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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溫升趨勢：已較工業化前上升1.1℃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world-of-change/global-temperatures

2001~2020年全球溫度比1850~1900年高0.99°C。
2011~2020年全球溫度比1850~1900年高1.09°C
2022 年全球溫度是有記錄以來第五熱的年份
過去九年是自 1880 年記錄以來最溫暖的年份

2022
+0.89°C

+0.15~0.20°C/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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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二氧化碳濃度與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上升

https://gml.noaa.gov/ccgg/trends/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1

April 2023: 423.28 ppm

April 2022: 420.23 ppm
Last updated: May 09, 2023

https://gml.noaa.gov/ccgg/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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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攝氏50度極端高溫
創歷史新高

• 加拿大BC省李頓鎮(Lytton)
火災、逾230人猝死

• 美國波特蘭、西雅圖
基礎建設受損
（高壓電纜融化、道路變形）

• 美國加州棕櫚泉(2022/6/11)
高達攝氏45.5度創有紀錄
以來最高溫

美國、加拿大
（2021年6月29日）

嚴重乾旱、極端高溫致使叢林大火
• 總大火燃燒面積1,860萬公頃（約5個臺灣）

• 超過21%森林燒毀，衝擊生物多樣性
• 經濟損失達1兆30億澳元

澳洲
（2019年9月-2020年5月）

臺灣
（2021-2022年）

50年來最嚴重乾旱(2021年4月)

• 水庫蓄水量低於10~20%
• 製造業、服務業限水

7.4萬多公頃農田停耕
豪雨造成市區淹水 (2021年6月)

台北氣溫屢創歷史新高
• 2020年7月達攝氏39.7度
• 2021年5月達攝氏38.2度

(歷史最高溫紀錄)
• 2022年1月達攝氏29.8度

(創下72年來的新紀錄)

氣候變遷 風險遽升

日本
（2022年）

最早出現猛暑日
(2022年6月)

• 東京連續9天達攝氏35.3度
• 1875年開始觀測以來的
最長紀錄

西班牙
（2022年）

提前極端高溫野火肆虐
(2022年6月)

• 罕見提前迎接高溫與持續熱浪

法國
（2022年）

75年來最早熱浪
(2022年6月)

• 1947年來最早熱浪
，巴黎接近攝氏40度

出處：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21648

出處：「連4天拉警報！日本關東供電吃緊政府發布『注意報』」

出處：Nederlandse toeristen bezoeken weer massal Parijs.AP

出處： Shutterstock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2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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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異常事件皆發生於更低之升溫情境

https://www.ipcc.ch/report/ar6/syr/

特定且受
威脅系統

極端氣候
事件

衝擊
分布

全球總體
影響

大規模
單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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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氣候行動歷程

BAU: 照既有的政策，沒有增加新的政策措施 Business As Usual
NAMAs ：國家適當減緩行動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INDC：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附件一國家
須在2013-2020年間將該國溫室氣體的
全部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至少減少
18% (美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未加入)

•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附件一國
家必須在2008-2012年間將該國溫
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準平
均再減5.2% (美國、加拿大未加入)

•氣候公約目標：
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
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
為干擾的水準上

• 我國2015年立法
通過「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
：設定2050年排
放量較基準年
2005年減量50%

• 我國2010年提出「
國家適當減緩行動
」(NAMAs)：
2020年溫室氣體
排放總量較BAU
減少30%

• 我國2015年提出「國家
自定預期貢獻」(INDC)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總量較BAU減少50%，
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
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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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預告溫管法修法草案
將2050年淨零排放納入。

• 2022年3月提出臺灣2050淨零排放
政策路徑藍圖

• 2022年4月氣候變遷因應法行政院
版提出；5月完成立法院初步審議

埃
及
夏
姆
錫
克CO

P27

2022

阿
拉
伯
聯
合
大
公
國

CO
P28

2023

•巴黎協定施行目標：
本世紀末溫升在2℃以下，
追求1.5℃。
（IPCC 1.5℃路徑：2025達到峰
值 / 2030削減43％ / 2050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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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發展歷程

10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KYOTO PROTOCOL PARIS AGREEMENT

1992年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7年
京都議定書

2015年
巴黎協定

規範
2008~2020年

已開發國家減碳責任

要求
2020年以後

所有國家自主貢獻減碳

區分附件一
與非附件一國家
沒有強制減量責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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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的責任

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2015) 自2021年正式施行

• 各國提出「國家自定貢獻」(NDC) ，應敘明具體減碳行動之作法。

• 目標：為在本世紀末控制全球大氣溫度較工業革命前增加2℃以下

(本世紀後半淨零排放，約2070年達成)，致力控制在增溫1.5℃以下；

在政策行動上，使資金流向低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韌性路徑。

•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2018年特別報告指出，

為控制全球增溫在1.5℃以下，全球淨零時程必須提前，亦即2050年

須達到淨零排放

ΔT<2°C

ΔT<1.5°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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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升控制於1.5°C以下，2050淨零排放

2050
2050

2050

2050
2030達峰值
2060碳中和

超過130國家宣布淨零排放

2050淨零目標已入法國家：

16國＋歐盟
德國(2045) 瑞典(2045)葡萄牙(2045) 英國 法國
西班牙 丹麥 匈牙利 盧森堡 愛爾蘭
加拿大 紐西蘭日本 南韓 斐濟 俄羅斯(2060)

