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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發展機制(CDM)發展趨勢現況與 
方法學介紹 

詹煜銘*、莊敏芳**、陳文輝*** 

 

摘  要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為京都議定書中三種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彈性機制之一，以協助各國能以經濟、有效及更具執行彈性的方

式，履行其溫室氣體減量承諾。截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止，各京都議定書遞約國

已提交 1,000 件計畫項目在 CDM「執行理事會(Executive Board, EB)」完成註冊。

若每項註冊計畫均可符合每年度之預期減量額度，則至 2012 年底預期累計核發之

CERs 將達 123 百萬公噸 CO2e。  

各國執行 CDM 專案時，均需依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CDM EB 所制定之

基線與監測方法學，以供作為登錄專案與確證之指引。另參考行政院環保署初步規

劃之「溫室氣體先期減量推動方案(草案)」規定，實質減量額度核發之減量類型有

組織型減量、計畫型減量與國內先期行動。其中，「計畫型減量」減量方法需符合

CDM 核准之方法學，執行計畫所得減量額度方可獲得環保署認定。爰此，應儘速

協助我國掌握 CDM 方法學與其中文化，以大幅縮短國內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學習

時程。  

 

【關鍵字】計畫型減量、清潔發展機制、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彈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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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依據 1994 年 3 月正式生效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基本精神，期以「成本有效

(cost effectiveness)」及「最低成本(the lowest cost)」措施防制氣候變遷。  

有鑑於此，為協助各國能以經濟、有效及更具有執行彈性的方式，履行其溫

室氣體減量承諾，京都議定書條文中第 6 條、第 12 條及第 17 條分別訂出「共同

減量(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與「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 ET)」等 3 種減量機制(參見表 1)，稱之為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彈性機制(flexible mechanisms)」。此減量彈性機制目前已成

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用於降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工具。  

 

表 1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彈性機制  

項目 聯合減量( JI) 清潔發展機制(CDM) 排放交易(ET) 
規範條文 第 6 條 第 12 條 第 17 條 
規範對象 附件一國家 附件一國家及非附件一國家 附件一國家 
減量基礎 以「計畫」為基礎 以「計畫」為基礎 以「配額」為基礎 
資金安排 雙邊 單邊 / 雙邊 / 多邊  雙邊 / 多邊 

交易單位 排放減量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ERUs) 

排放減量認證(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s) 

排放核配額度(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 

排放限制 各締約方有排放減量及

交易限制 至少一方無排放減量承諾 各締約方有排放減量及

交易限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CDM 執行情況 

截至2008年4月13日為止，京都議定書締約國已提交1,000件計畫項目在CDM

「執行理事會(Executive Board, EB)」完成註冊。若每項註冊計畫均可符合每年度

之預期減量額度，則每年預期核發CERs將平均為205,098,828公噸CO2e，而累計至

2012年底預期核發之CERs達1,230,000,000公噸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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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計畫註冊國家類別」分類 

其中，已向 EB 註冊之計畫數，依計畫註冊數目之國家別，主要依序為：印度

(326 件)、中國(185 件)、巴西(129 件)及墨西哥(102 件)，詳細統計如圖 1 所示。依

各國每年平均預期核發之 CERs 數量分類，主要依序為：中國(103,433,113 公噸

CO2e)、印度(29,672,039 公噸 CO2e)、巴西(17,720,780 公噸 CO2e)、韓國(14,596,868

公噸 CO2e)，詳細統計如圖 2 所示。  

 

截至 2008 年 4 月 13日
已註冊計畫數：1,000件

巴西(12.9%)

墨西哥(10.2%)

中國(18.5%)印度(32.6%)

其他(19.2%)

智利(2.2%)

馬來西亞

(2.6%)
韓國(1.8%)

 
資料來源：UNFCCC, 2008. 

圖1  依「計畫註冊國家類別」分類

平均每年預期核發之CERs
共為205,098,828公噸CO2e

印度(14.5%)

巴西(8.6%)

中國(50.4%)
韓國(7.1%)

墨西哥(3.4%)

智利(1.9%)

阿根廷(1.9%)

南非(1.2%) 其它(10.9%)

 
資料來源：UNFCCC, 2008. 

