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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歐係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同仁曹志弘簡秘書、蔡玲儀署長、郭孟芸組長、梁

喬凱科長、葉惠芬科長、洪瑞均技士，以及智庫團隊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余志達

副總、莊惠如經理、永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石信智總經理、黃依柔助理，於 2024 年 9月

9日至 9月 18日赴德國柏林、德國波昂、比利時布魯塞爾與英國倫敦，拜會職掌氣候變

遷因應事務之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以完整了解氣候變遷政策推動之情形及方向，作為

我國推動氣候變遷相關政策參考借鏡。 

此行前往德國排放交易局（Deutsche Emissionshandelsstelle, DEHSt），共同辦理為期

2 日之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並以碳定價為主題，與德國排放交易局官員就德國實施國

家排放交易制度經驗進行討論，將深化雙方碳訂價機制交流，臺德交流將邁向第二階段。

在德國期間亦拜訪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和消費者保護部（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Nuclear Safet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BMUV）、

德國聯邦環境署（Umweltbundesamt, UBA）、德國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Action, BMWK)、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及歐盟環境智庫 Adelphi，分享我國近期推動碳費制度，

並交流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在比利時，拜訪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DG GROW）、歐盟環境總署

（Directorate General Environment, DG ENV）、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Climate Action, DG CLIMA），就氣候變遷、碳交易、空氣品質管理、化學物質管理、塑

膠公約及循環經濟等環境議題進行交流，並說明我國已於 8月底公布碳費 3 項子法，將

於明(2025)年度試行碳費申報，後(2026)年正式開徵碳費，也規劃於 4年內啟動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向國際展現我國落實減碳的具體作法。 

本次訪歐最後前往英國，拜訪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門（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Net-Zero, DESNZ）及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 

CCC），就能源脫碳政策、減碳目標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進行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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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歐洲交流「碳交易、碳邊境調整機制及其他氣候政策」

出國報告 

一、目的 

我國自西元（下同）2013 年以來，與德國就排放交易經驗議題維持良好合作

關係，並於 2018 年 4 月完成《臺德碳交易合作意向書共同宣言》簽署。本署與

德國排放交易局（Deutsche Emissionshandelsstelle, DEHSt）每年以互訪機制進行交

流，今（2024）年於德國舉辦「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將與德國進行碳交易領域

之技術層級交流，延續資訊與經驗分享的合作關係。透過拜會德國執掌氣候變遷因

應事務之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包含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和消費者保護

部（BMUV）、德國外交部亞太司（Abteilung Asien und Pazifik）、德國聯邦環境署

（UBA）、德國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BMWK）、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CAP）

及歐盟環境智庫 Adelphi，以深化臺德雙邊友好關係。 

為瞭解歐盟 Fit for 55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最新進展、歐盟排放交易制度改革及

歐盟淨零工業法案最新進展，本次拜會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

（DG GROW）、歐盟環境總署（DG ENV）及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G CLIMA），

有助我國瞭解歐盟排放交易制度，並建立溝通管道。 

另為瞭解英國制定碳預算與因應氣候變遷的戰略方式，本次拜會英國能源安

全與淨零部門（DESNZ）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CC），有助於我國規劃減碳預算

及做為我國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運作參考。 

因我國「碳費徵收辦法」已正式實施，臺灣進入碳定價時代，未來將啟動碳交

易機制的測試，本次訪歐拜會國際氣候變遷執掌相關單位，將更彰顯我國碳定價與

國際交流的重要性。 

  



2 

 

二、過程 

（一）行程表 

2024年 9月 9日（一）至 9月 18日（三）前往歐洲，行程如下： 

日期 行程 住宿地點 

9月 9日 

(一) 
⚫啟程 機上歇夜 

9月 10日 

(二) 
⚫準備拜會資料 德國柏林 

9月 11日 

(三) 

⚫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第 1日） 

⚫拜會德國碳排放交易局（DEHSt） 
德國柏林 

9月 12日 

(四) 

⚫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第 2日） 

⚫拜會德國碳排放交易局（DEHSt） 

⚫拜會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和消費

者保護部（BMUV） 

⚫德國外交部亞太司 

⚫拜會德國聯邦環境署（UBA） 

德國柏林 

9月 13日 

(五) 

⚫拜會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CAP）秘書處 

⚫拜會歐盟智庫 Adelphi 

⚫拜會德國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BMWK） 

德國柏林 

9月 14日 

(六) 

⚫參訪瑞曼迪斯（REMONDIS）德國廠 

⚫拜會歐盟綠色數位聯盟（EGDC）及全球永續

賦能倡議組織（GeSI）負責人 Luis Neves 

德國波昂 

9月 15日 

(日) 
⚫彙整出國資料 比利時布魯塞爾 

9月 16日 

(一) 

⚫拜會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

總署（DG GROW） 

⚫拜會歐盟環境總署（DG ENV） 

⚫拜會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G CLIMA） 

比利時布魯塞爾 

9月 17日 

(二) 

⚫拜會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門（DESNZ） 

⚫拜會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CC) 

⚫返程 

英國倫敦 

9月 18日 

(三) 
⚫抵達臺灣 機上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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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程內容摘述 

1、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及拜會德國排放交易局（DEHSt）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在駐德國代表處特任大使謝志偉陪同下，與本

部同仁共同出席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本部團員包括曹志弘簡任秘書、蔡玲儀署

長、郭孟芸組長、梁喬凱科長、葉惠芬科長和洪瑞均技士，以及駐德國代表處姜

予歆秘書、我方智庫永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石信智總經理和黃依柔助理、環科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余志達副總經理和莊惠如經理。 

德國排放交易管理局(DEHSt)為德國聯邦環境署(UBA)下，負責執行歐盟總量

管制與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與德國國家排放交易計畫(nEHS)

