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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氣候變遷相關
法規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
FCCC)

• 1992年5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1994年3月21日生效

• 公約第二條訂定最終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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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

• 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

• 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範圍

• 公約締約方自1995年起每年召開會議

• 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

• 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

每個國家自己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計畫。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推動事宜



COP21 巴黎協定重點



格拉斯哥氣候協定(Glasgow Climate Pact)

• 2021年 COP26
– 格拉斯哥氣候協定(Glasgow Climate Pact)

– COP26: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 減少使用煤炭，提供發展中國家資金適應氣候變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q3WcTJYgM


設立「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的全球基
金
為排碳不多，卻飽受氣候災難的窮國提供財政援助



資料來源：https://zerotracker.net/ (截至2023.4.3)

已入政策文件目標討論政策宣示

已達淨零 無訂定目標立法

國內生產總值 人口排放

國家

130/198

淨零目標宣示現況

地區

120/713

城市

245/1,177

企業

850/1,992

已宣示數量/全部數量

全球198個國家，已有130多國宣示2050淨零排放目標

宣示→政策→法令→企業

各國陸續宣示淨零，勢必影響企業經營

88% 92% 85%

https://zerotracker.net/


✓ 2023_Global Stocktake : 全球盤點

✓ 2024_Natioal Inventory Report on NDCs

✓ 基於各國自定貢獻基礎下，自1990年迄今的溫室氣體排放

✓ 2025_New Financial Commitment Due

✓ 設定新的經濟到期承諾，討論更新NDCs

✓ 2028_ Global Stocktake : 全球盤點

✓ 2030_Communicaye new or updated NDCs，討論更新NDCs

✓ 2031_Decision on a common timeframe for NDCs

✓ 2050_Net-Zero Emission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未來



國外相關法案及目標

✓ 國際智庫(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

✓ 2005-2020年通過1,774部氣候變遷相關的法案或是政策

✓ 立法規範配合中長期執行計畫推動國內低（無）碳化或強化經濟與環境氣候韌性為主要
方向，



減碳目標入法國家之明訂目標、期程與目標

國家 法案名稱 法定目標

英國 2008年「氣候變遷法」 2050年較1990年減量100%（原為80%，2019年6月27日上修）

歐盟

2009年「氣候能源包裹指令」 2020年較1990年減量20%（呼應哥本哈根協議）

2011年「2050低碳經濟路線圖」
2030年較1990年減量40%、2040年較1990年減量60%、2050年較199
0年減量80%

2014年「2030年氣候與能源框架」 2030年較1990年減量40%

2018年「2050年長期減量策略」 2050年達成碳中和

墨西哥 2012年「氣候變遷法」 2050年較2000年減量50%（具目標修正機制）

瑞士 2013年「二氧化碳法」 2020年較1990年減量20%

臺灣 2015年「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50年較2005年減量50%（具目標修正機制）

法國 2015年「邁向綠色成長之能源轉型法」
2030年較1990年減量40%
2050年較1990年減量75%

芬蘭 2015年「氣候變遷法」 2050年較1990年減量80%（不包含歐盟碳交易制度下之排放量）

瑞典 2018年「氣候法」

2020年較1990年減量40%、2030年較1990年減量63%
2040年較1990年減量75%（不包含歐盟碳交易制度下之排放量）

2045年淨排放量為0

荷蘭 2019年「氣候法」 2030年較1990年減量49%、2050年較1990年減量95%

德國 2019年「聯邦氣候變遷法」 2030年較1990年減量55%、2050年較1990年碳中和



◼ 2026年正式施行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碳關稅)

CCA(清潔競爭法案)

國際淨零政策機制

◼ 徵收碳價，初期以一噸碳5
5美元計算，預計2024年

◼ 石油提煉產品、石化產品、
肥料、氫氣、己二酸、水
泥、鋼鐵、鋁、玻璃、紙
漿跟紙製品、乙醇等

碳排放量變成

國際產品成本

No ESG
No Money

推動淨零
產業總動員

環境部(環保署)
《氣候變遷因應法》

金管會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 碳費正式上路

◼ 碳揭露
1.運用資金與投融資決策力
2.強化資訊揭露
3.增強氣候韌性
4.協助金融機構對產業支持

國內淨零政策法規

公司治理評比加分

(112.2.15)

國內外淨零政策法規上路產業總動員



CBAM

•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2021年7月14日公布Fit for 55，將在2030年前達成溫室氣體淨排
放量相較於1990年減碳標準減少55%
• 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草
案，

