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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市場交易現狀與趨勢及 
歐盟第三階段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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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利用碳權交易創造溫室氣體減量誘因，已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量

策略之一，也是遏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最經濟、有效的方法。在目前的碳權交

易市場中，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

為全球唯一且最大的跨國、跨部門排放交易體系。2007 年市場交易金額，占全球

碳市場總交易金額近 8 成，約達 50,097 百萬美元之規模，說明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已成為國際間發展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之重要指標，未來也將持續引領全球碳權

交易市場。  

依據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規劃，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及排放交易制度，

將可能成為我國工業與能源部門未來最經濟有效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工具。因此，

我國應持續關注全球排放交易政策的重要議題與發展趨勢，以作為後續制定溫室氣

體減量政策之參考。本文謹蒐集、彙整、回顧國際碳市場之發展情況，尤其探討歐

盟排放交易體系過去實施經驗及變化，並說明歐盟排放交易體系最新執行情形及制

度發展，以作為我國建立交易法制、平台、盤查、查證機制等相關配套措施的參考。 

 

【關鍵字】排放交易、碳權交易市場(或碳市場)、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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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利用碳權交易提供溫室氣體減量誘因，已經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

量政策之一。近年來，各國政府紛紛建置「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 ET)」制度、

以及鼓勵「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共同減量(Joint 

Implementation, JI)」、並積極推動自願性減量，期以明確且良好的市場訊息來遏止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成長，達成減緩全球暖化、同時能維持經濟發展的目標。由世

界 銀 行 (World Bank, 2008)最 新 發 佈 的 「 2008 碳 市 場 交 易現狀與趨勢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可以證明全球碳權交易市場(又簡稱碳市場)

逐漸萌芽、成長。  

綜觀目前國際間各先進國家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政策，大多皆已朝向總量

管制排放交易制度(cap and trade)進行。由於，排放交易為一市場導向之經濟政策

工具，除了有諸多證據顯示其為兼具「有效減量」及「降低成本」雙重特性之政策

工具，亦符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及「最低成本(the 

lowest cost)」措施防制氣候變遷之基本精神。因此，若能由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

搭配總量管制制度，將可使其機制在總量管制之限制下，提供調整彈性，以讓參與

者透過自由市場交易而降低為達管制標準所需付出之成本，並且有效達到排放管制

目標。  

在目前的碳權交易市場中，以歐盟在 2005 年 1 月成立的「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為全球唯一且最大的跨國、

跨部門排放交易體系。依據世界銀行公佈資料顯示，2007 年EU ETS之交易規模，

占全球碳市場總交易金額將近 8 成，約達 50,097 百萬美元，確立了EU ETS在國際

間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的指標地位。據瞭解，EU ETS不僅是歐盟最主要的溫室

氣 體 減 量 政 策 工 具 之 一 ， 未 來 同 時 也 將 持 續 主 導 全 球 碳 市 場 交 易。 歐盟 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於今(2008)年 1 月 23 日提出「歐盟能源及氣候計畫(Climate 

A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ackage)」草案，便將強化並擴大實施EU ETS作為該

計畫之減量策略主軸，並針對 2013 年開始之EU ETS第三階段(third trading period)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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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提出建議，以確保未來EU ETS能確實遏止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  

有鑒於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規劃之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將可能成為

我國工業與能源部門未來最經濟有效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工具。因此，我國應持續

關注全球排放交易政策的重要議題與發展趨勢，以作為後續制定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之參考。本文謹蒐集、彙整、分析國際碳市場之發展情況，尤其探討 EU ETS 過去

