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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評鑑機制檢視我國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標 

鄭景鴻1、王雨讓2、侯仁義3、柯亮群4 

一、前言 

因應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發布，我國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第 29 次委員會議

中，以 2020 及 2030 年作為永續發展短、長期目標年，訂定我

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並於 2018 年 7 月完成我國永續發展目

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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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世界都在關注氣候變遷對當前及未來生活環境的危害時，

如何永續發展成為了此問題的唯一解方，我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

會於今(2018)年頒布的「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擘劃了我國至 2030

年要達到何種永續發展之情境，而如何達成設定的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管考、追蹤及查核機制就成了重要的議題。本專題主要以研析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所建立的自願性審查機制、探討國際評鑑

組織之評鑑方式及對我國永續發展議題的評鑑成績等，比對我國現

行建立之機制，以作為我國建立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執行、評鑑及

考核機制，有效的經過各項檢核過程，逐年逐步的達成 2030 年永

續發展目標。 

本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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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永續發展目標落實的重要性，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

事會(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的高級

別政策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HLPF)提供國家自願性

審查(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機制，並發行自願性審查

參考手冊，提供國家、政府組織自願性審查時可採取的步驟、

相關基本實用訊息及建構與論壇接軌的基本模型；許多國際組

織亦針對各國提出的目標、模型進行評分及檢核，以協助各國

透過評分結果，審視未達門檻之永續發展目標，作為國家永續

發展目標缺漏檢核、補強及政策擬定之參考。 

本文首先針對國際永續發展評鑑機制，包括自願性審查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差距框架(GapFrame)等，進

行評鑑機制內涵及方法研析，再簡述我國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

標與目前執行現況，並以 GapFrame 進行試評，最後依據評鑑

結果，研提我國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標缺乏項目及補強建議。 

二、國際永續發展評鑑機制 

(一)聯合國自願性國家檢視(VNR,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 是聯合國「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後續行動與審查的

一部分，旨在追蹤所有國家「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實施與

進展，包括永續發展目標與具體目標，審查具有實質性與專業

性，並將結果對外開放。而依據「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中所

述，定期審查應由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召開永續發展問題

高級別政治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HLPF)，並互相形

成夥伴關係，透過主要組織與相關利益方的參與來分享成功因

素、面臨挑戰、經驗及教訓等。 

HLPF每年 7月會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的主持下舉行會議，屆時各國將提交 VNR

供檢視及與他國相互學習，首次提交 VNR 的國家將在 HLPF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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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進行介紹，而提出後續 VNR 的國家則將以小組形式進行介

紹。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SDSN)亦於會後出版年度查核結果，說明各國評分、

相關措施及檢討，可供我國借鏡參考。 

1.VNR 架構與流程 

在啟動 VNR 時，應先制定一份工作計畫，其涵蓋國家籌備

進程的主要成果和最後期限，且制定工作計畫時應考慮事項如

下(DESA, 2019)： 

(1)時程設計應與 HLPF 截止日期一致，並向政府合作夥伴與相

關利益參與者廣泛宣傳最終的工作計畫時間表。 

(2)由政府負責協調 VNR 整體撰寫結構者，可由現有的機構或

成立諮詢小組來領導編寫過程，並負責彙整各相關政府部

門提供的訊息和數據。 

(3)估計「執行盤點與撰寫」的成本，並確定資金來源，包含

人力和技術、組織與相關利益方磋商會議、官員旅外考察、

審查文本製作(編輯、排版與翻譯)、為 HLPF 製作 VNR 介

紹之視聽材料等。 

(4)參考 17 項 SDGs 有關的進展情況，確定優先與可更深入涵

蓋的範圍，考量國家規劃期程與國家戰略/計畫是否已更新

至與 SDGs 目標保持一致，並將已有成果的目標之執行經驗、

面臨挑戰與檢討內容編入 VNR。 

(5) 撰擬草案大綱，並決定審查文件的長度與結構，同時編列

一份提供資訊的機構清單(如國家統計局、相關職能部門、

學術機構與智庫)。 

(6) 確定關鍵利益相關參與者，包含政府部門、民間社會機構、

私營部門、工會、國家人權機構等，並擬定參與方法，透

過定期會議或建立溝通平台來促進溝通與推動後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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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國家統計單位與其他數據提供者頻繁聯繫，確保獲取高

