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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與自然為本之解方

以前強調減碳(各種策
略減少碳排放)

現在強調淨零/碳中和
(人為碳排=人為碳吸收)→減少排放、

增加吸收(碳捕捉/農林)

• 淨零排放：透過植樹造林、碳捕捉與封存等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企業或組織即使有排放，可透過相關技術使溫室氣體淨排放為零。
其定義較淨零碳排(碳中和)廣，泛指所有溫室氣體。

世界正在改變…



淨零排放

• 以前只要賺錢就能存活！
• 現在要賺錢與減少CO2排
放才能存活！

• 碳吸收(自然碳匯)怎做→企業不會
• 國家要淨零→企業也要(學校也是)
• 供應鏈要求→否則沒訂單
• 歐盟CBAM→沒減排要付碳稅

• 2023.2.10 氣候變遷因
應法三讀通過

• 碳定價?



碳定價為國際趨勢

➢ 緣起：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public bads，造成負外部性

➢ 定義：為碳定出價格，汙染者付費→外部成本內生化

➢ 優點：社會經濟成本移轉回到排放源身上。讓排放者感受「氣候變遷」，社會過去擔負成本 (大多數
狀況是弱勢者負擔) 在符合正義的概念下重新分配。

➢ 主要方式：碳稅(carbon tax)與碳交易(carbon trading)

• 碳交易(carbon trading)：總量控管穩定
排放量，但價格波動大 (數量固定)

• 碳稅/費(carbon tax/fee)：稅率穩定增加
稅收，減量成效不明確 (價格固定)

市場機制

碳稅與碳交易

碳稅

規劃中

碳交易ETS



如何對抗氣候變遷? 自然為本解方中，
與對抗氣候變遷直接相關為自然碳匯
(natural carbon sink)

森林碳匯

土壤碳匯

海洋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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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匯如何轉碳權

台灣森林面積佔全島

60.71%

蓄積量為五億零兩百萬m3

森林很多，林業署大賺碳權?

→碳匯很多，但碳權?

1.人為減排/增匯

3.改變材料/設備/

項目/行動

4.要查驗機制

2.基準調查
申
請
碳
權
之
原
則

5.抵減或賣碳權只
能算一次

人為介入的森林經營且增加森林淨碳匯才有碳權。

新種 延長輪伐期 砍→不砍

carbon offset碳權之種類：

造林與營林 (Forestry and 
Conservation)：增匯

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減排

廢棄物轉為能源 (Waste to 
energy)：減排

社區項目 (community 
project): 減排

• Reforestation and conservation have become 

very popular offsetting schemes



碳匯可以『探吉』嗎?

範疇 排放型式
排放源(對應活動/設

備種類)
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碳移除)

土地使用 林木、土壤碳 －

土壤面積、土
壤種植種類、
森林面積、森
林樹種

企業專案邊界

土壤碳匯
• 蔬菜
• 稻米
• 茶葉

活動數據
• 地籍資料
• GIS資料計算

土地面積

森林碳匯
• 針葉樹
• 闊葉樹
• 混合林

活動數據
• 空照圖
• GIS資料計

算樹冠面積



碳匯可以『探吉』嗎?

1. 環境部造林抵換專案(自願減量專案)

• CDM機制-新植造林與再造林、紅樹林新植造
林與再造林、濕地之造林與再造林

• 本土方法-新植造林專案

2. 國際碳權認證(VCS/GS)

• VCS機制-新植造林與再造林、延長輪伐期增
進森林管理、REDD+方法、避免生態系統轉
換、森林管理、避免計畫外毀林、火災管理、
減少伐木衝擊等

• GS機制-造林與再造林

註冊階段 監測階段 核發碳權

計畫書 查驗機構 環保署審查/審議 監測碳匯 查驗碳匯 環保署審查 審議會決議核發額度

非企業專案邊
界內

• 自己種：公司自己土地申請碳權
• 合作：社區/農企業/學校合作申請碳權
• 合作：整合小農成立平台申請碳權
• 合作：員工捐地申請碳權
• 中介：企業透過中介購買碳權
• 市場買：地主自然碳匯認證碳權賣給企業

Company
With climate target

Have they reduced emissions enough?

