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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並致力於環境
保護，目前已經超過136個國家宣
示或規劃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如右圖) 。盤點全球政府與企業推
動的淨零碳排策略，主要為五大策
略方向，包括推動能源轉型(零碳
能源、替代能源)、創新去碳技術
(二氧化碳捕捉和利用)、提升能資
源效率、優化供應鏈管理、低碳消
費模式。其中在提升能資源效率方
面，更積極投入零/低碳生產與製
程、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
化）、發展先進材料及先進製程
符合永續發展指標。

追求「淨零碳排」為全球目標

2024/3/19

截至2023年12月，已有136個國家宣示或規劃淨零碳排目標與時
程，涵蓋全球90%GDP與88%排放量。

資料來源：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網址：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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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方面， 國發會已於 111 公告「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公布
2050 淨零碳排路徑規劃及其里程碑，並規
劃「淨零轉型之十二項關鍵戰略」將就能
源、產業、生活轉型政策預期增長的12個
重要領域制定行動計畫，因應未來國際協
議與我國設定之淨零目標願景。

2050台灣淨零排放規劃

2024/3/19

資料來源：國發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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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碳技術-碳捕獲與封存(CCS)
因為發展CCS需就近尋找合適的地質，但台灣的地理環境卻被全球碳捕獲與封存研究
院（Global CCS Institute）評為「受限」（黃色）發展CCS會受限。

資料來源：The global Status of CCS | 2015，Global CCS Institute。

Geography coverage storage resources assessement（Global CCS Institute）

http://hub.globalccsinstitute.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196843/global-status-ccs-2015-summary.pdf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DtczygJ3LAhXMj5QKHXTxDGkQjRwIBw&url=http://www.hxzcw.cn/photo/e79baee6a087203364e5b08fe4baba.html&psig=AFQjCNEF-YslfnAmkNsUUOUESnrai7KgkQ&ust=145683646021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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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碳技術-碳捕獲與封存/再利用(CCUS)-觸媒轉化

2024/3/19
資料來源：淨零排放-減碳場域示範技術，經濟部技術處(11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vpbOS37fLAhUGK6YKHR39Dz4QjRwIBw&url=http://www.hxzcw.cn/photo/3364e5b08fe4baba707074e7b4a0e69d9020e5b7a5e4bd9c.html&psig=AFQjCNF5Da_XFxvupD0pGXyvQ-djy7RS_w&ust=145775504475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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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二氧化碳電池結構圖及相關反應示意圖

金屬-二氧化碳儲能電池目前需克服的問題(Zhang et al., Nano
Research Energy. 1, 9120001 (2022)).目前大多能循環充放電超
>100次以上，仍然遠不及一般的鋰離子電池。

負碳技術-碳捕獲與封存/再利用(CCUS)-新技術(1/2)

Liang, S., et al., Journal of CO2 Utilization, 35, 90-105 (2020).

缺點：電化學CO2 還原(ECR)具有
成本高、穩定性低和分離後複雜；
使用水性電解質，CO2在水中的整
體溶解度相對較低的缺點。

缺點：高濃度NaOH 溶液
會變得較黏稠和更具侵蝕
性，設置操作系統也更加
困難。碳酸鹽法對CO2 的
選擇性較差，仍需改善緩
慢的反應和質傳速率。此
外，逆反應高溫加熱方式
很難再生，再生成本高。

Sanz-Perez  et al., Chem. Rev., 116, 11840−1187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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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總署(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3)分析至
2050 年各關鍵技術對於累積溫室氣體減量貢獻比例；(右)傳統分
離技術(紅色部分)與以電驅動分離技術(藍色部分G. A. Mutch,
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 2022, 3, 100844)比較。

優缺點：
1.電氣化約占17%，排名第二，僅次於太陽能/風能
（貢獻約占31%）。

2.以固態電解質進行CO2捕捉與再生，其達到之CO2捕
捉效率為目前文獻中使用電化學為基礎捕捉CO2中
最高。

3.無需使用化學品做吸收媒介，CO2捕捉效率可達
98%以上，捕捉速率約86.7 kg-CO2/day/m2 (相當於
0.137 mmol-CO2/min/cm2)，法拉第效率大於90%，
程序捕碳能耗約為150 kJ/mol-CO2。

4.目前尚在研發測試階段，且其材料成本高及操作難
度也高。

負碳技術-碳捕獲與封存/再利用(CCUS)-新技術(2/2)