質量、即時之分類數據，在文件中亦可包含統計附件與永

續發展相關數據。 

(8) 參考現有報告，使用有助於編寫 VNR 和分析過程的既有國

家平台和流程，如：國家發展計畫與國家永續發展戰略等

國家框架、提交給國際機構的報告(如：人權機制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與國際條約，以及巴黎協定的NDCs報告等)、

由聯合國國家工作隊(United Nations Country Team, UNCT)

與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畫 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共同編撰的國家級別 SDGs 報告。 

(9) 建立編輯的流程與時間表，設立重要內容的查核點。 

2.VNR 檢視項目、參考方向及檢核機制 

VNR 指南中提及，要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審查機制，需要持

續收集、處理、分析及建立可靠、即時、可獲取及已分類的數

據予以傳播(DESA, 2019)。各國擁有不同的機構來監測 SDGs

的進展與情況，而 VNR 檢核的要點如下： 

(1)正在進行何種加強國家統計系統和提供高質量數據的作

為？ 

(2)是否有任何創新制度來支持數據收集？ 

(3)正在進行分析數據之工作項目？各國在這方面有何限制？ 

(4)數據收集與管理面臨的挑戰？ 

(5)已確定的數據誤差為何？正在採取何種措施以解決這些誤

差？ 

(6)建立何種監測指標及管考制度？並確保透明度。 

(7)如何讓相關利益參與者及夥伴關係，可共同對 2030 年議程

之進展與實況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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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監測工作是否允許所有相關利益參與者進行審查，或以對

話方式加入？ 

3.案例及借鏡－紐西蘭 

截至今年 7 月，全世界有 47 個國家提交 VNR 供展示。我

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仍可依照 VNR 指南，並參考國際已提

交之 VNR 內容，針對我國永續發展業務，建立自我審查機制，

以追蹤檢討國內永續發展目標之執行現況，強化我國永續發展

目標之實踐。紐西蘭 2019 年 VNR 中與能源相關部分摘錄如下

(New Zealand MFAT, 2019)： 

(1)SDG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靠的、永續的，

以及現代的能源 

A.現況與採取作法之執行經驗 

紐西蘭普遍獲得現代能源，除極少數的停電事故外，電

力與燃料供應安全可靠，目前持續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

以確保所有人的能源安全。而為履行《巴黎協定》的承諾，

該國通過於 2050 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法案，加強

整體國內政策與 SDG7 的一致性。 

能源負擔能力近年來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例如：

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居民用電價格較 1990 年高出

79%，自 2000 年以來，其電價上漲速度快於多數 OECD

國家。對此，紐西蘭國家商務委員會正進行電力價格審查，

監視現況發展並尋找解決方法，並積極協助弱勢或醫療單

位，並提供冬季能源付款補助，減輕冬季房屋供暖的負

擔。 

B.面臨挑戰與檢討項目 

雖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高達 85%，人民亦主要依靠潔淨燃

料來滿足家庭需求，但各部門的潔淨燃料使用程度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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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7 年為例，該國最終能源消費總量中只有 11%來自