圖 2  依各國每年平均預期核發之 CERs 核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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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計畫範疇類別」分類 

若將上述已註冊之計畫依計畫屬性範疇分類，可分為 15 類。其中，1 個註冊

計畫可能就會同時涵蓋 2 類以上之範疇，統計資料，如表 2 所示。依計畫範疇類別

分類，主要依序為：能源產業類別(含再生能源 /非再生能源)(678 件)、廢棄物處置

類別(267 件)、燃料(固態、油、氣態)之逸散性排放類別(105 件)、農業(84 件)及製

造業(70 件)，詳細統計如圖 3 所示。  

若以每一計畫之每年平均預期核發之 CERs 來看，則依序為：鹵化物及氟硫化

碳使用及產品造成的逸散性排放類別最高 (4,342,280 公噸 CO2e/年 )、化工業

(1,360,584 公噸 CO2e/年)、礦業(636,456 公噸 CO2e/年)及運輸業(143,862 公噸 CO2e/

年)。  

 

表 2  不同範疇之註冊計畫情況  

編號 範疇分類 已註冊 
計畫數 

每年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單一計畫每年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1 
能源產業(含再生能源/非再

生能源) 678 56,036,823 82,650 

2 能源配置 0 0 0 
3 能源需求 16 696,535 43,533 
4 製造業 70 4,142,543 59,179 
5 化工業 29 39,456,929 1,360,584 
6 建築業 0 0 0 
7 運輸業 2 287,723 143,862 
8 礦業 7 4,455,189 636,456 
9 金屬製造業 1 55,044 55,044 

10 
燃料(固態、油、氣態)之逸

散性排放 105 10,844,205 103,278 

11 
鹵化物及氟硫化碳使用及

產品造成的逸散性排放 16 69,476,472 4,342,280 

12 溶劑使用 0 0 0 
13 廢棄物處置 267 28,978,193 108,533 
14 造林與再造林 1 25,795 25,795 
15 農業 84 7,517,345 89,492 

*假設每項註冊計畫皆符合每年度之預期減量額度，所核發之 CERs。 
**將每年度預期核發之 CERs 除上已註冊之計畫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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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疇分類

能源產業(53.1%)

其它(3.4%)化工業(2.3%)
製造業(5.5%)

農業(6.6%)

燃料(固態、

油、氣態)之逸

散性排放(8.2%)

廢棄物處置

(20.9%)  
資料來源：UNFCCC, 2008。  

圖 3  各範疇之計畫佔比  

 

三、CDM 之重要性及運作模式 

3.1 重要性 

由於，CDM 是 3 種彈性機制中，唯一准許非附件一國家參與之國際減量合作

機制，其係依據 CDM 方法學所核定之專案(project)，所產生的減排權（稱之為「排

放減量認證(CERs)」）將可與排放減量單位(ERUs)與排放核配額度(AAUs)相互抵

換。另外，聯合國氣候變遷會議(COP 13)的「峇里島路線圖(Bali Roadmap)」中，

確立了後京都時期因應氣候變遷的規範趨勢，而 CDM 就符合其多軌、彈性機制的

軟性法(soft law)之形式。  

我國雖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國，故無法直接參與 CDM；然而，

CDM 允許民間組織的參與。因此，未來仍可能透過設立於批准議定書國家之跨國

企業或組織來參與 CDM。因此，CDM 將是我國企業於後京都時期；現階段，除了

以自願減碳標準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VCS)方式參與外，可用於參與國際間

「綠色投資」減量的機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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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運作模式  

清潔發展機制依運作模式可分為單向 CDM 模式(Unilateral CDM)、雙向 CDM

模式(Bilateral CDM)、多向 CDM 模式(Multilateral CDM)、共同基金(mutual fund)