使用固態電解質進行二氧化碳捕捉與再生示意圖(P. Zhu et al., Nat., 2023, 618, 959-966 (202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DtczygJ3LAhXMj5QKHXTxDGkQjRwIBw&url=http://www.hxzcw.cn/photo/e79baee6a087203364e5b08fe4baba.html&psig=AFQjCNEF-YslfnAmkNsUUOUESnrai7KgkQ&ust=145683646021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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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陽能和風能大幅增長，再生

能源占比於2030年需達61％。

2.2050年使用化石燃料者需備載

CCUS，其餘包括核能及氫基

相關燃料(氫能/氨能) 。

2050年再生能源占比需達88%，核能占比約為7%。

IEA淨零情景之能源結構
國際能源署IEA提出之淨零路徑

2024/3/19

全球暖化情形日益嚴重，設立具科學根據之減碳目標對各大企業而言，為邁向永續發展的第一步。有鑑於此，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及世界自
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共同提出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SBTi)，提供工具協助企業將其
減碳目標與氣候科學結合，以強化企業減碳信心。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112/10/12，歐盟CBAM過渡期說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宜螢 副所長整理與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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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供應鏈要求國際倡議與法規要求 歐盟
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RE100(承諾100%使用再生能源)註1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SBTi)註2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註3

 氣候變遷因應法/碳費正式上路

 Apple
 Microsoft
 Nike
 Adidas

註1：RE100(承諾100%使用再生能源)以實現綠色供應鏈，減緩氣候變遷衝擊。加入成員須公開承諾在2020至2050年間達成100%使用綠電的時程，並逐年提出規劃。

註2：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由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及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共同組成，主
要目的是鼓勵全球企業設定具科學基礎的減碳目標，共同實現 2050年升溫不超過1.5度C的願景。

註3：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要求企業藉由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訂定指標與目標，達到有效管理氣候變遷
之風險與機會，驅使企業投資人及管理者更能聚焦相關議題，提供利害關係人相關且可靠的財務基礎衡量資訊。

國內外要求推動企業落實減碳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112/10/12，歐盟CBAM過渡期說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宜螢 副所長整理與提供) 。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Sma73irXLAhXhF6YKHYWpCYwQjRwIBw&url=http://www.58pic.com/tupian/3Dfuhao.html&psig=AFQjCNEWbQKB1l2O4-QRCvSdLDTbwQI4pg&ust=145766375468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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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淨零轉型推動策略
∗經濟部規劃以「先減少排放，再淨零排放」為推動策略，從「製程改善」、「能源

轉換」、「循環經濟」等3大策略11項措施著手，由國營事業、領頭羊企業帶頭，

逐步擴散建構企業減碳能力

3大策略

11項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112/10/12，歐盟CBAM過渡期說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宜螢 副所長整理與提供) 。



新穎中溫觸媒分解CO2加氫製成MeOH/CH4/HCOOH/
DMC/DMC/PC/碳奈米材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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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式CO2溫室效應氣體應用於工業廠區之再利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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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計畫書(計畫編號：MOST 105-3113-E-008-00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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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正式協商結果及締約方間之宣言(1/3)
自1995年起，《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簽署國家每年舉行一次
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簡稱聯合國氣候大會。在兩週的
大會期間，匯聚全球領袖、專家、民間團體、企業，共同找出減緩氣候變遷的方法。
目前共有198個國家簽署。今年的會議是第28屆，簡稱COP28。今年氣候大會於
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杜拜世博城舉辦。開發中
國家的損失及損害成本將於2030年，達到每年4千億美元。目前已經募資損失及損
害（loss and damage）基金共4億美金，提供融資與協助以解決氣候危機。

資料來源：環境資訊中心(2023/12) 。

圖片來源：COP28 UAE／Flicker (CC BY-NC 2.0 DEED)。

https://e-info.org.tw/node/238007
https://e-info.org.tw/node/23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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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正式協商結果及締約方間之宣言(2/3)
1.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隨著氣候變遷的影響逐漸加劇，全球減碳的進度不如預期，本次會議再次

呼籲各締約方，為控制全球升溫在1.5℃〫內，必須分別在2030年及2035年前，相較於2019年分
別減少43%及60%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並於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此外，加速且重大減少全
球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尤其是在2030年前減少30%的甲烷排放量。超過60個國家簽署《全球冷
卻承諾》（Global Cooling Pledge）同意於2022年到2050年前將冷卻相關排放量減少至少68%。

