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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 

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申報與運用標竿

工具做為減量績效認可機制之探討 
 

簡慧貞*、劉家介** 

 

摘  要 

為呼應國際環保政策趨勢，以降低未來國際管制手段對我國所可能帶來之潛在

衝擊，行政院環保署自 93 年起即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並於 95 年 9 月提出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期以此做為我國溫室氣體管理制度之主要法源依據。

惟《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目前仍在立法院審議階段，然為協助產業建構減量

能力、以降低未來管制所可能面臨的衝擊，我國現階段的政策方向，一方面為協助

產業進行自願減量，另一方面則是以《溫減法》做為管理依歸，進行相關執行配套

制度之規劃設計。在上述的背景下，我國溫室氣體管理架構主要包含「產業排放申

報管理制度」、「以標竿工具做為基礎的自願減量認可與獎勵機制」，及「減量成

效確認之查驗證管理制度」等實質策略做法，本文主要就國際相關做法、我國對應

制度之設計與應用及國際制度與我國現階段做法比較分析等面向進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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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溫室氣體已成為國際上最受注視的環保議題，目前國際間唯一具備法律力的京

都議定書已於 94 年 5 月生效，世界各國亦相繼於環境政策中納入氣候變遷因應策

略。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秘書長克莉絲汀娜‧菲格雷斯(Christiana Figueres)指

出，公約雖扮演匯集全球氣候決策之平台，然並非各國減量決策的驅動力來源；更

於 102 年 1 月「全球環境均衡立法組織網」(Global Legislators' Organisation，GLOBE)

第三次成果發表會議表示，各國針對溫室氣體制度之內國法化趨勢乃是新全球氣候

協定之關鍵。各國境內減量決策的最大動機乃始於永續、穩健及具有競爭力的資源

利用。我國雖不是京都議定書之正式簽署國，但呼應國際環保政策趨勢，以降低未

來國際管制手段對我國所可能帶來之潛在衝擊，我國環保署自 93 年起即積極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相關事宜，並於 95 年 9 月提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以下簡稱

《溫減法》)，期以此做為我國溫室氣體管理制度之主要法源依據。  

《溫減法》目前仍在立法院審議階段，然為協助產業建構減量能力、以降低未

來管制所可能面臨的衝擊，我國現階段的政策方向，一方面為協助產業進行自願減

量，另一方面則是以《溫減法》做為管理依歸，進行相關執行配套制度之規劃設計。 

依我國經濟部能源局 2012 年的統計資料顯示，各部門燃料燃燒排放之二氧化

碳(carbon dioxide，CO2)以能源部門及工業部門為主要排放來源(約佔 80%以上)。在

管理效率原則之下，環保署以能源及工業部門為溫室氣體自願減量優先推動對象，

期於《溫減法(草案)》尚未正式通過前，協助產業建構溫室氣體管理能力。環保署

目前推動產業自願減量的管理方案，區分為先期專案(early action program)及抵換專

案(offset program)兩種，其中先期專案屬組織型減量方式，以整體排放總量與指標

性產品(或原物料)數量所計算的「排放強度」(emission intensity)為基礎，與環保署

所訂定的行業別公告排放強度進行比較，以認定專案減量績效。在此專案之下，產

業得以透過環保署所規範的申請程序取得減量額度(credits)。在制度設計原理上，

這些額度不但可以做為產業用來抵扣自己的排放量，亦能在指定的額度市場來進行

買賣。從這個角度而言，這些減量額度具有經濟價值，一方面可以做為降低減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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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工具，一方面亦可做為增加收入的資產，亦即透過前述標竿工具之管理方式，

預期能提供產業做為及早執行自願減量之誘因。  

在相關管理配套制度之設計上，精確掌握現有不同排放源之排放情形與具體數

據資料，乃是後續研擬各項溫室氣體管制策略之基本核心要素。業者對於排放資料

的提供通常較為抗拒，若沒有強制性的執法基礎，則不易推動此一工作。就我國目

前的現況而言，在《溫減法》尚未正式通過前，主管機關尚無可依循之法源基礎推

動相關管理措施。為克服目前因缺乏法源基礎所帶來的工作障礙，環保署在參考國

際作法與我國實際排放情形後，評估現階段採先將溫室氣體納入《空氣污染防制法》

(以下簡稱《空污法》)，利用現有空污管理架構及管制作法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資

料申報與管理，以做為後續銜接《溫減法》前之管制規範  。  

本文分別就產業排放、減量認可及查驗機制等 3 個主題進行探討。在各主題的

論述邏輯上，先簡要說明國際相關做法、而後介紹我國對應制度之設計與應用，最

後再針對國際制度與我國現階段做法進行比較分析。  

 

二、效能標準與標竿管理工具之國際做法與我國應用 

2.1 效能標準與標竿管理工具之國際應用 

繼 1992 年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及 2008 年實施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KP)，國

際各國和地方均致力於溫室氣體管理，並藉由政策工具(如總量管制)、經濟工具(碳

稅或能源稅)、技術工具(減量技術)和市場機制工具(如排放交易)等面向發展相關管

理策略及賞罰機制，以投入全球溫室氣體減量之努力。除了上述的管理工具之外，

國際間亦透過溫室氣體排放效能之形式，建立一指標性標準(所謂效能標準或標竿

值)供產業部門參照或遵循，進而達成溫室氣體管理目的，該作法已在國際間有相

當的進展，乃氣候政策規劃之利器。  

「效能標準」及「標竿值」是國際間應用於部門別或工廠(場)層級之污染物、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理手段，其包含以強制或自願推行之於國家、地區或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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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藉 此 強 化 減 量 策 略 之 公 信 和 公 正 性 ， 落 實 「 可 量 化 、 可 報 告 及 可 查 證 」

(measurable、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MRV)原則。效能標準及標竿值之應用面向

除可做為產業達成自願性減量協議、揭露排放量登錄平台資訊、績效表現稽核依

據，以及企業相互比較之指標，亦可做為達成能源績效改善或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之

政策工具。以清潔空氣政策中心(center for clean air policy，CCAP)所提倡的「部門

別減量機制」(Sectoral Mechanism)為例，乃規劃建立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產業之標

竿值，以協助改善溫室氣體排放之效能。而美國環境保謢署(U.S. EPA)則是將透過

效能標準規範新設電廠排放水準；華盛頓州則針對工業部門研究溫室氣體排放標竿

值之應用；而加州總量管制及歐盟第三期排放交易機制亦採標竿值，做為核發排放

源免費額度之認定依據。  

依據美國華盛頓州委託工業門溫室氣體標竿值研究，亦指出州級與聯邦所利用

之管理策略可歸納為三大應用目的，包含：1.做為「自願性績效目標」 (voluntary 

performance goals)、2.配合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機制實施之下的「法規強制執行目

標」(regulation of GHG emissions through a cap-and-trade program)，以及 3.「強制

性溫室氣體績效標準」(regulatory GHG performance standards)，以標竿值之形式展

現。  

效能標準、標竿值之訂定係涉及相關產業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共同參與和協

商，並與各產業產能利用特殊性、減量技術之可行性和成本有緊密的關聯。排放標

準訂定之高度與扮演位階亦影響產業發展及減量成效，均為國際政策推行重要考量

點。國際標竿值之訂定原則彙整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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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排放標準或標竿值研訂原則  