及混合模式(hybrid model)等 5 種。  

1.單向 CDM 模式是指由地主國提出 CDM 計畫並自行投資，所核發之 CERs 完全

由地主國獲得，並能儲存計畫所獲得之 CERs 或於未來出售；  

2.雙向 CDM 模式則是由已開發國家以資金協助或技術轉移的方式協助開發中國

家，並將計畫所獲得之 CERs 轉移至已開發國家以降低減量成本；  

3.多向 CDM 模式是由已開發國家的政府或民間企業，透過第三者機構(如世界銀

行、區域銀行)投資開發中國家進行 CDM 計畫，計畫所核發之 CERs 及部分收入

再由第三者機構轉移至計畫投資者；  

4.共同基金是指將財團法人集團、多邊開發銀行或計畫地主國等投資者所進行之

個別 CDM 計畫投資，組合成為共同投資基金，藉以分散投資個別計畫所造成之

高交易成本及降低投資風險；  

5.混合模式主要是結合單向、雙向及共同基金3種模式之特點，模式運作主要是以

清潔發展機制機構為管理者，負責管理各種計畫資金，並將計畫所獲得之 CERs

定期舉行拍賣，所得則用於支付適應成本及行政管理成本。  

四、CDM 方法學發展現況 

為確保 CDM 專案的減量效益，並獲得具長期的、實際可測量的、額外性的減

排量。因此，在 UNFCCC 轄下之 CDM 執行理事會(EB)已建立一套有效的、透明

的和可操作的「基線與監測方法學(Baseline and monitoring methodologies)」，以供

各國執行 CDM 專案活動(CDM project activity)時，作為登錄(register)專案與確證

(validation)之指引。截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止，CDM EB 已批准之「基線與監測方

法學」共計 111 項；依方法學規模可分為 5 類，彙整如表 3 所示(詳細統計表如表

4)。有關已核准之 CDM 方法學現況分述如下：  

 

1.大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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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計 51 項，已註冊計畫數 85 件，每年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達 125,830,207 公

噸 CO2e/年。  

(2)已註冊計畫項目最多者為針對鹵化物及氟硫化碳使用及產品造成的逸散性排

放時所採用之含氫氟碳化物 HFC23 廢氣流之焚化處理方法學(17 件)；其次為

針對化工業之硝酸工廠氨水燃燒爐內 N2O 之觸媒還原方法學(16 件)；及針對

能源需求端之蒸汽最適化系統方法學(9 件)。  

(3)計畫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項目最高為針對化工業之己二酸生產中 N2O 的分解

方法學(7,293,726 公噸 CO2e/年)；其次為針對鹵化物及氟硫化碳使用及產品造

成的逸散性排放時所採用之含氫氟碳化物 HFC23 廢氣流之焚化處理方法學

(4,291,168 公噸 CO2e/年)；及針對原油業之油田伴生氣的回收和利用，以避免

燃燒塔燃燒方法學(1,266,199 公噸 CO2e/年)。  

2.小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   

(1)共計 33 項，已註冊計畫數 566 件，每年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達 18,443,790 公

噸 CO2e/年。  

(2)已註冊計畫項目最多為針對電力業之併網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方法學(313 件)；

其次為針對農業之動物糞肥管理系統中甲烷氣回收方法學(95 件)；及針對電力

業之為用戶提供熱能(用或不用電力)方法學(48 件)。  

(3)計畫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項目最高為針對廢棄物處置之藉由控制燃燒、氣化與

機械 /熱處理，來避免生物物質腐爛而產生的甲烷方法學(145,276 公噸 CO2e/

年)；其次為針對廢棄物處置之廢水處理中利用好氧系統替代厭氧系統以避免

甲烷的產生方法學(63,157 公噸 CO2e/年)；及針對電力業之為用戶提供熱能(用

或不用電力)方法學(44,608 公噸 CO2e/年)。  

3.整合性 CDM 項目方法學：   

(1)共計 14 項，已註冊計畫數 312 件，每年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達 51,473,454 公

噸 CO2e/年。  

(2)已註冊計畫項目最多為針對電力業之再生能源併網發電整合方法學(179 件)；

其次為廢棄物處置之垃圾掩埋氣專案整合的基線與監測方法學(58 件)；及針對

電力業之生質廢棄物發電整合方法(4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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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項目最高為針對採礦業及採礦逸散源之將煤層甲

烷、礦層甲烷、抽排甲烷捕集並用於發電 /熱，並 /或者藉由燃燒塔及觸媒氧化

分解之整合方法學(630,702 公噸 CO2e/年)；其次為針對電力業之單循環發電轉

換為複循環發電方法學(342,235 公噸 CO2e/年)；及針對廢棄物處置之垃圾掩埋

氣專案整合的基線與監測方法學  (252,360 公噸 CO2e/年)。  

4.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共10項，註冊計畫數1件，每年平均預期核發

CERs 達25,795公噸 CO2e/年。  

5.小規模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共3項，註冊計畫數0件，每年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達0公噸 CO2e/年。  

 

表 3  CDM 基線與監測方法學分類  

方法學分類 項目
註冊計畫

數(件)* 
每年平均預期核發

CERs(公噸 CO2e/年) 
1.大規模CDM項目方法學(Methodologies 
for Large scale CDM project activities) 51 85 125,830,207 