2. 脫離化石燃料：雖然未達成逐步淘汰（phase out）化石燃料的共識，且承認過渡性燃料（例如，
天然氣）在加速能源轉型及確保能源安全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首次全球盤點報告中提到，
按公正、有序及公平的方式讓化石燃料脫離（transition away）能源系統，顯示淘汰化石燃料
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此外，對於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也強調必須加速逐步淘汰，並於
本世紀中或前善用零排放或低碳排的燃料。最後也提到盡快淘汰不能解決能源貧窮或公正轉型
問題之低效率化石燃料補貼。這些決議都是希望按科學的方式，能在2050年前達成淨零排放。

3. 加速能源轉型：各締約國要在2030年前，將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每年能源
效率改善率提高到2倍。此外，有22個國家承諾從2023年到2050年提升核能容量裝置到3倍。關
於新能源之氫能的討論， 目前已有30多個國家簽署阿聯酋氫能意向聲明(UAE Hydrogen
Declaration of Intent)，將共同制定全球一致的氫能認證標準，預計未來將影響全球>80%的市場。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2023/12) 。圖片來源：COP28 UAE／Flicker（CC BY-NC 2.0 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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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正式協商結果及締約方間之宣言(3/3)
4. 促進大自然正成長：會議決議強調保育、保護和恢復自然和生態系統對於實現《巴黎協定》

控制升溫目標的重要性，包括(1)加大努力在2030 年前停止和扭轉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及保
育其他充當碳匯的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 (2) 根據昆明 -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在確保社會和環境保障的同時，保護
生物多樣性。此外，締約方必須減少氣候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加速使用以生
態系統為基礎的調適和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包括保護陸地、內陸水域、山區、海洋
和沿海生態系統。

5. 損失及損害（Loss and Damage）基金及其他融資：損失及損害基金旨在補救氣候變遷當前
所造成的損失及損害。各締約方於COP28達成如何運作該基金的協議並暫時由世界銀行保
管及運用。雖然，各締約方國目前承諾投入超過7億美元，但依據目前的情況估計，開發中
國家的損失及損害成本將於2030年，達到每年4千億美元。此外，各締約方在COP26承諾相
較於2019年，將於2025年將調適融資提升至二倍。

6. 《巴黎協定》碳市場機制尚未達成協議：巴黎協定第6段旨在鼓勵締約方彼此透過自願性的
合作，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例如兩國間透過碳權交易，以達成減碳目標，進而有效引
導財務資源協助淨零轉型；或透過成立國際碳權交易市場，以協助各締約方完成淨零。巴
黎協定第6.2段允許兩國間的碳權交易與抵換，第6.4段則建立國際碳市場新規則。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2023/12) 。
圖片來源：COP28 UAE／Flicker（CC BY-NC 2.0 DEED）。



1. 建議「公平地（fairness）」終止化石燃料補貼(1/2)

 建議「公平地（fairness）」終止化石燃料補貼，以及由歐盟、美國及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所領導的118個國家承諾於2030年前，達到3倍全球再
生能源裝置容量與提升成2倍能源效率。中國及印度雖然表示支持，但
並非前述的118個國家。中國及印度雖然表示支持，但並非前述的118個
國家，可能原因為部分文字還待確認。

 於本世紀中達成杜絕減少未使用碳捕捉技術化石燃料（unabated fossil
fuel）之目標，及停止投資新的未使用碳捕捉技術之最終決議：以要求
與會的198個國家同意前述文字，共有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及法國等22個國家，亦承諾於2050年前，相較
於2023年水準，整體達到3倍核能發電裝置容量。

 氣候綠色基金仍未達千億美元：基於各國的承諾，綠色氣候基金收到包
括來自美國的30億美元、來自義大利的3億美元及來自瑞士的1.55億美
元，使該基金本年度的資金挹注來到歷史新高—127億美元。世界銀行
已承諾於2025年前，從原定分配35%的目標，提升至45%的年度融資金
額給予氣候相關計畫，並延長因氣候災難，所導致的債務清償暫停期。 2024/3/19

COP28帶給台灣2050淨零碳排規劃之衝擊與審思(1/5)

圖片來源：UNclimatechange／Flicker
(CC BY-NC 2.0 DEED) 。

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電力將逐步減
少。（示意圖／Pixabay）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info/53393841072/in/photostream/


