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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抵換專案原則與發展目的 

•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抵換專案原則與發展目的 

• 總量管制下的抵換 

受總量管制事業 

被管制對象A 被管制對象B 

可
賣
出
配
額
量 

須
購
買
或
執
行
減
量 

取
得
排
放
額
度
抵
換 

非受總量管制事業 

經
核
可
減
量
額
度 

交易平台 

Cap 

自願減量者C 自願減量者D 

經
核
可
減
量
額
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
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
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 

核配額度：排放量允許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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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換專案為參考國際CDM機制發展，為溫管法各階段均可運作之專案類型 

• 「碳權」：溫管法下經由1)抵換專案、2)符合效能標準獎勵、3)非總量管制公告
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之減量額度 

• 申請機制(現階段)：「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04.12.31.訂定） 

• 認可機制：「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105.01.04.訂定） 

計畫書 確證 註冊 監測 查證 額度 

•第三方查
驗機構 

•專案申請者 •第三方查
驗機構 

•減量審查專
案小組 
•審議會 

•專案申請者 
•減量審查
專案小組 
•審議會 

太陽光電 化石燃料發電 
再生電力替代 

基線情境 專案情境 

抵換專案原則與發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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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抵換專案發展路徑 

預期將執行某項減量專案(或是執行中) 

依照專案減量措施類型找尋
可能適用的減量方法類別 

預估專案規模及確認專案類型 
 大規模、小規模 
 計畫型、方案型 

鎖定某項減量方法，判定符合適用條件及具備外加性 

 國外(CDM EB) 
 國內 

依據環保署格
式撰寫抵換專
案計畫書 

環保署認可第
三方查驗機構
確證 

提送環保署註
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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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規模減量方法(AM)Large-scale Methodology 

• 大規模整合型減量方法(ACM、AR-ACM) 
Large-scale Consolidated Methodology 

• 小規模減量方法(AMS)Small-scale Methodology 

• 大規模林業減量方法(AR-AM) 
Large-scale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Methodology 

• 小規模林業減量方法(AR-AMS) 
Small-scale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Methodology 

1.能源工業 9.金屬製造業 

2.能源分配業 10.來自燃料(固定、油及氣體)之逸散 

3.能源需求業 11.來自鹵化碳及氟硫化物製造程序之逸散 

4.製造工業 12.溶劑之使用 

5.化學製造業 13.廢棄物處理及棄置 

6.建築業 14.造林與植林 

7.運輸業 15.農業 

8.礦業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類別 減量方法：提供專案規劃，以及確證與申請註冊之依據 

減量方法依規
模與類型區分 

國 際 CDM 、 國
內環保署認可之
減量方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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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量方法組成要件： 

1. 適用條件：對象及減量措施 

2. 計算公式/工具：基線及專案排放量，減量效益 

3. 監測要求：專案實施後，須納入監測之參數 

 小規模: 

Type 1：裝置容量不超過15MW的再生能源專案 

Type 2：每年節能量不超過60GWh的能效提升專案 

Type 3：其他類型專案每年減量低於60ktCO2e 

 大規模: 

專案容量/節能量/減量大於小規模限制或屬於整合型專案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類別與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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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量方法分類表(methodology categ
orization table)：由產業別分類，再
歸納減量方法，加速搜尋 

 減 量 方 法 家 族 樹(methodology fa
mily tree)：區分不同技術的減量方法 

 減量方法簡要表：協助概要性的了解
及確認減量方法是否適用 

 減量方法概述：對減量方法內容作進
一步描述，以初步判斷減量方法是否
可能適用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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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措 

施種類 
範疇/產業別 

應用類型 

減量方法分類表 

(methodology categorization table) 

可能適用之減量方法編號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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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量 方 法 家 族 樹 

(methodology family tree)-再生能源類型 

措施歸類 

可能適用之減量方法編號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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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及
名稱 

減量方法技術與相關要求 

(簡易概述) 

減量效益來源示意圖 

(基線與專案概念圖) 

減量方法概述：若判定可能適用本減
量方法，即可至CDM網站下載完整減
量方法進行細部評估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減量方法概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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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I.B. Supply sid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 generation 

供應端能源效率改進：電力或熱力生產 

最新改版
日期 

   2007/7/27 (第9版)  

應用現況   國內外均有應用案例 

方法適用
情況 

1.基線與專案技術均應用化石燃料生產能源 
2.再生能源專案不適用(如AMS-I.C. 或 AMS-I.D.) 

