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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歷2

 學歷：中興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職：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兼任教授/臺灣低碳社會與綠色經
濟推廣協會理事長

 經歷：

1. 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2020-2022)

2.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所所長(2011-2017)

3. 行政院環保署第11-12屆環評委員(2015-2019)

4.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代表 (1998~)

5. 中華民國全國認證基金會董、監事 (2011-2020)

6.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基金會諮詢委員 (2012-2020)

7. 全國工業總會能源與環安委員會委員 (2014~)

8. 行政院能源與減碳辦公室諮詢委員 (2018-2019)

9. 環境與能源議題國家文官講座(2018-2020)

10.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2021~)

11. 國發會國發基金審議委員(202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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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市場規模與流動性(2024/01/04)5

資料來源：IETA(2018)

 全球再生能源市場規模約9,716.5億美元(2022)，半導體產業市場規模約5,741億美元(2022)，全球節能
產業市場規模約3,000億美元。全球碳市場規模已超過9,240億美元 (2022) (Carbon Pulse, 2023)

 2021年全球碳交易量達到160億噸歷史高峰，2022年雖然下降，也超過120億噸。歐盟是全球碳交易規
模最大區域，2022年交易量超過90億噸；其次是美國與加拿大碳市場，約20億噸。

 碳市場流動性(liquidity或turn over)(不是炒作/投機)(2-3次)是價格發現的關鍵。

資料來源：Michealowa (2023), Global carbon trading development and rules.



國際碳權型態分類與發行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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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堅明(2023)，台灣淨零曙光-台灣碳權交易所設立。

實質減碳

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或自願性市場碳權(Voluntary Carbon  Market, VCM)，具有實質減碳
的效果。

排放額度(allowance)或稱配額，是政府發給企業的許可排放量(permits)，目的是限制企業
排放總量，不具實質減量效果。



全球強制性碳市場現狀(ICAP, 2024)7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2024), 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4.



全球強制性碳交易區域、國家與城市現狀8

5個城市 25個省/州 13個國家 歐盟(27國)



收入-五大使用9

一般性預算(包括減少債務) 

氣候減緩

低碳創新教育與健康

個人、家庭與企業補助

歐盟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2024), 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4.



價格訊號-背後代表減碳科技研發10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2024), 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4.



強制性碳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 C&T)

 強制性碳交易運行：

1. 排放額度核配：免費或有償

2. 建立碳交易所：價格發現(price 
signal)

3. 帳戶管理：結算與交割(兩個帳戶)

 影響碳價因子：(市場供需問題)

1. 排放額度核配量(no cap no trade)

2. 經濟成長情況(GDP)

3. 減碳/碳移除技術發展(再生能源、
氫能、CCS等)

4. 能源價格

5. 氣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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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堅明(2023)，台灣淨零曙光-台灣碳權交易所設立。



自願性碳市場的四大高品
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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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碳市場的四大品牌：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 (碳權VCUs)、Gold Standard(GS) (碳
權VER)、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ACR)(碳權ERTs)及Climate Action Reserve (CAR)(碳權CRTs)，合
計約佔 48%，其中，VCS是最主要的自願性碳市場。

資料來源：craboncredits.com(2023)



累積註冊7,841個計畫(2023/12/31)13

資料來源：UNFCCC(2023), CDM Insight.

每一個CDM專案都代表一個低碳投資活動，藉由碳權誘因，平均每年約激
勵有超過2,000億美元的低碳投資。



累積註冊7,841個計畫(2023/12/31)14

資料來源：UNFCCC(2023), CDM Insight.

每一個CDM專案都代表一個低碳投資活動，藉由碳權誘因，平均每年約激
勵有超過2,000億美元的低碳投資。



累計核發2,357,888,134噸CERs
至2023年12月31日止，CDM專案合計核發2,357,888,134噸CERs，
每一噸碳權，都代表實質減碳。

15

資料來源：UNFCCC(2023), CDM Insight.



