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08 年度第2次會議議程 
 

時間：108年12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地點：本署4樓第1會議室 

 

【議程】 
 

10：00 宣布開會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0：20 108年度第1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10：20－11：50 報告案一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報告案二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推動碳定價策略規劃 

11：50－12：00 臨時動議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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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08年度第 1次管理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委員所提各項建議，請納入

後續執行環保集點工作之

參考依據。 

 

管考處說明如下： 

有關委員針對環保集點制度所提

鼓勵電動機車、結合環境效益、

擴大民間參與、結合網紅宣傳、

注意網路評論及分析消費行為等

意見，本處已納入後續工作參考。 

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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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08年度第 1次委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 

（依委員發言順序） 

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一、曾委員佩如 

107年度第 2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感謝環保署配合上次會議之建議，於

108年 5月 21日及 30日舉辦兩次溫室

氣體減量對策能力建構課程，部分同仁

已參加 5月 21日場次，同仁表示收穫良

多，惟仍有諸多專有名詞或深入些之觀

念，限於上課時間，尚未完全學懂。為

使各部會順利推動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業

務，相關同仁建議未來可加辦訓練課

程，可區分基礎班與進階班。在此再度

表示感謝環保署之用心。 

感謝委員肯定，本署已規劃溫室氣體減

量對策相關能力建構課程，109年將辦

理「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及查核作業訓練

班」，賡續強化中央及地方單位執行知

能。 

專案報告： 

1. 簡報第 16頁，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客運公車點數補貼，昨天洽公路總

局表示有接獲環保署之洽談，但目

前尚在評估中。另，補充MaaS，其

功能似臺北的 1,280 元交通定期

票，1,499 元可在高雄 30 天內不限

次數搭乘捷運、輕軌、公車、Ubike

及渡輪。 

管考處說明如下： 

已於 108年 8月 22日獲交通部公路總

局核定支應公車及客運之點數補助

款，時間自 108年 8月起至 108年 12

月止。 

2. 一年前曾針對環保集點進行探討，

106 年所有種類公共運輸的票收約

共 691 億，其中環保集點的參與度

僅 0.62%。另，環保為相對比較的概

念，交通部政策為推動各類公共運

輸，於私人運具方面則鼓勵電動機

車。因此或許可將購買無尾氣排放

之電動機車納入集點項目，如有購

買電動機車，憑發票並證明自行使

用，可設計給予一個具鼓勵效果之

環保點數，此消費行為雖不是搭乘

管考處說明如下： 

1. 本處環保集點曾與山葉機車研商合

作，購買之佐證涉及監理相關業務，

需要資訊介接，尚無法由民眾事後提

供佐證方式辦理。 

2. 本處另曾與共享電動機車(WeMo)合

作贈點如下： 

(1) 新註冊成為  WeMo Scooter 會

員 ， 於首 騎前輸 入 優惠 碼

【GREENPOINT】即可獲得 50

元騎乘金。 

(2) 序號就可以馬上得到 100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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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公共運輸但也屬於綠色消費。 限量 5,000 名，並抽出 3 名幸運

兒，獲得大獎 10,000 綠點。 

二、吳委員珮瑛 

一般報告： 

1. 簡報第 7 頁，有關 108 年和 109 年

之編列情形，請說明減列跨部會整

合方案的原因。請說明簡報第 8頁，

環境教育基金減列 62萬元，與簡報

第 16頁支應綜計處撥入環境教育基

金的 2,188萬元之數據差異原因。此

外，除了 108 年與 109 年預算編列

差異，亦請說明自基金運作至 109

年，每一個工作項目之成果，以兩

年為一組，不易看出金額增減的合

理性，及開始年所列的目標，是否

在經費的使用下逐年往目標邁進。 

1.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依環境教育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每年至少提撥 5%

支出預算金額予環境教育基金。環教

基金撥付金額隨 109 年度溫管基金

編列減列而減少。簡報第 7頁僅羅列

108年與 109年編列之差異部分，單

就補助環教基金 109年編列 2,188萬

元，與簡報第 16頁金額吻合。 

2.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除比較近一年度

之經費編列差異外，將預設目標並針

對逐年業務及基金使用成效說明。 

2. 請說明簡報第 17頁， 107年度執行

率不到 80%，其中宣導與調適執行

率只有 35%，溫室氣體盤查約為 55%

之原因。第二，比對 108 年與 109

年之預算編列與 107 年法定預算差

不多，108年執行率可否大幅改善？

宜思考  109 年編列相同的法定預

算，在執行率變動幅度不大的狀況

下，後果為何？ 

1. 「宣導與調適」預算分支主要辦理調

適策略研析、調適工作整合管理、氣

候變遷資訊平台維護、及因應氣候變

遷之環境衛生衝擊評估等工作，由於

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涉及跨部會議

題，因此 107年主要係就「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年）」草

案進行規劃與研商，因此較原規劃事

項如調適工作整合管理、辦理氣候變

遷資訊平台維護等工作則暫緩辦理。 

2. 此外，107年「溫室氣體盤查」預算

執行率僅約為 55%，係因配合檢討我

國產業發展狀況、市場規模，排放交

易制度是否適用於我國推動溫室氣

體管理，暫緩辦理交易平台相關計畫

例如碳金融交易平台之建立等計畫

所致。 

3. 有關 108年「宣導與調適」業務，因

應前述行動方案於 9月 9日始核定，

因此，相關工作亦隨調整辦理，致執

行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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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4. 108年「溫室氣體盤查」項下共編列

47,573千元，已辦理「溫室氣體減量

專案管理制度檢討與成效影響評估

專案工作計畫」、「溫室氣體碳市場機

制國際合作計畫」、「建立我國運輸業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畫」「溫室氣體

列管排放源基線管理暨國家溫室氣

體登錄平台更新維護計畫」及「溫室

氣體總量管制制度建置計畫」，另辦

理溫室氣體盤查交易業務支用之旅

運費、出席國際合作與交流會議經

費、印刷廣告費、專家學者出席費，

預計總共將支應約 40,000 千元，執

行率可提升至約 84%。 

5. 109 年度經費來源較 108 年度減少

999萬 7千元，109年度規劃重點業

務包含：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修法及碳定價研擬等，另新增因

應氣候變遷傳染病媒介控制及調適

管理飲用水水質等業務。目前已依規

劃辦理相關工作計畫公開招標事

宜，預計 108年度溫管基金執行率達

85%。 

6. 溫管基金支出 4 億，而環境效益卻

不到 2,000 萬。建議第 14 頁低碳永

續家園的工作重點和預期效益之陳

述內容可以配合第 18 頁及第 19 頁

環境效益指標呈現。建議將簡報第

19 頁貨幣化之前的單位及數值並

列，並說明計算期間（如一年內，

減少多少噸 CO2，且帶動多少環境效

益），使各面向更加完整。 

1. 委員所提環境效益成果，其係僅分析

本署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永續家

園之工作，即 1.8億補助款之成效，

貨幣化前之數值分別為，減碳 1370

噸(環境效益 2.42百萬元)、PM2.5減

量 184 公斤(環境效益 1.27 百萬

元) 、節油39.9 千公升、節水20.3 萬

噸、 節電 2.3 百萬度(環境效益 12.7

百萬元) 、減廢 550 噸 (環境效益

2.57百萬元)。 

2. 另第 18、19頁相關效益之計算，係

以低碳永續家園目前可量化、且有記

錄的成效，包含：節電、節水、節油、

以及減少廢棄物等四個面向，已依循

委員建議，同時呈列貨幣化前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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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的減量單位數、與貨幣化後的效益數

