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序 

為抑制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加速的現象，聯合國於 1992 年通過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針對全球重要的環境議題研議適當且可行

的對策，並於 1997 年將各項方案具體化為「京都議定書」。在經過幾年來

不斷的協商談判後，「京都議定書」於 94 年 2 月已完成簽署正式通過，而

未來可預見有關溫室氣體減量工作規劃、減量技術研發，以及國際間各項

排放交易機制的推動與實施工作，亦將隨著「京都議定書」的生效轉趨具

體與務實。 
有鑑於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量的共識，以及為及早準備因應其對於

國內產業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近年來本局透過專案計畫的執行，進行產

業溫室氣體減量輔導與宣導，建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能力，期能透過申報

登錄與查核機制，協助產業揭露並管理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並鼓勵其

參與自願減量協議。 
為使產業具備自我管理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認知與能力，以因應未來國

際間來自供應鏈溫室氣體管制之要求，本年度藉由「產業環保輔導計畫」

的執行，特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蒐集彙整國內外相關資訊，

並配合「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之成立，編印本盤查登錄與減量指引，

提供產業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工作之實務參考。由於國際間相關溫室氣

體排放減量議題仍在發展中，本指引僅提供目前發展最新情況及實務方法

予以工廠應用。 
本書之完成，首先要感謝參與本指引之撰稿者，對於資料蒐集、整理

與撰稿之盡心，再者要感謝所有編審委員協助審訂內文，使本指引內容更

加完善、豐富。更期待本書能帶給讀者對於廠內溫室氣體排放管理工作之

助益，使得本局在日後推動溫室氣體管理措施能夠更加順利。 

經濟部工業局謹識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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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溫室氣體管理與我國工業部門因應策略規劃 

為協助國內相關產業因應國際間溫室氣體管理措施，進行溫

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自願減量，所面臨相關應用技術之需求；近

年來，經濟部工業局持續辦理工業溫室氣體減量輔導與推廣工

作，並陸續出版相關溫室氣體技術指引手冊，以提供產業應用參

考，說明如下： 

92 年度「溫室氣體行業減量彙編」：彙整 11個行業溫室氣

體減量與能源節約成功實例，提供業界規劃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之

參考應用，「溫室氣體行業減量彙編」封面如圖 1.1-1 所示，可
至工業局相關計畫網站下載應用。 

93 年度「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彙整國際間溫

室氣體盤查與減量之進展，以及相關應用計算工具與品質管理的

原則，以提供產業盤查減量相關資訊參考，「工業溫室氣體盤查

減量宣導手冊」封面如圖 1.1-2 所示，可至工業局相關計畫網站
下載應用。 

94 年度除持續輔導產業建立溫室氣體管理系統工作外，為因

應工業局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之建置，配合產業溫室氣體排放

量盤查與登錄工作，以及推動七大能源密集產業自願減量之需

求，特彙編本「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性盤查登錄與減量指

引」。 

                        

圖 1.1-1溫室氣體行業減量彙編     圖 1.1-2工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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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章節介紹 

「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性盤查登錄與減量指引」，共包

含 4 個章節與附錄，由溫室氣體相關名詞及工業溫室氣體管理策

略作為開始，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建立數據管理系統、廠

內之排放量管理、登錄、查核與查證等介紹；並於附錄中介紹自

願減量及建立夥伴關係等內容，以供產業界迅速了解相關溫室氣

體管理執行方法。各章節內容說明如下： 

第一章  溫室氣體管理與我國工業部門因應策略規劃，介紹

本指引的緣由及章節內容說明，並將本指引所引述及與產業有關

的溫室氣體相關名詞予以定義解釋；最後並說明目前我國工業部

門所規劃之溫室氣體管理機制，以供後續參考應用。 

第二章  進行工廠溫室氣體盤查與建立數據管理系統，主要

提供工廠於進行溫室氣體盤查時，相關盤查方法、程序及如何建

置廠內的數據管理系統及對於數據之不確定管理等內容。 

第三章  進行排放量登錄，本章主要提供讀者在進行廠內排

放量盤查後，接下來相關步驟如驗證、登錄、查核與管理的作法，

並介紹國內工業部門及國外相關登錄平臺，以提供工廠參考應

用。 

第四章  進行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對於內部與外部查證

相關作法與程序，在本章節中均有詳盡的介紹；最後並介紹我國

規劃中查證、驗證與認證作業，期能給予讀者全面的資訊。 

附錄  參與自願減量與建立夥伴關係，主要介紹國外自願減

量工作推動現況、國內工業部門自願減量推動情形及產業進行自

願減量作法，以及夥伴關係與共同減量機制等國外案例說明，以

使讀者對於自願性的減量行動能有進一步正面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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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詞解釋 

本指引有關之名詞乃參照 ISO 14064 DIS 版內容定義，茲將

標準內與本指引有關之溫室氣體名詞摘譯，待國內 CNS 相關標

準公告後則依標準內容文字為主，名詞分述如下：  

1.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GHGs） 
指任何會吸收或釋放紅外線輻射並存在於大氣中的氣

體。於京都議定書中規範之 6 種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氫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s)、六氟化硫(SF6)。 

2.溫室氣體排放源(GHG emission source) 
指排放溫室氣體進入大氣層之物理單元或程序。依產生方

式將排放源分為直接、間接與其他間接三大類。 

3.組織（organization） 
有自身之功能與行政管理的公有或民營，獨立或合股的各

類型公司、行號、企業體、機關、機構，或者以上各團體的其

中之一部份或組合謂之。(CNS 14001:2005) 

4. 設施（facility） 
可定義成在單一地理邊界、組織單位或生產程序之內的單

獨裝置、整組裝置或(固定或移動)生產程序。 

5.溫室氣體排放量（GHG emission） 
在一段指定期間內排放至大氣層中之溫室氣體的總質量。 

6.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量（direct GHG emission） 
由組織所擁有或控管的排放源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量。 

7.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indirect GHG emission） 
由外購電力、熱、蒸汽或其他化石燃料衍生的能源產品所

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於 ISO 14064-1 中稱為能源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量，energy indirect GHG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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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other indirect GHG emission） 
所產生之溫室氣體的排放歸因於該組織本身的活動，但發

生於其他組織所擁有或控管的排放源，如廢棄物代處理所產生

之溫室氣體排放。(於 ISO 14064-1 中稱為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量，indirect GHG emission) 

9.基準年（base year） 
可用以比較歷年來溫室氣體排放或削減量的一段歷史期

間；如公司開始進行盤查之年份。基準年排放或削減可根據某

一特定年或多年平均來量化 (如英國排放交易體系的基準年

設方式)。 

10.二氣化碳當量(CO2-equivalent, CO2-e) 
用作比較其他溫室氣體相對於一單位二氧化碳之輻射效

能單位。一般計算時，使用特定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乘上其全球

暖化潛勢而得出，如一單位甲烷等於 23 單位之 CO2-e。 

11.溫室氣體盤查清冊(GHG inventory) 
指公司溫室氣體種類、各排放源排放量與削減量之詳細清

單，用以報告組織之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12.不確定性（uncertainty） 
指量測或推估產生之參數，其數據本身與實際值存在之差

異程度。 

13.溫室氣體報告（GHG report） 
依照標準或法規要求（以文件或電子型式），溝通組織或

方案於特定時間內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計畫或減量目標及其

他相關議題。 

14.溫室氣體體系(GHG scheme) 
在自願或法令要求下，參加溫室氣體排放或減量之登錄、

盤查或管理系統之國際的、官方或非官方政策或法規當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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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體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ETS)、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 

15.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敍述相對於一單位二氧化碳之特定溫室氣體的輻射效應

衝擊的係數。 

16.查證（verifictaion） 
一項系統化、獨立且文件化之程序。係對組織所提出之溫

室氣體報告或主張（assertion），依據事前同意之查證準則進

行比對與評估。於本文中所提及之「查核」係指對於參與登錄

系統者所提報之排放量數據，依系統所建立的準則進行確認與

比對。 

17.確證（validation） 
指評估組織的盤查清冊、數據管理系統、減量計畫之設

計、監測及查證計畫等項目的程序，以了解相關減量計畫績效

已被適當地監測。 

18.驗證（certification） 
指經獨立公正團體依標準要求，對於已經確證與查證之組

織或減量計畫排放量的擔保。 

19.溫室氣體匯（GHG sinks） 
自大氣層中削減溫室氣體之物理單元或程序。 

20.自願減量協定（Voluntary Agreements, VA） 
存在於工業界與政府間之協定，為有助於工業界履行其環

保責任，如應用於溫室氣體的自動減量行動；該行動是由參與

者來擔保負責，並且是以參與者的自我意願為協定的基礎

(OEC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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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際溫室氣體盤查現況 

一、國際溫室氣體發展趨勢 

為防制氣候變遷危及環境生態，聯合國於 1992 年通過「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協議，並於 1994 年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目前有 189 個 UNFCCC 締約國。締約國於每年召

開一次締約國會議，討論公約相關事務，至 2005 年已完成召開

第 11 次締約國會議。 

為加速落實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之具體管制，在 1997 年日本

京都召開之第三次締約國會議時，通過「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京都議定書」要求 38 個已開發國家及歐洲聯盟

在 2008 年至 2012 年間應將溫室氣體排放量回歸至比 1990 年排

放量還低 5.2%的水準，生效條件為需要 55 個締約國批准，且批

准國家中「附件一國家」之 1990 年二氧化碳排放量須至少須占

全體「附件一國家」當年排放總量之 55％才能生效。京都議定書

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至 2005 年 12 月 15 日為止的統計，

總共有 157 個國家批准「京都議定書」的簽署，超越 55 國的門

檻；而且其中附件一國家 1990 年的累積排放量已有 61.6%，超

過附件一國家總排放量 55%的門檻。 

「京都議定書」管制之 6 種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甲烷、氧

化亞氮、全氟碳化物、氫氟碳化物及六氟化硫等，而附件一國家

可以植樹造林及森林管理吸收二氧化碳所形成的碳匯作為達成

減量目標之規範。同時，京都議定書特別訂定 3 種跨國合作的京

都機制（Kyoto Mechanisms），分別為：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共同減量（Joint Implementation, 
JI）及排放交易（Emisisons Trade, ET），以協助附件一國家跨國

取得減量績效，以較具成本有效的方式達成減量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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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雖不是「京都議定書」之締約國，也無法參與公約與議

定書之談判，但為善盡地球村的一份子的責任，政府早於民國 87
年召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完成訂定溫室氣體減量因應對策。

而後在 94 年 6 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期能使各部會達成

溫室氣體減量之共識。因此，產業界更不能因此就忽視此一波溫

室氣體議題所造成的可能營運風險，正如環保議題受到國際間的

重視漸增，環保與貿易之相關性亦隨之昇高；可預期未來溫室氣

體議題亦可能會隨 ISO 14001 驗證一般，透過供應鏈的管理模

式，而被要求使用國際公認的規範(如 ISO 14064 國際標準草案版)
進行溫室氣體之盤查、報告及查證，以確認提報資料之公正性及

有效性。我國企業身處於全球重要生產與供應鏈中，在這一波「碳

管制」紀元的影響下，面對國際間公約減量壓力、政府法規管制

尚未確立與國際標準尚未制定完成下等未明因素，更應提早進行

自發性溫室氣體盤查管理，了解自身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即早尋

求減量空間，才能在更嚴苛的碳排放限制的經營環境中，找到企

業永續經營的新出路。 

二、國際溫室氣體盤查指引發展現況 

綜觀目前各國或地方政府推動或執行溫室氣體減量計畫

時，排放量盤查、確認與登錄是必要的第一步；就像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國提報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一樣，藉由數字資

料的比較，以顯現減量績效，並形成減量的推動力量。因此，未

來為使各個單位組織所提報排放量能達到完整性、一致性、精確

性及透明度之要求，溫室氣體盤查技術之發展與共同標準之建立

就更形重要了。而對於組織層級（organization-level）可使用之

溫室氣體盤查指引發展介紹如下： 

(一)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國際組織之中，以溫室氣體議定書倡議行動(GHG Protocol 
Initiative)是為首度最龐大的溫室氣體之國際合作，主要是由世

界永續發展協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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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WRI)所發起的一個跨領域利害相關者倡議行動，其中

來自世界各範圍企業、非政府組織與政府機構所組成，來開發

適用於大型與中小企業之共同盤查標準；此倡議行動的目標在

於：發展國際間可接受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標準，並使其於

相關企業與組織宣導使用。其所發行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reenHouse Gas Protocol）則是目前最受到各界採用的共同

盤查標準，相關介紹請見第二章。其他人士亦已使用溫室氣體

議定書作為製作其他地理、工業規格或報告議定書之基礎，或

僅用作為一起始點來協助企業進行氣候管理。舉例來說，美國

環保署氣候領袖行動方案(US EPA’s Climate Leaders program)
就是由政府與工業界連盟並改編自溫室氣體議定書來製作自

己的標準共同發展額外的工具與資源以協助企業，美國環保署

亦提供企業技術協助與公開企業方案之協助。 

(二)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之溫室氣體盤查相關標準之發展方

面，ISO 14064 溫室氣體標準已於 2005 年公告國際標準草案版

(Feder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DIS)，預計將於 2006 年

發行國際標準版(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ISO 14064 溫室氣

體是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介紹組織溫室氣體排放與削減之量

化、報告、排放與削減方案規範、確證、查證與驗證之規範與

指引。 
此份國際標準藉由提供對於溫室氣體之盤查、報告及查證

之清晰與一致性，期能使世界各地之公司、政府、方案提倡者

及利害相關者受惠。未來標準公告之後，期能允許公司去追蹤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與溫室氣體削減提昇之績效與進步，並能促

進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或削減提昇的信用額度與交易。 
由於部份的 ISO 14064 起草委員亦是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的工作小組成員，而此份 ISO 14064 標準是以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內容作為起始種子文件(primary seed document)來起草；而



第一章 溫室氣體管理與我國工業部門因應策略規劃 

1 - 9 

ISO 14064 標準目標之一即為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達成一

致，因此二份條文指引本身可說是相容的。簡單來說，ISO 
14064 標準明確提供了與查證有關之必須達成”what must be 
done” 之要求事項，由三個標準組成，內容可與其他 ISO 標準

連結，對於碳匯部份亦整合至條文中。而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則以敍述式與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的方式，一步一步的說

明為什麼，如何要這樣做的內容，其中包括了建議與選擇事

項，使讀者足以了解並選用適合本身之需求的章節，其內容遣

詞易懂並提供許多線上計算工具來給讀者使用參考。 

(三)其他 

許多工業團體、政府部門與非營利組織已進行相關盤查方

法之開發，以提供企業作為協助進行其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盤查

與報告。來自不同領域之利害相關團體紛紛成立，用以開發可

被一般大眾接受並可跨企業、行業與地區界限的溫室氣體盤查

與報告之共同標準；其中國際上的能源公司已開始建立其溫室

氣體排放的管理系統，並希望其他的同業能認同其努力，讓數

據資料的建立方式是相容的；例如美國的 Chevron Texaco 石油

公司，於 2003 年初發展了一套溫室氣體盤查系統，免費提供

給全球能源業使用，以估算與管理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使用數

據，適用於石油公司的探勘、生產、煉油、銷售、石化、運輸、

發電、製造、土地產權與採掘等相關活動。同時，這些團體已

經設計並開發相關工作表單，作為排放量盤查工具並附有相關

操作指引以解釋排放量盤查議題。同時，這樣的工作表單與仍

持續努力研發與”進化”中，期能帶領產業進行溫室氣體盤查工

作。 

 
 

1.4 我國工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規劃介紹 

「京都議定書」的生效，不僅表示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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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與日俱增，也代表著限制碳排放的時代已然來臨，目前「京

都議定書」雖在第一階段(2008 年~ 2012 年)只針對已簽署的工業

化國家進行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但是在「後京都時期」（post 
- Kyoto，2012 年）之後，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皆可能成

為下一波受管制的對象。對於我國而言，目前雖然受外交局勢限

制下，尚無法加入公約並參與相關談判及減量機制，但為避免「京

都議定書」對於我國產業可能帶來的貿易衝擊與阻礙，並為使產

業界及早重視溫室氣體減量，在 94 年 6 月的第二次全國能源會

議中，工業局特參考先進國家溫室氣體管理方式與「京都議定書」

之彈性減量機制，並參酌我國國情，針對國內產業溫室氣體管理

方式，提出我國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之規劃案，以及執

行之短、中、長程目標，期藉此工作規劃協助國內產業進行自願

減量，並本於及早行動（early action）的精神，積極表達我國對

於參與全球溫室氣體減量工作的決心。 

工業部門規劃的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其特色有三，分述

如下： 

一、採取重點管理 

優先針對 200 家能源大用戶進行減量管理，減量成效可較顯

著。並導入查核機制，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 200 大能源用戶之溫

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核工作，予以掌握約 70%的工業溫室氣體

排放情形，並逐年增加盤查登錄之比率。 

二、引進彈性減量機制 

短期內針對 7 個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中長期則依產業排

放密集度管制各企業排放量，並引進「京都議定書」之彈性減量

方法，協助廠商進行減量。積極協助產業推動自願減量計畫，提

升產業形象，期能在 3 年內促使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約 7 成的廠

商加入自願減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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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期可容許的增量 

初期為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長，帶動國內經濟復甦，

將允許部分增量空間，但對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將要求採用足

以媲美世界先進能源效率之製程，並由政府依合理能源效率分配

企業排放量。 

由於溫室氣體減量是一長期且具持續性的工作，短期間內很

難獲致顯著績效，因此為了有效掌握與管理產業溫室氣體排放

量，並促使產業界重視溫室氣體減量，工業局所規劃的管理機

制，將採圖 1.4-1 之運作方式進行。工業局建置此管理機制的目

的，主要在協助工業部門應用排放權分配核發的方式，分別對於

新設廠及既設廠擴建之排放量進行許可管理，爾後並依各廠能力

核予減量目標。在此管理機制執行初期，將建構我國產業溫室氣

體排放量盤查能力，並建構登錄平臺提供產業進行排放量登錄與

查核，待國內清潔發展機制與排放交易機制建構完成後，即以總

量管制目標結算各廠之實際與目標排放量差距，不足者可就實施

國內清潔發展計畫，或於排放交易市場內購買排放量的方式進行

抵換。同時，未來將配合國內所設定之減量目標，每 3 年檢討並

核予新的排放量。 

 



 

 

第
一
章
 
溫
室
氣
體
管
理
與
我
國
工
業
部
門
因
應
策
略
規
劃

 

1 - 12 

 

新設廠/
舊廠擴廠

符合全球
10%能源
標竿值

實際量
盤查

實際量
登錄

查核/
驗證

排放量
結算

排放交易

排放交易

額
度

不
足

額
度

過
剩

結算後
不足

重新檢討目標

依法
處罰

Yes

No

既設廠

允
許
設
立

核給減量目標

初期依歷年盤
查情形核給較
充裕的排放權

協談原則：
高耗能產業
能源大戶
新設耗能大戶

國內交易平臺

國內CDM

登錄平臺

高減量責
任

每3年每年

中長程目標：(基準年2000年)
●2015年排放密集度降10%
●2025年排放密集度降16.4%

初期

未盤查者依標竿
值核發排放權

新設廠/
舊廠擴廠

符合全球
10%能源
標竿值

實際量
盤查

實際量
登錄

查核/
驗證

排放量
結算

排放交易

排放交易

額
度

不
足

額
度

過
剩

結算後
不足

重新檢討目標

依法
處罰

Yes

No

既設廠

允
許
設
立

核給減量目標

初期依歷年盤
查情形核給較
充裕的排放權

協談原則：
高耗能產業
能源大戶
新設耗能大戶

國內交易平臺

國內CDM

登錄平臺

高減量責
任

每3年每年

中長程目標：(基準年2000年)
●2015年排放密集度降10%
●2025年排放密集度降16.4%

初期

未盤查者依標竿
值核發排放權

 
圖 1.4-1 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規劃案）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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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室氣體管理策略實施期程方面，工業局主要規劃短、中、

長期目標分期執行，各期管理內容重點如表 1.4-1 所示，說明如下： 

(一)在短期(2005-2007 年)目標方面，首要工作就是規劃於 3 年內

完成相關資料之搜集與進行能力建置，工作項目包括進行產

業溫室氣體盤查、建置登錄系統、完成排放量查核，以及調

查建立產品之標竿值資訊，另外亦將針對國內重大耗能產

業，透過公會輔導業者進行自願減量。透過此階段工作，最

重要的成果就是能夠掌握到各企業的實際排放量，並依此建

立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如此將可以提供政府規劃在維持國

家適度經濟成長的條件下，合理發展我國的溫室氣體減量策

略。 

(二)在中期(2007-2015 年)目標方面，將依據過去產業盤查之排放

量，建立監督機制並進行排放量查證工作。對於先前已配合

進行登錄的廠商，於此階段政府將依其實際需求核發企業合

理的排放量，而未登錄排放量的廠商，則以該產業標竿值核

發排放量，並規劃發展國內的清潔發展機制，建立國內排放

交易平臺(圖 1.4-2)，提供給各產業透過購買的方式補足其不

足的排放配額。另外，針對前述排放量查證工作，政府亦將

成立輔導訓練專班，進行相關查證人員的教育培訓工作。 

(三)在長期目標方面，除了將持續推動前述短、中期工作項目外，

將主動積極參與國際相關協商會議，利用國際合作的方式來

進行減量，並爭取其他會員國（如 APEC 會員體）的支持與

合作機會，為下一階段的國際排放交易與管制規範預做準

備。未來如果國家被公約要求設定排放總量目標時，即進入

總量管制期，屆時將會依工業部門分配之總量，分配各工廠

排放量，並且將可利用「京都議定書」規範的 3 種彈性減量

機制（即清潔發展機制、共同減量及排放交易），以最成本

有效的方式進行減量，降低產業之衝擊。 



第一章 溫室氣體管理與我國工業部門因應策略規劃 

1 - 14 

表 1.4-1 我國工業部門溫室氣體管理規劃期程 
短期工作重點(2005~2007 年) 
1.進行七個耗能產業排放量盤查，鼓勵產業進行盤查登錄，並提供優惠措施。 
2.調查及建立產品或設備之標竿值，檢討能源效率現況。 
3.輔導公會召集既設工廠輔導進行自願減量。 
4.重大投資案加強效率審查，以全球前 10%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放
標準。 

5.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臺之模擬建制，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核。 
6.輔導廠商建置可被驗證之溫室氣體管理系統，並建立國內驗證機制。 
7.建立廠商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 
中期工作重點(2007~2015 年) 
1.對於既設工廠將設定至2015年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降低10% (2000年為基準年)
之目標，新設廠則以全球 10%標竿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放標準。 

2.建立監督機制以進行排放量查證，已配合盤查登錄者，依實際需求給予各企業

合理排放量；未登錄者以產品標竿值核發其排放量。 
3.發展國內企業間之清潔發展機制，建立國內排放權交易平臺，並進行排放交易。 
4.每 3 年檢討階段性減量目標，以重新核發排放權，排放量不足者，可選擇以國

內 CDM 或排放交易補足，過剩者可於國內交易。 
5.加強溫室氣體管理機制運作相關人才培訓。 
長期工作重點(2015~2025 年) 
1.持續前階段各項工作重點。 
2.對於既設工廠至 2025 年排放密集度將降低 16.4%(2000 年為基準年)，新設廠則

以能源效率全球標竿為基準。 
3.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積極規劃實施總量管制性政策。 
4.積極爭取國外支持與合作，以準備下一階段之國際排放交易。 

總量管制期工作重點(2025 年~) 

1.進行國內排放交易平臺及清潔發展機制與國際相關平臺接軌。 
2.鼓勵企業參與國際共同減量、清潔發展機制及排放交易。 

資料來源：陳良棟、林華宇、林明傳、陳玲慧、黃孝信，「工業污染防治」季刊
94 期，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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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溫室氣體盤

查、登錄及查核之減量資料庫） 

政府提供法令依據 

監督機制

初期由工

業局計畫

技術支援

專案顧問團
GHG 盤查

WG
基線/減量

目標 WG 

經濟誘因 
WG 

排放交易 
WG

國際合作 
WG

技術資源團隊 

教育訓練 
盤查輔導 
盤查查驗 
減量技術 

公私部門自願性加入專案 

企業組織 
個別企業 
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 
組織 

 

資料來源：陳良棟、林華宇、林明傳、陳玲慧、黃孝信，「工業污染防治」季刊 94 期，2005 年。 

圖 1.4-2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臺示意圖 

工業局輔導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充分考量到環境永續、

社會公益以及經濟發展等三大面向，並援引已開發國家對於溫室

氣體的管理方式。現階段規劃的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即

為配合國際溫室氣體相關管制規範之因應作法，將有助產業界因

應國內外溫室氣體減量壓力，透過研擬長期因應策略，期有效管

理及減緩國內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成長幅度，降低經濟衝擊。 

產業界應充分運用政府的輔導資源，及早進行溫室氣體排放

量盤查，以掌握自身的排放情形，尋求減量機會以降低生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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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儘早向政府登錄排放量，以建立溫室氣體排放歷史資料，

將有利於後續獲得較寬鬆的排放權量。政府亦應盡速建立整合溫

室氣體排放登錄系統，充分掌握各部門的排放情形及減量潛力，

以因應後續可能的國際減量談判，為我國爭取最大的國家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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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與數據管理系統之建立 

為協助政府掌握國內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及早規劃與推

動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計畫，目前工業部門首要工作就是及早

建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能力。其中，輔導產業逐步建立排放

清冊並確認排放量，乃是推動整體工作所需進行的第一步，而藉

由盤查數據的調查以及產業間資料的相互比較，不但可有效顯現

整體減量績效，也可作為產業間推動持續減量與改善的動力。以

下即針對國際間及我國工業部門採行的盤查程序、數據計算方法

及管理方式，說明系統之建置及實務推動狀況。 

2.1 國際標準與盤查工具介紹 

國際間包含各政府單位、國際機構以及各種組織體系所推行

的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作業，基本上有關計畫目的、盤查氣體項

目、申報內容範圍、營運邊界定義、排放計算方法、基線設定、

報告清冊內容以及後續查證等項目，皆參照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

化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公佈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引、WRI/WBCSD 出版的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工具，以及由國際標準化組織所研擬 ISO 14064 溫室氣

體減量查核標準化程序等相關規範，並據以制定為符合各國需求

與條件之本土化標準與技術規範。 

一、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 IPCC 指引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係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世界

氣象組織(WMO)於 l988 年組成，主要任務乃是針對全球氣候變

化趨勢進行政府間的監測及科學研究。為遏止全球氣候持續惡

化，自 1992 年 5 月聯合國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各國已達

成削減溫室氣體的共識，認為國際間應積極加強合作，並且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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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行因應對策。自此之後，IPCC 逐年針對氣候變化原因的知識

與狀況，進行定期評估並提出各種有關衝擊與反應策略的報告，

而在 1995 年的氣候變化第二次評估報告中，其所提出的關鍵性

諮詢更是成為 1997 年京都議定書生效的主因。   

對於目前國家級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建置，各國主要係參考

1996 年由 IPCC 提出的作業指引，其內容提供有關能源使用、工

業製程、溶劑使用、農牧活動、土地造林，以及廢棄物等六項溫

室氣體排放計算方式，並針對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精確度規範

TIER1、TIER2 以及 TIER3 等三種等級，供使用者依需求選用，

另外在排放係數方面，IPCC 提出全球共通建議值供使用參考，

但仍建議各國應發展出適合其國內、區域、地方甚至是各廠之排

放係數，以增加清冊之準確程度；而計算之數據應符合完整性與

一致性，並經過不確定性評估以了解數據的誤差狀況。  

二、國際標準化組織與 ISO 14064 溫室氣體管理系列標準 

為使溫室氣體登錄數據與資料具備可信度與相容性，ISO 國

際標準組織於 2002 年 6 月，由技術委員會 TC207 成立第五工作

小組 WG5，專門負責「量測、報告與驗證企業層次或專案層次

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標準建置工作，而此標準將用來協助業者

把溫室氣體納入環境管理系統，遵守國家的氣候變遷法規，進而

參與志願減量計畫，或進入溫室氣體交易市場。 

2003 年 5 月，由 ISO/TC 207/WG 5 所制訂的標準工作小組

草案(WD 版)經初次公布並徵詢各界意見；2004 年 5 月按進度公

布委員會修訂稿(CD2 版)；2005 年 3 月進入 DIS 版，並已於 2005
年 6 月的工作會議中，同意將第一至第三部份，提升至國際標準

最終版(FDIS)，三部份標準名稱如下： 

(一) ISO/FDIS 14064-1：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之量化

與報告規範。 
Part 1: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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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二) ISO/FDIS 14064-2 計畫層級之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之量

化、監測及報告規範。 
Part 2: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project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s or removal enhancements. 