台灣抵換專案：已核發24.4百萬噸CO2e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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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哲良(2024)，國內自願性減量專案機制展望。

能源效率件數最多；低碳燃料轉換雖然較少，但是取得的碳權
最多，主要是台電公司的天然氣發電為主。



VCM已累計核發15.7億噸碳權(2021)
(Ecosystem Marketplac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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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 (2022). 資料來源：carboncredit.com (2023), The Ultimat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Carbon Credits. 

(VCM)



碳市場累積交易量23億噸；累計交易
總額100億美元(2005-2022)

18

交易金額 交易量

$10B

2.3B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 (2023), Paying for Quality.



VCM簽發現狀(2023)19

註：ARR：Af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and Revegetation；IFM: Improve Forest Management.

REDD+：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自然為本解方/專案：REDD+為主，已簽發23.3百萬噸，平均每年約77.8百萬噸。
科技為本解方/專案：水力與風力發電為主，分別已簽發9,800萬噸及7,700萬噸，平均

每年約32.9百萬噸(水力)及25.8百萬噸(風力) 。。



碳移除(removal)(增匯)的碳價最高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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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3),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3).

自願性碳市場(Voluntary 

Carbon Market, VCM)的碳價
呈現變化，碳移除(例如CCS

等)的碳價最高。
普遍受到俄烏戰爭影響，碳
價從2022年往下降，自然
為本(nature-based solution,  

NbS)碳價下降最多，從15

美元/tCO2e，下降至低於5

美元/tCO2e。
自願性碳市場沒有剛性需求
支撐，價格易波動，產生碳
權交易風險。



VCM碳權市場需求大幅增加
 COP28之後，企業與個人為達到2030年目標，大幅增加VCM需求，預計到 2030 

年將成長至 500 億美元。

 VCM的碳價預計會成長63%，由2023年的平均碳價約10美元/噸CO2e，會上漲至
40-60美元/噸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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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rbon Credit (2024), South Pole Cuts Ties with Zimbabwe Carbon Offset Project Kariba



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專案是未來
重要減碳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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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尚未交割

購買量

抵換量/專案



全球自願性碳市場(2024)23

資料來源：Carboncredits.com(2024/01/29)



提高減碳額度(credit)需求的因素-影響流動性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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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高淨零承諾

履行國際減碳要求(例如CORSIA)

註：CORSIA: 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同意企業以更高碳權抵換中期
減排承諾協議

企業價值鏈減排難度提高

碳權投資活動增加

金融機構淨零需求提高

減少新興減碳科技投資

資料來源：IETA(2023), GHG Market Sentiment Survey 2023.



自願性碳市場發展的主要挑戰-影響流動性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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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年國際自願性碳市場面臨的兩大主要挑戰

民眾看法與負面新聞報導

碳權品質

企業自身看法及許可抵換比例的不確定

市場對碳權品質的標準提高

碳權開發標準複雜度提高

碳會既不確定性

年份較早的碳權供應量過多

空運業降低碳權需求

碳價波動性高

資料來源：IETA(2023), GHG Market Sentiment Survey 2023.



企業使用自願性碳權抵換-對應調整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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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rbon Market Express (2022).



VCM市場流動性影響因子
影響碳市場流動性：規範漂綠(greenwaching)

1.供給面：碳權品質

2.需求面：減碳目標、碳權與氣候績效及碳權抵換完整性

27



流動性影響因子-碳權品質

Ecosystem Marketplace(EM)2023
年的最新碳市場報告發現，高
品質碳權已成為主流，市場願
意付高價購買高品質碳權。

高品質碳權特徵：

1. 自然為本碳權

2. 兼具附屬效益

3. 滿足多項SDGs

4. 年份較新

5. 較落後區域開發碳權

28



碳權註冊型態：由再生能源轉為家用器
具與林業為主

29

再
生
能
源

家庭器具設備

森林/土地



自然為本型態碳價最高30



具有附屬效益的碳權價格約高兩倍31



3.7億噸VCUs取得CCB標章32

資料來源：Verra (2024)



