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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

112年 3 月 29日

「扣件產業CEO減碳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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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氣候變遷因應法架構1

氣候變遷因應法減
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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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結語4



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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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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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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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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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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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因應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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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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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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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防堵碳洩漏以及有效的碳定價

防堵碳洩漏(CL)

進口產品和歐盟製造產品(基礎工業材料)的碳價格相同

 減少相對第三國的競爭劣勢
 避免工業生產外移

 引入產業碳價格
 強化溫室氣體排放「可

量測、可報告與可查證」
(MRV)量能

 增加拍賣收益
 傳遞碳價格訊息

給予第三國激勵措施逐步廢除歐盟免費配額取代免費配額作為防堵
碳洩漏的工具

減緩氣候變遷的激勵措施

對內

• 避免違反WTO
最惠國待遇原則

• 避免廠商重複付
費

對外

核心理念

Source: Umwelt Bundesamt DEHSt,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in EU, 20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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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進口商（申報者）：每年提交進口商品碳排放量的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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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因在第三國支付的碳價而減少

1.1.2026:
CBAM證書申報
及提交義務

逐步取消 EU ETS 中
的免費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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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3:
義務報告

電力 水泥與相關
製品

鋁製品鋼鐵製品

肥料 氫能

規範內容(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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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023

10.01

• 受監管實體是位於歐盟的進口商

• 每季向歐盟委員會（於共同平台）申報商
品的直接及間接隱含碳排量（不須查驗）

• 海關當局向歐盟委員會報告進口 CBAM
產品數量與類型、進口商和原產國

• 在歐盟委員會通知後，各國海關當局對
未符合規定情況下實施糾正程序

• CBAM 貨物的進口商必須是授權為
CBAM的申報人

• 每年提交申報書（附查證報告書副本）

• 每年5/31繳交CBAM憑證

 減去 EU ETS 中的免費配額

 扣除第三國支付的碳價，以避免重
複計費

2034

過渡時期 CBAM全面運作

逐漸減少EU ETS的
免費配額

最終收取全部碳價

2026

01.01

規範內容(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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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023

10.01
2034

過渡時期 CBAM全面運作

2026

01.01

法令訂定期程

• 歐盟執委會刻正進行CBAM正式文本定稿程序，預期今
年3月底公布，並於5月上旬公布施行細則。

• 過渡期僅須進行資料申報，近期相關子法修訂亦將著重
申報規則部分，預計於今年10月過渡期開始前公布申報
指南。

• 歐盟在過渡期期間將透過進口商申報數據及持續蒐集資
料並與各國討論，作為訂定2026年方正式施行時第三方
查證及碳定價抵減等規範之參據。

2023.3月底

公布CBAM

正式文本

2023.5月上旬

公布施行細則

(implementing act)

2023.10月前

公布申報指南

(guideline)

訂定第三方查證、碳定價抵減等規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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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

關鍵議題
• 目前為鋼鐵產業

• 後續若擴大，應為EU ETS有納管之行業製程別
影響的產業

• 該減免申請僅有在原產國已實際支付碳價的前提下，方能要求減免

• 認可的碳價包括排放交易制度、碳稅費 (tax, levy, fee) 制度

我國碳費徵收部
分可否被扣除

• 歐盟認為目前仍在CBAM初期階段，過渡期並未要求進行查證，後續
規劃朝簡化申報負擔的方向努力

我國查驗機構的
查證是否被承認

• 進口商須申報進口貨品的直接、間接排放量（實際排放量，不包含
額度抵減）；EU ETS第4期已不接受使用減量額度遵約

廠商購買減量額
度可否抵減

• 歐盟表示瞭解供應鏈的問題，強調將朝儘可能精簡、避免
廠商重覆支付碳費的方向設計

上游廠商針對中
間產品繳交之碳
費可否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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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

我國GHG列管對象

製造鋼胚及後續軋延加工 CBAM管制產品

我國鋼鐵業產業鏈與歐盟CBAM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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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2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如：液化石油氣、天然氣…)

能源間接(如：電力使用)
圖片來源：https://www.chunyu.com.tw/TW/product.html。

因應今年10月起出口至歐盟產品須申報產品碳含量，環保署將持續掌握

CBAM申報相關規定及格式，並與經濟部共同輔導受影響產業進行申報

作業。

https://www.chunyu.com.tw/TW/produ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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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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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國際碳關稅 (第31條)

因應國際經貿情勢審慎評估施行

• 進口公告產品申報碳排量

• 依排碳差額繳交減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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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3

公告事項一

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適用對象

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如附表。

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盤查登錄期限

公告事項二

應於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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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第一批－(105年1月7日)

行業製程別（發電、鋼鐵、水泥、半導體、薄膜電晶體液晶顯

示器、石油煉製等行業）、

各行業：化石燃料燃燒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

以上之排放源

第二批－(111年8月8日)

製造業：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產生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以上者。

• 掌握排放來源: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 以管制編號為單位，應盤查登錄全場(廠)溫室

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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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3

• 111年應盤查登錄110年排放量計2 8 9家，其直接排放量為2 3 3 . 8 7  百萬噸

C O 2e、間接排放量為44 .2  百萬噸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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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89家

電力業，27場(廠)
127百萬公噸CO2e，54%

鋼鐵業，27場(廠)
32百萬公噸CO2e，14%

水泥業，7場(廠)
9百萬公噸CO2e，4%

煉油業，4場(廠)
19百萬公噸CO2e，8%

半導體業，61場(廠)
4百萬公噸CO2e，2%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26場(廠)
1百萬公噸CO2e，<1%

各行業化石燃料燃燒2.5萬噸，137場(廠)
41百萬公噸CO2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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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3

• 運用環保署試算工具，依燃料種類或用電情形輸入活動數據(使用量)，可進行溫

室氣體排放量估算。

網址：https://ghgregistry.epa.gov.tw/epa_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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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3

我國研擬效能標準流程

參考國際(如歐盟)已訂
定產品標竿值

我國目標產品確立

目標產品排放強度
計算範疇及邊界

實廠輔導業者

蒐集國內目標產品
排放強度，訂效能標準

及效能標竿草案

與產業座談
取得共識

公告
效能標準及效能標竿

Step1.
設定目標產品

Step2.
目標產品排放強度
計算範疇建立

Step3.
訂定效能標準
及效能標竿

產品效能標準

 氣候法第23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

合效能標準

 效能標準及前向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及查核之規定由中央主關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歐盟鋼鐵業訂定之產品標竿

鋼鐵

焦炭

燒結礦

熱鐵水

鋼材製造
（電弧爐）

電弧
高合金鋼

鐵鑄造

焦炭製造程序

鐵礦燒結程序

生鐵或鋼品
製造程序

鐵金屬製造
或加工程序

非鐵金屬製造
及加工程序

ETS納管製程 產品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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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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費之徵收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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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定期
檢討之。 (第28條)

氣候法減量對策-碳費徵收

• 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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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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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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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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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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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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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法減量對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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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量額度用途

供 需

3

大帶小促進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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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 歐盟CBAM將於今年5月上旬公布相關施行細則，10月前公布申報指南，政府相

關部會均會持續關注，如產品碳含量計算方式、第三方查驗與碳定價抵減規範等

項目內容，以便提供國內產業即時資訊及後續因應建議。

• 另環保署會與經濟部合作，依據歐盟CBAM規範之產品含量計算方式，輔導產業

建立產品碳含量資訊，以利提供歐盟進口商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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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