值，完備資訊。 

1. 簡報第 9 頁減量目標，建議思考目

標年與基準年排放量之呈現方式，

目前圖示會誤以為由 2016年開始至

明年底，我們僅需減 266.038百萬公

噸的 2%（約 5.321百萬公噸），應補

充二氧化碳排放基線 (Business As 

Usual, BAU)。BAU可能為推估亦可

能為實際值，不同的推估方法會有

不同的線，國際上也有這樣呈現方

式，如韓國。若不知應減多少排放

量，相關的減緩策略該做多少努力

即無法掌握。 

感謝委員建議，我國於 2015年所提出

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設定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

推估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

50%，相當於我國減量路徑設定 2030

年較基準年 2005年排放量減少 20%的

努力方向。因此，我國溫管法設定溫室

氣體第 1階段管制目標，即 2020年較

2005年減量 2%（260.7百萬公噸），相

當於較 2020年 BAU（312.7百萬公噸）

減少 16.6%，約減少 52百萬公噸。 

2. 有關民眾氣候變遷素養調查，建議

名稱改為「認知調查」，因為素養一

詞可能產生爭議，且調查結果民眾

比較可能為了表現出有素養而有偏

頗。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已名稱改為「氣候

變遷認知調查」，另本年度已以電腦系

統抽樣之電話訪問方式辦理 1201份調

查，約 61%民眾對氣候變遷議題之認

知有所瞭解，後續除持續宣傳外，並採

分眾分項方式深化特定議題之認知。 

專案報告： 

請說明一年有多少經費、促進哪些消費

（含點數消費）、其兌換後的消費類別？

另，環保集點可結合前述環境效益，分

析消費行為產生的節能減碳效益，貨幣

化環境效益包含節約多少用水、用電及

用油。 

管考處說明如下： 

1. 本署編列 1年約 2,500萬元經費支應

點數費用，以點數鼓勵會員搭乘大眾

運輸、購買環保產品及落實環保行

動。 

2. 會員兌換每月品項主要為食品、食用

油品、衛生紙、清潔用品、家電 3C、

文具用品、日用品等 7項。 

3. 環保集點係鼓勵消費者於日常生活

中選擇環保產品，包括環保標章及碳

足跡標籤，故點數為綜合性質之推廣

作為，且產品之環境效益面向皆不相

同，較難以一致標準進行量化。以碳

足跡標籤為例，取得碳足跡標籤之企

業，均已盤查計算產品生命週期各階

段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除揭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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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品碳足跡資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外，同時找出減碳熱點，進而研擬及

執行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三、許委員芳銘 

一般報告： 

1.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應有計畫執行之

檢核程序，建議基金管理可參考循環

式 品 質 管 理 (Plan-Do-Check-Act, 

PDCA)之精神進行。溫管基金之管理

宗旨係協助國家達成減量目標，國家

減碳目標及部門目標之績效比對為

重點工作之一。建議以一年為週期，

呈現國家與各部門實際的情況數

據，作為調整基金使用依據。以製造

部門為例，建議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本

會議檢視減碳目標達成情形，以及檢

視基金運用的合理性。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溫管基金執行成效

上，將考量納入各部門執行成果，使溫

室氣體管制效益的呈現上更為全面。 

2. 雖然有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但清

冊排放數據隔年才能提供完整排放

資料，建議由工業局提出其他製造部

門的實際數據或預測資訊，供環保署

合併提出報告。溫室氣體管理主責機

關是環保署，雖然製造部門減量策略

執行之經費可能非由本基金支應，而

是使用經濟部之預算，但其成效應合

併呈現給本基金委員會。 

感謝委員建議，各部門細項推動策略執

行檢討與達成情形，將另在階段管制目

標達成情形研商會或相關會議進行討

論。 

3. 建議下一次會議提供溫室氣體管理

之全貌規劃，包含項目與期程（如：

105年至 114年之規劃），項目是否由

溫管基金支出，其理由、進展為何，

動態檢視預算編列方式，呈現預算減

列表示該項工作已完成，未來只是維

持運作，使委員更能夠清楚檢視預算

編列之可行性、執行速度太快或太慢

或其他問題。至於呈現方式可再討

論，用以檢視未來溫室氣體減排管理

的 PDCA。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將持續檢討各項計

畫期程規劃、推動重點、預期效益及執

行狀況呈現方式，以利委員評估各項計

畫可行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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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4. 溫管基金計畫以成效量化模型、貨幣

化模型評估，並與 SDG 連結是必要

的。建議環保署利用此機會，將上述

模型做為跨部會政策成效衡量工

具，進而向國際、國內社會和企業宣

傳與溝通。因此非常贊成發展相關模

型，未來是否有機會可邀請環保署團

隊到工業總會向各個產業說明如何

應用模型量化減碳效益。 

感謝委員認同，本署初次嘗試以貨幣化

方式呈現溫室氣體管理成效，呈現指標

項目與效果，皆應再精進其深度及廣

度，並期望未來可作為政策宣導，讓各

界了解減碳工作投入的成本與帶動效

益，以有助於政府及民間爭取預算、人

力等資源，投入溫室氣體減量工作。評

估模型建置完整後，可安排向產業界說

明，以使產業界了解推動減碳工作投入

成本與獲得效益，配合推動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提升管制成效。 

四、翁委員素真（林專門委員大景代） 

一般報告： 

1. 依據簡報第 7 頁至第 8 頁所示，109

年概算共減列 1,199 萬元，請詳述減

列原因及是否會影響簡報第 10 頁至

第 14頁所列工作項目之預期效益。 

感謝委員提示，109年概算減列原因主

要是部分計畫完成階段性任務或考量

業務性質整合計畫工作項目，皆不影響

工作項目之預期效益。 

2.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需要各部會共同

推動，以經濟部為例，能源局及工業

局皆有行動方案，並有相關機制推

動。由於各部會行動方案之執行內容

未使用溫管基金經費，故建議不納入

溫管基金預算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各部門行動方案之執行

內容將另於相關部門研商會議進行討

論，惟考量溫室氣體管制成效全面性，

將酌予納入各部門執行成果。 

五、顧委員洋 

一般報告： 

1. 執行上應思考短中程與長程規劃之

分配。巴黎協定後，各國皆重視長期

規劃且投入經費研議，範疇包括

2030-2050 年氣候部門的政府組織編

制、人力等。目前我國係依需求臨時

編制，應提早考量未來若環保署升格

為環資部，屆時其業務範疇、所需人

力為何？我國亦應以合理的經費比

例投入短中期與長期政策、體制規劃

等研究，例如 9：1，或是其他比例。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氣候變遷影響領域

及範疇日益擴增，在組織改造尚未完成

前，本署已向行政院人事總處提出擴充

人力的需求，以確保業務推行。未來亦

將依委員意見，考量組織經費及人力配 

置短、中與長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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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調整調適與減緩之分配比例。例

