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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何會有碳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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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進口國或區域規定

(2)國際產業鏈需求

(3)政府綠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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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規範產品的主要來源國

台灣業者與產

品從來就不
是優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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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與鋼 鋁 化肥 水泥 電力

我又不是這些受管
制產業，與我何干



關於CBAM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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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臺灣以出口金額 4794 億美元名列全球
第 17 大出口國，同期台灣出口至歐洲總金額

達411億美元。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年最新統計資料
顯示，我國出口至歐洲受CBMA管制項目中，
主要以鋼鐵及其製品為主（50.9億美元，約佔
出口歐洲總額12.4％），其次是鋁及其製品
（1.84億美元，約佔出口歐洲總額0.45％，相
較2021年同比增長10.5％）。

未來CBAM可能於2030擴大管制的產業中，我
國有機化學產品輸往歐洲達6.95億美元，占出
口歐洲總額約1.69％，年增35.1％，其影響將
更勝鋁及其製品產業。

資料來源：MIC（2023）

EU CBAM :與外部電力無關

僅為了1.1％ 其他
98.9％是有多無辜



CBAM的第二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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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觀點】商品出口國的政府有動機確保本國企業在國內
支付碳價格，而不是在國外支付碳關稅。如果亞洲的工廠反
正都要在CBAM等體系的推動下減少排放，那麼其政府若不自
己實施碳定價，就等於白白放棄了獲取最大優勢的機會。

【企業觀點】碳定價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一旦一個行業受制於碳定價，受影響的企業自然會
希望其競爭對手也要面對同樣的規則。因此，燃煤發電廠的
老闆會進行遊說，以保證燃氣發電廠在同樣的條件下經營。

【民眾觀點】問題是多米諾骨牌倒塌的速度夠不夠快。例如，
幾乎沒有針對住宅或汽車排放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因為這會
讓消費者直接感受到痛苦…然而，如果未來的政策制定者想
要把氣候變化的影響降到最低，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進一
步加大這些措施的干預力度。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還必須贏
得選民的支持。

～商論/經濟學人中文版 2023/09

斷掉尾巴的狐狸<伊索預言>

綠色通膨

1

與EU-ETS對齊?



CBAM案例說明

7電越低碳，要補差額越大？



為什麼低碳電力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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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所有部門的溫室氣
體 (GHG) 排放總量減少約 40%，
到 2035 年需減少 60%。

由於技術相對成熟且多樣，電力產業的
二氧化碳排放量下降幅度遠大於其他產
業。而隨著再生能源和其他低排放發電
來源的迅速部署以及化石燃料的發電量
下降，電力產業2022年至2030年期間

排放量幾乎減半，2040年前後的排
放將從零轉負。

電力部門越早達成零及負排放，將更有
助於協助其他部門透過電氣化達成淨零
的目標。

資料來源:IEA(2023), Net Zero Roadmap A Global Pathway to Keep the 1.5 °C Goal  in Reach 2023Update

國際能源署2050淨零情境

減
半

歸
零



低碳電力在台灣—不患寡而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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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台灣年發電量2882億度，再生能源實際發電量238億度
2025年台灣年發電量2892億度，再生能源預估578.4億度
2030年台灣年發電量3084億度，再生能源預估925.2億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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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TWh=10億度電

但台灣中小企業超過159萬家，占全體企業超過98%

2022 2030

台灣 台灣 日本 韓國

燃煤/燃油 44 20 21 3

燃氣 39 50 20 42

核能 8 0 20～22 33

再生能源 8 30 38 22

其他
（含CCS、氫與抽蓄） 1 1

電力碳排係數
（KgCO2/KWh） 0. 495 0.37* 0.26 0.19

電力配比（％）與碳排係數

【註】燃煤、燃氣、燃油排碳係數，依照台電2022年公布實績數據推估

如果僅是要滿足
20~30家RE100企業

既使又過了
兩年，我國
仍未達到

2020年的國
家減量目標

0.492

台商怎能不焦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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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電力轉型趨勢

2012-2022年全球電廠新增容量之技術佔比

太陽光電是近期全球發電市場上的技術首
選。2022年時，新設置量佔比為59％。
模組化的特性，以及過去十年中設備價格
的急劇下降，已使其成為當今世界上最便
宜的發電技術之一。

與 2020 年相比，風電新增裝置容量下
降了 10%。由於來自審核、連網、供應
鏈和獲利能力等種種挑戰，阻礙了前期投
資。供應鏈瓶頸則限制了後期的實際部署，
也導致開發商成本進一步上升。