研訂原則 說 明 
精簡化、透明化和標準化 
(simplicity, transparency and 
standardisation) 

效能標準或標竿數值認定方式：應精簡易懂，且
引用最少計算參數為原則 

引用之數據來源：降低產業別下各廠差異度，並
確保數據參採來源之完整性和一致性 

公式設計：清楚明確，並可經第三方重複驗證 
技術可行性及政策可接受性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political acceptability) 

考量政府和產業實務操作可能面臨之議題，確保
執行效能標準管制或標竿值訂定之可行性 

可查證(verifiability) 效能標準或標竿值研訂過程所參採產業提供之
參數和數據，可經第三查證單位進行查核確認 

產業下各廠提報資訊之一致
性 
(consistency with plants’ 
circumstances) 

確保產業下各廠提報資訊過程之一致性，以避免
業者提供資料過於籠統，亦避免過於繁瑣降低產業
配合意願 

避免產生負面管制效應，導
致產業停滯於最易執行之減
量選項 
(minimized perverse 
incentives and “gam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pect to 
realizing least cost mitigation 
options) 

效能標準或標竿值認定方式應避免導致產業因
應作法與減量目的抵觸，包含關廠、特定產品製程
之優勢、特意增產或減產之優勢、碳洩漏(工廠搬
遷它地)以及刻意調整製程或設備免除排放量計算 

確保最佳技術採行誘因 
(incentives for best practice) 

應促進產業選用最佳可行技術 

明確性 
(certainty) 

效能標準或標竿值研訂方向明確，強化政策決心
與產業信心度 

資料來源：Entec UK 和 NERA(2005) 
 

2.2 標竿管理工具之我國應用：先期專案 

先期專案為溫室氣體減量專案之一種，其是指自民國 89 年 1 月 1 日起至《溫

減法》施行前，排放源之排放強度優於環保署之公告排放強度，且其執行減量實績

經查驗機構查證及環保署審查通過核發減量額度之專案。先期專案可視為一種組織

型的減量方式，減量績效之計算，乃是基於整體運作單位排放量與指標性產品生產

量關係所計算之排放強度為基礎，並進而與環保署所公告的行業別排放強度進行比

較，以做為是否得以取得減量額度之評斷。當特定業者的排放強度優於公告排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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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時，則業者可取得減量額度以做為其排放控制績效相對較佳之獎勵，如圖 1 所示。 

先期專案及抵換專案之法源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

專案推動原則》於民國 99 年發布並於 101 年修正，目的為鼓勵業者過往配合政府

政策執行節能減量行動，因此先期專案得以回溯至過往(始自民國 89 年)，且為區別

推動原則發布前後業者減量成效，因此先期專案的機制設計上，則依時間階段性的

不同訂定不同的公告排放強度。第一階段適用於民國 89 年至 99 年底所完成之績

效；而民國 100 年後之減量績效，則屬第二階段。表 2 為各業別之排放強度，環保

署已於 100 年 6 月 30 日公告「鋼鐵業」、「水泥業」、「電力業」、「半導體業」

及「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等 5 項行業之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度。換言之，目

前能夠以先期專案取得減量額度者，為前述 5 大產業。  

 

 

圖 1  先期專案示意圖  

 

另依環保署民國 101 年 7 月修正發布的《溫室氣體先期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

第 19 點，第一階段所申請的先期專案減量額度，自核發日起 3 年後，即不得用於

環境影響評估案件開發單位溫室氣體減量承諾之抵換。亦即第一階段所申請之減量

額度，若要用於環評承諾之抵換，則必須於 3 年之內抵換完畢；3 年後，只能用於

自願性的碳中和等用途。但該條文中亦附加但書，若減量額度已提供指定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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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開發案件之溫室氣體減量承諾抵換之用途者，不在此限。這個但書也為先期專

案申請者提供了一個減量額度使用之彈性，並於實務上達到活絡國內碳市場之目

的，對未來可能實施的排放交易制度奠定基礎。  

 

表 2  環保署 5 大業別公告排放強度  

行業別/製程別 指標性產品 
第一階段公
告排放強度

建議值 

第二階段公告排放強度建議值 

既有排放源 新設排放源 

鋼鐵業 

一貫式 鋼胚 2.17 2.05 1.9 

電弧爐 
碳鋼鋼胚 0.455 0.426 0.376 

不鏽鋼鋼胚 0.492 0.476 0.42 
軋鋼 H 型鋼 0.184 0.169 0.155 
製程 不銹鋼熱軋鋼捲(板) 0.145 0.143 0.14 

水泥業 熟料 0.917 0.855 0.821 

液晶顯示器 
5 世代以下玻璃基板 0.312 0.089 0.043 

5.5 世代以上玻璃基板 0.064 0.048 0.039 

半導體業 

6 吋以下晶圓 1.44 1.069 0.902 
8 吋晶圓 1.894 1.321 0.891 

12 吋晶圓代工 1.326 0.973 0.642 
12 吋晶圓 DRAM 0.97 0.52 0.426 

電力業 

汽力機組
88 年前 

燃煤 0.882 0.868 
汽力燃煤 0.761
汽力燃油 0.621
汽力燃氣 0.449 

燃油 0.739 0.729 
燃氣 0.561 0.545 

88 年後 燃煤 0.835 0.823 

複循環機
組 

88 年前 
燃油 0.672 無燃油改燃氣

複循環燃氣
0.355 燃氣 0.424 0.414 

88 年後 燃氣 0.38 0.373 

資料來源：整理自環保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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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室氣體排放申報管理之國際做法 
與我國相關制度設計 

3.1 國際制度案例 

目 前 國 際 採 用 透 過 法 規 推 動 溫 室 氣 體 強 制 申 報 (Mandatory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Rule)做為管制做法者包含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與澳洲，以下針對

各國制度進行簡要說明。  

1.美國 

該 國 溫 室 氣 體 申 報 制 度 發 展 起 源 於 《 國 會 整 合 撥 款 法 》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要求美國環保署(以下簡稱 U.S. EPA)限期規劃溫室氣體盤查

申報制度，促使 U.S. EPA 在 2009 年 10 月發布「排放量申報規範」(Mandatory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Rule)，並於同年 12 月生效。原規定 2011 年 3 月 31 日

為首年度之截止申報日，然礙於相關配套建置時間，故展延為 9 月 30 日截止。

該申報規範係屬於《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以下簡稱 CAA)下之溫室氣體

管制規範架構。其主要目標在強制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及供應商進行溫室氣體申

報作業，以做為未來法規訂定之參考。  

排放量申報規範之主要目標，是期望透過此規範掌握美國各行業上游產品

(upstream production)與下游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downstream direct emitters)排放

資料，並要求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及燃料供應商必須蒐集正確與即時的排放資

訊，以做為未來相關法規政策訂定的參考。涵蓋之申報對象包含石油煉製業、石

化工廠、化石燃料供應商、工業用溫室氣體製造商、汽車及引擎製造商及工廠內

有鍋爐、加熱器等燃燒設施等行業。美國環保署亦進一步分批(2010 年及 2011 年)