如推動低碳城市時，應引導地方政府

瞭解調適之重要性，於各計畫中逐步

強化調適議題之份量。另，環保署應

隨著氣候變遷議題越來越熱絡而強

化空、水、廢棄物污染與氣候變遷關

聯的業務，例如延伸探討溫度升高對

環境污染之影響，包含空氣污染、水

污染、廢棄物增加等議題。簡報第 12

頁，氣候變遷對環保署業務的衝擊評

估的確具有緊迫性，環保署除提供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整體規劃，對於空保

處、水保處、廢管處、管考處等業務

更須因應氣候變化而去調整。 

1. 本署刻正檢討調整低碳永續家園推

動內涵，後續將盤點更新各行動項

目，加強調適相關行動項目之比例及

執行深度，引導地方政府瞭解調適之

重要性及在地可行之執行方式。 

2. 另為應對氣候變遷對污染防治工作

之衝擊，本署已將環保業務氣候風險

評估納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年）」中，目標提升健康

風險監測、衝擊評估及預防管理能

力，後續依方案內容將深入空氣品

質、水質、環境清潔等相關面向之監

測及衝擊評估工作，並滾動檢討執

行。 

3. 今年提出計畫成效評估，例如綠色成

長帶動產業效益，應思考以此作為評

估指標之正反效果。經濟部許多科技

發展專案計畫，預估新技術具有 5億

的前瞻市場等外部效益，但過了 3-5

年後大部分沒有實現，故推估值事實

上實踐不易。簡報第 19 頁，建議應

納入水污處理費並與環境專家討

論，重新評估環境價值，而第 20 頁

的衍生價值較屬於綠色產業發展潛

力推估。環境計畫與科研不同，應以

環境效益為主。 

1. 簡報第 20頁所涉及的，主要是溫管

基金投入業務對總體經濟所可能帶

來的帶動效果，本質上確實與環境效

益有所不同。如委員所言，這些模擬

結果可能與後續真實實現的有部分

落差，但應用此一方式來論述公部門

資金運用之成效，是國際上常用的方

法論之一，惟在使用上，並不用於與

金流有關的管理工具之設計（例如環

境稅費）。 

2. 科研計畫經費投入而產生之效果與

簡報中針對溫管基金的業務使帶來

之綠色成長帶動效果仍有些許差

異。因為科研計畫本身涉及該技術是

否發展成功、後續商業化進程如何規

劃等不確定因素之影響，因此事前推

估的成效，會與實際現況有所落差。

而溫管基金本身多是業務投入、而非

科研，因此透過總體統計數據所呈現

的帶動效果仍具有參考價值。 



9 

 

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專案報告： 

環保集點別具意義，應思考永續經營的

方式，不靠補助來產生效益，而是經由

如何引導廠商共同分攤責任。為使此制

度能夠永續，應逐漸降低補捐助之比

重，以支持平台之營運或行政為主。 

管考處說明如下： 

1. 目前開放民間共同支應點數，108

年度民間已有逾 200 萬元經費投入

點數費用，顯示民間企業認同推動

環保集點之理念。 

2. 本署已逐步思考如何將環保集點交

由民間營運，自給自足以達永續經

營目標。 

六、賴委員曉芬 

一般報告： 

1. 在推動永續家園和調適推廣部分，應

協助地方政府第一線同仁，連結舊有

法制或治理架構，與溫室氣體管理和

永續發展的認知，步驟性地推動地方

政府能力建構，建立系統性的治理轉

型或能力建構、培力之工作坊，參與

對象可包含委辦公司、顧問公司等。

若基金支出最多在於社區補助和地

方政府推動，則能力建構更應及早執

行，且集中於今年或明年辦理，地方

其他局處也可與環保局合辦。 

有關永續家園和調適推廣之能力建構

及培力工作，本署已納入 109年環境保

護人員訓練計畫，並於 109年度補助地

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之

工作重點，納入因應氣候變遷教育培訓

及宣導相關工作，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有

針對相關對象辦理培訓或宣導之工作。 

2. 目前基金運用係對應政策及溫管

法，建議以世代或人的角度去思考如

何推動減緩宣導跟調適工作，譬如近

半年國內青年團體及學生響應瑞典

少女 Greta Thunberg的氣候行動，建

議政府部門對民間的倡議，藉此機會

做有效的溝通或宣導。 

有關我國氣候變遷施政之宣導，本署除

透過網頁、社群網站及新聞稿等方式

外，特別於本(108)年 11月 19日以「減

緩、創新與轉型」(Mitigation, Innovation 

& Transition, MIT)為題舉辦「臺灣氣候

行動研討會」，也是「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施行以來，首次展現本署推動

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因應氣候變遷作

為，藉由分享交流執行經驗與成功案

例，對外展現相關溝通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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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碳永續家園的環境效益貨幣化為

很好的做法，並扣合 SDG，環境效益

貨幣化成效指標，如何再回饋增加民

眾素養？除量化指標外，建議同時逐

步發展質性指標，包含行動的模式或

創新的架構（如：社會創新指標），

需時間討論與建構。 

本署刻正思考低碳永續家園創新作

為，委員所提質性指標建議亦將予以評

估，以提昇民眾對氣候變遷之認知。 

七、劉委員志堅 

一般報告： 

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較基準年

減 2%，這目標是否太鬆？若我國減量藍

圖或目標已確立，環保署有無追蹤執行

進度？依法，每五年要追蹤、檢討，就

行政考核來看，也應每季檢討。能否在

2021 年的第一季就檢視減量成效？而

不要年度過了第二、三年，才來看達成

程度、成果？ 

1. 我國減量路徑採先緩後加速方式進

行，減量目標分別為 2020年較基準

年（2005 年)減 2%、2025 年較基準

年減 10%、2030年較基準年減 20%，

逐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 2050年較基準年減 50%。 

2. 另依溫管法第 7條之規定，各部門應

於每年 9月 30日前陳報行政院執行

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本署亦持續掌握

各部門方案執行成果，定期向行政院

報告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專案報告： 

本環保集點計畫中有關綠點折抵機制、

作為，為本計畫的關鍵，如各種措施、

作為之減碳效果、節電(、水、資源)效

果、環境效益，依此來加權或是等量折

抵。 

管考處說明如下： 

1. 推動初期曾考量以環境效益為標

準，惟通路業者反映，難以向消費者

溝通以環境效益作為集點或兌換之

標準，故目前以產品售價或定價作為

標準，為消費者較易理解之市場主流

價值。 

2. 大眾運輸之搭乘金額即反映會員選

擇大眾運輸之環境效益。 

八、王委員人謙 

一般報告： 

1. 2020 年之查核點除了面對國內民

眾，亦須呈現我國減量目標對於國際

減量貢獻之比例為何。另，國際連結

除減碳排放量外，應可說明環境效益

而非經濟。在論述方面，可思考「若

全球和我國都減 2%之環境效益為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在檢核階段管制目

標達成情況的同時，亦將考量我國對於

國際社會之減量貢獻，適時對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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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全球性觀點描述我國貢獻。 

