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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碳費相關法規

•現行規劃碳費制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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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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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5條

3.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 參酌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分析及情境推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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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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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劃。

四. 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
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五. 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
業機會及綠色成長。

六. 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
體排放。

七. 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
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八. 為推動自然碳匯，政府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
自然碳匯，該區域內新增碳匯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族共享，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開發、利用或限制，應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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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27條

1.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
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2.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扣除排放量或抵銷超
額量之比率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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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
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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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28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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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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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
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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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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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4.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
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
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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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29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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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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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3.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
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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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30條

第31條

1.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2.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

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1. 第三十一條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

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

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

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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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33條

1.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 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 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 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 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 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
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 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
政工作事項。

七.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 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 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 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9



碳費制度
特點

1.本法碳費採下游課徵方式
• 根據各事業場所之溫室氣體直接與間接排放
量，從量課稅

• 非上游課徵。上游課徵之徵收時點：
1. 化石能源燃燒排放量：各種化石能源使用量之

進口（如煤、LNG）或出廠（如汽油）時

2. 製程排放：盤查登錄申報

2.不對上游的電力業者課徵碳費，只對下
游業者的直接與間接排放量課徵碳費
• 環境部規劃徵收對象為部分行業、以及大排
放源
• 不課徵碳費的部門

• 電力產業、運輸部門（用電及用油）、住商部門、
工業部門的中小排放源

3.碳費收入用途受限於執行溫室氣體減量
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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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收費辦法（草案，2024年1月3日）

•碳費應繳費額
• 碳費應繳費額 =排放量 ×收費費率

• 資料來源：2023年12月29日環境部完成碳費收費辦法草案新聞附件

• 碳費應繳費額 = (排放量 − 2.5萬公噸𝑪𝑶𝟐𝒆) ×收費費率
• 資料來源：2024年1月3日環境部「碳費徵收子法推動進度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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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查對象
• 事業符合「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公告附表規定之排放源

• 碳費徵收對象
• 符合盤查對象，且
• 年排放量2.5萬噸以上之製造業及電力業



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告
「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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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2023/11/23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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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Accession/Publi
cInformation.aspx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GhgDownl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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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B%A0%E5%AE%B6%E5%90%8D%E5%96%AE/111%E5%B9%B4%E5%BB%A0%E5%AE%B6%E5%90%8D%E5%96%AE.pdf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Accession/PublicInformation.aspx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57.0%

化學材料、

其他化學製

品、石油及

煤製品、肥

料製造業, 

21.3%

基本金屬製

造業, 13.0%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4.1%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2.5%

紙漿、紙

及紙製品

製造業, 

1.3%

機械, 

0.1% 食品業, 

0.2%

紡織業, 

0.4%

111年盤查資料直接排放量產業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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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直接排放量 224MtCO2e

化學材料、

其他化學製

品、石油及

煤製品、肥

料製造業, 

44.3%

基本金屬製

造業, 22.8%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7.2%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21.0%

紙漿、

紙及紙

製品製

造業, 

2.6%

機械, 

0.3%

食品業, 0.5% 紡織業, 1.1%

111年盤查資料直接+間接排放量產業別占比

（不含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11年直接+間接排放量 151MtCO2e
（不含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化學材料、其

他化學製品、

石油及煤製

品、肥料製造

業, 46.1%

基本金屬製造

業, 24.0%

非金屬礦

物製品製

造業, 7.3%

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 19.0%

紙漿、紙及紙

製品製造業, 

2.5%

機械, 0.2%
食品業, 0.3%

紡織業, 0.6%

111年盤查資料直接+間接排放量產業別占比

（不含電力及燃氣供應業，2.5萬噸免費額度）

111年直接+間接排放量 138MtCO2e
（不含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5萬噸免費額度）



現行規劃碳費制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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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劃碳費制度之不足
1. 2.5萬噸免費額度