2.小規模CDM項目方法學(Methodologies 
for small scale CDM project activities) 33 566 18,443,790 

3.整合性 CDM 項目方法學(Consolidated 
Methodology) 14 312 51,473,454 

4.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

(Methodologies for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CDM project activities) 

10 1 25,795 

5.小規模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

(Methodologies for small scale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 

3 0 0 

總計 111 964 195,773,246 
註* 係指此 111項CDM方法學下之計畫註冊數目(未含 EB以往曾批准但現今因併入整合

方法學而註銷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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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統計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共 51 項，已中文化 12 項)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 AM0001 
含氫氟碳化物 HFC23 廢氣流之焚化處理-ver4(最新到

ver5.2) 
含氫氟碳化物 HFC23 廢氣流之焚化處理-ver3 

11 17 72,949,857 4,291,168 有 

2 AM0007 
季節性運行的生質燃料汽電共生廠的最低成本燃料選擇

分析 1,4 0 0 0 無 

3 AM0009 油田伴生氣的回收和利用以避免燃燒塔燃燒-ver3 10 4 5,064,476 1,266,119 無 
4 AM0014 天然氣汽電共生套裝機組-ver4 1,4 1 2,226 2,226 無 
5 AM0017 蒸氣閥更新及冷凝水回收以提高蒸汽系統效率 –ver2 3 0 0 0 有 
6 AM0018 蒸汽最適化系統-ver1.1 3 9 655,515 72,835 有 

7 AM0019 
以再生能源計畫活動替換獨立或單一供應電網之火力電

廠的發電（不包含生質能項目）-ver2 1 0 0 0 無 

8 AM0020 水泵效率提升-ver2 3 0 0 0 無 
9 AM0021 己二酸生產中 N2O 的分解-ver2 5 4 29,174,914 7,293,729 無 

10 AM0023 減少天然氣管道加壓站的洩露-ver2 10 0 0 0 無 
11 AM0024 水泥廠廢熱回收發電以減少溫室氣體量-ver2 1,4 3 212,328 70,776 無 
12 AM0025 藉由替代廢棄物處理方式避免有機廢棄物的排放-ver10 1,13 5 594,437 118,887 無 

13 AM0026 
在智利或具有調度優先序電網的國家中再生能源零排放

發電併網的方法學 -ver3 1 1 80,000 80,000 無 

14 AM0027 
在無機化合物生產中以來自可再生來源的 CO2替代來自

化石或者礦物來源的 CO2 - ver2.1 5 1 17,137 17,13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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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1)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5 AM0028 硝酸廠或己內醯胺廠尾氣中 N2O 催化分解-ver4.1 5 11 6,079,675 552,698 有 
16 AM0029 天然氣發電併網方法學-ver2 1 6 5,360,702 893,450 有 
17 AM0030 減少煉鋁過程中之陽極效應以降低 PFC 之排放-ver 2 9 0 0 0 無 
18 AM0031 公車捷運系統方法學-ver1 7 1 246,563 246,563 無 
19 AM0034 硝酸工廠氨水燃燒爐內 N2O 之觸媒還原-ver3 5 16 4,855,673 303,480 有 
20 AM0035 電網中之六氟化硫排放減量–ver1 1,11 0 0 0 無 
21 AM0036 供熱鍋爐以生物質廢棄物的燃料替代化石燃料 -ver2 1,4 2 313,220 156,610 有 
22 AM0037 利用油井伴生氣作為燃料以減少燃燒塔(或排氣閥)的使用 5,10 1 97,740 97,740 無 

23 AM0038 SiMn 製程中暨有的沉潛式電弧爐之電能源效率提升方法
學-ver2 9 1 55,044 55,044 無 

24 AM0039 利用共同堆肥技術降低有機廢水及生物有機固體廢棄物之
甲烷排放-ver2 13 0 0 0 無 

25 AM0041 減少木炭製程中碳化過程所產生之甲烷排放-ver1 4 1 16,098 16,098 無 

26 AM0042 利用已開發的專用人工林提供生質能併網發電
Grid-connected  1,14 0 0 0 無 

27 AM0043 用聚乙烯管代替舊鑄鐵管減少天然氣輸配管網的洩漏 
-ver2 10 0 0 0 無 

28 AM0044 
能源效率提升計畫：在工業與區域供熱部門的鍋爐重修或

更換 -ver1 1 0 0 0 無 

29 AM0045 獨立電力系統之電網連接- ver2 1 1 54,602 54,602 無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7 期(July 2008) 73 

表 4  大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2)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30 AM0046 將高效能燈泡推廣於一般家庭-ver2 3 0 0 0 無 
31 AM0047 烹調用廢棄生物油脂的生質柴油燃料生產-ver2 1,5 0 0 0 無 

