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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形成的碳市場

2. 碳信用抵換機制形成的碳市場

3. 國外機制下取得碳權之可能性

4. 企業觀點下的碳權用途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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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工具與「碳權」之間的關係

直接碳定價工具

強制性機制

自願性機制

1.排放交易機制

2.碳環境稅費

3.碳信用抵換機制

企業內部碳定價

排放許可

碳信用額度

這二個機制會產生我們
習慣講的「碳權」，但
其實內涵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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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形成的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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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 System）」是由政府對

納管對象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設定一個上限，並發行在一定期

間有效、以排放總量為上限之排放額度(allowance)；接著政府

將排放額度以免費、配售或拍賣的方式核配給納管對象。

2. 「總量管制排放交易」是強制性的（被管制者一定要達到被賦

予 的 排 放 目 標 ） ， 其 流 通 的 市 場 稱 為 強 制 性 碳 權 市 場 

(regulated market)。

類型一：強制性機制(ETS)形成之碳權 - 排放額度(Allowance)

臺灣現況：法有授權, 但尚未規劃執行。

交易方式：

若一個排放源欲取得額外的碳權，可透過二種方式進行交易

來取得。

◆ 參與主管機關所辦理的拍賣取得；

◆ 在主管機關所指定的交易平台上，透過市場機制來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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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一：強制性機制(ETS) –國際間實施情形

加拿大

美國

墨西哥

哥倫比亞

巴西

智利

歐
盟

蒙特內哥羅

塞爾維亞
土耳其

哈薩克

巴基斯坦

中國

俄羅斯

南韓

日本

台灣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

紐西蘭

已實施／
排程實施

共：11 國+歐盟 研議中 共：16 國
(不含已具國家級ETS者)

英國

烏克蘭

- 電力業

- 排放量高

☆澳洲

歐
盟
27

23％

奈及利亞

加彭

波士尼與
赫塞哥維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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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彙整自World Bank資料庫(2023.7.5下載)

單位：USD/tCO2e

>60%

<40%-60%

20%-40%

<20%

機制覆蓋之排放量占
該地區總排放量比例

類型一：強制性機制(ETS) –ETS之平均碳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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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 carbon price tops €100 a tonne for first time | Financial Times (ft.com)

2020年平均是24歐元

2022年：80-100歐元

2021年自30歐元
逐步提昇至80歐元

歐盟的排放權價格走勢

Phase 4Ph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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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b.europa.eu/pub/economic-bulletin/focus/2022/html/ecb.ebbox202203_06~ca1e9ea13e.en.html
https://www.ft.com/content/7a0dd553-fa5b-4a58-81d1-e500f8ce3d2a


碳信用抵換機制形成的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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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orld-kinect.com/Customer-Solutions/Sustainability-Solutions/Offset-Carbon-Emissions

1. 非受到強制性管制的排放源，可以設計及

執行減量專案；待實施並得到具體減量成

效後，可申請碳權 (減量額度/碳信用額度)，

它的本質是減量成效的認證。例如聯合國

CDM、臺灣的抵換專案，即是屬於此機制。

2. 此 機 制 下 的 碳 權 通 常 叫 減 量 信 用 額 度 

(credit) ，而交易此一額度的市場，即為自

願性市場(VCM)。

臺灣現況：現有機制推動中

投資讓「非管制對象」
執行減量計畫

取得減量額度 
(credit)

• 管制對象用取得的
減量額度(碳權)來
抵換排放量以避免
減量目標無法達成。

• 或做自願性碳中和。
• 應用不同的減量技

術來減少排放
• 成效必須經過認證。

• 有意願獲得碳權者

交易方式：

◆ 直接投資特定減量專案，待該專案取得額

度後，可依約定的價格取得碳權。

◆ 透過市場機制來購買額度。在實際執行時，

可以向中介商洽詢購買、或是透過國際上

不同的獨立交易平台來購買。

類型二：自願性機制(voluntary)形成碳權－減量額度(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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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民間機構

核證減排標準 (VCS)
黃金標準 (GS)
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 (CAR)
美國碳註冊登記簿 (ACR)

3 區域、國家和地
方主管機關
目前國際上共有29個執行
中的機制 (含臺灣抵換專案)

1
聯合國

清潔發展機制 (CDM)
*(已不接受新案)

後續機制-國際間可轉讓減緩成效 
(ITMO) (巴黎協定第六條)

排放源自願碳中和 協助國內/區域內減量國際協定遵約用途

樣態

誰來發碳信用額度：三種不同的「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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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台灣案場不能申請

