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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協進會新聞稿 
對於「氣候變遷因應法」三讀修正通過之建議 

 
2023.1.11 

     

    「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草案於 1月 10日
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除了將我國在 2050
年達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明確入法，在政府陸

續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藍圖」、「淨

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後，再次展現

我國完備氣候治理機制，達成淨零排放的決

心，對於在推動淨零轉型的進程上是一重要的

里程碑。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認為，減少排碳與減

緩地球暖化速度，為全民責無旁貸的責任，沒

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此次「氣候變遷因應

法」三讀修正通過，對於臺灣在推動淨零排

放，是「起點而非終點」，過程中仍有許多困

難亟待克服，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協進會也就

此提出八點建議與呼籲： 
 
一、 加速訂定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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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通過後，

與條文相關的子法約有 30 多項，包括產

業高度關注的碳費徵收辦法、碳盤查機制

等相關規範，應加快訂定相關子法，明定

合理配套措施，並持續聽取利害關係人之

意見，以降低未來執法上可能產生之爭

議，減少對工商界的衝擊。 
 

二、 碳費徵收須考量企業整體競爭力 
依照環保署規劃，碳費將於 2024 年起先

針對 287 家排碳大戶優先徵收，包括界定

直接排放量及間接排放用電量之範圍、自

主減量計畫的優惠費率，以及不同產業的

檢核目標等，都須進一步明確定義。對於

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已達主管機關指

定目標之廠商，應避免再重複徵收碳費，

且碳費收入應優先協助與應用於溫室氣體

減量與技術提升，改善電力排放係數，降

低企業的成本負擔，維持出口競爭力。 
 

三、 儘速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交易制度是企業邁向淨零轉型的重要市

場工具，碳交易相較碳費更具彈性，企業



3 

 

將有更多自主性，未來將形成龐大的碳權

需求，且可活絡綠色經濟；鄰近的韓國、

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等都已成

立碳權交易所，建議參考國外經驗，儘早

建立碳權交易所，開放自願性碳交易市

場，降低企業的碳權交易成本，以激勵國

內低碳科技的開發與循環經濟的形成。 
 

四、 全力協助中小企業進行碳盤查 
碳盤查是加強企業減碳能力的首要關鍵，

應擴大驗證量能，協助中小企業實施碳盤

查，並建議依據產業類別及規模大小，規

劃分級輔導機制，確實滿足各產業與規模

的中小企業在資訊、人力、資金等資源上

需求。 
 

五、 積極推動新能源布局 
政府規劃希望在 2025 年達到非核家園的

目標，同時再生能源占比達到 20%的規

模，但目前再生能源占比僅達 6.0%。絕

大部分的廠商認為，從「能源結構著手，

強化潔淨能源發展及建立儲能設施」是政

府推動碳中和的最佳策略，包括加速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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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開發，以及任何能源選項，都應列為

考慮。從能源結構調整，減少能源部門的

碳排放，才是根本之道；政府也應滾動式

檢討 2030、2040、2050 年各階段的電力

配比與碳排放係數目標，逐步推動低碳轉

型，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 

 
六、 應將日後超徵稅收提撥一定比例協助企業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國家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是

一項艱鉅任務，需要挹注更多資源，建議

政府日後若有超徵稅收，應優先考慮提撥

固定比例，用於協助企業發展低碳、負

碳、能資源再生循環技術，以及補助獎勵

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投資，加速排碳大戶儘

速達成目標。 

 

七、應密切關注是否產生綠色通膨效應，並有

效落實公正轉型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後，包括開徵碳費等

措施，皆可能推升產品生產及製造成本，

可能引發綠色通膨效應。政府應擬定具體

策略與方案，協助企業妥善因應面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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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同時具體落實公正轉型，對受影響之

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等不同族群，

提供必要的協助。 

 

八、提供金融業獎勵與誘因，善用金融業肩負

資金引導之角色 

    建議政府與金融主管機關規劃提供金融業

氣候變遷風險調適獎勵與誘因，善用金融

業掌握投融資工具、肩負資金引導的關鍵

角色，加速協助各產業進行低碳轉型，強

化國際碳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