公告申報對象及適用條件：2010 年申報對象需開始進行該年度溫室氣體申報作業

資料蒐集，並於隔年 2011 年進行申報；2011 年申報對象需則於隔年 2012 年進行

申報。  

根據 U.S. EPA 溫室氣體申報規則，要求申報對象包含，要求申報對象包含

大型排放源及燃料供應商，依管制門檻條件分成 4 項，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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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溫室氣體申報對象之分類原則  

申報對象 申報門檻 
工業部
門之排
放源 

特定業別 
全數納管 

包括發電(受酸雨計畫管制對象)、石油煉製、石化、水泥、硝酸
製造、石灰製造、磷酸製造等 17 種業別，不限排放量規模，無
申報門檻。 

一定規模以
上之業別 

鋼鐵製造、鐵合金製造、紙漿及紙製造、玻璃製造等 7 種業別，
其排放量達 25,000 公噸 CO2e/年者。 

其他固定 
燃燒源 

屬上述兩類，使用燃料最大總輸入熱值大於等於 30 MMBtu/hr，
且排放量大於 25,000 公噸 CO2e/年之固定燃燒源者。 

燃料 
供應商 

其他製造商
及供應商 

供應化石燃料(煤、石油、天然氣)及工業氣體(含氟溫室氣體、
N2O、二氧化碳)之製造商及供應商，亦包括進出口產品，其產
品本身未來可能產生之排放量達 25,000 噸 CO2e/年以上者 

註 1：MMBtu(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英熱單位，1 英熱單位/時(Btu/hr)=0.293071 瓦(W) 
資料來源：US. EPA(2012b)。 
 

美國已於 2011 年 9 月完成 2010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作業，申報家數共有

6,700 家(直接排放源計有 6,208 家、製造商及供應業計有 604 家)，申報之直接排

放源中，以電力業(2,324 百萬公噸 CO2e)為排放大宗，再者為煉油業(183 百萬公

噸 CO2e)，申報對象中，排放總量超過 700 百萬公噸 CO2e 之工廠有 100 家，其

中，96 家電力業、2 鋼鐵廠、2 家煉油廠。  

2.歐盟 

依據歐洲議會和理事會 2003/87/EC 指令，歐盟於 2004 年 1 月 29 日制訂「溫

室 氣 體 監 測 和 申 報 指 引 規 定 」 (guidelines for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MRG)，以做為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下，規劃各

國管轄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核配作業之基礎，其後於 2007 年發布修正版

(MRG 2007)；在「溫室氣體監測和申報指引規定」(MRG)中明確說明如何對該裝

置的二氧化碳排放進行監測和報告，包括對燃料和材料流的監控、對計量設備的

描述(地點、技術、不確定性)、對排放測量系統的詳細描述、監測及報告的質量

保證和質量控制，與數據收集和排放計算流程等內容。  

在 2003/87/EC 中規定納入 EU-ETS 管制的產業與排放源主要分為「能源活

動」、「鐵系金屬生產與加工」、「礦產工業」、「其他活動」等 4 個面向，如

表 4 所示，受到管制之產業包括煉油業、能源業、冶煉業、鋼鐵業、水泥業、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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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業、玻璃業與造紙業等約 12,000 處排放源，其所涵蓋之排量約占全歐盟總排放

量 45%。  

表 4  EU-ETS 納入管制的活動  

1.能源活動： 
1.1 燃燒排放源的活動，其熱輸入功率超過 20 百萬瓦。(排除有害或都市廢棄物

處理排放源)。 
1.2 礦油煉製活動。 
1.3 焦碳爐活動。 

2.鐵系金屬生產與加工 
2.1 金屬礦石(包括硫化物礦石)煆燒與燒結排放源的活動。 
2.2 製造生鐵或鋼鐵(原生或二次熔煉)排放源的活動，含連續鑄造，產能每小時

超過 2.5 公噸。 

3. 礦產工業 
3.1 生產水泥熟料旋轉窯排放源的活動，日產能超過 500 公噸。 
3.2 生產石灰旋轉窯或其它加熱爐排放源的活動，日產能超過 50 公噸。 
3.3 生產玻璃或玻璃纖維排放源的活動，日熔製量超過 20 公噸。 
3.4 生產陶瓷產品(含屋瓦、磚塊、耐火磚、瓷磚、陶瓷器)燒烤窯排放源的活動，

其中(i)窯日產能超過 75 公噸；或(ii)窯容積超過 4 立方公尺，而且設定密度

每立方公尺超過 300 公斤。 

4. 其他活動 
4.1 由伐木或其他纖維物質來生產紙漿工廠的活動。 
4.2 生產紙類產品工廠的活動，日產能超過 20 公噸。 

資料來源：European Commission(2003)。 
 

3.英國 

英國承諾於 2025 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量至 1990 年的 20-30%。該國境內主

要排放源已受制於 3 個現行相關溫室氣體申報制度：歐盟排放交易機制下，要求

總量納管對象之 CO2 申報規定、該國「能效碳減量承諾」(CRC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方案列管對象之用電 CO2 申報規定，以及

參與「氣候變遷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CCA)之業者其能耗使用資

料申報規定。該 3 種申報規定係提供總量管制或自願減量績效認定之配套，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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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遭列管的排放源或參與業者提報排放資料。  

除前述制度外，該國 2008 年《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第 85 條

規定主管機關需於 2012 年 4 月 6 日前進一步要求公司申報溫室氣體排放量(包含

CO2、CH4、N2O、SF6、HFCs、PFCs)，乃獨立於前述溫室氣體管理機制之申報

制度。有鑑於此，環境食品暨農村事務部(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簡稱 DEFRA)，係為該法案之相關主管機關，則先行問卷調查、

提 供 初 版 的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申 報 規 定 (草 案 )》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irectors＇  Reports) Regulations 2013)，以及後續修正作業。根據現階段該草案

內容，凡於該國證交所共計超過 1,100 家的上市公司，須申報其營運活動涉及之

直接排放(範疇 1)、能源間接排放(範疇 2)以及排放強度比(intensity ratio，係每單

位產出或產值之 CO2e 排放)，並依公司結算年度為每年申報期間。  

該 國 須 申 報 之 公 司 可 參 採 DEFRA 提 供 之 盤 查 指 引 及 能 源 及 氣 候 變 遷 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Change，DECC)發布的年度排放係數

值，亦可採用「世界資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簡稱 WRI)及「世界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WBCSD)共同開發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GHG Protocol)、「國際標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簡 稱 ISO) 發 布 的

《ISO14064-1》標準與「氣候碳揭露標準委員會」(Climate Standards Disclosure 

Board)所訂定的《氣候變遷申報框架》(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英

國政府沒有硬性規定使用政府訂定之盤查計算方法，但申報業者須以揭露所採行

的量化方式，確保資訊透明化。DEFRA 將於 2016 年進一步決定是否擴大申報對

象，並於該申報制度推行第 5 年進行政策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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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英國現行溫室氣體申報制度對照表  