買：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碳權

• 聯合國《京都議定書》下授
權成立的碳信用機制。

• 只有《議定書》的締約方可
以申請。

• 目前已暫停接受新案的申請 
(因《議定書》已於2020年到
期), 但已通過的案子可持續領
取減量額度。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1)1.聯合國所成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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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學類型(Scope)：

依15類區分總計221項方法學

http://jcm.ekon.go.id/en/index.php/content/MTU%253D/sectoral_scope

能源
工業

能源
輸配業

能源
需求業

製造
工業

金屬
製造業

溶劑之
使用

建築業
化學

製造業

來自鹵化物及
氟硫化物製造
之使用之逸散

來自燃料之
逸散

(固體、油及氣體)

礦業 運輸業 造林及植林 農業
廢棄物處理

及處置

15類別
(Sectoral Scope)

CDM Methodology Booklet

1.聯合國所成立的機制（續）

13

總計
99國

中國
48%

印度
21%

巴西4%

其他國家(95個)
24%

1,828

越南3%

其他國家…

◼ 註冊件數：

7,884件 (僅計通過數)

資料來源-https://www.cdmpipeline.org/

◼ 核發額度(截至2023.09)：

3,696案、共24.19億噸CO2e

https://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ocument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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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dm.unfccc.int/

組織 架構及審核
體系、規則

可使用的方法學

已通過專案資料
搜尋

已核發額度
紀錄清冊

1.聯合國所成立的機制（續）

https://cdm.unfccc.int/


賣：台灣案場可以申請

買：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碳權
• 是由國際上獨立的機構所成立及運作。

• 沒有參與身份的排除條款, 只要使用正確的減量方法學皆可申請。

• 黃金標準 (GS)：特別重視共伴效益, 與SDGs連結；VCS：目前世界上最主要核給REDD+類型碳權的機制。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1)

2.跨國獨立機構所成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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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CSD註1與IETA註2設立
之認證基準

WWF註3等國際環境
NGO設立之認證基準

私部門自願型計畫認證，
供美國加州排放交易使
用

源於美國加州氣候行動
註冊處，可於美墨使用

機制說明

(VCS / Verra)

(GS)

(ACR)

(CAR)

註1.WBCSD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2.IETA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3.WWF世界自然基金會

方法學涵蓋領域
(Sectors covered)

額度量及件數資料來源：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Dashboard - Climate Focus
方法學涵蓋領域：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2

農業

CCS

能源效率

林業

燃料轉換

逸散性排放

工業氣體

製造業

土地利用

再生能源

運輸業

廢棄物

藍碳

申請新減量方法時的
重要參考來源機制名稱

2.跨國獨立機構所成立的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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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imatefocus.com/initiatives/voluntary-carbon-market-dashboard/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7455/9781464818950.pdf?sequence=10&isAllowed=y


3.各國/區域主管機關推動的機制

29 執行中

7 開發規劃中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3) , 2022年增加俄羅斯薩哈林洲先期額度機制；2023年增加印度及印尼研擬機制中

台灣抵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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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計有16國實施共29項碳額度機制；另有7項機制研議中*

◼ 依據國別及核發類型概略區分如下表：

資料來源 -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 Up-to-date overview of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worldbank.org)、 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2
*研議中機制-智利、印度-太平洋碳抵換機制、墨西哥、印尼、印度、加拿大Nova Scotia及Kazakhstan

項次 國別 森林碳匯 類抵換專案 類抵換專案(跨國) 總計

1 澳洲 1 1

2 加拿大 4 4

3 中國
2

(福建/北京林業)
4 6

4 哥倫比亞 1 1

5 日本
1

(埼玉縣林業)
3

1
(JCM)

5

6 哈薩克 1 1

7 南韓 1 1

8 南非 1 1

9 西班牙 1 1

10 斯里蘭卡 1 1

11 瑞士 1 1

12 台灣 1 1

13 泰國 1 1

14 美國 2 2

15 英國 1 0 1

16 俄羅斯 1 1

總計 3 22 1 29

日本琦玉縣

6.4 百萬噸 台灣抵換專案

12.41 百萬噸

2021年專案註冊
與額度核發量

核
發
額
度
量(M

tC
O

2 e
)

額
度
機
制

專案註冊數

3.各國/區域主管機關推動的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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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arbon_crediting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7455/9781464818950.pdf?sequence=10&isAllowed=y


國內外專案註冊件數及額度核發量

機制分類 聯合國 國內機制 跨國獨立機制

機制項目 CDM
截至111.07.01

我國抵換專案
截至112.7.5

VCS
截至111.11.24

GS
截至111.11.24

CAR
截至111.7.28

ACR
截至111.7.28

方法學 221項
CDM(221)+
本土(35)

72項
+CDM(221)+

+CAR
26項+CDM(221) 22項協定

17項協定
+CDM(221)