(三) ISO/FDIS 14064-3 溫室氣體主張之確證與查證規範。 
Part 3: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the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assertions. 

有關 ISO 14064 第一部分之目錄如下： 

溫室氣體 – 第1部：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之量化與報告附指

引之規範（國際標準草案版，DIS） 
目錄 

前言 
簡介 
1.範圍 
2.定義 
3.原則 

 3.1 一般事項 
 3.2 完整性 
 3.3 一致性 
 3.4 正確性 
 3.5 透明度 
 3.6 相關性 

4.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設計與發展 
 4.1 組織邊界 
 4.2 營運邊界 

 4.2.1 建立營運邊界 
 4.2.2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 
 4.2.3 能源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量 
 4.2.4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 

 4.3 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之量化  
 4.3.1 量化步驟與排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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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溫室氣體排放源與匯之鑑別 
4.3.3 量化方法論之選擇 
4.3.4 溫室氣體活動數據之選擇與蒐集 
4.3.5 溫室氣體排放或削減係數之選擇或發展 
4.3.6 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之計算 

5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組成部份 
 5.1 溫室氣體排放量與削減量 
 5.2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或增加溫室氣體削減量之組織活動 

5.2.1 控管行動 
5.2.2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或削減量提升 

 5.3 基準年之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5.3.1 基準年之選定與設置 
5.3.2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重新計算 

5.4 評估與降低不確定性 
6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品質管理 

6.1 溫室氣體資訊管理與監測 
6.2 文件維持與紀錄保存 

7 溫室氣體報告書 
7.1 一般事項 
7.2 溫室氣體報告書之規劃 
7.3 溫室氣體報告書之內容 

8 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8.1 一般事項 
8.2 查證之準備 
8.3 查證管理 

8.3.1 查證計畫 
8.3.2 查證過程 
8.3.3 查證員之能力 
8.3.4 查證聲明書 

附錄A （參考用）整合設施層級數據至組織 
  A.1 一般事項 
  A.2 根據控制權之整合 
  A.3 根據股權持分之整合 

附錄B （參考用）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之範例 
  B.1 一般事項 

附錄C （參考用）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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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是由 WBCSD、WRI 及 170 餘家跨國企

業於 1998 年共同開發的一套經國際公認的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

標準，其內容主要說明企業在進行排放量盤查工作時，得藉此工

具書清楚瞭解有關盤查步驟、範疇歸屬、排放係數選用、排放量

量化，以及最終產出清冊等完整的盤查執行程序內容，可簡化並

降低企業在推動盤查及編撰排放清冊時所需投入的人力及成

本，而在整體執行標準及報告方式設定後，亦可提高溫室氣體會

計與報告的一致性與透明度。 

自 2001 年 9 月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發行第一版，即獲得全

球各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政府機構廣泛的接受與採用，並以其

作為各計畫專案與報告之應用參考基礎。在匯集兩年的使用意見

並進行部分內容增修後，於 2005 年發行的第二版中，新增加相

關實務案例、研究與附錄，另外並提供設定與報告公司溫室氣體

減量目標的指南，供政府單位及業界使用參考。主要目錄內容如

下：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第二版 

目錄 
第一章  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原則 
第二章  商業目標與盤查設計 
第三章  設定組織邊界 
第四章  設定營運邊界 
第五章  追蹤長期的排放 
第六章  確認與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 
第七章  盤查的品質 
第八章  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書 
第九章  溫室氣體排放的查證 
第十章  設定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2.2 運用現有工具進行盤查 

國內已推行盤查輔導工作的工業局、能源局及環保署，其所

採行的溫室氣體盤查程序與數據計算方法，皆遵照上述三項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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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推動各部門盤查工作；其中，工業部門已於 94 年 7 月份完

成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工具 1.0 版(Excel 檔)之開發，並輔導協助

國內近百家工廠進行廠內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及登錄申報作

業。以下即提供國內各部門與產業在進行排放量盤查工作時，可

茲運用之盤查計算工具及方式詳述如下： 

一、國際溫室氣體盤查計算工具 

國際間執行溫室氣體盤查時，主要係參考 ISO 14064 及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所載相關標準及指引，從盤查範疇界定、排放源

鑑別確認、排放量計算，以及後續的資料數據品管與不確定性評

估，一直到提出公司的排放量清冊報告，都可提供使用者完善的

技術資訊及實務參考案例。在排放量計算方面，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發展出確認及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的作業指南及計算工具

軟體，且工具已經由專家及業界審閱並進行定期更新，因此可說

是目前在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上最為實用的工具，可提供所有使

用者快速入門並鑑別計算出溫室氣體排放量。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針對產業排放量之計算，主要是先依製

程及排放源屬性分類，將計算工具區分為跨產業及產業特定工具

(如表 2.2-1)，提供業者自行選用。由於廠商生產時可能使用多種

燃料，且各行業製程不定，因此有時無法單以其中一種工具完整

鑑別並估算出整廠排放量，此時就需透過一種以上的計算工具才

能完整涵蓋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表 2.2-1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提供之計算工具 
計算工具 主要特性 

計算來自固定式設備中燃料燃燒所排放之直接與間
接 CO2排放量 
針對來自汽電共生設備的排放量提供 2 種分配比例
選項 

固定式燃燒 

提供預設的燃料排放係數及國家平均電力排放係數 

 
 
 
 

跨產業
工具 

 
移動式燃燒 
 

計算來自移動排放源中燃料燃燒所排放之直接或間
接 CO2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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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工具 主要特性 
移動式燃燒 針對陸運、空運、水運及鐵路運輸，提供計算方法

及排放係數 
計算商業化的冷凍空調設備在製造、使用及棄置階
段中所直接排放的 HFC 來自空調及冷凍

設備使用之 HFC 提供 3 種計算方法：銷售量法、生命週期階段法及
排放係數法 
介紹不確定性分析與量化基礎 

 
 

跨產業
工具 

溫室氣體排放量
不確定性量測與
估算 

計算肇因於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有關的隨機誤差及
統計參數的不確定性 

鋁業及非鐵金屬
製造業 

計算來自煉鋁製程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來自陽極氧
化的 CO2排放，及來自於陽極效應的 PFCs 排放，以
及在非鐵金屬製造中作為覆蓋氣體(cover gas)之 SF6
排放) 

鋼鐵製程 計算來自於還原劑氧化、鍛燒製成及鐵礦及廢鋼除
碳時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硝酸製造 計算來自硝酸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N2O)排放 

阿摩尼亞製造 
計算來自阿摩尼亞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CO2)排放，
僅針對在進料加工的除碳過程，其餘燃燒排放仍依
固定式燃燒方式計算 

己二酸製造 計算來自於己二酸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N2O)排放 

水泥製程 計算來自水泥製造中鍛燒製程的 CO2 排放；提供水
泥法與熟料法 2 種計算方式 

石灰製程 計算來自於石灰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來自鍛
燒製程的 CO2排放 

來自於製造
HFC-22 的
HFC-23 

計算來自於生產 HFC-22 時所直接排放的 HFC-23 

造紙業製程 
計算來自紙與紙漿製造所直接排放的 CO2、CH4、
N2O。包括計算來自固定式設備中的化石燃料、生物
燃料燃燒以及廢棄物產出的直接與間接 CO2排放 

半導體製程 計算在生產半導體晶圓時所直接排放的 PFC 

產業特
定工具 

小型辦公室型態
組織的指引 

計算來自於燃料使用的直接 CO2 排放、來自電力耗
用的間接 CO2 排放，以及來自商務旅行與通勤的間
接 CO2排放 

 資料來源：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第二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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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排放量計算工具，主要是利用排放係

數法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並將相關計算公式內建於 Microsoft 
Office 的 Excel 軟體中，因此實際上在進行排放量計算時，只需

將相對應單位的燃料使用量數據鍵入作業表單中，選擇工具中內

建的排放係數，或自行輸入符合公司營運特性的排放係數，經由

GWP 值換算後，即可求得整廠的 CO2 排放當量值(如圖 2.2-1、
圖 2.2-2)。 

 

圖 2.2-1 議定書計算工具範例－輸入彙整活動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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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議定書計算工具範例－經排放係數計算 CO2排放量 

工業局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工具之架構及計算原理，主要是

參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以及 ISO 14064 之相關規範為基礎，其

內容包含排放源鑑別、活動數據品質管理、排放係數管理以及排

放量量化等功能。相關工具之實務操作功能及使用方式詳見本指

引第三章盤查工具介紹內容。 

三、利用能源查核數據盤查 

能源局推行之能源查核，其用意是針對能源之供應與使用加

以分析、統計及評估，並從中發現能源消費的異常或可以改善之

機會，制訂節約能源措施，進而提高能源使用效率，降低能源成

本，增加產品競爭能力。工廠在實施能源查核的過程中，首先要

蒐集完整的能源耗用資料，再運用統計分析的技巧找出問題發生

的原因，針對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法並防止異常的再發生，以達到

節約能源的目標。 

根據能源管理法規定，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數量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針對內部能源使用數據進行

申報，未申報或申報不實者可能處以罰鍰處罰。因此基本上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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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未推動盤查工作之前，政府及部分企業本身在進行能源查核的

同時，已經能有效掌握本身的能源使用狀況，並據以推動相關節

能措施進行廠內能源效率改善。 

由於溫室氣體的產生大部分源自於化石燃料燃燒及電力生

產使用，因此利用能源查核資料進行溫室氣體盤查時(內容如表

2.2-2 所示)，其好處在於可減少資料收集之曠日費時，並可降低

廠商進行文件管理及重複作業之困擾。但由於能源查核僅記載燃

料使用總量，無法針對整廠溫室氣體排放源加以鑑別並紀錄各排

放源之使用量，故可能與國際規劃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式不

一致，因此若直接採用能源查核數據資料進行盤查，目前尚有需

克服之困難；但在實務上可以能源查核數據作為盤查數據之佐

證，利用資料進行交叉比對以檢視盤查數據之完整性及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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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能源查核調查資料 
能源用戶節約能源查核制度申報表 

項目 內容 

一、基本資料 
包含用戶名稱、編號、負責人、樓地板面積、空調使
用面積、購油編號、台電電號、經常/半尖峰/離峰契
約容量、緊急發電/汽電共生容量、總能源費用 
管理/推行/執行人員 

二、能源管理組織 
執行、管理及考核運作方式 

三、能源平衡圖 

圖一、生產流程圖 
包含主要原物料名稱及投入量、中間與最終產品名稱
及產出量、生產設備名稱及效率、主要監測儀錶、檢
測項目及記錄頻率 

圖二之一、電能平衡圖   
圖二之二、熱能平衡圖   

表一、能源使用量 
包含各月份之外購電力度數(尖峰、半尖峰、離峰)、
燃料煤/燃料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燃料氣/柴油/外購
蒸氣等用量、售電度數(尖峰/離峰)、自備發電用量 

表一之一、其他能源使用量 
包括石油焦、廢輪胎、廢機油、造紙排渣、污泥、木
屑、稻穀、黑液、燃料氣、外購蒸氣、外售蒸汽之熱
值及用量 
燃料煤(焦炭)之年使用量、高低熱值、總水份、固有
水份、揮發份、灰份、含硫量、固定碳、研磨率 HGI、
灰中氯化鈉、灰軟化溫度、FOB 價格 表一之二、能源成份 

燃料油之品牌、年使用量、高低熱值及比重 
表二、主要產品單位產量耗能數
量 

包括規格、產量、產值，以及每單位產品耗用能源數
量 

表三之一、公用設備耗能概況表
包括設備名稱、廠牌、型式、馬力、製造年份、設備
容量、現有/新增數量、新增設備投資金額、全年使用
時間、耗用能源別、設備耗能等數據 

表三之二、製程設備耗能概況表  
表四、節約能源措施執行成效分
析表 

包括已執行之節約能源措施、年效益金額、實際投資
金額、全年能源節約量 

表四之一、節約能源改善方案具
體成效分析表 

包括採取之節約能源項目、改善前後狀況、節約能源
量計算 

表五、節約能源措施及目標計畫
表 

包括預計採行之節約能源措施、預計執行時間/金額、
全年能源節約量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94 年能源查核表。 



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與數據管理系統之建立 

2 - 12 

2.3 溫室氣體盤查程序 

產業在進行溫室氣體盤查實務工作時，主要依據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以及 ISO 14064 等相關規範，配合公司原有制度並納入

工廠熟悉的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 P、D、C、A 理念，將原定

之盤查程序加入高階主管承諾與內部管理審查步驟，使其成為一

個可供企業持續執行與改善的循環式工作(如圖 2.3-1)，未來亦有

助公司進行減量目標的設定，真正做到盤查－減量－目標化－查

核檢討之目的，以建立工廠的溫室氣體管理系統。以下分別說明

各主要工作之內容及執行方式。 

成立推動組織

組織與營運邊界設定管理階層審查

內部查證及矯正

盤查報告書初稿製作

建立GHG排放盤查清冊

擬定基準年與減量方案

排放量量化

排放源鑑別

文件化與紀錄

持 續 改 善

高階主管承諾
成立推動組織

組織與營運邊界設定管理階層審查

內部查證及矯正

盤查報告書初稿製作

建立GHG排放盤查清冊

擬定基準年與減量方案

排放量量化

排放源鑑別

文件化與紀錄

持 續 改 善

高階主管承諾

 

圖 2.3-1 溫室氣體盤查減量推行程序示意圖 

一、高階主管承諾/成立推動組織 

依據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基本理念，組織高階主管的

支持與否，攸關公司內部環境政策推動之成敗，因此在公司推動

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初期，應由高階主管主動展現公司對於執行溫

室氣體盤查及自願減量的決心，發表盤查與減量聲明，並與基層

執行人員進行充分溝通，形成共識，如此亦有助於後續資料之搜

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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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旦選定後就應適用於組織內所有層級之中，並應準備相關

的法定文件，以便未來可能的稽核與查證之用。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列組織邊界設定方法包括： 

(一)股權比例法(equity share) 

由公司依照各事業體的持股比例，認列其溫室氣體排放

量。此方法可反映公司和事業體之間的經濟實質內涵，如此可

與國際間財務標準要求一致。 

(二)控制法(control) 

由公司對所控制的事業體之溫室氣體排放，採 100%認列

方式處理，其又區分為財務控制與營運控制等兩類準則，可由

公司選擇最能反映實質控制力量的準則執行。 
選擇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在實務執行上各有優點，企業可依

其商業活動或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之要求，選擇其一進行資料彙

整，行有餘力亦可同時使用兩種認列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方法，以

滿足不同報告之需求。兩方法比較如表 2.3-1 所示。 

有關溫室氣體資訊彙整與整合登錄的詳細說明，請參閱

WRI/WBCSD 於 2005 年出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第二版

之第三章設定組織邊界內文。 

在營運邊界的設定上，為有效篩選辨識及管理廠內的溫室氣

體，除了考量依 ISO 國際標準之規範，將排放源區分為直接、間

接，以及其他間接等三部份外，另依照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列

範疇 1、範疇 2 及範疇 3 的分類方式，進行公司或單一工廠組織

邊界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 



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與數據管理系統之建立 

2 - 15 

表 2.3-1 股權比例法與控制法之比較 
控制法 

項目 股權比例法 
財務控制法 營運控制法

反映商業真實狀況    
政府報告與排放交易專案    
債務與風險管理    
與財務會計接軌    
資訊管理與績效追蹤    
行政成本與數據取得    
報告完整性    

(一)範疇 1/直接排放源 

定義：指溫室氣體排放係來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 

排放活動包括： 

1.電力、熱或蒸汽的生產：源自於固定源，如鍋爐、熔爐、

渦輪機的燃料燃燒 
2.物理或化學製程：來自化學品及原料製造或加工，如水泥、

鋁、己二酸、阿摩尼亞及廢棄物的處理。 
3.原料、產品、廢棄物及員工交通運輸：來自公司擁有或控

制的移動污染源，如卡車、火車、船舶、飛機、巴士及一

般汽車的燃料燃燒。 
4.逸散性排放源：產生自故意的或非故意的釋放，如從接頭、

密接處、防漏填料和襯墊等的設備滲漏。 

(二)範疇 2/間接排放源 

定義：指電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來自於公司自用之外購電

力、熱或蒸汽的溫室氣體排放。 

(三)範疇 3/其他間接排放源 

定義：指由公司其他活動所產生的間接排放量，但是這些排

放源是屬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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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3 的排放活動包括： 

1.員工的商務旅行。 
2.產品、原料及廢棄物的運輸。 
3.外部支援的活動、委外製造及特許授權經銷商。 
4.來自於報告公司所產生之廢棄物排放，是屬於其他公司所

擁有或控制，如垃圾掩埋場所排放出來的沼氣。 
5.來自於產品的使用或棄置階段及報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的

排放。 
6.員工的通勤。 
7.進口原料的生產 。 
在盤查實務上，多數工廠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來自於外購電力

部分，而此亦代表企業重要的排放減量機會；公司未來若欲進行

排放減量時，可考慮由此範疇 2 部分著手，從節約能源提高能源

效率做起。另外，由於範疇 3 之排放量計算較具爭議，部分排放

量不易切割量化，因此目前在進行排放量盤查時，則建議至少應

分開計算與報告範疇 1 及範疇 2 的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3 部份暫

不進行計算與提報。 

另為便於盤查工作之推動，公司於進行排放量盤查之前，可

先繪製公司整體的盤查範疇邊界圖(如圖 2.3-3)，此有助於瞭解公

司整體能源使用狀況，並可作為檢視清查公司內部所有排放源之

簡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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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製程

廠內機動作業車
輛及公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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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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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CH4 N2O

XX
汽電公司

發電鍋爐燃料
緊急發電機

外購電力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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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製程

廠內機動作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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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廠
邊
界

間接排放量
外購電力

外購蒸汽

CO2 CH4 N2O直接排放量 CO2 CH4CO2

CO2 CH4 N2O

XX
汽電公司

發電鍋爐燃料
緊急發電機

外購電力台電

各類逸散源：
冷媒、滅火器、化糞池等

CO2 CH4 N2O
HFCs SF6

 
圖 2.3-3 溫室氣體盤查範疇邊界範例圖 

三、排放源鑑別 

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的目的在於確認所有排放源，並依議定

書規範將其進行範疇別之歸屬。目前在進行盤查工作時，主要以

固定燃燒源、移動燃燒源、製程排放源，以及逸散排放源四類將

排放源進行分類，各類別可能包含的設施及排放點如下： 

(一)固定燃燒源：指固定式設備之燃料燃燒，如鍋爐、熔爐、燃燒

機、渦輪機、加熱爐、焚化爐、引擎及燃燒塔等。 

(二)移動燃燒源：指交通運輸設備之燃料燃燒，如汽車、卡車、巴

士、火車、飛機及船舶。 

(三)製程排放源：物理或化學製程之排放，例如 CO2 從水泥製造

之鍛燒製程、CO2 從煉油製程中之觸媒裂解、PFCs 從煉鋁製

程中排放。 

(四)逸散排放源：有意及無意的排放，如從設備之接合處、密封處、

防漏墊片填料、襯墊之洩漏。亦可能含從煤堆、廢水處理廠、

礦坑、冷卻水塔之排放及從瓦斯加工廠的逸散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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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化盤查作業，工業局於 93 年 5 月發展出盤查鑑別表單

(如表 2.3-2)協助工廠進行排放量盤查工作，對於初次進行盤查的

工廠，提供快速入門的方法，使用者可利用填表的同時，鑑別各

排放源之產生設施及產生源，並預估可能產生的溫室氣體種類。 

四、排放量量化與計算 

在完成排放源的鑑別後，即可展開各排放源之排放量計算。

排放量的量化步驟可分為排放源之數據資料蒐集、計算方法選

定、排放係數篩選，以及排放量量化等工作，各階段執行重點如

下： 

(一)數據資料蒐集 

由推動小組內的權責部門/執行委員針對公司所有原始活

動數據展開資料蒐集與量化工作，其可將數據來源以經量測

的、經推估的，或由外部採購單據等方式得來的進行區分，並

確認其適用性。而為因應後續清冊之提報，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中，提供兩種可供公司選用的排放數據蒐集與彙整方式；兩

種方法的選擇，端賴公司本身的報告需求及特性而定。 
1.集中式：由各別單位蒐集數據後，交由總公司彙整計算排

放量。 
2.分散式：由各別單位蒐集與計算排放量，向總公司報告數

據。 
上述兩方式的適用狀況詳見表 2.3-3。在實務上，若公司

所擁有多家工廠的製程類似，建議可採用集中方式，由各分廠

將排放資料交由總公司統一彙總計算，再以總公司名義提報該

公司排放量。而為提升數據的正確性並減少報告工作的負荷，

企業也可同時採用兩種方法進行一致性查核，或依單位的複雜

程度進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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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溫室氣體排放鑑別表單 

可能產生溫室氣體種類 排放源類別 說

明 
固定式 移動式

廠區/ 
製程別 

活動/
設施 產生源 

CO2 CH4 N2O
HFCs/
物種 

PFCs /
物種 SF6

燃燒 燃燒
逸散 製程  

範例：製

程一部 
一號

鍋爐 燃料油 V V V    V      

範例：製

程二部 
冰水

主機 冷媒   V R134a     V    

                 

                 

                 

 

表 2.3-3 分散式與集中式之適用狀況 
數據彙整 
方法 適用狀況 

適合以辦公室為主的組織。  
易使總公司或負責部門的同仁，直接利用作業/燃燒使用數據等

資料直接計算排放量。 
集中式 

已可採用標準方法計算橫跨多設施的排放量。 
須已對現場設備具備詳細的知識。  
考量設備間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法的不同。  
製程排放佔總排放量重要的比例。 
擁有足夠資源訓練人員進行計算，並稽核估算成果。  
擁有方便人員使用的工具，以簡化現場員工之計算任務。  

分散式 

符合法規要求以設施層級報告溫室氣體排放量。 
 

(二)計算方法選定 

產業常用的計算方法包括排放係數法、質量平衡法，以及

直接量測法，並依 IPCC 所公告優良作法指南中各種製程的溫

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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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利用直接量測排氣濃度和流率的方法來量測溫

室氣體排放量，準確度相當高，常見應用於先進國家部分製程

工業與發電廠，但由於此方式涉及公司的成本考量，且溫室氣

體目前非屬法定污染物尚無量測之要求，因此在實務上以直接

量測數據進行盤查較為少見，主要仍以排放係數法以及質量平

衡法進行排放量計算。 
質量平衡法是利用製程中物質質量及能量之進出、產生及

消耗、轉換之平衡進行計算，也就是透過燃料中碳含量去求得

可能產生的 CO2排放量；排放係數法的原理是根據燃料使用量

與排放因子相乘，但由於燃燒過程中亦可能有 CH4 及 N2O 產

生，因此尚需利用轉換係數(IPCC 公布的 GWP 值)，將所有氣

體排放轉換成 CO2排放當量，計算公式如下： 
CO2排放當量 = 作業數據 × 排放係數 × GWP 
其中，作業數據係包含燃油使用量、產品產量，以及如交

通運輸的燃油使用量、車行里程、人行旅程或貨物運輸量等數

據。有關 CH4及 N2O 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資料如表 2.3-4 所

示。 

表 2.3-4 CH4及 N2O 的 100 年全球暖化潛勢(GWP) 

氣體 第二次評估報告

(SAR) 
第三次評估報告 

(TAR) 
甲烷，CH4 21 23 

氧化亞氮，N2O 310 296 

  SAR：IPCC 第二次評估報告(1995) 

  TAR：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2001) 

(三)排放係數篩選 

由於反應製程的排放量會隨著製程技術、操作狀況以及回

收處理設計而變化，因此在眾多的排放係數中，由實驗室自行

研發衍生而得的排放係數往往較國際間通用之係數具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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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度；若無法發展出自己的排放係數，則可採用 IPCC 所

建議的方法及排放係數值，或是國內政府機構研究單位公布之

係數進行估算。另外，排放係數之品質及準確度可由表 2.3-5
的等級評分表進行評估，公司對於其所採用的排放係數資料及

來源應進行建檔管理，並適時更新數據。工廠應依所選用的排

放係數進行管理蒐集更新外，亦應說明選用的理由。 

表 2.3-5 排放係數品質評估 
計算方法 盤查品質 數據要求 所需成本

公開之排放係數 普通-好 低 低 

衍生之排放係數 高 中 中 

對排放量化參數之監測 好-高 高 高 

 
(四)排放量量化 

在鑑別排放源、蒐集數據資料、選定計算方法並完成排放

係數篩選後，公司即可針對整體溫室氣體排放量進行量化計

算。計算時除了可參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或由各體系發展的

計算工具進行推估外，也可直接利用工業局於 94 年開發的產

業溫室氣體計算工具，透過內建或自訂之排放係數進行範疇 1
及範疇 2 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量化。 

五、數據品質管理 

為確保活動數據品質，公司在進行排放資料蒐集時，可利用

工業局 93 年 5 月發展的「活動數據品質管理表」(表 2.3-6)，記

錄所有排放源之燃料(電)用量、資料記錄及保存處，簡要描述該

數據之品質(設備是否經校正)，並儘量提供不同出處的數據資料

來源以利交叉比對，確認數據之一致性及準確性。 

如對於同一排放源而有一個以上之數據來源時，公司應解釋

其差異產生之原因，並將其填入至差異說明欄內。如燃油的用量

數據可能來自數據來源 1-現場單位的用量統計月報，以及數據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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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2-物料課所提供的年度採購油料發票，由於現場單位的用量統