制度名稱 特 性 期 程 納管/參與對象
溫室氣體

申報內容
查驗規定 

歐 盟 排 放
交易機制 

針 對 歐 盟 境 內 設
施 之 總 量 管 制 與
排放交易機制 

第一期
(2005-2007) 
第二期 
(2008-2012) 
第三期 
(2013-2020) 

大 型 能 耗 排 放
源(如鋼鐵、造紙
等) 

CO2 

排放量 

第三方 
查驗機構 

能 效 碳 減
量承諾 

針 對 英 國 境 內 大
型公私場所(如超
商和醫院)之申報
與交易機制 

第一期 
(2010/4-2012/3) 
第二期 
(2013/4 起) 

所有裝設‘半小
時’計量電錶的
公司 

CO2 

排放量 

第二方 
環境署 
抽樣稽核 

氣候變遷
協議 

產業達成自設減
量目標，搭配氣候
變遷稅之稅額減
免獎勵 

2002、2004、
2006、2008、2010
及 2013 年起簡化
作法 

與政府達成自
願減量 
協議之高耗能
產業或 
公協會 

能耗量(並
轉為 CO2
排放) 

公協會及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查 

強制申報
規定 

針對主要上市 
公司強制申報 

預計 2013/4 或
2013/10 

倫敦證交所主
市場掛牌公司 

範疇一與

範疇二之

6 大京都

溫室氣體

排放量 

由現行會計
稽核機制審
查 

資料來源：UK House of Parliament(2013)。 

 

　 4.澳洲 

澳 洲 「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及 能 源 申 報 法 」 (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Act，NGER Act)於 2008 年 7 月 1 日生效，並依據該法案之授權，完成

建置「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系統」(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System，NGERS)。澳洲「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法」目標主要有「為排放交

易機制打下基礎」、「通知政府政策及公眾」、「國際彙報義務」及「避免各州

重覆」等 4 大面向，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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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2012a) 

圖 2  澳洲「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法」目標  

 

依據「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法」規定，如企業每年之總溫室氣體排放量

或是能源消耗超過一定門檻，該企業就必須彙整溫室氣體排放量、能源產生量及

能源使用量等相關資料(需經第三者查證)，以符合法令規定的年度申報要求。應

申報對象初期 2008 及 2009 年規定企業年總溫室氣體排放量達 125,000 噸 CO2e，

或是總能源消耗(或製造)量超過 500 兆焦耳者；2009 及 2010 年則規定為排放量

達 87,500 噸 CO2e，或是總能源消耗(或製造)量超過 350 兆焦耳者；未來將要求

排放量達 50,000 噸 CO2e，或是總能源消耗(或製造)量超過 200 兆焦耳者，循序

漸進來達到納管達全國總排放量 70%之目標。此外，若是企業所屬設施，其個別

溫室氣體排放量超過 25,000 噸 CO2e，或消耗(或製造)100 兆焦耳以上的能源，也

必須個別申報排放資料。  

「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法」規定企業每年的排放量於次年 8 月 31 日完

成登錄，次年 10 月 31 日完成報告，隔年 2 月 28 日完成公佈，此外法令亦規劃

為排放交易機

制打下基礎 

通知政府政策

及公眾 

避免各州重覆 國際彙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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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審計制度以覆核企業所提之溫室氣體及能源申報資料之正確性，澳洲政府溫

室氣體審計制度包括「違規審計」(Non-compliance Audits)及「抽查審計」(Spot 

Audits)兩種型式，前者為當監管機構有合理依據懷疑註冊企業未滿足或正在違反

其義務時進行，相關查核費用由企業承擔，而後者則可在未懷疑違規審計時進

行，相關費用則由監管機構承擔；透過兩種型式之審計制度，來確保公告之國家

溫室氣體排放量及能源資料之正確性。 

5.加拿大 

加拿大減量目標為 2020 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17%(相較於 2005 年排放水

平)，並在 2050 年減量達 60-70%(相較於 2006 年排放水平)。該國溫室氣體盤查

與申報制度源自 2004 年，加國環境部係引用 1999 年《加拿大環境保護條款》

(Canad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1999)第 46 條“環境資訊蒐集＂為「溫

室氣體申報方案」(GHG Reporting Program，GHGRP)推動法源，並定期每年於《加

拿大公報》(Canada Gazette)公告相關施行細則，其包含強制規定年排放量(直接

排放)達 10 萬公噸 CO2e 門檻以上之排放源須進行溫室氣體(包括 CO2、CH4、N2O、

SF6、HFCs、PFCs)線上申報、申報項目及應採用之量化係數值。該申報門檻已於

2009 年下修為 5 萬公噸 CO2e，低於 5 萬公噸 CO2e 之工廠則可自願申報。該申報

方案可協助加國政府掌握工業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其申報包含化石燃燒之電力供

應業、石油煉製、紙漿造紙、鋼鐵、鐵礦石微粒化(iron ore pelletizing)、冶煉及

精煉、水泥、石灰、碳酸鉀(potash)、化學品和肥料等產業，約占該國總排放量

34%。該國申報方案無強制性查驗規定，乃由申報業者以切結聲明所提供之資訊

為真實、準確及完整，並由環保部審查。若無據實申報者則依循加拿大環境保護

法相關懲處規定辦理。  

6.中國(上海) 

2012 年 8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召開上海市碳排放交易試點工作啟動大會，將

200 家企業納入試點範圍。據悉，2013 年下半年至 2014 年上半年，是上海市全

面推進試點工作的關鍵時期。下一階段，上海市將加快制定上海碳排放交易管理

辦法等規章制度，力圖建構一個具有相容性、開放性和良好示範效應的碳排放交

易市場，成為中國碳交易市場之試行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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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期已製定《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開展碳排放交易試點工作的實施意

見》(以下簡稱實施意見)，根據實施意見內容，上海市參加試點的對象為鋼鐵、

石化、化工、非鐵金屬、電力、建材、紡織、造紙、橡膠、化纖等工業行業，且

其二氧化碳年排放量達 2 萬噸以上的重點排放企業，以及航空、港口、機場、鐵

路、商業、賓館、金融等非工業行業，且其二氧化碳年排放量達一萬噸以上的重

點排放企業。對於上述範圍外，試點期間二氧化碳年排放量達到一萬噸及以上的

其他單位須履行碳排放報告制度。  

上海市參加試點的企業 200 家、報告企業 600 多家，上海市交易標的主要是

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上海市將對試點企業的初始碳排放配額免費分配，試點企業

應按規定展開自身年度碳排放監測和報告，並接受第三方機構的查核。  

3.2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申報制度介紹 

因《溫減法》於民國 95 年經行政院送立法院審查至今已歷經三屆立委任期，

仍尚未完成立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兩大爭議點為：減量目標是否應明訂於《溫減

法》條文與各界對於排放交易制度的看法分歧。儘管如此，環保署於此期間對於建

構國內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能力之相關工作推動並未停止，仍積極推動自願性盤查登