基線情境 持續目前情況，如使用既存、效率較低的化石燃料燃燒設備 

專案情境 
設置較高效率能源生產技術，和/或全面取代既存低校率設備，
和/或改造既存能源生產設備，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及GHG排放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案例 



 專案範疇 

本類型包含提升石化燃料發電機組效率之技術或措施，此類型技術或措施可
用於既有電廠或新建設施，主要係透過減少電力供應或熱力系統所需的能源/
燃料消耗。 

序 適用條件 說明與佐證 

1 
化石燃料發電機組能源效率提升的技
術或措施，以減少化石燃料消耗 

符合，本案係既有電廠氣渦輪機
組能效提升，減少燃料使用 

2 針對既有電廠或新建設施之能效提升 
符合，本案係既有電廠氣渦輪新
核心配件(含燃燒室)升級計畫 

3 
最大節電量為每年60 GWhe，相當於
最大節能量為180 GWhth的發電機組
年燃料投入量 

視計算結果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方法選用建議方式 

AMS-II.B. Supply sid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 generation 

供應端能源效率改進：電力或熱力生產 
案例 



 定義：在專案邊界內，若是沒有執行抵換專案時，最有可能的溫室氣
體排放情況 

 CDM 第48點規範(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M&P)列出3種基線
形式 

 既有現況或歷史排放 

 考量投資障礙，採行最具經濟效益的技術之排放情形 

 過去5年在社會、經濟、環境與技術條件相似的專案，採前20%之
平均排放量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基線情境判定 

依據減量方法要
求判定基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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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基線情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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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量計算方式依減量方法規定，有不同的計算公式及參數選用條件。 

 

減量效益 = 基線排放量(BE) – 專案排放量(PE) – 洩漏排放量 (LE)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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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線排放量通常為”未來”沒有執行專案的狀態下將產生之排放量 

–在執行減量措施後，”基線”的情境就不再存在，因此，實際計算
時必須以歷史數據或未來的數據估算基線排放量 

–常見基線排放量計算項目包含 

• 基線下將繼續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量 

• 基線下將繼續耗用的電力/熱能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計算(基線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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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排放量為實施專案後，因專案設備或措施產生之排放量 

–常見的專案排放量來源包含 

• 專案設備或措施使用之化石燃料 

• 專案設備或措施使用之電力/熱能等 
 

 實施減量專案後，即以專
案實際數據進行專案排放
量計算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計算(專案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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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洩漏排放量為發生在專案邊界以外且與專案活動相關之排放量 

–減量方法多無特別提供洩漏排放量計算公式，需自行發展合理公式
與參數進行計算 

• 常見的洩漏排放來源為因專案活動淘汰的設備移出專案邊界外
(如賣給其他工廠)並繼續使用 

 

 
實施專案之工廠 

其他工廠 

設備A 

(使用高碳密集度化石燃料) 

設備B 
(使用低碳密集度化石燃料) 替

換 

專案邊界 

設備A 

(使用高碳密集
度化石燃料) 

賣出並 

繼續使用 

溫室氣體
洩漏排放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減量計算(洩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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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加性，係指執行抵換專案所造成降低之排放量或增加之碳匯量，優於未執行抵換專案之情況 