註冊件數
(僅計通過數)

7,884件 92件 1,870件
1,954件

(僅list不計)
739件 542件

核發額度

◆ 3,387案

◆ 共21.89億
噸CO2e

◆ 24案

◆ 共0.24億噸
CO2e

◆ 1,522案

◆ 共10.09億
噸CO2e

◆  1,283案
◆ 共2.36億噸

CO2e

◆ 586案
◆ 共1.78億噸

CO2e

◆ 420案
◆ 共2.17億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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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額度的價格變化觀察

• 雖然所有類別的交易所信用額度價格
均下跌。不同類別的下跌程度不同，
其中以自然類信用額度的下跌最為嚴
重，從高點約16美元下跌至年底不到
5美元。

• 儘管交易所信用額度價格下跌，但
Ecosystem Marketplace對場外市場
的選定參與者的初步分析表明，這些
參與者的平均價格實際上增加了超過
70%，達到6.83美元 (註：這裡指的
是透過OTC交易的價格會比在交易所
中的交易價格來得高）。

資料來源：WB (2023)

• 企業願意付多少代價減碳？

• 都是一噸碳，價格怎麼會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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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平均價格的概況：不同技術類型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 (2021)

除碳 (removal)

減碳 (reduction)

資料來源：Ecosystem Marketplace (2022 Q3)

價格
近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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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碳權價格的作法：以GS植樹造林減量專案為例

https://www.goldstandard.org/

生物多樣性 工作機會創造 減少碳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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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rketplace.goldstandard.org/collections/projects/products/plant

ing-biodiverse-forests-panama和SDGs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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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rketplace.goldstandard.org/collectio

ns/projects/products/bauminvest-bauminvest-

reforestation-project

和SDGs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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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碳權漂綠之行為
使用碳權抵減，而未自身內部減量

碳權漂綠
碳抵換額度的品質不一

• 當公司或企業不優先考慮內部減量、而直接使用碳權抵減來做為碳中和、或 

淨零等類似的環境聲明時，將被視為漂綠的行為。

• 碳權制度雖然可以提供企業誘因來投資減量行為，以符合企業成本效益之考

量。然而，當企業利用碳權來實現所有或大部分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而非減

少自身碳排放的情形下，將導致企業繼續從事高碳排活動。因此建議企業不

應使用碳抵換為主要減量措施，應先積極採取內部減量行動，再以碳抵換作

輔助工具。

• 即使公司或企業優先採取內部減量行動，再以碳權抵減，但若所使用之碳權，

其來源未具有實質減量效果，仍將被視為漂綠的行為。

• 碳權品質差異大，其中可能出現高估和重複計算減量效益、缺乏外加性、永

久性和精準計算減量等重大風險。因此，建議企業使用碳權抵減時，應使用

來自具有實質減量措施之碳權，且詳細說明碳抵換量的來源、所採用的方法

等詳細資訊，確保抵換的完整性和正確核算。

資料來源：碳抵換指引（Carbon Offset Guide），以及歐盟「綠色聲明指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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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Verra 超過90%的雨林碳額度毫無價值

26

• REDD+（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亦即減少因不當伐林與森林退化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 VCS目前為全球主要核給REDD+類型碳權之自願減量機制。

調查發現如下：

• 只有少數Verra雨林保護計畫具減少森林砍伐之證據，而近94%的信用

額度對於氣候並沒有好處。

• 知名企業Gucci、Salesforce、BHP、殼牌、easyJet等數十家企業和組

織，已購買經由Verra核准的用於環境聲明的雨林保護項目碳額度。

• 《衛報》參觀位於秘魯的雨林項目，當地居民聲稱房屋被警察毀壞，並

受到強制驅逐，顯示嚴重的人權問題。

• 2022年劍橋大學對於40個Verra項目的研究發現，雖然一些項目已阻止

一些森林砍伐，但面積非常小；其中僅四個項目就占受保護森林面積的

75%。Verra雨林項目森林損失的基線情境，被誇大了約4倍。

資料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3/jan/18/revealed-forest-carbon-offsets-biggest-provider-worthless-verra-aoe

• 2023年3月，Verra已承諾在2025年7月前廢除其雨林保護項目，並為防

止森林砍伐制定新的規則與評估系統。

2023年1月，英國《衛報》、德國《時代》周刊及非營利性新聞組織

Source Material對於Verra的雨林保護項目進行為期9個月的科學分析，發

現超過90%Verra雨林保護項目之碳額度，並不代表實質減碳。



減量額度市場參與者 資料來源：BNEF

供  給

需  求

標準
制定者

交易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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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的要求：IC-VCM  CCPs 核心碳原則
(於112/４/2４發表)