的主管機關，也是參與 ETS 企業、查驗機構、及民眾的主要溝通窗口。我國自

2018 年 4 月完成《臺德碳交易合作意向書共同宣言》簽署。本署與德國排放交

易局每年以互訪機制進行交流，雙方都有很好互動，每年以碳定價或碳市場為主

題，共同舉辦研討會或研習訓練課程，一年在臺灣，一年在德國。疫情期間則改

為視訊方式辦理，今(2024)年在德國柏林舉辦「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與德國進

行碳交易領域之技術層級交流。 

本次研習交流會由德國排放交易局局長 Dr. Jürgen Landgrebe主持，先介紹歐

盟及德國氣候政策近期發展、接著由德國排放交易管理局專家分享歐盟 ETS 重

要單元（包括排放總量設定、標竿值設定、碳洩漏風險、排放許可配額、排放量

申報、登錄、查驗等）、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國際航空業碳抵換及減量計畫

（CORSIA）及歐盟 ETS 2，本部則分享我國碳費制度及實施期程，雙方就各議題

進行深度交流討論，交流討論議題摘要如下： 

(1)歐盟與德國氣候政策發展 

歐盟為實現對於《巴黎協定》目標的貢獻，公布《55套案（Fit for 55）》，

具體承諾 2030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比 1990 年減少 55%，此立法涵蓋能源供

應、工業、交通、家庭及土地利用等多個領域。為配合歐盟目標，德國在能

源部門，計畫於 2038年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廠；在工業部門，推出國家脫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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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挹注資金促進工業部門採用低碳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在建築部門，

推動新安裝的供暖設備，至少 65%能源須來自再生能源；在農業與土地利用

部門，推動有機農業及減少氮肥的使用。德國更進一步訂定 2030 年溫室氣體

淨排放量比 1990 年減少 65%之目標，並於 2045 年實現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 

(2)德國監測、報告與驗證(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MRV)制度 

設施若為 ETS 的納管對象，其運營者（Operator）就必須提交監測計畫 

（Monitoring Plan, MP），經 DEHSt 批准後依監測計畫中的方法編撰年度排放

報告，並於每年 3 月 31 日前，將經查驗的年度排放報告提交給 DEHSt，另

營運營者必須在每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配額（Allowances），由主管機關負責

審查後並提出報告改進的相關事項，並透過改善報告來精進監測計畫。此外，

設施如有鍋爐更新或燃料更換等，應主動報告並修正監測計畫，而後 DEHSt

會再次審核監測計畫，視需求會進行現場確認。 

德國境內實施之監測計畫，以線上方式執行，電子表單內容包含所需申

報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設施邊界及在設施外非運營者控制部分。DEHSt 已

建立數位化及標準化管理工具，以加速審閱監測計畫，如是否已經將聲明發

送至聯邦，聯邦是否有任何異議，又或是否有與溫室氣體有關之原物料的排

放源，主管機關須取樣或分析什麼項目等。監測計畫除減輕 DEHSt 檢閱年度

排放報告的負擔外，更具有較年度排放報告中更多的細節資訊，如數據品質

管理和控制等。 

(3)排放交易制度改革及 EU ETS 2 

歐盟 ETS 改革具體措施包含如下： 

⚫排放交易的範圍將擴展至更多行業，尤其是海運與燃料的碳排放。 

⚫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以防止碳洩漏，確保高排放的進口產品承

擔應有的碳費。 

⚫逐步淘汰免費配額，尤其是在航空業等行業，免費配額的減少將促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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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化調節。 

EU ETS 2 針對運輸及建築物於現行 EU ETS 1外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的 

ETS，該指令於 2024年生效、2027年施行。管制對象為燃料經銷商或供應

商，歐盟執委會預計涵蓋事業包含汽電共生設施和建築物的供暖、公路運

輸、能源行業及製造業等，但排除 EU ETS 1對象、生物質、一般及事業廢

棄物、農林業及其他運輸等。EU ETS 2 目標為 2030年前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比 2005年減少 43%，透過拍賣進行配額分配，將無免費配額，配額價格交

由市場機制而定，並採市場穩定機制（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及價

格抑制機制（price containment mechanisms）避免價格波動過大。 

(4)推動歐盟（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EU CBAM 是整合歐盟碳定價與碳洩漏保護的創新機制，逐步替代 EU 

ETS 中的免費配額，並規劃將於 2034 年完全取代。CBAM 涵蓋列管進口產

品包括電力、水泥、熟料、鋼鐵、鋁、肥料和氫氣，在歐盟 CBAM 過渡期

期間（2023 年 10月-2025年 12月）進口商須定期申報產品碳含量，無須進

行查驗，無須購買 CBAM 憑證，歐盟 CBAM 於 2026 年 1 月進入正式實施

期，進口商除定期申報產品碳含量外，產品碳含量須經指定第三方查驗機構

查驗，亦須購買足夠的 CBAM 憑證。 

德方分享歐盟 CBAM 政策，將強化全球產品碳含量的透明度，並有助

於推動國際合作，達成碳排放監測、報告與驗證的協議。CBAM 的實施將

促進歐盟內部及第三國的產業升級，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並通過透明的碳定

價機制提高全球對氣候變遷的應對能力。惟對於德國境內中小型進口商而

言，調查產品碳含量，須建立 MRV系統，該系統的建立複雜且耗時，將是

適應新的規範和流程的一大挑戰。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是歐盟氣候政策的重要支柱，旨在通過公

平的碳定價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減碳行動。CBAM 的實施不僅有助於減少碳

洩漏，還能促進第三國引入二氧化碳定價，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減碳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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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然而，由於 CBAM 的過渡期和正式實施期內有嚴格的時間表，進口 

商需迅速適應新的監測和報告要求，確保符合歐盟的規範。 

(5)國際航空業碳抵換及減量計畫（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 CORSIA）最新發展 

