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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

112年5月22日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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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簡報大綱

氣候變遷之挑戰1

氣候變遷因應法
與減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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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淨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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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cycle/

氣候變遷─人類面臨嚴峻的挑戰

IPCC 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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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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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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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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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我國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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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氣候緊急
全球挑戰

淨零碳排
國際趨勢

綠色
供應鏈
與碳關稅

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

「氣候變遷因應法」

STEP3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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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建構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與風險評估作業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

•修正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為中
華民國139年
溫室氣體淨零
排放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協調整合
•強化綱領計畫方案管
考及公眾參與，並對
外公開

•盤查及查驗分級管理

•碳費徵收與支用

•減量額度取得與使用

•得訂定效能標準

•新設排放源增量抵換

•碳足跡核算與標示

•因應國際碳關稅

•強化因應氣候變
專業人才遷教育
與培育
•公正轉型

罰則 附則

經立法院第10屆第5、6會期審查三讀通過
112年2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共7章、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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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盤查及查驗 (第21、22條) 自願減量(碳信用機制) (第25條)

• 分級管理

• 提升查驗量能

• 鼓勵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

• 建立供需機制推動額度交易

增量抵換 (第24條)效能標準 (第23條)

• 產品生產過程

• 製造或輸入車輛

• 新建築

• 新設或變更達依定規模，溫室
氣體增量依一定比率進行抵換

徵收碳費 (第28條)

• 以經濟工具促進減碳

• 透過徵收及支用提高誘因

產品碳足跡(第37條)

公告之產品碳足跡核定及標示

溫室氣體減量對策

7



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溫室氣體種類及主要來源

溫室氣體 主要來源
溫暖化潛勢(GWP)

AR4
溫暖化潛勢(GWP)

AR5
溫暖化潛勢(GWP)

AR6

二氧化碳(CO2)
• 化石燃料燃燒
• 土地利用變化(毀壞森林)

1 1 1

甲烷(CH4)
• 化石燃料燃燒
• 掩埋場
• 飼養反芻動物、農業活動

25 28 27.9

氧化亞氮(N2O)
• 化石燃料燃燒、工業活動
• 使用肥料

298 265 273

氫氟碳化物
(HFCs)

• 製冷劑、冷媒、噴霧器等 12 ~ 14,800 4~12,400 4.84~14,600

全氟碳化物
(PFCs)

• 工業活動(光電半導體製程)
• 鋁製程

7,390 ~ 17,200 6,630 ~ 11,100 7,380 ~ 12,400

六氟化硫(SF6)
• 工業活動(光電半導體製程)
• 氣體阻斷器

22,800 23,500 25,200

三氟化氮(NF3) • 工業活動(光電半導體製程) 17,200 16,100 17,400

註：溫暖化潛勢(GWP)：指特定時間內(通常指100年)每種溫室氣體相對於CO2所造成的暖化影響力
8



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溫室氣體排放源

9

• 分為直接排放(範疇一)、能源間接排放(範疇二)及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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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

法
源
依
據

用
詞
定
義

應
盤
查
登
錄
溫
室
氣
體
種
類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盤
查
、
登
錄
作
業
方
式
及
補
正
期
限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施
行
日
期

主
管
機
關
查
核
與
資
料
保
存
期
限

第1條 第2條 第3條 第4條 第5條 第6條 第7條

氣候法

盤查及查驗分級管理

•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
應進行盤查及登錄；其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應經
查驗機構查驗。(第21條)

溫管法

盤查資料皆須查驗

•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
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
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
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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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行業別 製程別

發電業 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複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鋼鐵業
一貫煉鋼鋼胚生產程序、電弧爐碳鋼鋼胚生產程序、電弧爐不銹鋼鋼胚生

產程序、H型鋼生產程序、不銹鋼熱軋鋼捲（板）生產程序

石油煉製業 石油煉製程序

水泥業 具備熟料生產程序

半導體業 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程序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具備薄膜電晶體元件陣列基板或彩色濾光片生產程序

各行業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者。

製造業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

年排放量合計達2.5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者。

盤查範疇:直接及能源間接

辦理期限:每年8月31日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排放量盤查、查證及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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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 111年應盤查登錄110年排放量計289家，其直接排放量為233 .87  百萬噸