計月報為實際用量，而物料課所提供的年度採購油料發票則考慮

了公司安全存量之採購，往往此項數據（在此即數據來源 2）會

大於現場單位使用的實際用量。因此數據來源 2 可作為交叉比對

的數據（此值必定大於數據來源 1），以檢視實際用量值是否正

確被填入表中。 

在完成數據資料蒐集後，依現場操作人員判斷數據之品質，

再選擇最有把握的數據進行排放量計算。對於公司選擇使用的排

放係數，亦可透過「排放係數管理表」(表 2.3-7 範例)，記錄排放

係數值、係數來源以及選用原因，以備未來查核及驗證之需。 

另外，公司進行盤查時亦可參考以下項目降低計算錯誤： 

(一)對於排放係數和其他參數 
1.對作業數據/排放係數/排放量計算進行適切的審查與正確

性查核。 
2.評估排放係數與其他參數對特定公司的代表性與可應用

性。 
3.要求數據來自於計量或量測的來源，因為它們可能比由採

購記錄而得數據正確 。 
4.依公司營運特性，選擇最適合的數值。 

(二)對於整體盤查程序 
1.要求數據須使用熟悉之計量單位(例如天然氣數據使用體

積單位) 。 
2.應發展出可以在未來對同樣數據充分收集的作業系統。 
3.當燃料作業數據係以其他單位(例如貨幣、重量、體積等單

位)提供時，最好能在計算碳含量之前，先將其轉換為能

量單位。 
4.建立內部控制系統以找出錯誤(例如同時要求作業使用數

據與作業成本數據以交叉檢查出錯誤，將現在的數據與以

往年度的數據進行比較與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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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公司活動數據與政府、公會調查數據進行比較，以確保

數據的一致性。 
6.檢核是否已一致且正確遵循基準年的重新計算作業。 
7.可將品管系統延伸到估算強度或其他額外數據上，如生產

量、營收等。 

六、基準年與減量方案擬定 

本階段主要就盤查結果進行基準年設定。一般通常以開始盤

查的年度設定為基準年，或是依法規與所參與體系的要求，選擇

並提報一個可取得及可查證排放數據資料之年份做為基準年。基

準年設定後，公司即可依此配合人力、財力、物力資源，設定短、

中、長期減量目標與方案，另外亦可參考 ISO 14001 的相關規範

制訂目標與管理方案。 

由於國內大部分產業自 93 年起進行盤查，因此初期即以 93
年作為基準年，另外亦可參考以下相關設定及變動原則： 

(一)基準年設定原則 
1.依盤查開始年度作為基準年，如 93 年。 
2.爾後若國內相關法令公布後，將依其規定進行設定。 
3.未來依所參加的國際或國內盤查體系要求，將依其規定進

行設定。 

(二)基準年調整或變動 
1.因組織調整造成基準年變動。 
2.因生產或製程改變而進行基準年調整。 

以上有關減量目標設定說明，可參考「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第二版，對於產業在設定減量目標及執行步驟給予的

建議(第十一章，設定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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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活動數據品質管理表 
範疇別 活動數據 1 活動數據 2 

廠區/ 
製程別 

活動

/ 
設施 

產

生

源 1 2 3 
負責 
單位 

來源

說明 年用

量 
單

位

數據

來源

資料

存放

單位

數據

品質

年用

量 
單

位 
數據

來源 

資料

存放

單位

差異

說明

範例： 
製程 
一部 

一號 
鍋爐 

燃

料

煤 
V   

製程 
一課 

××國
進口

煙煤
10000

公

噸

能源

分配

比較

表 

公用

科 

煤計重

計，1.5
年校正

一次(外
校) 

11500 
公

噸 

公證

行報

表 

物料

課 

含年

度採

購安

全存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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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排放係數管理表(範例) 
排 
放 
源 

排放 
係數 

1 
來源 選用說明 

排放 
係數 

2 
來源 選用說明 排放係

數  3 來源 選用說明

汽油 

2.24 公

噸 CO2/
公秉汽

油使用

量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因應

氣候公約能

源策略模擬

與能源供需

預測之研究

計畫 90 年度

期末報告 

本廠未發展

本係數，優

先使用台灣

區研究發展

係數 

0.0311
公斤

CH4/公
秉汽油

使用量

WBCSD/WRI-Gree
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具

--紙漿與造紙廠溫

室氣體排放量的計

算--附錄A表13(英
國) 

本廠未發展本

係數，亦無台灣

區研究發展係

數，引用國際相

似背景發展係

數 

0.01872
公斤

N2O/公
秉汽油

使用量 

WBCSD/WRI-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

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

放量的計算--附
錄 A 表 13(英
國) 

本廠未發展

本係數，亦

無台灣區研

究 發 展 係

數，引用國

際相似背景

發展係數 

柴油 

2.70 公

噸 CO2/
公秉汽

油使用

量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因應

氣候公約能

源策略模擬

與能源供需

預測之研究

計畫 90 年度

期末報告 

本廠未發展

本係數，優

先使用台灣

區研究發展

係數 

0.26 公

斤 CH4/
公秉柴

油使用

量 

WBCSD/WRI-Gree
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具

--紙漿與造紙廠溫

室氣體排放量的計

算--附錄 A 表 7(加
拿大) 

本廠未發展本

係數，亦無台灣

區研究發展係

數，引用國際相

似背景發展係

數 

 0.4 公

斤 N2O/
公秉柴

油使用

量 

WBCSD/WRI-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計算工

具--紙漿與造紙

廠溫室氣體排

放量的計算--附
錄 A 表 7(加拿

大) 

本廠未發展

本係數，亦

無台灣區研

究 發 展 係

數，引用國

際相似背景

發展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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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立排放量盤查清冊 

建立排放量盤查清冊的目的在於針對公司內部各種排放

源類別、直接排放量/範疇 1、間接排放量/範疇 2，以及總排

放量等數據進行彙整加總，提供作為公司在公開內部溫室氣

體排放資訊的依據。 

工業局於 94 年度開發的「溫室氣體盤查工具 1.0 版」中，

已將公司排放清冊的產出功能內建於計算工具之中，使用者

在利用工具進行排放量計算的同時，相關數據即已記錄於排

放清冊中，當排放源鑑別及排放量量化完畢後，即可列印出

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盤查工具相關使用說明及清冊範

例詳見第三章 3.1 第二部份。 

八、文件化紀錄與報告書製作 

當公司完成第一年的盤查工作，並產出清冊之後，接下

來就可將公司整體盤查過程及步驟加以文件化進行管理；可

考慮在廠內現有的文件系統下，與 ISO 等系統進行整合，以

節省相關資源，並增加系統的連結性。 

目前工廠的溫室氣體盤查程序，主要建議以表 2.3-8 之範

例所列，建立一份二階文件及二份三階文件，另外並輔以相

關表單協助資料蒐集與彙整，而公司亦可依據內部原有系統

架構進行文件及表單之增修。整體文件化架構詳如圖 2.3-4 所

示。 

以下有關 ISO14001 文件與溫室氣體盤查文件整合一覽

表(表 2.3-9)，係提供已建置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廠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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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系統建置時之參考；由於各廠因內部管理

之不同可能有所差異，敬請使用者自行調整應用。 

表 2.3-8 工廠溫室氣體盤查程序文件名稱範例表 
文件項目 二階 三階 表單 

溫室氣體盤查

減量技術文件 
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 
1.溫室氣體排放

量盤查作業內

部查證辦法 
2.溫室氣體盤查

報告書製作管

理辦法 

1.溫室氣體盤查

排放清冊 
2.溫室氣體盤查

報告書 
3.溫室氣體盤查

鑑別工作表

單系列 (含填

表說明) 
4.溫室氣體盤查

記錄一覽表 
5.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查核表 
 

 

ISO 14001
OHSAS 18001

ISO 9002

品質環安衛管理系統 

紀錄、文件管

制、訓練、目

標/標的/方
案、管理審查

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二階文件： 

．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減量管理程序書

三階文件： 

．溫室氣體管理系統內部查證辦法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圖 2.3-4 溫室氣體盤查程序文件架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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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ISO14001 文件與溫室氣體盤查文件整合一覽表範例 
ISO 14001 條文

(1996 年版) 文件對應方式 產出文件實體 作法說明(請擇一進行) 權責
單位

4.2 環境政策 制定溫室氣體政策 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
減量說明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2.直接加入環境政策中 

環安
部 

4.3.1 環境考量
面 

 邊界設定與排放源
鑑別 

 基準年設定 
 數據管理 
 量化 

 組織邊界 
 操作邊界(排放氣體種
類、排放源)界定說明

 基準年設定與調整說
明 

 量化方法論說明 
(單位換算、排放係數管
理、計算模式應用等)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2.直接加入原「環境考量面鑑別程序」
中，且日後需隨環境考量面鑑別時機
展開 

環安/
公用
部 

4.3.2 法規規章
與其他要
求事項 

 

－ － － － 

4.3.3 環境目標
與標的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
標的設定、時機與權
責單位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標
的與方案設定或評估
表 

1.應用原公司內「環境管理目標、標的
與管理方案」制定與評估表直接填入

環安
部 

4.3.4 環境管理
方案 

溫室氣體減量方案設
定、時機與權責單位 

同上 同上 環 安
部 

4.4.1 架構與責
任 

成立溫室氣體盤查與
自願減量推動小組 

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
減量推動小組組織架
構圖與職掌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2.直接加到環境管理手冊之權責內 

環 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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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條文
(1996 年版) 文件對應方式 產出文件實體 作法說明(請擇一進行) 權責

單位

4.4.2 訓練、認
知與能力 

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
教育訓練鑑別 

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
教育訓練鑑別表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環 安
部 

4.4.3 溝通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與
報告書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2.新發行一份三階即「溫室氣體盤查清
冊作業辦法」、「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書作業辦法」 

環安 /
公 用
部 

4.4.4 環境管理
系統文件 
化 

－ － － － 

4.4.5 文件管制 溫室氣體盤查文件管
制 

溫室氣體盤查文件管
制說明 

1.於現有二階「文件管制程序」中增列
對於溫室氣體盤查文件之管制 

2.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但引述依現有文件管
制程序辦理 

文管
中心

4.4.6 作業管制 溫室氣體排放源作業
管制 

溫室氣體排放源作業
管制說明 

1.於現有二階「作業管制程序」中增列
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源作業管制 

2.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環安
/公用
部 

4.4.7 緊急事件
應變與管
理 

－ － － － 

4.5.1 監督與量
測 

溫室氣體排放源監督
與量測管理 

溫室氣體排放源監督
量測管理說明 

1.於現有二階「監督量測程序」中增列
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源監督量測 

環安/
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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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條文
(1996 年版) 文件對應方式 產出文件實體 作法說明(請擇一進行) 權責

單位

2.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部 

4.5.2 不符合矯
正與預防 － － － － 

4.5.3 記錄 溫室氣體盤查紀錄管
理 

溫室氣體盤查紀錄管
理說明 

1.於現有二階「紀錄管理程序」中增列
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記錄之管制 

2.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但引述依現有記錄管
制程序辦法 

環安/
公用
部 

4.5.4 環境管理
系統稽核 

溫室氣體查證管理 溫室氣體查證管理說
明 

1.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查證
管理程序」中 

2.或於現有二階「稽核作業程序」中增
列或另產生三階文件 

環安
部 

4.6 管理階層審
查 

納入管理審查議題  1.於現有二階「管理審查程序」中增列
溫室氣體議題為審查項目之一 

2.相關要求放於新二階「溫室氣體盤查
管理程序」中 

環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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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時，首先必須考量到整體

盤查流程及內容的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以及精確

性，其內容應包含必要資訊，如公司的盤查邊界說明、排放資訊

相關數據等，並選擇性說明公司的排放與績效資訊，以及抵換

(Offsets)等資訊，以作為排放資訊提報之依據。報告書製作之目

錄範例詳見表 2.3-10。 

表 2.3-10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目錄範例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目錄 

第一章、組織概況 
1.1 前言 
1.2 公司簡介 
1.3 政策聲明 

第二章、組織邊界 
2.1 公司組織 
2.2 公司邊界範圍 
2.3 公司組織邊界 
2.4 報告書涵蓋期間與責任 

第三章、營運邊界 
3.1 定義 
3.2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 
   (含變更與排除) 
3.3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 
   (含變更與排除) 
3.4 公司 CO2總排放量 
3.5 減量措施 

第四章、溫室氣體量化 
4.1 數據品質管理 
4.2 量化方法 
4.3 量化方法變更說明 
4.4 排放係數變更說明 

第五章、減量目標與標的 
5.1 年度減量目標與標的 
5.2 減量績效 

第六章、基準年 
6.1 基準年設定 
6.2 基準年變更 

第七章、查證 
7.1 內部查證 
7.2 外部查證 

第八章、參考文獻 

九、內部查證、矯正與管理階層審查 

在完成整體盤查及減量方案的訂定，且管理系統執行一段時

間後，除了應進行系統功能之檢討，還需執行排放量的查證工

作。目前於此部分僅以第一者(內部)查證為主，其目的在協助廠

商訓練內部查證員，並培養自我查證能力；此步驟類似於 ISO 
14001 的內部稽核實施，其不同處主要在於溫室氣體查證係進行

溫室氣體排放產生源與排放量計算的確認，由於涉及的部門較

少，因此所需時間天數較短；而最終步驟與 ISO 14001 的內部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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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相同，皆須將查證結果送交管理審查，以進行檢討修正，達成

持續改善的目標。有關公司溫室氣體內部查證事項請參考表

2.3-11 之範例。 

目前進行內部查證時，主要關切的事項包括： 

(一)排放量盤查之合理性確認 
1.確認排放源完整程度 
2.進行重要性確認，如排放量大者 
3.進行信心度確認，如數據品質 
4.各項變更管理 

(二)盤查管理系統化程度確認 
1.責任權責劃分 
2.參考指導依據 
3.文件化程度 
當最終文件送至管理階層審查時，將依據整體查證成果、內

外情勢的變化，評估是否達成持續改善的承諾，並依此修改公司

在溫室氣體減量上的政策、目標、標的，以及所有與利害相關者

有關之事項。若公司的排放量經年不斷上升成長，那麼公司就應

採取必要措施加以因應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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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1 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內部查證查核表範例 
查證情形 

工作項目 查證要點 
符合 不符合

1.溫室氣體盤查

減量政策/聲明 
1.年度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減量政策/聲明公布   

2.盤查組織權責 1.建立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減量推行委員會組織圖及相關職務說明   
3.組織邊界設定 1.已設定組織邊界 

2.組織邊界的設定應符合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或其他標

準的要求 

  

  4.營運邊界設定 
(排放源鑑別及

排放量計算)  
 
 
 
 
 
 
 

1.基準年的設定選定與調整依據 
2.每年定期進行工廠排放溫室氣體清查，填寫溫室氣體暨產生源調

查表 
3.每年定期進行工廠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清查及範疇界定 

a.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表的建立 
b.範疇界定的原則 
c.數據資料來源之正確性 
d.相關物料使用量統計是否正確(用油、用電) 
e.檢測儀器是否校正合格 
f.數據資料是否經核准後由特定部門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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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情形 
工作項目 查證要點 

符合 不符合

 4.排放量量化 
a.是否使用排放量計算表，進行各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 
b.確定排放量計算表之計算公式是否正確 
c.使用單位與單位換算是否正確 
d.資料輸入是否正確 
e.排放係數的選用是否參照排放係數管理表之第一來源進行計算 
f.二氧化碳當量取得是否對照最新版本 IPCC 全球暖化潛勢評估

報告 
g.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是否換算為二氧化碳當量 
h.各排放源的排放量是否分開列表 
i.各種範疇的排放量是否分類加總 
j.各種範疇的排放量是否加總為總排放量 
k.年度排放量計算表是否經核准 
l.年度排放量計算表是否依廠內「記錄管制程序」妥善保管 
m.原始單據是否妥善蒐集並依廠內規定存檔 

5.排放清冊製作 1.年度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是否呈核准後存檔備查 
2.年度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是否與年度排放量計算表內容一致 

  

6.減量目標/標的/ 1.依廠內程序是否由相關部門進行目標、標的與管理方案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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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情形 
工作項目 查證要點 

符合 不符合

方案 展開、實施與檢討 
2.方案結案後是否在方案規劃及追蹤之結案結果/作業管制欄位內

記錄結案情形 
7.溫室氣體盤查

報告書之製作/
發行與管理 

1.年度報告書是否依作業要點製作 
2.報告書內容是否與溫室氣體盤查排放清冊一致 
3.報告書之管理發行、保管是否依廠內程序辦理 

  

8.文件與紀錄管

制 
1.溫室氣體盤查文件依廠內相關程序要求辦理   

9.溫室氣體盤查

作業查證 
1.是否規劃年度查證計畫，含時程及查證要項 
2.不符合事項是否舉出具體事證 
3.若不符合或建議事項是否發佈「矯正行動通知單」 
4.查證人員是否接受相關教育訓練，具備適當資格 
5.是否由其他部門人員擔任查證人員 

  

10.管理階層審查 1.管理階層審查是否依規定實施   

註：本查證查核表範例茲提供工廠進行自我查證使用之參考，並不提供作為外部查證使用。相關內部查證要

求需依廠內內部稽核相關規定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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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立數據管理系統 

排放數據品質的良莠關係到排放量計算之準確性，公司可針

對所有盤查可能使用數據訂定一套數據管理程序，由專人負責相

關資料的鑑別、蒐集與管理，並妥善保存原始單據，同時已建檔

的資料需設定控管權限，避免數據資料之更動；而為提高所有盤

查數據之品質，使其擁有較高之可信度與可比較性，利用不確定

性評估的方法，可協助公司瞭解盤查數據品質之可能誤差範圍，

進而做出對公司有利的減量管理政策。 

2.4.1 建立數據管理系統 

為確保盤查結果的可信度，滿足公司內外部利害相關者要

求高品質盤查資訊的需求，公司可利用現有的品質保證/品質控

制作業程序，協助進行數據品質的確認。一般品質管理檢視項

目包括： 

一、數據收集、輸入和處理作業 

1.檢查輸入數據的抄寫錯誤 
2.辨識表格修正的需要，使其提供額外控制或品質檢視功能 
3.確保已執行適當版本的電子檔案控制作業 

二、數據建檔 

1.確認表格中全部一級數據包含參考數據的資料來源 
2.檢查引用的文獻均已建檔 
3.檢查應用於下列項目之選定假設與準則均已建檔，包括：

邊界、基線年、方法、作業數據、排放係數、其他參數 
4.檢查數據或方法的改變已建檔 

三、計算排放與檢查計算 

1.檢查排放單位、參數、轉檔係數(conversion factor)是否已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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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標示 
2.檢查計算過程中，單位是否適度標示及正確使用 
3.檢查轉換係數 
4.檢查表格中數據處理步驟 
5.檢查表格中輸入數據與演算數據，應有明顯區分 
6.檢查計算的代表性樣本 
7.以簡要的算法檢查計算 
8.檢查不同排放源類別，和不同事業單位等之數據加總 
9.檢查不同時間與年代系列間，輸入與計算的一致性 
而對於實務上執行盤查時所可能發生的技術性誤差，下表

2.4-1 可提供公司在進行誤差檢視及查核的方向。 

表 2.4-1 技術性誤差來源及查核 

誤差來源 可能解決方式 
•排放源的確認不夠完整  •追蹤與查證數據輸入值  
•使用不正確的方法或假設 •檢查試算表的公式  
•轉換量測單位時發生錯誤 
•使用不正確的數據  

•將衍生排放係數與公開的排
放係數進行比較  

•鍵入數據時發生錯誤  
•用錯試算表或計算工具  
•數學計算發生錯誤  

  

•將設施層級的燃料採購量與
所有已確認出的燃燒排放源之
總燃料使用量比較  

2.4.2  不確定性管理 

為提升及確保工廠盤查清冊的可信度，在進行排放量盤查工

作時，除了可藉由數據品質管理系統的建立，建置一套符合工廠

實務需求的管理制度外，亦可透過定性與定量的不確定性分析，

進一步判斷及說明相關盤查數據的品質等級。 

本指引便以「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有關之溫室氣體清冊與計

算方面統計參數不確定性的不確定性評估指引」(GHG Protocol 
guidance on uncertainty assessment in GHG invento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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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ng statistical parameter uncertainty)，以及由 IPCC 於 2000
年出版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不確定性管理及優良方法指引」

(Good Paratice Guidance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作為主要參考資料，說明有關與溫室

氣體清冊相關的不確定性，並提供簡易的數據品質等級評估方法

供業界參考。 

一、與溫室氣體清冊相關的不確定性 

與溫室氣體清冊相關的不確定性，可以粗略的歸類為科學方

面的不確定性與估算方面的不確定性；科學方面的不確定性主要

歸因於未充分瞭解實際排放與防制程序相關的科學學理。舉例來

說，許多用來估算各種溫室氣體排放量當量，並且與 GWP 值相

關的直接與間接排放因子，就含有明顯的科學方面不確定性，要

分析與量化此方面的不確定性並不容易，而且看起來也已超越大

多數公司清冊工作的範疇；一般公司較能夠改善的部份，主要還

是在估算的不確定性方面，此部分係分析有關於數學計算公式以

及選用參數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又可區分為模式不確定性以及參

數不確定性加以討論。 

(一)模式不確定性 

指各種用來界定參數與計算排放量的數學模式，在公式選

用時所產生的不確定性；例如，工廠因為選用到錯誤的數學模

式，或是在模式中選用錯誤的參數(輸入值)，因而造成誤差的

產生。 

(二)參數不確定性 

指用來輸入估算模式中有關量化參數的不確定性(例如：活

動數據、排放因子或其他參數)，又包含系統以及統計的不確定

性，可藉由統計分析、量測設備精準程度與專家判斷來給予定

量及定性的評估，此部分亦為公司在探討本身排放清冊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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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主要的焦點所在。 

二、不確定性的分析與評估方式 

公司在準備清冊資料時，最適合評估的不確定性種類，是與

參數有關的不確定性，亦即與活動數據、排放因子、及其他參數

等與排放量估算模式的輸入值有關的數據資料，說明如下： 

(一)系統(非隨機)不確定性的分析與評估 

系統的不確定性主要發生在數據資料呈現系統性偏差之

時，換句話說，也就是指量測或估算值的平均值經常是小於或

大於實際值；偏誤的產生可能是因為排放係數的導出是依據不

具代表性的樣品、所有相關的排放源活動或範疇未經確認、或

不正確、或不完整的估算方法、或使用不正常的量測設備。由

於實際值未知，這種系統性的偏差無法藉重複實驗偵測出來，

因此也無法藉統計分析來量化。然而，是有可能確認出偏差，

而且有時候可以藉數據品質調查與專家判斷來加以說明。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內"管理清冊品質"的章節內容，提供

有關如何規劃與執行一個溫室氣體數據品質管理系統的指引，

並說明若能利用一個設計良好的品質管理系統，將可顯著降低

系統不確定性的發生。 
另外，專家判斷本身也可能就是系統性偏差的來源，這種

認知偏差有時候與心理方面的因素有關，也就是人類的認知常

發生系統性扭曲，因此，在專家判斷被用來選擇或發展參數估

算時，必須先瞭解所謂的認知偏差亦有可能導致“錯誤”的參數

估算。建議應用預先規劃的專家誘導步驟，可參考「專家誘導

議定書(expert elicitation protocol)的作法」，以有效降低認知偏

差所可能產生的的風險。 

(二)統計(隨機)不確定性的分析與評估 

一般來說，被公司用來準備估算排放清冊的數據(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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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易受到統計(隨機)不確定性的影響；這種不確定性源自於

自然的變化，例如在量測過程中的隨機人為失誤，以及量測設

備狀況的起伏等因素。統計的不確定性可以藉重複的實驗或數

據的採樣來偵測，另外也可利用統計方法中的機率密度函數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來描述排放因子及活動數據

的不確定性發生機率。依此原則，若數據蒐集充分時，即可依

照過去經驗，進一步確定機率密度函數的形式；但是若數據採

樣不足以做正確的統計計算時，則不確定性亦需仰賴專家進行

判斷，並應針對數據偏差的潛在理由加以定性的確認與討論。 
在評估不確定性時，不管定量的不確定性估算是否執行，

對於數據資料進行適當的定性描述是相當必要的，因為當資料

顯示出嚴重的誤差情形發生時，即可先行透過定性的資料分

析，決定應採取何種改善方式解決問題。此種著重於偏誤發生

可能原因與如何消除這些偏差的討論，經常是不確定性評估活

動中最有價值的產物。 
以下簡要說明有關工廠排放源數據不確定性的可能來源： 

1.與連續排放監測相關的不確定性 
通常對溫室氣體排放進行連續監測較為少見，在這種情

況下，即可直接確定數據的機率密度函數，並且設定 95%信

賴區間評估數據的不確定性。設備若是在標準原則下進行安

裝及操作，那麼所得不同年份間排放差異的機率密度函數，

將只會與年排放的機率密度函數相關，而不可能出現不同年

份之間誤差的相關。 
2.與直接測定的排放因子相關的不確定性  

在某些情況中，可能得到一些特定地點的排放量定期量

測值，如果這些數據可以和活動數據相連結，那麼就可能可

以藉此估算出此特定地點的排放因子，並且還能計算出年排

放量的機率密度函數。但為了取得較具代表性的數值，在計

算前必須先對數據進行切割分級，例如考量到針對穩態、靜



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與數據管理系統之建立 

 

2 - 41 

態及動態狀況下不同的測定值計算，如此才可以反映實際的

操作狀況及條件；另外，分析的樣本數多寡也關係到排放因

子的可靠度，一般若可取得 3 個或 3 個以上具代表性的樣本

時，即可運用統計方法了解參數分佈狀況並估計參數值，但

是若樣本數極小，此時就需要配合專家判斷給予的建議進行

分析。 
3.與源自公開發表文獻中排放因子相關的不確定性 

當工廠無法得到直接的排放量數據時，一般常見利用排

放係數法來估算排放量。國際間如 IPCC 等單位及各相關文

獻中皆針對特定行業及不同製程提供排放因子供估算參

考，但由於其是在典型狀況下估算出來的值，因此對使用者

來說，即產生在不同環境與背景下使用這些排放因子的不確

定性。 
4.與活動數據相關的不確定性 

與排放因子比較起來，活動數據與經濟活動通常更具有

相關性，而活動數據通常又是由國家的統計部門提供，因此

數據的不確定性較低。但由於這些數據有些並非專為計算溫

室氣體排放量之目的而產生，因此在使用時尚須先行了解該

數據的適用性。以下舉例說明使用的活動數據在覆蓋性、代

表性，以及逐年可重複性等方面可資判斷不確定性的方式： 

(1)數據統計差異：例如初始燃料紀錄量以及最終消費與轉換

所得燃料量之間可能產生差異；長時間的差異紀錄有助於

了解不確定性。 

(2)能源平衡的解釋：工廠在生產、使用，以及進/出口的數據

應一致，否則可能存在不確定性。 

(3)數據交叉檢驗：可藉由同一排放源的不同活動數據評估不

確定性的範圍。例如交通工具的總燃料量應相當於由里程

數乘上能源消費效率之加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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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確定性的量化與整合方法 