CORSIA 是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 

ICAO）為應對航空業碳排放問題而設立的全球性機制，旨在確保航空業自

2020 年起達成碳中和增長目標。CORSIA 為全球國際航空減碳措施，分兩

階段實施，第一階段 2021 年至 2026 年為自願參與階段，國家可自願選擇

加入，並提交國際航空排放報告；第二階段 2027 年至 2035 年為強制參與

階段，各國均強制參與。參與國家需每三年履行一次碳抵換義務，並提交國

際航空排放報告。 

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是全球首個碳排放交易系統，且已在航

空業中應用。EU ETS 適用於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內及往返英國、瑞士的航班，規定每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持有相應的排放

權配額（EU Allowances）。部分國際航班在 EU ETS 與 CORSIA兩者間有重

疊，例如 EEA 內的國際航班。由於 EU ETS 自 2005年起已開始實施，且對

航空業的要求更為嚴格，歐盟對 ICAO的相關條款提出異議，並將歐盟航班

排除在 CORSIA 抵換義務之外，以避免雙重監管。這使得 EU ETS 在處理

重疊航班時變得更為複雜，尤其是涉及多個系統的航線。 

(6)我國碳費推動規劃  

本次臺德碳交易研習會議，除由 DEHSt 專家報告國際資訊外，我國與

會代表亦分享我國碳費制度，我國碳費徵收對象為具公告應盤查登錄及查

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其全廠（場）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

排放，其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值達二萬五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之電

力、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另碳費費率由本部所設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室

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類型、溫室氣體排放種類、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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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及減量效果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送本部核定公告，並定期檢討。 

目前我國針對碳費收費對象於計算碳費時，將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扣除碳費計算起徵量後，乘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費率，即可算出

應繳納之碳費金額。鼓勵碳費收費對象（大排放源）帶動非碳費收費對象進

行減量，優先讓資金留在國內，設定收費對象使用自願減量專案及抵換專案

之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量之比率為 1.2，惟使用減量額度之扣除上限不得

超過事業收費排放量的 10%。另外，為肯定業者早期減量努力，也規定非屬

高碳洩漏風險之事業得於碳費開徵後之前三年可使用先期專案減量額度扣

除排放量之比率為 0.3。碳費是當前臺灣最優先的碳定價工具，未來也將逐

步發展排放交易系統。 

彭部長於閉幕時表示，感謝德國排放交易局多年與我國在碳定價議題

的交流合作，我國碳費制度已於今(2024)年正式上路，臺德雙方碳定價交流

將邁向第二階段。期許明年開徵碳費，臺灣進入碳定價時代，未來將啟動碳

交易機制的測試，希望在未來四年內可以實施總量管制排放交易。此外目前

正透過各部門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程序，盤點並加大減碳目標。為促進雙

方合作關係之延續，我方進一步邀請德方於明(2025)年度訪臺，共同舉辦研

習會，德方表示非常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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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碳市場研習課程學員課堂學習情況 

 

圖 2、碳市場研習課程全體學員團體合照 

2、拜會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和消費者保護部（BMUV）、德國外交部亞太

司（Abteilung Asien und Pazifik）、德國聯邦環境署（UBA）及德國經濟事務與

氣候行動部（BMWK）等德國政府單位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在駐德國代表處特任大使謝志偉陪同下，與本

部同仁共同出席，本部團員包含曹志弘簡任秘書、蔡玲儀署長及郭孟芸組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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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駐德國代表處姜予歆秘書。 

(1) 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安和消費者保護部（BMUV） 

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能安全及消費者保護部（BMUV）負責德國在環保、

自然保護、核安全和消費者保護方面的政策。該部門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定相關法

律和法規、推動經濟和環保的現代化、以及促進氣候行動和資源政策。此次拜會

本部先就我國近期氣候變遷政策推動成果及碳費制度推動情形向徳方說明，德方

說明聯邦環境部主要業務包括氣候變遷調適，循環經濟、公正轉型、禁用塑膠以

及自然為本等，近年更致力於發展德國的能源轉型，包括逐步淘汰核能及燃煤發

電，發展再生能源等。雙方針對將 AI 技術運用於環境管理進行交流，並期望未

來能有進一步的合作。 

(2) 德國外交部亞太司（Abteilung Asien und Pazifik） 

德國外交部亞太司（Abteilung Asien und Pazifik），是德國外交架構中的一部

分，專門負責處理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外交事務，此行拜會，雙方就運具電動化推

動現況及策略、能源轉型包括各種再生能源，太陽能、風力發電、氫能、海洋能、

生質能、地熱推動現況及規劃與對核能態度等交換意見。 

(3) 德國聯邦環境署（UBA） 

德國聯邦環境署（UBA）隸屬於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能安全及消費者保

護部（BMUV），是德國的最高環境保護機構，負責執行環境政策、提供科學研究

支持，並致力於促進德國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此行拜會，德方說明 UBA執

行 BMUV 制定的環境政策、執行環境監測並提供科學研究、技術專業知識和建

議來支持環境政策制定。UBA 轄下有環境資訊中心（UIZ）、德國環境監測和環

境報告中心（UMR）、德國環境研究所（IUF）、環境科技和創新中心（ZUTI）、廢

物管理和資源效率中心（ZARE）及環境教育和宣傳部門（AUEO）等單位，並分

享 UBA 運用數位工具推動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經驗，本部未來可於環境政策研

究、數位工具與環境保護及氣候變遷因應及排放交易等制度，強化與 UBA 之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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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BMWK）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BMWK）負責中小企業的中央創新計畫，