• 低碳費，再加上此免費額度，導致絕大多數廠商無誘因減碳，因而我
國難以達成2030年減碳24%的目標

1) 喪失核心價值與放棄轉型契機
• 核心價值
• 世代正義的道德責任
• 促進當代所得分配公平
• 已開發國家的國際義務
• 污染者付費原則與公益者獎勵原則
• 風險預防（預警）原則

• 契機
• 融入國際社會的契機
• 產業轉型的契機
• 社會轉型的契機

2) 缺乏公平性
• 將盤查法規只用於非高排放密集產業的2.5萬噸盤查標準，
• 轉用於收費辦法：2.5萬噸免費標準用於高排放密集產業及非高排放密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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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的環境管制會促使創新與進步
■ 良好設計的環保制度不但會改善環境品質，而且會增加國際競爭力

Michael E. Porter, 1991.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Scientific American



現行規劃碳費制度之不足
2. 根據111年盤查資料與碳費收費辦法草案，徵收碳費的排放量約為全國GHG排放量的

46%，涵蓋比例不高
• 不課徵碳費的部門

• 電力產業、運輸部門（用電及用油）、住商部門、工業部門的中小排放源
• 對其他排放源之電力消費之間接排放54Mt徵收碳費

• 約為全國GHG排放量的18%
• 約為電力供給直接排放127Mt的43%

• 其他排放源直接排放97Mt
• 約為全國GHG排放量的33%
• 約為電力以外其他排放源直接排放170Mt的57%

• 給予2.5萬噸免費配額
• 徵收碳費的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總計為138MtCO2e

3. 碳費制度再加上免費額度，導致絕大多數廠商無誘因減碳，難以達成2030年減碳24%
的目標
• 減少化石燃料使用

• 電力部門：減少電力消費（碳費規範40%）、減少化石燃料（無）
• 產業部門：減少能源消費（碳費規範52%）、減少化石燃料（碳費費率低誘因不足）

• 促使創新與投資
• 電力部門：增加再生能源與負碳技術（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無）
• 產業部門：增加低碳技術與負碳技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碳費費率低誘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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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劃碳費制度之不足
4. 現行碳費課徵僅能減少部分電力消費量，無助電力部門轉型，而電力部門排放量約占全

國GHG的43%

• 目前2050淨零電力政策較多考量增加再生能源，但應考量如何減少化石燃料

• 電力部門的碳定價制度

5. 現行碳費課徵方式是下游課徵，且初期徵收對象只針對製造業大排放源

• 現行碳費制度不對電力部門、運輸部門（用電及用油）、住商部門、及工業部門的中小排放源課徵

6. 只課徵部分產業部門，具有減少排放量誘因，但碳費費率若過低，產業缺乏誘因做轉

型投資

• 2024年減量成本約為 4,300 NTD/tCO2，除碳成本約為 7,000 NTD/tCO2

• 優惠費率制度以及其他各種為了避免碳洩漏的補貼措施，會更降低減碳及轉型投資的

誘因

• 碳邊境調整機制（氣候法第31條，CBAM）：最恰當的為了避免碳洩漏的政策工具

7. 碳費徵收與收入運用規劃不利所得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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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政策配套規劃建議

• 應改為碳稅，課徵時點

• 上游在各種化石能源使用量之進口（如煤、LNG）或出廠（如汽油）時

• 對高排放密集產業產業的製程排放

• 易於執行，執行成本低，符合公平正義及減碳效率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政策工具

• 2100前必須償還全部碳債，用負碳技術移除大氣中累積的溫室氣體存量
• 剩餘碳預算：科學家已經知道為了避免溫升大於1.5℃，大氣中還能夠容許排放的
淨GHG總量

• 碳債：現在全球的碳預算，大約只剩8年就要用完，之後的新增排放量就是碳債
• 若不提早進行減碳與除碳，碳債將累積更多，2050年之後必須移除更多

• 碳稅收入

1. 儲蓄至除碳基金，只用除碳基金的利息與收益收購負碳服務，本金可繼續累積

2. 用於返還人民，以改善所得分配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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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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