– 預計2023年起試行3年，初期要求進口鋼鐵、鋁、水泥、肥料及電
力產品須申報碳排放量。

– 2026年正式實施：進口商必須購買憑證，作為進口產品碳排放量
的繳交費用，價格則依歐盟每週碳權拍賣的平均收盤價格計算。

– 產品生產國若已徵收碳費或實施碳排放交易制度，產品進口到歐盟
將可減免碳關稅；

– 避免違反WTO貿易歧視條款，進口貨品含碳量可扣除歐盟的免費
核配額度

– 碳含量低於免費核配量，可免購買CBAM憑證。
– 提案關係到相關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相關利益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86&pid=214805
https://e-info.org.tw/node/231700


CCA

• 美國國會提案制訂《清潔競爭法案》

• 美版碳邊境稅，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

– 參考美國產品平均碳含量為基準，對超過平均基準之進口產品及國內製

造產品徵收二氧化碳排放費用

• 執行方式

– 2024 至 2025 年：凡碳含量低於基準之產品無需繳納碳費； 若碳含量超

過基準，對超出部分徵收 55 美元/噸的碳費，並 每年調升 5%

– 2026 至 2027 年：產品範圍向下游延伸，若進口加工產品中 含有 500 

磅為 CCA 徵收碳費的產品對象，亦 須被徵收碳費；

– 2028 年後：若進口加工產品中含有 100 磅為 CCA 徵收碳費 的產品對

象，就須被徵收碳費。

– 有CCA 每年徵收碳費之 75% 將用於資助製造業投資於減少碳足跡所需

的新技術。

– 25% 將存入由國務院管理的基金，協 助發展中國家脫碳。

https://webline.sfi.org.tw/download/resh_ftp/CG/IFDD/220703%E6%B0%B8%E7%BA%8C%E9%87%91%E8%9E%8D-%E7%BE%8E%E5%9C%8B%E5%9C%8B%E6%9C%83%E6%8F%90%E6%A1%88%E5%88%B6%E8%A8%82%E3%80%8A%E6%B8%85%E6%BD%94%E7%AB%B6%E7%88%AD%E6%B3%95%E6%A1%88%E3%80%8B.pdf


環境部(環保署)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19

◆環保署於105年1月7日依據溫管法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應於每年8月31日完成前一年度全廠
（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

◆環保署於111年5月23日修正「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草案，其名稱並修正為「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排放源」



第一批排放源登錄
✓民國110年盤查登錄共計289家
✓第一批排放源之直接排放量共累計233.9百萬公噸CO

2e。
✓行業別：電力業之排放量為最大宗，累計約127百萬
公噸CO2e，占總排放之54.3 %，其次則為鋼鐵業

第二批排放源登錄
✓製造業：各製程排放源全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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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https://www.fsc.gov.tw/websitedowndoc?file=chfsc/202209281337100.pdf&filedisplay=%E7%B0%A1%E5%A0%B1.pdf


1.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 溫管法子法

3. 階段管制目標

02

溫室氣體管理法



✓ 立法原則

➢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
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
責任，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 規範我國長期減量目標、政府機關權責、溫室氣體減量對策及教育
宣導

✓ 國內整合決策機制及未來參與國際合作之橋樑

✓ 共分6章，計34條

✓ 第一章總則7條

✓ 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計8條

✓ 第三章減量對策計8條

✓ 第四章教育宣導與獎勵計4條

✓ 第五章罰則計5條及第六章附則計2條

✓ 104年7月1日由總統令公布施行

1.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溫管法架構



✓ 名詞定義

✓ 溫室氣體

✓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
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

✓ 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
量。

✓ 氣候變遷

✓ 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
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
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 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 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
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 減量

✓ 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 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
業。

✓ 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
稽核之作業。

✓ 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 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第一章總則



✓ 包含環境基本法精神

✓ 溫管法第5條明定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管理規劃原則應包括：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
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
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
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
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
室氣體排放。

第一章總則



✓ 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精神內國法化

✓ 溫管法第6條明定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基本原則包括：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
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
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
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一章總則



✓ 溫管法第8條：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事項共分為17項

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



中央與地方分層推動

✓ 溫管法第9條

✓ 中央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則須依據前述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第15條）

✓ 溫管法設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供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動減量及調適工作。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0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1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2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3


第三章減量對策

✓ 階段管理策略

✓ Step1

✓透過盤查登錄制度掌握重大排放源排放量

✓獎勵及補助機制，鼓勵自願減量行動

✓訂定排放源效能標準及相關自願減量誘因機制，鼓勵事業儘
早進行減量

✓ Step2：推動落實

✓研擬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推動期程

✓分階段公告排放源並訂定階段排放總量目標

✓透過交易及專案抵換等彈性機制，逐期推動落實。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 溫管法第18條

✓ 我國應參酌國際情勢及完備國內配套制度後，報請行政院公告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 對於業者設定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限制

