享：國科會

周素卿
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臺灣淨零科技方案推動小組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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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之鑰：氣候行動與淨零解方
民眾支持與公民參與

資訊透明

公民社會
參與

法制調和

普惠
科技

社會創新
資本

淨零
綠生活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各國政府長期以來專注於解決企業面對氣候與環境議題。

 近期開始重視公民參與，並視其為淨零轉型重要的推動者。

行為
改變

氣候行動的四個關鍵行動

取得透明與
公開數據

政府需讓數據透

明化，並確保法

規制度資訊容易

取得，以獲得公

民對政府之信心。

進行有效的
民眾溝通

特別是對政策有效

性及其分配影議題，

是政策支持的關鍵

驅動因素。

提升公民
參與機會

透過創新與以人為

本的政策設計及實

施方法，展開深入

對話，將公民在乎

的議題反映在政策

改革成果中，進而

開創淨零社會創新

資本。

公私協力

政府與企業發揮

著重要的引領作

用，應透過跨界

資源整合，使公

民在日常生活中

更容易採取綠色

行為

參考資料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5/01/popular-support-public-perception-citizens-engagement-green-transition/



落實由下而上淨零轉型才會兌現
 行政院公布「國家希望工程」，指出將擴大社會投資、推動區域治理，並落實公民參與淨零公正轉型。
 基於國發會「2035低碳台灣」與減碳新目標，已由上而下推動六大部門減碳旗艦計畫，加大減碳力道；

相對而言，由下而上的淨零轉型策略，仍有強化社區及公民參與的空間。

3

呼應「國家希望工程」發展策略

擴大
社會投資

均衡臺灣
在地希望

綠色成長與
2050淨零轉型

國家氣候變遷委員會

氣候變遷因應法納入
2050淨零排放目標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
徑及策略總說明

2022.03

2023.02

2024.06

12項關鍵戰略發布

2022.12

國家希望工程

2024.05

2035低碳臺灣

2025.01

回應「2035低碳台灣」願景與減碳目標

淨零十二項
關鍵戰略

六大部門
減碳旗艦計畫

臺灣減碳
新目標



◼ 出版沙盒專書，展現臺
灣有能力找出屬於本土
解方與路徑

◼ 納入行政院減碳旗艦計
畫，「社區驅動」形成
就源減碳的創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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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創新解方：
推動「公民團體創新示範與沙盒試驗」

◼ 沙盒計畫係國科會自112年起，在淨零科技方案支持下，徵求公民團體提出創新淨零科
技解方，於特定場域進行試驗，並試著提出可驗證、具擴散性之服務模式或解決方案，
擴大公民參與並落實淨零綠生活與公正轉型，兩年已補助35個計畫。

件淨零沙盒
計畫提案4928→

案入選淨零
沙盒團隊2114→

淨零社會力 淨零科技力

非營利組織

16件

*已扣除兩期皆有受補助之重複團隊

農業合作社 新創/社企

02件 08件

◼ 議題討論深化，更加創新、
多元

◼區域分布均衡

北、中、南、東皆有試點團隊

淨零網絡力(影響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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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六大創新機制
 2024年5月行政院公布「國家希望工程」，指出將擴大社會投資，落實公民參與淨零公正轉型。
 2025年1月國發會提出「2035低碳台灣」與減碳新目標，已由上而下推動六大部門減碳旗艦計畫，

加大減碳力道；相對而言，由下而上的淨零轉型策略，仍有強化社區及公民參與的空間。

創新制度5+1
從社會創新的過程，透過
在地多元實踐，共同回應
氣候變遷問題，發展出台
灣的淨零轉型模式。



社區驅動與公民參與：
五大支柱讓淨零轉型永續共榮

生活
轉型

能源
轉型

產業
轉型

社會
轉型

形塑淨零永續的
綠生活

數位與綠色的產業
雙軸轉型

智慧共享的綠能戰略

政府作為淨零轉型
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不遺落任何人的
公正轉型

循環經濟與
地方創生

永續產銷與
民生支持

人才轉型與
社區網絡

在地減碳與
增匯效益

國家希望工程

能源自主與
系統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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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能源轉型與
多元綠能發展

