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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淹沒了低海拔地區，助

長了極端氣候，造成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熱浪、乾旱、

森林大火、暴雨、洪災、暴雪等天災造成嚴重災情，

對人類生命及財產損失慘重。 

     另外也引起大規模物種的滅絕、糧食危機及水資

源匱乏，引起全球經濟的危機，甚至引起國際上因

爭奪資源導致政治上的爭議等。 



貳：歐美國家因應措施 



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1.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蔡玲儀處長，我國碳定價現況與規劃策略簡報第2頁，110年10月1日。 



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2.主要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蔡玲儀處長，我國碳定價現況與規劃策略簡報第3頁，110年10月1日。 



二、國際氣候變遷會議肇始於1992年5月於聯合國總部通過《聯合

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並於同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第一次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COP21 

資料來源：林子倫，從能源轉型到淨零轉型：我國邁向淨零碳排的規劃與策略，簡報第5頁，110年10月1日。 

 



三、國際氣候政策新倡議：淨零(Net Zero emissions)轉型 

1.歐盟在2019年提出2050年達到碳中和目標後，在全球帶動淨零討論的雪球效應，全球 

已有130多個國家宣示或規劃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2.RE100：再生能源電力百分百 

 

 

 

 

 

 

 

 

 

 

 

 

 

 

 

 

 圖片來源：RE100 



參：台灣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一、主要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蔡玲儀處長，我國碳定價現況與規劃策略簡報第3頁，110年10月1日。 



二、我國2018年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資料來源：溫管法產業因應小組修法研商建議，工業總會簡報第5頁 

 

以直接+間接排放計算之排放占比 以直接排放計算之排放占比 

電廠、製程、
設施或車輛等
直接燃燒燃料
所產生之排放 

來自使用外購
電力或蒸汽等
能源所間接產
生之排放 



三、各國2019年電力係數比較 

 

 

 

 

 

 

 

 

 

 

 

 

 

 

 

 

 

 

 

        

        資料來源：EMISSION FACTORS 2020, IEA 

 

 

 

 

 

 

 

 

 

 

 

 

 

 



四、108年製造業直接+間接排放量分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蔡玲儀處長，我國碳定價現況與規劃策略簡報第13頁，110年10月1日。 



五、108年製造部門排碳概況 

 

 

 

 

 

 

 

 

 

 

 

 

 

 

 

 註：2019年排放量下降主要受生產指數及電力排放係數下降影響；2018年0.533，2019年0.509 

 資料來源：2021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110年9月)，工業局整理。 



肆：無法迴避的碳價及責任 



一、RE100 

 

 RE100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300家企業成員，參與企業包括科技巨

擎 (Apple、Google、Facebook、HP)、金融業 (高盛、瑞士信

貸、花旗銀行)、食品飲料 (Walmart、Coca-Cola、Starbucks)、

服裝流行業 (Nike、Burberry、H&M)、美妝保養產業 (Unilever、

P&G、Johnson & Johnson、Estée Lauder、L’OCCITANE Group)

等，皆為國際具影響力的企業體，不僅本身大量採用再生能源，

同時也向其供應鏈施加壓力、要求減少產品或服務的碳足跡。 



二、國際間淨零排碳時程 

 

 

 

 

 

 

 

 

 

 

 

 

 

 

 

          資料來源：呂正華局長，如何盤點資源並協助中小企業共同因應與面對，簡報第5頁，110年10月1日。 



三、淨零排碳具體作法 

 

 

 

 

 

 

 

 

 

 

 

 

 

 

 

 資料來源：呂正華局長，如何盤點資源並協助中小企業共同因應與面對，簡報第4頁，110年10月1日。 



四、台灣RE100 

 近年來 RE100 的環保永續理念也吹進了台灣，目前 RE100 於台灣具營

運活動的會員超過百家以上，其中，台灣總部會員共計13家，依加入順

序為: 大江生醫、科毅、歐萊德 、葡萄王、台積電、菁華工業、台達電、

佐研院、宏碁集團、聯華電子、金元福、華碩、美律實業。 



五、碳邊境稅(出口碳關稅CBAM) 