1. 建議「公平地（fairness）」終止化石燃料補貼(2/2)

 於本世紀中達成杜絕減少未使用碳捕捉技術化石燃料（unabated fossil
fuel）之目標，及停止投資新的未使用碳捕捉技術之最終決議：要求與
會的198個國家同意前述文字，共有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及法國等22個國家，亦承諾於2050年前，相較
於2023年水準，整體達到3倍核能發電裝置容量。

 氣候綠色基金仍未達千億美元：基於各國的承諾，綠色氣候基金收到包
括來自美國的30億美元、來自義大利的3億美元及來自瑞士的1.55億美
元，使該基金本年度的資金挹注來到歷史新高—127億美元。世界銀行
已承諾於2025年前，從原定分配35%的目標，提升至45%的年度融資金
額給予氣候相關計畫，並延長因氣候災難，所導致的債務清償暫停期。

2024/3/19

COP28帶給台灣2050淨零碳排規劃之衝擊與審思(2/5)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2023/12) 。

台灣工業部門去碳化將是淨零減排的關鍵。
(照片來源：Patrick Hendry／Unsplash )

https://unsplash.com/photos/factories-with-smoke-under-cloudy-sky-6xeDIZgoPaw


2. 國際氣候計畫應包含糧食及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目前糧食系統佔全部人為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的1/3，當宣布

134個世界領導人簽署COP28《永續農業、韌性糧食系統及氣候行
動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宣言》（COP28 UAE Declaration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Resilient Food Systems, and Climate Action）
時，別具歷史意義。該宣言的簽署國生產世界上70%的糧食，並
認知到永續農業及糧食系統於對抗氣候變遷時的角色。締約方必
須在COP30於巴西舉辦前，將糧食及農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納入追蹤氣候變遷的國家層級計畫中（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超過150個非政府組織，包括農
民、城市、商業組織、金融機構、民間團體及慈善機構簽署《針
對人類、自然及氣候的糧食系統轉型的行動呼籲》（Call to Action
for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for People, Nature, and Climate），
承諾採取10個優先行動以轉型糧食系統，以及呼籲政府藉由設定
目標、指標及路徑圖，以執行上述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宣言
（UAE Declaration）。

202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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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於杜拜舉行，針對氣候危機提出討論。
(圖/Markus Krisetya on Unsplash)。

經濟日報 工業技術與資訊 ( 圖
/Markus Krisety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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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中鋼碳中和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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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全世界應用最深最廣第二大工程材料

鋼鐵製造排放大量溫室氣體，若能致力低碳轉型、成為綠色材料，促進社會發
展同時減少對地球的碳負荷。

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23 2024/3/19

中鋼公司「低碳轉型」紀事
 2010年率先提出低碳轉型5G (Green)策略。
 2011年至2022年大力推動高達1,654項減碳方案，合計減碳量達237.2萬噸。
 2021年設立「節能減碳及碳中和推動小組」，與國際指標鋼廠對標並和世界

頂尖的鋼鐵領域工程顧問公司交流，制定出「短期減碳，中、長程先低碳再
零碳」的多元路徑規劃，以實現2050碳中和為目標。

 2023年編製公司十年期(~2032年)經營發展策略，建立未來事件表審視公司將
面臨的重大挑戰，擬定未來十年因應策略與具體落實相關措施，2030年設定
目標較基準年減碳25%。

發展主軸
「高值化精緻鋼廠」
「發展綠能產業」

低碳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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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訂定碳中和策略-5G (Green)

 中程目標主要採用「高爐添加還原鐵」、「高爐噴吹富氫氣體」、「鋼化聯產」及「增用廢鋼」
等路徑，將傳統的煉鐵製程高爐設備轉變成低碳高爐。

 長程目標規劃以「電力化、無碳燃料、碳捕捉封存（CCS）、全氫能冶煉製程」來達成2050碳中
和的目標。 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25 2024/3/19
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26 2024/3/19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27 2024/3/19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28 2024/3/19

公司研發部門積極與國內學、研機構合作，為鋼鐵業減碳技術投入基礎研究。
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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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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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31 2024/3/19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32 2024/3/19
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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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34 2024/3/19資料來源：證交所-「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中鋼公司 2022 .07 .07.