實施經驗、變化、及未來趨勢、規劃，並說明 EU ETS 最新執行情形及制度發展，

以作為我國建立交易法制、平台、盤查、查證機制等相關配套措施的參考。  

二、全球排放交易市場的現狀與趨勢 

1.碳權市場交易現狀  

世界碳權交易市場是由下而上發展 (bottom-up)，由於執法機構和地方利益

團體扮演的角色，因此世界各地發展出許多不同的碳權交易制度。在早期，新

興的碳市場曾面臨許多爭議，如政治策略獨厚特定企業或產業、碳額度供需訊

息的取得不易、額度分配規則不明等等問題。如今，各國政府長久以來在執行

減緩氣候變遷的行政法規已逐漸展現成果，故也漸漸發展出更為完善的碳權交

易市場機制。如表 1 所示，配合各國所實施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法規，全球碳

市場在 2007 年總交易金額達到 64,035 百萬美元，較 2006 年的 31,235 百萬美元

成長了一倍以上，總交易量亦由 2006 年的 1,745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量(CO2e)

成長為 2007 年的 2,983 百萬公噸 CO2e，年成長率為 71%。  

在目前的碳權交易市場中，碳權商品型態可分為兩種，其一是在總量管制

排放交易制度下(包括歐盟、澳洲新南斯威爾、芝加哥交易所及英國等之排放交

易市場 )，所創造出的許可權 (allowances)，另一種則是以減量計畫為基礎例如

CDM 與 JI 或其他自願性減量計畫所產生之減量信用額度(baseline and credit)。

這兩種碳權商品在 2007 年，交易金額分別為 50,394 百萬美元以及 13,641 百萬

美元，成長率分別為 104%及 109%。其中，許可權交易市場的規模明顯大於計

畫基礎的交易市場規模，並由歐盟的 EU ETS 主導。而就 CDM 與 JI 等減量計畫

為基礎的碳權商品來看，在 2007 年 CDM 仍是主流，占 CDM 加 JI 總交易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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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總交易金額之 91%。截至 2008 年 3 月底，全球 68 個國家已經有超過 3,000

個 CDM 計畫、共計 2,500 百萬公噸 CO2e 的減量額度在聯合國完成註冊，或進

行註冊申請、待查證中。  

 

表 1  2006、07 年全球碳市場交易現況  

2006 年 2007 年 成長率  
交易量 

(MtCO2e) 
交易額 
(MUS$) 

交易量 
(MtCO2e) 

交易額 
(MUS$) 

交易量 
(%) 

交易額 
(%) 

許可權交易(allowance) 
歐盟 1,104 24,436 2,061 50,097 87 105 
新南斯威爾 20 225 25 224 26 -1 
芝加哥 10 38 23 72 124 90 
英國 na na -- -- -- -- 
小計 1,134 24,669 2,109 50,394 86 104 

計畫基礎交易(baseline and credit) 
初級 CDM 537 5,804 551 7,426 2.6 28 
次級 CDM 25 445 240 5,451 860 1125 
共同減量 JI 16 141 41 499 156 254 
其他市場 33 146 42 265 27 82 
小計 611 6,536 874 13,641 43 109 
合計 1,745 31,235 2,983 64,035 71 1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2.碳市場交易對象  

碳權交易市場可將正確的市場訊息傳達給產業，刺激全球產業以最低成本

投資低溫室氣體排放設備，降低排放量，促使新科技更加普及。對中國和印度

等新興國家而言，可利用新科技提供新的減量機會，例如中國大力推動提升能

源效率等；另外，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則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排放減量額度，

創造雙贏。  

國際上碳權的買家主要是以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為主。這些國家為達到

其減量承諾目標，除了推動有效的境內 (internal)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之外，還需

透過「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購買大量排放權，故而成為國際上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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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碳權購買者。以 CDM 與 JI 等減量計畫為基礎的碳權商品來看，英國在

2006、07 年都是全球最大的碳權購買國家(如圖 1)，分別約占總交易量的 54%

及 59%。另外，私人企業仍是最主要的購買者，占 2007 年總交易量之 79%，其

中又以歐洲買家最積極購買 CDM 與 JI 類之碳權，例如受管制的大型歐洲企業

之跨國設施、計畫開發單位以及為進行碳資產投資的國際金融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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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圖 1  2006、2007 年初級 CDM 及 JI 類型碳權購買國家  

