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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溫室
氣體減量議
題引發關注

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1022401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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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綠色新政下的碳邊境調整稅之倡議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228-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 3



亞洲國家也紛
紛宣告2050淨
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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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rbonbrief.org/daily-brief/south-korea-follows-japan-and-china-in-
carbon-neutral-pledge



台灣自證為為亞洲
國家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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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ettaiwan.com/wp-content/uploads/sites/5/2021/03/FocusonTaiwan.jpg?w=779&h=442&crop=1



環保署於立法院之專題報告，正式啟動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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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三版
本修正草案

環保
署版

洪申翰
版

吳玉
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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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C%8B#/media/File:%E4%B8%89%E5%9B%BD%E8%A1%8C%E6%94%BF%E5%8C%BA%E5%88%92(%E7%B9%81).png



本日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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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對環保署版本太有期
待

• 政府本來就沒有推動淨零排放
的誘因

口口聲聲想要推動淨零排
放的XX幾個團體研擬的洪
申翰版本，是玩真的？還
是假的？



Good moment! 
311福島震災十週年前夕回顧台灣2050減碳路
徑 + 藻礁爭議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274739

https://antinuclear.net/2020/01/23/fukushima-daiichi-frozen-wall-leaks-fukushima-311-
watchdogs/ 9



這樣修法，有幫助嗎？

https://www.allaboutlean.com/employee-motivation-1/carrot-and-stick/ 10



質疑一、
流於形式，
改名字就
會有用？ 乾脆建議

Zero Carbon 
Bill （紐西蘭）

淨零碳對策法

目前草案

氣候變遷行動
法（環保署版）

氣候變遷因應
法（洪申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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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二、只剩下口號（目標宣示）的洪申
翰版草案

乍看之下很有野心、嚴格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
減量目標為中華民
國一百三十九年溫

室氣體淨零排放。
（第四條第一項）

其實～～～～幫忙下台階～～

• 可以隨時不透過立法院，就彈性
調整目標

• 「前項目標，氣候會報應會商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參酌聯合國氣候變
遷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
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
化，適時調整該目標，並定期
檢討之。（洪版第四條第二
項）」



目標比環保署嚴格，但措施卻比環保署版
寬鬆

維持獎勵型態的效能標準

• 第二十二條（洪版）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勵
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量管制前進行
溫室氣體減量，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未有環保署版本的加嚴措施：

• 溫管計畫之核定機制

• 強制效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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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過去十年間已經做的事情
強化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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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詳細的部會分工架構，也早就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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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批評政府，其實在幫政府草案背書

環保署修法廣被社會各界詬
病的兩個重點，環團版背書？

• 氣候會報

• 碳費

也難怪洪申翰版草案一直在
等環保署版公告，才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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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組織、更多酬庸

高科技產業與全民繳更多費
用、漲電價

就可以減碳？

17



質疑三、又馬規蔡不隨
明明就有更好的排放權交易機制，卻硬不執行

• 哪裡怪怪的……修法草案都還是把排放權交易機制，放的比碳費還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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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權交
易機制

• 環保署版第
二十五條～

• 洪版第二十
三條～

碳費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費（環保署版第二
十九條～）

•溫室氣體排放費
（洪版第二十七條）



歐盟官方碳市場報告
持續強調ETS對歐盟減碳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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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經驗指出
循序漸進的ETS >  貿然的碳費

電費與民生成本之
衝擊

• ↓

高耗能、高排碳的
高科技產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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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的幫台灣產業國際接軌呢？

市場機制（而非command & control機制）更可有助於台灣高科技產業與
國際連結

21https://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teldap/2008/elq-csd/www.elq.org.tw/images/pic010.jpg



草案都是滿滿的疊床架屋
command and control~~~~~

•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計畫

• 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 新設或變更排放源者，應採BAT溫室氣體最佳可行
技術

若這三個都很
嚴格，最高標，

玩真的

• 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何需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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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恐懼的環評外，又增加：

•溫評？
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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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四、千錯萬錯都是高科技產業的錯？

交了錢？然後呢？

詭異的流程

•為何要交錢，然後產業回來申請補助？

•「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發展低碳技術及低碳產業，促進低碳經濟
發展。」（草案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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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性、
碳權，都

被消滅
了！！！！

•高科技產業做
再多努力，都
無法取得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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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外國再剝一層皮：免不了碳關稅

• 政府能源政策一直「火力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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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以外更重要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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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能源政策才是問題的根源

非核

深澳乾淨
的煤

第三天然
氣接收站

藻礁

28

台灣是舉世獨有增碳能源

轉型及綠能政策



國際當前正義能源轉型(just transition)的主
流

不是：非核
而是：非煤
(coal phas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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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https://onclimatechangepolicydotorg.wordpress.com/2019/06/18/europes-phase-out-of-coal/



最近記者問我「二○三五中火燃煤全部除役」
的主決議提案的感想

•「喔。國際都是在講 coal phase out【全
部】的燃煤電廠除役，很多都在【2030年
前】就要完成了」

•「連2022就要廢核的德國coal phase out的
挑戰相對比較大，但人家的法定時程也是
【2038年】」

•「台灣人的肺大概比較不值錢吧～～～」

31



英國模式、島國模式才是台灣應該學的典
範

維持核電
（20%）

非煤（2024
年十月）

持續發展綠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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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能源政策代價？
以肺養綠

33https://kknews.cc/zh-hk/health/qol56xr.html



管見：推動非「煤」
家園入法

•應該是修改環境基本法的時
刻了！！！

•或「非煤家園」納入溫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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