32 AM0048 
新汽電共生設施供電與/或蒸汽至客戶群以取代聯網/離網

應用高碳密集度燃料的汽電生產設施-ver2 1 0 0 0 無 

33 AM0049 在一處工業設施生產天然氣能源-ver2 1,4 0 0 0 無 
34 AM0050 整合性氨/尿素製造工廠之進料替換(Feed switch)-ver2 5 0 0 0 無 
35 AM0051 於硝酸工廠利用二次催化將 N2O 分解-ver2 5 0 0 0 無 
36 AM0052 藉由決策系統的最佳化增加暨存水力電廠之發電量-ver2 1 0 0 0 無 
37 AM0053 將生物衍生甲烷注入天然氣輸配管網-ver1 1,5 0 0 0 無 
38 AM0054 藉由引進油/水乳化科技改善鍋爐能源效率-ver2 1 0 0 0 有 
39 AM0055 煉油廠廢油氣回收與利用基線與監測方法-ver1.1 1,4 0 0 0 無 

40 AM0056 
鍋爐藉由更新或整修而改善效率以及加熱蒸汽鍋爐系統

以選擇性燃料轉換化石燃料-ver1 1 0 0 0 無 

41 AM0057 造紙業或生質油業以生質廢棄物為原料的避免排放量

-ver2 4,13 0 0 0 無 

42 AM0058 引進一個新的初級區域供熱系統-ver1 1 0 0 0 有 
43 AM0059 原生煉鋁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ver1 9 0 0 0 無 
44 AM0060 藉由更換高能源效率冰水主機的節約用電-ver1 3 0 0 0 有 
45 AM0061 既有電廠整修與/或能源效率改善-ver1 1 0 0 0 無 
46 AM0062 既有電廠藉由改裝渦輪機來改善效率-ver1 1 0 0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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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3)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47 AM0063 
以回收工業設施排放尾氣之CO2取代以化石燃料燃燒來生

產 CO2的方式-ver1 5 0 0 0 無 

48 AM0064 地下礦層之甲烷氣捕集、利用及破壞方法學-ver 10 0 0 0 無 
49 AM0065 於煉鎂工廠利用其他替換保護氣體取代 SF6 -ver1 4,9,11 0 0 0 有 

50 AM0066 
於海棉鐵製造工廠將廢熱用於原料預熱系統以降低溫室

氣體排放量-ver1 9 0 0 0 有 

51 AM0067 
於電網內安裝能源效率變壓器(Energy Efficient 
Transformer)方法學-ver1 2 0 0 0 無 

小計 - 85 125,830,207 1,480,355 12 件 

 

表 5  小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統計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共 33 項，已中文化 21 項)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 AMS-I.A 用戶自行生物質能發電 1 7 173,168 24,738 有 

2 AMS-I.B 用戶自行使用機械能替代使用化石燃料供能-ver8 1 0 0 0 有 

3 AMS-I.C 為用戶提供熱能(用或不用電力)-ver8 1 48 2,141,160 44,608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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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1)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4 AMS-I.D 併網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1 313 10,242,993 32,725 有 

5 AMS-I.E 用戶自行將非再生之生質能源轉換為再生能源於熱能應用 1 0 0 0 無 

6 AMS-II.A 供應端能源效率改進：輸送和分配 2 0 0 0 無 

7 AMS-II.B 供應端能源效率改進：電力或熱力生產-ver8 1 9 88,026 9,781 有* 

8 AMS-II.C 需求端利用特定技術的能源效率活動-ver8 3 4 24,838 6,210 有 

9 AMS-II.D 工業設施能源效率改進和燃料轉換措施 4 30 300,705 10,024 有 

10 AMS-II.E 建築物能源效率改進和燃料轉換措施-ver8 3 5 56,910 11,382 有* 

11 AMS-II.F 農業設施及活動的能源效率改進和燃料轉換措施-ver8 3 0 0 0 有 

12 AMS-II.G 非再生之生質能於熱能利用上之效率提升 3 0 0 0 無 

13 AMS-II.H 透過工廠設備之集中以提升能源效率 4 0 0 0 無 

14 AMS-III.A 農業  0 0 0 有 

15 AMS-III.B 化石燃料替代-ver10 1 9 119,897 13,322 有 

16 AMS-III.C 低溫室氣體排放車輛之排放減量-ver10 7 1 41,160 41,160 有 

17 AMS-III.D 動物糞肥管理系統中甲烷氣回收 15 95 1,244,961 13,10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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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2)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核