錄及先期減量相關制度，惟非屬強制性申報制度，仍有產業排放量資料掌握不完整

及登錄資料不正確等問題，由於溫室氣體管理首要工作即為掌握基線排放情形，為

解決此一問題，環保署參考美國以清空法進行管制之做法，在《溫減法》未立法通

過前，將溫室氣體納入管理，以循序推動溫室氣體管制作業，未來待《溫減法》通

過後，即可銜接後續之相關管制措施，加速減量工作之推動。以下簡要說明目前的

相關制度做法。  

3.2.1 公告 6 種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  

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暖化效應及氣候變遷，間接衝擊、改變及妨害生活環境，符

合空污法第 2 條第 1 款空氣污染物規定，且參採國際上以既有法規進行溫室氣體管

理制度精神，環保署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施行細則第 2 條第 6 款規定，公告二氧化

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六氟化硫及全氟化碳等 6 種溫室氣體為空氣污

染物，明確法令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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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推動溫室氣體強制申報作業  

申報管理之目的係為掌握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基線資料，以做為推動溫室氣體

減量及管理之基礎。環保署自 99 年 9 月著手研析美國以清淨空氣法管理溫室氣體

排放之作法，並評估以我國空污法將溫室氣體納入管制之可行性，並自(100)年 5

月起陸續辦理專家諮詢、研商說明會議、預告、公聽會與發布等法制作業。現環保

署已分別於 101 年 12 月 20 日發布《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管理辦法》，並於 101 年

12 月 25 日公告《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開啟我國溫室

氣體排放量強制申報機制，相關規定說明如下：  

1.適用對象 

第一批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首先以能源密集及主

要耗能產業等大規模排放源為主，包含電力、鋼鐵、水泥、煉油、石化(烯烴)、

光電及半導體等 6 大行業；另將全廠(場)化石燃料燃燒產生溫室氣體年排放量達

100 萬公噸 CO2e 之排放源納入，前述對象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第二批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參採國際作法以化石

燃料燃燒產生溫室氣體年排放量達 2.5 萬公噸 CO2e 者為申報對象，前述對象自

103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2.申報方式： 

主要規定透過網路進行申報，應申報頻率及內容如下：  

(1)季上傳  

於每季(4、7、10 及隔年 1 月底前)進行主要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相關活動

數據填報。 

(2)年申報  

於隔年 1 月底前進行主要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相關之活動數據彙總。 

(3)盤查及查證  

於隔年 8 月底前完成全廠之盤查、查證及登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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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溫室氣體查驗管理之國際做法 
與我國相關制度設計 

4.1 國際查驗管理做法 

目前國際推動溫室氣體排放量或減量績效查驗管理作業較有經驗者包含聯合

國清潔發展組織、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洲，大多國家係基

於國際標準組織規範下執行，以下針對國際標準組織規範與前述國家作法，進行簡

要彙整分析說明。  

4.1.1 國際標準組織(ISO)之溫室氣體查驗標準發展  

國際標準組織(ISO)為協助國家、產業及企業建立透明之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並協助引導各方做法具備原則性相符之特性，故自 1998 年起積極研討環境管理系

統標準應用於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可行性，於 2006 年公告 ISO 14064 系列及 ISO 

14065 標準，作為規範組織及專案層級溫室氣體量化、報告、確證、查證之準則。

並於 2007 年及 2008 年公告 ISO 14065 及 ISO 14066 標準，以作為查驗機構認證

及查驗小組成員能力資格要求之管理準則，據此逐步建立國際標準規範。目前我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發布之 CNS 14064 標準即為 ISO 14064 中文版，CNS14064 共有

3 部，其關聯性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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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14064 

圖 3  溫室氣體 ISO 國際標準系列之關聯性  

 

4.1.2 國際溫室氣體查驗管理做法  

　 1.溫室氣體查驗標準 

許多國際組織、跨國方案及國家因 ISO 標準具有彈性、中立且能與其他方案

相容等特性，有利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機制合作推動，故陸續採用前述 ISO 規範作

為認查驗管理之準則。如國際認證論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IAF)

應用 ISO 14065 及 ISO14066 作為其會員認證作業準則，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ETS)、聯合國清潔發展組織(CDM)、自願減量標準(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VCS)、北美氣候登錄方案(The Climate Registry，TCR)、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氣候行動儲備方案(Climate Action Reserve，CAR)、加

拿大、中國、日本、韓國等均於排放量盤查及專案層級計畫中採行 ISO1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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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 ISO 14064-2 標準。  

2.國際查驗機構認證管理做法 

國際查驗機構認證管理作業做法分為兩類：主管機關直接認證查驗機構(如

CDM、澳洲)，或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機構協助管理並直接採信認證管理結果(如德

國、加拿大、中國、英國、日本)。  

(1)主管機關直接認證查驗機構  

常見於主管機關同時作為查驗機構認證作業執行者及相關方案管理者之情形，

如聯合國清潔發展組織(CDM)或澳洲國家溫室氣體和能源申報方案(NGER)。其主管

機關之運作方式，見圖 4。 
 

 
圖 4  主管機關直接執行查驗機構認證管理運作方式(以 CDM 為例) 

 

(2)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機構協助管理並直接採信認證管理結果  

國際上多數國家政府或方案採行將查驗機構之認證管理作業，交由認證機構執

行之。目前常見之認證執行授權方式有二：法規授權或委託授權。授權管理之運作

方式，見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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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機構協助管理運作方式(以英國為例) 

 

法規授權多適用於該國家已為認查驗管理作業，訂立法律，據以授權國家認

證單位執行所有國家認證方案，如德國、加拿大、中國。  

委託授權則多適用於該國家或該方案未設立認證單位時，以簽訂合作協議或

直接採認認證結果等兩種方式，據以委託認證機構協助執行查驗機構認證管理作

業，如英國、美國、日本。  

由於近年來國際認證組織(如 IAF)積極建置認證機構管理制度，並推動國際

多邊相互承認協議簽訂作業，以達成多國認證結果互認之終極目標，不僅吸引許

多認證機關加入，國際認證組織認可及簽訂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亦為委託授權時重

要條件要求之一，如英國。  

3.國際查驗機構及查驗人員管理做法 

目前國際上主管機關之查驗管理作法有二：一是管理查驗機構，由查驗機構

負責查驗人員管理；二為同時管理查驗機構及查驗人員。前項為目前國際常見作

法，將查驗人員管理交由各查驗機構獨立管理，如英國、日本、加拿大；後項則

多為該國家已具備查驗管理法或方案查驗法，直接訂立查驗機構及查驗人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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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據以分別明定查驗機構管理職責與查驗人員資格及責任歸屬，如德國、澳

洲。  

4.2 我國溫室氣體查驗管理做法 

為與國際接軌，我國參用常見之國際做法，導入國際認證論壇(IAF)之認證系

統及 ISO 國際標準，據以建立溫室氣體查驗結果與國際互認接軌之基礎。並因應國

內需求，建置我國查驗管理機制及編撰溫室氣體查驗指引(以下簡稱查驗指引)，作

為國內溫室氣體查驗作業執行之技術規範指導工具。我國溫室氣體查驗管理機制及

認查驗作業說明，見圖 6 及表 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6  我國溫室氣體查驗管理機制  