與制定和實施與經濟、能源和氣候有關的政策以及部分科技創新政策。BMWK主

要負責內容為中小企業和新創企業的優先事項、創造投資，促進工業公司和中小

企業的數位發展。此次拜會，本部說明我國氣候政策、碳費徵收政策及未來規劃

實施排放交易等。德方分享目前德國氣候變遷政策主要以再生能源推動為主，除

了推動風能及太陽能外，將著重於氫能的開發，目標 2030 年再生能源占比達 

80%，亦分享推動再生能源政策，促進產業發展綠色技術所面臨的挑戰及經驗。

會中德方表示將於今(2024)年年底訪臺，為促進雙方合作關係之延續，本部代表

邀請德方訪臺期間再次進行交流，尋求創新解決方案與合作機會，探討如何邁向

低碳轉型，達成淨零排目標。德方表示非常樂意，也期待雙方未來的合作。 

3、拜會歐盟環境智庫 Adelphi及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秘書處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在駐德國代表處特任大使謝志偉陪同下，與本

部同仁共同出席，本部團員包括曹志弘簡任秘書、蔡玲儀署長、郭孟芸組長、梁

喬凱科長、葉惠芬科長和洪瑞均技士，以及駐德國代表處秘書姜予歆、我方智庫

永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石信智總經理、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余志達副總經

理。 

(1) 歐盟環境智庫 Adelphi 

歐盟環境智庫 Adelphi 專注於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和環境發展的國際智庫，

其核心目標是透過研究、對話和政策建議來提升全球環境治理，該機構曾與眾多

國家及機構合作，參與超過 1,500個專案，並在碳市場發展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Adelphi 代表首先介紹組織的運作模式與核心領域，特別強調碳定價及碳市

場在因應氣候變遷中的重要性，其中以碳市場尤為重要，能夠在與可持續發展目

標及其他政策相結合的情況下發揮最大效益，並指出碳定價政策的設計不僅應考

慮其經濟效率，也應兼顧社會公平和公共接受度，需要配合其他輔助措施，例如



11 

 

推動公共交通的發展及促進低碳技術等。在社會公平方面，碳定價政策有可能對

不同收入群體產生不同比例的經濟影響，例如歐盟社會氣候基金確保碳市場收入

能夠公平地再分配，避免低收入群體受到過大的經濟負擔，因此 Adelphi 提倡設

計社會公平的碳市場工具。此外，碳市場的設計應考慮到能源轉型和行業減排的

長期目標，尤其是對於鋼鐵和汽車等高排放行業，如何設計合適的政策以推動行

業轉型是一大挑戰。 

我方說明我國目前正在推動的碳費徵收制度將於 2026年正式開始，我國碳

費徵收對象為具公告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其全廠（場）

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其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值達二萬五千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以上之電力、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碳費將依據強制申報之列管事

業排放量徵收，對於具有高碳洩漏風險的行業將有特殊費率調整機制，且會逐漸

提高，而較低風險的行業則會享受一定的減免。我方強調，國際合作對臺灣碳市

場的發展至關重要，未來希望與 Adelphi 在多個領域加強合作，包括碳定價、排

放交易系統、氫能技術及巴黎協定第 6條等議題進行合作交流，來提升自身在氣

候變遷領域的國際影響力，並加強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圖 3、我方代表與 Adelphi 代表合照 

(2) 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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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CAP）核心目標為促進碳市場的發展與改進，是由

國家與地方政府組成的國際合作平台，主要用於排放交易系統（ETS）知識與經

驗的交換，ICAP 提供多樣的資源，包括全球 ETS 狀況報告、網站及社群媒體的

資訊更新、ETS 簡報、碳價探索工具等。該組織目前有 34 個正式成員國和 8 個

觀察員國，正式成員國包括歐盟、澳洲、德國等，觀察員國包括日本、韓國、智

利等。 

本次拜會由 ICAP 代表說明，近年分享 ICAP 出版《2024 年全球排放交易

狀況報告（ETS Status Report 2024）》，分析全球 ETS 的趨勢和前景；2024 年改版

更新碳價探索工具，允許視覺化不同系統的主要及次要市場數據、查詢拍賣配額

所得收入的統計資料、匯出特定系統及時間範圍的數據；及 ICAP 於 2024 年與國

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及其他合作夥伴合作，在於歐洲、拉丁美洲、北美及亞太

區域舉辦氣候峰會，並以淨零排放與清潔能源為主題，提供淨零能力建設與技術

對話，協助全球各國達成氣候目標。 

我方代表說明，我國目前推動碳費徵收制度，希望未來也能建立 ETS 制度，

並於會中提出希望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 ICAP，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交流。ICAP

代表表示，基於技術合作，成員國可以自願分享其在全球推行 ETS 的經驗，ICAP

代表表示將通知 ICAP 主席，表達我國希冀與 ICAP 加強合作的意圖。  

4、拜會歐洲綠色與數位聯盟（European Green Digital Coalition, EGDC）暨全球永

續賦能倡議組織（Global enabling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及瑞曼迪斯

(Remondis)德國廠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與本部同仁共同出席，本部團員包括曹志弘簡

任秘書、蔡玲儀署長、郭孟芸組長及梁喬凱科長。 

(1) 歐洲綠色與數位聯盟（EGDC）暨全球永續賦能倡議組織（GeSI） 

歐洲綠色數位聯盟（EGDC）是根據歐盟理事會的要求在歐盟委員會和歐洲

議會的支持下由企業發起的一項倡議，旨在利用數位解決方案發現各行業的減排

潛力。全球永續賦能倡議組織（GeSI）是以資訊與通信技術（ICT）產業領袖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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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聯盟，致力於運用數位科技來加速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本次係拜會 EGDC 秘書處召集人暨 GeSI執行長 Luis Neves，雙方針對如何