再生能源，多數工業、製造業與農業持續依賴化石燃料，

顯示目前仍缺乏能源效率最大化的相關政策。 

另一項挑戰為運輸部門仍以化石燃料為主，溫室氣體排

放量僅次於農業部門。因該國地廣人稀，導致人民嚴重依

賴公路車輛，且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率低、車隊陳舊與燃油

效率差。為減少運輸部門的化石燃料使用，2018 年紐西

蘭交通運輸部宣布了關於陸路運輸的最新政府政策聲明，

增加公共運輸、城市交通與步行和自行車基礎設施的支出，

促使人民轉向使用排放強度更低的交通方式，而汽油消費

稅與道路使用費也有所增加。未來，預計電動車的普及將

提高再生能源在最終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並提高能源強

度。此外，目前正制定氫戰略，以評估將來在運輸與電力

部門中使用氫燃料的潛力。 

(2)SDG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A.現況與採取作法之執行經驗 

宣布 2050 年零碳排放法案，明確立法將在 2050 年將生

物甲烷(biogenic methane)以外的所有溫室氣體降至零排

放，生物甲烷方面則是於 2030 年將總排放量較 2017 年水

準減少 10%，以及在 2050 年減少 24~47%。該法案設定

了減少碳排放的軌跡，並提出一系列的輔助措施，包括：

2028 年新增 10 億棵的樹木、加強碳排放交易計畫、停止

探勘新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以及成立獨立的氣候變遷委

員會，就減少排放與適應氣候變遷的影響向紐西蘭政府提

供諮詢意見及編列相關預算，這將有助於達成 SDG13。 

採用排放預算法來設定與衡量達成目標的進度，透過制

定國內減少碳排放之政策，種植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與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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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購買碳排額度的組合來達成未來目標，並由環境與統計

部定期發布環境報告，將相關訊息透明化呈現給公眾共同

檢視。 

此外，在地方政府方面，由地方政府首長發布《地方政

府首長氣候變遷宣言》，承諾支持中央政府採取的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之舉措，並做出當地對氣候變遷的承諾與相應

策略。 

B.面臨挑戰與檢討項目 

紐西蘭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農業部門，該國約有一半的

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農業部門，尤其是畜牧業所排放的生

物甲烷，因此該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即是如何繼續為

不斷增長的全球人口供應糧食，同時減少排放，以及使農

村社區適應不斷持續的氣候變遷。為此，2009 年成立全

球農業溫室氣體研究聯盟(Agricultural Greenhouse Gases，

GRA)，促進研究合作與投資，以減少糧食生產過程中的

溫室氣體，同時保持糧食安全與生產體系的彈性，現 GRA

已有 55 個成員國，成為共同參與農業發展與進行相關研

究的跨國夥伴關係。 

(二)GapFrame 評鑑機制 

GapFrame 為建立在 SDGs 基礎上的規範框架，是一個包含

多步驟且納入專家諮詢建議而制定的方法，其應用 SDG 

Compass 規劃工具(GRI、UNGC 與 BCSD 合作開發)來評估，針

對各國的 SDGs 提出 24 個評分指標，於 2015 年針對全世界各

國永續發展目標提供評鑑評分，該平台追蹤之內容可用以識別

我國永續發展所需加強之項目。 

1.評鑑方法 

(1)指標架構及能源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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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Frame 指標分為環境(Planet)、社會(Society)、經濟

(Economy)、治理(Governance)等 4 大構面(dimension)，其下

分為 24 個議題(issue)，係由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與 6 項相關

議題組成，其指標架構與永續發展目標關聯詳如圖 1，其中

篩選出與能源相關項目，包含在環境構面中碳排議題的排

碳商數、潔淨能源議題的再生能源及家用固體燃料，社會

構面中生活環境議題的電力普及率，經濟構面中資源使用

的能源密集度、永續消費的平均每人碳消費及節約能源

等。 

 
資料來源：GapFrame。 

圖1、GapFrame指標構面與永續發展目標關聯 

 

(2)各指標評分計算方式 

Gapframe 透過各國際組織之資料庫及調查報告(如

The World Bank、UNEP、Sustainable Society Foundation 等)

蒐集各指標所需的數據，計算指標原始數值，並從所有數

值中定義出各指標的理想及最差值製作成評分量表，再將

指標對應評分量表(最佳值及最差值)計算各指標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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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詳見 Gapframe 網站)，再將同議題下的指標分數取平均