結合SDG的碳權價格約高兩倍33



3千萬噸VCUs取得SD標章34

資料來源：Verra (2024)



流動性影響因子-遵守5Ps淨零承諾

起跑線(starting line) 內容

承諾(pledge) 組織領導人需要盡速宣布淨零排放目標，盡最大努力設
定2030年減排50%目標，溫室氣體應覆蓋範疇3

方案 (plan) 1年內要解釋達到短中長目標的規劃。

程序(proceed) 立即採行淨零排放行動。

公布(publish) 承諾每年要公布減排的進展。

說服(persuade) 1年內，加入相關產業公會淨零倡議(2030減排50%等) 。

35

資料來源：Race to Zero(2023), Race to zero Criteria.

滿足產業供應鏈與金融機構投融資需求。



全球已有1,143家大企業承諾淨零36

資料來源：Ne Zero Tracker (2024/04/21). 



追蹤大型企業參照5Ps原則37



影響流動性-碳權使用與氣候績效38



10%CDP申報企業參與自願性碳市場

2022 年有7,415 家公司向
CDP 氣候變遷計畫公開揭露，
其中，822 家公司（11%）購
買（736 家）或規劃購買（86 

家）自願性碳權(或減量額
度)(carbon credit)。

39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2023), All in On Climate – The Role of Carbon Credits in Corporate Climate Strategies  . 



自願碳權購買企業在透明度、問責
和減量雄心等表現較佳

40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2023), All in On Climate – The Role of Carbon Credits in Corporate Climate Strategies  . 



自願碳權購買企業在溫室氣體排放
查證的表現較佳

41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2023), All in On Climate – The Role of Carbon Credits in Corporate Climate Strategies  . 



自願碳權購買企業的雄心目標表現較佳42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2023), All in On Climate – The Role of Carbon Credits in Corporate Climate Strategies  . 



影響流動性
-碳權抵換完整性標準

國際自願性碳市場倡議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Initiative, VCMI, 2023)提出自願性碳
權抵換標準，稱為碳權使用的完整性
(Integrity)，提供全球參考。

43



自願性碳權抵換的完整性標準44

揭露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料、揭露短期減量目標與承諾2050年淨
零、企業採行淨零轉型行動(財務與治理)、公開宣導巴黎協定及
減碳雄心。

取得VCMI的短期減量目標的認證，白金級、黃金
級及銀級碳權抵換。

取得符合VCMI的碳核心標準，Core Carbon 

Principle, CCP)的高品質碳權抵換。

取得符合VCMI的MRA(監測、報告及確
信)標準的第三方確信(assurance)。



自願性碳權抵換短期目標的等級認證45

剩餘排放量100%抵銷

短
期
減
量
承
諾
目
標 剩餘排放量至少50%抵銷 剩餘排放量至少10%抵銷

企業設定短期減量目標(例如2030年減排50%)，企業先行自己減量，剩餘排放量可使用
高品質自願性碳權抵換，抵換量愈多，表示環境完整性愈高。



核心碳準則(Core Carbon Principle, CCP) -碳權品質46

為促進國際自願性碳市場
發展，國際提出「擴大自
願性碳市場規模工作組」
(The Taskforce on Scaling 

Voluntary Carbon (TSVCM))

倡議，並建議高品質碳權/

減量額度)應遵循「核心碳
準則(CCPs)。

實務面上，還需考慮年份、
型態及來源，並搭配CCB證
書。

資料料源：李堅明整理自CarbonCredit.com (2023), Key Governance Bodies for Carbon Credits Quality. 



碳價訊號(carbon price Signal)
1.外部成本內部化：引導科技創新、行為改變(生產與消費)

2.成本有效性

3.經濟效率

47



COP28全球盤點：聚焦2030年減排43%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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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haelowa(2024),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arbon pricing and opportunities for net zero.