利用創新科技如 ICT 等支持永續發展、推動永續供應鏈管理、歐盟綠色和數位轉

型及綠色數位基礎設施的發展交換意見。會中執行長表示將於今(2024)年年底訪

臺，為促進雙方合作關係之延續，本部代表邀請執行長訪臺期間再次進行交流，

進行洽談數位和綠色雙軸轉型，應用數位化方式減碳，建立我國綠色數位轉型方

式。執行長表示非常樂意，也期待雙方未來的合作。 

(2) 瑞曼迪斯(Remondis)德國廠 

瑞曼迪斯（Remondis）是歐洲最大的資源回收和廢物管理公司之一，總部位

於德國，本次參訪該公司利柏廠，瑞曼迪斯利伯廠為歐洲最大的循環園區，以工

業化回收中心的規模運作，有助於保護環境資源和對抗氣候變遷，該廠總面積約

230 公頃，每年約可回收剩餘資材進料約 140 萬公噸，每年能源節省約

336,900MWh，並減少約 488,000 公噸 CO2e。本次參訪高效的自動化設備和綠色

技術，如下： 

(1) 金屬渣加工：以生產高級鋼的爐渣及廢耐火材/銅工業的廢耐火材料為原料，

經加工製成優質鋼及非鐵金屬顆粒，用於生產高級鋼和銅製品的原料。 

(2) 有機廢棄物處理（包含土壤改良）：以花園/公園的植物和樹木殘枝、有機廢

棄物為原料，經處理製成堆肥產品，用於有機氮磷鉀肥料、土壤改良劑、植

物基質、覆蓋物基質、土壤覆蓋物。另於製程中，亦同時產生電力、蒸汽等

能源，併入電網以供電並滿足設施本身用電需求，達到節能的目的。 

(3) 黏合劑的生產：以來自燃煤發電廠的脫硫石膏為原料，經廠內製程，製成添

加劑和黏合劑，用於石膏基產品被加工成液體砂漿和多孔混凝土、肥料和水

泥以及牙科材料。 

(4) 流體化床發電廠：以廢棄物衍生燃料，如消毒後肉醬、動物粉、化學和製藥

產業廢棄物、下水道污泥等為原料，產生電力、製程蒸汽和壓縮空氣等，為

廠內生產設施提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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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木材加工和生質能發電廠：以來自房屋翻修與大型廢棄家俱之廢木材為原

料，製成廢棄物衍生燃料，在生質能發電廠中發電，併入電網節省廠內設施

能源。 

(6) 塑膠回收：以油桶、桶子、瓶子、管子、水桶、容器、生產廢品、模製零

件、冰箱/冰櫃拆解作業中的混合塑膠為原料，生產塑膠顆粒及化合物，用

於塑膠產品生產之原料，如風扇、開關盒、通風系統、車輛零件、壁栓和電

器外殼等。 

(7) 廢電子電機設備回收：以廢電氣和電子設備，包含冰箱和篩網為原料，經加

工製成生產非鐵金屬、鐵金屬、玻璃、塑膠，用於金屬加工廠、破碎機廠、

煉鐵廠、鋁廠、塑膠加工廠的原料。 

透過本次參訪，瞭解該公司為促進產業鏈結共生，提高生產流程能資源效

率，促進能源回收，以達到減碳目標，該公司經驗可作為我國學習借鏡，透過

公私協力方式推動循環經濟，從零廢棄到零碳排推動綠色經濟發展。 

圖 4、我方參訪瑞曼迪斯(Remondis)德國廠情形 

5、拜會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DG GROW)、拜會歐盟環境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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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ate-General Environment, DG ENV）、拜會歐盟氣候行動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Climate Action, DG CLIMA）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在駐歐盟及比利時代表處李淳大使陪同下，與

本部同仁共同出席，本部團員包括蔡玲儀署長、郭孟芸組長、梁喬凱科長，以及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周慶龍公使、劉昆豪副參事、許莉美組長及黃奕婷秘書。 

(1) 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DG GROW) 

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DG GROW)隸屬於歐盟執委會，

該署專注於透過開放和彈性的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的力量和解決歐盟供應

鏈中的依賴性，提升歐洲工業在不同生態系統中的領導地位。此外，DG GROW

針對中小企業(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E) ，推動扶植創業和成長的政策，並

實施數位化和脫碳策略，為歐盟境內中小企業獲得融資並進入全球市場提供助

力。我方分享說明我國碳定價推動現況，並說明未來將成立綠色成長基金。歐盟

代表分享於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告的「產業淨零法案 (Net-Zero Industry Act, 

NZIA)」，該法案旨在透過建立改善內部市場的運作之框架，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

賴，以確保歐盟獲得安全與永續的淨零技術供應，該法案將吸引及支持脫碳相關

技術與項目的投資，有助於以更快的方式建造更多淨零技術生產設施，並將促進

符合歐洲永續性與韌性的產品進入市場。亦透過淨零監管沙盒(net-zero regulatory 

sandboxes)支持創新技術之發展，提升歐盟監測與緩解淨零技術相關之供應鏈風

險的能力等措施。 

(2) 歐盟環境總署（DG ENV） 

歐盟環境總署（DG ENV）隸屬於歐盟執委會，專責制定及執行歐盟環境政

策，其核心使命是促進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確保自然資源得以有效管理與長期

利用。DG ENV在氣候變遷、空氣與水質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廢棄物管理、

循環經濟等多個領域推動政策，旨在提升歐洲整體環境品質並應對全球環境挑

戰。DG ENV的主要職責包括監督成員國遵循歐盟環保法規，確保各國能夠達成

歐盟設立的環境標準，並積極推動創新環保技術與解決方案。DG ENV 在國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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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亦扮演領導角色，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協議的談判及履行，展