2. 建議新增研究國際策略管理及執行

方案，其成果表達或民眾溝通之前瞻

性、創新作法，能夠更貼近民眾感

受。例如以科學及環保立場說明，梅

雨季變成強降雨的氣候事件、全球溫

升、海平面上升及氣候異常等，更易

被大眾接受。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未來與國內民眾

溝通與宣導時之考量。 

3. 溫室氣體相關管理為長期與永續任

務，建議能尋求與建立可持續獨立之

基金。 

感謝委員建議，除現行空污基金的挹注

外，本署參考國際施行經驗，刻正評估

碳定價施行方式，透過明確的價格訊

號，提升各項減碳策略推動誘因，並能

穩定提供推動氣候變遷政策所需資源。 

4.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全國之責任與

願景，建議能每年公布成果及因應方

向，以凝聚全民共識。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每年均提供國家溫

室氣體排放清冊統計結果，於本署網站

上，以利民眾下載閱覽。 

專案報告： 

簡報第 6 頁，建議以產品或服務之碳足

跡(carbon footprint)來換點。 

管考處說明如下： 

目前具有碳足跡標籤之產品或服務皆

有納入環保集點集點或兌換項目，經通

路業者建議仍以產品售價或定價作為

集點或兌換之標準，為消費者較易理解

之市場主流價值。 

九、張委員楊乾（邱主任姿蓉代） 

一般報告：  

1. 應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呈現溫管基金

執行成果，突顯我國溫室氣體減緩與

調適的努力。簡報第 19 頁低碳永續

家園成效之環境效益分類，但節水沒

有被計算。節水 1度可減少 0.7度的

用電，建議後續可將節水或節電的加

乘效果納入之減碳效益。 

後續將參考委員意見，釐清節水與節電

之間的連結關係，並做為後續效益化計

算之基礎。 

2. 簡報第 19 頁，環境效益整合成四個

面向。請說明在掩埋空間節省效益方

面，被單獨列出來的原因為何。環境

效益之面向，亦應考量共通性，以利

未來與民眾溝通和國際宣傳。 

因低碳家園執行成效之中，其中一項為

廢棄物的減量，而廢棄物的減量成效，

最直接連結的衍生成效，是掩埋空間的

節省，因此將其納入環境效益的計算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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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林委員文印 

一般報告： 

1. 現階段是否有公共工程規劃執行相

關的溫室氣體減緩與調適指引，供中

央政府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參考。若

有，建議定期評估其推動成效；若

無，建議研擬之。 

1. 為因應氣候變遷，我國已於 108年 9

月 9日報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其中

在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已針對公共工

程訂有調適策略及措施，以提升設施

之調適能力。 

2. 前述行動項目將透過每半年定期召

開跨部會會議檢討，針對關鍵議題討

論及凝聚共識，並滾動修正。 

2. 請說明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

劃，第一期達成的情形，及第二期與

第三期主要待克服的課題。 

1. 我國減碳路徑規劃，依據各部會共

識，設定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

準(94)年減量 2%，並將 114 年較基

準年減量 10%及 119 年較基準年減

量 20%為努力方向。 

2. 為達成我國減量目標，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8年第 2次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六

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

案」辦理情形，請各部會提出檢討方

向及精進作法，落實追蹤檢討執行減

量面臨問題，請各部會提出所屬部門

為達成目標之因應方式，包含： 

(1) 全國電力消費量持續增長，應提

出抑低能源需求方式。 

(2) 各部門評量指標執行均如期進

行，但排放量未明顯下降，部門

減量策略目標與排放貢獻關聯

性應重新檢視。 

(3) 倘因經濟活動造成排放成長較

預期高，各部門應提出強化或創

新策略，據以削減排放增量。 

會議決議除依上述 3 點納入後續推

動規劃外，亦請內政部列出需要強化

之建築法規，以強化未來溫室氣體減

量推動成效。 

3. 本署將持續掌握各部門之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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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情形，並提出困難點及解決方

案，向行政院報告，以即時解決問題

落實規劃目標。 

3. 國內外社會部門都有溫室氣體與氣

候變遷相關倡議活動，建議瞭解彙整

其他國家的對應作為，及說明我國政

府部門的回應規劃。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長期關注各國之氣

候變遷相關倡議及其政府因應作為，並

考量其可行性，適時納入國內推動施

行。 

4. 除了能源供應端（電力排放係數）改

善外，需求端能源使用設備的能源效

率相關改善情形亦可彙整了解。 

感謝委員建議，對於電力需求的抑制，

將是各部門在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能

否達成的關鍵，而各部門亦將針對電力

使用逐年提報相關成果，包括像公部門

建築用電效率及推動中小企業節能管

理等措施。 

專案報告： 

107年編列補捐助 1,270萬，執行 1,400

萬，亦即有額外支出。今年 108 年編列

1,000萬，也可能面臨相同情形，實際支

出是依照集點情形支應，應思考如何改

善。 

管考處說明如下： 

目前以降低集點點數作為因應，並且有

關綠色消費及環保行動集點，多與企業

有所關連，故目前開放民間共同支應點

數，108年度民間已有逾 200萬元經費

投入點數費用。 

十一、林委員能暉 

一般報告： 

1. 因應中美貿易戰，台商回流及國際投

資預期明顯增加，傳統產業自 2月開

始產能全開。在此效應下，我國電力

係數下降幅度能否彌補因中美貿易

戰而增加的用電量，也許在今年度的

預算項目中可預作較深入的探討。 

1. 經濟部能源局規劃以展綠、增氣、減

煤、非核為能源轉型主軸，增加使用

低碳潔淨能源，以達能源自主、降低

空污，並避免核災風險。為提升再生

能源，經濟部能源局已完成「太陽光

電二年推動計畫」及持續發展離岸風

電計畫。 

2. 除積極推動再生能源及依法管控

外，亦須輔導回台廠商轉型為低碳產

業，以達經濟發展與減碳目標。 

2. 檢視溫減目標為 2020年較 2005年碳

排放減量 2%，而所對應減量於各部

門分配是否反應在基金工作項目預

算編列上？ 

因各部門執行溫室氣體相關業務，皆使

用各部門預算，難以呈現與溫管基金之

關聯性。 

3. 過去預算執行有相當比例進行盤

查，多出不少排放量，於 2020 年計

為掌握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及發掘

減量空間，本署依溫管法進行產業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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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辦理情形 

算減量目標達標與否時，與 2005 年

基準年比較時，如何處理？ 

查。而階段管制目標數據係根據溫室氣

體排放清冊統計進行檢核，倘數據因統

計方法或係數的修正，則應於目標檢核

時，進一步說明異動修正的影響情況。 

專案報告： 

環保集點之推廣，可思考與網紅平台之

合作，以增加宣傳擴散效益。另請追蹤

注意網上之評論，以作為精進提升之參

酌。另，環保集點資料中可進一步分析

消費行為，以瞭解推動效益及精準行銷。 

管考處說明如下： 

1. 本處自 106年起，與台客導演、阿嬌

（料理節目）、金魚腦、沈玉琳、小

飛（居住臺灣之外國人網紅）合作拍

攝宣傳影片，皆有相當熱烈之迴響，

並有效提升會員數。 

2. 網路上評論多為所兌換環保產品或

綠色服務等項目能再增加，本署將再

努力擴大環保產品品項及綠色服

務，以充實環保集點之本質。 

3. 消費行為已納入 108 年委辦計畫期

末報告進行分析。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狀況 

環管處   10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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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管基金主要來源 
依立法院通過溫管法附帶決議第 2 項規定，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一定比例之撥款，列為溫管基金其他收入之來源。 