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8 AMS-III.E 
藉由控制燃燒、氣化與機械/熱處理來避免生物物質腐爛而

產生的甲烷-ver12 
13 23 3,341,350 145,276 有 

19 AMS-III.F. 避免堆肥過程中生物質腐化所產生的甲烷-ver4 13 6 120,854 20,142 有 

20 AMS-III.G 垃圾掩埋之甲烷氣回收-ver4 13 3 99,774 33,258 有 

21 AMS-III.H 汙水處理中甲烷氣回收-ver5 13 11 321,681 29,244 有 

22 AMS-III.I 
廢水處理中利用好氧系統替代厭氧系統以避免甲烷的產

生-ver5 
13 2 126,313 63,157 有 

23 AMS-III.J 
避免以化石燃料燃燒生產二氧化碳作為工業製程的原料

ver2 
5 0 0 0 有 

24 AMS-III.K. 木炭生產由井式轉換為機械化以避免甲烷排放 4 0 0 0 有 

25 AMS-III.L. 藉由控制的熱解避免生物質腐爛而產生甲烷 13 0 0 0 有 

26 AMS-III.M 造紙製程回收碳酸鈉以減少耗電 5 0 0 0 有 

27 AMS-III.N 硬質聚氨酯泡綿(PUF)製造時避免氫氟碳化物(HFC)排放 4 0 0 0 無 

28 AMS-III.O 利用沼氣萃取之甲烷生產氫氣 5 0 0 0 無 

29 AMS-III.P 煉油廠廢油氣的回收利用 4 0 0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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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規模 CDM 項目方法學(續 3)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30 AMS-III.Q 利用廢油氣的能源系統 4 0 0 0 無 

31 AMS-III.R 回收住家/小型農場規格之農業活動所造成的甲烷 15 0 0 0 無 

32 AMS-III.S 採用低排放之載具予商業車隊 7 0 0 0 無 

33 AMS-III.T 植物油生產並供交通使用 7 0 0 0 無 

小計 - 566 18,443,790 32,586 21 件 

 

表 6  整合性 CDM 項目方法學(統計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共 14 項，已中文化 3 項) 

編  號 方 法 學 名 稱 
(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 ACM0001 垃圾掩埋氣專案整合的基線與監測方法-ver2(最新到 ver8) 13 58 14,636,902 252,360 有 

2 ACM0002 
再生能源併網發電整合方法 ver6(最新到 ver7) 
再生能源併網發電整合方法-ver5 
再生能源併網發電整合方法-ver4 

1 179 25,329,541 141,506 有 

3 ACM0003 
水泥製造過程中以替代燃料或低碳密集燃料部分替代化

石燃料之排放減量-ver7 4 8 650,347 81,293 無 

4 ACM0005 增加混合水泥製品整合方法-ver4 4 14 2,014,130 143,866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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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整合性 CDM 項目方法學(續 1) 

編  號 方 法 學 名 稱 
(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5 ACM0006 生質廢棄物發電整合方法-ver6 1 41 3,283,944 80,096 無 
6 ACM0007 單循環發電轉換為複循環發電方法學-ver3 1 1 342,235 342,235 無 

7 ACM0008 
將煤層甲烷、礦層甲烷、抽排甲烷捕集並用於發電/熱，並

/或者藉由燃燒塔及觸媒氧化分解之整合方法學-ver4 8,10 8 5,045,614 630,702 無 

8 ACM0009 工業燃料由煤或石油轉換為天然氣之整合方法-ver3 1,4 2 60,280 30,140 無 
9 ACM0010 糞便管理系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整合方法-ver3 13,15 1 110,461 110,461 無 