歐盟CBAM管制概要說明
• 管制6大項進口產品：鋼鐵、鋁、氫、水泥、肥料、電力

• 過渡期：每季申報（直接+間接排放），不用繳納CBAM憑證

• 正式施行：每年5月底前申報，鋼鐵、鋁、氫僅申報直接排放

2024/3/19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112/10/12，歐盟CBAM過渡期說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宜螢 副所長整理與提供) 。



歐盟CBAM執行期程

 過渡期：每季申報（直接+間接排放），不用繳納CBAM憑證。

 正式施行：每年5月底前申報，鋼鐵、鋁、氫之CBAM憑證僅計算直接排放。

2024/3/19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112/10/12，歐盟CBAM過渡期說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宜螢 副所長整理與提供) 。



3. COP28加速工業去碳化趨勢(1/2)
 全球淨零轉型浪潮下，近年部分領域的關鍵技術發展迅速、減排貢

獻顯著，例如光電及風電、運輸部門中的電動車。相較之下，全球
重工業去碳化的進展陷入停滯及減碳進展緩慢，鋼鐵業甚至被國際
研究評價為朝錯誤的方向前進。

 以煤炭為基礎的高爐-轉爐(BO-BOF)目前只能仰賴碳捕捉再利用與
封存(CCUS)技術來減碳，但研究顯示其減排能力有限，恐無法達到
1.5°C目標下減量90%的深度減碳要求。

 先行者聯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 FMC)、世界貿易組織(WTO)、世
界鋼鐵協會鼓勵業者採取任何有助於減碳的技術達到淨零目標，但
要讓鋼鐵生產實現深度減碳(較傳統高爐製程減碳85%~90%以上)，
中鋼高爐＋CCUS預計2040年後可帶來每年290萬噸的減碳量(約佔
中鋼目前排放量的13%)。

 IEA、FMC、科學減碳目標倡議(SBTi)等組織已針對每噸粗鋼的碳
排訂定建議值(依據投入的廢鋼比例而有差別)，且FMC已提到其發
起的低碳/近零碳產品預購承諾並不包含碳抵換(碳權)的使用。

 中鋼排放之CO2經PSA純化處理後，直接接管聯合鄰近石化業進行
CCU製程，生產高單價化學品(DME/DMC/PC等)，提高產值。 2024/3/19

COP28帶給台灣2050淨零碳排規劃之衝擊與審思(4/5)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林怡均翻譯自IDDI報告 p.11。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執行產業技術基磐研究
與知識服務計畫石蕙菱產業分析師(2021-05-26)。



2024/3/19圖片來源：氨在未來氫能經濟的合成與應用預想圖(楊家銘／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3. COP28加速工業去碳化趨勢(2/2)
 在「能源、產業及公正轉型」中，WTO協同40多個組織(包含已開發與

發展中國家的鋼鐵生產商)，發布《鋼鐵標準原則》，此原則立基在國
際能源總署的研究報告「淨零鋼鐵業排放衡量和資料收集」、WTO技
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良好實踐守則，與WTO的國際標準制定六大原則。

 《鋼鐵標準原則》雖然只是個合作的起始點，但顯示出越來越多組織
肯認鋼鐵業減排的重要性（需減排90%以上方能達到2050全球淨零目
標），未來將建立衡量鋼鐵業溫室氣體排放的通用方法，包含專案計
畫、工廠排放、各類產品排放的各類計算方法，並提高此類方法的透
明度、操作性和相互認可，降低貿易衝突。

 由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號召各國政府參與的「工業深度去碳化倡議
(IDDI)」，以及由具減碳企圖心企業所組成的先行者聯盟(FMC)，分別
提出「低碳公共工程採購」與「2030預購承諾」來吸收綠色溢價、創
造低碳／近零材料市場，驅動重工業往正確方向前進。

 台灣產業如半導體業、石化業(鄰近)等製程會產生大量廢氫，工業餘氫
量有60億m3/年，如果能將工業餘氫全數作為中鋼取代煤冶煉製程使用，
可節省相當可觀的發電成本及提高低碳效能。

202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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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5產業溫室氣體減
量成果發表會(中鋼公司)。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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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化石燃料仰賴進口，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對台灣的影響蠻大，因此環境部本就有進行相
關規劃，逐年提升再生能源占比，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與COP28結論完全一致。

