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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社會不平等、再生能源發展與減碳政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全球與

台灣的數據進行分析，並分為五個分支計畫，針對減碳與不平等的連結提出重要觀察。 

分支計畫一 探討全球範圍內社會不平等如何影響碳排放與能源轉型，並分析碳排放和能源

轉型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研究將利用1980至2019年間150-184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採

用高維固定效應回歸（HDFE）和差分（DID）等進階模型以揭示趨勢。研究結果發現，雖

然加入獨立工會的多寡和溫室氣體排放有顯著正向關連，但其與左派政治領導的交互作用

卻呈現顯著負向關連，指出勞工和環境間雖具有潛在衝突，但其與左派政府形成的「轉型

聯盟」能促進有效減排。 

分支計畫二 使用全球宏觀經濟模型E3ME，估算不同碳稅或碳費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該模型自2017年以來被引入台灣，並整合未來技術轉型模型（FTT），連結技術創新與宏觀

經濟表現，提供台灣減碳政策模擬的專屬參數。研究結果顯示，未考慮收入循環機制的碳

定價制度具有累退性；針對低所得群體的收入循環制度，有助於減緩所得不均度。其次，

在家戶特徵方面，高齡者、孩童與低教育程度經濟戶長的家戶可能面臨財務困境。因此，

為達成淨零目標並兼顧社會公平分配，政策決策者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考慮這些脆弱群

體。 

分支計畫三 分析台灣再生能源項目所引發的社會抗爭。研究透過新聞數據庫與實地調查，

探討環境問題、程序正義與地方文化認同等引發的社會矛盾，期望縮小再生能源目標與地

方社區需求之間的落差。（1）在地社區的經濟條件和抗爭的組織化（村里組織）與激進化

（發生衝突）沒有顯著的關連性。（2）再生能源相關抗爭事件發生數與距離選舉時間呈現

倒U形曲線。（3）在抗爭參與者方面，通案議題多為環團（88.89%）；在地議題多村里組

織（72.04%）。環團介入有助於調和衝突。 

分支計畫四 透過現場實驗與問卷調查，研究大眾對減碳政策的偏好。實驗將評估「未來設

計」等框架的效果，模擬長期投資和政策支持的行為偏好，並以真實誘因模擬決策場景。

結果顯示，想像未來世代（IFG）機制在政府投資這類公共情境具有效性，能顯著提升受試

者之綠色基金（green fund）選擇（機率增加8.5%～9.8%），報酬設計差異也會影響民眾對

政策選擇的偏好。 

分支計畫五 延續2017至2022年的台灣環境意識調查，分析社會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民眾對減

碳政策的支持。就態度題而言，包括性別、支持政黨、學歷、每月交通花費、是否為環保

團體成員、支持減少燒香燒紙錢者，對於是否支持非核家園或支持再生能源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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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旨在探討社會不平等、再生能源發展與減碳政策之間的複雜關係，結合全球與台灣的數
據進行分析，並分為五個分支計畫，針對減碳與不平等的連結提出重要觀察。

本計畫今年採用同層數據整合與主題整合兩種方法。分支
計畫一與分支計畫二聚焦於全球趨勢，連結社會不平等與
再生能源和收入分配。分支計畫三與分支計畫五則探討台
灣的社會抗爭與大眾意見，而分支計畫四探討國際的稱讚
與譴責評論對臺灣民眾的影響。跨項目的共享數據，如全
國調查與實驗結果，強化研究一致性。

本計畫前期與延續分析已經促成專書出版：林宗弘、許耿
銘、蕭新煌，2024，《減碳社會學 台灣淨零轉型的民意與
挑戰》，高雄：巨流圖書公司，為成果亮點。此整合式研
究計畫將深入探討全球與臺灣範圍內減碳與不平等的關聯。
創新的經驗與預測模型確保政策建議的科學性。同時，透
過分析社會抗爭與公眾意識，提供切實可行的策略，助力
台灣實現淨零目標並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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