現其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關鍵作用。我方說明我國願景及當前重要環境政策目標

外，盼能拓展與 DG ENV 在循環經濟、廢棄物管理、空氣污染防制及減塑等領域

之交流。歐盟代表表示歡迎，強調樂願與我方共同探索交流議題，建立定期交流。 

(3) 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G CLIMA） 

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G CLIMA），隸屬於歐盟執委會，專責領導歐盟在應

對氣候變遷方面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其主要目標是透過推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加強適應氣候變遷的能力，並促進氣候及經濟轉型，來確保歐盟實現《巴黎協定》

所設定的國際承諾以及長期的氣候中和目標。DG CLIMA在歐盟排放交易系統、

推動國家層面的減碳目標、增進能源效率以及擴大再生能源的使用政策領域扮演

核心角色。歐盟於 2005年所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 Trading System，ETS）

是目前國際上最大且運作最成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也是 DG CLIMA 的關鍵政

策工具之一，目的在透過市場機制引導企業減少排放，並確保歐盟向氣候中和的

過渡過程能夠有序進行。我方分享我國「綠色成長基金」，將結合民間資金共同投

入，透過創新技術應用，加速減碳，提升韌性，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另規劃「綠

色金融創新」，使金融業投資投資我國徹產業的深度節能等，另為促進雙方合作

關係之延續，我方建議我國與歐盟建立碳定價外交溝通平台，定期舉辦雙邊交流

對話。本次歐盟代表分享《歐洲綠色新政（Green Deal）》，該新政涵蓋層面廣泛，

透過明確揭示政策指標與策略路徑，鼓勵全民參與、加速綠色轉型與財務融資、

促進經濟成長與資源耗用脫鉤，強調經濟社會發展需兼顧環境生態平衡，並提出

2030年的要比 1990 年減少至少 50∼55％排放量，2050年達到歐盟淨零排放的氣

候目標。歐盟代表亦分享 Fit for 55 計畫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也創造了可觀的

收入，經由碳定價、法規和資金的結合是成功必要基礎，預計 2027年，歐洲 75-

80%的排放量將納入 ETS 體系。隨著歐盟逐期設定更嚴格的總量上限並降低免費

配額比率，歐盟也對進口產品啟動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目前還在過渡期

間，本次交流中確定我國碳費可扣抵應繳交的歐盟 CBAM 憑證數量，扣抵的詳



17 

 

細規定將於明(2025)年中「第三國支付的碳定價如何扣減」及「EU ETS 之下免費

核配與 CBAM 制度調和」等細則公布，歐盟現已啟動碳定價外交，並與第三國進

行合作機制，歐盟表示非常樂意與我方建立溝通橋樑，協助企業因應歐盟規定。  

6、拜會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Net-Zero , 

DESNZ）及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 CCC） 

此行由本部彭啓明部長率隊，在駐英國代表處姚金祥大使協助下，接洽本部

同仁拜會相關英方單位，本部團員包括蔡玲儀署長、郭孟芸組長、梁喬凱科長，

以及駐英國代表處許瓊方秘書。 

(1) 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DESNZ） 

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DESNZ）主要職責包括確保英國的能源供應穩定、

制定和執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推進綠色技術和

創新及與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能源挑戰。我國代表分享我國最新之

氣候變遷政策推動情形，並詢及英國 CBAM 及再生能源推動情形。英方表示英

國 CBAM 是由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DESNZ）與財政部共同推動，規劃於 2027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該法規仍在國際諮詢階段，英方也強調執行 CBAM 關鍵

在於如何建立標準化盤查/量測系統，以公平比較各國產品碳排放量；英方代表亦

分享近期透過創建具競爭力的投資結構，鼓勵企業建立離岸風力發電機，以降低

設置成本，加速推動英國再生能源發展，並規劃於 2030 年實現離岸風電裝置容

量達到 40 GW，並推動浮動式風電達到 1 GW的目標；在脫碳戰略部分，目前仍

在評估國內對於氫氣的需求，嘗試以氫氣作為家庭供暖之能源等試驗，並持續支

持碳捕捉和封存（CCS）技術。 

 (2) 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CC） 

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CC），為依據《氣候變遷法案(Climate Change Act)》

成立的獨立法定之專家技術諮詢機構，其主要任務為向議會提出英國政府推動氣

候變遷減緩（mitigation）及調適（adaptation）工作之專業意見，包括國家自定貢

獻目標（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碳預算編製、執行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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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減排進展、為氣候變遷科學、經濟及政策研究分析等。英方代表說明，為確

保長期減排目標的達成，CCC 定期提出英國碳預算（Carbon Budgets），即排放上

限，並每年發布報告，評估英國政府在減排和氣候調適方面的進展，並提出建議。

另英方表示樂意協助向國際氣候委員組織（International Climate Councils Network, 

ICCN）引薦我國，爭取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加入 ICCN，提升我國國際參與度。我

方表示感謝，亦建議規劃指派環境部同仁前往 CCC 研習，促進交流並提升同仁

專業能力，英方表示歡迎。 

三、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本次訪歐行程主要目的為與德國進行碳交易領域技術交流，以深化臺徳雙邊

友好關係，並拜會德國、歐盟及英國職掌氣候變遷因應事務之相關政府部門或機

構，以完整了解國際氣候變遷政策推動之情形及方向，本次訪歐心得如下： 

1、臺德雙方於 2018 年簽署臺德碳交易合作意向書，多年來雙方持續就碳定

價議題進行交流。今年於德國舉辦「臺德碳交易研習會」，由德國排放交

易局專家介紹歐盟及德國氣候政策近期發展、歐盟 ETS 重要單元（包括

排放總量設定、標竿值設定、碳洩漏風險、排放許可配額、排放量申報、

登錄、查驗等）、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EU CBAM）、國際航空業碳抵換

及減量計畫（CORSIA）及歐盟 ETS 2；我國亦分享碳費制度及實施期程。

因我國「碳費徵收辦法」已正式實施，明年開徵碳費，臺灣進入碳定價時

代，未來將啟動碳交易機制的測試，臺德雙方碳定價交流將邁向第二階段，

更彰顯我國碳定價與國際交流的重要性。 

2、初探我國排放交易制度規劃：歐盟於 2005 年所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統

（ETS）是國際上運作最成熟，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具

有相當豐富執行經驗。歐盟排放交易制度相關作法包括排放監測計畫、排

放量盤查、查驗、總量設定、排放配額分配與拍賣、交易市場建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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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繳交及基金支用等。另歐盟 ETS 透過拍賣排放配額銷售收入，成立

