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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包括經濟、勞動權、教育、能源、平

等議題提出建議，以協助總統做出以科學數

據為基礎的理智決策。

《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行政命令則是

正式宣告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以及將氣候變遷議題列為美國推動國安與外

交政策的主要考慮因素；同時宣布將建立跨

部會的國家氣候工作小組（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和擴大對於再生能源科技的投

資，進而落實零排放、碳中和與各種應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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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政策與計畫內容

一、與氣候變遷領域相關的行政命令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問題，拜登在1月27

日簽署《建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和《應

對國內外氣候危機》兩份行政命令。前者表

示將設立一個由26名專業科學顧問組成的總

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針對氣候變遷可能涉及與影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