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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漂綠！碳權交易所該怎麼做？」公聽會 

一、時間：2023.06.29（四）下午15:00至17:00 

二、地點：立法院群賢樓101會議室（100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1號） 

三、主辦單位：立法委員洪申翰辦公室、立法委員林楚茵辦公室 

四、會議說明： 

       立法院今年1月三讀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總統府於2月15日公布施行修正法

案，國發會則召集各部會，提出「台灣2050淨零轉型路徑」及十二大戰略。自此，

《氣候變遷因應法》及國家淨零轉型戰略成為台灣氣候變遷治理的兩大支柱。 

       各國政府透過碳定價及誘因機制，引導產業及排放源減碳。聯合國在1997年的氣

候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決議，成為全球自願性減量市場及碳交易的起點。歷經25

年，國際進入淨零時代，自願性減量市場為確保交易標的減碳成果及品質，致力發展

出愈加嚴格、謹慎的自我審視與把關機制。同時，為確保企業及政府的淨零目標與其

減碳行動一致，聯合國於去(2022)年氣候大會COP27發布「反漂綠報告」。 

       行政部門目前規劃設立國家碳權交易所，做為自願性減量所產生的「碳權」交易

平台，為避免漂綠，並能接軌國際規範及趨勢，有賴政府建立清楚的制度及標準，在

符合正軌的前提下，協助產業低碳轉型。 

       因此，洪申翰委員、林楚茵委員共同舉辦公聽會，邀請產業界、民間團體、專家

學者及環保署、金管會等相關部會出席，討論台灣若要建立碳權交易所，應以避免漂

綠為前提，以接軌淨零時代的全球自願性減量市場。 

五、參與方式： 

主持人、講者、行政機關代表、參與座談團體或單位代表實體出席； 

其他參與者觀看Facebook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hungsunhan)。 

六、討論題綱： 

1. 環保署研擬《氣候變遷因應法》子法，其中包括國內碳權、境外碳權等實施

辦法及認定，應遵循哪些原則，以接軌國際？如何確保經政府認可的碳權具

有好的品質及外加性，避免漂綠？ 

https://www.facebook.com/hungsun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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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於國際氣候政策及國內氣候變遷法規，自願性減量在減碳行動的定位為

何？國際上慣性做法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3. 因自願性減量而獲得的碳權(credit)應經過哪些認證程序？ 

4. 透過碳權抵減溫室氣體排放量，有比例上限嗎？國際間的實務做法為何？ 

5. 行政機關規劃建立的碳權交易所，將由國發基金挹注成立，為國家級的碳權

交易平台，政府應如何設定其定位及功能？ 

6. 碳權交易與碳定價政策的互動關係是什麼？《氣候變遷因應法》以碳費先

行，碳費和碳權交易之間會有關係嗎？ 

7. 在不漂綠的前提下，台灣可能發展哪些模式的碳權國際合作？ 

七、會議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 

15:00-15:10 主持人引言及致詞 立法委員洪申翰 

立法委員林楚茵 

15:10-15:20 行政機關簡報： 

《氣候變遷因應法》子法規劃 

蔡玲儀處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5:20-15:30 全球自願性減量市場及各國碳權交易所

推動現況 

石信智總經理／永智顧問 

15:30-15:40 什麼是「好」的碳權？引介碳權外加性

及碳抵換指引 

劉仲恩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

會系 

15:40-15:50 巴黎協定Article 6 及碳交易國際合作 范建得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15:50-16:55 綜合座談及討論： 

邀請出席專家、學者、團體或單位代表

針對題綱發表想法，提出問題及討論 

主持：洪申翰委員 

16:55-17:00 公聽會結論 主持：洪申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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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席行政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交易所、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能

源減碳辦公室、經濟部、外交部、國合會 

九、出席專家學者及單位 

1. 專家學者： 

 台灣氣候聯盟 彭啟明秘書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于哲會計師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施文真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劉哲良研究員 

 環保署 陳鴻達前主任秘書 

2. 民間團體：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

青年氣候聯盟、碳匯城鄉、青平台基金會、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3. 產業團體： 

全國工業總會、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台灣氣候聯盟、台灣淨零行動聯盟、台灣永續能

源研究基金會、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氣候商機推動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