依據目前各國NDCs減排承諾與政策，減排缺口差距110-140億噸CO2e(控制溫升2oC)，
或190-220億噸CO2e(控制溫升1.5oC)，世紀末溫升將達3oC。

鼓勵所有會員國應提高符合1.5oC路徑的雄心NDCs目標，2030減排43%(目前僅約5%)。



COP28全球盤點：要加強碳移除49

控制溫升1.5°C ，二氧化碳
(CO2)在2050年要達到淨零排
放，之後，要達到負碳排放；
所有GHG則2100年要達到淨
零排放。

COP28全球盤點結論，減排
(avoid/reduce)與移除
(removal)(CCS)要同時發展(氣
候解方)。

全球急需減碳的BACT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BACT)： CCUS/CCS

CO2淨零(碳中和)

資料來源：IPCC(2023), AR6.



全球最新碳市場價格50

資料來源：Carboncredit.com 2024/04/19



價格訊號：評選那些減碳技術可商業化(BACT)51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 (2007),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Curve.



碳價訊號：打開設備碳鎖定得鑰匙52

設備耐用期

資料來源：Seto et al. (2016), Carbon Lock-in Types,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碳價水準(美元/噸CO2e)

基於設備的使用年限(或壽命)，不容易替換，例如製程設備，使用年限長(超過20年)與投資
金額大，產生「碳鎖定」(Carbon Lock-in)現象。

價透過碳定價 (高於100美元/噸CO2e)，改變設備使用成本，促進設備更新，是打開碳鎖
定的鑰匙。

燃煤電廠

開鎖的碳價水準

燃氣電廠

產業鍋爐與燃煤
鋼鐵高爐與電爐

石化廠
水泥廠

100美元/噸CO2e

燃煤與燃氣鍋爐



碳價訊號：找到減碳夥伴-比較利益原則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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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成本： 6000元/噸CO2e

A公司

減排成本： 600元/噸CO2e

B公司

購買碳權
協助減碳

碳交易促進減碳成本可負擔與激勵減碳雄心，創造三贏(企業贏、國家贏、
地球贏)



碳市場流動性與市場效率性

 Ibikunle et al. (2016)蒐集歐洲氣候交易
所（ECX）)的日內資料，研究歐盟第二
階段(2008-2011)的期貨交易資料，驗
證碳市場流動性與市場效率性的關係。

 該研究以短期(隔日)報酬率的可預測性
作為市場效率指標，應用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 研究發現發現，當
利差縮小時(價格訊號不顯著)，報酬的
可預測性就會降低，據此，驗證流動性
和市場效率間存在密切關係。這對於高
交易量與長效期的碳期貨而言，流動性
和市場效率相關性更顯著。

54



應用碳權輕推(nudge)淨零科技55

碳價訊號是促進低碳技術專利申請的關鍵因子。
1990年代，碳價訊號不明顯，低碳科技專利占5%；2005-2011年，碳價訊號明顯，
低碳科技專利占11%；2012-2018年，碳價下降，低碳科技專利占8%。

資料來源：Cantone et al., (2023), The effect of carbon price on low carbon innovation.

歐盟碳價

低碳技術專利數占比

企業低碳科技研發與專利產生思路

碳價預測 投資決策 專利申請

2年



VCM碳權市場需求大幅增加
 COP28之後，企業與個人為達到2030年目標，大幅增加VCM需求，預計到 2030 

年將成長至 500 億美元。

 VCM的碳價預計會成長63%，由2023年的平均碳價約10美元/噸CO2e，會上漲至
40-60美元/噸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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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rbon Credit (2024), South Pole Cuts Ties with Zimbabwe Carbon Offset Project Kariba



市場流動性與價格發現創造-造市者57

資料來源：ICE (2011)



碳稅實施國際經驗與碳權配套案例58



瑞典碳定價搭配

瑞典2005年參加歐盟碳交易制度，
形成碳定價搭配，合計覆蓋約
95%GHG排放：

1.碳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源與能源密
集產業

2.碳稅：針對運輸及供熱排放，但是
產業、CHP及區域供熱免除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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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3), Carbon Taxation in Sweden.