當排放源鑑別及排放量計算工作完成後，即可估算並整合各

年份數據的不確定性，或進一步判斷清冊隨時間變化的不確定

性。ㄧ旦不確定性資料(包括：樣品數據、量測設備精準度的確認、

或是專家判斷)蒐集充分時，且公司也希望應用量化的方法來表示

出這些數據資料的不確定性，即可參考如 IPCC 優良方法指引所

提內容，利用統計方法分析各排放源數據的不確定性。 

通常量測的不確定性是以不確定性範圍呈現，也就是利用計

算信賴區間的方式，將數據平均值以 ±百分比的區間來表示(例
如：100 噸 ± 5%)。此時有兩種主要的數學技巧可供選擇，包括

簡單的誤差傳播方法及蒙地卡羅模擬法，簡要說明如下：  

(一)誤差傳播法(Error Propagation Model) 

一般量測值和實際值之間，多少都有一定程度的誤差，若

是以有誤差的測值進行運算，那麼運算出來的結果必然也有誤

差，而在某些情況下，採取錯誤的運算方法，可能會將誤差的

情形擴大。利用誤差傳播方法即可藉由加法和乘法來合併不確

定性，但前提是須符合一些必要條件，包括所合併的不確定性

項目必須彼此互無關聯、須假設不確定性呈現常態分佈、假設

標準差小於平均值的 30%，且個別不確定性均小於 60%的情況

下才適用，公司亦須於分析中先行說明。其計算規則包括： 
規則 A：加總不確定性。當不確定性由加法合併時，所有

總和的百分比不確定性( totalU )主要是由每個參數經相對權重調

整加總，再開平方根後所求得。公式表示如下： 

( ) ( ) ( )2 2 2
1 1 2 2 3 3

total
1 2 n

U x + U x +...+ U x
U = 

x +x +...+x
⋅ ⋅ ⋅  

其中， iU 及 ix 分別表示不確定量及相關的百分比不確定

性， ix 是以絕對值代入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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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B：相乘不確定性。當不確定性由乘法合併時，乘積

的相對信賴區間(正負百分比)主要是由每個參數的信賴區間平

方後加總所求得。公式表示如下： 
2 2 2

total 1 2 nU = U +U +...+U  

舉例來說，若某公司排放清冊中列出兩種 CO2排放源，排

放量分別計算得 110 ± 4%與 90 ± 24%公噸；該清冊的總量是

200 公噸，則可依規則 A 計算出不確定性約為 11%左右。 

( ) ( )2 2

total

110 0.04 + 90 0.24 22.04U = = 11%
110+90 200

× ×
≈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是排放因子與活動數據乘積之

和，因此上述規則 A 及規則 B 皆可重複使用以估算總清冊的

不確定性，亦可使用另一種隨機模擬的蒙地卡羅分析方法，將

機率分布、變化範圍以及相關結構適當量化，將不確定性結合

並估算一年的總體不確定性及趨勢不確定性。 

（二）蒙地卡羅模擬法(Monte Carlo Analysis) 

蒙地卡羅模擬的原理是根據各排放源的機率密度函數，選

擇排放因子及活動數據的隨機值並計算相應的排放量，利用多

次重複的計算後，可建構出總排放量的機率密度函數。此方法

容許參數或排放因子間有各種的機率分布、非線性函數關係與

參數間的關性。透過蒙地卡羅分析能夠處理任何形式的機率密

度函數、處理有關時間序列及不同排放源之間相關的變化程

度，以及各種複雜的(如掩埋場甲烷衰退量)及簡單的(如排放因

子乘以活動數據)計算模式，另外，尚可用來估算單一來源的不

確定性，以及為一個場址或公司整合不確定性。 
目前進行蒙地卡羅模擬主要仰賴電腦軟體輔助進行計算，

軟體包括 Crystal Ball、@Risk、Analytica，以及 Mathematica
等。有關蒙地卡羅模擬的詳細分析步驟，請參閱 IPCC 出版的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不確定性管理及優良方法指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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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定不確定性範圍的估算結果。  
實際上不確定性評估可能會依據兩種方法混合應用：若是

有大量的直接或間接量測的排放量數據可供運用，就有可能應

用特定的統計方法來計算統計的不確定性；對於其他參數，若

是數據不足以做統計的分析，專家判斷就要用來估算不確定性

範圍。專家判斷可藉由確認任何用來搜集清冊數據的量測設備

精準度來補充，而不確定性資料的搜集，不論是來自樣品數據、

量測設備精準度的確認、或是專家判斷，最好是配合公司整體

品質管理系統來進行，在系統內會對那些用來估算溫室氣體排

放量所收集數據的品質進行調查。 

步驟 3：整合直接及間接量測活動數據及排放因子之不確定性 

直接量測的不確定性與量測技術有關，若測量方法有高度

變異性，則會導致高度的不確定性。間接量測的不確定性則與

活動數據及排放因子有關，排放量通常是藉一個活動數據乘上

一個排放因子計算而得，例如： 
購電量乘上 CO2/kWh 的發電因子。 
出售的水泥噸數乘上 CO2/ton 水泥的因子。 
出租轎車駕駛里程數乘上 CO2/汽車里程的因子。 
不確定性會因相乘而複雜化，衍生的排放量估算會比原始

成分中最不確定的一個更不確定(又稱複合不確定性原則)。例

如，某家公司可能由電費帳單彙整得一個高度可靠的總用電度

數(KWh)數據，然而，竭盡所能獲得的 CO2/kWh 發電傳輸因子

可能是國家供電系統平均值，無法依據該公司用電情況，充份

反應季節性與每小時的發電使用燃料結構變化。所以雖然 kWh
的量測具備‘高度’確定性，但是選用的 CO2 因子很可能會有

20%以上的變化。 
以下 4 個方法有助於量化其不確定性的範圍：   

1.針對一組或數組樣品數據進行統計測試。 
2.確認所有使用的量測設備儀器精準度，特別是活動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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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諮詢公司內的專家以獲得所採用數據不確定性範圍的估

算。 
4.應用第三手(third-hand)不確定性範圍資料；但這種方法不

常使用，因為這不是由申報公司提供數據所導出的資料。 

步驟 4：文件化並解釋不確定性評估的結果 

不確定性評估的最後步驟通常是最重要的。公司方面可能

已經投入大量的努力在資料與數據收集，以便量化不確定性評

估，並利用一個模式(如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不確定性工具)，
以整合來源領域以及整個清冊的參數不確定性。然而，假如整

個步驟並未做好文件化，並解釋整個過程的結果，以致於能夠

在所收集的數據與整體的清冊品質達到真正的改善，那麼所有

的努力可能導致效果不彰的結局；公司不確定性評估工作配合

整體品質管理系統實施的整合，可以協助解決此一問題。此外，

公司應報告由不確定性調查所獲得的結果(例如：設備量測精準

度的數據)，是幾個現有的或即將實施的排放量交易體系所規定

的(例如：歐盟排放許可交易體系，或英國交易體系)。 
在為參數進行不確定性評估而收集數據的過程中(例如：統

計的、設備精確度、或專家判斷)，有關採取步驟的文件化，與

詳細解釋各種確認的不確定性可能成因，以及有關如何減少不

確定性的特定建議是很重要的。雖然，用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不確定性工具裡的誤差傳播法，無法說明數據中的系統性偏

差，在不確定性評估過程中或進行數據品質管理程序時，若確

認有這類偏差，就應該予以文件化紀錄。 

步驟 5：針對不確定性進行等級評分 

以下針對不確定性量化及定性化分析，提供兩種簡要的評

分方式以分析數據的精確程度。 
1.不確定性摘要分級表 

在文件化紀錄不確定性評估量化部分的結果時，可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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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摘要分級來評分；一種典型的分級如表 2.4-2 所示，雖

然不很嚴謹，但這些等級是依量化信賴區間而定，以估算或

量測值的百分比表示，而真正的數值很可能存在於其間。 

由於應用這種“等級”評分經常遭到批評，因為量化的不確

定性在轉換成定性評分過程中會喪失許多資訊；因此，要特別

針對這種評分準備完整的文件化說明，以提示其量化評估的限

制，並說明不確定性的主要成因。 

    

表 2.4-2 數據精確評分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不確定性工具 
運用的相關區間 

數據精確程度 抽樣平均值的不確定性(信賴區間為± %)
高 ± 5% 
好 ± 15% 
普 ± 30% 
差 超過 30 % 

     資料來源：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清冊與計算方面統計參數不確定性的

不確定性評估指引。 

2. 一般排放量來源的確切度評分 
表 2.4-3 提供確切度評分，並且簡要說明資料取得的情況。

這都是一般設施與公司在彙整排放量清冊時可能遇到的狀態。

品質較差的數據與缺乏有效的品質管理系統是有可能導致較差

的評分，因此特別強調，企業在進行溫室氣體盤查時，應依據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標準內“管理清冊品質”的章節內

容，實施一套嚴謹的數據品質管理系統。 
以上有關國際間評估不確定性的詳細指引與資訊，可參閱

參考文獻中有關 IPCC 於 2000 年出版優良方法指引，以及 EPA
的品質保證/品質控制與不確定性分析程序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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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一般排放量來源的確切度評分 
主要排放種類 最可能達到的確切度評分 

現場燃料燃

燒，固定式來源 
• 高 – 送貨紀錄與帳單讓量測容易與精確，含碳量幾乎是標準值，所以排放因子是精確的。(每噸

煤的碳不同，選用煤的平均參考因子可能導致總計值是“好”)。 

製程排放 
• 高 – 質量平衡計算配合精準的輸入紀錄可以產生高度精準的總量。 
• 普或差 – 如果副產品數量是由總產量乘以工業平均因子而得，但無法量測的洩漏氣體會是一個

問題。 

直接-控制的車

輛 

• 高 – 如果完整的燃料耗用紀錄是經查核確認並乘上燃料因子。 
• 普 – 如果設備類型的行駛距離乘上里程平均燃料耗用量因子。 
• 差 – 如果行駛距離只是粗略的估計。 

用電 
• 高 – 如果燃料是用來發電，或如果發電燃料勉強平衡的數量可與設施負載型態相符。 
• 普 – 如果採用公共電力系統耗用多種燃料的年度平均值。 
• 普或差 – 如果用電無儀表，且須由設備類型與使用時間來估算。 

廠內運輸、廠

外運輸 
• 好 – 如果採用的是一些良好規劃的模式或路線。 
• 否則最多是“普”。 

員工出差通勤 • 普 – 如果里程數是經查核確認。 
• 差 – 如果行程僅是粗略區分為短程或長程等形式。 

廢棄物掩埋場

處理 
• 好 – 如果現場有回收系統，且已捕集大部分的 CH4。 
• 否則最多是“普”(廢棄物數量可能妥為量測，但是廢棄物成分與分解狀況可能差異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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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進行排放量計算與登錄 

為培養廠商自行盤查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能力，經濟部工業局

於 94 年「產業環保輔導計畫」中，完成開發「溫室氣體盤查工

具」供產業界參考使用，藉由本工具，減低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排

放量盤查之技術障礙。 

此外，依環保署規劃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94 年 8 月 25
日版），擬要求指定公告之排放源，每年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

查，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平臺定期登錄及申報其溫室氣

體排放量。此法若定案，產業即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義務。

工業局為協助產業先行熟悉溫室氣體排放量登錄方式，同時掌握

國內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料，完成「工業溫室氣體資訊

中心」之建置，將以此做為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登錄之

平臺。 

最後，本章 3.3 節簡介國外幾個主要溫室氣體登錄系統，以

提供讀者了解國際間在登錄系統的發展情形。 

3.1 溫室氣體盤查工具介紹 

一、溫室氣體盤查工具軟體開發 

為便利使用者應用，溫室氣體盤查工具以 Microsoft Office
之 Excel 程式進行撰寫。於軟體之使用說明頁中，針對各工作頁

進行內容簡述，並於各工作頁前端，輔以該工作頁之填寫說明，

使用者僅需依內文指示，將其統計之相關資料填入對應欄位中，

即可求得該廠溫室氣體排放量之估算值。圖 3.1-1 為本工具部份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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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說明畫面 

 

係數管理畫面 

圖 3.1-1 溫室氣體盤查工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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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室氣體盤查工具架構及功能 

本研究參考 ISO 14064 草案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要求，

建立溫室氣體盤查工具，工具內容架構包含排放源鑑別、活動數

據品質管理、係數管理以及排放量量化等功能，其架構及所對應

之工作頁如圖 3.1-2 所示。各功能說明如下： 

(一)版權說明 

本工具版權、版本及發行日期說明。本盤查工具開發經費

來源係經濟部工業局執行 94 年度產業環保輔導計畫項下之經

費。 

(二)使用說明 

本盤查工具之設計及計算方法乃參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計算工具（GHG Protolcal CalculationTools），其原文網站為 ： 

http://www.ghgprotocol.org/templates/GHG5/layout.asp?type=p&
MenuId=OTAx。 

相關內容已中文化，並收錄於工業局 93 年度出版品「工

業溫室氣體盤查減量宣導手冊」。有意進一步瞭解者，請至網

站 http://proj.moeaidb.gov.tw/eta/ 下載該手冊。本工作頁表列

盤查工具中所有的工作頁及其簡述，並與各工作頁設有超連

結，使用者可直接點選各單元名稱，進入該工作頁進行填寫。

於該工作頁完成填寫後，可再於該工作頁末端點選「回使用說

明」鍵回到使用說明頁面。 

 

(三)基本資料 

填寫欲盤查年份、工廠基本資料及產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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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固定式燃燒排放源、移動式燃燒排放源、逸散排放源及特

殊製程排放源）。 

(五)活動數據品質管理 

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後，使用者可利用活動數據品質

表搜集盤查量化所需之活動數據，並進行數據品質管理。如本

指引第二章表 2.3-4 所示，除界定該排放源所屬範疇別（範疇

1、2 及 3）及負責單位外，每項活動數據建議建立年用量、數

據來源、資料存放單位及數據品質說明等資料。每項排放源至

少應有一項活動數據，若可取得兩項以上活動數據，將可進行

數據交叉比對，利於數據品質管理。此時，最精確之數據應列

於活動數據 1，以便後續以活動數據 1 進行量化計算。 

(六)係數管理 

本工具中之溫室氣體量化方法，大多以排放係數法計算

之，因此，在量化各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前，需先蒐集計

算所需之相關係數。於本工具的係數管理工作頁中，排放係

數、熱值係數及全球暖化潛勢值已具有內設值。若使用者已有

自行研發或採用不同之相關係數，則可於此工作頁相關欄位中

填寫自訂數值及其資料來源。後續各工作頁將自動改採使用者

之自訂值進行計算。若使用者皆欲採用預設值，則此部份可略

過。 

(七)排放量計算及計算說明 

本工具依照排放源類別及範疇別之不同，將各計算公式分

列於各工作頁之中，如圖 3.1-2，包括以下 13 個工作頁。 
1.能源：燃料使用、電力及蒸汽； 
2.逸散； 
3.製程：水泥、鋼鐵、半導體及光電、石灰、碳酸鈉（製造

及使用）、碳化物（製造及使用）、硝酸、己二酸、二氟一

氯甲烷（HCF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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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各工作頁中皆有相關計算說明、計算範例、使用者填寫欄

及自動計算欄。使用者將所蒐集之活動數據整理彙整後，填入

相對應之工作頁中，本工具會自動計算出該排放源所排放之各

類溫室氣體排放量，並同時將其換算為二氧化碳排放當量，加

總表列。若有本工具所未含括之排放源或計算方法，則可於「其

他」工作頁中進行填寫，並描述計量方法。 

(八)排放清冊 

完成上述各單元相關資料填寫後，本工具將自動於最後一

個工作頁中將各排放源之排放量彙整成清冊，並可輸出作為結

果報告。如表 3.1-1 排放清冊案例所示，其所提供之資訊包含： 
1.總溫室氣體排放量； 
2.各排放源之 6 類溫室氣體排放量、排放總量及排放比例； 
3. 6 類溫室氣體排放總量及排放比例； 
4.各類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總量及排放比例； 
5.各範疇別溫室氣體排放總量及排放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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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範例
溫室氣體排放量 (公噸 CO2-e/年) 排放源 

類別 
排放源 範疇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總合 
佔總排放量

比例(%) 
燃料煤 1 2,480 6 11 0 0 0 2,497 4.8  

燃料油 1 2,950 2 7 0 0 0 2,959 5.7  

天然氣(NG) 1 2,100 4 1 0 0 0 2,105 4.0  

液化天然氣(LNG) 1 2,310 0 0 0 0 0 2,310 4.4  

液化石油氣(LPG) 1 3,163 1 1 0 0 0 3,166 6.1  

汽油 1 0 0 0 0 0 0 0 0.0  

煤油 1 2,530 0 0 0 0 0 2,530 4.9  

柴油 1 2,700 6 118 0 0 0 2,824 5.4  

航空燃油 1 0 0 0 0 0 0 0 0.0  

焦碳 1 3,110 0 65 0 0 0 3,176 6.1  

煤氣 1 990 0 0 0 0 0 990 1.9  

高爐氣 1 0 0 0 0 0 0 0 0.0  

煉油氣 1 0 0 0 0 0 0 0 0.0  

石油腦 1 0 0 0 0 0 0 0 0.0  

石油焦 1 0 0 0 0 0 0 0 0.0  

烯烴類 1 0 0 0 0 0 0 0 0.0  

芳香烴類 1 0 0 0 0 0 0 0 0.0  

其他石油產品 1 0 0 0 0 0 0 0 0.0  

乙炔 1 3,385 0 0 0 0 0 3,385 6.5  

乙烯 1 0 0 0 0 0 0 0 0.0 
電力(外購) 2 1,390 230 2,960 0 0 0 4,580 8.8  

電力(外售) 1 400 115 1,480 0 0 0 1,995 3.8  

蒸汽(外購) 2 500 230 2,960 0 0 0 3,690 7.1  

固定式 
燃燒 

蒸汽(外售) 1 200 115 1,480 0 0 0 1,795 3.4  

汽油 1 2,240 1 6 0 0 0 2,246 4.3  移動式 
燃燒 柴油 1 2,700 6 118 0 0 0 2,824 5.4  

廢棄物 1 1,716 1,725 0 0 0 0 3,441 6.6  

廢水 1 0 841 0 0 0 0 841 1.6  

廢棄污泥 1 0 919 0 0 0 0 919 1.8  

溶劑、噴霧劑與冷媒 1 1,000 0 0 1,100 0 0 2,100 4.0  

VOCs 1 1,584 177 0 0 0 0 1,761 3.4  

逸散 

化糞池 1 0 656 845 0 0 0 1,501 2.9  

水泥製程 1 1,004 0 0 0 0 0 1,004 1.9  

鋼鐵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半導體&光電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石灰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碳酸鈉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碳化物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硝酸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己二酸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製程 

二氟一氯甲烷製程 1 0 0 0 0 0 0 0 0.0  

固定式燃燒 1 100 100 100 0 0 0 300 0.6  

移動式燃燒 1 0 0 0 0 0 0 0 0.0  

逸散 1 0 0 0 300 300 0 600 1.2  

製程 1 0 0 400 0 0 0 400 0.8  

其他 

固定式燃燒 2 0 0 0 0 0 0 0 0.0  

總合 37,952 4,904 7,593 1,400 300 0 52,149 100  

佔總排放量比例 (%) 72.8  9.4  14.6 2.7  0.6  0.0 100   

                    
各排放源排放比例 固定式燃燒排放源 移動式燃燒排放源 逸散排放源 製程排放源 

溫室氣體排放量 (公噸 CO2-e/年) 34,511  5,071  11,163  1,404  

佔總排放量比例 (%) 66.2  9.7  21.4  2.7  

                    
各範疇排放比例 範疇 1 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量 (公噸 CO2-e/年) 43,879  8,270         
佔總排放量比例 (%) 84.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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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量登錄系統介紹 

本系統掛載於經濟部工業局網站下。先進入計畫網站

http://proj.moeaidb.gov.tw/eta/，點選「溫室氣體減量」後，再點選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即可進入本系統。 

系統架構如圖 3.2-1，主要包含「使用者資料設定」、「排放

量申報登錄」、「減量計畫申報登錄」、「線上服務」及「管理

介面」等 5 項功能。其中，「使用者資料設定」、「排放量申報

登錄」及「減量計畫申報登錄」等 3 項功能需以申請之帳號及密

碼登入系統後，方可使用。本系統登錄作業程序如下： 

一、登錄前置作業 

為便於使用者能更有效率且正確的進行申報登錄作業，進入

系統首頁後，系統會建議使用者先於線上服務區下載「溫室氣體

盤查工具」，並利用該軟體先進行工廠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再

進行申報登錄作業。 

二、登入系統 

欲於本系統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申報作業者，需備有登入帳號

及密碼（登入帳號為工廠登記證號）。首次登入者，需先進行帳

號申請作業，獲得由本系統自動核發之密碼後，方可進行相關申

報作業。如圖 3.2-2，進入系統首頁後，點選「帳號申請」功能，

出現帳號申請畫面後，依序填寫工廠相關資料。其中，工廠登記

證號於前三欄輸入（如：12-345678-90），若一張工廠登記證下

有 數 間 分 廠 ， 則 於 第 四 欄 內 填 寫 該 分 廠 編 號 （ 如 ：

12-345678-90-01）。完成相關資料填寫，儲存送出申請單後，系

統將於確認資料完整後，將登入帳號（即工廠登記證號）及密碼

寄送至使用者所設定之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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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使用者登入

排放量

申報登錄

減量計畫

申報登錄
管理介面線上服務

 主要產品類別

及產量

 係數管理

 排放資料申報

 排放清冊

 盤查工具軟體

下載

 系統使用說明

下載

 聯絡服務人員

使用者

資料設定

申報登錄資料送出

 
圖 3.2-1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架構圖 

在此特別說明的是，由於本系統的登錄對象，現階段主要以

工業部門所轄的產業之主要排放源為主，工廠若以工廠登記證號

為單位來參加申報時，對於受到一個以上政府部門管轄之工廠，

參加本系統之排放源申報，可能無法將工廠所有的排放源之排放

量全數申報到本系統的界面，若工廠有涵蓋到運輸、能源及農牧

等排放源之數據，未來需待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要求再進

行申報。 

三、使用者資料設定 

本項功能需登入系統後方可使用，點選系統首頁主功能區之

「使用者資料設定」鍵後，即可進入本功能。本功能主要提供使

用者修改工廠基本資料及更改登入密碼。使用者於申請登入帳號

時所填寫之工廠基本資料會自動帶入，當工廠資料有變動時，可

由此處進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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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區 

 一般工廠於前三欄輸入

工廠登記證號。 
（如：12-345678-90）
 具分廠工廠則於第四欄

輸入分廠編號 
（如：12-345678-90-01）

 
圖 3.2-2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系統首頁 

四、排放量申報登錄 

本項功能需登入本系統後方可使用，點選主功能區之「排放

量申報登錄」鍵後，即可進入如圖 3.2-3 畫面。本功能提供使用

者申報工廠溫室氣體盤查結果相關資料。首先，使用者需新增欲

申報年份，再進入該年份進行相關資料申報。 

圖 3.2-4 為該年份之主申報頁面，畫面左方為子功能區，其

中包含「主要產品類別及產量」、「係數管理」、「排放資料申

報」及「排放清冊」等四項單元。使用者需依序進入各單元中填

寫相關資料，填寫完畢後，可於「排放清冊」中預覽溫室氣體排

放清冊，以確認資料填寫是否有誤。申報資料未送出前，使用者

可任意更改所填報之資料。最後確認申報資料填寫無誤後，再將

申報資料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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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度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作業以一次為限，申報後僅提

供查詢服務，非經系統管理人員協助不可修改。故使用者送出申

報資料前需確認填寫無誤。建議使用者開始進行申報前，先利用

「溫室氣體盤查工具」（可於線上服務區下載此軟體）進行廠內

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以利申報作業進行。子功能區各單元說明

如下： 

 

圖 3.2-3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量申報登錄頁 

請確認填寫資料

無誤後，點此處

送出申報資料，

完成登錄。

子功能區

 

圖 3.2-4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主申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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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產品類別及產量 

由圖 3.2-4 主申報畫面之子功能區點選「主要產品類別及

產量」鍵後，即可進入本單元。於本單元中，可重覆輸入各項

產品資料，包括主要產品名稱、當年產量及產品計量單位。 

(二)係數管理 

由圖 3.2-4 主申報畫面之子功能區點選「係數管理」鍵後，

即可進入如圖 3.2-5 畫面。本單元包含「排放係數」及「全球

暖化潛勢」兩項係數之管理功能，且其值皆已有系統預設值。

若使用者有自行研發或更適用之值，則可由此處進行更新，之

後所有的計算將改用使用者的自訂值進行計算。但若使用自訂

數值，則使用者需於旁邊欄位填寫數據資料來源。 

 

圖 3.2-5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係數管理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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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資料申報 

由圖 3.2-4 主申報畫面之子功能區點選「排放資料申報」

鍵後，即可進入如圖 3.2-6 之排放資料申報畫面。使用者點選

所擁有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單元，進行相關資料申報作業。以下

列舉 3 項申報範例，介紹各類輸入介面。各介面完成後，回到

排放資料申報畫面，繼續選擇其他排放源進行資料填寫。 
 

各類溫室氣體

排放源 

完成資料填寫

後，點此處回主

申報畫面。 

 
圖 3.2-6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資料申報頁 

1.範例 1：「化石燃料使用」。如圖 3.2-7，說明如下： 
(1)填表說明：開始填寫相關資料前，請先閱讀此處說明。 

(2)輸入欄位區：此類灰色底之欄位為使用者可輸入區。於相

對應之欄位輸入相關數值。 

(3)自動計算區：此類白色底之欄位為自動計算區。當使用者

於輸入欄位區輸入數值，並於任何位置敲擊滑鼠左鍵後，

本區欄位則會依照輸入欄位區之數值立即進行相關計算。 

(4)總和區：此區亦為自動計算，為將本計算頁面中所有溫室

氣體排放量進行加總計算。 

(5)功能區：當使用者輸入完畢後，必需按下「儲存」鍵，其

所輸入之數值方會被存入系統中（此時數值僅為暫存，尚

未送出，還可再修改）；「清除」鍵用以將數值復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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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填寫後則按「回上頁」鍵回到排放資料申報畫面。 

 