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及現代化基金(Modernization Fund)，其中新創

基金支用於創新低碳技術發展、建設工業解決方案以及再生能源、儲能和

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術的應用；現代化基金則支用於援助低收入歐盟成員

國對能源系統的投資，實現能源系統現代化、提高能源效率並協助社會向

碳中和過渡。另將於 2027年上路的歐盟 ETS 2則設立社會氣候基金(Social 

Climate Fund)，該基金可支用於援助歐盟成員國提升能源效率、翻新建築、

以清潔能源供暖和製冷、整合再生能源以及零排放和低排放交通解決方

案，也可用於暫時性直接補貼弱勢族群的碳價成本。本次出訪與高階官員

交流發現，歐盟排放交易制度相關配套作法涉及多項專業且利害關係者眾

多，已有「碳定價外交戰略」趨勢，值得我國重視。 

3、瞭解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最新進展：有關國內產業擔心歐盟 CBAM 正式

實施後，國內的碳定價如何與歐盟接軌。目前歐盟 CBAM 還在過渡期間，

我國受影響的主要對象為金屬扣件業（如螺絲、螺釘等）、鋼鐵及鋁等相

關產業，國內業者在政府充分輔導下都能順利完成相關申報作業。本次拜

訪歐盟經面對面交流中確定我國碳費可扣抵應繳交的歐盟 CBAM 憑證數

量，歐盟將在明(2025)年中公布「第三國支付的碳定價如何扣減」及「EU 

ETS 之下免費核配與 CBAM 制度調和」等細則，將可利我國碳費扣減歐

盟 CBAM 憑證制度銜接。 

4、建立我國與國際組織及機構氣候變遷相關溝通平台：本次出訪與氣候變遷

因應事務之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高階專家交流，包含德國聯邦環境、自然

保護、核安和消費者保護部（BMUV）、德國聯邦環境署（UBA）、德國排

放交易局（DEHSt）、德國經濟事務與氣候行動部(BMWK) 、國際碳行動

夥伴組織（ICAP）、歐盟內部市場、產業、創業和中小企業總署（DG 

GROW）、歐盟環境總署（DG ENV）、歐盟氣候行動總署（DG CLIMA）、

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門（DESNZ）及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CCC）等；

透過本次拜訪已建立起於德方、歐盟及英方溝通管道，未來將有利我國瞭

解國際發展趨勢，也讓國際更能掌握臺灣身為全球科技供應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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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凸顯我國氣候變遷努力的企圖心。 

（二） 建議 

1、 為因應國際氣候變遷政策推展，持續維持與國際氣候變遷相關政府部門或

機構交流及溝通平台。建議定期舉辦雙邊交流對話、可透過由我方產業、

環保團體與專家學者共同前往歐洲交流研習或邀請國際專家來臺進行交

流分享經驗。 

2、 我國與德國雙方具良好互動，每年以碳定價或碳市場為主題，一年在臺灣

一年在德國方式，共同舉辦研討會或研習訓練課程，建議後續可聘請德國

相關專家擔任顧問，以分享德國氣候政策及排放交易制度設計與執行經

驗，協助臺灣推動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 

3、 建議我國持續爭取以觀察員身分加入國際碳行動夥伴組織（ICAP）及國際

氣候委員組織(ICCN)，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交流。 

4、 建議可與國際組織與機構，共同合作研擬我國排放交易相關制度及因應歐

盟 CBAM 研究分析。 

5、 全球永續發展倡議 (GeSI) 致力於透過資訊和通訊技術整合社會和環境永

續發展，建議應持續與 GeSI合作，藉由 GeSI 的專業知識和資源來加強我

國減碳策略。 

四、附錄 

(一) 德國 DEHSTs 碳交易研習會議簡報資料 

(二) 我國碳費徵收規劃簡報資料 

 

 



1

德國排放交易管理局

簡報重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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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2: Voluntary Redu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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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STEP4
General 

Provisions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Education and Grants

Chapter 6, 7

•Capacity building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Climate change 

scientific reports and 
risk evaluation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tion plan

•Amend long-term 
national mitigation 
goal to net-zero GHG 
emissions in 2050

• Strengthen guideline 
pla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disclose 
to public

•Management of inventory and 
verification
•Carbon Fee and spending
• Issuance and use of credits
•Performance Standard (PS)
•Offsets for new emission sources (EIA)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ion & label
•Taiwan CBAM 

• Strengthen education of 
specialist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Penalty 
Provisions

Chapter 2 Chapter 4Chapter 3Chapter 1 Chapter 5

Source: Taiwan 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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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pricing: Carbon Fee as priority

Taiwan is in different readiness stages:

• Carbon fee can be readily implemented with current capacity

• ETS implementation would require further capacity building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Vivid Economic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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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ugust 29,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MOENV) announced the three major regulations for the carbon fee
system, officially putting the policy into effect.

• To allow entities subject to the carbon fee sufficient time to assess their ability to meet the 2030 reduction targets
and to submit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s, there will be a trial declaration without payment in 2025.
In 2026, payments will be made based on the 2025 emission levels and the applicable fee rates.

• The carbon fee rate will be reviewed and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The MOE will announce the rat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effective on January 1, 2025.

