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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與發展趨勢

107年 3月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工廠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推動人員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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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歷經立法院三

屆委員會審查，第八屆委員提案及行政院版共計六版併同審議。

104年6月10日-12日立法院召開黨團協商會議達成共識結論。

104年6月15日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16次會議進行二讀、三讀通過。

104年7月1日總統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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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鄭汝芬委
員提案
「氣候變
遷調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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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彥
委員提案
「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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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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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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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

104.7.1

總統公布
制定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立法歷程

資料來源：環保署104年9月25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介

一、我國溫室氣體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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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溫管法)架構(6章34條5個附帶決議)

總則
(1~7)

政府機關權責
8~15

減量對策
16~23

教育宣導與獎勵
24~27

罰則
28~32

附則
33~34

立法目的(1)

主管機關(2)

名詞定義(3)

減量目標(4)

法律與政策規劃
管理原則(5)

方案或計畫基本
原則(6)

委託專責機構(7)

中央推動事項(8)

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減量推動方案、行動
方案(9)(10)

階段管制目標(11)(1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調
查、報告、輔導
(13)(14)

地方主管機關行動方
案(15)

盤查登錄規定(16)

獎勵用之效能標準
訂定 (17)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
易(18)(20)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9)

國內外額度抵換規
定21)

抵換額度產生及使
用規定(22)

現場檢查(23)

各級機關推動工作
(24)(25)

提供各式能源者宣
導責任(26)

績優者獎勵或補助
(27)

帳戶排放額度
不足(28)

盤查及登錄不
實(29)

規避、妨礙或
拒絕檢查(30)

查驗違法(31)

違反交易(32)

施行細則
(33)

施行日期
(34)

(3)立法說明：
•本法施行後
不再受理先
期專案申請
•配售額比例
於12年內增
加至10%

(8)立法說明：
中央有關機關推動
農、林、植林碳匯
額等事項規範

(20)立法說明：
•未訂定先期專案排
放強度之事業或排
放源之補償
•碳洩漏指標定義
•碳洩漏配套不適用
情形
•事業關廠、歇業或
解散之核配額收回

(20)立法說明：
核配額得分期保留

附帶決議：
1. 10年後排除溫室氣體列為空
氣污染物。

2.空污基金列為溫室氣體管理
基金收入來源截止日。

3.溫室氣體減量基金執行檢討
4. (9)目標達成情形列入年度主
管考績參考

5. (4)目標得視COP20調整

一、我國溫室氣體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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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溫室氣體三階段管理
 第一階段盤查申報將由現有空污法子法進行轉換。

 第二階段效能標準獎勵為鼓勵排放源於總量管制前先行減量。

 第三階段總量管制可強制要求排放源減量。

總量管制
及排放交易

效能標準
獎勵

強制盤查登錄
自願減量

管
理
措
施

•公告納管排放源
•逐步從免費核配到有
價配售方式規劃

•建置排放額度拍賣及
交易機制

•排放量定期申報
•查驗機構管理機制
•先期專案抵換專案

規
範
對
象

經公告之
排放源

分配減量責任
予排放源
所屬事業

•訂定效能標準獎勵
•鼓勵未公告之排放
源自願減量行動

「空氣污染防制法」

• 特定產業
• 排放量達25,000公噸

CO2e之排放源

法
源
依
據

•排放量定期申報
•查驗機構管理機制
•抵換專案

目前階段

104.7.1
溫室氣體管理及減量法

一、我國溫室氣體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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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目標 未來管制目標恐怕一路 產業減碳壓力大

註1：為達成國家減碳目標，除節能極大化外、能源供給低碳化外，尚須含碳匯、境外減量。
註2：能源燃料燃燒 87.55%、工業製程和生產使用 7.19% (水泥業、鋼鐵工業製程氧化還原反應)、農業 0.016% (化學肥料尿

素使用)、廢棄物 0.002% (焚化)

INDC

溫管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第4條)

 以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落實推動(第9、11條) 

國家自訂期貢獻(NDC)：呼應巴黎協定提出國家減量承諾，2030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BAU減量50% ，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減20%

一、我國溫室氣體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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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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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7.01

法律：
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

104.12.31

命令：
溫室氣體抵換專
案管理辦法

105.01.05& 105.01.06

命令：
1.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
錄管理辦法

2.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施行細則

105.01.17

命令：
第一批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

106.03.15

命令：
溫室氣體排放
源符合效能標
準 獎 勵 辦 法

106.03.28

命令：
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及管制方
式作業準則

106.07.10

命令：

低碳產品

獎勵辦法

1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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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中央主管機關)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能
源

製
造

住
商

農
業

運
輸

部門排放管制目標
(五年為一階段)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五年為一階段)

第一期(2020年)階段管制目標
•環保署106.11.23召開公聽會

•環保署106.12.12提報諮詢委員會

•行政院於107年1月26日核定

國家及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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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路徑採先緩後加速

