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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攜手前行
氣候論壇

報告人: 蔡玲儀 處長兼氣候變遷辦公室主任
11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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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3

全球淨排放量約500億噸

我國2.63億噸，占比約0.53%

參考資料：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含LULUCF)統計 http://cait2.wri.org

資料來源：Emissions Gap Report 2022

氣候變遷-- 全球共同面臨嚴峻的挑戰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仍呈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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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淨零勢在必行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 避免碳洩漏，促使貿易夥伴國負擔與歐盟
境內產業相同的碳成本

• 適用對象：鋼鐵及下游產品(例如螺釘、扣
件)、鋁、電力、化肥、水泥、氫

• 過渡時期：2023年10月1日～2025年12月
31日

• 正式實施：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 進口商將需每年申報前一年進口到歐盟的
商品數量及產品碳含量，購買「CBAM憑
證」

淨零排放大挑戰：供應鏈減碳

• 國際品牌大廠要求供應鏈脫碳，擴大企業氣候行
動影響力

道瓊永續指數,DJ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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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
風力、太陽光電
系統整合及儲能

新能源
(氫能、深層地熱、海洋能等)

產業轉型
高科技產業、傳統製造業
建築營造業、運具電氣化
食品農林、資源循環

生活轉型
綠運輸

電氣化環境營造
住商生活型態

(行為改變)

臺灣2050淨零轉型

轉
型
策
略

治
理
基
礎

科技研發 氣候法制
法規制度及政策基礎
碳定價 綠色金融

淨零技術
負排放技術

社會轉型
公正轉型
公民參與
(社會對話)

四大策略 兩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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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法制基礎—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2023年1月1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2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

全球第18個將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國家

• 2050淨零排放

• 強化氣候治理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加速減碳提升產業競爭力
全民參與 人才培育

徵收碳費 專款專用
強化碳盤查與查驗
推動減量額度交易

明定部會權責分工、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協調整合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方案
能力建構、科學報告與風險評估

推動氣候教育
落實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
公正轉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六、七章

罰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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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氣候治理

地
方

中
央

五年一期階段管制目標（第10條）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第19條）

部/會/署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第15條）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第20條）

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第11條） 調適領域行動方案（第19條）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第9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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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應協

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

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

1 再生能源及
能源科技發展

2 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及能源節約

3 製造部門減量

4
運輸管理、大眾運
輸系統發展及減量

5 低碳運具使用

6 建築減量

9 自然資源管理、生物
多樣性及強化碳匯

7 服務業減量

綠色金融11

整體經濟
影響評估

12

排放交易與
國際合作13

減量科技14

國際公約15

氣候變遷調適16

教育宣導17

原住民族調適與減量19

公正轉型之推動188
廢棄物回收
再利用

農業管理及糧食安全10 其他事項20

明確部會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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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及查驗
分級管理

提升查驗量能

效能標準
產品生產過程

製造或輸入車輛

新建築

產品碳足跡

自願減量交易
鼓勵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

建立供需機制推動
額度交易

徵收碳費
以經濟工具促進減碳

透過徵收及支用提高
誘因

增量抵換

新設或變更達一定規摸，
溫室氣體增量一定比率進
行抵換

推動實施碳定價 規劃多元誘因

公告之產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
者應於指定期限取得碳足跡之核定
並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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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溫室氣體盤查及查驗作業

強化查驗管理提升量能強化盤查查驗管理

• 直接+間接達2.5萬噸CO2e/年之排放源，
每年8月31日前完成盤查及查驗

• 逐一輔導，提供協助

•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試算工具

• 依氣候法推動盤查查驗分級管理

• 修正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第貳篇

第參篇

認識溫室氣體盤查

開始盤查

環保署公告排放源之
盤查作業程序

第壹篇

• 12家查驗機構可進行溫室氣體查驗

• 持續提升查驗量能：111年至今新增培
訓270人專業人員，持續辦理中

• 修正認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 修正查驗指引

✓ 建有諮詢輔導專線

✓ 輔導鋼鐵產業建立碳含量資訊，因應

歐盟CBAM申報

✓ 4月底前辦理3場氣候變遷因應法及

精進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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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碳費 專款專用

• 分階段對直接及間接排放源，依溫室
氣體排放量徵收碳費（先大後小）

•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扣除提供
電力消費之排放量

• 徵收費率由費率審議會訂之，並定期
檢討

•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能有效
減少排放量達指定目標者，
核定優惠費率

• 碳費徵收對象得以
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

基金用途(第33條)

• 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碳足跡管理機

制、教育宣導及協助公正轉型

抵減機制
(第30條)

自主減量計畫
+優惠費率

(第29條)

碳費徵收
(第28-30條)

• 用於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
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
室氣體減量技術

• 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

• 定期公開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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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規劃
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事業排放量管理

自主減量計畫+
指定目標

＝優惠費率 (§29)

碳費徵收對象(§28) 自願減量(§25)

考量原則：

•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

• 排放源類型、排放量規模

• 溫室氣體種類

• 自主減量情形及成效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
(§30)

費率審議會(§28) 