✓ 透過減量抵換與交易方式以較低成本達成減量目標。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 溫管法第19條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 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以不低於30%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
為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第四章教育宣導與獎勵

✓ 24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宣導及協助民間團體推展

✓ 25條：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
率產品或服務

✓ 26條：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27條：中央獎勵或補助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



第五章罰則



第五章罰則



2.溫管法相關子法

✓ 依溫管法訂定執行12項法規命令及5項行政規則

✓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 階段管制目標

• 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溫室氣體排放部門之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行動方案

✓ 事業排放源之管理

✓ 推動排放源盤查查驗登錄制度

✓ 建構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證之碳排管理機制

✓ 鼓勵事業及早採行減量行動

✓ 參考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精神及作法

✓ 業者採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措施者，依實際減量情形核發減量額度



2. 溫管法相關子法

分類 子法名稱 溫管法法源 發布/修正日期

法規
命令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33條 105.01.06 發布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 第11條 106.03.28 發布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第16條 105.01.05 發布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第16條 105.01.07 發布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第16條 105.01.07 發布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第22條
104.12.31 發布

107.12.27 修正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第22條
106.03.15 發布

108.01.11 修正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19條 105.01.30 發布
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 第27條 104.12.25 發布
低碳產品獎勵辦法 第27條 106.07.10 發布
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
計畫作業辦法

第27條 107.11.13 發布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第20條 107.12.19 發布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5953&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B8%9B%E9%87%8F%E5%8F%8A%E7%AE%A1%E7%90%8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887&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9%9A%8E%E6%AE%B5%E7%AE%A1%E5%88%B6%E7%9B%AE%E6%A8%99%E5%8F%8A%E7%AE%A1%E5%88%B6%E6%96%B9%E5%BC%8F%E4%BD%9C%E6%A5%AD%E6%BA%96%E5%89%87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5954&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9%87%8F%E7%9B%A4%E6%9F%A5%E7%99%BB%E9%8C%84%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1&kw=%E7%AC%AC%E4%B8%80%E6%89%B9%E6%87%89%E7%9B%A4%E6%9F%A5%E7%99%BB%E9%8C%84%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9%87%8F%E4%B9%8B%E6%8E%92%E6%94%BE%E6%BA%90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5951&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8%AA%8D%E8%AD%89%E6%A9%9F%E6%A7%8B%E5%8F%8A%E6%9F%A5%E9%A9%97%E6%A9%9F%E6%A7%8B%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5&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A%B5%E6%8F%9B%E5%B0%88%E6%A1%88%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883&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6%BA%90%E7%AC%A6%E5%90%88%E6%95%88%E8%83%BD%E6%A8%99%E6%BA%96%E7%8D%8E%E5%8B%B5%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5947&kw=%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7%90%86%E5%9F%BA%E9%87%91%E6%94%B6%E6%94%AF%E4%BF%9D%E7%AE%A1%E5%8F%8A%E9%81%8B%E7%94%A8%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9&kw=%E4%B8%80%E8%88%AC%E5%BB%A2%E6%A3%84%E7%89%A9%E6%8E%A9%E5%9F%8B%E5%A0%B4%E9%99%8D%E4%BD%8E%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7%8D%8E%E5%8B%B5%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086&kw=%E4%BD%8E%E7%A2%B3%E7%94%A2%E5%93%81%E7%8D%8E%E5%8B%B5%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399&kw=%E8%A3%9C%E5%8A%A9%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B8%9B%E9%87%8F%E7%AE%A1%E7%90%86%E5%8F%8A%E6%B0%A3%E5%80%99%E8%AE%8A%E9%81%B7%E8%AA%BF%E9%81%A9%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8%A8%88%E7%95%AB%E4%BD%9C%E6%A5%AD%E8%BE%A6%E6%B3%9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437&kw=%E6%96%B0%E8%A8%AD%E6%88%96%E8%AE%8A%E6%9B%B4%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6%8E%92%E6%94%BE%E6%BA%90%E6%8E%92%E6%94%BE%E9%87%8F%E8%A6%8F%E6%A8%A1


2. 溫管法相關子法

分類 子法名稱 溫管法法源 發布/修正日期

行政規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專案
貸款信用保證實施要點

-

103.09.04 發布

103.10.29 修正
105.03.11 修正
106.02.23 修正
108.05.28 修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認可審議會設置要點

第22條

105.01.04 訂定

105.09.09 修正
108.08.26 修正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設
置要點

第11條

105.01.28 發布

105.05.17 修正
106.02.14 修正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審議會設置要
點

第13條
105.10.11 發布

106.02.14 修正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第9條
106.02.23

行政院核定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第9條
107.03.22

行政院核定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第9條
107.10.03

行政院核定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編碼作業要點 第3條 108.05.22 發布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0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4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2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556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0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1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2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537