104年6月15日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附帶決議（節錄） 

一、本法施行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依循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排除空氣污

染防制法之管制；並應於10年後廢止「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

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中華民國

101年5月9日訂定）」公告。 

二、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定比例之撥款，列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其他收入之

來源，並於前項公告廢止後停止撥款。 

溫管基金係專款專用於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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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管基金用途分類 
 依「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及運用辦法」第4條，溫管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及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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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查108年溫管基金結果 

108年度預算編列 立法院審查情形 
調整後 

法定預算 

一、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33,054千元 429,054千元 

01 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 68,417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1,500千元  66,917千元 

02 溫室氣體盤查交易管理 47,573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500千元  47,073千元 

03 溫室氣體減緩宣導 

  與調適 
39,445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1,500千元  37,945千元 

04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 

  低碳永續家園推廣 
204,500千元 204,500千元 

05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73,119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500千元  72,619千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6,433千元 

立院審查結果： 

基金用途共刪減4,000千元        

16,433千元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0千元 50千元 

總計 449,537千元 445,537千元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07/12/3, 12/5, 12/6)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108/11/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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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7年12月31日止，溫管基金累積餘額：2億9,519萬1,342元。 

 107年利息收入: 24萬0,051元。 

108年度溫管基金預估決算 
基金用途 法定預算數 預估決算數 預估執行率 

一、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億2,905萬4,000元 3億6,329萬2,124元 84.67% 

01 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補助等 

6,691萬7,000元 3,973萬0,835元 59.37% 

02 溫室氣體盤查交易管理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等 

4,707萬3,000元 4,707萬3,000元 83.96% 

03 溫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等 

3,794萬5,000元 1,818萬1,569元 33.19% 

04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 

  低碳永續家園推廣 
• 捐助、補助及獎勵 

2億0,450萬元 2億1,872萬7,874元 106.96% 

05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 專業服務費等 

7,261萬9,000元 5,275萬6,100元 72.65%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643萬3,000元 1,362萬3,898元 82.91%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萬元 4萬9,569千元 99.14% 

總計 4億4,553萬7,000元 3億8,259萬0,754元 85.87% 

基金來源：450,113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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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分組審查109年溫管基金 (未完竣) 

109年度預算編列 
立法院社環委員 

分組審查情形 

分組審查後 

預算編列 

一、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18,747千元 416,747元 

01 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 68,360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1000千元  
• 凍結「專業服務費」1000千元  67,360千元 

02 溫室氣體盤查交易管理 49,773千元 • 凍結「專業服務費」2000千元  49,773千元 

03 溫室氣體減緩宣導 

  與調適 
33,445千元 

• 減列「專業服務費」1000千元  
• 凍結「廣告費」500千元  32,445千元 

04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 

  低碳永續家園推廣 
178,000千元 178,000千元 

05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89,169千元 • 凍結「專業服務費」2500千元  89,169千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8,439千元 
立院審查結果： 

基金用途共刪減2,000千元  

                    凍結6,000千元 

18,439千元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30千元 330千元 

總計 437,516千元 435,516千元 

 109年度溫管基金業經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尚待立法院黨團協商，並三讀通過，由總統公布「法定預算」。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108/11/18) 基金來源：440,331千元 

02 03 



8 

108年度溫管基金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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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行動策略 

105 

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104.7.1施行） 

106 

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 
（106.2.23 行政院 核定） 

107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 
（107.3.22 行政院 核定） 

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107.10.3 行政院 核定） 

108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08年8月 22縣市全數完成） 

行動
方案 

農業部門（農委會）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109年總頭
數占在養量比率達50% 

環境部門（環保署） 
加強廢棄物掩埋場及事業廢水處理之甲烷回收，
109年污水處理率達60.8% 

製造部門（經濟部） 
碳密集度較94年下降43%，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 

住商部門（內政部） 
提升新建物外殼節能設計基準值， 

109年較105年提高10% 

運輸部門（交通部） 
 109年公共運輸運量 

 較104年至少成長7% 

能源部門（經濟部） 
 114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20% 

 109年每度電排放降至0.492公斤CO2 

提前完成 

溫管法施行細則規定應於1年內核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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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門執行成效 

10 

實地量測污(廢)水廠溫室氣體 

建立本土化排放係數 

推廣沼氣回收與辦理區域座談 

109年部門目標2005年減少60%；106年排放量已較2005年減少54.54% 

109年部門指標全國污水處理達60.8%；截至108年10月61.67%提前達標。 

 

 

106年排放量
3.978MtCO2e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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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趨緩 
本署定期統計發布溫室氣體排放資料，近年排放呈現趨緩，且優於中國、韓國及新加坡。 

另據經濟部能源局發布占總溫室氣體排放量近9成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顯示，
2018年排放量較2017年下降0.95%，預期2018年國家總溫室氣體同步下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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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專案執行成果 

制度
簡化 

• 新增微型規模(Micro Scale) 鼓勵中小企業、住商或運輸部門業者參與減量 

• 建立SOP、表單簡化、建立微型規模專用方法、協調降低查驗成本 

受理92件註冊申請 
包括再生能源、燃料替代及提升能源效率等三類型，

預期核發量為4,109.7萬公噸CO2e 通過44件 

受理14件額度申請 

完成11件審查 
核發1,089.6萬公噸CO2e減量額度 

受理40項新減量方法 

通過33項 
公告於國家登錄平台供各界使用 

抵換專案分註冊申請及額度申請兩階段 

61% 

通
過
時
間 

縮
短 

108

成果 
• 辦理48場次專案小組會議與7場次審議會 

• 審查通過註冊申請16件、額度申請7件及公告10件新減量方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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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住商及運輸部門微型規模抵換專案示範案例 

台北101 

 全球最高綠建築率先取得碳減量額度 

 公用停車場更換LED共2841盞 

港都客運 

 因應西元2030元電動公車政策 

 汰換230輛為電動車 

2.7千 
噸CO2e 

62.6千 
噸CO2e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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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開發案管理及創新作為 

制度
研擬 

完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
為溫室氣體排放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草案) 

 創造減量需求，引導開發者將資金投入
低碳路徑。 

 協助開發行為以外之減量，以擴大減碳
效益。 

 帶動碳與相關污染物正面共伴效益(co-

benefit) 

108

成果 

• 完成100件環評開發案審查，承諾減量為106萬

噸CO2e。 

• 審查8場次六輕總體檢作業，南亞(3)、台塑(2)、

台化(2)、塑化(1) 之溫室氣體項目總體檢作業。 

已通過之環評開發案承諾減量 

04 



15 

列管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 

國家溫室氣體 
登錄平台 

環保署 

地方 
環保局 

排放源 

查驗 
機構 認證 

機構 

年度績效 

考核評比 

公告應盤查登錄者 

查核 

查驗許可 

監督稽查 

認證委託 

監督稽查 

查核 

評鑑 

§16-3 

§16-2 

§16-2 

第三者查證 

盤查
登錄 

查驗紀錄 

 列管排放源於本(108)年8月底完成107年度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經查驗機構查證
及地方環保局查核，共計列管294家，範疇一
固定燃料燃燒排放量189.83百萬公噸CO2e，
占我國工業及能源部門燃料燃燒排放量之
85.5%。 