 

在 CDM 類之碳權銷售國家的部分，中國連續 3 年(2005 至 2007 年)都是 CDM

類之碳權(CERs)的最大供應國。如圖 2 所示，中國在 2007 年市場佔有率為 73%，

較 2006 市場占有率的 54%更為成長，其次則是印度及巴西，各占全球 CERs 供

應量的 6%。新興碳市場如非洲(5%)、中亞(1%)國家，在 2007 年提供了 CERs

購買者更多元化的選擇，並分散了在中國地區的買賣比率。  

至於創造 CERs 的 CDM 計畫型態(如圖 3)，2007 年以潔淨能源(包含能源效

率及替代能源、再生能源)的減量計畫為最大宗，占總 CERs 供應量約 64%；其

次是 N2O 減量計畫約創造 9%的 CERs，以及 HFCs 使用及產品造成的逸散性排

放的減量計畫創造約 8%的 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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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圖 2  2006 年、2007 年 CDM 類之碳權銷售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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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圖 3  2007 年 CDM 計畫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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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碳市場未來展望  

預期至 2012 年，附件一國家的減量需求將隨著京都議定書第一減量承諾期

(2008 至 2012 年)的接近而增加，並持續保有在碳權交易市場的強勁購買力。如

表 2 所示，估計在 2008 至 2012 年間，全球對於京都機制下產生的碳權需求約

為 2,435 百萬公噸 CO2e。其中，各國政府對碳權的需求約為 660 百萬公噸 CO2e；

例如，歐盟 15 國政府預計將透過京都機制購買 540 百萬公噸 CO2e 來填補減量

缺口，日本政府則需要透過京都機制購買至少 100 百萬公噸 CO2e 填補減量缺

口；而全球私人產業、設施至 2012 年對於碳權的需求則約為 1,775 百萬公噸 CO2e 

(約佔全球總需求的 73%)。  

在可能的碳權供給部分，2008 至 2012 年間在 ET 機制下所創造出的「排放

核配額度(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主要來自東歐、烏克蘭及俄羅斯，

共可提供約 7,305 百萬公噸 CO2e 排放許可權；另外，來自 CDM 下所產生之 CERs

以及 JI 下所產生之 ERUs 則約可提供 1,830 百萬公噸 CO2e 的減量信用額度。  

表 2  2008 至 2012 年全球碳市場供需預測  

工業化國家減量潛在需求額度

(2008~2012) 
潛在供應額度 
(2008~2012) 

國家或單位 京都機制 
(MtCO2e)  潛在AAUs結餘 

(MtCO2e) 
潛在 GIS 
(MtCO2e) 

歐盟 1,940 俄羅斯 3,330 ? 
政府(EU15 國) 540 烏克蘭 2,170 (1,000-1,200) 
私人(EU ETS) 1,400 EU10 國 1,720 (100-700) 
可議的政策及措施 (200) 其他 EITs 85 ? 
日本 450 小計 7,305 (1,100-1,900) 
政府 100    
私人 350 
其他額外需求 (200) 

CDM 及 JI 供應潛力(MtCO2e) 

其他歐洲及紐西蘭 45 CDM (CERs) 1,600 (1,400-2,200) 
政府 20 JI (ERUs) 230 (180-280) 
私人 (20) 小計 1,830 1,580-2480 
總計 2,435 總計 9,135 (2,680-4,380) 
政府 660    
私人 1,775    
其餘 (42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56 全球碳市場交易現狀與趨勢與歐盟第三階段排放交易  

