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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碳減排的中心思想Ⅰ

一、綠色溢價(碳成本)：能源(源頭碳)

企業本身與供應鏈(過程碳)

客戶(終端碳)

二、環境權益(利潤)：標準(數據的承認、無重複計算問題)

買賣時金流KYC(審查減排量真實性)



企業碳減排的中心思想Ⅱ

三、企業碳成本必須低於生產產品的利潤

四、企業整體供應鏈碳成本必須低於您的對手整體

供應鏈碳成本

五、碳限制 :生產地國內限制(ETS配額)

國際間貿易碳限制(碳中和)



碳中和 (貿易碳限制)Ⅰ

一、碳盤查標準：即整體供應鏈

ISO14067

(原料、製造、運輸、使用、廢置/回收)

二、碳中和抵銷：方法學

(長期、可測、真實、額外)



碳中和 (貿易碳限制)Ⅱ

三、碳抵銷標準：ICAO說明



碳邊境調節機制

一、基礎：ETS(配額制度)

總量管制~額度分配~核發證照~碳交易~懲罰制度

二、氣候反傾銷戰略：懲罰買入配額憑證，不是課稅

三、懲罰標準與金額：每年五月前提報碳排放數量

每年五.六.七月每星期歐盟碳價

四、戰略目標：將全球各國生產階段碳排放之

ETS年度交易，全球標準一致，

與碳中和抵銷制度一樣

巴黎協定



企業如何因應

一、碳盤查：國內ETS配額制度

國際間 ISO14067

二、ERP導入碳盤查制度：供應鏈產品碳排放與企業本身生產

時每個製程碳排放與成本計算

三、生產所屬國能使用碳抵銷標準量調查

四、公司內部教育訓練：各部門從採購、生產、財會等必須有

正確減碳觀念

五、生產地與國際間減碳標準與成本的評估



企業解決方式

一、減碳標準：確定生產地區能使用標準有哪幾種

二、整體供應鏈標準須一致

三、整體供應鏈碳成本評估

四、碳轉移到供應鏈降低本身碳成本

五、大量儲存碳額度，企業本身使用

也協助供應鏈碳中和



碳中和獲利範例：特斯拉

一、碳中和高手：馬斯克

(電動車、儲能、制度)

二、兩階段獲利：

1.碳積分：100公里燃油與電動車比對碳排放

2.整體電動車生產週期碳排放碳中和與綠電直供儲能，

讓電動車在能源上完全零排放

三、比特幣生產時用綠電直供，比特幣成為零碳貨幣，買

入電動車即可零排放，在碳中和整體周期達成零排放，

獲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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