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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質影響
愈加強烈

淨零排放已經從需要因應的趨勢，

變成必須實際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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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對企業實質影響愈加強烈

• 全球減排共識：京都議定書、
巴黎協定、IPCC最新氣候報告
、各國減碳目標。

• 國際組織倡議：
• SBTi 科學基礎減量倡議目標
•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議
• EV100國際電動車倡議
• CDP 碳揭露專案
• DJSI 永續評比道瓊永續指數

國際趨勢

•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2023開始試
行，2026年正式課徵
碳關稅。

• 美國清潔競爭法案草案
(CCA)：2024年實施，
沒有試行期。

貿易協定 國內法規

• 環境部：氣候變遷因應法
徵收碳費。

• 金管會：要求企業減碳及
資訊揭露。
−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
−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

事項準則 國內企業與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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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實質影響

許多國際品牌、國內大廠

也陸續加入如 SBTi、

RE100等氣候倡議，宣示

減碳目標及減碳路徑，展

現企業永續發展的決心，

並帶動供應鏈廠商同步減

碳，要求進行碳盤查或宣

示減碳目標，無法配合減

碳的供應商，就可能從合

作名單中被排除。

SBTi 科學基礎
減量目標倡議

鼓勵企業以科學基
礎衡量減碳目標，
設定有助於控制地
球升溫不超過2℃
、甚至1.5 ℃的減
碳目標。

RE100 百分百
再生能源倡議

企業必須公開承諾
2020至2050 年間
達成100% 使用綠
電時程。

EV100

國際電動車
倡議

公開承諾2030 年
至少達成其中1項
：自有/租賃車隊
電動化、為員工/

客戶安裝充電設施
、服務合約要求使
用電動車。

EP100能源
生產力提升
倡議

成員以能源生產力
加倍，實施能源管
理系統，與淨零碳
排建築減緩全球暖
化速度。

Climate 

Action 100+

氣候行動倡議

承諾採取行動減少
價值鏈中的溫室氣
體排放，並加強氣
候變遷相關財務資
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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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協定實質影響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項目 美國清潔競爭法案草案(CCA)

試行：2023年~2025年(進口商仍需申報碳排
放量，但不課稅)

實施：2026年正式課徵碳關稅
時程

實施：2024年實施，沒有試行期

初期列入高碳排產業（水泥、電力、化肥、鋼
鐵、鋁業），並擴大到氫氣、部分間接排放，
以及鋼鐵業下游的螺釘、螺栓等產品

課徵
項目

能源密集型的產品，包括化石燃料、精煉石油產品、
石化產品、化肥、氫氣、己二酸、水泥、鋼鐵、鋁、
玻璃、紙漿、紙張和乙醇

歐盟以外國家/地區，不包含冰島、列支敦斯登、
瑞士等

課稅
地區

進口商與美國國內製造商

CBAM憑證價格，依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TS)

每週碳權拍賣平均收盤價計算
課稅

以「國內環境成本」定價而非碳權，也就是以個別
廠商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作為課徵碳稅的依據

✓ 申報量可扣除免費排碳額度(2034年終止)

✓ 出口國若已實施內部碳定價(碳稅/費)，可申
請減少憑證認購

減免
條件

低度開發國家，即符合美國法律規定減碳標準國家
可豁免

註：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每單位GDP/營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註：目前ETS碳費每公噸九十歐元（約台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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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法規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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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收費率

子法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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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款專用
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
變遷

優先用於輔導、補助及獎勵
• 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 溫室氣體減量、研究及開發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補助相關機關
補助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執行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自主減量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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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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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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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或法規修正 目的 適用對象 推動重點

2022.3.3

推動「上市櫃公司永續
發展路徑圖」

促使企業訂
定減碳目標
及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

上市櫃
公司

⚫ 採分階段推動方式。
⚫ 要求全體上市櫃公司於2027年前完成溫室氣體
盤查，於2029年前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之查證。

2021.12.7

修正「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作業辦法」

擴大編製永
續報告書範
圍及提升揭
露品質

上市櫃
公司

⚫ 自2023年起，實收資本額2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
公司應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

⚫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名稱修改為永續報告書
⚫ 要求化學工業及金融保險業增加應揭露指標及
取得第三方驗證。

⚫ 規範上市櫃公司應就報告書編製與驗證建立相
關作業程序。

2021.11.30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
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強化公開發
行公司資訊
揭露內容

公開發行
公司

針對ESG資訊揭露之附表增訂揭露指引，引導公
司揭露較為重要之環境及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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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的
技術與實績
工研院是台灣產業的推手，也是企