 

表 6  我國認查驗作業說明  

認查驗名詞 定義 
認證 

Accreditation 
主管機關或認證機構(如 TAF)對溫室氣體查驗機構之認可程序，證明其有
能力執行溫室氣體確證或查證作業。 

查證 
Verification 

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量或減量數據，經查驗機構依系統化、文件化及獨
立性等評估方式，進行書面及現場稽核之作業。 

確證 
Validation 

針對專案型減量專案(即環保署抵換專案)之規劃內容，經查驗機構依系統
化、文件化及獨立性等評估方式，進行書面及現場稽核之作業。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查驗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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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國內溫室氣體查驗管理作業仍於發展階段，環保署於溫室氣體減量法施行

前，審議委託身為 IAF 會員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協助環保署進行溫

室氣體查驗機構資格審查及管理作業之同時，並統籌透過每年定期執行認查驗機構

之監督查核作業，掌握國內認查驗管理與業務執行品質之情形，據以持續推動國內

查驗管理作業品質提升作業。  

目前我國要求各溫室氣體查驗機構，除需符合 ISO 14065 及 ISO 14066 之查驗

作業程序與查驗人員能力資格要求外，應同時符合環保署對查驗人員之設置要求及

查驗人員資格訓練與在職訓練要求。在查驗作業方面，我國要求國內自願性盤查、

排放量申報及減量專案，除需符合 ISO 14064-1 或 ISO14064-2 標準外(視其為組織

層級或專案層級之查驗作業)，亦需符合國內技術規範與報告文件要求，相關規範

均列示於環保署公告之查驗指引。  

 

五、各國制度重點項目之彙整比較 

5.1 效能標準與標竿值之各國應用面向比較 

在效能標準及標竿值管理工具之實務應用上，國際案例做法主要可歸納為三大

應用面向，包含：1.「溫室氣體排放之量測依據」(measurement protocol，MP)、2.

「供效能標準引用之參考值」(performance indicator，PI)，以及 3.「技術建議參考」

(technology guides， TG)， 例 如 最 佳可 行 技 術 的引 用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以上述 3 大應用面向做為歸納準則，則國際上的應用可彙整如表 7 所示。  

不同於以標竿值做為管制之依循標準，我國現階段於標竿值之應用上，主要是

以鼓勵產業自願減量做為政策目標，而標竿值(公告排放強度)則做為核發減量額度

以做為獎勵誘因之門檻標準，具有正向管理之積極意義。然而，此一管理工具事實

上可隨階段性任務而調整其應用方向。舉例而言，目前我國主要處於《溫減法》正

式實施前的協助產業調整階段，因此標竿管理工具之使用，主要朝向做為提供自願

減量誘因之機制設計基礎。進而，隨著管理進程的推進，當溫室氣體管理制度朝向

總量管制方向成熟邁進時，則標竿管理工具可進一步調整做為營運單位之排放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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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標準，以達政策目標。  

 

表 7  現階段國際間效能標準及標竿值應用面向和原則  
國際間主要溫室氣體管理機制或方案 應用面向(MP/PI/TG) 

我國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Early Action) 自願減量獎勵額度核發之依據(PI)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倡議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Initiative) 

排放量測依據(MP) 

歐盟排放交易機制之排放監測與報告規範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排放量測依據(MP) 

歐盟第一期、第二期排放交易機制下，部分會員國擬

定國家核配計畫(NAPs)之額度核配依據 排放量測依據(MP) 

歐盟第三期排放交易機制(ETS Phase III)標竿值之額

度核配依據 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指標(PI) 

國際水泥永續聯盟 
(CSI, Cement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排放量測依據(MP) 
工廠層級之排放效能指標(PI)，現階段規

劃中 
歐盟整合性污染預防與控制局 
(EIPCCB, European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ureau) 

提供 BAT 最佳可行技術之參考依據(TG) 

國際能源總署(IEA) 溫室氣體研發計畫(Greenhouse 
Gas R&D Programme) 

提供技術參考依據(TG) 

亞太地區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關係 
(APP, 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水泥業及鋼鐵業規劃制定標竿值(PI) 

加拿大產業節約能源計畫 
(IPEC, Industry Program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鋼鐵及鋁業研擬全國或區域標竿值(PI) 

比利時法蘭德斯省能效標竿值約定 
(Flanders Benchmarking Covenants) 

與國際鋼鐵產業工廠之比較依據(PI) 

荷蘭標竿值規範 與國際水泥和鋼鐵比較依據(PI) 
英國氣候變遷協議(CCA,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水泥和鋼鐵業各廠排放績效之展現(PI) 

美國產業能源之星、能源效率指標(EPI, 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技術參考依據(TG)； 
各廠排放能效比較(PI) 

美國環保署氣候領導計畫(Climate Leaders Program) 一般性自廠或產業部門排放能效比較(PI) 
美國環保署電力部門排放標準 新設電廠強制效能標準(TG) 
美國能源部 1605b 自願性溫室氣體盤查登錄 各廠排放能效資訊揭露(PI) 
加州總量管制和排放機制 核配依據(PI) 
資料來源：修正彙整自 CCAP(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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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排放量申報制度之比較 

綜合上述制度資料後，有關我國與各國或區域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目的、法

源依據及申報之對象、內容、時間及方式之比較彙整如表 8。  

法源基礎為排放申報管制工作之執行依據，彙整上述 5 國與我國的制度資料，

在法源基礎上大致有 2 種做法，第一種為以既有法規進行修正而引用之，例如美

國、歐盟、加拿大及我國即屬於此一類別。第二種為另立專法來做為排放申報管制

做法之依據，如澳洲及英國即屬此類。  

在具體的管制做法上，除歐盟外，各國申報氣體種類均涵蓋京都協定中所有 6

種溫室氣體為須申報內容，申報範疇則可見採範疇一或是同時要求範疇一與範疇二

之分歧作法，而申報對象則以特定業別或達一定門檻以上者為主。在申報頻率上，

主要多採年申報，且申報期限約為 3~6 個月，而查驗機制有涵蓋第一方業者自我驗

證、第二方主管機關審核及第三方查驗機構查驗三種作法，並視各國對數據準確準

確度要求程度的不同，亦可分有驗證、審核、稽核或查驗等不同深度。  

對照各國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申報之作法，我國在申報對象之納管方式，為降低

對產業之衝擊，採分批進行，優先指定 6 大主要耗能產業及年排放量 100 萬公噸

CO2e 之排放源為第一批之申報對象(預估為 108 家)；第二批申報對象則要求年排放

量 2.5 萬噸 CO2e 以上之排放源需進行申報，預估將有 132 家。在申報頻率方面，

則依循我國傳統空氣污染物排放申報頻率，採季上傳、年申報之方式；另考量後續

銜接《溫減法》相關溫室氣體管制工作之需求，在申報範疇別的部分則涵蓋範疇 1

及範疇 2，要求申報資料需經第三者查證。  

5.3 溫室氣體查驗管理制度之比較 

綜合上述國際查驗管理制度資訊，有關我國與各國或方案之溫室氣體認證管

理、查驗機構及查驗人員管理準則之比較彙整如表 9。  

各國或方案認證作業與管理視其法源依據及認證機構而定。我國則於溫減法實

施前，採用主管機關以函文委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協助執行查驗機構

資格認可作業，併用主管機關直接認證查驗機構之作法，以資格認可函文規範管理

查驗機構及其人員作業。目前環保署已極積著手進行溫減法實施前，以空污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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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源訂定作業，可望未來以法源授權下進行認查驗機構及人員管理作業。  