• 抵換專案應依清潔發展機制之外加性原則分析，並具備外加性 

• 接受政府補助、躉購或其他形式收購之抵換專案，應確認其具備投資外加性 

Step 1 

法規分析 
找出符合法規的專案活動之替代方案 

Step 2 
投資分析 

Step 3 
障礙分析 

Step 4 
普遍性分析 

二選一 

小規模專案 
大規模專案 

接受躉購者 

敏感度分析
是否顯示該
專案在財務
上並非最具
吸引力，或
完全不具財
務吸引力？ 
 

(1)在沒有抵換專
案下，是否至
少有一項障礙
讓專案無法實
行，且 

(2)是否至少有一
個替代方案並
不會受到上述
障礙影響？ 

(1)沒有相似的活動 
(2)若有相似的活動，

是否可合理說明其
餘相似活動與專案
活動不同之處？ 專案具外

加性 

A.簡言之，外加
性是用來證明
減量係因為碳
權誘發 

B.目前環保署審
查係參考清潔
發展機制公告
之分析工具 

C.分析工具包含:
大/小規模專案
外加性分析、
投資分析、普
遍性分析等等 

• 「外加性」定義與流程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20 



步驟 內容 

Step1 
法規外加性 

 列舉除專案施行外其他合法之替代方案 
 描述專案地區相關法令並未要求專案執行 

Step2 
投資分析 

 證明抵換專案在各項替代方案中非最具財務吸引力 

Step3 
障礙分析 

 至少有一項障礙讓專案無法實行，且至少有一個替代方案並
不會受到上述障礙影響 

 投資障礙 
 技術障礙 
 現行做法障礙 
 其他障礙 

Step4 
普遍性分析 

 補充證明前述分析結果，作為可信度確認 
 鑑別該地區相似減量專案執行情況並依CDM規範分析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外加性」定義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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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鑑別可能涉及的法規與標準 

 專案中可能涉及的相關法規，如能源管理法相關(鍋爐效率標準)、環保相
關法規(如空氣污染、水污染等)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等 

(2)是否符合相關法規 

 專案實施及邊界內涉及之相關法規符合性說明 

 專案實施非因法規規範之說明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外加性： 1.法規分析 

• 外加性： 2.投資分析 

http://ghgregistry.epa.gov.tw 22 



說明減量專案執行可能會遇到的障礙，CDM提供4項說明方法，擇一
說明即可 

• 投資障礙：描述除專案外，尚有其他具較高排放量方案相較專案具投
資吸引力 

• 技術障礙：描述除專案外，尚有其他具較高排放量但低技術門檻與風
險之方案 

• 現行做法障礙：描述依據一般作法或現行規範相較於專案具有較高排
放量 

• 其他障礙：描述任何其他特殊理由，如制度障礙或資訊障礙等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 外加性：3.障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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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計算適當產能或產出為專案活動總設計產能或產出範圍的±50% 

 步驟二：鑑別相似的專案(含CDM與非CDM)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專案位於合適的地理區域; 

(b)專案活動應用於相同設施; 

(c)專案使用相同能源/燃料及進料作為專案活動，專案活動技術轉換的應用於設施上; 

(d)專案應用的工廠其生產物品或服務，具有相等的品質、特性及應用區域 

(e)專案的產能或產出在合適的範圍內，以第一步計算; 

(f)專案開始商業營運時間早於本專案計畫書公開(於全球利益關係者的協商會)或早於
專案起始日，以較早時間為準 

 步驟三：以步驟二鑑別專案，區分非CDM專案註冊(專案活動不提出註冊申
請)且未進行查證，紀錄件數為Nall 

 步驟四：相似的專案以步驟三作鑑別，區別那些應用不同技術的專案件數，
紀錄件數為Ndiff 

 步驟五：計算F=1-Ndiff/Nall 

• 外加性：4.普遍性分析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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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加性：4.普遍性分析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普遍因子F=1-Ndiff/Nall <0.2且Nall - Ndiff<3 

普遍因子 F=1-Ndiff/Nall ，表示在該區域內與提案使用相同技術或做

法的比率，若比率小於20%則顯示提案使用的技術或作法非普遍 

Nall - Ndiff<3，整體案件數與使用不同技術案件數的差異小於3 

 Nall，係指該區域內相似專案中，非屬CDM註冊專案亦無進行查

證的整體案件數 

 Ndiff，係指相似的專案但不同技術的案件數 

25 



設備剩餘壽齡認定工具 

” 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quipment” 
Option (a): 設計操作時數 

 由製造商提供相關資料 

Option (b): 專家評估 

 獨立的專家具有此類型設備評估剩餘壽齡的相關經驗，評估分析資料

包含: 