碳市場的前景與整個大環境的經濟發展趨勢有著密切的關聯。如果經濟成

長迅速、減量成本昂貴，則排放權的購買需求就會增加；反之，若經濟成長衰

退、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產業發展減緩，則購買需求隨之減少。更重要的是，由

於碳排放權不同於一般交易商品，並無「內涵(intrinsic)」及「自然(natural)」需

求，而是取決於未來政策及法規的走向，故而，目前碳市場可預見的最大危機

就是市場在 2012 年後的延續性，也就是說在京都議定書規定的 2008 至 2012 年

減量承諾期後 (即所謂後京都時期，post-Kyoto)，是否仍會有減緩氣候變遷的國

際公約出現，提供減量誘因。此外，碳市場的發展也必須仰賴各國政府決策者

認真面對氣候變遷議題，並制定對抗氣候變遷及減緩氣候變遷的長期策略，方

可提供投資者參與碳權交易市場之誘因。  

為展現歐盟在後京都時期具體執行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決心，並提供各界長

期投資溫室氣體交易市場及減量技術的可預測性，歐盟執委會日前即針對 2012

年後 EU ETS 的執行規劃提出建議，以強化 EU ETS 未來的減量功效作為歐盟減

量政策主軸。由於，EU ETS 短期內仍為全球規模最大之碳權交易市場，其未來

管制方式將會絕對影響全球碳市場之規模、價格、交易內涵及標的。因此，需

隨時瞭解 EU ETS 動態，方能掌握全球碳權交易市場發展趨勢，以下彙整 EU ETS

交易現狀以及第三階段交易規劃重點供各界參考。  

三、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 

1.交易現狀  

由包含英國、德國在內之歐盟 27 國所成立推動之 EU ETS，是目前國際

間唯一強制性的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及交易制度。EU ETS 於 2005 年 1 月正式啟

動後，迄今受管制之設施約已達 12,000 處，涵蓋歐盟總排放量的 46%。在過去，

EU ETS 之交易量一直維持穩定且大量的成長，使歐盟不僅可藉由 EU ETS 以最

經濟有效的方式達到境內減量目標，並能成功的為歐洲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制

定價格，同時刺激了境外減量。  

根據世界銀行統計資料顯示(如前述表 1)，2006 年 EU ETS 之交易金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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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36 百萬美元，2007 年則大幅成長了 105%，約達 50,097 百萬美元之交易規

模，占全球碳市場總交易金額將近 8 成。由此顯示，EU ETS 已經成為國際間發

展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之重要指標，也是目前國際碳市場中最主要的排放權

交易機制。  

2.第三階段規劃重點簡介  

為尋求解決能源及氣候變遷問題的具體方案，以訂定對抗氣候變遷的長程

目標，並展現減量決心，歐盟執委會於今(2008)年 1 月 23 日提出「歐盟能源及

氣候計畫(Climate A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ackage)」草案，提議 27 個會員

國必須在 2020 年前，整體降低至少 20%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以 1990 年排放量為

基準 )。該計畫將以強化並擴大實施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EU ETS)為減量策略主

軸，並針對 2013 年開始之EU ETS第三階段(third trading period)規劃提出建議。 

原本，歐盟規劃EU ETS之執行期近程可分為 2 個階段(trading period)：第

一階段為 2005 年至 2007 年、第二階段為 2008 年至 2012 年。截至目前為止，

EU ETS所 管 制 的 溫 室 氣 體 僅 限 於 CO2。 受 管 制 的 產 業 及 設 施 包 含 在 評 估 門 檻

(threshold)以上的發電廠燃燒設施的活動、礦油煉製活動、焦碳爐活動、鐵系金

屬生產與加工、礦產工業、伐木或其他纖維物質來生產紙漿工廠的活動、生產

紙類產品工廠的活動等。今(2008)年初，歐盟執委會則提議修改原「歐盟排放交

易指令(Directive 2003/87/EC)」之相關規定，將第三階段設定為 2013 年至 2020

年，並針對其規劃內容提出建議。  

由於，EU ETS 未來仍是歐盟主要減量政策之一。因此，歐盟執委會提議

EU ETS 在第三階段，除了將考慮擴大所涵蓋的氣體種類以及受管制的產業、設

施之外，亦需針對未來歐盟排放權配額(EU Allowance Units, EUAs)的分配進行

討論，以提供各界長期投資溫室氣體交易市場及減量技術的可預測性、降低投

資風險，並確保 EU ETS 能夠充分發揮遏止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的功效，達成減