 地方環保局完成線上查核（查核率99.７%）
及現場查核280家列管排放源（41家開立意見
54件）。 

 邀集專家完成3行業（電力、鋼鐵、石化）6場
次訪廠，依申報缺失發現規劃後續查核作業
SOP。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完成響應式網頁
(RWD)註1轉換，新增盤查資料自動檢核及簡化
抵換專案登錄欄位。 

註1：響應式網頁(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係指網頁在不同尺寸或解析度之瀏覽裝置下，皆可呈現適切的內容。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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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總量管制運作方式及建置配套工具 
• 目標：逐步完備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ETS)法規制度。 

 

 分析發電業納管方式及納管

間接排放之可行性，以發電
業及製造業之直（間）接排

放為納管範疇 

 規劃既存排放源之納管門檻
與新設或變更排放源一致 

 原規劃採類似股票交易之集中 

交易模式，惟金管會表示目前 

排放額度之法律性質定義未明，

介入監管意願低 

 除集中交易模式外，另研擬拍賣
競價模式之子法草案，並依草案

內容完成排放額度帳戶管理系統

功能規劃及操作模擬畫面 

 修訂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登錄
扣減暨平台管理辦法（草案） 

 已公告「新設或變更溫室
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草擬「納入溫室氣體總量
管制排放源」 

 預告「溫室氣體排放源最佳 

可行技術（草案） 」 

 整併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核配及
拍賣配售辦法（草案） 

核配 

方式 

總量管制 

交易 

管理 

排放交易 

納管 

範疇 
 排放額度核配原則以標竿法為

主，歷史法為輔 

 研訂石化、半導體等10個製造

業之能源標竿值 

 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需符合最佳
可行技術甫可得免費核配額度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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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加強防災防疫 

維護全民健康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整合科技提升 

農業抗逆境能力 

能源供給及產業 

確保能源穩定供應 

海岸及海洋 

提升海岸及 

海洋監測預警 

災    害 

導入創新技術 

有效預警 

維生基礎設施 

更新改建與 

強化基礎設施 

水資源 

建構節水 

循環用水型社會 

土地利用 

落實功能分區 

降低災害風險 

125項行動計畫 

71項優先行動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8.09.09核定) 

健全我國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以降低脆弱度並強化韌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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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低碳永續家園推動成果 

透過考評制度督導縣市政府 

• 各縣市政府共執行現場輔導326處，
本年度新增參與之村里數為433個。 

• 另輔導277處建置行動項目，預估
效益為綠化面積1.9公頃、節電量
10萬度、再生能源發電量19萬度。 

• 本年度銅級村里數穩定成長， 

銀級村里數歷年最高，顯示低碳
意識及作為已融入民眾日常生活。 

達成年度績效指標 

• 輔導低碳社區辦理節電減碳措施

輔導活動比率15.1%(131/865) 銅、銀級認證之累積比率及數量 

銀級數量
最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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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保水降溫設施加上監測數據(降溫+保水)，
將調適設施融入學校教育。 

 109年起，規劃結合教育部及其他部會資源 

擴大推展。 

北投國小影片 

推動區域調適設施示範-北投國小 04 

北投國小 海綿校園 30s.mp4
會議正式資料/北投國小 海綿校園 30s.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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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環保集點 

12,922  

122,605  

260,782  

370,81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105 106 107 108

年度 

環
保
集
點
會
員
累
計
人
數 

清潔用品類 家電類 

日用品類 文具用品類 

環保容器類 

食品類 

※ 部分產品同時具有環標及碳標 

(重複4) 

(重複6) 

901件 

211件 

432件 

80 51 

0 

727 0 

91 

55 1 

0 

0 143 

0 

15 4 

0 

24 2 

341 

截至108年12月12日 

會員數：逾37萬 

集兌點產品數：1,534件 

 

特約通路：逾7,100家 

 

70+處 

綠色服務場所 

兌點率：約38% 

截至108年11月 

• 集點數累積為65.7億點 

• 兌點數累積為25.0億點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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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眾溝通，政府企業響應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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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交流 

參加氣候公約第25次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 25) 

1 

 掌握「巴黎協定」協商進展，

與友好國家及友邦雙邊交流，

宣揚臺灣投入氣候行動努力

成果。 

馬爾他氣候變遷法制論壇 3 

 與比利時魯汶大學、馬爾他大學 

合作辦理，掌握國際因應後巴黎

時期推動之氣候政策發展趨勢。 

2 臺德碳市場雙邊合作交流 

 於德國辦理「臺德碳市場能力建

構合作會議」，交流碳市場法規

與MRV制度建置，促進雙方能力

建構。 

 參與歐洲氣候變遷調適研討會，

發表臺灣推動調適之經驗與規

劃資訊，與荷蘭海牙市政府交

流韌性城市策略。  

氣候變遷調適國際交流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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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溫管基金 

規劃工作重點 



24 

強化行政管制 提升管理效能 

訂定限制規範 探討碳費可行性 

 探討溫管法授權不足之處， 

 增訂行政管制工具。 

 增訂重大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許可等 

管理制度。 

 依溫管法政府權責分工架構， 

簡化各方案行政程序 

 研議氣候調適策略與 

行動法制化之可行作法。 

 效能標準由現有獎勵機制 

調整為限制規範之探討。 

 對象可優先推動住商及運輸部門。 

 盤點徵收碳費涉及範疇， 

評估潛在影響層面。 

 研議徵收碳費或溫室氣體管理費之 

配套修法可行性 

將召開溫管法修法之專家諮詢及研商會議廣納各界意見，擴大公眾參與 

溫管法修法規劃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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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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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組織 

召集人：沈志修 副署長 

副召集人：吳珮瑛 委員 

機關指派代表（6名） 專家學者（8名） 民間團體代表（6

名） 
吳
明
蕙
（
國
發
會
經
發
處
） 

翁
素
真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 

曾
佩
如
（
交
通
部
運
研
所
） 

陳
小
玲
（
科
技
部
自
然
司
） 

林
秀
美
（
金
管
會
證
期
局
） 

何
惠
莉
（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 

吳
珮
瑛
（
臺
灣
大
學
） 

李
河
清
（
中
央
大
學
） 

顧 

洋
（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 

林
能
暉
（
中
央
大
學
） 

龍
世
俊
（
中
央
研
究
院
） 

范
建
得
（
清
華
大
學
） 

林
文
印
（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 

陳
家
榮
（
成
功
大
學
） 

賴
曉
芬
（
主
婦
聯
盟
環
境
保
護
基
金
會
） 

王
人
謙
（
大
氣
層
保
護
協
會
） 

劉
志
堅
（
台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許
芳
銘
（
全
國
工
業
總
會) 

