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變遷因應法及精進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作法說明會」紀錄

一、時間：1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點：臺中世界貿易中心（西屯區天保街六十號）301 會議室

三、主席：黃偉鳴 副主任                       紀錄：張文綺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氣候變遷因應法及精進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作法
（略）

七、與會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

盤查清冊和盤查報告書經第三方查證後數據可能有所

變動是否可補正上傳或涉及罰則？

（二）宜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廠屬需配合再生能源義務之用電大戶，爰採用不同

版本之 GWP（溫暖化潛勢）值所帶來的碳排差異將被放

大。請問未來環保署對產品碳含量之管理方式為何？

（三）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盤查作業的展延期限為何？同一企業內數個工廠可否

由總部統一行文？

（四）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據傳碳費約於明年底定，可否提前告知碳費徵收範圍？

2、總公司出具並上傳同一企業多個廠區的完整一份盤查

報告書及查證聲明書是否可行？

3、環保署預訂將盤查作業完成時間提前至何時？

4、針對抵換機制和碳費徵收，請先行溝通或公告相關資

料，以利企業及早因應與準備相關資料蒐集。

5、效能標準、產品碳足跡之子法訂定時程為何？是否已



有預定管制的產品？

（五）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1、建議申報作業採取世界鋼鐵協會的作法，建立公版

excel檔格式供業者遵循。

2、建議盤查表單附表一的製程編碼、設備編碼、物料編

碼等，可針對物料編列更細緻化（如焊條）選單。

3、產業已開始採用 ISO 14064-1: 2018 版本，建議環保署

也採用 AR6 版本以利統一使用。

（六）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1、碳費費率倘落在 100~300元，推估本公司每年將增加

支出達 500~1,500萬元。建議將徵收之碳費留用於產業

本身製程的改善上，如機台更新、良率提高等。

2、本公司預估未來碳費支出將比空污、水污、土污等費

用加總高，惟工業用電已調漲內含碳費成本，爰請環

保署在碳費徵收上多加考量。

3、建議政府就 CBAM 關稅、自主減量、碳費徵收等溫室

氣體減量政策做通盤考量，完備制度與配套。

（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霄電廠

1、盤查和查驗兩者完成時程分開後，如盤查與查驗結果

有所差距，將給予彈性處理空間或罰則？

2、盤查時程提前，得否給予盤查複雜度較高的事業延長

時程？

3、未來電廠機組擴建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如何進行？

（八）金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碳費和碳稅將分開收取嗎？會再徵收碳稅嗎？

2、已向查驗機構洽詢，惟查驗機構表示仍需經過 TAF許

可，且 TAF 排不出時間為該查驗機構認證。本公司已

於去年 5 月聯繫環保署許可的 7家查驗機構皆回覆期



程已排滿。

3、查驗費用過高造成業者負擔，建議主管機關為主要使

用電力的列管對象進行查驗，免除查驗費用。

（九）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碳費徵收對象以橡膠業來說，第一批只有正新橡膠大

於 2.5萬噸，未來碳費徵收是否考量同業間公平性問題？

八、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回應說明

（一）盤查登錄及查驗作業

1、預計將「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理」之盤查

與查驗作業時程分開，盤查作業提前至上半年，緩和

查驗量能，後續提出修正草案並預告廣徵各界意見。

2、查驗機構查驗後的數據與盤查不同時，事業須將數據

更正為正確值，不會處罰，惟如有短漏報情事將有相

對罰則及未來徵收碳費補繳事宜。事業盤查溫室氣體

排放量數據若經查驗後差異大，未來也會檢討第三方

查證規範，若事業端的盤查數據品質佳，或許制度上

有調整的空間，減少不必要的行政流程。

3、本署管制對象為廠（場），事業若以總公司提交查證

聲明書，可採彈性作法將不同廠併在同一份查證聲明

書內，但仍需要分別上傳以確保各廠（場）文件齊全。

4、盤查申報系統為了通用於各產業，初步以大方向進行

分類，未來將持續檢討精進，評估產品原料分細項至

各行業，建立更細緻的資料庫。

5、盤查範疇目前環保署僅規範範疇一及範疇二，範疇三

(ISO 14064-1:2018 版的類別三至六)的界定較為困難；

金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之

溫室氣體盤查中，範疇一及範疇二為必須辦理盤查之

範疇，範疇三排放量則鼓勵盤查。參考國際環境主管



機關要求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多以範疇一及範疇二

為主，本署暫不強制管制盤查範疇三排放量。

6、環保署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之排放量計算

以 AR4 版本之 GWP計算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二氧

化碳當量，近期將與查驗機構、全國認證基金會研商

以對照表方式呈現不同版本 GWP計算排放量之可行性。

7、倘排放源因軟硬體設備故障或非屬排放源本身因素導

   致未能完成登錄作業時，排放源應於規定期限屆滿前

   檢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中央主管

   機關將視個案情形核定展延期限，其展延起始日由規

   定期限屆滿後首日開始計算，最長不得超過半年。過

   去少數可能因為找不到查驗機構或在 8 月 31 日前無法

   完成，查驗量能緊迫下予以同意展延。

（二）碳費徵收

1、碳費目前尚在規劃草案架構，費率過去討論有不同的

版本，後續將由碳費費率審議會審議訂定，過程包含

召開公聽、研商會議及與產業交流討論等，開徵時程

亦會考量給予產業充分時間因應。

2、依碳費徵收之立法精神在促進產業實質減量，事業提

出自主減量計畫則將享有優惠費率。

3、特定行業別在碳費徵收時僅有少數事業列管，針對公

平性問題與碳費起徵點，後續草案提出時將一併納入

考量處理。

4、民間團體或學者希望收碳稅，惟依我國法令制度，徵

收碳稅將由財政部統收統支，亦要檢視整體賦稅制度。

目前規劃碳費先行與減量額度交易並行，推動我國碳

定價制度，碳費收入將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供

溫室氣體減量之用。



（三）增量抵換

    現階段增量抵換作業是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

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依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監督作業辦理，本次修正溫管法為氣候法已新增事業新

增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

比率抵換條文，後續將據以訂定相關子法推動溫室氣體增

量抵換。

（四）產品碳足跡

    強制性產品碳足跡管理方面，在標示規範部分目前規

劃採已有過去累積的數據、配合度高、與民生相關度高的

產品為主，讓消費者可以選擇低碳產品，以消費者角度

思考，與產業受供應鏈要求的角度不盡相同。

九、結論：各與會建議將納入後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工作參考。

十、散會：上午 12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