定
期
檢
討

由「費率審議會」訂定費率，並定期檢討

以大帶小
擴大減量參與

• 減量措施達指定目標

• 指定目標會商有關機關訂之

• 參酌國際案例及SBTi設定方法

先大後小，分階段徵收

• 初期徵收對象：
年排放量2.5萬噸CO2e以上之
電力及製造業

• 差別費率、免徵條件

• 指定目標考量：國家階段管
制目標分配、行業別

• 自主減量計畫：轉換低碳燃
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
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
製程改善等

• 推動時程：今年底前完成碳
費徵收法制、明年送交碳費
審議會決定費率。

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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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額度交易

自願減量專案額度

增量抵換額度

國外減量額度

供應需求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辦理自願減
量額度、國外減量額度及總量管制所定額度之交易事宜。（氣候法第36條第3項）

交
易

抵換專案額度

如汽、機車汰換

用於國內碳費抵減者，
由本署認可及訂定扣抵比率

組成工作小組推動中

碳費徵收對象
扣抵排放量

溫室氣體
增量抵換

企業因應
供應鏈要求

企業自主展現
社會責任(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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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申報者）：每年提交進口商品碳排放量的申報單

初始只包括直接排放與熱/冷排放，而電力消耗的間接排放

則僅有水泥與肥料須申報

購買並提交CBAM憑證

CBAM義務因 EU ETS 中的免費配額而減少

CBAM義務因在第三國支付的碳價而減少

2026.1.1全面施行 逐步取消 EU 
ETS 免費配額

(至2034年全面
取消)

擴大覆蓋範圍
(間接排放或其他

產品)

Source: Umwelt Bundesamt DEHSt,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in EU, 2023 

2023.10.1過渡期

電力 水泥與相關
製品

鋁製品鋼鐵製品

肥料 氫能

EU CBAM規範內容

• 歐盟進口商每季進口
CBAM商品之碳排放
（不須查驗）

• 每年提交申報書（附查
證報告書副本）

• 每年5/31繳交CBAM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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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CBAM關鍵議題及因應措施
• 納管商品：鐵礦石、各式鋼鐵材料及製品、螺釘螺栓等
• 影響產業：鋼鐵及扣件相關產業

影響的產業

• 2023.10.1起歐盟進口商每季申報（不需查證）

• 歐盟將於5月上旬公布施行細則，10月前公布申報指南

• 2026年後之申報查證：歐盟規劃朝簡化申報負擔的方向努力

1.

2. 申報與

查證

2026年起
碳費抵減

3.
• 在原產國已實際支付碳價（ETS, tax, levy, fee）的前提下能減免

• 目前仍在CBAM初期階段，尚在資料蒐集，願意瞭解各國碳定
價制度，後續願意與我方協商

相
關
部
會
分
工
研
議
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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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不成立

112.1.11環保署報院
氣候變遷局暫行組織規程

(3/20核定 4/22成立)

氣候法通過後，強化組織量能

環保署報院成立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112.1.10
氣候變遷因應法
立法院三讀通過

環境部

氣候變遷署環境部組織法草案

立法院112.3.22司法與社環委員會審竣、
4.12朝野協商…

行政院組織法
立法院112.4.11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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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消費
與生產

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 加值化

處理廢棄物

資源循環
零廢棄

1. 綠色設計源頭減量

2. 能資源化再利用

3. 暢通循環網絡

4. 創新技術與制度

儲能及電動車用電池

生物質

塑膠

電器與電子產品 太陽能光電板及風力葉片

化學品

無機材料及粒料紡織品

產品數位護照

廢棄物能源化及生質能

◼ 綠色設計源頭減量，賦權消
費者，建立循環商業模式，減少
一次用產品

◼ 能資源化再利用，鼓勵升級
回收再利用，推動廢棄資源能資
源化

◼ 暢通循環網絡，鏈結產業形成
資源循環產業鏈，加強社會溝通

◼ 創新技術與制度，創新技術
研發推動高值化應用，革新法令
與制度

推動策略



23232323



242424

強化氣候變遷推動架構 行政院院長

法 規

氣候變遷因應法

組 織

氣候變遷署

環 境 部

研發

國家環境研究院

推
動
二
O
五
O
淨
零
排
放

階
段
管
制
目
標
訂
定
與
管
考

碳

費

徵

收

與

碳

交

易

碳

盤

查

與

查

驗

效

能

標

準

與

產

品

碳

含

量

管

理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專
款
專
用

國
家
減
碳
路
徑
規
劃
與
政
策
推
動

碳
盤
查
與
查
驗
機
構
管
理

碳
費
費
率
訂
定
與
自
主
減
量
計
畫
審
查

碳
費
徵
收
、
基
金
管
理
與
運
用

碳
交
易
平
台
管
理
與
減
量
額
度
核
發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政
策
擬
定
與
推
動

產
品
碳
足
跡
管
理
與
效
能
標
準
訂
定

經 費

碳費 2050淨零路徑

12項關鍵戰略

資
源
循
環
零
廢
棄

淨
零
綠
生
活

各部會

資源循環署

氣
候
變
遷
研
究
發
展

跨部會協調事項

(

幕
僚)

審查

部會首長為永續會委員

跨部會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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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imatetalk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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