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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積極成為全球規範制訂者的努力
域外效力？

• 環保領域

• 歐盟有毒物質禁用指令（ RoHS ）

• 歐盟REACH法規（EC Regulat ion No.1907/2006, concerning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Chemicals, 

以下簡稱REACH法規）其他領域

•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

• GDPR

• 減碳領域

• 航空機納入排放權交易

• CBTM



關鍵文件



本報告重要性
提供最新資訊



本報告重要性
受影響產品之對比



對台灣政策與立法之
建議



歐盟規範方向之掌握
產品效率值



歐盟規範方向之掌握
國外政策之考量



對台灣之啟示
研究團隊之建議



台灣當前修法方向看似符合歐盟趨勢
但？

歐盟

• 直接：「效能標準」

• 間接：「國外碳定價」

台灣溫管法修法方向

• 自願性效能標準→強制效

能標準

• 引進碳費

• 溫管計畫的核定制度



管見：效能標準

• 「每噸產品排碳標準」，為歐洲碳關稅的「重點」

• 我國當前修法方向之效能標準是否過廣？
•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所容 許之排放總量、回收 或破壞去
除效率、單 位原（物）料、燃 料、單位里程及單位產品之排放量。」（參見
環保署草案）

• 空白授權？未來修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上，是否強調該「效能標準

之訂定之原則」，如，應參考歐盟之「歐盟ETS產品效率標竿設定」，

以增加授權明確性

•第二十二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
能標準。前項效能標準及其檢 查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參見環保署草案）



管見：效能標準

•洪申翰版本的自願性效能標準，並不符合此一歐盟趨

勢

•持續關注歐盟「歐盟ETS產品效率標竿設定」

•應儘速評估若採取「歐盟ETS產品效率標竿設定」對

台灣相關產業之影響衝擊

•行有餘力關注鄰國（如日韓中）討論對「歐盟ETS產品

效率標竿」對其產業衝擊之相關分析討論



管見：
「國外」碳定價之議題

• 解讀歐盟：

• 國外碳定價在歐盟僅為
「考量」，並非主要因
素

• 國外碳定價，在此並不
限於碳費：亦即可包括
ETS等機制

• 「如何被加以考量」就
目前資料看起來並不清
楚



管見：
「國外」碳定
價之議題

• 台灣溫管法的修法方向
• 歐盟碳費並非直接重點→但台灣反而成為
「主要重點」，且比「產品排碳效能標準」
更加強調。

• 不清楚歐盟「如何考量」之前，是否要貿然
引入？

• 疊床架屋？廠商是否有可能交了台灣的碳費，
還是無法符合產品排碳效能標準，而需繳交
CBAM之多重損失？→台灣的碳費就無法達
到全部或部分豁免CBAM之目的

• 歐盟只提及碳定價→則台灣應綜合考量ETS
及碳稅之可行性，而非目前優先碳稅

• 台灣碳稅要設定到如何的程度，才可以全部
或部分豁免CBAM？



彈性機制之可能性

• 應進一步瞭解歐盟對於「歐盟ETS產品

效率標竿設定」是否有彈性空間？

• 如，不符合時，是否僅有繳交CBAM之空間

• 抑或是，可透過ETS或其他取得碳權之方式？

• 台灣近期能源轉型立法下，廠商所有低

碳投資幾乎無法有外加性之問題

• 用電大戶綠能義務

• 環評承諾

• 強制效能標準、強制溫管計畫核定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