獲得議題分數，而將同一構面下之各議題加總平均分別計

算出四個構面的分數，總分則為四個構面的加總平均。各

指標的定義、計算說明及 Gapfram 評分結果如表 1。 

2.評鑑結果 

依據 2017 年 GapFrame 的評分結果顯示，我國與能源相

關之指標於環境維度中之表現為：碳商無資料、潔淨能源 0.2

分(再生能源 0.2 分、固態燃料使用無資料)，位於威脅區間內，

表示正對我國與人類構成威脅，需要緊急關注和推動重大變

革。 

於經濟維度中之表現為：資源利用無資料(能源強度與自

然資源枯竭皆無資料)、永續消費 5.4 分(碳消費 5.5 分與節約

能源 5.3 分)，位於臨界區間內，表示該問題至關重要，其遠離

安全空間，並以某種方式損害生物與人民福祉，需採取緊急措

施。 

觀察我國評分結果可發現，大部分指標缺少資料，無法判

定指標落定的區間，且指標使用的資料年限過舊，導致評分結

果不盡理想。本文後續將參考 GapFrame 評分方式，並使用更

新資料進行試評。 

表 1、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評鑑指標及結果 

議題 
評

分 
指標 

評

分 
定義 

環境構面 

碳商 NA 碳商 NA 碳足跡/全球可乘載總量 

潔 淨 能

源 
0.2 

再生能源 0.2 再生能源消耗占總能源消耗百分比(%) 

家戶用固態燃

料 
NA 

使用固態燃料家戶數占總家戶比例(%) 

社會構面 

居 住 條 10 電力普及度 10 用電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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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評

分 
指標 

評

分 
定義 

件 

經濟構面 

資 源 使

用 
NA 能源密集度 NA 

初級能源消費除以國民生產毛額(%) 

永 續 消

費 
5.4 

碳消費/居民 5.5 
年國家碳排放(含傳輸)量(百萬噸)/居民

數 

節能 5.3 2018-2012 年累計節能占比(%) 

資料來源：Gapframe 官方網站，2019.11。 

三、我國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標檢討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發布，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設立 7 個工作分組及 2 個專案小組，並以 2020 及 2030 年作

為永續發展短、長期目標年，訂定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並

於 2018 年 7 月完成我國永續發展目標公告。 

(一)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標範疇與執行方案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各分組依其工作目標，對照聯合國

SDGs，提出我國對應的 18 項核心目標。其中以「核心目標 7：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對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7，為對能源最直接相關的永續發展目標。 

依我國能源現況，電力普及率已達 99.9%以上，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等燃料已為家戶烹飪主要燃料，且依據 2018 年 IEA

報告(IEA, 2017)，我國住宅及工業電價分別為全球第 3 及第 6

低，已接近實現我國所有人都能獲得低廉可靠能源之目標。另

一方面，我國能源超過 95%以上仰賴進口，且目前仍以化石燃

料作為主要電力來源，因此以加速再生能源發展及並降低能源

需求做為我國永續發展目標 7 之核心目標。有關核心目標 7 之

具體目標、指標及執行方案詳參表 2。 

表 2、目標 7 對應指標與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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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具體目標 指標 執行方案 

目標 7 

確保人人都能

享有可負擔、

穩定、永續且

現代的能源 

7.1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

能源服務 ,並提高潔淨

燃料發電占比 

7.1.1 

獲得供電的家戶比 

無 

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1.加速天然氣發電廠增建、擴

建，穩健推動太陽光電計畫

及離岸風力發電場域開

發，並投入其他再生能源開

發先期研究 

2.台電公司配合環保及能源

政策優先調度潔淨能源 

7.2 

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7.2.1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1.發展太陽光電 

2.發展風力發電 

3.其他再生能源發展方案 

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

源消費涵蓋率 ,並降低

能源密集度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

費涵蓋率 

推動節能極大化、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 

7.3.2 

能源密集度 

推動節能極大化、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 

(二)目標執行現況與自願性審查檢討機制 

1.目標執行現況 

(1)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我國能源相關部門，因應永續發展目標及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提出能源轉型路徑，目標為 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

占比提升為 9%、天然氣發電占比提升為 36%；2030 年再生

能源占比 20%、天然氣 50%。截至 2018 年，我國天然氣發

電占比達 34.7%，再生能源達 4.7%，發電量較 2017 年分別

成長 0.02 及 3.27 億度。 

(2)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於 2030 年達 3,100 萬 KW，而

2020 年以達到 1,087.5 萬 KW 為短期努力目標。截至 2018

年，我國再生能源裝置量達 626.1 萬 KW，相較於 2017 年

成長 98.5 萬 KW，其中主要以太陽能光電成長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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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依部門使用能源特性，運用法規管制、技術輔導、獎