10 ACM0011 
既有電廠發電用燃料由煤與/或石油轉換為天然氣之整合

基線方法-ver2 1 0 0 0 無 

11 ACM0012 
利用廢油氣或廢熱或廢壓力的能源系統之溫室氣體排放

減量整合方法-ver2 1,4 0 0 0 無 

12 ACM0013 
新并網化石燃料發電廠改用低溫室氣體密集科技之整合

基線與監測方法-ver1 1 0 0 0 無 

13 ACM0014 廢水系統避免甲烷排放-ver2 13 0 0 0 無 

14 ACM0015 
水泥窯製造熟料利用不含碳酸鹽替代原料專案活動之整

合基線與監測方法-ver1 4 0 0 0 無 

小計 - 312 51,473,454 64,979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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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統計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共 10 項，已中文化 1 項)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冊

計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

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 AR-AM0001 退化土地再造林方法學 14 1 25,795 25,795 有 
2 AR-AM0002 通過造林及再造林將退化土地復原-ver1 14 0 0 0 無 
3 AR-AM0004 現供農業使用的土地之造林或再造林-ver2 14 0 0 0 無 
4 AR-AM0005 供工業/商業使用之造林及再造林計畫-ver1 14 0 0 0 無 
5 AR-AM0006 利用灌木於退化土地造林/再造林-ver1 14 0 0 0 無 
6 AR-AM0007 用於農業及田園使用之土地造林及再造林-ver2 14 0 0 0 無 

7 AR-AM0008 於退化土地上之造林或再造林以提供永續木材製造

-ver2 14 0 0 0 無 

8 AR-AM0009 於退化土地之造林或在造林並容許混林牧之活動-ver2 14 0 0 0 無 
9 AR-AM0010 於保護區內未管理之草地造林及再造林計畫-ver2 14 0 0 0 無 

10 AR-ACM0001 退化土地之造林及再造林-ver2 14 0 0 0 無 
小計 - 1 25,795 25,795 1 件 

 

 

 

 



編  號 方法學名稱(含基線與量測方法) 範疇

類別

已註

冊計

畫數 

預期核發 CERs* 
(公噸 CO2e/年) 

計畫平均預期核

發 CERs(公噸

CO2e/年) 

中 
文 
化 

1 AR-AMS0001
在清潔發展機制下應用於草地及田地之小規模造

林和再造林計畫之簡化基線和監測方法學 14 0 0 0 無 

2 AR-AMS0002
在清潔發展機制下應用於聚落之小規模造林和再

造林計畫之簡化基線和監測方法學 14 0 0 0 無 

3 AR-AMS0003
在清潔發展機制下應用於溼地之小規模造林和再

造林計畫之簡化基線和監測方法學 14 0 0 0 無 

小  計 ─ 0 0 0 0 件 
總  計 ─ 964 195,773,246 203,084 37 件 

表 8  小規模造林與再造林 CDM 項目方法學(統計至 2008 年 4 月 13 日，共 3 項，尚無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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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論 
1.我國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無法直接參與 CDM，然而 CDM 允許

民間組織的參與，故未來仍可能透過設立於批准議定書國家之跨國企業或組織

來參與 CDM。因此，CDM 將是我國企業於後京都時期，現階段除了以「自願減

碳標準」方式參與外，另一參與國際間「綠色投資」減量之機會。  

2.考量到未來國內若採取減量行動計畫(如自願性減量、計畫型減量)，則基線與監

測方法的設定，及排放數據之建立，亦為我國極需建立之制度與程序。因此，

我國應持續關注國際間 CDM 實施方法之內容及發展，以提供我國未來實施計畫

型減量之依循。  

5.2 建議 

各國執行 CDM 專案活動時，均需依照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CDM EB 所

制定之「基線與監測方法學」，以供作為登錄專案與確證之指引。另參考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初步規劃之「溫室氣體先期減量推動方案(草案)」規定，實質減量額度核

發之減量類型有組織型減量、計畫型減量與國內先期行動。其中，「計畫型減量」

減量方法需符合 CDM 核准之方法學，執行計畫所得減量額度方可獲得環保署認定。 

因此，對於我國企業而言，若能充分瞭解 CDM 之機制與方法學，及於規劃執

行減量計畫時，盡量依循與國際共通的「專案設計文件 (The Project Design 

Document, PDD)」撰寫、基準線的確定、監測計畫的規劃及排放數據之收集。爰

此，應儘速協助我國掌握 CDM 方法學與其中文化，以大幅縮短國內因應溫室氣體

減量的學習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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