儘管化石燃料仍主導整個電力市場，但其
總發電佔比已從 2016年的 65％降至

2022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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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轉型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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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2年我國各類發電機組新增與除役

容量變化

燃煤 燃油 燃氣
核能 慣常水力 太陽光電
風力 生質能 廢棄物
地熱 抽蓄水力

單位：MW 在過去10年間，我國裝置容量淨增加
了13.2GW。增長部分：
第一位：太陽光電9.6GW
第二位：燃氣3.5GW
第三位：燃煤3.0GW
第四位：風力發電1.1GW
減少部分
第一位：核電2.3GW
第二位：燃油1.8GW

資料來源：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

 我國電力系統化石燃料占比從2016年時的

81.9%上升至2022年的82.4%。
 按照經濟部規劃2030年時我國仍有70％電力來

自化石燃料。

根據BNEF資料庫顯示，在全球138個有數據的國家中，
2021年我國來自化石能源的電力佔85％，名列全球

第38高，鄰近的中日韓則分別為54、51、60名，
甚至比印度的43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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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歐洲商會建議書：能源與環境



為什麼明明有供需，卻無法順利成交？

不佳的制度設計，導致交易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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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交易成本會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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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過度干預 缺乏效率市場



BNEF再生能源擺脫發展瓶頸的十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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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競標的前置準備
離岸風電競標前的綜合研究

降低計畫風險

委託/協調安裝

簡化許可要求

電網設計與改革

掃除【市場】與
制度障礙

匯率波動調整

電網的具體規劃與里程碑

簡化再生能源許可規則

「併網管理」計劃

太陽光電設置規範

鼓勵大宗採購

搭配離岸風電的新型電網設計
訂定收回發電許可證規範

資料來源:BNEF(2023), Ten Ways to Unstick Renewables 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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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機國產化
限制單一案場容量

限制2公頃以下農地開發

綠色信保制度

台電出售小額綠電

班班有冷氣，校校會發電

T-REC電證合一，效期無限

開放輔助服務市場

電網強化計畫
時間電價新制

11 屋頂強制設置太陽光電
12 再生能源二次結算

根據經濟學四大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企業家精神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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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核家園到淨零路徑

關掉核電

創造內需

發展綠能
產業

帶動GDP成長
創造就業

凱因斯
擴大財
政支出

（短期經濟強心劑）

國家債務

缺電風險

環境爭議

供電成本

救經濟

20％綠電佔比

1.離岸風電2兆→1兆
2.太陽光電9000億+
3.智慧電網915億
4.儲能400億
5.其他

20％電力缺口

副
作
用

發/售電商

564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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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項關鍵戰略與投資

您覺得那一項最有可能達成？



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
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卻

死在明天晚上。
～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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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電力市場自由化程度

資料來源：IEA（2022）Steering Electricity Markets Towards a Rapid Decarbonization

若包含正在自由化的中國電業市場，全球已有76％的電力是透過自由市場交易的

對主要國家來說，這不

是趨勢而是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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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電力市場:能源即服務(Energy as a Service)

哥賣的不是電，是【服務】!!



高比例再生能源更需要彈性系統

21資料來源：IEA（2018）

電力的時間價值



經濟部及台電近期異
口同聲，指面對新增
的2050淨零碳排，
以及台電近年財務不
佳，能否續推電業自
由化要重新評估。



為什麼可競爭市場真的很重要？

23

只要市場是競爭性的（完全理性、完全資訊和零交易成本）
或者大致接近於零交易成本的模型，一旦給定偏好，經濟
發展的長期路徑就會呈現有效性的特徵。

如果市場是不完全的，資訊回饋是片段的，再加上交易成
本十分顯著，那麼決策者的主觀模型將會被不完全的資訊
與既定路徑的意識形態所掌控，路徑依賴將會是持久的，
而且不良的經濟效率將處於支配的地位。

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
（Douglass Cecil North，

1920/11/5－2015/11/23）



供給端建議： 有序開發、鼓勵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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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出面統籌土地取得、資源調查、併網、環評等前置作業
後，劃定區域開放給如開發商、大用電戶、中小用戶合資或其
他有意願者承租

政府公告年需求量並訂定績效標準，開放業者競價承作，若
達成年度績效後可給予額外獎勵（追求發電量而非裝置量）

台電公告電網逐年建設計畫，引導業者進行更有效率的區域
開發、減低併網風險

提高電價並獎勵優先自發自用、現地使用

建立區域能源中心(含低碳氫)