產業永續與低碳轉型地產地銷與循環經濟

綠色成長與
公私協力行動

均衡臺灣與
區域沙盒治理淨零新願景

「2035低碳臺灣」



試點單位：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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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成果
− 實證面：完成慈佑工場7項節能診斷，預估節電和節能的總減碳量為72.22

tCO2e/年，落實鍋爐由油轉氣規劃（包含鍋爐設備汰換、天然氣管線鋪設等），

並主動尋求企業資源

− 網絡面：拓展組織內其他工廠推動短距供應鏈，另串聯社福團體形成淨零需求

討論，同時鏈結民間單位、公部門資源

− 社會影響面：設計心智障礙易讀繪本並讓庇護員工試讀，降低心智障礙者參與

淨零門檻

◢ 行動目標
綠色庇護工場2.0—社福轉型的新路

− 針對開始導入綠電的庇護工場：透過設備汰換等工作，進一步深化

減碳成效

− 針對社福工作者：期待讓大家更能理解淨零轉型與心路的路徑

− 針對心智障礙朋友：實現心智障礙者的知情參與

− 針對一般大眾：使大眾能看見及理解，障礙群體應當成為淨零轉型

中的重要行動者



試點單位：花蓮縣初英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

8

◢ 亮點成果
− 實證面：首個以社區組織為核心推動微水力發電，完成建立農村綠能發電網，

使社區民眾受益於能源自主所帶來的農村生活轉型

− 網絡面：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集結民間共同籌備「微水力發電社區推動

聯盟（名稱暫定）」，展開公部門對話。與農田水利署建立微水力發電溝通平

台，初步達成「10kw以下試驗機組用地由農水署統一協調」、「10kw以下農

圳使用提出申請都會同意」等共識。

− 社會影響面：籌辦全國性「2024全國水圳論壇：聚焦淨零、永續與水資源的行

動藍圖」，凝聚並鼓勵社區發展微水力發電

◢ 行動目標
− 透過集結在地居民，讓微水力發電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例如社區照護站，

落實社區能源自主與自身科技力培養。

− 持續推廣初英山社區在微水力及綠能發電，推動能源自主之社區綠能政策方

向溝通，提升微水力發電技術之解決與深化

− 建立民間推動「微水力發電社區推動聯盟」及加強產、官、學界間交流合作

初英山農村綠能育成中心計畫—社區綠能發電究竟行不行？



試點單位：臺中市大人物農產運銷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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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成果
− 實證面：於中部地區導入低碳農法試驗，減少整地及翻耕等碳排，並

與慣行農法比較單位產量大豆碳排量，評估具備減碳效益及產量經濟

之最佳農法

− 網絡面：結合產官學共同投入國產大豆減碳，與農業單位合作推動大

豆契作及低碳農法，並串聯企業端及農民端強化擴散效益

− 社會影響面：帶動中部大豆產區農民投入低碳農法之應用，並結合企

業產銷合作，幫助民眾瞭解國產大豆減碳的投入與努力

臺灣中部地區具市場化之大豆負碳生產模式試驗計畫—淨零減碳的農業產銷新模式

◢ 行動目標
− 以低碳農法為核心，進行台灣中部地區的大豆負碳生產模式試驗

− 透過減少翻耕次數，降低農機具碳排放，並結合精準施肥與病蟲害防

治技術，提升單位產量以分攤碳足跡,期望打造可推廣的負碳農業模式

− 試驗田區面對氣候變遷（如颱風）的挑戰，確保田間數據完整性，驗

證低碳管理模式的實際效益



試點單位：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 亮點成果
− 實證面：建立淨零小屋網站平台，分享小屋資訊與成果