瑞士碳稅徵收與碳權抵換配套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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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聯邦政府規劃，2021年至2030年間，平均每年減排35%，2030年則達到減排50%承諾。瑞士政府
規定，企業的碳權抵換比例：17%(2022)、20%(2023)及23%(2024)，但是，必需至少15%來自國內抵換
量。

 基於瑞士減量目標的達成與因應《巴黎協定》第6條，成立「氣候保護碳權抵換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Climate Protection and Carbon Offset KliK)。至2021年年底，透過計畫執行合計取得6.203百萬噸CO2e

碳權，該期總排放約127.878百萬噸CO2e，平均抵換率4.85% (法定12%)，2022-2024年將提高至15-

20%)

 2022年的合格碳權抵換型態區分：運輸節能(transportation)、企業節能(Business)、建築節能(Building)及農
業減碳(agriculture)等四大領域計畫。



新加坡碳稅徵收與碳權抵換配套

新加坡政府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於2018年制定《碳定價法》 (Carbon 

Pricing Act)，並於2019年生效執行。

1. 對象：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25,000噸CO2e的企業，大約有30-40家大
型排放源將納入《碳定價法》的控管企業。

2. 碳權抵換：同意控管企業可以繳交 (surrender) 碳權 (carbon credit) 抵銷碳
稅。控管企業可以向國家環保署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cy, NEA)購買
碳權 (價格由NEA訂定)，抵銷碳稅，提高控管企業履約彈性。

3. 新加坡國家環保署(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NEA)在符合巴黎協定第
6條之對應調整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CAs) 規則下，於2022年8月29

日與Verra簽署MOU，同意新加坡企業可以VCS抵銷碳稅，降低新加坡企業
碳稅負擔。依據新加坡碳稅辦法，允許新加坡企業以高品質的碳權 (例如
Verra核發之自然為本VCS)，最高抵銷5%碳稅。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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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台灣碳定價制度配套設計
台灣《氣候變遷因應法》優先開徵碳費，並配套減量額度交易。

台灣碳權交易所已於8月9日揭牌，期待助力企業淨零轉型。



台灣碳權交易已踏出成功第一步63

台灣碳全交易所(TCX)於2023年12月
22日正式推出的國際碳權交易平台，
首批共上架7個碳權專案。專案類型
包括潔淨水源、太陽能發電、風力發
電和沼氣發電，專案案場位於亞洲、
非洲和南美洲，賣方則來自瑞士、英
國、新加坡和臺灣。

首日交易順利進行，共27家企業參與
(含金控子公司合計45家)，共交易
88,520噸二氧化碳當量之碳權，成交
價格落於每公噸3.9-12美元之間。
(TCX, 2023)

資料來源：台灣碳權交易所(2023)



台灣碳權交易三大特色64

資料來源：田建中(2024)，台灣碳權交易所運行與展望



台灣碳權交易規則65

資料來源：田建中(2024)，台灣碳權交易所運行與展望



台灣碳權市場規模展望

環評增量抵減需求

依據《氣候法》第24條，環評增量需要抵減10%(十年完全抵減)，依
據目前的環評增量，每年會有150-200萬噸的抵減需求。

碳費抵減

假設碳費可以5%碳權抵減，目前的控管企業約500家，總排放量約
1.8-2.0億噸CO2e，假設有30%會以碳權抵換(需求)，270-300萬噸的抵
減需求。

合計每年約420-500萬噸碳權抵減需求，每噸10美元計，市場規模約
12.6-15.0億元新台幣/年。隨著碳價與碳費抵換率，台灣碳權市場規
模會持續擴大。

台灣碳市場規模，恐將影響碳價訊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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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考驗：價格發現
 12月22日之後，碳權價格發現(price signal)才真正考驗碳交所(TCX)助力台