臺灣：2023年立法

2070碳中和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2050

2060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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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2050淨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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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90%重工業
製造為低排放

航空燃油50%
為永續性燃料

超過 85%建築
為零碳建築

50％既有建築
更新為零碳建築

新售重型卡車50％
為電動車

能源普及化
大多家電與冷卻系
統為最佳效能

50％的熱能
採用熱泵

先進經濟體廢止
未減排燃煤電廠

所有工業電動馬達
為最佳效能

435 Mt 低碳氫能；
3000 GW電解氫能

4 GtCO2捕捉
停止新設石油與油氣
場域開發許可，停止
新煤礦開採或擴建

停止新售
化石燃料鍋爐

多數重工業創新
低排放技術可大
規模示範

重工業現有產能
90%達到投資週期
的終點

所有先進經濟體
電力淨零排放

20402030

電力

工業

運輸

建築

其他
20502020 2035 2045

150 Mt 低碳氫能；
850 GW 電解氫能

全球電力部門
淨零排放

全球近70%電力
來自太陽能與風能

停止新設未減排
燃煤電廠許可

年增1020GW
太陽能與風力

所有新建築
為零碳建築

新售車輛60%
為電動車

7.6 GtCO2捕捉

禁止新售內燃機
引擎車輛

廢止所有未減排
燃煤與燃油電廠

2025

電力
2040年達到淨零，
2050年70%能源供
應為再生能源

工業
主要仰賴新基礎
建設，自2030年
起CCUS、氫能、
電解槽技術應用於
新工業產業

建築
禁售燃料鍋爐、
推廣熱泵、新建
建築/舊建築翻新符
合淨零標準

運輸
2050年僅有電動或
燃料電池車，航空
海運難全面電動化

部門減排路徑及400項各階段里程碑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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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國家與產業之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zerotracker.net/

國際企業
供應鏈要求

淨零碳排
國際趨勢

國際品牌大廠宣示
2050年使用100%再生能源

超過130*個國家
宣示淨零排放目標

碳關稅
貿易障礙

WTO 預計認可含碳貨品貿易規則
歐盟將對進口產品課徵碳關稅 歐盟實施CBAM

巴黎協定
氣候目標

全球淨零排放，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1.5度

臺灣

2050宣示/立法2050立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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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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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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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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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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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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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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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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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查驗機構管理
• 已有1 4家查驗機構可執行自願型 I S O溫室氣體查驗（查驗員1 4 5人）

• 目前許可查驗機構共計8家，累計9 8名查驗人員。
取得許可 機構名稱 查驗員數

已取得

艾法諾 (AFNOR)

98

英國標準協會(BSI)
台灣衛理(BV)
立恩威(DNV)
英商勞氏(LRQA)
台灣檢驗科技(SGS)
台灣德國萊茵(TÜV-Rh)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MIRDC)

尚未取得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中心* 6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7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3
亞瑞仕國際驗證有限公司** 4

*  量測中心及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精密機械中心已取得TAF自願性及環保署方案之
組織型查證認證且已提出許可申請作業

**表示查驗機構目前係取得自願性方案之認證。

 111年迄今已辦理4場次查驗人員
培訓，預計可增加80人（陸續申
請增列人員中）。

 總計查驗人員數可達178人。

相對去年7家，查驗機構數量↑1倍

相對去年84人，查驗人員數↑1倍

 將依氣候法規定，修訂「溫室氣體
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及
「溫室氣體查驗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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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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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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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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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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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
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
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徵收碳費-碳費徵收相關條文

 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
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公告，並定期檢討
之。

 碳費之計算方式、…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8條
第3項及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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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
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
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29條)

徵收碳費-碳費徵收相關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係基於排放者責任及公平原則，並落實排放溫室氣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精
神，向納管之溫室氣體排放源收取碳費。

 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加速且更大幅採行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並顯著降低其排放強度，
規定第一項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及第三項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自主減量計畫及優惠費率之訂定，應參考已有推動實例的國際立法例或
政策，設計協商與審核機制，納入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參與，並參酌「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SBTi)等國際倡議。

 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至少應包括
目標年訂定、優惠額度之比例上限、遵約機制、階段性檢核、未達成目標之追繳規範等。

說明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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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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提出規劃
構想與各界討論、明年送交
碳費審議會決定費率。

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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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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以大帶小、擴大減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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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規劃構想-專款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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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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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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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綠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
• 2030年為達55%減量目標，歐盟將加嚴碳排放管制措施，
並規劃啟動「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 為避免高排碳產業外移，造成「碳洩漏」
• 歐盟以外廠商應負擔相當的減排成本，避免歐盟產業遭受不公平競爭

經濟產業省規劃對環境
政策不足之國家進口產
品徵收「國境碳稅」

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協定，
提出氣候政策，包括
「碳調整費或配額」，
目前已有多個版本討論中

我國為出口導向國家（2020年出口總值約3,300億美元，
出口歐美即占約20%），在氣候貿易情勢下相對脆弱

國際碳關稅與供應鏈減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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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進口商(申報者)：每年提交進口商品實際碳排放量的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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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因在第三國實質支付的碳價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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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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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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氣候變遷概況1

我國因應做法3

2 全球因應作為

結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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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調適與減緩行動無法支持氣候目標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半、2050/2070
淨零排放

急需現行投資3~6倍之財務支援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之綜合報告重點
20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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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升對生態與人類活動之衝擊與風險

https://www.ipcc.ch/report/ar6/s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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