 1.依據歐盟規定，為了促進企業採取降低碳排措施，位於歐盟的企業必須為其製造產品過程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購買「碳排許可額度」（emission permits），這筆成本會加諸於產品，提高產品價格。但如

此一來，歐盟可能會面臨以下風險：由於許多國家並未對企業實施類似減排政策與規定，歐盟境內如

鋼鐵、水泥等高碳排產業為了規避高成本，便可能將工廠遷移到海外其他氣候法規較寬鬆而減碳不力

的國家，再將低價產品出口給歐盟，這不僅打擊歐盟境內產業，產生不公平競爭，更削弱氣候政策。

因為這些海外生產據點迴避了減排的規範，可能排放等量或更多的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不

減反增，對整體氣候變遷形成不良影響。此現象適用所有國家，並不限於歐盟。 

 美國宣布將加入徵收碳稅行列，時程將比歐盟早，預計2024年上路。屆時，美國本土生產的產品，以

及進口產品，碳含量低於基準線無需繳稅，但若碳含量超過基準線，超出部分徵收每噸55美元（約

1650元新台幣）碳稅。 



 

 

 

 

 

 

 

 

 

      

     問題點： 

 1.出口產品之產品別涉及上下游業者碳足跡，盤查、第三者認證及時程，如何與國際接軌? 

 2.將來有關進口商繳納之邊境稅，應如何折抵國內已繳納之碳費? 

 3.鋼鐵公會應進一步統計出口廠商別、出口地區別、稅則號別資料。 

2.台灣鋼鐵業面臨碳邊境稅的問題 



六、國際碳交易制度 

1.歐盟目前已有相當成熟碳交易制度， 2020 年全球碳交易總額超過 2仟億美金，而歐盟就占了其中八

成。美國為全球第二排碳國，目前尚無碳交易的制度，中國為第一大排碳國，預計2021年6月開始執行

全國性碳交易系統，預計將會有1,960億元的市場規模。 

2.國際碳交易又可作期貨交易成為金融商品，未來隨著2050年碳中和逼近，國際金融巨鱷，炒作碳權，

產業界將陷入未知風險的投機市場。 

 

 

 資料來源：網路財經M平方/ICE-碳排放權(EUA)期貨價格 

   



 

 

 

3.在2021 年 10 月 18 日張子敬署長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我國不是

UNFCCC( 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 的簽約國，有關國際上的碳權交易對台灣減碳

並沒有幫助，除非在此方面能有突破，否則不會有碳權轉換成金融商品。 

4.綜上所述，就算國際碳權市場再大，光是把碳權或期貨交易炒熱，價格暴起

暴落，二氧化碳不會憑空消失，真正的減碳必須務實面對生產製程，採用最佳

節能減碳製程，設備合理化朝低碳製程發展，並將產業升，朝高科技附加價值

方向發展，一方面節能減碳，一方面提升產業競爭能力，以及以再生能源取代

化石燃料，碳權只是配角，不應本末倒置。 
 

 

 

 

 

 

 

 

 

 



伍：我國政府推動淨零排放組織及機制 



一、我國啟動淨零排放路徑評估 

 

 

 

 

 

 

 

 

 

 

 

 

 

 

 資料來源：我國邁向淨零碳排的規劃與策略，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子倫，簡報第26頁，110年10月1日。 

 

 

 

 

 

 

 

 

 

 

 

 



二、擴散執行機制 

 

 

 

 

 

 

 

 

 

 

 

 

 

 

 資料來源：我國邁向淨零碳排的規劃與策略，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子倫，簡報第26頁，110年10月1日。 



三、我國現況-淨零承諾 

 溫管法減量目標規劃（基準年2005，民國94年) 

         第一期目標： 2050年較基準年減2% 

         第二期目標： 2050年較基準年減10% 

         法定目標：2050年較基準年減50% 

 2021年進行溫管法修法，研擬淨零排碳入法（修正中）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2021/ 04/ 22)。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056 

 



陸：我國電弧爐煉鋼業淨零排碳路徑 



一、國際鋼鐵產業淨零路徑-日本 

 