圖 3.2-7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資料申報填寫範例 1 

2.範例 2：「水泥製程」。如圖 3.2-8，說明如下： 
(1)參考係數：此類灰色區塊區域，將會提供一些參考係數。

但若使用者具有自行研發或更適用之係數，請使用自設值。 

(2)如此類並無預設空白欄位可輸入之表單，需先點選「新增

欄位」鍵。出現如下圖之小視窗後，請於小視窗中進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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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再按下「送出」鍵，完成此單筆資料之新增。若有多

筆資料，則請重覆上述動作。若資料填寫錯誤，可直接於

新增之欄位中進行修改，或是利用右方「動作」區下之「刪

除」鍵，刪除該欄資料。 

(3)部份欄位具有內設值，若使用者欲使用自有數據，直接於

該欄位中進行修改即可。 
3.範例 3：「其他排放源」 

若尚有本系統所未包含之排放源或是計量方法，使用者

可於「其他排放源」功能處進行相關資料填寫。如圖 3.2-9
所示，先點選「新增欄位」之後，依序填寫排放源名稱、排

放源範疇別、排放源類別、產生溫室氣體種類及其排放量（以

二氧化碳當量表示）、排放源及盤查計量方法描述。填寫完

畢後，儲存並回到上層頁面。 

(四)排放清冊 

由圖 3.2-4 主申報畫面之子功能區點選「排放清冊」鍵後，

即可進入本單元。排放清冊乃由使用者之前所填寫之各項相關

資料自動計算而得。此單元提供「列印」功能，使用者可將工

廠之溫室氣體排放清冊列印存查。同時，建議使用者可利用此

處與「溫室氣體盤查工具」中之「排放清冊」工作頁進行比對，

確認填寫資料之正確性。若發現有誤，可再回到「排放資料申

報」功能中相關之排放源單元進行修正。 

(五)申報結果查詢 

每年度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申報作業以一次為限，申報後僅

提供查詢服務，不可修改。如圖 3.2-10 圈示處之 92 年度，已

完成申報之年份，該年份右方「動作」欄位處會出現「驗證」

及「查詢」功能，點選「查詢」鍵後即可查詢該年排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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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資料完成

點選「新增欄

位」鍵後出現

之輸入視窗 

具內設值之輸

入欄位區 

先點選「新增

欄位」鍵 

 

圖 3.2-8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資料申報填寫範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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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彈出視窗輸

入資料 

先點選「新增

欄位」鍵 

 

圖 3.2-9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排放資料申報填寫範例 3 

 
圖 3.2-10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申報結果查詢頁 

(六)填寫驗證資訊 

若某年度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結果已經過驗證公司驗

證，如圖 3.2-10 圈示處，點選該年份右方「動作」欄位處之「驗

證」功能（本功能需先完成申報作業後方會出現），填寫驗證

相關資訊。驗證資訊填寫以一次為限，使用者確認無誤後再點

選「儲存」鍵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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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量計畫申報登錄 

本項功能需登入本系統後方可使用，點選主功能區之「減量

計畫申報登錄」鍵後，即可進入如圖 3.2-11 減量計畫申報登錄畫

面。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申報廠內溫室氣體減量計畫。使用者點選

如圖中標示(1)處「新增欄位」鍵，彈出小視窗如圖中標示(2)處。

於彈出之小視窗中，填寫該廠減量計畫相關資料。完成填寫後，

點選「送出」鍵，填寫資訊將會新增於畫面中。重覆上述步驟，

直至完成各項減量計畫填寫。 

點選「新增欄

位」鍵後，彈出

小視窗。 (1)

(2) 

 
圖 3.2-11 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減量計畫申報登錄 

六、線上服務 

本項功能無需登入本系統即可使用，點選主功能區之「線上

服務」鍵後，即可進入本單元。本單元提供「盤查工具軟體下載」

及「系統使用說明下載」，若想更進一步了解溫室氣體盤查工具

或本系統登錄方法，請至此處下載相關檔案。此外，若是對本系

統有任何問題，亦可經由「聯絡服務人員」功能，與系統管理人

員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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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外溫室氣體登錄系統簡介 

為協助國內工業部門推動溫室氣體盤查以及排放量登錄工

作，以下內容主要將探討現階段各先進國家建置登錄系統之推動

狀況及實施績效，透過各國的經驗分享，使國內相關機構得以據

此合理規劃並建置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登錄平臺，進而有效規劃未

來各項可行之減量工作。 

一、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California GHG Registry)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以下稱登錄作業)，是依據加州法規

建立的一個非營利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登錄作業。登錄作業建置

的目的在於協助境內營運的公司機構，建立其溫室氣體排放基線

資料，以因應未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任何要求。登錄作業鼓勵

參與者(包括商業、非營利機構、城市、州政府與其他單位)以自

願行動增加能源效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且不僅只以加州境

內的業務為對象，亦鼓勵公司機構申報其於加州境外所有營運的

排放量，而排放量數據申報得愈完整，其結果愈經得起考驗。所

有參與者可自行選擇 1990 年以後任一年做為基準年，據以記錄其

溫室氣體排放量清單。而加州政府方面承諾，若將來有任何州政

府、聯邦政府或國際的溫室氣體管制制度，將會盡最大的努力讓

登錄參與機構早先的減量行動獲得適切的考量。 

為指導登錄參與機構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清查工作，登錄作

業提供一個「一般議定書」(General Protocol)，以及額外的工業適

用議定書，據以提供量測對象、量測方式、量測指導、參考數據，

以及後續之驗證條件等資訊。當廠商機構參與登錄作業時，須同

意將所有在加州境內營運業務清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進行登錄，

包含總排放量與效率數據，另外亦鼓勵參與者申報在加州境外所

有營運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申報時應涵括所有直接的溫室氣體排

放量，以及電力使用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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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排放量申報登錄時，參與者於前三年只需申報 CO2 的排

放量即可，其餘 5 種溫室氣體(CH4、N2O、HFCs、PFCs、與 SF6)
於初期不強迫申報；在執行三年以後，所有的 6 種溫室氣體都須

進行申報；另外，登錄系統已發展成一套網路適用的軟體工具，

稱為氣候行動登錄申報線上工具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Reporting Online Tool, CARROT)，給予所有參與者相關技術支

援，並簡化了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計算與申報程序，其功能包括： 
1.協助所有參與組織計算其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並於登錄系統

中進行排放量提報。  
2.由一個經認可的查證者檢視參與組織所提出的年度排放量報

告，並提交相關查證資訊至登錄系統中。 
3.允許一般大眾查看所有參與組織的年度排放量報告，以及其於

排放量管理方面的工作進展。 
4.使登錄系統管理人員能夠有效的管理及追蹤各參與組織的所

有資料。 
以下簡述登錄系統的相關作業規範： 

(一)基線設定 

由參與組織自行選擇 1990 年以後任一年進行基準年設定。 

(二)登錄項目及範圍 

參與組織必須登錄所有在加州境內營運業務清查的溫室氣

體排放量，包括直接排放量(如現場燃燒作業、製造程序與公司

自有車隊使用的排放量)，以及間接排放量(如外購電力與蒸汽

使用的相關排放量)，其他類型的間接排放量也鼓勵申報；或亦

可申報參與組織於加州境外所有營運的排放量與全國總量；前

三年登錄以 CO2之排放量為主，三年後需一併登錄其餘 5 種溫

室氣體排放量。 
進行排放量登錄時，尚需注意： 

1.能夠以前後一致、標準格式化的方法自願記錄溫室氣體排

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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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合格的第三者機構，驗證其所申報的基線排放量。 
3.能夠維護所有驗證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基線與排放量結

果。 
4.採用工業特定的報告格式。 
5.鼓勵自願行動以增加能源效率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6.將參與者推薦給合格的輔導機構，以便獲得技術輔導，以

及有關監測、評估、計算、報告與驗證溫室氣體排放量計

畫的諮詢服務；協助建立排放減量目標；並改善能源效率。 
7.對於參與者加以獎勵、表揚與宣傳。 
8.由境內所有經濟部門與領域徵募廣泛的參與者。 
9.每兩年向州長與州議會報告登錄作業的成功與挑戰。 
10.提供參與者額外的服務，例如講習會、訓練講課、"最佳

措施"經驗交換。 

(三)驗證相關規定 

排放量報告的驗證程序應於驗證開始後一年內完成。例

如，參與者要進行 2002 年排放量報告的驗證，如果驗證自 2003
年 8 月 1 日啟始，驗證程序就需要在 2004 年 8 月 1 日之前結束；

登錄作業鼓勵參與者在排放量報告完成後儘速進行驗證。而整

體驗證程序，包括驗證合約的協商、請求能源委員會確認利益

衝突的狀況、進行驗證活動、完成驗證文件、驗證結果提交登

錄作業等事項，大約須要 4 至 16 週的時間來完成。 

(四)參與投入成本 

登錄作業採用一套分級的年費架構，以使不同規模的廠商

機構能以較低的成本參與；登錄成員也須自行負擔其排放量清

冊第三者驗證的費用。 
2002 年 6 月 26 日，登錄作業董事會成員採用一套分級的

年費架構，費用包括氣候行動登錄線上申報工具 CARROT 的

使用、訓練課程的提供、研討會報名費的優待、其他會員相關

福利等支出；登錄作業並將持續更新 CARROT 系統，提供新

增的功能與計算工具，以確保申報作業簡便與精確。相關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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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目如表 3.3-1 所示。 

(五)成為氣候行動領袖(驗證過的參與者)之要件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的參與者，必須在簽署一份登錄作業的

意願聲明書後，依照登錄作業的議定書步驟登錄其溫室氣體排

放量，並且繳交參與年費；而加州氣候行動登錄驗證過的參與

者，必須要有至少一整年的排放量數據已成功的完成驗證。登

錄作業處會頒發氣候行動領袖的標誌(如下圖 3.3-1)給通過驗證

的參與者，以供宣導推廣之用。 
截至 2004 年 10 月，共有 51 個組織參與加州氣候行動登錄

作業，詳細會員名單如表 3.3-2 所示。 

表 3.3-1 參與登錄系統所需之經費價目(2004.6.22 修正) 
商業與工業機構依營收 

營業額 費用 
營業額超過 20 億美元 7,500 美元 
營業額在 5 億 - 20 億美元 5,000 美元 
營業額在 1 億 - 5 億美元  3,000 美元 
營業額在 2 仟萬 - 1 億美元 1,500 美元 
營業額低於 2 仟萬美元 500 美元 

非營利機構、政府與學術機構依預算額分級 
營業額 費用 

預算額超過 20 億美元 4,000 美元 
預算額在 5 億 - 20 億美元 3,000 美元 
預算額在 1 億 - 5 億美元  2,000 美元 
預算額在 2 仟萬 - 1 億美元 750 美元 
預算額低於 2 仟萬美元 400 美元 

會員* 500 美元 

資料來源：The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198.104.131.213/HOWANDWHY/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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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氣候行動領袖標章 

表 3.3-2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參與會員名單(2005.10.03) 

會員名單 
AgCert Guidant Corporation 
AC Transit ICF Consulting * 
Anaheim Public Utilities Los Angeles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Bay Area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Water & Power * 

Bentley Prince Street * Mojave Deser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 

Better World Group *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 
BP* PacifiCorp 
Burbank Water & Power Pacific Forest Trust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 Pacific Gas & Electric Corporation *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 Pasadena Water & Power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Platte River Power Authority 
California State Teachers' Retirement 
System(CalSTRS) QUALCOMM Inc * 

Calpine Corporation Sacrament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  

Catholic Healthcare West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AIC) 

Cenveo Anderson Lithograph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City of Los Angeles *  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 
City of Sacramento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City of Santa Monica * 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 
Clif Bar and Company  SBC California 
Clipper Windpower * The Climate Trust 
COPEC *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 
Constructive Technologies Gro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Eastman Kodak Compan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nergy Foundation * US Borax 
Environmental Defense West Coast Power 
Glendale Water & Power   

資料來源：The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198.104.131.213/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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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環保署氣候領袖夥伴計畫(USEPA Climate Leaders 
partnership) 

氣候領袖夥伴計畫係由美國環保署所發起，目的在將政府單

位、產業以及非政府組織 NGO 結合成為夥伴關係，並發展出長

期且具整合性的氣候變遷策略。所有參與夥伴針對溫室氣體減量

工作，提出與設定一個減量目標，並提報其排放量清冊以供大眾

了解其於目前執行減量工作的進展，而藉此排放清冊的提報，參

與者可持續的記載減量工作成果，另外，亦可確認其於環境領域

上的領導地位，並持續針對氣候變遷議題制定因應策略。為協助

所有參與者達成減量目標，美國環保署發展出多項工具並提供服

務，便於參與者發展排放清冊、報告減量成果、追蹤減量績效，

並推銷宣傳其成果。 

氣候領袖計畫的參與者來自於各產業部門，包括製造業、銀

行、零售業等，皆針對溫室氣體進行管理目標設定，以下簡述登

錄系統的相關作業規範： 

(一)基線設定 

需使用較近期的數據進行基準年設定，行有餘力時可將紀

錄回溯至 1990 年。 

(二)登錄項目及範圍 

該計畫出版的氣候領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The Climate 
Leaders GHG Inventory Protocol)，提供參與者發展其排放清冊

並提報排放量。該議定書主要依據 WRI 及 WBCSD 的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內容作為指導原則，參與者必須針對京都議定書

中規範之六種溫室氣體進行排放量盤查及登錄，報告中應清查

所有排放源，包括固定式燃燒與移動式燃燒的直接排放量、外

購及外售電力/蒸氣之間接排放量，以及來自空調、冷凍設備的

HFC/PFC 逸散量。另外，參與者可針對以下項目進行選擇性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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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員工旅遊及通勤 
2.廢棄物委外處理 
3.產品運輸 
4.溫室氣體抵減量化 
5.國外廠的營運設備資訊 
6.第三者查證證資訊 

(三)驗證相關規定 

氣候領袖夥伴計畫鼓勵產業針對自身的排放量盤查結果進

行外部稽核與查證。若參與者自行執行外部查證，主要由第三

者查證機構進行排放量數據管理，若由第三者進行查證，則由

環保署協助執行書面及現場查證工作。相關流程如圖 3.3-2 所

示。 
有關氣候領袖計畫之參與者名單及其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請逕自美國環保署氣候領袖夥伴計畫網頁查詢，網址為：

http://www.epa.gov/climateleaders/。 

三、加拿大氣候變遷專案 (Canada Climate Change Plan) 

本專案係由加拿大產業、政府單位及各省所合作推動的夥伴

計畫，其前身為 VCR Inc.所負責執行的加拿大氣候變遷自願挑戰

及登錄專案 (Canada Climate Change Voluntary Challenge and 
Registry)。2005 年 1 月，整體專案移至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a 
Standards Association, CSA)的氣候變遷專案(Climate Change)架構

之下，並將原登錄工具之功能更新，強化整體資料庫功能，提供

盤查指引、文件、各項訓練及登錄平臺，鼓勵並協助所有使用者

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本專案中的溫室氣體登錄(GHG Registries)專案，主要包含溫

室氣體挑戰登錄系統(Canadian GHG Challenge Registry)、溫室氣

體排放減量登錄系統(Canadian GHG Reductions Registry)、減量額

度登錄系統(Canadian GHG Credit Registry)，以及排放量遠端數位

登錄系統(Canadian Telework Registry)等 4 項系統建置工作，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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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滿足加拿大溫室氣體管理法規對於登錄之相關要求。以下針對

排放量登錄工作的相關規則，簡述如下： 

加拿大溫室氣體登錄系統是加拿大唯一公認的自願性登錄

系統，紀錄國家溫室氣體基線、目標以及削減量。此登錄系統建

置的目的，乃是希望經濟部門和各區域中目前和未來潛在的參與

組織，能夠採取自願減量行動，以確保加拿大能夠達成國家的溫

室氣體減量目標。 

(一)基線設定 

登錄專案要求所有參與者需提出溫室氣體量化的基準年，

並據以設定減量目標；基準年的設定可採取年度或會計年度進

行，或以多年平均之年份作為基準年，另外亦可將基準年直接

設定為 1990 年，或是從所有完備的資料中選擇最早的年份進行

基準年設定。 

(二) 登錄程序及項目 

此專案建議所有參與者可依照加拿大溫室氣體登錄系統指

南 (Canadian GHG Challenge Registry Guide ) ， 以 及

WRI/WBCSD 開發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相關指引，利用專案

開發的盤查表單(Transmittal Form)，進行排放量盤查工作，同

時尚須符合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度，以及正確性等

原則，並參考以下執行流程，提出有關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行

動計畫(Action Plan)，包括： 
1.高層主管支持  
2.發展排放清冊  
3.建立基本情境模擬  
4.設定減量目標 
5.選擇計算方法論  
6.記錄執行績效 
7.描述人員教育程度、訓練情況，以及對整體計畫的瞭解程

度  
8.提報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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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提報的排放量資訊，須包含範疇邊界說明(包括組織

編界與營運邊界)、採用的排放量估算方法(專案中提供各燃料

排放係數，以及 CO2計算工具 Excel 檔及使用指引手冊供計算

參考)、排放量提報資訊(建議提報直接排放量、間接電力排放

量，以及其他間接排放量，並轉換為 CO2當量)等內容；另外，

由於設備所有權改變、範疇改變及排放量變動、總排放量變動，

以及變更使用的計算方法等理由，專案亦建議應針對歷史排放

量進行重複計算，並提出佐證資料說明變動原因，最後還需針

對整體盤查數據進行品質管控。 
在行動計畫提報後，專案將依照 Champion Reporting 

Ckecklist 進行計畫等級評估，利用查核表評分方式，將所有行

動計畫區分為金、銀、銅等三種等級。 

 
(三) 驗證相關規定 

專案中對於驗證部份並無著墨，僅提出以 Champion 
Reporting Ckecklist 的等級評估方式，進行基本的行動計畫查核

評鑑。 
截至 2005 年 9 月，專案已有 291 個參與組織，其中報告等

級達金獎者共 147 個、銀獎 75 個，以及銅獎 51 個，詳細名單

請 參 閱 Canadian GHG Challenge Registry 專 案

(http://www.ghgregistries.ca/challenge/index_e.cfm)。 

四、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體系之登錄系統(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Registry System)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體系建立的目的在使所有參與的會

員國，在 2008-2012 年得以減少國內 CO2排放量，將整體排放量

降至 1990 年再減少 8%的水準以達成京都目標。EUETS 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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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87/EC 指令執行交易制度，目前交易系統於 2005 年已開始

運作，各會員國可開發各自的登錄系統，在完成排放量登錄後，

所有的紀錄將連結至由歐盟委員會運作的交易中心，由交易中心

進行各會員國有關排放量配額移轉之監測與審查工作。 

五、日本溫室氣體國家登錄系統 

「京都議定書」中規範附件一國家須於國內建置國家登錄系

統，以便未來參與京都機制能與國際接軌，而有關日本國內的排

放量登錄部份，主要是由日本經濟產業省(Ministry fo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以及環境省(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MOE)兩部門共同推動，並由日本的 NTT 電信公司(NTT DATA 
CORPORATION)承接政府計畫進行排放量登錄系統的建置工

作，並提供客戶端有關策略研擬、系統設計規劃、後端 IT 服務、

系統維護以及各項協助。該系統主要是建構在 UNFCCC 的資料交

換標準第六版(Data Exchange Standard, DES)架構之下，自 2002
年開始，NTT 預估於 2008 年止以 6 年時間完成系統建置及測試

工作，工作任務及期程如圖 3.3-2 所示。該系統預計於 2006 年 4
月完成建置並開始啟用，產業可於登錄系統中申請帳號登錄排放

量，但系統初期無任何配額予以核發。 

有關日本排放量登錄系統之功能，說明如下： 

(一)帳戶管理：針對合法的組織實體提供帳戶開啟及關閉功能。 

(二)京都機制之配額管理：包括資訊提供、核發配額，以及配額移

轉等功能。 

(三)資訊揭露：提供登錄系統中有關京都配額總量及交易情形等相

關資訊。 

(四)可與政府的申請系統互相連結。 

(五)可產出報告以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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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譯自 2005 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實務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Wataru 
Kondo，NTT DATA Corporation。 

圖 3.3-2 日本國家溫室氣體登錄系統建置期程 

日本國家溫室氣體登錄系統已建置日文網頁，英文版網頁預

計 於 2008 年 完 成 。 有 關 該 系 統 詳 細 說 明 請 參 考

http://www.registry.go.jp 網站。  

六、韓國溫室氣體國家登錄系統 

韓國在情勢上與我國相同，皆未列入京都議定書第一階段要

求減量的國家，且亦未訂立法規要求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但

其國內對於溫室氣體減量議題的研究已進展多年，政府並已推動

實施多項基礎工作，包括落實溫室氣體盤查登錄、成功推動能源

服務業、提供教育訓練、建立完備的輔導措施等，並促進各部會

進行協調。 

韓 國 主 要 推 動 產 業 以 簽 訂 自 願 協 議 計 畫 (Voluntary 
Agreement, VA)的方式進行溫室氣體減量。自願協議是韓國政府

與工業界的一個合作計畫，由南韓產業資源部與環境部共同管

理。自 1998 年即開始實施，有意參與協議的公司，在提給韓國能

源管理公司(KEMCO)一封意願確認函後三個月內，須提出一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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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行動計畫書，說明耗能狀況與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意願

確認函中必須詳述如何彙整行動計畫書，並設定能源效率改善目

標、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還要付上程序設計等詳細資料；經

KEMCO 審核後，合格的公司和 KEMCO 簽署自願協定合約。此

後，合作的公司在節能與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投入，可享有低利

貸款與減稅優惠，也能在技術協助與公共關係方面獲得支援。 

截至2004年已有1,021家公司參與自願協議(2000年已有 212
家公司參與)，行業包括鋼鐵、化學、紡織、造紙、陶瓷與食品工

業；參與公司承諾的目標是要在 5 年內改善 10.6%的能源效率，

藉以減少其 CO2 排放量達 8.647 百萬噸碳。措施包括採用能源效

率科技、代替能源、汽電共生、製程改善、發電、清潔能源、廢

熱回收與操作管理改善等。 

配合產業自願協議計畫的簽訂，韓國政府發展出一套排放量

登錄系統，架構如圖 3.3-3 所示。登錄系統建置的目的，主要在

紀錄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成果，針對其於早期的減量努力給予未來

可抵減之承諾，並將可能的風險降至最低。登錄系統所記載的資

訊，原則上是以計畫為基礎，由產業自行輸入減量計畫執行方式

並登錄溫室氣體削減量。VA 自 1999 年開始執行至今，韓國國內

許多大企業皆已針對內部設定能源減量目標，並逐年向 KEMCO
公司進行申報。此系統於 2005 年第一季試行先鋒計畫後，於 2005
年底系統正式啟用，預估至 2008 年將完成系統建置及測試工作，

工作任務及期程如圖 3.3-4 所示。有關登錄系統詳細說明請參考

http://www.kemco.or.kr/kemco_plaza/ pds_eng/pdsfile/VAbrochure.doc 網

站。 





第四章 進行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4 - 1 

第四章 進行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在進行工廠內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盤查作業後，無論 ISO 
14064 標準（DIS 版）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皆要求進行查證作
業（verification）。因此，本章即說明溫室氣體盤查之排放量內
部與外部查證作業之相關要求與執行方法，以及我國溫室氣體查

證、驗證與認證發展現況。 

4.1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查證是一項系統化與文件化的抽樣查證過程，藉以提供系統

改善的機會。若應用工廠已實行多年之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之 PDCA 邏輯來看，查證也是一項 PDCA 的管理循環，對於廠
內之溫室氣體管理系統之排放量查證作業則與原環境管理系統

之稽核作業意義上相似；不外乎為事前的準備、現場查證的實

施、發現事項的追蹤及系統之檢討及改善等。 

一般來說，視需要的不同，查證亦可分為內部與外部查證二

大類，如同在 ISO 14064-1 委員草案版（CD 版）中提到，「組
織須定期查證對於本國際標準要求事項之符合程度。組織須根據

正在操作中、內部報告需要或溫室氣體盤查清冊欲達用途的溫室

氣體體系要求事項，決定對於進行第一者團體（內部）、第二者

團體（指溫室氣體體系管理者與客戶間，也算一種廣義的內部查

證）或第三者團體（獨立公正的外部）查證之需求」。因此以下

就針對內部與外部查證之作業進行說明。 

4.2內部查證作業 

於 ISO 14064 溫室氣體－第一部份：組織排放與削減之量化
及報告規範中，指出為可參照標準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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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因此，工廠若要實施內部查證作業時，亦可參考條文對於

查證作業的執行，而條文中亦針對查證作業之查證目的、範圍、

程序、活動，以及查證員的資格等，亦有相關之要求與規範。 

由於國內多數廠商已導入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對於內
部稽核之作業亦相關熟悉；因此，對於溫室氣體盤查之內部查證

作業，在系統面部份可以應用原公司內部稽核之程序進行適時加

以整合，唯對於排放量之查證部份較為薄弱，本節針對此部分作

補充，以利讀者參考。內部查證作業要求說明如下： 

一、查證目的 

工廠於進行內部查證作業時，需明確定義出查證的目的為

何，如確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適當性、協助達成滿足所參與之體

系或其他要求，以及提高盤查之公信力等。由於內部查證作業受

到公司目標與查證目的影響，可針對全部或部份的盤查數據(其
代表特定地理區域內、事業單位與設施及排放類型與範疇)進行
內部查證（即查證範圍的確認）。 

二、查證範圍 

在進行內部查證之前，工廠須發展其查證範圍，可依公司的

查證目的來界定，亦可分次實施。查證範圍主要包括： 

(一)所採用的國際相關標準或所參加之溫室氣體體系（如歐盟交易
系統）之要求事項與內容； 

(二)工廠與其相關設施之邊界；如工廠登記證內所涵蓋之地理或公
司營運的範圍等； 

(三)於查證中所涵蓋的設施、活動、技術與過程，如以全廠為主； 

(四)被查證的排放源之種類與來源，如可先以範疇 1的排放源為本
次查證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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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證所涵蓋之時期，如以 93年度為主； 

(六)查證程序的頻率，如一年二次。  

三、查證程序 

工廠於實施溫室氣體盤查之內部查證時，其程序可依以下步

驟進行： 

(一)訂定查證年度計畫表 

在排定工廠之年度查證計畫時，於計畫中應具備項目如

下： 
1.確定查證頻率，如為一年二次或一年一次等。 
2.排定詳細之部門、時程及場所，如要進行查證的項目與部
門。 

3.說明查證準則或依據。 
4.確認查證小組成員，如於工廠合格之查證員名單中選出執
行查證之成員。 

5.若可行的話，應進行初步文件審查。 

(二)分配查證員任務 

於執行內部查證時，可依公司內查證員之資歷，分為組

長、查證員、實習查證員、觀察員等，作為公司查證小組之任

務編組，查證員的資格則依標準要求或公司要求而認定之。查

證小組組長則主要負責管理查證小組的各項工作/缺失判斷之
最後仲裁，根據已經核准之查證計畫，考慮工作的負擔及查證

員的能力，來適當分配每個查證員及實習查證員的工作範圍及

查證之部門。 

(三)發布查證通知 

在發布查證通知時，首先需注意的是此通知必須是一份正

式的文件(如有需要可請高階主管正式簽核)，並於執行查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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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當時間(一般而言，2 到 3 週前發出通知較合適)由專人通
知所有被查證部門。 