266.038Mt

2005
2007

276.992Mt

NDC目標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願景：2025年較基準年減10%為努力方向。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願景：2030年較基準年減20%為努力方向。

 國家減碳路徑規劃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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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門第一期(2020年)階段管制目標

 第一期(2020年)階段管制目標各部門採非齊頭式減量分配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能源部門

12%

製造部門

52%
運輸部門

13%

住商部門

20%

農業部門

2%
環境部門

1%

2020年

CO2

CO2

CO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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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適用對象(第三條)：公告之排放源經查驗機構查證其符合效能標準及達

成溫室氣體減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效能標準獎勵之排放額度。

排放源
執行

溫室氣體
盤查登錄

環保署
審查

審議會
決議後
核發

獎勵額度

查驗機構

盤查數據
減量數據

查驗機構查證

排放源
執行

減緩措施

向環保署提出申請
依據公告行業別或
製程別之效能標準

查證總結報告

國家溫室氣
體登錄平台

排放源
符合

效能標準值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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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不符合資

格：

廠商需先努

力符合資

料。

效能
標準

 符合效能標準之門檻，再計算其減量實績。

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

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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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管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溫管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六款

符合資格：

廠商可藉由執行溫

室氣體減緩措施，

取得效能標準獎勵

額度。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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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標準獎勵額度

排放源

符合效能標準

•為一門檻
值，由中
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
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訂定之

•採行業製
程別公告
方式

原物料取代之溫室氣體
減量(非燃料燃燒)

氟碳化物之
溫室氣體移除量

節能（製程、空壓機、
馬達、照明、空調、鍋

爐等）

執行減緩措施

 經第三者
查證後

 得申請效
能標準獎
勵額度

獎勵額度

減 量 績 效

認 定 原 則

減 量 績 效

計 算 原 則

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查核指引

爭取公告為製造部門查證辦法

二、產業相關之溫室氣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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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前的減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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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製程) Product (variations) Values

鋼鐵
(一貫式、電弧爐)

鋼胚、碳鋼鋼胚、
不銹鋼鋼胚、H型鋼、
不銹鋼熱軋鋼捲(板)

0.14 ~ 2.17

tCO2e/噸鋼鐵產品

水泥 熟料
0.821 ~ 0.917

tCO2e /噸熟料

液晶顯示器
玻璃基板(5世代以下、

5.5世代以上)

0.031 ~ 0.308

tCO2e / m2玻璃基板

半導體
晶圓

(< 6”, 8”, 12” & 12”DRAM)

0.426 ~ 1.894

kgCO2e/cm2晶圓

電力

汽力機組
(燃煤、燃油、天然氣) 0.355 ~ 0.882

tCO2e/度複循環機組
(燃煤、燃油、天然氣)

至2015年7月停
止受理申請

環保署-先期專案排放強度認定基準

 五種行業公告排放強度

2011年6月公告水泥、半導體、電力、鋼鐵、液晶顯示器等產業製程

三、總量管制前的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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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抵換專案

 註冊 : 專案計畫書經環保署認可之查驗單位確證

 額度核發 : 監測報告經環保署認可之查驗單位查證

 減量方法：氣候公約CDM執行委員會認可之減量方法，或經環保署

認可通過之減量方法

專案案例：

再生能源抵
換專案

基線情境

太陽能

專案情境

化石燃料之發電

替代之電力

減量
(外加性)

三、總量管制前的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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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經濟部與工總及鋼鐵、石化、水泥、造紙、人纖、棉布印染、絲綢印染、複合
材料、半導體、面板等11個產業公協會承諾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

參與
工廠

提報
減量績效

協助各公會召開
工作會議
協助工廠於3月
底前至平台填報
減量計畫與減量
績效

上網核對及修正
減量績效後，通
知工廠再確認
視需要，派員赴
廠進行現場核對

由工業局召開專
家諮詢會議確認
減量績效
各公會彙整提出
行業年度自願減
量績效報告

彙整工業部門自
願減量績效報告
作為對外宣傳努
力成果及跨部會
協商之依據

工作
重點

核對/修正
減量績效

確認
減量績效

對外
公布/協商

三、總量管制前的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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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實施時機與條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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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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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
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已實施

四、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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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二十、二十一條
National Registry in place since 

2007;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National Registry in place since 

2007;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National Registry in place since 

2007;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
則，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減量額度來自於國內抵換專
案

National Registry in place since 

2007;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逐步從免費核配至有償核
配

National Registry in place since 

2007; trad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總量
長程目標為西元2050年回到
2005年排放量50%以下（5年
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

每年排放量超過25,000噸者
應強制申報，須經第三方查
驗

管制
對象

登錄
平台

自96年國家登錄平台開始上
路，交易平台建置中

核配

境內
抵換

境外
抵換

MRV

ional Reing platform for 

domestic credits under 

development

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
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台幣
1,500元為上限

罰則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納入總
量管制之排放源

四、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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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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