化石燃料除了影響能源，也影響國內化工產業，已有多個學術單位在COP28周邊會議報告碳
捕捉、再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科技研發是台灣的強項，未來只要能夠研發成功，便可
成功減碳。環境部也會與經濟部、國科會等跨部會討論對策， 相信台灣能夠因應相關挑戰。

根據我國淨零轉型目標，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須達到30%，而今年已達到10%，這幾年我國
能源效率持續進步，每年約提升3%，這也與COP28要提升再生能源產能的決議相符。

2024/3/19

COP28決議對政府2050淨零碳排的規劃之影響及對策

資料來源： https://greenlinks.com.tw/news_detail80.htm。

https://greenlinks.com.tw/news_detail80.htm


 以科學為本推動碳管理與減碳策略：強調「以科學為基礎」達成控制
升溫的目標。建議採取五大關鍵步驟，實踐淨零轉型：(1) 善用數位科
技工具(AI/Big Data)進行盤查，加速取得正確的碳盤查資訊及後續資料
維護；(2)以科學為基礎建立減碳目標與淨零路徑；(3) 設定減碳績效考
核和獎勵制度，導入內部碳定價管理工具，改變公司內部行為；(4)了
解各國做法並發展新低碳產品或商業模式；(5)持續改善報導資訊品質
並取得外部確信，建立與利害關係人的信任，朝向企業永續經營之路。

 開啟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之門，著手進行風險評估：強調氣候變遷對於
大自然環境的影響，包括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在全球對抗氣候
變遷之際，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建議（Recommendations of the TNFD）
於2023年9月公布正式版，顯示企業對大自然環境的影響，必須提早做
好準備。TNFD讓企業在治理、評估、揭露與管理因應自然相關風險與
機會時，有了更明確的框架與指引，引導企業對自然產生的損害進行
實質管理，並創造大自然正向影響，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建議企業
掌握四大關鍵元素，以加強企業建構應對自然趨勢之韌性能力：(1) 聚
焦與自然生態資源互動之位置、(2) 評估與辨識議題、(3) 落實生物多
樣性相關策略、(4) 對外溝通揭露。

2024/3/19

台灣企業因應之具體永續經營作法與策略(1/2)

圖片來源：COP28決議脫離化石燃料學者：台灣不應再
寄託碳捕捉| 環境資訊中心/創作者： Mahmoud Khaled ;
提供者： COP28 / Mahmoud Khaled。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2023/12)。

圖片來源：2023亞太永續博覽會，資誠永續
(2023/7/24)。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e-info.org.tw%2Fnode%2F238186&psig=AOvVaw1UsC5n4Hf9tff4hLOCJtl0&ust=1710737514891000&source=images&cd=vfe&opi=89978449&ved=0CBUQjhxqFwoTCKjh-8HA-oQDFQAAAAAdAAAAABAJ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e-info.org.tw%2Fnode%2F238186&psig=AOvVaw1UsC5n4Hf9tff4hLOCJtl0&ust=1710737514891000&source=images&cd=vfe&opi=89978449&ved=0CBUQjhxqFwoTCKjh-8HA-oQDFQAAAAAdAAAAABAJ


 制定能源轉型計畫，留意新技術發展：為了及早完全脫離化石燃料
的使用，加速能源轉型計畫。加速全球能源轉型必須解決以下六大
關鍵的不足：再生能源發電量、電網建置、電網規模電池儲能產能、
低碳排電解製氫的產出量、關鍵礦物及資金缺口。企業可從節能做
起，進而發展儲能，以調節離尖峰用電。其次，在規劃能源轉型藍
圖時，須具備全球性的視野，在成本、安全性及永續之間取得妥善
平衡。最後，在制定解決方案時，將供應鏈的動能納入考量，並且
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效益、所需成本為出發，針對各式解決方案
進行優先順位的排序。

 關注多項簽訂之農業與大自然相關協議的未來發展趨勢：各國於
COP28簽訂多項與糧食、農業及大自然有關的協議。協議內容包括
減少農業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提供資金給予熱帶國家以保育樹林；
使用永續木材建造低碳家園；保育紅樹林、河川、濕地及淨水系統
等。這些協議雖然僅限於各簽約國之間，但有鑑於各界持續關注相
關議題，這些協議可留意是否成為強制性規範，建議企業持續關注
相關發展並及早做好準備。

2024/3/19

台灣企業因應之具體永續經營作法與策略(2/2)

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2023/12/14)。

美聯社資料照。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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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敬請各位長官及貴賓批評及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簡 報 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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