 

 

 

 

 

 

 

 

 

 

 

 

 

 
資料來源：日本鋼鐵聯盟(JISF) 



二、國際鋼鐵企業淨零路徑 

資料來源：Tokyo Steel、Nucor 

 



三、臺灣鋼鐵產業鏈減碳策略地圖 

 

資料來源：鋼鐵產業2030減碳路徑規劃簡報，經濟部111年8月9日。 

 



四、豐興鋼鐵104年-109年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1.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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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豐興淨零排碳路徑-2050 

 燃料替代：以碳中和天然氣或氫能取代現有天然氣。 

 以零碳排生質碳取代煉鋼製程所需之焦碳。 

 電爐改為ECOARC™，能耗自400降至300 kwh/ ton 鋼胚。 

 負碳技術含煙道碳捕集、地底封存或其他新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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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台灣能源政策 



一、台灣電力消費及供應現況 

 

 

1.民國110年部門別電力消費量及占比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民國111年5月版 



2.民國110年全國發電量及占比(燃料別) 

註1：全國總發電量係為毛發電量，包括台電系統及自用發電設備的自用電量。 

註2：百分比加總存在小數進位誤差。 

註3：發電量成長幅度約3.9%，低於電力消費成長的4.5%，主要係發電量在扣除發電端的廠用電量及電能輸送損失後即為用電需求，在分母
減少下計算成長增幅即較發電量增幅為高。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統計月報，民國111年5月版 

 



二、台灣電源配比 

1.目標與實踐 

資料來源：梁啟源教授，台灣能源轉型與零碳政策之問題與建議，簡報第6頁，2022年 8 月 9 日工業總會理監事會議演
講。 



2. 2022-2028年我國備用容量率岌岌可危 

資料來源：梁啟源教授，台灣能源轉型與零碳政策之問題與建議，簡報第6頁，2022年 8 月 9 日工業總會理監事會議演講。 

註：梁啟源教授依各種情境估算備用容量率。 



3. 備轉容量率燈號說明 

 



三、2050台灣淨零路徑規劃 

1.階段里程碑 

資料來源：環保署淨零轉型與溫管法修正辦理情形簡報，2022年6月4日。 



2.電源配比推估 

 

資料來源：經濟部「2050淨零排放工作重要課題與後續辦理規劃」簡報， 2021年3月26日。 



 

 

捌：世界各國重新思考核能的定位 
 



 自從俄烏大戰及中美貿易戰之後，造成天然氣及煤炭價格在今年創下

歷史的新高，以及能源隨時中斷的危機之下，電價激漲，高通膨引起

物價不斷飆升，又因疫情關係經濟衰退，失業率增加，在美國竟然有

六分之一家庭拖欠水電費。再加上碳中和對抗氣候變遷的壓力，歐美

過去因福島核災「去核」的政策，出現了急轉彎，讓人民重新思考核

能-不排碳又穩定的能源。 

 

 根據最近新聞報導，日本對重啟核電民意支持度已突破六成，韓國政

府國務會議也通過2030核電占比要提高30%，另外法國未來幾十年打

算新建14座大型核電廠，英國、捷克、波蘭和其他國家也計畫建造新

核電廠，同時德國原計畫關閉的三座核電廠也在規劃延役。 

 

結論 



 2022年7月6日歐洲議會投票通過歐盟提案支持將天然氣及核能列為環境

永續的綠能，可讓歐盟穩定朝氣候變遷的目標邁進。 

 IEA國際能源署今年夏天發佈報告「延長核電廠壽命，是2050年前實現

淨零排放的成本效益途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台灣電力供應面臨「非核家園」即核電即將退場，燃煤電廠有如過街老

鼠，天然氣發電又因三接外移接受站延宕，儲存量僅能10-14天左右，再

生能源風電、太陽能又受季節及天候影響，為非穩定基載，面對台電、

中油大幅虧損，政府如再不願面對電價調漲，供電不穩定的情形，未來

如發生斷電、停電，影響產業發展及民生用電，將造成怨聲載道，民怨

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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