林
瓊
華
（
綠
色
公
民
行
動
聯
盟
） 

張
楊
乾
（
台
達
電
子
文
教
基
金
會
） 

委員21位 

女性代表11位， 

超過1/3性平原則 執行秘書：蔡玲儀 處長 

副執行秘書：黃偉鳴 副處長 

本屆委員任期 

自107年6月1日起 

至109年5月31日止 

附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衛生與毒物管理處  

1 0 8 年 1 2 月 2 7 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推動碳定價策略規劃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推動現況 

01 

國際碳定價推動情形 02 

碳定價推動規劃 03 

05 



3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基準年西元2005年） 

4 

短程：2020年較基準年減量2% (第一期) 

中程：2025年及2030年分別較基準年減量10%及20% (第二期及第三期) 

長程：2050年較基準年減量50%以下。 



105 

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104.7.1施行） 

106 

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 
（106.2.23 行政院 核定） 

107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 
（107.3.22 行政院 核定） 

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107.10.3 行政院 核定） 

108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08.8 本署 核定） 

減量方案是否能達成目標 

行動
方案 

農業部門（農委會）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109年總頭數占在養量比率達50% 

環境部門（環保署） 
加強廢棄物掩埋場及事業廢水處理之
甲烷回收，109年污水處理率達60.8% 

製造部門（經濟部） 
碳密集度較94年下降43%，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 

運輸部門（交通部） 
 109年公共運輸運量 

 較104年至少成長7% 

能源部門（經濟部） 
 114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20% 

 109年每度電排放降至0.492公斤CO2 

住商部門（內政部） 
提升新建物外殼節能設計基準值，
109年較105年提高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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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通過附帶決議 

一、本法施行後(104年7月1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依循本法相關

規定辦理，排除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管制 ；並應於十年後廢止「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為空氣

污染物（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九日訂定）」公告。  

二、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一定比例之撥款，列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其他收入之

來源，並於前項公告廢止後停止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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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關切碳費議題 

107年12月7日立法院第9屆第4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 

吳玉琴委員提案關切如下：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入來源由「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撥款，針對二氧化
碳所徵收的空污費為零，目前尚無徵收碳稅及能源稅。 

依溫管法附帶決議，於114年前若無從其他來源徵收溫室氣體相關費用，將不
可再從空污費取得經費來源。 

決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一年內邀集相關部會就開徵碳費政策進行評估，
並提供評估報告送立院衛環委員會。 



碳定價 
排放交易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碳稅 
(Carbon Tax) 

定義 

• 政府實施總排放量的上限限制，企業每排
放一噸的二氧化碳，就必須繳交一單位的
排放額度，且企業可獲得、購買或交易排
放額度，其價值代表碳價。 

• 政府設定稅率，受此稅率涵蓋的企業
必須為每排放一噸的二氧化碳，支付
相應的稅額。 

優點 

• 排放減量確定性，可確保減排結果 

• 靈活度高，可搭配抵換、儲存、限制預借
額度等機制 

• 跨境連結，可擴大碳市場規模 

• 碳價確定性，可確保排放二氧化碳所
應支付的成本 

• 容易落實，通常沿用現有稅收制度，
且不需要新的交易額度設施 

共通點 

1. 污染者付費：對排放者施加明確的碳價，鼓勵生產者和消費者將溫室氣體排放的社
會成本內部化，有助於提升低碳產品的吸引力，改變消費模式，支持低碳投資 

2. 具有成本效益：個人和企業可採取行動因應碳價，以最低的成本實現更高的減排 

3. 創造碳收益：可用於投資氣候和能源措施、稅收改革、償還公共債務、補償家庭等 

碳定價：排放交易和碳稅 

8 

參考來源: ICAP, Emissions Trading and Carbon Tax: Two Instruments, One Goal, (Apr. 2019), https://reurl.cc/NagV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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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交易和碳稅：實務應用 
• 全球有57個實施碳定價的國家和地區，約涵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20% 

• ETS和碳稅的選擇取決於地區的政策偏好和環境，兩者並非互斥 

• 有些地區實施互補的ETS和涵蓋不同部門的碳稅，而有些國家則先實施
碳稅，做為建置ETS的一步 

• 隨著時間推出混合機制，例如ETS中的碳價底價和碳價上限，或排放者
能夠提出抵換證明而不必繳納碳稅 

僅實施ETS國家/地區 ETS & 碳稅並行國家/地區 僅實施碳稅國家/地區 

加州、中國試點、 
歐盟(17國)、哈薩克、 
南韓、紐西蘭、 
新斯科細亞省、魁北克、
RGGI 

歐盟(14國)、瑞士、 
埼玉縣、東京市 

阿爾伯塔省、卑斯省、 
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哥
倫比亞、日本、墨西哥、新
加坡、烏克蘭 

參考來源: ICAP, Emissions Trading and Carbon Tax: Two Instruments, One Goal, (Apr. 2019), https://reurl.cc/NagVYQ 



國際碳定價管制部門及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10 
資料來源：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World Bank, 2019、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IPCC、IMF、OECD及WB近年來多
次強調碳定價對加速低碳社會轉型之
重要性。 

各國碳定價管制部門、涵蓋之溫室氣
體排放占比差異極大。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trans/en-news/1172-1080614wb.html
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3/en-trans/en-news/1172-1080614wb.html


全球各碳定價中，碳收益
與管制溫室氣體比例 

(圓圈大小為政府的碳收益) 

全球碳價水準 

排放交易和碳稅：全球碳價水準和碳收益 

11 參考來源: 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9, (Jun. 2019), https://reurl.cc/NagVDp 



建構排放交易制度 

12 

盤查 查證 登錄 抵換 

核配 拍賣 配售 交易 

已發布 

研擬中 

•溫管法第16、18、

20、21、22條 

法源 

•我國市場規模小，排放額度可能集中於某些排放源，導致市場流動性低、排放額度遭壟

斷、價格哄抬等市場失靈之情形。 

•目前規劃之納管對象僅包含能源與製造部門之大型排放源，運輸及住商部門缺乏推動減
量之誘因工具 

挑戰 

現況 



研議能源稅/碳費 

13 

•國家永續發展願景目標：2020研
議推動能源稅，反映外部成本 

•行動綱領：落實溫室氣體排放外
部成本內部化，推動總量管制及
綠色稅費等碳定價制度 

背景 

•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 

2020年完成研議推動
能源稅可行性評估 

時程 

•能源稅之開徵時機缺乏共識，過去已討論多年，但目前

尚未啟動立法 

•碳費屬於污染防制費性質，無法適用規費法，須修訂溫
管法以增加授權及相關規範 

挑戰 

現況 

•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推動能源稅計畫 

•推動方案： 

1. 配合國內減碳路徑，研議綠色稅費 

相關經濟誘因制度 

2. 研議開徵能源稅或碳稅可行性 

3. 研議透過溫管法修法徵收碳費或 

溫室氣體管理費之可行性 



歷次專諮會專家意見 

14 

• 法規建置若齊備時，總量管

制與收費制度可同時實施或

獨立前後實施，且設計上可

避免重疊的問題。 

• 收費為專款專用，可回饋補

助收費對象，有較大彈性與

雙重紅利效果。 

研析徵收溫室氣體 

排放管理費專諮會（106年11月

23日） 

• 以溫管基金支出用途為基礎，
討論現行收入來源，考量擴
大溫管基金收入之作法。 

• 應釐清油氣類貨物稅之課徵
目的，及其與溫管費之交互
影響關係。 

• 應評估各項收費方案之行政
推動可行性與成本效益分析，
以完備機制規劃。 

徵收溫室氣體管理費之可行
性評估專諮會 

（107年11月15日） 

• 本署應逐步探討課徵碳稅
（費）之可行性，管制公有
發電業；另規劃在第一批總
量管制公告對象排除公有發
電廠，並納管製造和住商部
門排放源。 

• 整體規劃上應考量管制目的
與效力，避免重複管制，並
讓利害關係者可預作準備。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推動碳