The timeline for carbon fees collection

Aug

2025 2026

2025.1.1
Rate announcement and 
effectiveness

Announcement of 
regulations on carbon fee

May Apr May

Payment based on 2025 
emission levels

Apr

Trial declaration of carbon 
fees (without payment)

Sep Oct

Rate review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Oct

Rate notification and 
announcement.

8/29

2024

Jun

Background Carbon Fee Design Prospects

Entities must apply for a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 
by June 30, 2025, to qualify for preferential rates in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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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subject to carbon fees: power and gas supply industries, as 
well 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annual emissions of 25,000 
metric tons of CO2e or more.

Starting from the year following the rate's 
effective date, entities must pay carbon fees by 
the end of May each year, based on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emissions and the announced rates. 
(If the rates take effect on January 1, 2025, the 
payment for the 2025 emissions must be made by 
May 2026.)

Carbon fee calculation: carbon fee payment = chargeable emissions  × fee rates   

1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llection of Carbon Fees

Transi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chargeable emissions = (annual emissions - K) × emission adjustment coefficient

1. For industries classified as high carbon leakage risk (based o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pproach, considering trade 
intensit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and having submitted a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 that has been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initial emission adjustment coefficient will be 0.2. In the future, the coefficient will increase to 0.4 in the 
second phase and 0.6 in the third phase.

2. For industries not classified as high carbon leakage risk, the annual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by the carbon fee threshold 
value K (25,000 metric tons, with future phased adjustments).

3. Use of 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s: Domestic credits can be used to offset up to 10% of the chargeable emissions. 
International credit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MOENV and can only be used by non-high carbon leakage risk industries, with 
a maximum offset limit o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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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three regulations on Carbo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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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dustries subject to carbon fe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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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2022 survey results of "Sources of GHG Emissions that Entities Must Register and Verify," it is estimated 
that around 500 entities (from 281 companies, including 141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carbon 
fee.

• The emissions from entities subject to the carbon fee amount to approximately 15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O2e, 
accounting for about 54% of the nation's total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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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three regulations on Carbon Fe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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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ties subject to the carbon fee that effectively reduce their emissions and achieve designated targets by switching to
low-carbon fuels, adopting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utilizing renewable energy, or
enhancing industrial processes may submit a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 to apply for approval of preferential rates.

• By April 30th of each year, entities must submit an execution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previous year to the MOE for review.
The report must include details on any required improvement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cancellation of
preferential rates. If, upon review, the entity fails to meet the designated targets, the rates for that year will revert to the
general fee rate.

2 Regulations for Administration of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

3 Designated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 for Entities Subject to Carbon Fees 

With 2030 as the target year, two designated reduction rates will apply to different preferential rates:

1) Industry-specific designated reduction rate: Using 2021 as the baseline year, this target is set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cience-based targets (SBT) and qualifies for Preferential Rate A.

2) Technology benchmark designated reduction rate: Using 2018-2022 as the baseline years, this target considers
the emission types of each source, including fuel types, processes, and electricity usage, and qualifies for
Preferential Rat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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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Carbon Fee System

• The three regulations on carbon fees provide
businesse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carbon emissions have a price, and how they
can reduce both their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fee burden through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s.

2005 2030

268.89
MtCO2e

Caron Fee expected 

contribution: 14%

24±1%
NDC

207.05
MtCO2e

Background Carbon Fee Design Prospects

• If all carbon fee collection entities submit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s and meets the
Designated Reduction Goal,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2030, CO2e emissions could be reduced by
37 million metric tons, equivalent to about 14% of the 2005 emission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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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to Strengthen Carbon Reduction Efforts

MOEA supporting measuresMOENV Earmarked usage of carbon fee

measure  Tax incentives for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 Low-interest loans

measure Subsidies

measure Carbon diagnostics and guidance

measure  Promotion of deep energy saving

Measure connect to Carbon Fee

Entities covered by Carbon Fee

All Companies

Adaptation

Implement
ations

Reduction

Education

Others

Emission source inspection, emission reduction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account management, 
carbon footpri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just transition

Subsidies and incentiv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 
effort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Coordination, for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itiatives

Climate change and GHGs reduction 
education and outreach initiatives.

Other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2024-2025

21 Billion 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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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Sep-Oct

 MOE and the MOEA 
will conduct over 10 
informational 
sessions related to 
the three regulations 
on Carbon Fee

2024, Nov-Dec

 8/29 
announcement of 3 
regulations of 
Carbon Fee

2024, Aug 2025, Jan~

 Commence the review 
of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s

 2024.11~2025
The MOEA will provide 
guidance on drafting 
Self-determined 
Reduction Plans.

 Upon the rate 
announcement and its 
effectiveness, the MOE 
will establish a carbon 
fee calculation platform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Regulatory education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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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pects of carbon pricing in Taiwan

2025
Implementing 
caron pricing

2027~2028
the development 
of ETS mechanism 
will begin

Carbon Fee systemMandatary

Voluntary Voluntary Reduction Project

Mandatary

Voluntary

ETS

Voluntary Reduction Project

Mandatary Carbon Fee system

Planning a mid- to long-term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Base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ETS mechanism will begin in 2028.

Through past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internal partner, e.g., Germany,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from their experience to strengthen 
Taiwan's MRV mechanism and carbon pricing 
infrastructure, Taiwan also looks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of collabo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 on future carbon pricing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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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 Currently, 75 countries or regions worldwide have implemented carbon pricing systems. Due to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s each country faces when adopting, implementing,
and designing carbon pricing policies, these systems vary widely.

• To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carbon pricing systems, Taiwan’s Carbon Fee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reference to models from the EU,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others. This
approach ensures a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helping industries transition to low-carbon operations.

• Taiwan’s Carbon Fee is designed as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ol that encourages reduction
while also considering a smooth transition process. Once implemented, Taiwan's carbon fee

system will combin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funds, driving new green growth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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