量目標。  

根據前述「歐盟能源及氣候計畫」草案指出，目前執委會提議之第三階段

將會廢除歐盟各國現行的國家分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NAP)，改採全

歐盟總量管制(EU-wide cap)，並設定 2020 年之總管制量為 1,720 百萬 EUAs(相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310/19/?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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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 1,720 百萬公噸 CO2e)；此總量與 2005 年歐盟整體核配之排放權相較減少

了 21%。此外，自 2013 年起也將逐步以部份拍賣(auctioning)方式取代完全免費

發放(free allocation)。如表 3 所示，2013 年至 2020 年，歐盟排放總量將規劃以

線性方式(linear rate)逐年遞減(平均年遞減率為 1.84%)。   

表 3  2013-2020 年歐盟排放總管制量  

年   度 百萬公噸 CO2e 

2013 1,974 
2014 1,937 
2015 1,901 
2016 1,865 
2017 1,829 
2018 1,792 
2019 1,756 
2020 1,720 

資料來源：參考Europa網站，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climate _action.htm 

以下摘要說明 EU ETS 第三階段目前主要的規劃方向：  

(1)不排除將強制要求高能源密集產品之進口商，購買該產品排放權之可能性，

以確保 EU ETS 可涵蓋在歐盟以外的產品於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降低「碳洩漏(carbon leakage)」之風險。  

(2)2020 年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發放與 2005 年之整體核配量相比，將再降低 21%。 

(3)預計在 2013 年，總排放權中有至少 60%將採用拍賣方式發放，拍賣比例並逐

年增加。  

(4)預計自 2013 年起，電力業之溫室氣體排放權，將全數採拍賣方式發放。預期

電價會因此提高 10-15%。  

(5)其他產業的排放權，自 2013 年起以拍賣方式發放的比例將逐年增加，至 2020

年時完全取代免費排放權。另外，歐盟執委會為考量某些能源密集產業的國

際競爭力、碳洩漏風險、減碳效率等因素，將於 2010 年底宣佈在 2013 年至

2020 年間能夠獲得 100%免費排放權的產業。  

(6)2013 年起，將保留總排放權之 5%，提供給新設排放源，或提供後續加入 EU 

ETS 之航空運輸產業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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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 2005 年至 2012 年間，由於考量各國掌握溫室氣體排放量資料之完整性可