• 設備操作歷史資料，以鑑別設備過去性能、設備翻新、故障/意外

事故、效能提升/退化與替代等情況 

• 設備近期實際操作與維護資料 

• 實際替代的特定部門/工廠之文件資料 

• 設備需進行測試，如磁粉檢測、超音波測試及冶煉分析等資料 

 專家應將其使用的評估方法與計算，及其專業評估說明，且所有的評

估資料應提供給指定查驗機構(DOE)進行查驗 

Option (c): 直接採用25年設計值 

• 其他工具應用(視減量方法要求)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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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名稱 版本 

電力系統排放係數計算工具 第5版 2015/11/27 

外加性論證與評估工具 第7版 2012/11/23 

併案通案原則 第3版 2015/2/20 

基線、專案和或洩漏之電力消耗排放計算工具 第2版 2015/11/27 

基線情境及外加性論證整合性工具 第6版 2015/7/24 

設備剩餘壽齡評估工具 第1版 2009/10/16 

普遍性分析指引 第3.1版 2015/6/3 

微型規模專案活動之外加性論證 第7版 2015/10/16 

• 其他工具應用 

抵換專案發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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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註冊 

1、申請書 

2、查驗機構出具之計畫型抵換專案確證總結報告 

3、經確證之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內容如下： 

（1）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2）基線計算方法 

（3）外加性分析 

（4）減量或移除量計算說明 

（5）監測方法 

（6）專案活動期程 

（7）環境衝擊分析 

（8）公眾意見 

4、已申請先期專案者，應檢具抵換專案減量不重複計算文件 

5、未向其他國內外機關（構）重複申請減量額度文件 

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計畫型抵換專案文件需求 

(二) 計畫型抵換專案額度申請 
1、申請書 
2、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總結報告 
3、經查證之監測報告書，內容： 
（1）減量執行單位基本資料 
（2）監測成果 
（3）數據品質及減量成果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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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型抵換專案文件需求 

(三) 方案型抵換專案計畫書註冊 
1、申請書 
2、查驗機構出具之方案型抵換專案確證總結報告 
3、經確證之方案型抵換專案計畫書及子專案計畫書各一份；其方案型抵換專案計畫書
內容如下，子專案計畫書並應依方案型抵換專案計畫書內容項目填寫且具備一致性： 
（1）減量方法組合應用說明 
（2）基線計算方法 
（3）外加性分析方式 
（4）子專案之新增條件 
（5）減量或移除量計算說明 
（6）監測方法 
（7）專案活動期程 
（8）環境衝擊分析 
（9）公眾意見 
4、未向其他國內外機關（構）重複申請減量額度文件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已註冊之方案型抵換專案，應檢具申請書、未向其他國內外機關（構）重複申請減量額
度文件、查驗機構確認之子專案計畫書及評估報告，上傳至指定資訊平台，始得申請新
增子專案註冊 

(四) 方案型抵換專案額度申請 
1、申請書 
2、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總結報告 
3、經查證之監測報告書，其內容如下： 
（1）減量執行單位基本資料 
（2）監測成果 
（3）數據品質及減量成果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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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案活動描述               

 (2)減量方法描述及應用說明 

 (3)外加性分析                 

 (4)減量或移除量計算說明 

 (5)監測計畫                   

 (6)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7)環境衝擊分析               

 (8)公眾意見描述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 計畫型抵換專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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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概述 

(一)專案名稱 本專案名稱、PDD版次、日期、專案類別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公司簡介、專案角色說明 

(三)專案活動描述 
專案活動目的、減量技術、資金來源說明、對永續
發展的貢獻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專案地點、專案範圍、預計減量成效 

•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1.能源工業 9.金屬製造業 

2.能源分配業 
10.來自燃料(固定、油及氣

體)之逸散 

3.能源需求業 
11.來自鹵化碳及氟硫化物製

造程序之逸散 

4.製造工業 12.溶劑之使用 

5.化學製造業 13.廢棄物處理及棄置 

6.建築業 14.造林與植林 

7.運輸業 15.農業 

8.礦業 

參與機構
名稱 

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名稱A • 私人企業 
專案規劃與執

行者 
名稱B • 政府部門 專案補助者 
名稱C • 金融機構 專案合作者 
名稱D • 私人企業 專案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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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線計算方法描述 