 

表 8  我國與各國及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申報制度彙整比較：  

法源、實施時間與目的  

   國家 

項目 
台 灣 美 國 歐 盟 加 拿 大 澳 洲 英 國 中 國 上 海 

制度/ 
方案名稱 

溫室氣體排放量 
申報管理辦法 

強 制 溫 室 氣 體

申報方案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Program 
(GHGRP) 

溫室氣體監測

和申報指引規
定 
(MRG 2007) 

溫室氣體申報

方案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porting 
Program 
(GHGRP) 

國家溫室氣體

和能源 
申 報 方 案

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Program(NGE
R) 

溫室氣體申報

規則(草案)The 
draf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irectors’ 
Reports) 
Regulation 
2013 

(“十二五”控制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工作方案)以及
(國家發展改革

委 辦 公 廳 關 於

開 展 碳 排 放 權
交 易 試 點 工 作

的通知) 

法源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 
清空法 
(Clean 
Air Act) 

整 合
撥 款

法 
(Cons
olidate
d 
Appro
priatio
ns Act 
2008)

EU ETS 指令 
(Directive 
2003/87/EC) 

加拿大環境保

護法 
(CEPA 1999) 

國家溫室氣體

和能源申報法

(NGER 2007)

氣 候 變 遷 法

(the Climate 
Change Act 
2008) 及 公 司

法  (the 
Companies Act 
2006) 

國 家 “ 十 二 五 ”
規劃綱要 

條文依據 第 21 條 

s.11 紀

錄 、 查
驗 、 監

s.208 資

訊蒐集 

H.R.2
764-2
85“ 建

置 申
報 規

定” 

Article14 建置

完整、一致、
透明且準確溫

室氣體監測和

申報量 

s.46“環境資訊

蒐集” 

Article 3“溫室
氣體排放資訊

蒐集和掌握” 

氣候變遷法：

s.85 公司法：

s.416(4)&s.129
2(1)申報內容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關 於 本 市 開
展 碳 排 放 交 易

試 點 工 作 的 實

施意見 7 

實施時間 2013 年 2011 年 2005 年 2004 年 2008 年 2013 年 4 月或
10 月 2013 年 

政策目的 產業排放基線資
料之建立 

後續氣候變遷 
關法規訂定基

礎 
總量管制 溫室氣體排放

資訊管理 

整合各省排放

量資料，做為
後續總量管制

基礎 

擴大溫室氣體
申報對[1] 碳排放交易 

申報氣體 京都 6 種 GHG 京都 6 種 GHG[2] CO2
[3] 京都 6 種 GHG 京都 6 種 GHG 京都 6 種 GHG CO2 

申報層級 廠 廠(facility) 設施

(installation) 廠 廠或企業 企業 廠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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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與各國及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申報制度彙整比較：  

法源、實施時間與目的(續) 

   國家 

項目 
台 灣 美 國 歐 盟 加 拿 大 澳 洲 英 國 中 國 上 海 

申報範疇別 範疇一及範疇二 範疇一(固定燃

燒源及製程) 範疇一 範疇一 範疇一及二

範疇一、二及
排放強度 
(intensity 
ratio[5]) 

 

申報對象 
(門檻) 

 第 一 批 ： 電
力、鋼鐵、水
泥、煉油、光

電半導體等 6
個 特 定 業 別
與全廠(場)化
石 燃 料 燃 燒

產 生 溫 室 氣
體 年 排 放 量

達 100 萬公噸

CO2e 之排放

源 
 第二批：全廠

(場)化石燃料

燃 燒 產 生 溫
室 氣 體 年 排

放量達 2.5 萬

公噸 CO2e 之

排放源 

 特 定 業 別 全
數納管(包含
發 電 業 、 石

化 、 水 泥

等)，共計 21
類業別 

 一 定 規 模 之

業別(包含玻

璃 業 及 鋼 鐵
業等)，共計

13 類業別，

且 年 排 放 量
達 2.5 萬 噸

CO2e 以上固

定燃燒源 
 燃 料 總 額 定
輸 入 熱 值 達

30MMBtu/hr[

4]，及排放量
達 2.5 萬 噸

CO2e 以上 
 提 供 燃 料 之

可 能 排 放 量
達 2.5 萬 噸

CO2e 以上之

供應商 

 工 業 部 門
之 主 要 排
放 源 達 一

定 門 檻 之

特 定 業 別
與 設 施 ( 燃

燒設施、生

鐵 或 鋼 鐵
製造、鐵金

屬業、水泥

熟 料 旋 轉
窯、玻璃製

造) 

 年直接排放
量 ( 不 含 範
疇二) 達 5
萬 公 噸

CO2e 門 檻
以上之排放

源 

 排放量達一
定門檻之特

定業別 
- 企 業 年 排

放量達 2.5
萬噸 CO2e
以 上 或 年

產能/耗能

達 100TJ
以上 

- 單 一 排 放

設 施 年 排

放 量 達
12.5 萬噸

CO2e 以上

或年產能/
耗 能 達

500TJ 以

上(年產能
/耗能之門

檻 值 逐 年

遞減) 

 倫敦證交所
主 市 場
(Main 
Market) 掛

牌上櫃的公

司 

 鋼鐵、石化、
化 工 、 有
色 、電力、

建材、紡織、

造紙、橡膠、
化 纖 等 工 業

行 業 ， 且

2010-2011 年
中 任 何 一 年

二 氧 化 碳 排

放量達 2 萬
噸以上(包括

直 接 排 放 和

間接排放)的
重 點 排 放 企

業 
 航空、港口、

機場、鐵路、
商業、賓館、

金 融 等 非 工

業 行 業 ， 且
2010 年-2011
年 中 任 何 一

年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量 達 1
萬 噸 以 上 的

重 點 排 放 企
業，應當納入

試點範圍。 
 2012-2015 年

中，二氧化碳
年 排 放 量 達

1 萬 噸 以 上

的 其 他 企
業，在試點期

間 實 行 碳 排

放 報 告 制
度，為下一階

段 擴 大 試 點

範 圍 做 好 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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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與各國及區域溫室氣體排放申報制度彙整比較：  

法源、實施時間與目的(續) 

   國家 
項目 

台 灣 美 國 歐 盟 加 拿 大 澳 洲 英 國 中 國 上 海 

申報頻率 
季上傳及 
年申報

(1/1~12/31) 

年申報

(1/1~12/31) 
年申報

(1/1~12/31) 
年申報

(1/1~12/31) 

年申報 
(7/1~隔年

6/30) 

年 申 報 ( 下 列

公司結算 
年 度 [6] ：

1/1~12/31 、
4/1~隔年 3/30
或 10/1~ 隔 年

9/30) 