(四)準備查證工作文件 

在確認查證時程後，即要準備相關查證工作文件，查證使

用表格文件之目的在於： 
1.協助查證之進行； 
2.將查證觀察結果以文件化方式表現出來； 
3.記錄佐證之證據。 
查證之主要工作文件，可參考或應用原公司內部稽核文件

製作如下： 
1.查證查檢表（可參考第 2章之 2.3節第 9部分工業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內部查證查檢表範例） 

2.觀察紀錄表(常與查檢表整合為一) 
 

溫室氣體盤查內部查證現場觀察報告表 

頁數：     之 

管理系統類別：溫室氣體 14064        日期： 

部門：        評鑑/追查 序號： 

項目 現場觀察結果 缺點報告表編號 

   

   

   

部門主管簽名： 查證員簽名： 
 

 
3.不符合報告（或預防矯正通知單）：建議延用工廠原內部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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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表單。 
4.查證總結報告 

 

(五)啟始會議 

為使所有參與者明瞭整個查證過程，促進內部所有人員的

積極參與，內部查證的啟始會議中應包括以下項目：  
1.介紹查證小組的成員 
2.確認查證計畫 
3.說明進行查證之方法與程序 
4.建立查證時之溝通窗口 
5.確定所需之資源與設施皆已具備 
6.確定總結會議的時間與日期 

(六)現場查證之執行 

現場查證時，應注意查證技巧的應用如下： 
1.發問的方法：將問題導向開放式而非封閉式的回答如是或
否，以取得相關資訊。並應用 5W(Who, What, When, 
Where,why) 及 1H(How)來詢問。 

2.抽樣技巧：藉由抽樣的技巧有效的發現系統中是否有不符
合查證準則的地方；並應建立反覆抽樣計畫的觀念。有三

種抽樣方法可應用： 
(1)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在數理統計中，通常把被研
究對象的全體稱為母體或總體，而把組成母體的每個單位

成員稱為個體。為使抽得的一些個體能有代表性，就要求

母體中每個個體被抽到的機會是均等的，並且在抽取一個

個體後，母體的成分不變。抽取一個個體並記錄其結果，

就是做一次隨機試驗。基於這種辦法來抽取個體，就稱為

隨機抽樣。 

(2)系統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系統抽樣（等距抽樣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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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抽樣）基本上是只做一次簡單隨機抽樣後，就採取依固

定間隔數抽出一樣本。一般而言，若母體為有限，可將母

體依序編號 1-N，假設欲選取 n個樣本，先決定區間間隔
k，然後以簡單隨機抽樣從 1-k 中選取一數，此數做為起
點，依序每 k個單位選取一樣本。通常 k取為最接近『N/n』
的整數。 

(3)目標鎖定抽樣(targeted sampling)：基於重大風險及重要關
切事項，選擇溫室氣體資料紀錄。紀錄選擇之取樣將受查

證員之判斷而影響；無論如何，樣品之選擇得代表溫室氣

體資料母體。 
3.觀察現場及審查文件的方式：現場執行排放量查證時，主
要可分為證據蒐集與查證測試(verification testing)二種形
式，說明如下： 

(1)證據蒐集：查證活動通常著重於三種證據的蒐集，即： 

A.實體證據(physical evidence)：可觀察或可觸及的，諸如
燃料、用電儀表、排放監測儀器或校正設備。實體證

據是經由直接觀察儀器或程式蒐集而得，並較具說服

力因其展現了受查證單位對於蒐集相關數據之實務。  

B.文件證據(documentary evidence)：為書面資料或以電子
形式記錄並且包含操作及控制程序、日誌文件、查檢

表格、發票及分析結果。  

C.證詞證據(testimonial evidence)：經由面談技術、操作、
行政及管理人員蒐集而得的。用以提供瞭解實體及文

件資訊的內容，但其可靠度取決於受訪者的知識及客

觀性。  

(2)查證測試(verification testing)：為了對所查證的排放量資訊
之真實性加以確認，可參考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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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資料回溯(retracting data)：可由每一排放源的排放量數
據，一一回溯至最原始的單據，用以確認每一數據在

計算過程中，皆是正確無誤的。 

B.重新計算(re-computing emission)：可挑選出一項排放
源，重新計算其排放量是否與所查證之資料上所列出

的排放量一致。 

C.文件審查(reviewing document)：就相關計算公式與排放
係數等文件資料進行審查，確認無誤。 

4.準備查證結果初稿與溝通：在完成現場的證據蒐集與測試
後，查證員即開始彙整所有的不符合報告，並作成初步的

查證結果報告，以便於總結會議中報告。若查證小組或被

查證單位對觀察結果尚有意見時，可利用這段時間進行溝

通；而若在此時間發現觀察紀錄表及不符合報告與事實有

出入時，須經雙方再確認所有狀況，才能同意修改不符合

報告；如果雙方尚有爭議而無法達成共識時，可留待總結

會議中討論。 

(七)總結會議 

查證員於總結會議中，以查證報告初稿對被查證單位及主

管提出報告，使其瞭解與認可這些結果。對於不同意的部分，

儘可能在簽發查證報告前解決，即使被查證單位可能不同意這

些結果，最後仍取決於查證組長，而查證所發現的不符合狀

況，其處理權責並不一定是被查證單位。主持會議者應針對這

些問題協調及仲裁，以利改善工作的進行。 
在總結會議後，查證員應彙整所有的不符合報告及結論，

作成查證結果總結報告，供管理階層審查。查證報告須依查證

程序規定，內容應與查證計畫相同，並對觀察結果及佐證摘要

說明。由於溫室氣體的查證除了系統面的符合度評估外，還有

排放量數據的確認，於查證時，查證員可經由以下測試方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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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排放量之查核結果： 
1.同意(vouching)：指此測試未發現任何誤差於本次所報告的
溫室氣體資訊(即同意報告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例如
提報之二氧化碳排放量若由所購入燃料量計算出，則可經

會計所付給油商的發票而追蹤得到；這種方式則證實了所

有提報的資訊是可以互相支援的。 
2.重新計算(re-computation)：此測試在於測試數值計算的精
確度，可包括像是重新計算不易量測的排放源如燃燒塔的

二氣化碳與甲烷排放量。 
3.重新追溯數據(re-tracking data)：此測試未發現任何提報資
訊之忽略，可由審查原始數據紀錄以確保所有盤查結果皆

被合宜地報告出，如對於來自數個排放源的連續監測值之

審查，查核員可確認所有的排放源皆包括於清冊中。 
4.確認(confirmation)：此測試需再尋求來自客觀第三者之書
面確認；當查核員無法親臨觀察到某一情況時，如流量計

的校正紀錄時，則需再行得到如量測公正單位出具的校正

證明。 

(八)矯正預防措施之追查 

總結會議確認所有缺失後，查證員需完成最後的查證報

告，查證發現的不符合狀況須進行矯正預防措施，被查證單位

對不符合狀況要著手改善，而在內部管理程序中須明定由何人

發出矯正預防通知。同時，根據不符合狀況訂定改善措施及完

成期限，使權責單位須調查分析問題的真正原因，以執行相關

的預防措施；並且最好由原發現之查證員追查所有缺失的改善

狀況，以確認矯正措施於時限內完成，並達成預期之成效。對

於無法徹底改善的問題，負責單位應該回報管理階層，再依照

程序要求改善單位設法完成。針對每個個案進行確認，並個別

結案。而查證發現之不符合狀況及改善結果，列為下次內部查

證要項，所有查證結果須列入管理審查要項中。 



第四章 進行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4 - 9 

四、查證員之能力 

為了能確保內部查證人員是足以勝任的，須透過適當的教

育、訓練、技能與經驗之佐證。因此，公司應建立與實施準則，

並須篩選查證時操作行政獨立者作為內部查證人員，以確保查證

程序的客觀與公正性。對於內部查證人員之能力要求如下： 
1.明瞭對於溫室氣體管理之相關議題； 
2.了解查證之運作與程序； 
3.具備必要的技術專業，以實現於查證中賦予他們的功能； 
4.熟悉採用國際標準的內容與意涵。 

由於內部查證是自我檢視溫室氣體管理系統運作及排放量

計算結果正確與否的第一步驟，組織應視自身的需求，排定計畫

與確切執行內部查證作業，方能有效地持續進行廠內之排放量盤

查作業。 

4.3 外部查證作業 

當企業在完成溫室氣體的盤查後，為達到確認相關排放數據

的正確性，許多登錄系統會要求或建議在登錄之前進行外部查證

作業。外部查證的主要目標，即是藉由第三方的公正專業機構，

系統化地檢視、計算及驗證企業所報告的資訊與數據，達到增加

數據使用者對於此排放數據信心的目的。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查

證，與財務報表簽證相似，屬於績效數據查證的一種。一般而言，

在委託外部公正機構的查證之前，企業必須明確其查證目的，且

確認外部機構可以達成其查證目的。採用外部查證的目的包括了： 

1.提高排放資訊的公開與透明度，包括減量目標達成的程度，以
增加相關利害相關者的信心，例如包括公司股東與收購者等。 

2.作為評估減量目標與重新設定減量目標的基礎。 
3.作為企業內部標竿比較(Benchmarking)的依據，藉以改善企業
內部溫室氣體資訊、流程及數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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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或相關體系的強制性要求，例如政府的溫
室氣體登錄要求，或是進行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的必要過程。 

5.為國家或地域性的法律要求，例如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
系。 
 

4.3.1 溫室氣體外部查證的程序及相關要求 

以下介紹溫室氣體外部查證的程序及相關要求，為便於讀

者瞭解，溫室氣體外部查證程序以圖 4.3-1表示，並以此圖逐
項說明： 

 

 

確認修
正事項 

進行修正
第二階段

查證 

文件審查

發出查證
聲明書 

 一年一次 

第一階段

查證 

申請查證 

簽約並 
安排時程 

決定查證
範圍 

待改善

事項

 

 

圖 4.3-1 溫室氣體外部查證程序 

一、查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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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業向第三者驗證機構提出查證申請，並確認查證目

的。由於查證所需的人天數，取決於企業的營運與查證範圍、製

程複雜度，以及查證地點的數目等，一般而言，企業可先填寫「查

證前資料調查表」(Pre-Verification Questionnaire, PVQ)，內容主
要包括： 
1.企業基本資料，例如主要產品、產能、主要製造流程、廠區面
積、廠區數目與位置、員工人數等。 

2.溫室氣體排放特性，例如能源耗用種類與耗用量、溫室氣體排
放種類與數量、排除項目等。 
企業為滿足其外部查證的目的，在選定執行其溫室氣體查證

作業的第三方驗證機構時，考量因素包括： 
1.驗證機構執行查證的能力 
由於各類型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特性不同，而查證過程

中，驗證機構的查證員對於該類型企業排放特性的掌握能

力，將會影響查證的準確性，故企業應評估驗證機構對於該

類型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查證能力，以確保外部查證結果的

專業與品質，而驗證機構應該確保所擁有查證員，對於各類

型行業或製程排放特性的知識，以提供專業的查證服務。 
2.驗證機構與查證員的公正性 
不論企業進行外部查證的目的為何，第三方驗證機構的

獨立性與公正性，應是企業考慮一個驗證機構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要求。以國外較早進行溫室氣體查證的國家而言，

例如英國，企業在選擇驗證機構時，查證員的選擇有時更甚

於對於驗證機構的選擇，這不僅於查證員專業的考慮，查證

員的獨立性與公正性，往往是企業對外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結

果時的重要保證。 
3.驗證機構是否已具備其查證體系認證(Accreditation)的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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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家例如英國，已成立溫室氣體的認證體系，並要

求在英國參加國家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的企業，必須由受英國

國家認證協會(UKAS)所認證的驗證機構進行查證。目前我
國尚未建立溫室氣體查證的認證體系，但國內負責此項工作

的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
已積極開始與相關機構接洽成立溫室氣體查證體系相關的

認證事宜，並已開始著手相關前期工作，預計未來在政府確

認溫室氣體的查證策略後，將會成立此項查證的認證體系，

以管理驗證機構在溫室氣體查證的相關業務，提升驗證機構

的能力，達到確保國內溫室氣體查證品質的目的，甚至進一

步為國內溫室氣體查證，甚至是交易，進行與國際接軌的準

備工作。 

二、決定查證範圍 

當企業選定其驗證機構後，驗證機構便會依據企業所提出的

資訊，與企業確認查證的範圍，並據以決定查證所需的人天數。

一般而言，查證的範圍以企業的控制權或所有權為之，這是由企

業來作決定的。例如，某廠為生產紙漿與紙類產品的企業，該廠

除了本身的製程外，另外還包括鄰近但不同地址的廢水處理廠與

廢棄物焚化爐，該二設施完全屬該廠所有與控制，故一般會列在

查證範圍內。而假設該廠旁邊有一個合資的汽電共生廠，該廠僅

擁有不超過 50%的股權，並不擁有控制權，故一般而言，企業往
往就未將其列在查證範圍內。當然，這需視查證的目的而定，如

果該企業查證的目的，是要清查企業股權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便需要將此汽電共生廠也納入查證的範圍了。一般而言，查證所

需的費用，決定於驗證機構在進行查證所需花費的人天數，所以

查證的範圍愈大，查證所需花費的人天數就愈多，而企業所需負

擔的查證費用就愈高，所以，這也是企業在決定其查證範圍時必

須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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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確認查證的依據與基準，也是在進行查證工作前一項

很重要的工作，這方面包含兩個項目： 

(一)查證所依據的標準 

為求查證的一致性與品質，一個就查證過程與結果的標準

化文件是必要的。由於以往各國對於此查證過程與結果的要

求，各有其不同的標準，造成各國或各地區在進行查證時，不

僅查證的過程與重點不同，查證結果的報告方式也大不相同。

為求日後國際間的一致性，ISO 組織於 2005 年已完成 ISO 
14064系列標準的最終國際標準草案版(FDIS)，並預計於 2006
年前半年正式公布。預估 ISO此系列標準的公布，將成為以後
國際間共同採用的標準，各個國家將以此系列標準為基礎，增

修成為國家查證的標準。而其中 ISO 14064-1即為「組織查證」
的標準依據，此標準主要規範下列要項： 

1.組織與營運邊界的界定 
2.溫室氣體的量化過程與結果要求 
3.溫室氣體的減量 
4.基準年的選擇與計算要求 
5.不確定性的評估與降低 
6.溫室氣體盤查的品質管理 
7.溫室氣體報告 
8.組織在查證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查證所依據的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 

企業在進行盤查時，其所依據的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對

於最後的盤查結果影響很大，故對於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的選

用必須謹慎。表 4.3-1 列出企業在選用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
時，資訊類型與來源，與其相對準確度之間的關係，企業應該

盡可能選用準確度較高的公式與排放係數。另外，如以地域性

而言，越是地區性的計算公式或排放係數，準確度應該越高，

所以地區性的資訊較國家性的準確性為高，而國家性的資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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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國際性為佳。表 4.3-2 則列出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種類與準確
度的關係。 
由於國內以往較缺乏這方面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的分析

與研究，目前可取得國內的相關資訊較少，但目前國內的企業

已積極開始溫室氣體的盤查工作，預計未來在這方面會有愈來

愈多的資訊被公布，當這些數據被國家或相關機構、公會及協

會所採用，不僅使企業在盤查時有所依循，節省盤查時所需投

入的資源，並可提高國內企業溫室氣體盤查的一致性與準確

度。但在現階段，由於國內較缺乏此方面的資訊，故企業在進

行外部驗證時，對於計算公式與排放數據的引用，外部查證員

都將一一檢視，以確認其正確性。此時，對於自行發展的排放

係數，企業應能詳加說明，且證明其正確性，對於引用的國內

外的計算公式與排放數據，亦需能清楚說明其來源與適用性。 

表 4.3-1溫室氣體資訊類型與來源及相對準確度關係一覽表 
溫室氣體資訊類型與來源之準確度相對等級 

  連續的直接量測 
  廠址特定之相關性 
  間歇的(定期的)直接量測 
  模式的使用 
  既定排放係數的使用 

最高之準確度 
 
 
 

最低之準確度 

表 4.3-2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種類與準確度關係一覽表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種類準確度相對等級 

— 經驗證據 
 在已知條件下，藉由量測的輸
入計算特定設施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 
 在適當查證的情況下，由化學
計量或質量平衡計算特定設施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 藉由相似或可比較的設施而得到的

最高之準確度 

 

 

 



第四章 進行工廠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4 - 15 

經驗證據 
— 在已知的輸入條件下，個別或相似
設施的製造商輸出規格 

— 特定於特殊技術、地區、區域、州
(省)的外部排放係數 

— 特定於國家或國家以外的外部排放
係數 

— 國際間所使用的外部平均排放係數

 

 

 

最低之準確度 

三、簽約並安排時程 

在企業與驗證機構雙方同意查證範圍、目的以及所依據的標

準後，即可簽訂合約，並安排各階段查證的時間。就第三者查證

而言，企業的排放數據與盤查系統愈透明，查證的效率與準確性

就愈高，同樣地，保證程度也就愈高。此時，公司即要開始準備

相關資料，一般而言，外部查證所需要備妥的文件資料包括以下

8大類資訊： 

(一)有關企業的主要活動與溫室氣體排放的資訊，包括： 
1.廠區平面圖； 
2.製造流程圖(Process Flow Diagram, PFD)； 
3.能源流程圖(Energy Flow Diagram, EFD)； 
4.資訊流程圖(Information Flow Diagram, IFD)等。 

(二)企業對於其盤查範圍內所有權與控制權的說明。 

(三)有關盤查作業的相關管理程序：例如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
書、減量目標與管理方案管理程序書，以及溫室氣體內部稽

核管理程序書等。 

(四)溫室氣體主張(Assertion)：表 4.3-3列出依據 ISO 14064-1的要
求，完整的溫室氣體主張所需列出與建議列出的項目。 

(五)溫室氣體排放的活動資訊，例如可能包括的資訊： 
1.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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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數據，如產能、發電量、蒸汽產生量等； 
3.耗能數據，如繳費單據、電錶數據、蒸汽計量數據、煤採
購單據與計量數據、重油採購單據與計量數據等； 

4.質量平衡計算時所需的數據，例如操作條件、蒸汽熱值等。 

(六)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資訊，例如可能的資訊： 
1.使用的計算公式與說明； 
2.使用的排放係數與說明； 
3.所使用計算公式與排放係數的假設條件，與其使用合理性
的說明。 

表 4.3-3 溫室氣體主張內容項目一覽表 
必須列出的項目 建議列出的項目 

1.公司與製程介紹 
2.報告書的撰寫人員 
3.盤查的期間 
4.盤查邊界(boundaries)的說明 
5.個別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 

6.削減(GHG removal)的總削減量 
7.所有排除排放源與削減的理由與
說明 

8.能源間接排放量(energy indirect 
emission) 

9.基準年與基準年排放量(如有) 
10.改變基準年的原因與其重新計
算(如有) 

11.量化方法與其選擇的理由 
12.改變原先量化方法的理由(如
有) 
13.排放或削減因子的說明 
14.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對盤查
結果準確性的影響 

15.對以 ISO 14064 為盤查報告書
基礎的聲明 

1.公司溫室氣體的政策、策略、計畫
2.由生質碳(biologically sequestered 
carbon)燃燒造成的溫室氣體 
3.進行改善削減(directed actions)後的
排放差異 
4.進行專案(projects)削減後的排放差
異 
5.溫室氣體方案(programme)需求的
說明 
6.個別設施(facilities)的排放或削減 
7.間接排放(indirect emissions)的排放
量 

8.其他排放指標的說明，例如每噸產
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9.內、外部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標
竿比較(benchmarks) 

10.在溫室氣體資訊管理與監督方面
相關程序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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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列出的項目 建議列出的項目 
16.盤查報告書是否已經被查證的
聲明 

 

(七)溫室氣體盤查的基本要件之陳述，例如包括： 
1.排放量排除門檻(size threshold)，即當某些排放源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低於此門檻時（如低於總排放量比例之 2%以
下），就不列入排放源清單的最大量（如 2%），目的在於
簡化盤查的工作量。 

2.重大性門檻(materiality threshold)，即盤查可接受的誤差，
當設定的門檻愈高時，排放量的誤差將愈大。而當設定的

門檻愈低時，將可有效降低誤差範圍，盤查結果的正確性

愈佳，但對於相關的排放資料準確度就要求愈高。 
3.排放源變動門檻(change threshold)，即設定某個溫室氣體排
放的絕對值或比例，當某個排放源移出盤查邊界時，就必

須在其溫室氣體主張中說明，以避免誤導溫室氣體減量的

結果。 

(八)不確定性(uncertainty)定性或定量的描述，例如量測設備的校
正紀錄與誤差範圍。 

四、文件審查 

此階段是整個正式查證流程的開始，目的在於確認企業所提

出主張的範圍是否與查證範圍一致、盤查條件的設定，以及主張

的完整性與正確性(完整並正確陳述排放種類與排放量)，審查的
資料可能包括前節所述所有的查證準備資料。此階段一般以非現

場(off-site)查證的方式進行，由於審查的資料量可能非常大，所
以需要的時間往往較長，其中也包括雙方利用電話與電子郵件，

討論相關問題所需花費的時間，以便進一步確認相關資訊，或要

求補充相關資訊以便澄清問題。在完成文件審查後，查證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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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查證企業提交審查報告，此審查報告的內容會包括下列主要

項目： 

(一)確認查證的範圍與準則 

(二)需改善事項(Note to Client, NC)，一般而言，這些項目應在第
一階段查證前完成改善 

(三)改善建議 

(四)待確認事項，即在第一階段查證時，需進一步澄清的議題 

(五)審查結論 

當此審查報告被接受後，接受查證的企業應針對查證小組

的報告進行盤查系統或相關數據的改善與修正，當所有需改善

事項與數據完成改善後與修正後，即可進行第一階段查證。 

五、第一階段查證 

此階段是整個溫室氣體查證流程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往往

也是查證所有階段中，花費時間最長的一個階段，此階段查證的

目的在於： 

(一)現場確認盤查主張的邊界與內容 

(二)現場確認盤查內容，包括排放源完整性的查證、排放活動的現
場查證、排放係數的計算與確認，以及量測設備操作與校正

的查證等 

(三)管理系統的稽核，包括排放數據的取得與管理、減量方案管
理、內部稽核的執行結果，以及管理審查會議的召開等 

(四)澄清在文件審查階段的所有問題 

(五)對文件審查所開出的需改善事項，進行現場確認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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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的項目都牽涉現場活動的查證，所以此階段必須以

現場(on-site)查證的方式執行，這也使查證小組與被查證的企
業，有一個很好溝通與討論的機會，而這些討論對於查證結果的

正確性是非常重要的。查證小組在完成所有查證項目後，如同文

件審查階段，會將所有相關項目整理於此階段的查證報告中。一

般而言，在獲得被查證企業的同意後，進一步修正排放數據與盤

查主張往往是必要的。 

六、第二階段查證 

此階段仍然是在現場執行，由於大部分盤查數據的查證工作

已在第一階段完成，所以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在於確認上一階

段所開出的待改善事項的改正情形、排放數據以及盤查主張的修

正狀況，以便進行最後盤查數據的確認。如果在第一階段審查有

未盡詳細的佐證資料或數據，被查證企業也必須在此階段提出，

以便作最後的確認。如果尚有任何待改善事項，查證小組則仍會

將其詳列於此階段的查證報告中，而這些缺失必須在發證前完成

改善，並由查證小組審查同意。 

七、發出查證聲明書與每年複審 

在確認所有的改善事項已完成，並確認盤查主張的正確性

後，驗證機構即可對被查證企業發出查證聲明書(verification 
statement)，而此查證聲明書的內容包括企業的： 

(一)名稱、查證的範圍(地址) 

(二)查證所依據的標準，例如 ISO 14064 

(三)該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四)該次查證的保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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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取得查證聲明書後，應每年對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進行

減量的工作，並再對排放情形進行盤查。每年驗證機構的查證小

組再回到現場，對「該年度減量目標的達成」與「該年度的組織

營運範圍、生產流程等變動部份」予以查證，並再簽發該年度的

查證聲明書。 

4.3.2  ISO 14064-1與 ISO 14001:2004之比較 

針對溫室氣體盤查所使用的 ISO 14064-1標準，與大家所
熟悉的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究竟有何不同？表 4.2-4整理
出這兩個系統的不同，供讀者參考。 

一般而言，建立溫室氣體的盤查管理系統，要比建立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相對來得容易，所需投入的資源也較少。
對於已通過 ISO 14001的企業，當要建立溫室氣體的管理系統
時，就容易許多。但對於數據品質與正確性的要求，ISO 14064
要比 ISO 14001高出許多，這也是兩個系統最不相同之處。 

 

表 4.3-4  ISO 14001: 2004與 ISO 14064-1 DIS：2005比較表 
 ISO 14001 ISO 14064-1 

目的 
管理環境污染，

向外界證明環境

管理的能力 

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向外界證明

排放總量，符合預期使用者的要

求 

驅動力 供應鏈要求 國家、地區政策或產業公會(協
會)要求 

驗證管理(認
證)規範 ISO 19011 ISO 14065(制訂中) 

控制對象 重大環境考量面 溫室氣體排放源 
第三者驗證機

構證明文件 證書(certificate) 聲明書(statement) 

證明文件內容 不載明污染數據
清楚載明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

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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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化的需求 較多 較少 
需要被訓練的

員工人數 較多 較少 

驗證手法 
從污染數據的正

確性查證管理系

統的有效性 

從管理系統的有效性查證排放

數據的正確性 

 

4.3.3 企業在進行第三者查證所需注意的事項 

國內已有許多企業開始著手溫室氣體的盤查，而溫室氣體

的第三者查證，也都是企業未來在溫室氣體管理中必要的一

環，以下是建議企業在進行第三者查證時，所需注意的事項： 
1.企業在開始溫室氣體盤查之初，最好作未來登錄或查證的準
備，也就是所有相關的排放數據及其原始單據，例如燃料

使用量、採購數據，以及量測設備的校正數據，都是查證

的必要資料，應妥善管理，並在排放清冊上註明資料出處，

以便查證之用。 
2.自行推估的排放係數，應詳細說明推估的依據與過程，而引
用國際或國內的排放係數時，務必記載出處、來源以及假

設條件。 
3.由於國內尚未正式建立登錄或排放交易體系，故尚未建立相
關盤查的基礎條件，例如重大性門檻、排放量排除門檻等，

企業可參考國外的實務準則建立這些準則，可簡化許多盤

查的工作，或增加盤查主張的正確性。 
4.在盤查數據時，應考慮不確定性的因素，例如量測設備的不
確定性，在盤查資訊與主張中列出可能的誤差範圍，可增

加盤查主張的可信度。 

在進行溫室氣體查證時，相關資訊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

的，接受查證的企業應完全揭露相關的數據與資料，使得外部

查證能在最完整的資訊狀況下，進行公正與客觀的查證，以達

到第三者查證的目的，使預期使用者能作出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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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我國溫室氣體查證、驗證與認證發展現況介紹 

