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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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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基於我國的永續發展現

況擬定，並參考聯合國

的永續發展理念與原則，

因應全球的趨勢與衝擊，

提升政府部門的效能，

落實國家的永續發展

貳、願景 參、政策內涵
• 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

有「寧適多樣的環境生

態」「活力開放的繁榮

經濟」及「安全和諧的

福祉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一、政策理念

二、政策目標

三、推動策略

◼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涵蓋「前言」、「願景」及「政策內涵」3部分，
並以「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為「政策內涵」之架構

◼ 為順應國內外永續發展及淨零轉型趨勢變遷，並參酌第58次工作
會議相關建言，永續會秘書處請各核心目標檢視研修政策內涵

由各核心目標

檢視研修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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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促進就業及經濟成長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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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銀行提出「綠色、韌性和包容性發展」策略，藉由

包容和符合環境和社會永續的路徑促進經濟成長

◼ 聯合國《2022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認為政策融資和資

金支援對中小企業的復甦至關重要

◼ 主要國家皆強調創新、培訓、提升技能和環境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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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韓國 澳洲

• 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勞
動力短缺

• 提高勞動參與率，延
長勞動壽命

• 推動勞動方式改革，
提高女性和老年人就
業率

• 實行遠端工作和彈性
工時制度

• 增加中小企業競爭
力與增加就業

• 扶持中小新創企業
發展

• 消除就業弱勢群體
之就業障礙

• 培育具數位應用能
力的中小企業、給
予各式補貼與政策
優惠

• 推動職業培訓與就
業服務，建立就業
安全網

• 增加經濟在結構性
變革中的適應力

• 提升總體生產力、
降低青年失業率

• 投資數位化、自動
化與AI以增加勞工
工作效能；增加教
育培訓與對勞工環
境改善的投資

政策目標

優先策略

主要措施

◼ 各主要國家推動SDG8的政策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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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加拿大 歐盟

• 提高勞工權利與協
助開發中國家經貿
發展

• 投資教育與數位技
術；協助開發中國
家企業家融入全球
經濟

• 規劃國內外技術與
教育援助計畫

• 保障工作環境與公
平發展

• 減少就業障礙、制
定創新政策，協助
勞動參與者獲得優
質工作

• 協助移民融入勞動
市場、提供青年實
習、就業與技能提
升；協助原住民就
業發展

• 促進永續與包容性
成長

• 發展以國家財政機
構為後盾，提供綠
色、數位轉型資本，
並支持就業成長

• 保障青年及弱勢就
業機會與技能培養；
協助中小企業向綠
色、智慧經濟轉型

政策目標

優先策略

主要措施

◼ 各主要國家推動SDG8的政策目標及策略



研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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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理念、政策目標：納入國際促進就業及經濟成

長之推動方向，以接軌國際

◼ 推動策略：除參酌各部會提供之修正建議，並新增

金融科技、永續觀光、水電價合理化、節水循環等

相關內容，強化策略與所要達成永續指標之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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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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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
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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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標8：

現行內容

積極採取「創新、就業、分配」的新經
濟模式驅動經濟成長，以創造就業和優

質工作機會，同時兼顧成長紅利的公平
分配，並啟動循環經濟，創造經濟與環
保雙贏，促使我國經濟發展朝包容永續
方向邁進。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確保充分且有生
產力的就業，以實現臺灣經濟繁榮及分配公平。

一、政策理念

二、政策目標(新增)

修正內容

積極採取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透過
數位與綠色的雙轉型升級，創造就業和優
質工作機會，同時兼顧成長紅利的公平分
配，並啟動循環經濟，創造經濟與環保雙
贏，促使我國經濟發展朝包容永續的方向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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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內容

（一）推動產業創新及轉型並提高產業
附加價值

1、推動臺灣新經濟模式，強化產業創
新能量，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
加強扶植新創及中小企業。

2、以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優勢，打造
人工智慧創新生態圈，帶動經濟轉
型動能。

3、推動產學聯盟、青年科技創新創業
及園區轉型活化，營造國際青創基
地。

修正內容

（一）推動數位及綠色雙轉型，加速產

業高值化，發展包容性成長

1、推動創新經濟模式，兼顧經濟成長

及分配公平。

2、以資通訊科技優勢，強化產業數位

轉型，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3、加強扶植新創及中小企業，提供財

務支援，鼓勵企業推動綠色轉型。

4、強化金融科技應用，提供便捷普及

的金融服務。

三、推動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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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內容