2013 年 3 月 15
日 前 提 交 企 業

2012 年碳排放

狀況報告 

查驗規定 
強制查驗(每年 8
月底前完成查證

作業並上傳) 

業 者 自 我 驗 證

切 結
(self-certificatio
n)後申報，並由

州政府查證 

第三者查驗後

申報 

業者自我驗證

切 結
(self-certificati
on)後申報，環

境部審查 

第 三 者 稽 核

(GHG and 
energy audits)
後申報 

無 
( 僅 由 現 行 財
務稽核員審核

數據一致性) 

第三方查核 

預計納管 
規模 

預估納管範疇一

燃料燃燒之 80%
以上 

工業部門總排

放量 80% 
全歐盟總排放

量 45% 
全國總排放量

34% 
全國總排放量

70% 
至少 1,100 家

主要上市公司

上海市參加試
點的企業 200
家、報告企業

600 多家 

註 1：英國境內現行已有三個溫室氣體相關申報制度：歐盟排放交易機制下要求之 CO2 申報、CRC Energy Efficiency 能效碳
減量承諾方案之用電 CO2 申報、CCA 協議之能源申報。 

註 2：除 HFCs、PFCs、N2O 額外列管電子製造業之氟氣體(如 NF3 等) 
註 3：第三期(2013-2020)排放交易機制增加工業 N2O 製程排放和鋁業 PFCs 製程排放 
註 4：美國申報作業中，門檻所引用之單位「MMBtu/hr」係採以 Roman numeral system，“M”是指 103，因易與 International 

System (SI)之 mega (M)混淆，因此採用「 MM」表示 106
 

註 5：排放強度比(intensity ratio)，係以單位產出或產值為分母 
註 6：Guidance on mandatory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quoted companies, Carbon Footprint 
註 7 ：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本 市 开 展 碳 排 放 交 易 试 点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u26ai32789.html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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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國與國際溫室氣體查驗管理制度彙整比較：認證管理、查驗機構及人員管理  
國家/
組織 CDM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中國 日本 韓國 臺灣 

方案 CDM 

國家溫室

氣體和能
源申報法 
(NGER) 

德國溫室氣

體排放交易

方案 

英國溫室

氣體排放

交易方案 

VCS、 CAR 
CCX、TCR 

抵換專
案 

(Offset 
Progra

m) 

熊貓
標準 － JVETS 

J-VER KVER 

組織盤查 
排放量申
報減量專

案 

認證
機構 

執行委

員會之
認證小

組(AT) 

清淨能源
管理單位 

(Clean 
Energy 

Regulator) 

德國國家環

境認證機構 
(DAU) 

英國皇家

認證機構 
(UKAS) 

美國國家 
標準協會 

(ANSI) 

加拿大

標準協
會

(SCC) 

熊貓
標準

協會

之秘
書處 

中國合

格評定

國家認
可委員

會

(CNAS)

日本 
認證協會

(JAB) 

韓國知識
經濟部認

證委員會 
(MKE 
AC) 

財團法人

全國認證
基金會

(TAF) 

認證

機構
屬性 

常設 
單位 
(方案

單位) 

常設單位 
(方案單

位) 

常設單位 
(國家機構) 民間機構 民間機構 

常設 
單位 

(國家機

構) 

常設 
單位 
(國家

機構) 

常設 
單位 

(國家機

構) 

民間機構

(財團法人)

常設 
單位 

(方案單

位) 

民間機構 
(財團法

人) 

認證

授權
方式 

－ － 法規授權 
委託授權 
(政府合作

協議) 

委託授權 
(方案合作協

議) 

法規授

權 
法規

授權 
法規授

權 

委託授權
(政府直接

採認 
認證結果)

－ 
委託授權

(函文認
可) 

查驗
管理

對象 

查驗機

構 
查驗機構 
查驗人員 

查驗機構 
查驗人員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查驗機

構 
查驗

機構 
查驗 
機構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查驗人員

查驗

機構
認證

準則 

CDM
標準 

ISO14065 
ISO 

14064-3 
NGER 標

準 

環境 
查核法 
(UGA) 

ISO/IEC 
14065 

EN45011 

GHG-PL-702 
ISO 14065 

ISO 14064-3 
IAF 

MD6:2009 

ISO 
14065 
IAF 

MD6:20
09 

CAN-P-
1520 

CDM
標準 

計畫採

行 ISO 
14065 

JAB GR200
ISO 14065

ISO 
14064-3

IAF 
MD6:2009

ISO14065 
ISO14064 
CDM 標

準 
自訂準則 

ISO1406
5 

ISO 
14064-3 

IAF 
MD6:200

9 

方案
認證

準則 

CDM
標準 

NGER 稽
核指引

(Audit 
Determinat

ion 
Handbook) 

德國稽核人

員指引 
(Guidelines 

for 
Verifiers) 

ISO/IEC 
Guide 65 
EN45001 
EA-6/01, 
EA-6/03 

ISO 14064-1 
ISO 14064-2 
ISO 14064-3 
各方案自訂

規範 

ISO 
14064-1

ISO 
14064-2

ISO 
14064-3

ISO 
14064

-2 
ISO 

14064
-3 

熊貓

標準 

－ 

ISO14064-1
ISO14064-2
ISO14064-3 
ISO14066:2

011 
各方案自訂

規範 

ISO 
14064-2 

ISO 
14064-3 

方案自訂

規範 

ISO 
14064-2 

ISO 
14064-3 

方案自訂

規範 

資料來源：DEHSt, 2012; ANSI, 2012; 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2012; Pacific Carbon Trust, 2012;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2012; UKAS, CIS 5：UKAS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of ISO/IEC Guide 65 (EN45011), EA-6/01 and 
EA-6/03, for ver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UK’s various emissions accounting and 
trading schemes, 2006.11; JVETS, 2012, 4CJ, 2012; Panda Standard, 2012; SCC, 2012;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nnouncement of the revised Environmental Audit Act (UAG) 
4 September 2002 (non-official version, with last changes in 2004), Translation of the German Environmental Audit Act 
of 16 August 2002；Ｃlean Energy Regulator, Audit Determination Handbook, April 201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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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政策引導產業及早自願減量，是降低產業未來面對強制管制時所遭受衝擊的重

要做法，因此，環保署已先將標竿管理工具，納入先期專案中之認定基準中，以鼓

勵業者提早減量，而惟隨著溫室氣體管制工具與配套日趨成熟，預期標竿管理工具

可進一步做為後續直接管理之用。此外，鑒於《溫減法》尚在立法院審議中，為早

日啟動我國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工作，環保署已參考國際作法將二氧化碳等 6 種溫

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並優先推行強制申報工作，藉以精確掌握溫室氣體排放

資料，未來如《溫減法》仍無法通過，環保署將參酌《溫減法》之架構及精神，並

引用空污法相關規定，來推動包括：認查驗機構管理、減量及額度管理機制、排放

標準訂定及總量管制等工作，以利於國內相關溫室氣體管理工作得以銜接，同時呼

應國際趨勢，展現台灣氣候變遷法制內國化之決心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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