由於 ISO 14064 標準即將於 2006年公告，我國溫室氣體查
證、驗證與認證體系之發展將可能影響未來的實際運作，因此於

本節中介紹我國目前所規劃的溫室氣體查證、驗證與認證體系，

以提供讀者參考。 

4.4.1研擬查證機制之背景考量 

有關我國溫室氣體認證/驗證之查證機制研擬，牽涉到我
國各部門及產業可能面對之溫室氣體削減模式，如情境為自願

性減量時，則可以部門分工削減模式推動之；若政策更改為總

量管理，此時溫室氣體總量管理策略可將溫室氣體納為空氣污

染物，對工業溫室氣體污染源進行排放基線認定並建立排放清

冊資料，指定其污染源於一定期限內應進行溫室氣體排放削減

量，並可考慮與既有之空污費徵收制度相結合的可能性。以目

前國內的環境與因應能力而言，應以前者之情境，即以自願性

減量之部門分工削減模式據以規劃，較合乎目前實際情形。確

立政府推動政策的方向是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根本依據，除了

有助於減量目標的確定外，並使誘因或壓力明確化。 

為使我國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做法未來能與國際接軌，故

政府部門必須引導產業界使用獲國際之公認施行規範，盤查與

查證工作之結果始能獲得認可。有關國內溫室氣體相關管理工

作運作流程及各層級單位可資採用之查證規範，建議如圖

4.4-1所示，即在國家/部門層級，除需使用 UNFCCC國家排放
清冊編撰指引(”The 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外，尚需引用 2002年公告的「《公
約》附件一所列締約方溫室氣體清單技術審評指南」，進行國

家排放清冊之審驗。而業界欲建立實體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時，

須同時考量到產品原物料製程、環境污染資料及能源平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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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訊，並須遵循國際 UNFCCC、ISO、WBCSD/WRI等標準
化之盤查與查證等管理作法，再依序建立登錄與報告平臺，作

為後續推動自願減量計畫之基礎，並逐年檢討修正國家排放清

冊中之資訊。 

目前國際間與溫室氣體認證/驗證最相關之標準為 ISO 
14064系列標準，其中 ISO 14064 Part-1、Part-2係分別針對組
織盤查報告及減量計畫提供產業界施行規範，而 ISO 16064 
Part-3 則針對組織盤查及減量計畫之確證(validation)、查證
(verification)及驗證(certification)之作法，提供第三者進行查證
工作之各類要項與指引，另 ISO 14065係作為認證那些提供組
織盤查及減量計畫查證與確證服務的驗證機構之認可規範，後

二者已被各國逐漸重視，並納入國家層級溫室氣體認證 /驗證
管理機制之規劃中，尤其可作為建立我國溫室氣體認證/驗證
規範之重要參考。 

我國政府單位在過去之相關試行計畫中，已在政策面上確

認我國未來推動溫室氣體標準化管理的方向，係參照 ISO國際
標準之要求建立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的工作基礎，目前依

據 ISO 14064標準(草案)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管理系統建制的廠
商已有十餘家，相關盤查及其技術工具正進行有效擴散中；在

整體溫室氣體管理工作中，後續與查證相關之程序與工具，應

積極配合發展與建立，以確保後續盤查與登錄資料的可信度。 

在實務面的工作將著重於三個方面，包括：(1)訂定溫室
氣體排放管理相關查證標準及執行規範，(2)推動產業部門/組
織層級之溫室氣體查證試行計畫，(3)進行系統性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查證人員之訓練與管理。據以累積執行經驗，培育溫室氣

體查證專業人才，擴大試行範圍，再依序繼續往各部門及業別

之溫室氣體減量查證與技術輔導方向推動，其間必須配合建立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認證/驗證整合管理體系，以及各訓練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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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機構之登錄管理工作，以確保整體溫室氣體查證之工作品質

與運作環境之健全。 

4.4.2 溫室氣體排放認證/驗證整合管理體系之架構探討 

我國目前因應氣候綱要公約之工作，是以溫室氣體排放可

能引發之相關衝擊的探討評估(以環保署、國科會、經濟部及
農委會之相關計畫為主)及輔導產業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以
經濟部能源局及工業局之相關計畫為主)，目前許多國家已將
溫室氣體排放之認證/驗證體系之建置及執行，視為其主要的
的探討重點之一。面對未來國內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及國外碳交

易之發展需求，我國目前因應 UNFCCC 系統之管理架構，應
將溫室氣體排放認證/驗證體系納入考量，以確保國家排放清
冊及相關部門執行資訊彙整之品質。 

此外，國內已推動之空污費查核管理機制，亦可作為未來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認證/驗證體系之具體參考。我國目前因應
UNFCCC 之管理系統架構已有雛型，未來應對溫室氣體排放
之認證/驗證體系內，各相關政府部會之協調整合多所著力，
包括環保署、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工業局、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外交部、農委會、交
通部、及內政部等相關政府單位，以推動持續而有效的溫室氣

體排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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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各項工作運作流程及各層級可資採用之查

證規範 

考量國際溫室氣體議題之發展趨勢(如標準化、交易制度
興起等)、國內產業之需求，以及我國過去實施 ISO 9000/ISO 
14001管理系統認證/驗證制度之特性，以及在兼顧溫室氣體之
國際接軌與國內適用的雙重特性考量下，針對各行政單位之權

責，建議我國溫室氣體查證管理之行政架構可如圖 4.4-2所示
運作之(環保署，2004)；即運作系統建議包括稽核管理(以環保
署為主)、輔導推動(以經濟部為主)，以及認證/驗證(以認證委
員會為主)等三個體系。為考量未來國內各部門及產業溫室氣
體盤查/減量申報與查證管理工作之複雜性，以及未來交易市
場之可能形成趨勢，建議在該運作機制中，可設立全國性之溫

室氣體盤查/減量申報與查證證管理機構(以下稱管理機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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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各部門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查證後之溫室氣體排放登

錄等資訊的統籌管理工作，並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保持密
切聯繫，該管理機構於近期內或可由環保署以委辦方式推行

之，未來亦可循 TAF模式，獨立為法人機構運作之。 

圖 4.4-2中之右側及左側分別表示「國內查驗」及的「國
際驗證」二個工作區塊，環保署基於國內溫室氣體資訊管理彙

集與查核的角色，應以「國內查驗」為主要工作，環保署及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視需要建立所屬之溫室氣體查證機構，

或自行委託國內外相關驗證機構，協助政府進行各類排放組織

溫室氣體之盤查、登錄及查證工作，而圖中環保署所屬之全國

性溫室氣體管理機構，可與各部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之
查證機構，進行相關之支援、登錄管理及協調工作。 

而「國際驗證」則視產業自身之需求(如來自國際買主的
要求或有意參與未來可能之國際排放交易及清潔生產機制等

活動時的憑證取得等)，則由市場機制及認證/驗證機構推動
之，環保署僅須與未來提供溫室氣體認證/驗證服務之機構保
持聯繫及資訊交流即可，目前並無須直接介入。環保署擔任我

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標準化查證技術與資訊傳遞及彙總之窗

口，可負責彙整各部門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能源局、工業
局、交通部、農委會等)之溫室氣體管理排放資訊、支援查核
審評技術，並提供標準化之溫室氣體訓練教材及人員教育訓

練，從而協調與支援推動各類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之標準

化查證與輔導工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彙集之所屬組織溫室氣體資訊，建

議以間接申報的方式，先登錄至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窗

口，而後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資訊轉彙至環保署之登錄

與查證管理機構。如此施行之優點在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

積極參與整體登錄管理及後續減量工作，並可提昇各單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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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溫室氣體管理能力，且產業溫室氣體盤查數據可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及環保署之雙重查證，提高可信度；唯需克服之缺

點為：須增加部會間溝通協調工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投

入相當資源以建立建制管理能力，須有效掌握工作時效，以及

須避免各單位採用盤查與查證做法之不一致，所導致的差異。 

有關廠商或其他實體之查核實務教育宣導、技術推廣及輔

導、能源查核、排放量查核及其他相關示範計畫等輔導及查核

工作，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工業局、能源局、交通部、
內政部、農委會等)負責推動，此期間環保署可與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協調溝通溫室氣體標準化查核管理之相關資訊，以利

各類組織正確一致地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工作。 

為與國際接軌，取得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數據在國際間之

可信度，建議主管機關可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協調聯繫，
協助國內排放實體及減量計畫之認證/驗證管理工作，以協助
廠商未來進行京都機制 CDM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此係因全
國認證基金會其前身為 CNAB，目前對於品質及環管驗證機構
之查證準則、程序、追蹤機制、品質管控、機構及稽核員資格

已具備明確的認證規範，可於較短期間內符合 ISO溫室氣體標
準查證之公正性、客觀性、獨立性等之要求，並利於日後國際

間之交互認證。 

綜合以上所述，我國未來有關溫室氣體之查證機制可包括

政府機關查證機制、委託第三者驗證機構驗證，以及雙軌查證

機制等三種考量，相關決策目前尚在討論與研議中，茲分述如

下(環保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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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溫室氣體減量查核機制及標準化政府各單位權責與互動關聯性

之運作系統 

 
 

一、政府機關查證機制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之授權，環保署得要求經公告之
溫室氣體排放源向指定之資訊平臺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資

訊，於考量國家清冊準確性以及未來推動產業減量管制之前提

下，政府相關部門對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申報資訊須負查證責任。 

(一)中央主管機關 

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建置溫室氣體登錄統一平臺，同時制

定登錄/查證規範，以作為溫室氣體排放源執行登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執行查證工作之指引；並得不定期針對完成登錄之

溫室氣體排放源資訊進行國內體系之目的性複查，以有效監管

我國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數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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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事業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遵循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範，得建置所

轄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申報電子化系統，除受理排放源

申報外，並須對該申報資料進行完整性、正確性、一致性之查

證後，依法彙整及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所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

申報資料，由中央主管機關確認完成登錄。 

二、委託第三者驗證機構驗證 

在中央主管機關權責不變之情況下，加入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委託第三者驗證機構執行溫室氣體申報資訊驗證之授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第三者公正驗證機構，依據 ISO 14064 Part-3
規範進行合於國際標準組織所要求之查證工作，此部分與中央主

管機關之複查工作並不牴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要求驗證機

構遵循中央訂定之查證規範。 

三、雙軌查證機制 

為使將來政府部門委託之驗證機構均有一致性的查證程序

及查證品質之確保，建議政府部門與全國認證基金會(簡稱 TAF)
應建立合作空間。中央主管機關可授權 TAF 或與其共同研訂溫
室氣體驗證機構認可準則，授權其認可驗證機構之符合性資格，

並對驗證機構進行驗證品質及訓練之監督與管理。 

如前所述，我國未來為達到有效查證國內溫室氣體資訊之工

作目標，相關之查證工作建議可參考並遵循 ISO 14064 Part-3及
ISO 14065溫室氣體相關查證證規範與指引之做法執行之，以符
合國際共識。唯因溫室氣體具不易捕集、量測、削減等特性，故

舉凡在推估、數據與風險管理之查證證程序及方法，尤其與電

力、燃料相關的本土化轉換係數之研訂與管理，均需持續建立與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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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得知，ISO國際標準化組織之溫室氣體查證標準(草案)
範圍，已涵蓋各國驗證體系之查證要項，有關我國溫室氣體標準

化考量要項規劃，如查證目標、查證範圍、查證準則、查證程序、

查證品質管理等及其相關規劃作法之建議，如表 4.4-1 所示；而
我國溫室氣體標準化查證要項建議如表 4.4-2 所示(環保署，
2004)。 

表 4.4-1 我國溫室氣體標準化考量要項規劃一覽表 
查證重點 規劃做法 

查證目標 參照我國溫室氣體管理目的，將 ISO 國際查證標準要項
中相關原則、一般要求等要項，歸納於此要項。 

查證範圍 對應於我國溫室氣體管理目的，增加查證範圍界定等，

作為決定溫室氣體查證細節之參考。 

查證準則 
規劃國際標準中關於「京都議定書」準則、特定計畫準

則及國家法令與要求之要項，保留組織參與國際減量計

畫合作或交易機制之空間。 

查證程序 

依據 ISO 14064 Part-1之盤查/報告規範及 ISO ISO 14064 
Part-3之查證規範外，並參採國際間對溫室氣體查證強化
風險管理機制之作法，如數據管理系統、風險管理等要

項。 

查證品質管制 整合國內外體系之優點，並以查證計畫、查證人員資格
與能力、定期追蹤機制為本大項之內容。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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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我國溫室氣體標準化查證之建議考量要項一覽表 
1.查證目標 

1.1一般要求 
1.2查證原則 

2.查證範圍 
2.1查證範圍界定 

3.查證準則 
3.1「京都議定書」準則 
3.2特定計畫準則 
3.3國家法令與要求 

4.查證程序 
4.1數據審查策略 

4.1.1相關資訊與文件 
4.2排放計算方式 

4.2.1排放係數選擇 
4.2.2活動強度 

4.3排放期程 
4.4排放量 

4.4.1基線 
4.4.2基準年設定 
4.4.3計算排放量 

4.5風險管理 
4.5.1數據管理系統 
4.5.2 數據或資料誤用 

4.6監督量測計畫 
4.7報告要求 

4.7.1不同用途之報告格式  
4.7.2會計帳目 
4.7.3相關記錄 

5.查證品質管理  
5.1查證計畫 
5.2查證人員資格與能力 
5.3定期追蹤機制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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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參與自願減量與建立夥伴關係 

在許多國家的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中，最常見到的是產業與政

府之間的自願減量協議，為使本次工業局與工廠及 7 大公會推動

之溫室氣體自願減量協議更加順利，以下將介紹有關自願減量、

夥伴關係及共同減量機制的執行方式與案例，以提供業者、公會

與政策擬定者參考，以進一步協助我國推動自願減量工作。 
1-1 自願減量協議 

自發性環境管理活動（Voluntar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在近年來被應用的範圍很廣，先進國家以自發性的環境

管理制度推動，來取代法規管理以促進產業進行污染預防計畫，

且成效顯著。其中之一就是國內廠商採行多年的 ISO 14001 環境

管理系統，都可歸屬於業者自願性的環境管理活動之一。因此，

對於產業的溫室氣體管理工作，若能採用這類的方式來推動，相

信成效不凡。目前在溫室氣體減量推動工作上，國外已普遍採用

自願減量協議（Voluntary Agreements）的方式進行，不同於自發

性環境管理活動，此類協議主要是以建立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

來共同推動環境事務，接下來本節就彙整摘錄國內外相關自願減

量資訊，以供讀者參考。 

一、定義 

根據 OECD 的報告（1997），自願減量協議（Voluntary 
Agreements）的定義為「存在於工業界與政府之間之協定，為有

助於工業界履行其環保責任，如應用於溫室氣體的自動減量行

動；該行動是由參與者來擔保負責，並且是以參與者的自我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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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定的基礎」。在此機制中，政府必需先評估此計畫在溫室氣

體減量行動所扮演的角色與效果，而政府的正式參與簽署協定或

承諾並非自願協定之要件，但來自政府的鼓勵卻是重要的條件，

其中鼓勵的誘因包括:教育及訓練服務、科技協助、設備更新的提

供及經濟上的誘因，如補助津貼、稅賦減免等。 

二、類型 

有關自願減量協定的類型，一般可分為下列 5 類（OECD，

1997）： 

(一)片面承諾(unilateral commitments)－片面承諾是由產業界自行

設定有助於環保的相關方案，而執行機制與目標則完全由業界

自己決定，在此類協定中，業界的自願減量並不會期望政府有

具體的承諾及回應。 

(二)商議協定(negotiated agreements)－商議協定是指由政府與私人

業界，經由商議所產生的減量協定，其中包括所需達成的減量

目標與時間表;此類的協定通常是在有明確的執行項目中去磋

商，而政府則承諾除非業界自願減量行動不能達到協議的目標

時，不會採取其他途徑(如碳稅)來規範業界的排放行為。 

(三)公開性自願減量方案(public voluntary programs)－公開性自願

減量方案是由政府相關單位研擬減量目標及時間表、成效、管

理及技術層面的相關標準。業界對相關標準與執行目標、條款

之制定較缺乏參與管道，然必須承諾遵守這些標準，而執行單

位往往會提供業界實質的利益，如賦稅減免、補貼及技術支援

等。 

(四)合作研發自願協定(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 v.a.)－合作

研究及發展自願協定是針對鼓勵發展新的科技及提升最佳操

作方法，通常是由政府以市場機制及經濟誘因，鼓勵製造廠或

研究機構改進並研發新的產品設計及製程，以提升能源利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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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進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五 )監測及報告自願協定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voluntary 
agreement)－監測與報告可以和自願減量協定同時進行或獨立

進行，它主要是成為參與者與政府之間資訊交換的媒介，有助

於達成協定的減量目標，並且可對協定執行結果作公開的宣

告。 

1-2 國內外推動情形 

目前國外在推動自願減量協議的經驗與成效顯著，而國內尚

在起步階段，介紹說明如下：  

一、國內推動情形 

在 87 年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後，鋼鐵、石化、人纖、水

泥、造紙這 5 大耗能產業公會即擬定自我減量目標與措施，但當

時並未與政府相關單位正式簽署協議書，亦未建立後續相關的查

核機制。不過，各產業界在當時配合進行相關節能措施，無論在

成本降低或能源節約上均有成效展現。 

近年來由於國際產業組織的要求，半導體產業與薄膜電晶體

液晶顯示器產業先後參與國際自願減量協議計畫；本於環境保護

為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業於去(93)年 8 月 27
日與中華民國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協會共同簽署「全氟化

物排放減量合作備忘錄」，成為政府與產業共同合作溫室氣體減

量之成功先例。依據此合作備忘錄規範，台灣 TFT-LCD 產業協

會承諾將以民國 91 年做為減量基準年，民國 99 年作為目標年，

並以單位產品基板的排放強度作為衡量標的(定義為 PFCs 排放量

與基板使用面積之比值；單位：碳當量/平方米基版使用面積)，
即民國 99 年時的產品排放強度應降低至 91 年值以下，自我期許

以生產對環境友善產品為產業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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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94)年 7 月 21 日，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假台北晶華

酒店，與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簽訂全氟化物排放減量合作備忘錄，

由該協會黃崇仁理事與環保署張國隆署長代表雙方簽署，並邀請

經濟部長官及半導體產業代表蒞臨觀禮見證。TSIA 會員廠商承諾

在 2010 年 PFCs 排放量要回歸 1997 年及 1999 年的平均值，依據

環保署資料，2003 年半導體產業排出的全氟化物，是 141 萬公噸

碳當量，2004 年是 127 萬公噸，希望在 2010 年能將排放量降到

73 萬公噸碳當量。 

而在今年由工業局帶領全國工總邀集 7 大能源密集產業的相

關公會推動溫室氣體(能源)減量的代表，檢討過去 5 年產業執行

溫室氣體自願減量的成效，並探討未來實施自願減量協議的減量

空間。將 7 個產業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計畫經各界確認定稿

後，納入自願減量協議書條款中，由各公會據以推廣落實，並納

入工業局輔導案追蹤考核的依據。未來亦將簽署「節約能源與二

氧化碳減量自願協議書」，正式啟動自願減量工作。 

二、各國自願減量行動簡介(OECD，1997) 

對於各國自願減量行動，摘錄如下： 

(一)荷蘭 

荷蘭第二國家環境政策計畫本質上屬於商議協定，其中規

劃出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政策，國家目標是訂在 2000 年達

到 1989 年 CO2排放削減 3％的水準且能源效率較 1989 年提升

20％。1992 年推動的長程協定(LTA)，包括各產業部門，以工

業部門為例，至 1998 年已完成簽署的自願減量協定有 30 個計

畫，而其他部門亦已簽訂 12 個協定。參與 LTA 的產業以化工

業佔最大比例，其次為金屬工業，而食品工業與其他工業的重

要性亦不容忽視。參與自願減量協定的產業所獲得的優惠包括

能源查核資訊服務、輔導確認節能潛在空間、節能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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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減免及免受環境許可管制等(李堅明，2000)。主要的懲處

辦法為喪失上述的優惠及回歸環境許可制度之管轄。據統計顯

示，1998 年底，工業部門的能源效率已較 1989 年水準提升 17.4
％，相當於 CO2排放量每年減少 660 百萬公噸，成效頗為顯著。 

(二)德國 

德國的氣候變遷防治自願協定是以提升部門能源率與 CO2

減量為目標。1995 年 3 月，德國的工業協會發表氣候防治宣言，

公開宣示其 CO2 減量的目標及能源效率提升的目標(2005 年較

1987 年提升 20％)。此宣告受到 15 個工業團體的支持通過，其

中包括了鋼鐵業和非金屬工業。1996 年 3 月，德國的工業團體

再次發表了上述更新的版本，最大的不同處在於將基準年由

1987 改至 1990，且確定要建立一套監測報告系統。值得一提的

是，在德國的自願協定中，並沒有明確的優惠及懲處辦法，但

是當產業界不遵守共同減量協定時，將會面臨喪失其他減量措

施優惠的威脅。 

(三)加拿大 

加拿大工業能源保護計畫(CIPEC)是一個自願協定計畫，

CIPEC 是在 1975 年為響應能源安全所推動的，但是在 1992 年

重新調整目標，將重心放在環境議題。該計畫協助工業界確認

影響能源效率的障礙及拓展節能空間，並建立能源效率提昇的

目標。計畫的參與者可與政府定期討論能源政策的發展，並獲

得能源效率改善措施的推廣協助，而參與者需承諾遵循能源效

率改善的目標。目前已有 30 個企業團體參加了 CIPEC 計畫。

在 1975 年到 1990 年之間，700 個參與公司展現出每單位產物

有 26.1%的能源效率提昇之成效，即平均每年有 1.6%改善的成

果，相當於每年有 3,000 公噸的 CO2減量。在 1994 年報告的結

果指出，CO2 排放減量可經由能源效率的提昇及低碳燃料的替

代而保持平緩穩定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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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 

日本的國家環保部門近年內建立「產業二氧化碳影響評估

計畫」，此類計畫屬於片面承諾的自願減量協定，因參與者需

要自行評估其計畫對 CO2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增量效應，

並提出減輕環境負荷量與具體的 CO2減量目標計畫，企業在自

願減量協定遵循的重點包括:單位產出能源投入、單位產出 CO2

排放量及 CO2減量目標。另外，1997 年日本產業團體曾擬定針

對 CO2減量的計畫，希望在 2010 年能源轉換部門的 CO2排放

量能夠低於 1990 年約 6％的水準，而此計畫目前已獲得 39 個

產業及 140 個產業集團加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速報，

1998)。 

(五)美國 

美國的自願減量協定行動相當成功，其型態大多屬於公開

性自願減量方案，案例如：綠色照明計畫(Green Light)、能源之

星標章(Energy Star Labeled Products)、氣候智慧計畫(Climate 
Wise)、氣候挑戰計畫(Climate Challenge)、鋁業自動減量伙伴計

畫(the Voluntary Aluminum Industry Partnership，VAIP)等。這些

計畫在 1997 到 1998 年之間所達成的減量效果均超過其原先的

預訂目標，其中大部分計畫是由環保署及能源部所主導，參與

的產業需承諾採納政府推廣的特定方案，並達成政府設定之減

量目標。而政府提供參與者自動減量的優惠項目，包括認証並

賦予標章、提供公開宣傳、技術及資訊支援、教育訓練、資金

援助及提昇企業形象，但是在懲處方面，除了取消標章外，並

無特別的規範。此外，美國的自動減量協定計畫並不局限於製

造業及耗能產業，不同的企業可有不同的方案選擇，換言之，

此一制度是以企業為單位而非以產業類別為單位。 
由上得知，目前自願協議的種類有產業公約、商議協定、

自我管制、生產守則、環保合約等方式，在自律性比較高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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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國家，外在管制約束力較弱的自願協議可藉榮譽的觀念維

持效果；但若是涉及切身利益與公平考量，只有藉財稅誘因才

能維持自願協議的吸引力，如果是超過一般法規的管制要求或

是需要額外的努力，就只能遵循環境影響評估廠商承諾的模式

執行協議。 
表 1 簡介各國的自願減量協議，表 2 將丹麥、荷蘭、德國、

瑞典、法國等五個國家的京都議定書要求目標、國家的 CO2減

量承諾、工業提升能源效率措施、推動的自願協議、協議制度

涵括對象、參與工廠數目、所佔工業耗能比率、協議設定目標

與監督量測情況的比較作一比較；我國在參考這些國家的作法

時，必須考量自身定位、國情與能力，以擬訂最適合產業遵循

的減量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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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IEA 會員國減輕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措施比較 
國家 能源生產、能源轉換與配輸 工業與製程 跨部會報告作業

澳大

利亞 
電力/天然氣工業：個體經濟轉型以提

高資源使用效率，促進能源服務部門的

發展。 

與工業界的合作協議簽署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包

括執行排放清冊、制定行動計畫、監測與申報。 
國家資訊服務接受

各界查詢。 

奧地

利 
與電力業的協議簽署以使用風力發

電、光電發電、生質燃料與汽電共生。 
針對工業能源用戶進行能源稽核。  

比利

時 
發電業：天然氣/蒸汽渦輪引擎的使

用；推廣汽電共生(簽署協議)。 
(與工業團體的能源節約協議簽署；能源稽核與能源

管理支援)。 
 

加拿

大 
與工業協會簽署瞭解備忘錄。 氣候變化自願挑戰與登錄(VCR)計畫給所有工業部

門；參與者須公開公司的行動計畫。部門整體能源

效率目標由加拿大工業能源保護計畫 CIPEC 管理。 

VCR 的資料庫 開
放給外界查詢，內

容包括減量承諾與

完整的行動計畫。

丹麥 電力設施：應用風力發電；利用生質燃

料的汽電共生廠；(推廣天然氣供熱系

統)。 

(外海石油與天然氣探採者、煉油廠的能源節約)；
與溫室園藝業者簽署協議以支持能源效率提高措

施。 

 

芬蘭 加強汽電共生的應用，推廣再生能源。 為製程工業與中小企業的供熱與電力節約目標簽

署分項協議；能源稽核。 
 

法國 推廣再生能源、風力發電與水力發電；

郊區使用替代能源。 
(針對耗能工業可能簽署能源節約協議)。  

德國 針對電力設施、天然氣與水供應公司設

定 CO2減量目標。 
針對 16 種工業各別設定的目標制定公司的 CO2或

能源減量標的。 
工業部門申報要求

(已規劃通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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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IEA 會員國減輕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措施比較 
國家 能源生產、能源轉換與配輸 工業與製程 跨部會報告作業