勵補助、宣導推廣等方式，多元面向推動節能工作；其中，

包括擴大強制性能源效率規範(節能標章)涵蓋率及結合能

源技術服務業能量推動能源用戶進行節能改善之推動措施，

截至 2017 年，強制性能源效率規範涵蓋率已達 36.1%，至

2018 年，我國能源密集度為 5.16 公秉油當量/百萬元新台

幣。 

表 3、永續發展目標各指標目標執行情形 

指標 執行情形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接軌 

7.1.1 

獲得供電的家戶比 

1.由於台電並未有供電人口比例相關資

訊，惟目前提出之用電申請案，除因法

令限制者外，台電公司均配合提供電力

服務。 

2.依電業法第 46 條第 4 項規定，輸配電業

所設置之線路，除偏遠地區家戶用電外，

得對用戶酌收費用，故現行偏遠地區已無

需負擔線路設置費，可充分滿足其民生用

電需求。 

⚫ 對應指標 7.1.1 

⚫ 我國電網普及率已

近乎 100% 

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2018 年台電電力系統燃氣 34.7%、再生能

源 4.7%。 

對應指標 7.1.2 

7.2.1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至 2018 年底，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

6,261MW 

對應指標 7.2.1 及

7.2.2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

費涵蓋率 

2017 年我國強制性能源效率規範涵蓋率

達 36.1% 

對應指標 7.3.1 

7.3.2 

能源密集度 

2018 年能源密集度 5.16 公秉油當量/百

萬元新台幣 

對應指標 7.3.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19.06.30。 

2.自願性審查機制 

我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訂有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追蹤

考核作業準則，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整合各工作小組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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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追蹤考核，然而若要與國際接軌，則仍

需透過 VNR 建立。 

我國審計部建立有我國自願性審查機制，並每年編撰「永

續發展自我檢視報告」，本報告所提及有關SDGs之落實情形，

主要係摘錄自 201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政府推動

國家永續發展情形之查核」專章，並彙整年來審計部查核 SDGs

之成果。2018 年針對我國能源相關永續展目標之查核結果如

下： 

(1)裝置容量待提升：推展太陽光電系統已初具成效，有待研

謀提升推動過程所設裝置容量等議題，以兼顧永續發展及供

電安全。 

(2)場域、電池及安全待改善：因應間歇性再生能源之發展，

已逐步建置儲能設備，有待檢討改善設置場域、電池種類及

安全機制，以利儲能設備之發展更臻多元、安全與適用。 

(三)參考國際評鑑機制評比結果 

本報告運用 Gapframe 框架中各指標定義、計算方式與參考

數據來源，以我國 2016 年可獲取之實際數據重新計算試評，結

果如下表 4 所示。環境構面方面，碳商仍無資料，再生能源占

總燃料消費比獲得 0.2 分，與 Gapframe 結果一致，家戶用固態

燃料獲得 10 分；社會構面方面，電力普及度獲得 10 分，與

Gapframe 結果一致；經濟構面方面，能源密集度獲得 8.1 分，

碳消費/居民因使用較新資料，故獲得較 Gapframe 高的 8.4 分，

而節能亦因使用較新資料，獲得較 Gapframe 低的 4.7 分。 

表 4、利用 Gapframe 以我國實際數據計算試評結果 

議題 
本報告 

試評結果 

Gapframe 

結果 
指標 

本報告 

試評結果 

Gapframe 

結果 

環境構面 

碳商 NA NA 碳商 NA NA 

潔淨能源 5.1 0.2 再生能源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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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本報告 