28

核心碳原則（The Core Carbon Principles，CCPs）

資料來源：https://icvcm.org/the-core-carbon-principles/

01. 有效率的管理
02. 追蹤
03. 透明度
04. 健全的獨立第三方驗證

05. 外加性
06. 永久性
07. 健全的減量與移除量計算
08. 減量效益沒有重複計算

09. 對永續發展之好處與保障
10. 對淨零排放的貢獻

A.管理

C.永續發展

B.排放影響

• 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The 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IC-VCM）提

出《核心碳原則》（The Core Carbon Principles, 

CCPs）。

• 主要目的在建立高品質之碳信用額度標準原則, 

CCPs是一整套相互關聯的原則，且針對不同類型

的碳信用額度，提供評估之方式、資訊及指導原則。

• 評估框架規定：

1) 碳信用額度計畫經CCPs評估，符合者可取得

“CCP-Eligibility”之標籤。

2) 已開設評估申請網站，未見提出評估申請需要

費用，外媒預計年底會有首批額度取得標籤。



供給面的要求：評級機構

GHG Rating

SDG Rating

新加坡CIX

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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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機制下取得碳權之可能性
/ 03



2
國際民間機構

核證減排標準 (VCS)
黃金標準 (GS)
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 (CAR)
美國碳註冊登記簿 (ACR)

3 區域、國家和地
方主管機關
目前國際上共有29個執行
中的機制 (含臺灣抵換專案)

1
聯合國

清潔發展機制 (CDM)
*(已不接受新案)

後續機制-國際間可轉讓減緩成效 
(ITMO) (巴黎協定第六條)

台灣案場不能申請 除非台灣政府允許CA
不然其他機制不會有興趣

日本環境省宣佈與吉爾吉斯簽訂JCM協議，成為第27
個參與JCM的國家，「兩國政府相互承認，根據JCM
機制產生之減量額度，一部分可依據《巴黎協定》
6.2條的指導，轉換為ITMOs並用於實現日本NDC。

台灣案場可以申請
(未強制取得CA)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CA)：
《巴黎協定》下避免減量額度重複計算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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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高昂

資料來源：https://verra.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Program-Fee-Schedule-v4.3-FINAL.pdf

開戶 $500

帳戶維護 $500/年

列入開發清單 $1,000

要求註冊審查 $2,500

核發額度 $0.2/每單位VCU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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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方法學領域差異

資料來源：https://www.climatefocus.com/initiatives/voluntary-carbon-market-dashboard

NBS => REDD+ 森林管理維護類型
RE    => 再生能源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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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方法學？

時間：1.5年↑
費用：概念說明-$2,000 USD

提交審查-$13,000 USD
驗證費用 ……

依照該方法學所核發的額度，
可回饋給開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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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案例…有…但極少,僅2案通過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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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地查驗機構具備查驗資格嗎？

◆ VCS 342   => BV
◆ VCS 1161 => SGS英國 X
結論：想透過VCS機制獲取碳權有許多關卡須克服

且是否符合台灣企業需求仍是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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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觀點下的碳權用途
/ 04



專
案
邊
界

執行自願減量專案

能效提升｜能源替換｜碳匯

非碳費徵收對象

排
放
邊
界

執行自主減量計畫達指定目標｜適用優惠費率

碳費徵收對象

環境部

自願減量機制多作為碳定價的補充措施引導產業積極減量，達成國家減碳目標

• 轉換低碳燃料

• 採行負排放技術

• 提升能源效率

• 使用再生能源

• 製程改善

達成國家長期減量目標與各階段管制目標

• 促進「以大 (徵收對象)帶小 (減量專案)」, 擴大減量成效

• 鼓勵徵收對象加速且更大幅採行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繳納碳費課徵碳費
註冊/額
度申請

審核/
核發額度

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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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 (尚未執行)
• 環評承諾 (執行中)
• 碳費 (即將執行)

自願碳中和 供應鏈碳中和要求

• 排放額度 (排放許可)
• 境內碳權 (減量額度)
• 境外減量額度

• 境內碳權 (減量額度) • 境內碳權 (減量額度)
• 境外減量額度

(假設依PAS 2060)

• 依規則訂定者所擬的
要求而定

碳權的不同用途：從遵約角度檢視

• 做決策之前應該先問的問題：

• 是想「買」碳權, 還是想「賣」碳權？

• 若是要當「賣方」，想申請國內做莊 (抵換專案)、還是國外做莊的機制 (VCS等4個)？

• 若是要當「買方」，是要準備去遵那一個約 (面對什麼要求)？

臺灣廠商可能面對與碳相關的遵約

大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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