業淨零排放的最佳實踐夥伴。



儲能系統專案驗證服務
建置儲能系統的關鍵服務

系統
安全

維運
要求

審查
驗證

落實減碳也要供電穩定

儲能系統為多組件、複雜且需高度整合

系統，建置經驗及實績相當重要。工研

院依據經濟部法規提供儲能系統專案驗

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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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學校
補足電力領域人才缺口

社會
教育

職業
教育

學校
教育

展開電力電網人才培育工作

發展建置線上學習頻道與提供隨選閱讀

等新學習模式，聚焦智慧電網、充電樁

與電力市場等9大系列培訓，為培育電力

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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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地熱電廠
李長榮集團

活用
地熱

先進
技術

智慧
管理

活用不具自湧能力的地熱井

與李長榮子公司全陽地熱合作引進施蘭

卜吉公司之電潛泵設備，增加地熱發電

產能。並發展智慧數據管理模式，針對

易損壞設備，可提前7天預知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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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軟硬整合解決方案
起而行綠能

專利
技術

方案
整合

聯手
企業

打造淨零能源整合方案

開發非均流充電專利技術，搭配起而行

綠能快充充電樁及雲端整合方案，可減

少4成電力契約容量。後續攜手和泰集團

與士林電機推動新創，強化充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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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高效率馬達
大同公司

國際
規範

設備
效率

場域
應用

與國際大廠同步領先

協助大同公司提升馬達效率提升至IE4高

效率規範等級。結合變頻驅控技術，提

升馬達效率，用於桃園機場捷運站空調

系統。可節省20%至30％的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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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變局的
供應鏈服務
台灣的企業以彈性與快速因應著稱

，服務方案也要與時俱進。



問題多元 產業與技術別有所差異，供應鏈夥伴各有不同問題。

揭露不足 供應鏈夥伴對碳排收集與計算能力不一。

整合不易 核心廠與供應鏈夥伴大多各自推動減碳。

知能落差 核心廠與供應鏈夥伴知能程度不一。

供應鏈減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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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減碳準備度加速中

減碳共識
使企業主要成員對減碳
有相同的認識與共識

減碳方案設計
找出減碳熱點並設計具
共識性的減碳規劃

客製減碳作法
•媒和技術、專家
•研發計畫規劃與撰寫

供應鏈廠商整合
•領頭核心廠商
•上下游廠商
•淨零科技技術

輔
助
支
援

1

管理層無動於衷，或即
使他們有聽過相關新聞，
也沒有具體的執行方法

2

全公司減碳策略不明確，
僅有幾個部門或業務知
曉及試行

3

已經有全公司的減碳策
略，並有部分部門或業
務開始執行

4

已經有全公司的減碳策
略，並且有跨部門、跨
業務的推動方案

5

全公司的減碳策略延伸
至供應鏈或價值鏈

減
碳
準
備
度

減碳策略部分、
發散的實施

以全公司為基礎的減
碳策略，跨部門執行

以供應鏈/價值鏈為基
礎，實施減碳策略

未著手減碳 實施部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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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減碳的先行者

1. 台達電協助供應鏈碳盤查

◼ 自訂企業內部碳價每噸三百美元，遠高環保署初步規畫每

噸碳費台幣一百元，宣示決心。

◼ 提供教育訓練資源，協助廠商先從「碳盤查」做起。

2. 友達年年都派員用電健診

◼ 與供應商一起減少製程能耗與節水，合作提升包材回收率。

◼ 提供用電健診與改善建議，攜手十九家耗能較大的供應商，

每季申報自身工廠用電量及節電措施，

3. 台泥幫供應商盤點碳足跡

◼ 供應商大會明確宣示要一起努力達成二○五○年碳中和

◼ 分享資源幫供應商盤點碳足跡，不符合標準將選擇價格高

與碳足跡少的料源。

©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著作 18



其他想告訴
大家的事情
其實可以推動的做法不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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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關注的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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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國發基金投資比率及鼓勵投管公司投資綠色企業

運用國發基金 100 億元投資資金，與民間專業投管公司，共同投資
具發展潛力之國內中小企業，協助中小企業拓展綠色業務，未來擬
提高國發基金與民間投管公司搭配投資比例由原 1：1 提高至 2：1

，以挹注企業發展淨零碳排所需资金。詳情請見信保基金官網：https://reurl.cc/7D2dyd

淨零程度與貸款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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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會有系統性輔導嗎

碳權交易所上市，企業面臨碳焦慮
台經院：需系統性輔導。

「碳交易制度引發社會疑慮」，台灣碳權交易所

7日正式上路，但申請碳權程序繁瑣，碳定價尚

未確定，導致企業無所適從，所以政府制定法律

時，可以採用「先鬆再緊」的方式，先解決企業

接軌國際的需求，再要求落實具體減碳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