定價策略專諮會（108年8月29日） 



碳定價推動規劃 

15 

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增加徵收碳費機制，明訂徵收碳費法源。 

考量公平性、減碳有效性、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排放源規模、經濟衝擊與環

境效益及徵收行政作業效率等，規劃徵收對象、費率、徵收週期與頻率。 

參考國際間實施碳交易作法，持續完備總量管制與碳交易相關制度與配套措

施。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16 



污染防治費 - 收費規範 

17 

項目 水污染防治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 

徵收對象與標的 
• 水污染防治法§11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4、6 

• 空氣污染防制法§16 

費率訂定與發布 
• 水污染防治法§11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7~12 

• 空氣污染防制法§17 

支用項目 • 水污染防治法§11 • 空氣污染防制法§18 

計算公式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5、

13~15、18、19、21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4、10、13 

申報期限與方式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16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2、3、5、6、7 

辦理或委託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3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8 

審查、檢測、查核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14、20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9、11、12 

繳費、補繳、溢繳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22、25、

26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13~19 

免徵條款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23、24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21 

補充條款 - •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20、22~26 

附錄 



 

碳定價方案優缺點分析 
總量管制 租稅 收費 

主責機關 環保署 財政部 環保署 

推動前提 

設定總量目標， 

109年前完成總量 

管制法規建置 

1.油電價格合理反映成本及國內
經濟情勢好轉時 

2.須有法律授權 

須修正溫管法增加授權 

內容 
公告排放源納入 

總量管制 
能源稅或碳稅 規劃中 

優點 
彈性大 

反彈聲量較小 

1.具雙重紅利 

2.加速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1.專款專用，用於 

減碳作為 

2.制度清楚，價格 

固定，簡單易懂 

缺點 

1.制度設計複雜 

2.運輸及住商部門缺乏減量
誘因 

1.主責機關為財政部 

2.須訂定專法 

3.無法全數用於減碳作為 

4.反彈聲量較大 

1.須修溫管法 

2.受衝擊對象與總量管制制
度重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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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報告 - 碳價建議 

• 巴黎協定中提交國家自定貢獻(NDCs)的185個國家，有96個國家（占全球溫
室氣排放量55%）聲明將規劃或考量施行碳定價制度以達到NDCs的國家減
量目標。 

• 受碳定價制度管制的溫室氣體中(20%)，僅有小於5%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要
求。 

• 符合巴黎協定的碳價水準： 

2020年前，40~80美元／每公噸CO2e 

2030年前，50~100美元／每公噸CO2e 

• 目前超過50%的受碳價規範的排放量中，碳價水準低於 
每公噸10美元以下。 

19 
資料來源：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World Ban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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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作法 - 亞洲國家 

20 

國家 工具 
啟動 

時間 
課徵標的 徵收用途 推動成效 費率/tCO2e 

目前費
率/tCO2e 

(USD) 

已 

開 

發 

日 

本 

碳稅
* 2012 

進口、開採及煉製的化石燃
料（排除部分作為產品原料
的化石燃料） 

屬一般稅，但收入納入「能源對
策基金」，專款專用推動再生能
源和節能措施。 

預計2020年較 1990 年減少約0.5

～2.2%之排放量；到2030年較
2013年減少約4.4%之排放量 

289 

日圓 
3 

新 

加 

坡 

碳稅 2019 
年排放量達25 KtCO2e之設施
單位 

屬一般稅，由政府統收統支。政
府同時利用各種基金進行節能減
碳措施。 

預計協助達成NDC，亦即2030

年碳密集度較2005年減少36%。 

5～15新
幣 

 

4 

南 

韓 
ETS 2015 

年排放量達25 KtCO2e之設施
單位及年排放量達125 

KtCO2e之企業 

ETS收益納入「低碳綠色基金」，
全部或部分用於減輕企業負擔及
鼓勵企業參與交易，尤其針對中
小企業。 

到2017年3月累計成交減排量10 

MtCO2e。 

10,000～
25,500韓

圓 

24 

開 

發 

中 

中 

國 
ETS 2020 

年排放量達26 KtCO2e之電業
公司，未來將擴及其他行業 

有償分配所得的收益，用於促進
國家減碳以及相關的能力建設。 

到2017年9月，各試點累計成交
減排量130 MtCO2e。 

(預期 

51 

人民幣) 

7.3 

*日本基於原先「石油及煤碳稅」上再加徵地球暖化對策稅率 

資料來源：*費率參考Carbon Price Dashboard, by World Bank. Retrieved from: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map_data； 

（最後更新日期2019年8月1日）；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with a Tax,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SDN/background-note_carbon-tax.pdf)； 

台綜院，107年度施政委託專案計畫「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管理與策略減量潛力評估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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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作法 - 歐洲國家 
北歐為全球最早課徵碳稅的區域，多數針對化石燃料之經銷商與進口商課徵，部分國家對於電力生
產係透過能源稅徵收而免徵碳稅。 

歐盟ETS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涵蓋歐盟約45%二氧化碳排放量。 

 
國家 工具 

啟動 

時間 
課徵標的 徵收用途 推動成效 

費率 

區間 

費率
/tCO2e 

(USD) 

已 
開 
發 

英國 

碳稅* 2013 
依照化石燃料之CO2e排
放量向 

能源零售商課徵 

屬一般稅，由政府統收統支。減輕
受規範廠商為勞工負擔的社會安全
捐及福利支出，並透過「碳信託基
金」(The Carbon Trust) 

提升能源效率。 

在2012到2016年間減少約18%

之排放量（共約103 MtCO2e） 

18英鎊 25 

歐盟
ETS 

2007 

2.97～
30.52 

歐元 

27 

歐盟 ETS 2005 
能源密集型產業、商業
航空 

在歐盟，每個成員國決定自身的拍
賣比例，但歐盟規定至少50%的拍
賣所得應用於支持氣候行動。 

ETS涵蓋之範圍內，在2013到
2016年間，減少2.9%之排放
量。預計到2020年較1990年
減少20%之排放量，到2030年
減少43% 

2.97～
30.52 

歐元 

27 

*英國在「氣候變遷捐」稅制上新增「碳價格支持率」(Carbon Price Support, CPS)，同時推動ETS。 
資料來源：*費率參考Carbon Price Dashboard, by World Bank. Retrieved from: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map_data； 

（最後更新日期2019年8月1日）；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with a Tax,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SDN/background-note_carbon-tax.pdf)； 

台綜院，107年度施政委託專案計畫「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管理與策略減量潛力評估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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