（二）落實學用合一、培訓措施，並促進職
場安全

1、推動青年職業訓練，促進訓後就業；
積極推動就業與技術傳承合作，建構
訓用合一模式，整合企業及技職資源，
加速推動產業育才策略，包括企業協
力教學等，以提升青年技能並順利接
軌職場。

2、從產業趨勢、職涯規劃、技能發展及
就業服務等面向，提供不同就業需求
青年差異化服務，促進就業。

3、強化勞工安全政策，有效降低職業災
害人次。

修正內容

（二）促進優質就業，營造友善及平權

的職場環境

1、落實學用合一及培訓措施，提升青

年專業技能及競爭力，實現全面且

有生產力的就業。

2、辦理女性工會幹部培訓，增進女性

參與工會決策。

3、引導在地產業推動綠色旅遊，創造

就業及發展永續觀光。

4、型塑職場安全衛生文化，保障工作

者安全與健康。

三、推動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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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內容

（三）發展低碳能源，強化能源使用效率

1、推動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及沼氣發

電等再生能源開發，提升能源多元

性，並促進節能減碳。

2、加速佈建智慧電網，增強電網的分

散性及強韌性，強化能源使用效率，

以促進低碳社會及永續綠能矽島的

實現。

修正內容

（三）發展再生能源，提高能資源使用

效率

1、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提升能源自主

與多元性。

2、強化電網韌性，提升供電品質及電

力運轉效率。

3、推動水電價格合理化，反映資源使

用成本。

4、落實工業及農業節水管理，實踐水

資源循環利用，提升用水效率。

三、推動策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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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提請討論



附錄-
推動策略與指標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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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對應指標

（一）加速產業高值化，發展經濟成長動能

1、推動創新經濟模式，兼顧經
濟成長及分配公平。

8.1.1經濟成長率
8.1.2每戶可支配所得吉尼係數

2、以資通訊科技優勢，強化產
業數位轉型，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8.2.1工業GDP實質成長率
8.2.2數位經濟占GDP比率

3、加強扶植新創及中小企業，
提供財務支援，鼓勵企業推動綠
色轉型。

8.3.1透過信保機制，協助綠色產業之中小企業
取得融資
8.3.2協助從事綠色設計及循環經濟創新發展的
中小企業家數
8.3.3申請微型創業貸款核准件數

4、強化金融科技應用，提供便
捷普及的金融服務。

8.9.1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申請件數
8.9.2非現金支付交易金額及交易筆數
8.9.3保險公司研發創新商品，並依保險商品送
審程序送審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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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對應指標

（二）促進優質就業，營造友善及平權的職場環境

1、落實學用合一及培訓措施，
提升青年專業技能及競爭力，實
現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8.5.1失業率
8.5.2失業者參加職前訓練課程參訓人數及訓後
就業率
8.5.3推介身心障礙者就業
8.6.1青年參與職業訓練人數及訓後就業率
8.6.2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推介青年就業

2、辦理女性工會幹部培訓，增
進女性參與工會決策。

8.7.3培訓女性工會幹部的人數

3、引導在地產業推動綠色旅遊，
創造就業及發展永續觀光。

8.8.1觀光整體收入成長率
8.8.2觀光產業就業人數成長率
8.8.3訂定綠色旅遊標準

4、型塑職場安全衛生文化，保
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8.7.1職災死亡千人率
8.7.2職災失能及傷病千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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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對應指標

（三）發展再生能源，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1、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提升能
源自主與多元性。

8.13.1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2、增強電網韌性，提升供電品
質及電力運轉效率。

8.12.1全國停電時間（SAIDI值）
8.12.2線路損失（線損率）

3、推動水電價格合理化，反映
資源使用成本。

8.11.1定期檢討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
8.11.2適時檢討「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
8.11.3研議推動能源稅，以反映外部成本

4、落實工業及農業節水管理，
實踐水資源循環利用，提升用水
效率。

8.10.1工業區內廠商用水回收率
8.10.2整體農業用水節約目標
8.10.3農業灌溉用水節約目標
8.10.4生態循環水養殖設置面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