YES NO

√

Project Developer
Sells efficient cookstoves,
plants trees, builds biogas 

plants, protects forests

Project uses one of the common 
standards (e.g. VCS, CDM, Gold 
Standard) to verify removed or 
avoided emissions and issues 

carbon credits

Offset Market
Trade between companies & project developers買方契約



自然碳權怎麼買賣

碳抵換市場

這是農業與森林環境價值可以貨幣化的機會！
這是企業能看到農業與森林利基的機會！不只

減法還能加法！

台灣的自然碳匯轉為碳權後怎麼買賣? 目前作法

規劃額定資本額
15億元，首次發
行1億股，初期
資本額10億元，
證交所投資6億
元，國發基金投
資4億元。



自然碳權怎麼買賣

VCS申請計畫細部內容

VCS申請計畫查詢

這種方式的缺點主要是資訊不透明、交易過程沒有效率，因此，
全世界陸續開起各種自然碳匯之碳權交易所，開始碳權交易

• 成立：2021年CIX是由新加坡國營投資公司、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星展銀行與英國渣打銀
行合資設立的自願性碳交易市場。

• 解決問題：碳權交易市場分散、市場流動性低且碳權品
質堪慮、品質高以自然為本碳權熱門但稀缺，原因受碳
洩漏/外加性/永久性/碳計量等影響

• 碳權內容：聚焦自然保育計畫碳權交易市場，保護東南
亞受脅熱帶森林，同時也向企業開放碳權來源。大小公
司能透過CIX，直接買各國特定計畫，購買高品質且自
然為本碳權(nature-based carbon credits)，更多企業
能參與自願性碳市場。

• 背景：森林保育及重新造林計畫或濕地及草原復育計畫
買賣碳權的需求逐漸上升。Verra(VCS)是自願性碳交
易市場中制定標準的主要機構之一(2021Q1發行碳權中，
以自然為本解決方案佔68%，2016年只佔38%)。

• Ecosystem Marketplace資料顯示：以自然為本2019
年供應量下降，需求依然強勁，導致自願性碳交易市場
碳權價格大漲30%。以自然為本碳補償價格比再生能源
貴3倍。



北京林業碳權
機制(BCER)

福建林業碳權
機制(FFCER)

中國核證碳權
(CCER)

廣東惠普林業
碳權(PHCER)

中國綠色碳匯
基金會(CGCF)

國際CDM

國際VCS

國際GS

自然碳權 -中國



主導對象 碳權制度類型 碳權使用方式

政府
主導

聯合國主導
京都議定書碳權制度1 (JI、
CDM)

1.達成京都議定書目標
2.達成舊自主行動計畫目標等

二國間
日本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碳權
制度
(JCM2)

1.依照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相
關法規之規定進行利用
2.達成巴黎協定NDC的目標

國內制度
J-碳權制度(日本)
CCER3 (中國)
ACCUs4 (澳洲)等

1.依照各國法規(日本地球溫
暖化對策相關法規、ETS法規
等)之規定進行利用
2.企業可自行使用

非政府(民間)主導
(自願性碳權)

VCS5、Gold Standard6、
CCB Standard7、ACR8、
CAR9等

1.企業可自行使用

日本減碳之誘因機制-碳權制度：J-Credit制度最主要碳
權制度，J-VER制度與國內碳減量額度制度整合

• 日本抵換專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案件監管與審查，
如再生能源設備增設、提升能源效率專案申請案件由經
濟產業省負責，農林專案則由農林水產省負責。抵換額
度認證核發為環境省氣候變遷認證中心。

• 日本與企業相當支持國內碳抵換專案，自然碳匯碳權交易價
格遠高於其他如再生能源抵換方法！日本鼓勵企業民間參與
森林保育。日本公司森林碳抵換額度大多用於自己公司的排
碳抵免並可作ESGs報告用。 日本共八種農林方法學，生物炭是2023

年6月剛審核通過。森林經營、新植造林、
再造林、生物炭、水稻栽培改善(乾燥期
延長)、茶園複合施肥降低逸散、家畜的
糞便處理(biomass)及改進飼料(降低甲烷)

自然碳權 -日本



覆蓋作物

無耕犁耕作

生物農作
(增加生物炭)

避免過度畜牧

覆蓋物
(土壤表面材料)

堆肥

水質管理
(降低表土流失)

促進樹木生長
增加有機質

過去只有森林碳匯，隨著永續農業興起，
農業增匯盛行！

英國的碳機制，左下角就是英國的碳抵換機制(森林是WCC，
土壤是PCC)，右下角才是VCS與GS，是最後的選擇。

在地化原則(Jurisdiction-based offset，管轄權/行政區為基礎)，
先進國家(英國、美國、加州、紐、澳、日本)的碳匯會優先走
國內碳抵換機制，且有政府補償，讓企業優先抵換並列為優
先項目，不夠才買國際的碳匯。避免碳洩漏。碳抵減方式如
綠電買國內的，碳匯也要買國內的，開發中國家的碳匯認證
GS與VCS。

自然碳權 -國際



從過去企業做減排增匯是公益，改為因為減排增匯能替企業創造價值

所以企業願意做。讓企業的力量支持環境永續與碳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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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Q&A

柳婉郁
wyliu@nc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