灣邁向淨零轉型的功能。

如何持續擴大與創造碳交所的流動性(liquidity)(交易量/額)(turn over)，有
了流動性(不是炒作/投機)，才有價格發現，也才會出現激勵減碳科技發
展與減碳的在地落實。

碳權買賣不是炒作/投機，而是創造流動性，國際經驗，碳權周轉率約2-
3次。國內規定碳權僅能買，不能賣，以及目前TCX交易的碳權(Gold 
Standard, GS)不能抵碳費，將限制碳交易的流動性與價格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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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相關條文-影響碳價訊號發現
條文 內容 影響

第24條環評增量抵減 僅開放抵換、自願減量專案
及相關減量活動等國內碳權
或減碳活動

減少國際高品質碳權供給，影響TCX

流動性
恐將影響碳權需求及環評承諾開發單
位無法履約及碳權需求

第27條國外碳權抵換 尚未界定高品質碳權型態及
抵換比例

目前購買的碳權，無法抵減碳費，，
影響TCX流動性
將影響碳權需求及環評承諾開發單位
無法履約

第28條碳費徵收 碳權抵換碳費比例尚未界定 將影響碳權需求

第29條自主減量計畫 尚未開放/不能用碳權抵減自
主減量目標。

影響自主減量計畫成本有效性及意願
減少碳權需求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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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氣候法第24條)

 事業於開發行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達百分之十以上
者，應依本辦法規定進行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1.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比率每年至少百分之十，連續執行至少十年。

2. 其抵換來源如下：

一、執行本法第二十五條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取得之額度。

二、執行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取得之額度。

三、執行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非屬開發行為範圍之下列減量措施並計算取得之減
量效益：(恐有漂綠之嫌)

(1)汰換老舊機車為電動機車、汰換老舊汽車為電動車或油電混合動力車。

(2)燃煤或燃油設備改用沼氣或生物質為燃料。

(3)汰換照明設備為高效率照明設備、汰換漁船集魚燈設備為發光二極體(LED)集魚燈設備。

(4)汰換老舊農機為電動農機。

(5)汰換既有增氧設備為高效率增氧設備。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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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環境部，2023/10/12)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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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增量抵換需求大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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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哲良(2024)，國內自願性減量專案機制展望。

能源效率件數最多；低碳燃料轉換雖然較少，但是取得的碳權最多，主要是台電公司的
天然氣發電為主。

大多數是台電取得，非台電僅取得45萬噸CO2e (至2023年6月)，單通過環評承諾，增量
抵換需求合計1,521萬噸CO2e，每年有152萬噸CO2e碳權需求。(台綜院，2023)



國外碳權抵換(Article 27)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
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繳交碳費)

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第二項之超
額量。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扣除排放量或抵銷超額量之
比率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
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
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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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與優惠費率73

資料來源：環保署(2023/06)：解析氣候變遷因應法。



74

資料來源：環境部(2024)

非常
困難



配套一：依據2030年國家減碳目標，
做為雄心自主減量目標認定依據

自主減量目標猶如廠商的NDC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可稱『企業自訂減量貢獻』
(Industri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DCs)，建議應配合國
家NDC減量目標。

1. 自主減量目標應配合國發會已制定2030年24%減排目標。

2. 基於公平性，選定2018-2020年三年間的平均排放量為
基準排放量((全球2021年淨零起跑，產業已受到供應鏈
要求，已啟動自主減量)

3. 2024-2030年，合計7年，平均每年減排3.4%，設定為自
主減排目標基準值，可兼具公平性與雄心目標。

2024/4/22

75



配套二：達到具雄心的自主減量目
標，應免徵碳費

如果廠商達到自主減碳目標(例如3.5%)，可認定為
雄心的自主減量計畫，政府應予以免徵碳費，避
免二次成本負擔。

由於企業自主減量已協助政府達成2030年國家減
碳目標，再對企業徵收碳費，宛如變相處罰(要求
企業達到淨零)，將違背公平正義，容易形成反淘
汰現象 (減碳績效不佳者，反而負擔較低成本)。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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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三：建立台灣模式《巴黎協定第六
條》- 納入國際自願性碳權抵減碳費