引
導
稀
有
資
源
被

最
有
效
應
用



需求端建議： 建立可競爭的低碳電力多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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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電證分離與限
期內多次交易（FIT

亦可授證）

建立電力公開交易
所，揭露價、量與

調度數據

提供多樣制式合約
（年、月、週期貨
到現貨電力商品）

允許場外交易（自
訂合約）

協助活絡售電業
（提供信貸）

解決市場四大風險
1.價格 2.數量
3.操作 4.信用
及降低交易成本



不能說的秘密：
如果能有一個低廉、穩定、

”可調節”的低碳電力在市場上，
廠商又何須焦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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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再生能源需要土地
封存二氧化碳需要土地
跨季儲氫需要土地
處置核廢料也需要土地

3



謝謝參與
敬請指教

28我希望這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E-MAIL: jschen@cier.edu.tw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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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有，你就是那份午餐

30



我們缺乏一個可正常運作的交易所
交易所是金融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多種功能，主要涉及資產交易和價
格發現。以下是交易所的一些主要功能：

• 資產交易平台：交易所提供了一個集中的平台，讓投資者可以進行資產交
易，包括股票、債券、商品、外匯、加密貨幣等。投資者可以在交易所上購
買或出售這些資產，從而實現資產的轉移和交易。

• 價格發現：交易所通常提供即時的市場價格和交易數量，這有助於確定資
產的市場價值。通過交易所的交易活動，市場參與者能夠更好地了解資產的
供需情況，從而形成更精確的價格。

• 流動性提供：交易所促進了市場的流動性，即資產能夠迅速轉換為現金而
不會對價格造成過大的影響。由於交易所集合了大量的買賣訂單，投資者可
以更容易地找到對手方，進行快速交易。

• 透明度和監管：交易所在交易過程中提供透明度，讓投資者能夠察覺市場
中的價格波動和交易活動。同時，交易所也受到監管機構的監管，以確保市
場公平、合規和穩定運行。

• 降低交易風險：交易所通常實行統一的交易和結算規則，從而降低交易風
險。交易所的結算和清算機制確保交易的正確執行，並減少交易方的信用風
險。

• 創新產品：一些交易所不僅提供傳統的金融資產交易，還推出了創新的金
融產品，如衍生品、指數基金、交易型基金（ETF）等，以滿足不同投資者
的需求。

• 資訊流通：交易所經常提供市場相關的資訊、新聞和數據，幫助投資者做
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

總之，交易所在金融體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
投資者提供了資產交易的平台，同時促進市場的
流動性、價格發現和市場透明度。不同的交易所
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和特點，但它們的核心功能通
常相似。

31



附錄-市場的功能
市場是經濟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多種功能，它們在促進資源配置、價格形成、資訊傳遞等方面起著關鍵作用。
以下是市場的一些主要功能：

• 資源分配和配置：市場允許買賣雙方根據自身需求和資源配置決定購買和銷售，從而有效地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不同的用
途上。供需關係在市場上的互動決定了各種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規模。

• 價格形成：市場通過供求關係的變化來決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當需求增加，供應減少時，價格往往上升；反之亦然。價
格信號能夠引導生產者和消費者作出決策，以滿足市場需求。

• 競爭促進：市場環境鼓勵不同供應商之間的競爭，這有助於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和效率。競爭通常導致創新和技術進步，
以滿足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

• 創造經濟價值：市場使買賣雙方能夠交換他們所擁有的物品和服務，從而創造經濟價值。賣方通過銷售商品和服務獲得收
入，買方通過購買得到滿足他們需求的產品。

• 信息傳遞：市場是資訊流通的重要管道。價格、需求、供應等資訊通過市場交互傳遞給各方，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策。
市場上的價格變化和交易活動也反映了經濟狀況的變化。

• 資源配置效率：市場有助於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供求關係會引導資源流向最有價值的用途。這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滿
足社會的需求，同時避免資源的浪費。

• 多樣性和選擇：市場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商品和服務，使消費者能夠根據自己的偏好和需求做出選擇。這種多樣性促進了社
會的多樣性和個人自由。

• 風險分散：市場使投資者能夠通過購買多種不同的資產來分散風險。這有助於降低個人和企業在經濟波動時面臨的風險。

總的來說，市場在經濟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通過促進資源配置、價格發現、競爭和資訊傳遞等功能，推動著經濟的發
展和增長。不同類型的市場（如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等）在不同層面上都有著類似的功能。

32



從電力市場到碳市場

33
若考慮正在進行電力市場自由化改革的中國，全球已
有76％的電力是來自於市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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