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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減量⽬標直接連結

碳定價機制

§25 ⾃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
       ＊扣除碳費排放量
       ＊抵銷總量管制之超額量
       ＊增量抵換
       ＊扣除排碳差額（碳洩漏）       

§27 國外減量額度
      ＊扣除碳費排放量

       ＊抵銷超額量

§24 環評增量抵換

污染者付費原則

實質減量

碳費 ⾃願性碳市場 總量管制與
排放交易



空污費                     ←→ 碳費

                                                                    ↑                                               ↑
    ↓                                               ↓ 

空污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            ←→ 與排放交易



碳定價機制

＊對齊2.5萬噸之盤查⾨檻

＊減緩衝擊

2.5萬噸免徵⾨檻 ⾦管會「上市櫃公司
永續發展路徑圖」

2027年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盤查

←→

↓

1. 隨盤查資料的完善，應否隨之檢討︖

2.  如何與階段管制⽬標連結︖



1. 是補貼排碳⼤⼾，非中⼩企業。
2. 形同免費排放額度，如何與總量管制核配額整合︖
3. 未將階段管制⽬標納入考量，構成違反不當連結禁⽌︖

2.5萬噸免徵額度的正當性︖



* ⽬標共同⼿段不⼀
* ⼈類歷史發展的遺緒
* 以國家作為減碳主體的難題
* 從國家⾛向區域整合到全球溫室氣體減量

全球治理的氣候變遷視角



* 科技創新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負⾯效應
* 以經濟為誘因的減碳⼿段如何促成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的⽬標

   碳定價機制可能衍⽣的問題

   綠⾊經濟成長的迷思

   碳定價徵收之資⾦使⽤分配及公平

   技術移轉的必要性

遲滯轉型的風險社會



＊ 氣候變遷的根本性問題：⼈權保障及環境保障
＊ 臺灣在全球氣候變遷治理下的角⾊定位及⽬標
＊ 科技創新與經濟⽣活的⽴基點：⼈權保障及恢復⽣態系統與⽣物多樣性
＊ 臺灣的遲滯轉型

     氣候風險的社會認知
      政府與⼈民、多元角度的風險溝通
      跳脫綠⾊經濟發展回歸以溫室氣體治理為本的經濟⽣活思維
      碳定價的公平性：⼤型企業與中⼩企業的資源取得
      ⾼占比的再⽣能源的溫室氣體排放成本

⼩結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