瑞士與新加坡等實施碳稅國家，均已納入國際自願性碳權(例如經
查證碳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與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GS)等碳權)，例如瑞士允許12%碳權抵減碳稅(2022-2024

年將提高至15-20%)。新加坡政府與Verra簽屬備忘錄(2022/08)，
同意新加坡企業可以5%VCS碳權抵減碳稅。

受到國際政治限制，台灣無法參加《巴黎協定第六條》的國際減碳
合作機制，將衝擊我國減碳成本與目標落實。爰此，建議政府應建
立台灣模式《巴黎協定第六條》，界定與認定合格的國際自願性碳
權(例如流通性大及具公信力的VCS及GS)，並擴大抵換比例(例如
20-30%)，提高企業IDC的雄心，同時，可以抵減國家減量目標，促
進國家減量目標的達成，可謂「雙贏策略)(win-win strategy)。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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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流動性與碳價訊號關鍵因子

碳權供給：開放更多元與主流的高品質碳權

在碳交所設定的碳權標準(需滿足至少三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下，開放更
多來源與品項，例如查證碳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及當前國際
主流的碳移除碳權(CDR)(例如森林與溼地碳匯的碳權)，持續提供高品質碳
權選項，是當務之急。

碳權需求-創造碳權需求

1. 環境部應盡速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7條，公告更多元可抵換碳費
的高品質碳權品項與高抵換比例；

2. 增修第24條，允許企業可使用第27條公告的高品質碳權，抵減環評增量；

3. 鼓勵企業訂定淨零階段目標，可望維持穩定的碳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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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政府應善用台灣碳權交易所功能
 環境部應瞭解淨零(net zero) 是一個全球議題，善用《氣候法》的相關子法與配套，促進國內碳市場

流動性及價格訊號發現，提高與實踐國家NDC雄心目標。
 展望TCX機會：
1. 對外與國際接軌，發揮台灣特色《巴黎協定》第六條功能，引領台灣企業全球布局減碳及影響力；
2. 對內促進減碳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降低碳費履約成本、降低環評增量抵減成本、降低供

應鏈減碳成本 ；
3. 激勵國內減碳科技發展與開創淨零轉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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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碳權交易所
(TCX)

環境部
(NDC雄心目標)

國際碳權獨
立機構

事業單位
(縮短淨零距離)

引入國際高品質碳權
協調「對應原理」

國內高品質碳權認定(第24條) 國際高品質碳權(第27條)

帳戶與交易資訊管理

滿足環評增量(第24條)及碳
費抵減(第27條) 滿足自己減量目標與供應鏈要求

台灣特色《巴
黎協》第6條

全球減碳布局與影響力

國際高品質
碳權抵換



結語：發展台灣特色《巴黎協定》第六條

 環境部應摒棄「在國內減碳」及「碳權炒作」不適當認知。學習日本與韓國經驗，台灣應加速
發展台灣特色《巴黎協定》第6條，加強國際減碳合作，認知「台灣為全球減碳，就是為台灣
減碳」，拋棄不務實的「自己的碳自己減」思維，落實減碳國際合作(台灣特色《巴黎協定》第
6條)，提高NDCs雄心目標。

 應用碳權縮短淨零距離：台灣是製造大國，減碳成本高，應善用引入國際高品質自願性市場碳
權，鼓勵企業發揮減碳國際影響力，布局全球減碳，並創造碳權的產消者(prosumer)機會。

202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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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提高台灣碳交易所效率與功能

1.盡速取消只能買不能賣規定：提高流動性與價格訊號；

2.倡議企業訂定雄心減碳目標；

3.研析碳權的「對應調整」(Correspondence Adjustment, 

CA) 

4.國際連結：聘任國際專業顧問，以及加強與國際重要
自願性碳市場倡議聯盟與合作，例如IETA, Ecosystem 

Marketplace及ICVC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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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cmlee@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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