希臘  工業團體承諾節約能源方面的投資；能源稽核。  
愛爾

蘭 
能源業者增加再生能源與生質能源的

使用。 
公司能源使用量的自我稽核與公開聲明。  

義大

利 
提供誘因給電力業者使用再生能源與

相似的能源。 
(針對製程與替代燃料使用可能簽署能源效率協

議)。 
 

日本 能源效率改善；NOx 減量；再生能源

與發電廠應用汽電共生。 
針對各類工業設定公司能源節約目標與溫室氣體

排放減量。 
 

荷蘭 公共設施：能源效率提升計畫(在 2010
年穩定 CO2)、NOx 減量、應用汽電共

生、掩埋場沼氣與再生能源。 

針對各類工業設定能源節約目標。 監測能源使用與溫

室氣體排放情形。

紐西

蘭 
針對主要能源生產者簽署 CO2減量協

議。 
推動公司能源效率提升承諾的活動；與 15 種工業

簽署 CO2減量協議。 
工業業者須提年度

報告。 
挪威  工業團體須申報能源耗用量：工業能源效率網計畫  
葡萄

牙 
 工業界簽署污染/能源減量協議。  

西班

牙 
推廣替代燃料、汽電共生與再生能源。 工業團體/公司須設定能源節約目標；7 種工業參與

能源需求管理 DSM 計畫。 
 

瑞典 推廣使用生質燃料的汽電共生系統；太

陽能產生熱、風力發電，並且與供熱系

統連線。 

公司承諾高能源效率的生產與製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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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IEA 會員國減輕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措施比較 
國家 能源生產、能源轉換與配輸 工業與製程 跨部會報告作業

瑞士 能源生產方面提高再生能源與生質燃

料的比例。 
工業能源耗用者提出能源效率提升的承諾。 能源 2000 自願協

議要求監測與申

報。 
土耳

其 
 (各類工業設定能源節約目標)  

英國 設定目標以提升汽電共生產量；為石油

與天然氣設施制定甲烷減量指導。 
推動公司能源效率提升承諾的活動；生態-管理與稽

核制度；簽署氫氟碳化物使用的協議。 
 

美國 和電力與天然氣設施簽署協議以進行

溫室氣體減量，包括甲烷逸漏。 
推動公司承諾溫室氣體減量與能源節約的回收再

利用，並針對照明與馬達提升能源效率。 
公司每年自行申報

溫室氣體排放量。

歐盟  推動公司的生態-管理與稽核制度以減少 CO2排放

量。 
 

(…)：表示已規劃或正在規劃中；[…]：表示計畫中止。 

資料來源：http://www.iea.org/pubs/studies/files/cti/tabl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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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能源政策方面自願協議的比較 

國家 丹麥 荷蘭 德國 瑞典 法國 
京都議定書要
求目標 

2008-2012 年間
達到 1990 年排
放量的 92%。 

2008-2012 年間達到
1990 年排放量的
92%。 

2008-2012 年間達到
1990 年排放量的
92%。 

2008-2012 年間達
到 1990 年排放量的
92%。 

2008-2012 年間達到
1990 年排放量的 92%。

國家的 CO2減
量承諾 

在 1988-2005 期
間減量 20%。 

在 1995 年將排放量
穩定在 1989 年水
準，並且在 2000 年減
量 3 - 5%。 

在 1990-2005 年減量
25%。 

在 2000 年將排放量
穩定在 1990 年水
準。 

在 2000 年將排放量穩
定在 1990 年水準。 

工業提升能源
效率措施 

徵收 CO2-稅、免
費電力稽核、資
訊提供、能源效
率投資補助、能
源管理與會計。

資訊與諮詢服務、能
源管理、投資補助、
示範輔導、其他荷蘭
能源環境協會的
Novem 計畫。 

補助以中小企業為
主要對象、徵收能源
稅(1999 年起)、標籤
制度。 

徵收 CO2-稅、提供
補助給研究發展與
採購計畫、標籤制
度、檢驗與資訊宣
導。 

強制性能源稽核、提供
補助給投資與稽核、資
訊宣導。 

推動的自願協
議 

丹麥工業能源效
率協議 

荷蘭能源效率長期協
議 

德國工業全球暖化
預防宣言 

瑞典生態能源 法國 CO2減量自願協議

協議制度涵括
對象 

高度耗能公司。 能源耗用量超過 1 千
兆焦耳(PJ)的所有產
業。 

能源密集產業。 具備提升能源效率
意願的創新公司。 

能源密集產業。 

參與工廠數目 300(2001 年) 1,200(2001 年) 4,400(2000 年) 30(2001 年) 33(2000 年) 
所佔工業耗能
比率 

佔丹麥 60% 佔荷蘭 90% 佔德國 70% 佔瑞典 1.5% 佔法國<40% 

國家 丹麥 荷蘭 德國 瑞典 法國 
協議設定目標 執行特別的調

查，特定投資計
在 2000 年能源效率
較 1989 年改善

由工業界宣佈要採
取特別的努力以期

實施能源管理系統
(環境管理系統

包裝玻璃工業：1990 至
2005 年絕對(特定)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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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能源政策方面自願協議的比較 
國家 丹麥 荷蘭 德國 瑞典 法國 

畫的瞭解(以回
收期小於 4 年為
限)，引進能源管
理系統。 

20%(除了少數例外)。於 1990至 2005年達
成整體工業特定能
源耗用量與/或特定
CO2排放量 20%的
減量。 

EMAS與 ISO 14001
驗證所要求的組織
發展相關目標，但
協議未明確要求驗
證)。 

排放量減少 10%(27%)。
製鋁工業： 
1990 至 2000 年絕對
CO2排放量增加 2%，特
定排放量減少 19%；整
體(特定)CF4排放量減
少 63%(73%)。 

廠商自我申報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政府機構收集
數據 

是的 是的 是的 不是 是的 

數據是有查證
分析 

是的 是的 是的 不是 不是 

數據是用來評
估績效 

是的 是的 不是 不是 不是 

數據是用來修
訂制度 

是的 不是 不是 不是 不是 

摘譯自 Final Report from the Project Voluntary Agreements – Implementation and Efficiency (VAIE), January 2000. 
(http://www.irish-energy.ie/uploads/documents/upload/publications/ voluntary_agreements_fina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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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與溫室氣體自願減量相關的計畫性質如表 3 所述，

至於過去 5 年推出的自願減量計畫如表 4 所述。 

表 3 自願減量彙整表 
 國家 政策名稱 政策類型 部門 
1 澳大利

亞 
溫室挑戰/挑戰升級 – 
工業夥伴 

•自願協議 
•評估/監測 
•資料庫/教育/鼓
勵 

工業 

2 澳大利

亞 
發電機效率標準(GES) •自願協議 

•評估/監測 工業 

3 奧地利 長期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4 比利時 電力部門的

DSM/IRP – 聯邦政府

與 Wallonia、Flanders
及布魯塞爾 – 首都 

•財政/金融/稅捐

•自願協議 
•財政/金融/稅捐

•工業 
•CHP/DH

5 比利時 自願協議 – 
Wallonia、Flanders 及布

魯塞爾 – 首都 

•自願協議 
•標籤 工業 

6 加拿大 工業界早期行動排放

積分 
•自願協議 
•政策/制度架構 工業 

7 加拿大 加拿大工業能源節約

計畫(CIPEC)與工業能

源創新計畫(IEII) 

•稽核/標竿 
•自願協議 工業 

8 丹麥 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9 芬蘭 工業、商業與公共組織

的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商業 
•公共 

10 法國 工業部門自願協議

(2002 年) 自願協議 工業 

11 德國 工業部門汽電共生協

議 自願協議 •工業 
•CHP/DH

12 德國 工業 CO2排放減量協

議(2000 年) 自願協議 工業 

13 愛爾蘭 年度能源會計自我稽

核與宣告 
•稽核/標竿 
•自願協議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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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願減量彙整表 
 國家 政策名稱 政策類型 部門 
14 義大利 自願協議 - ENEL 自願協議 工業 
15 義大利 自願氣候協定 

自願協議 •交通 
•工業 

16 日本 待機用電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商業 

•工業 
17 南韓 綠色能源家族(GEF)運

動 自願協議 •商業 
•工業 

18 南韓 自願協議 •稽核/標竿 
•財政/金融/稅捐

•自願協議 
工業 

19 盧森堡 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商業 
20 荷蘭 能源效率第二代長期

協議(LTA2) 自願協議 
•工業 
•商業 
•交通 

21 荷蘭 能源節約行動計畫 •政策/制度架構 
•財政/金融/稅捐

•自願協議 

•工業 
•住家 

22 荷蘭 能源效率標竿契約

(1999 年) 
•稽核/標竿 
•自願協議 
•評估/監測 
•財政/金融/稅捐

工業 

23 紐西蘭 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24 紐西蘭 談判的溫室氣體協議

(NGA)(2003 年) 
•財政/金融/稅捐

•自願協議 工業 

25 挪威 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26 西班牙 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27 瑞典 工業部門能源效率計

畫(PFE) 自願協議 工業 

28 瑞典 供應鏈效率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29 瑞士 工業部門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交通 

30 瑞士 瑞士能源行動計畫 •政策/制度架構 
•自願協議 

•住家 
•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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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願減量彙整表 
 國家 政策名稱 政策類型 部門 

•財政/金融/稅捐

•管制/標準 
•資料庫/教育/鼓
勵 

•工業 
•交通 

31 英國 氣候變化協議(2001 年) •自願協議 
•財政/金融/稅捐

工業 

32 英國 英國氣候變化計畫 •政策/制度架構 
•財政/金融/稅捐

•管制/標準 
•自願協議 

•住家 
•商業 
•工業 
•交通 

33 美國 氣候自願創新部門計

畫：現有機會(VISION) 
(2003 年) 

自願協議 工業 

34 美國 氣候領袖 自願協議 工業 
35 美國 推廣汽電共生夥伴 •自願協議 

•研究發展/科技

採購 

•工業 
•公共 

36 美國 更具能源效率建築計

畫 
•政策/制度架構 
•自願協議 

•工業 
•商業 

37 美國 公私夥伴 – 氣候救星

(2000 年) 
•自願協議 
•評估/監測 

•工業 
•公共 

38 美國 工業科技計畫 •自願協議 
•研究發展/科技

採購 
工業 

資料來源：http://www.iea.org/textbase/pamsdb/search.aspx?mod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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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最近 5 年推出的自願減量計畫 
2004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澳大利亞 頂尖能源節約獎優勝

標籤 自願協議 工業 電力 

2 比利時 能源效率標竿契約 - 
Flanders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3 日本 經團連環境自願行動

計畫追蹤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2003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加拿大 排放大戶排放減量 •法規工具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2 愛爾蘭 談判的先導專案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3 日本 領先者(Top Runner)
擴大計畫 

•法規工具 
•自願協議 工業 

•電力 
•化石燃
料 

4 紐西蘭 談判的溫室氣體協議
(NGA) 

•財政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5 美國 
氣候自願創新部門計
畫：現有機會
(VISION)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6 美國 國際科技移轉 自願協議 

•建築 
•能源生產
•工業 
•交通 

綱要政策 

2002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加拿大 魁北克煉鋁工業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2 法國 工業部門自願協議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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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奧地

利 
公共建築之第三者補

助 自願協議 •建築 
•工業 

•電力 
•化石燃料 
•再生能源 

2 
比利

時 
工業部門自願協議 - 
Wallonia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3 
加拿

大 工業建築誘因計畫 
•政策程序與

傳播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4 瑞士 工業部門自願行動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5 英國 氣候變化協議 •財政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2000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德國 工業 CO2 排放減量

協議 
•政策程序與傳播

•自願協議 工業 •電力 
•化石燃料 

2 瑞典 補助發展可持續車

輛 
•研究發展 
•自願協議 

•工業 
•交通 綱要政策 

3 美國 公私夥伴 – 氣候救

星 
•政策程序與傳播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1999 年 

 國家 政策名稱 類型 部門 能源 

1 荷蘭 能源效率標竿契約 •財政 
•自願協議 工業 綱要政策 

資料來源：http://www.iea.org/textbase/pamsdb/search.aspx?mod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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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推動自願減量 

由許多國家推動自願減量協議的過程與經驗中，瞭解到各個

產業的特性與外在競爭壓力的因素，產業的目標與問題必須在個

別廠商談判中個別解決，而個別廠商的需求也必須事先溝通瞭

解，才可能達成具體可行的協議。因此，表 5 則概述自願減量協

議制度參與執行各階層的角色，以供各界推動時之參考。 

表 5 自願減量協議制度參與執行各階層的角色 
推動步驟 政府機構 工業公會 個別廠商 
準備階段 規劃協議制度的架構狀況與

條件，收集廠商狀況的相關資

訊，檢驗能源稽核等。 

收集會員廠商狀

況的相關資訊。

進行能源稽核，進行

查證作業，實施能源

管理。 
協商階段 與廠商或公會接觸與開會以

制定目標。 
與廠商和政府機

構接觸與開會。

與政府機構和公會接

觸與開會。 
管理階段 與工業界溝通與提供指導，修

訂協議制度的架構狀況與條

件。 

協調彙整會員廠

商的目標達成績

效。 

 

監測、落

實與評估 
查證由工業界收集的數據，加

以認可，進行評估，修改制

度。 

收集會員廠商的

相關數據資料。

收集數據資料，自我

申報。 

而對於自願協議內容的執行方式，依欲達目的的不同，則有

下列 4 種形式可供應用： 

1.目標導向：要有強制力、設定量化目標與執行時程、或具

備合約效力； 
2.績效導向：自訂績效目標與執行時程、或約定參與； 
3.研發合作：例如業界科專； 
4.監測申報：以申報數據為主，自我查證或第三者查證。 

由於自願減量協議必須要由協議雙方先進行充分的溝通，以

瞭解減量的能力與需要的資源。所以在自願減量協議協商的過程

中，必須先列出討論的清單，以便逐項進行溝通；因此，自願減

量協議協商的議題應是進行自願減量之關鍵，建議重要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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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議雙方的代表 

(一)產業總公會對各產業公會：如日本經團連的自願協議。 

(二)政府權責機構對產業公會：政府權責機構包括經濟部、工業

局、能源局，或是行政院環保署；產業公會包括產業總公會與

各產業公會。 

二、協議進行的工作 

(一)自願盤查登錄：不涉及排放減量的工作，技術要求與需求資源

相對較低。 

(二)自願減量：各產業減量潛力不同，減量的模式考量包括基準

年、目標年、總量減量、密集度減量，因此減量目標設定亦因

產業而異。 

(三)自願交易：涉及排放量盤查、登錄、減量、驗證、交易等工作，

技術要求與需求資源相對較高。 

三、協議雙方的權利義務 

(一)查核機制：廠商承諾的工作須有查核機制，包括溝通連絡、計

算標準、申報方式、查核期限、獎懲措施等，以確保協議的執

行績效。 

(二)協助資源：管理方須明確列出可以提供的協助與資源項目，包

括技術諮詢、工廠輔導、財稅誘因、利益認定、保護承諾等，

以確保廠商執行的績效。 

(三)參與權益：管理方須提供保護機密的承諾、容許退出的機制。 

四、其他特殊條款 

(一)協議定位：協議的法律定位、與其他法規的協調。 

(二)特殊狀況：指定的參考準則，以及有效期間發生特殊狀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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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原則。 

最後，對於自願減量協議之內容，於是雙方由於協商之結果，

亦本於互信互諒的誠信原則，不同於法令管制的推動即要立竿見

影。因此，應採取短、中、長期的實施策略，一步一步修正慢慢

達成目標，建立雙方共識，以能和諧的完成任務。 

1-4 環境夥伴關係 

環境夥伴(Partners for the Environment)計畫是一種非法規約

束(non-regulatory)、非限制的(non-confrontational)、並且是出於自

願意志之環境改善方式。環境夥伴計畫之所以能奏效，並且成為

環境政策的主流，主要特點為：具彈性(可自定目標或與政府議定

目標)，不會造成對立，並且可節省大量的為了符合法規所需得人

力及財力成本，而且更可以為自己塑造良好環保企業的形象等。

這種方式對於政府、企業及環境均可以有好處。由於夥伴關係之

應用很廣，早在 1997 年相關污染防治計畫中就已被廣泛的應用，

而主要可依參加者來區分計畫，在本節中將就國際上現有的溫室

氣體減量夥伴關係中，列舉各 2 個政府與民間夥伴，以及國際共

同減量夥伴關係進行彙整以供參考。 

一、政府與民間夥伴 

(一)澳洲溫室挑戰計畫-（Australian Greenhouse Challenge） 

澳洲溫室挑戰計畫是由澳洲政府及產業於 1995 年共同推

動的自願性溫室氣體減量計畫，所有參與組織可藉著與政府部

門簽定減量協議的方式，持續採取減量行動並報告減量成效。

建立行動計畫的目的在於： 
1.從住宅以及工業部門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2.從廢棄物管理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3.建立溫室氣體匯(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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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展管理系統以量測、監測並推動溫室氣體減量 
自 2004 年起，澳洲政府提出強化溫室挑戰計畫(Greenhouse 

Challenge Plus)，持續推動澳洲政府及產業之間的合作減量模

式，並由環境與文化遺產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下設的澳洲溫室管理局(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 
AGO)進行計畫管理工作。執行此計畫的目的包括：削減溫室氣

體排放量、提升能源效率、於商業決策中整合溫室相關議題，

並且提供一致性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 
目前參與這個專案的公司，包括澳洲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

產業，其中鋁及水泥製造業者全部都參與，98%的油氣業者和

91%的煤礦業者也都加入其中。根據 1999 年澳洲首相的聲明文

(Safeguarding the future: Australi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當年已有 100 家各種不同產業的企業簽署參與此計

畫，而這些企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總澳洲排放量的 45% 。
此計畫為澳洲企業節省成本、提高生產力，並建立企業在減低

全球暖化威脅的競爭優勢和做出貢獻。目前本計畫參與者，主

要來自國內各州、省、鄉村、都市，以及工業部門。截至 2005
年 2 月，共有 780 個組織會員加入，詳細會員名單請參考澳洲

溫室挑戰計畫網頁 (http://www.greenhouse.gov.au/challenge/ 
members/index.html)。 

對於參與的產業來說，其職責主要在於估算及監測排放情

形、持續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及匯進行管理，並對外界傳達其最

大可行的減量程度，另外，每年應針對溫室氣體排放及減量行

動提出年度執行報告，以及報告有關進行獨立驗證的相關事

項；政府部門則需針對所有有助於此計畫執行的方法，提出經

認可的發展執行策略，並提供相關行政及技術支援予所有產

業。而所有參與者皆可參考由 AGO 出版的指導手冊，選擇排

放量推估方法以及可供計算排放量的排放係數，亦可參考由

WRI 及 WBCSD 出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提供之相關

計算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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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從 1995 年推行此計畫以來至 2000 年之間，GDP 成長

21%、人口成長 6%，相對應的電力溫室氣體排放成長了 31.4 Mt 
CO2-e 或 22.8%排放量，然而同時期的工業末端業界溫室氣體

排放只成長了 2.1 Mt CO2-e 或 1.6 %的排放量，油氣業、水泥

及煤礦業的溫室氣體排放更呈現負成長。2000 年的數據顯示，

因為該計畫的實施使得澳洲整年減少 23.5 Mt CO2-e (equivalent)
或 16%的排放量，電力生產也減少了 5 Mt CO2-e 或 3%的排放

量。 
澳洲政府為協助產業投入二氧化碳減量工作。澳洲政府並

指示工業部所管轄的三個單位，專責成立一個單一窗口，扮演

與產業界、工會的溝通橋樑。採「自願」參與二氧化碳減量排

放之產業或企業，可以接受政府的輔導計畫及專家諮詢服務。

這種澳洲政府、溫室挑戰計畫的單一窗口及參與之產業或企

業，形成所謂「夥伴關係」，使得「溫室挑戰」計畫的執行，

更為有效率。我國可以澳洲為借鏡，讓業者「自主性」參與，

以利產業自動調整提升競爭力，達到環保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

標。相當值得我國相關單位參考應用。 

(二)日本經團連計畫 

為因應京都議定書有關溫室氣體減量的要求，由日本產業

界組成的日本日本經濟團體連合會 (Japanese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經團連 Keidanren)，自 1997 年起，開

始針對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工作，規劃研擬產業界(包括配銷、

運輸、興建、外貿、產物保險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自願性減量行

動方案，稱為「環境自主行動計畫」，由當時的 37 個行業 138
個產業組織共同參與，以最具有成本有效的方式執行，並設定

減量目標逐年檢討減量成果；透過自願減量計畫的執行，預計

將於 2010 年前將日本工業及能源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回復

到 1990 年水準以下。 
經團連所採取的自願行動方案，是屬於產業自發進行溫室

氣體減量的方式，在執行上，由產業自行提出各自訂定的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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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推動自主性的減量行動，而非透過經團連與產業簽定協

議的方式進行減量目標分配；由於此方式係屬產業自發的減量

行為，因此廠商若未能達成減量目標，實務上並無相關處罰機

制。 

二、國與國合作減量夥伴 

(一)亞太潔淨發展與氣候合作夥伴計畫(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 Climate)-六國聲明 

由澳洲、美國、日本、大陸、印度、南韓等六國於今年七

月簽署之「亞太潔淨發展與氣候合作夥伴計畫」，為在京都議

定書之外另外建構一個縮減溫室氣體的新多國協定，其目標在

於發展對環境友善的能源科技，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六國

加起來，其在 GDP、人口、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占

全球 47.9%（2000 年為基準））皆超過或接近全球總量的一半，

這個協定有要和京都議定書分庭抗禮的希望。澳洲和美國至今

拒絕簽署京都議定書，理由之一是議定書將中國和印度列為開

發中國家，暫時不受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管制。南韓已經簽署京

都議定書。美澳認為，就拯救氣候而言，京都議定書的做法不

宜，已開發國家必須創造並推行現代科技為手段，在此計畫中

來協助中國和印度等對能源大量需求的亞太國家，減少排放溫

室氣體。 
「亞太潔淨發展與氣候合作夥伴計畫」將建立在現存技術

共用雙邊協議的基礎上，也沒有設定《京都議定書》那樣對排

減量的執行標準和特定時間表。據悉，新協議的六方定於今年

11 月在澳洲召開首次會議。因此，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將分

為歐洲主導的《京都議定書》和美國主導的“六國共同體”等兩

大體制。而美強調這項協定的目的是補充而非取代《京都議定

書》開發清潔有效能源。六國在聲明中表示將致力於開發清潔

有效的能源，以滿足日益增長的國際能源需求並減少溫室效應

以及大氣污染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聲明計畫設立相關機構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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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各國在能源效率、清潔煤炭、液化天然氣等方面的合作，同

時鼓勵私營企業參與。聲明還決定就各國在該領域達成的共識

和實施措施制定具體的協定。 
由於氣候變化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解決氣候變化問

題的實質是實現永續發展，其關鍵是實現技術創新、轉移，推

廣與務實的國際合作。而此一協議不具約束力，也沒有制定執

行機制，協定的要點是六國合作研究和發展污染程度較低的能

源，包括更為清潔的煤、核能、風力、太陽能等以及向發展中

國家進行技術轉移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六國也將自行制定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並非要求強制執行，而且是私人部

門的投入”，以及分享增加能源效率、降低污染的科技。 

(二 )碳封存領導論壇 (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 
CSLF)  

碳封存領導論壇(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 
CSLF)是一國際性組織，其主要任務在發展具經濟競爭力的

CCS 相關技術並確保相關技術的國際流通性。CSLF 由美國、

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哥倫比亞、法國、德國、印度、

義大利、日本、墨西哥、挪威、蘇俄、南非、英國等 16 個國家

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所共同組成，2003 年 6 月

舉行第一次部長級會議並簽暑憲章(charter)。CSLF 目前推薦 10
個主要研究計畫（如表 6 所示），進行 CCS 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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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O2捕獲與地質封存國際研究計畫一覽表 
The CSLF has nominated 10 Projects

US, Canada and JapanUS and CanadaWeyburn II CO2 Storage Project 

Canada and USCanadaITC CO2 Capture with Chemical Solvents

US and AustraliaUSFRIO Project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Germany

European 
Commission

CO2SINK 

Norway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NorwayCO2STORE

Japan and USJapanCO2 Separation from Pressurized Gas Stream

UK, Norway, Italy and USUKCO2 Capture Project (CCP) – Phase 2

France and NorwayEuropean 
Commission

CASTOR (European Commission)

Canada and USCanadaCANMET Energy Technology Centre (CETR) 
R&D Oxyfuel Combustion for CO2 Capture 

Canada, US, UKCanadaARC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 Project

SponsorsLocationProject

US, Canada and JapanUS and CanadaWeyburn II CO2 Storage Project 

Canada and USCanadaITC CO2 Capture with Chemical Solvents

US and AustraliaUSFRIO Project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Germany

European 
Commission

CO2SINK 

Norway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NorwayCO2STORE

Japan and USJapanCO2 Separation from Pressurized Gas Stream

UK, Norway, Italy and USUKCO2 Capture Project (CCP) – Phase 2

France and NorwayEuropean 
Commission

CASTOR (European Commission)

Canada and USCanadaCANMET Energy Technology Centre (CETR) 
R&D Oxyfuel Combustion for CO2 Capture 

Canada, US, UKCanadaARC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 Project

SponsorsLocationProject

Source: Summaries of Projects, CSLF, Second Ministerial Meeting, September 13-15 2004  
 
資料來源：Lloyd, A., Coal and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APEC Business and 

Climate and 2nd Asia Region Climate and Energy Workshops 

 

1-5 總結 

溫室氣體減量對我國來說，並無立即的減量目標的要求，而

受到京都議定書約束的國家，依《京都議定書》規定，到 2010
年，所有工業化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 6 種溫室氣體的數量，要

比 1990 年減少 5.2％，開發中國家雖暫無減量義務。對已開發國

家說來，從 2008 年到 2012 年必須完成的削減目標是：與 1990
年相比，歐盟需減 8％、美國需減 7％、日本需減 6％、加拿大需

減 6％、東歐各國需減 5％～8％。新西蘭、俄羅斯和烏克蘭則不

必削減，可將排放量穩定在 1990 年水準上。議定書同時允許愛爾

蘭、澳大利亞和挪威的排放量分別比 1990 年增加 10％、8％、1
％。然而在即將展開談判的第二承諾期的減量責任，將會以開發



附錄 A 參與自願減量與建立夥伴關係 

 

附 A - 26 

中國家是為實施重點。 

現階段我國工業部門主要以建構盤查登錄能力為主，輔以實

施自願減量；同時，許多工業化國家在實施法規管制前，均試行

推動自願減量措施，讓廠商學習自我管理之道，並從中瞭解減量

的方式與問題，我國產業宜在政府輔導推動下參與自願減量協議。 

在國際減量合作上，我國亦可嘗試與其他非締約國，研擬雙

邊合作及自願性交易之可行方案。未來政府如欲推動參與國際溫

室氣體排放交易，可結合企業界的能力與資源，成為公私合夥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此為國際間推動永續發展之最新趨

勢，也可能是未來我國突破國際困境的重要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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