3. 階段管制目標

✓ 達成溫管法第 4 條規定的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 於 139(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

✓ 溫管法第 11 條：五年為一階段

✓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階段管制目標

✓ 溫管法第3條第20款階段管制目標

✓ 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
之管制總量。

✓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基準年2005年）

✓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降至260.717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

✓相較基準年（94年）減量2%

✓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2025年降至241.011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

✓相較基準年（94年）減量10%

✓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願景：2030年維持減20%為努力方向，滾動
式檢討



✓ 環保署於107年12月27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類別

✓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小於5,000瓩、節電量小於2,000萬度/年或
溫室氣體排放量總減量小於2萬公噸CO2e/年

✓申請者僅需論證減量非屬法規應遵循事項即可提出

✓簡化申請作業程序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45




1.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2.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3.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4.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

5. 產業溫室氣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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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領與方案



✓ 法源依據：溫管法第9條第1項規定所擬訂

106年2月23日奉行政院核定

✓明確推動溫室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總方針

✓行動綱領參酌巴黎協定及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及秉持
減緩與調適兼籌並顧的精神，

✓明列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的10大基本原則

✓ 內涵

✓溫室氣體減量6大部門

✓氣候變遷調適8大領域及政策配套，並啟動跨部門的因應行動

✓ 目標：健全我國面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達成我國溫室氣體長期
減量目標，以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1.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 基本原則：宣示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方向

✓遵循巴黎協定、蒙特婁議定書吉佳利修正案

✓考量各種環境議題的共同效益→推動綠色金融及碳定價機
制、非核家園願景

✓將調適及減緩策略納入環境影響評估考量、韌性發展，並
與國際接軌。

✓ 政策內涵

✓ 氣候變遷調適八大領域

✓溫室氣體減緩六大部門

✓呼應各界意見強化公眾參與、綠色金融、碳定價及教育宣
導等面向的政策配套。

基本原則與政策內涵



基本原則與政策內涵



✓ 111年1月10日行政院核定「第二期（110年至114年）溫室
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 推動方案內容

✓階段管制目標

✓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別減
量策略

✓明確劃分中央各部會在溫室氣體減量及能力建構推動事
項上的權責分工

✓ 達成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整合跨部會量能共同推動減碳工作

✓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產業與民眾參與，落實各項減量
具體行動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六大部門推動策略



落實六大部門評量指標，致力達成減量目標



八大政策配套





✓ 溫管法第9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據推動方案訂定部門溫室氣
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落實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 部門別行動方案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 各部門行動方案簡介

✓能源(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製造(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運輸(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住商(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農業(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環境(點選可見詳細介紹)

3.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56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57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58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59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60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doc_page/61




✓ 溫管法第15條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推動方案及部門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
方案

✓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 成果

✓ 22縣市執行方案已於108年核定完成

✓ 110年公布最新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 原則

✓ 依據地方特色，發展因地制宜策略

✓ 以民生議題為主，優先推動住商運輸部門行動

✓ 優先提出可執行、可量化、具成本有效性之策略

✓ 促進民間參與，擴展公私夥伴合作

✓ 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透過地方治理落實執行

✓ 跨局處整合推動，組織明確分工

✓ 各縣市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

4.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tw_special/53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tw_special/53


✓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三章減量對策(第16條至第23條)

✓ 排放源之排放量盤查、總量管制實施前之效能標準訂定、總量管制之目標訂定。

✓ 企業執行階段管理策略

✓ 中央主管機關透過盤查登錄制度掌握重大排放源排放量

✓ 符合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

✓ 109年底，累計登錄287家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222.77百萬公噸CO2e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42.36百萬公噸CO2e。

✓ 鼓勵國內產業早期投入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規劃抵換專案及減量方法之案件申請及管理專區，並作為
減量額度核發認可之窗口。

✓ 相關機制均完備後

✓ 參考國際氣候談判情勢及維護我國產業競爭力的原則

✓ 研擬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推動期程

✓ 分階段公告排放源並訂定階段排放總量目標

✓ 透過交易及專案抵換等彈性機制，逐期推動落實。

5.產業溫室氣體管理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43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


ISO14064-1盤查及ISO14064-2減量抵換



https://ghgrule.epa.gov.tw

講義資料來源

https://ghgrule.epa.gov.tw/
https://ghgrule.epa.gov.tw/


1.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2.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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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

環保署將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20明定收取碳費機制






溫室氣體密集度 (Greenhouse gas intensity) :六種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與gdp比值
二氧化碳密集度則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與gdp的比值。



減量目標：2050比2005減量50%





























































2.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說明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