− 網絡面：串聯30個以上空間社群加入小屋，促成小屋間跨界合作，同

時與環資會合作並串連北部社群辦理世界維修日系列活動

− 社會影響面：連結跨縣市夥伴，擴散鏈結至跨性質的商用空間，或跨

地域的地方團體，構築綠生活的公民網絡

淨零小屋—人與物的再生之旅—小屋串連行動、打造共融綠生活

◢ 行動目標

− 關注閒置空間活化、資源循環運用、社群串連與培力等議題，以城市

中的「小屋」作為推動淨零綠生活的站點

− 透過「小屋平台」串連不同的社區空間與社群，藉由低門檻、簡易的

物品修復與再生的勞動來重建鄰里關係，讓永續的概念自然地融入社

區生活當中

− 透過平台的建立，讓小屋之間有機會彼此串連，使淨零行動不再是單

打獨鬥，發揮淨零社會的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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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沙盒計畫推動目標

運用豐富推動經驗，擔任顧問與提供專業技

術支援，陪伴輔導試點單位更深入參與，共

同建構淨零轉型未來願景。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運用深耕在地力量，提供方向性與陪伴共學

服務，捲動公民團體既有網絡，引導社區與

公民積極投入淨零轉型的實踐。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扣合行政院減碳旗艦計畫「社區驅動」創新機制之政策目標，透過第三方中介組織平台機制，深

化跨部會及企業資源串接整合：

跨部會資
源整合

第三方中
介組織

私部門
企業資
源串接

社區
捲動

做為指導單位，協助第三部門與法人鏈結，使相關研發能夠實質落地應用。

期望未來能夠聯合部會、企業導入更多資源，強化淨零社會力與創新解方。

國際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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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家園：跨部會社區驅動平台
◼ 以打造淨零家園為目標，奠定由下而上的淨零社會與生活轉型基礎。
◼ 建立淨零家園支持系統，以社區為平台，促進跨部會政策落地與資源整合。
◼ 透過多元綠領人才、社區驅動、公民參與，形塑由下而上的淨零轉型策略路徑。

打造淨零家園

環境部

跨部會共同推動社區驅動平台

國科會 國發會

環境部將串接跨部會平台資源，
培力第三方中介組織計畫並打造
凈零家園

低碳
永續家園
環境部氣變署

淨零
綠生活

淨零12項關鍵戰略

領銜國家永續

行政院永續長聯盟

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實踐社區驅動

碳排
有價

法規
調適

綠領
人才

社區驅動

臺灣總體減碳行動計畫六大制度創新



臺灣永續、淨零共榮：
由下而上打造旗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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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

臺灣永續

淨零共榮

一、能源自主與系統韌性

二、循環經濟與地方創生

三、永續產銷與民生支持

四、在地減碳與增匯效益

五、人才轉型與社區網絡

六、跨部會層級的推動平台

關聯部會 方案策略

經濟部農業部
內政部原民會

農業部環境部
國發會

經濟部農業部
衛福部教育部

農業部環境部
經濟部海委會

國發會教育部
文化部內政部

客委會

所有政策
相關單位

循環產業設備獎補助
循環資材集運管理

碳足跡認驗證機制建立
社區資源集運管理

直接增加自然碳匯
產業減量增匯獎補助

第三方中介組織共創
淨零轉型地方生態系

跨部會政策/法規盤點
推動第三方組織廣佈

再生能源設備獎補助
社區能源基礎設施布建

社區綠能利益重分配
區域能源在地生活支持

地方微型循環經濟示範
循環產業生態體系建構

永續民生支持體系建構
持續擴大社會投資

生態養護體系建構
淨零經濟在地活化

綠領人才多元轉型
區域生活支持系統
發展在地淨零經濟

擴大沙盒經驗操作環境
深化既有政策淨零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