能仍有所缺失，因此僅針對 CO2 進行管制。但預計在 2013 年後，除 CO2 外，

會優先將硝酸(nitric acid)、己二酸(adipic acid)、乙醛酸(glyoxylic acid)製作過

程中所產生的氧化亞氮(N2O)，以及煉鋁業所產生之全氟碳化物(PFCs)等 2 類

氣體納入管制。  

(8)石化業、製氨廠、煉鋁業之 CO2 排放亦將納入第三階段管制範圍內。  

(9)將取消現行各國提交國家分配計畫(NAP)之方式，而改由歐盟設定各產業及設

施之整體排放總量，並配合賦予各會員國可以拍賣所分配到之排放權的權力。 

(10)產業若利用碳捕集及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將所產生

之 CO2 封存於地底，則此部份之排放量將無需提交排放權之分配。  

(11)由森林碳匯計畫所產生之信用額度，將不可於 EU ETS 中使用。  

(12)小型排放設施將可有條件的自 EU ETS 中排除，包括每年 CO2 排放量在 10,000

公噸以下、熱輸入功率不超過 25 MW(百萬瓦)之燃燒設施。  

3.最新交易最新動態  

過去，在 2005 年到 2007 年底的 EU ETS 第一階段期間，由於各國對歐盟

排放權配額 (EUAs)之核發過於寬鬆，或有部份企業透過遊說政府，獲得額外的

EUAs 配額，並加以從而出售或得以削減生產成本，故而導致 EUAs 供過於求，

造成交易市場之交易價格從最初的每單位逾 30 歐元(最高達 31.50 歐元)暴跌到

不足 0.1 歐元。  

為解決這個問題，歐盟在 2008 年到 2012 年的第二階段交易，已將 EUAs

的配額緊縮，使整體配額平均較 2005 年減少 6.5%，並使價格暴跌的情況獲得

改善，也促使每單位 EUAs 的價格回升到 25 歐元左右。擷取 2006 年 2 月至 2008

年 3 月，歐洲氣候交易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最新期貨交易價格及

成交量，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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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A 期貨指數: 價格及成交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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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歐洲氣候交易所，http://www.ecx.eu/default_flash.asp。 

圖 4  EUA 期貨交易價格及成交量  

 

儘管，預計自 2013 年起的 EU ETS 第三階段之執行細節仍在醞釀中，然

而由於溫室氣體交易商對未來排放交易市場之前景大多表示樂觀，因此第三階

段排放權的交易已於今(2008)年 4 月 9 日正式啟動。當天，在 ECX 平台下，2013

年 12 月期貨(Dec13)即以每單位 EUAs 達 27.70 歐元的價格成交，完成了歷史性

的第一筆交易。相較於 2008 至 2012 年，由於歐盟將在第三階段更進一步縮減

排放權的釋出(平均較第二階段減少約 11%)，因此預期未來 EUAs 的供給將小於

需求，故交易價格也應會隨之上揚。  

四、結    語 

近年來，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以及各國政府配合執行減緩氣

候變遷的行政法規的基礎下，國際間已發展出更為完善且能夠有效運作的碳權

交易市場，其規模正以驚人的速度逐年成長。綜合國際經驗可知，總量管制排

放交易制度未來仍將是各國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工具之一。由 EU ETS

第三階段之交易已於近期展開可充分顯示，總量管制排放交易機制將持續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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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京都時期，並由 EU ETS 引領全球的碳權交易市場。  

依據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 )之規劃，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及排放交易制

度 ， 未 來 將 可 能 成 為 我 國 工 業 與 能 源 部 門 最 經 濟 有 效 之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政 策 工

具。參考 EU ETS 過去執行經驗、成效，以及 2012 年後執行第三階段之規劃重

點，我國未來執行總量管制與建置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平台時，建議應考量以下

策略：  

1. 我國應於充分規劃及掌握我國產業發展趨勢、排放現況、減量潛力等因子後，

參採歐盟各國執行經驗，並配合國際協議進展，輔以應有之配套措施(例如允許

我國參與國際排放交易、計畫型減量制度等)，以循序漸進之方式，適時推動總

量管制排放交易制度。  

2. 我國於推動總量管制排放交易制度時，應考量受管制之相關產業，相較於鄰近

國家相類似產業之競爭力是否會受到衝擊，以確保我國產業之國際競爭力。  

3. 建議我國在正式實施總量管制排放交易制度前，可先邀請國營事業及部分主要

能源密集產業，推動小規模之試行計畫，以汲取制度之執行經驗。  

4. 參考歐盟將於第三階段改採 (部份 )拍賣方式來發放排放權，因此我國溫室氣體

減量法(草案)宜考量此循序漸進的方式：第一階段採寬鬆核配、第二階段緊縮核

配並部份採拍賣方式、第三階段則大部份採拍賣方式之進程，以逐步達成排放

減量及產業轉型之目標。  

5. 未來，總量管制排放交易制度下所產生的許可權 (allowance)，仍將是國際碳市

場的主流碳權商品(規模較大且獲得的時間也較快)，因此我國應及早建立國內排

放交易機制以及減量信用之國際認可制度，尋求與國際碳市場接軌的管道，以

提升我國整體減量能力，因應國際環保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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