CO 2e、間接排放量為44 .2  百萬噸CO 2e；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對象之直接

排放量約占全國總排放量約 82%。

12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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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碳定價機制形式

排放交易 碳費 碳抵換

• 投資執行「非管制對象」減

量 計 畫 ， 取 得 減 量 額 度

(carbon credit)。

• 減量額度用途

• 企業／產品自願碳中和

• 強制碳定價之補充機制

 扣抵碳費

 扣抵應繳交之排放額度

• 政府設定總排放量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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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可免費核配或拍賣排放

額度，企業可交易排放額度。

• 碳價由市場機制形成。

• 排放減量確定性。

• 需建立交易機制及交易市場。

• 政府設定稅率(費率)。

• 納管對象必須為每排放一噸

的二氧化碳，支付相應的稅

額。

• 碳價確定，企業可據以確定

減量投資計畫。

• 容易執行，不需要訂定額度

交易制度及工具。

13

• 至2022年，全球有68個地區實施碳定價，約占全球2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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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核發減量額度的三種不同類型

2
國際民間機構

核證減排標準 (VCS)
黃金標準 (GS)
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 (CAR)
美國碳註冊登記簿 (ACR)

3 區域、國家和地
方主管機關
目前國際上共有26個執行
中的機制 (含臺灣抵換專案)

1
聯合國

清潔發展機制 (CDM)
*(已不接受新案)

後續機制-國際間可轉讓減緩成效
(ITMO) (巴黎協定第六條)

排放源自願碳中和 協助國內/區域內減量國際協定遵約用途

樣態

14

專案計畫需具外加性、減量額度講求永久性，以具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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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碳定價：優先實施徵收碳費

臺灣正處於不同的「準備」階段：

•擁有短時間內實施碳費所需的大

部分能力

•實施排放交易機制仍需要進一步

的能力建構

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carb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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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徵收碳費與減量額度交易

徵收對象

• 先大後小，分階段徵收

• 被徵收對象之直接排放量

及使用電力間接排放量

• 電力業扣除提供電力消費

之排放量

自主減量計畫 +指定目標

= 優惠費率(第29條)

•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能有效減

少排放量達指定目標者，適

用優惠費率。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第30條)

• 碳費徵收對象得以減量額度

扣除排放量。

費率審議會

考量原則：

•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

• 排放源類型

• 溫室氣體種類

• 排放量規模

• 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

定期檢討

對象及排放量(第28條) 費率訂定(第28條) 配套措施(第29、30條)

用電(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

燃料及製程 (直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

事業
外購電力

+

發電(直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

電
力
業

製
造
業

–

提供電力消費
之排放量

電力供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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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減量額度來源與用途

•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

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

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

• 取得減量額度者，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

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

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第25條)

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來源

• 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 碳費徵收對象扣抵排放量。

• 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產品扣除排碳差額。

• 總量管制對象抵銷超額量。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

途。(第26條)

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用途

供 需

17

外加性及環境效益不重複計算，排除以下
對象申請:

已接受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補貼者

已提出再生能源憑證REC申請者

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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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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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碳費收入納入溫管基金專款專用於減碳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碳費、代金、拍賣或配售所得…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用途如下(第33條)

(第32條)

減量對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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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產品碳足跡

自願性

強制性

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
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種類、規

模之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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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經公告之產品，製造、輸入或販

賣產品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定並標示碳足跡。

 為延長生產者責任，透過標示制度提供民眾低碳消費選擇，以促使企業生產低
碳產品。(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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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法源依據 法規名稱(暫定) 新增 修正

第62條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

第28條第4項 碳費收費辦法 ˅

第28條第3項 公告碳費收費對象及費率 ˅

第29條第3項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

第29條第2項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

預算法第21條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

第21條第2項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

第21條第1項 公告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

第22條第2項、第3項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

第25條第4項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

第25條第5項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或拍賣管理辦法 ˅

第24條第2項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

第37條第3項 產品碳足跡核算標示使用及管理辦法 ˅

第37條第1項 公告應標示碳足跡之產品。 ˅

需優先增(修)訂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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