試評結果 

Gapframe 

結果 
指標 

本報告 

試評結果 

Gapframe 

結果 

家戶用固態燃料 10 NA 

社會構面 

生活條件 10.0 10.0 電力普及度 10 10 

經濟構面 

資源使用 8.1 NA 能源密集度 8.1 NA 

永續消費 6.5 5.4 
碳消費/居民 8.4 5.5 

節能 4.7 5.3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19.11。 

我國實際數據試評結果與世界各國 Gapframe 評比如下表

5(僅列出亞鄰國家與已開發國家)。與亞鄰國家相比，潔淨能源、

生活條件、永續消費等均較南韓、中國大陸與日本高，其中潔

淨能源部分與南韓及日本相當，其主要受惠於使用現代能源已

普及於家戶，但再生能源部分仍有相當幅度的進步空間；在資

源使用評鑑部分僅高於中國大陸，略低於南韓、日本等國，但

均處於 Gapframe 的接近理想評價；在碳商議題部分，由於我國

仍未參與各項碳交易及轉移，因此相關數值無法取得，然而從

各國分數均不高的情況下，顯示此議題在全世界仍有相當大的

發展空間。 

若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國於生活條件與永續消費指

標的分數均處在前段班，能源使用條件為主的潔淨能源則排名

於中間，顯示我國在永續發展目標與能源相關議題上均有不錯

的表現，但依目前世界氛圍，再生能源的發展及消費行為的改

變(節能)仍為未來能源相關減碳議題的主軸(IEA, 2019)，因此我

國必須加速再生能源的發展及加大節能工作力道，在此兩議題

上持續跟上世界潮流。 

  



108 年 11 月專題   經濟部節能減碳推動辦公室 

 

15 

 

表 5、我國與國際 Gapframe 評比(以我國實際數據試評結果比較) 

議題 

國家 

環境構面 社會構面 經濟構面 

碳商 潔淨能源 生活條件 資源使用 永續消費 

開

發

中 

台灣 NA 5.1 10.0 8.1 6.5 

南韓 0.0 4.8 8.2 8.6 4.2 

中國大陸 2.6 3.2 6.5 6.9 4.2 

已

開

發 

日本 1.9 5.0 9.7 9.4 5.8 

澳洲 0.0 5.0 9.6 4.0 4.5 

加拿大 0.0 5.7 9.5 5.1 4.9 

丹麥 1.4 6.0 9.7 7.6 6.3 

芬蘭 NA 6.2 9.7 8.4 5.5 

法國 1.0 5.2 9.6 9.3 6.5 

德國 0.0 5.3 9.7 9.4 5.6 

愛爾蘭 0.0 5.1 9.6 9.7 6.5 

義大利 0.7 5.4 9.6 9.5 6.7 

荷蘭 0.0 5.0 9.8 8.0 5.9 

紐西蘭 0.5 6.7 9.4 7.7 5.5 

挪威 NA 7.1 9.7 4.5 6.1 

瑞典 0.0 6.6 9.8 8.7 6.2 

瑞士 0.0 5.8 9.7 9.8 5.0 

英國 0.0 5.0 9.8 8.5 6.3 

美國 0.0 5.1 8.8 7.5 4.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2019.11。 

四、結論與建議： 

要逐年逐步的達成行政院於今年頒佈之「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應從自我審查機制及內部、外部評鑑機制著手，在我國既

有機制上，雖有永續發展委員會正在建立的檢討追蹤機制外，

亦有審計部於今年發布的自願性審查報告作為內部的推動力量；

由於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無法有第三方監管甚至外部評價

機制來檢核我國實際發展情況。 

本研究研析之聯合國所發布之自願審查機制，其闡明國家

在檢討永續發展目標執行情況時，如何建立各項數據的取得方

針、如何確認數據的正確性、各永續發展目標的鏈結、監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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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選及如何平衡政府、民間及第三方以取得國家永續發展共

識，為建立自願性審查的關鍵因子。其中有關第三方監管、各

目標鏈結及數據確認等，由於我國特殊處境，並無聯合國相關

機制可利用，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引入的 Gapframe 平台即可作

為檢視我國永續發展執行成效的外部評鑑機制。結合自願性審

查機制、我國內部評鑑機制及 Gapframe 外部評鑑機制，即可逐

年檢視我國永續發展執行現況，並做為調整政策及措施研擬之

參考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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