項目 概述 

(一)專案活動採用減量方法 引用之減量方法說明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說明 

(三)專案邊界內包括的排放源和
氣體 

確認基線與專案排放源及種類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可行替代方案與方案的選擇說明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符合法規外加性，以及投資障礙、技術障
礙、普遍性障礙或其他障礙 

(六)減量/移除量計算公式描述 減量方法公式描述 

•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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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適用條件)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CDM AMS-III.B 化石燃料替代 ver.17 

適  用  條  件 適用性 適  用  原  因 

1.本減量方法包含工業、住宅、
商業、機關或電廠之化石燃
料轉換。 

符合 本專案燃料以天然氣取代重油，屬
化石燃料轉換。 

2.工廠燃料轉換可於單一元素
製程或多個製程，若是轉換
成複合燃料則不適用本方法。
基線與專案情境均使用單一
燃料。 

符合 

本專案屬工業設施進行燃料重油轉
換為天然氣，未涉及雙重或複合燃
料使用。 

註:重油油槽已廢除，本專案僅以天
然氣為單一燃料。 

3.本減量方法適用於新設施及
既有設施之翻新或汰換。 

符合 本專案為既有設施翻新。 

4.燃料轉換亦可能提高能源效
率，若專案活動主要是藉由
燃料替代以減少排放，則適
用本方法。 

符合 本專案以低碳燃料轉換為專案減量
來源。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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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概述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 基線排放量、專案排放量及排放減量 

(二)計入期計算摘要 單年期間基線與專案排放量及洩漏說明 

三、減量計算說明 

四、監測方法描述 

項目 概述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依據減量方法要求詳列監測項目與量測方法 

(二)監測計畫之描述 監測項目與數據蒐集方式說明 

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項目 概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燃料轉換後起算至新設備使用年限 

(二)專案計入期 採用10年固定型或7年展延型 

•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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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減量計算)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案例 

基線排放量  BEy  = EFBSL ╳ QPJ,y 

EFBSL = ( FCoil,BL,y ╳ NCVoil ╳ EFCO2,oil  ) / QBSL,oil 

基線排放量 (tCO2e/y) =  基線排放係數 (tCO2e/MWh)  ╳ 專案活動淨 輸出熱量 (MWh/y) 

基線排放係數 

基線排放係數 (tCO2e/MWh) 

 =  (基線燃料耗用(kL/y)  ╳  燃料熱值(kJ/kL) ╳ 燃料排放係數(tCO2e/kJ) )  / 基線淨輸出熱量(MWh/y) 

專案排放量 PEy = FCPJ,y ╳ NCVFF,PJ,y ╳ EFFF,CO2,PJ 

專案排放量 (tCO2e/y)  =  專案燃料耗用(km3/y)  ╳  燃料熱值(kJ/km3)  ╳  燃料排放係數(tCO2e/kJ)  

減量效益 = 基線排放量 – 專案排放量  ERy = BEy－ PEy 

CDM AMS-III.B 化石燃料替代 ver.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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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概述 

(一)施工期間對環境影響 如開挖工程、管線施工的噪音與揚塵對環境的影響 

(二)專案執行期間對環境
的影響 

原則上改用低碳燃料可有效降低污染 

六、環境衝擊分析 

七、公眾意見描述 

項目 概述 

(一)調查對象 
廠內相關人員、鄰近廠家以
及周遭居民 

(二)調查方式 問卷調查、電話或現場調查 

(三)意見彙整 問卷回收及資料彙整統計 

• 計畫書架構與內容 

 抵換專案計畫書撰寫 

受訪類別 部門/對象 問卷數 

公司員工 

XX課 5 

YY課 2 

其他單位 8 

居民 鄰近居民 15 

鄰近廠家
與廠商 

施工工程廠商及
鄰近廠商 

19 

總份數 49 

回收率100%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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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Consultants Co. 

經濟部能源局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敬請提問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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