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部門淨零排放及
碳抵換機制推動策略

資源永續利用司



◼ 「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

◼ 全球第18個將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國家

• 2050淨零排放

• 強化氣候治理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加速減碳 提升產業競爭力 全民參與  人才培育

明定部會權責分工、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整合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方案
能力建構、科學報告與風險評估

推動氣候教育
落實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
公正轉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六、七章 

罰則 附則

徵收碳費 專款專用
強化碳盤查與查驗
推動減量額度交易

國家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法制基礎—氣候變遷因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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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
目標

徵收
碳費

部門
方案

效能
標準

盤查
查驗

增量
抵換

自願
減量

基金
支用

管理
排放強度

排放量管理
減量基礎

2050淨零排放
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六大部門行動方案
地方執行方案

碳定價
優先推動

專款專用
技術研發

核發額度
提供誘因

降低
增量衝擊

氣候變遷因應法多元減量工具

3



§8 明定中央機關權責

氣候變遷因應法-政府機關權責

第10項：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低碳飲食推
廣及糧食安全確保事項：由農業部主辦。

第9項：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
功能強化事項：由農業部主辦；內政部、
海洋委員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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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減緩與調適並重
減量

六大部門

能源 製造

運輸 住商

農業 環境

調適
七大領域

能力建構及維生基礎設施

水資源

土地利用

海洋及海岸

能源供給及產業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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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農業部門的影響

氣
候
變
遷

氣溫
上升

海平
面上升

降雨型
態改變

極端天氣
事件增加

糧
食
安
全

生態系統

農
業
生
產土壤

物種

水資
源

病蟲
害

生產
設施

農產品市場

產
量

農戶
收入
所得

一般
家戶
消費

品
質

價
格

影響層面 影響農業生產及
環境資源

影響農業生產品質、
數量及供應穩定性

造成設施設備、
農民資產之損失

《生態面》 《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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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面對嚴峻挑戰

✓ 全球持續暖化，未來20年內恐升溫
超過1.5℃。

✓ 全球須在2050年左右達到淨零排放，
始有可能減緩暖化速度。

• 在1991-2020年間，我國年均溫已上升1.6 
℃，且有增溫加速趨勢；我國海平面上升
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 夏季增長、冬季縮短。
• 年總降雨趨勢變化不明顯，但最大日暴雨

強度及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增加趨勢明
顯。

7



8

策略1 調蓄及智慧化農業灌溉水資源

策略2 種源保存及抗逆境減災技術

策略3 災害情報及農業氣象資料應用

策略4 推動農業保險

策略5 生態環境調適與建構生物多樣性指標

農業部門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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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森林、土壤、海洋三大自然碳匯來源

• 自然解方NbS最大場域

• 溫室氣體排放量不高，目前非屬碳排管制規範對象

• 在維持農業多功能下，創造附加價值

農業推動淨零的優勢與利基

農業部門不能止步於因應與調適

農業有能力為淨零做出更多貢獻



From IPCC AR6 WG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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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濃度持續上升，暖化速度加快

https://wmo.int/news/media-centre/2023-shatters-climate-records-major-impacts

https://gml.noaa.gov/ccgg/trends/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觀測大氣
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升高: 
2023年11月已達 420.46 ppm

世界氣象組織(WMO)最新報告：
• 2023 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 2023 年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高出1.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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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表升溫情境推估(相較於1850-1900期間)

2040

資料來源：IPCC 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PCC AR6提出未來升溫情境】

相較工業革命前(1850-1900)，人類活動已導致約 1.0 ℃的升溫

無論各種情境，2040年地球表面升溫將超過 1.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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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未來的距離

2024年出生的嬰兒

這個孩子的一生

2040年       16歲      100%確定      地表升溫1.5℃

2050年       26歲      淨零排放？    地表升溫1.5℃

2100年       76歲      淨零排放？    地表升溫1.5-5.0℃

21??年     壽終正寢  淨零排放？   地表升溫？

如果您是這個孩子，您希望未來世界是甚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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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氣候變遷議題發展歷程

▲ 2021年9月1日
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氣候變遷
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

▲統籌規劃農業因應氣候變遷政策、
推動農產業調適及減緩溫室效應

京都議定書
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
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準

巴黎協定
在21世紀較工業時代前控制
升溫2℃以內，並儘量維持
在1.5 ℃以下

IPCC特別報告
欲控制升溫在1.5 ℃，
2050年左右全球須達到淨
零排放

IPCC AR6
證實人類活動確實造成地球暖化，
無論何種情境都將於近20年超過
升溫1.5-2 ℃

2010年6月15日

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
適政策會議

邀請產、官、學界代
表共謀良策，歸納7大
關鍵策略

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第一期
管制目標(2016-

2020)
(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計畫(第一

期2013-2017)

公布施行《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

2014 2015

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方案(第二

期2018-2022)

2018

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第
二期管制目標
(2021-2025)
(2025年較基準年
減10%)

1997 2015 2018 2021

2016 20212010

國內
政策

國際
趨勢

農業
政策

▲ 2022年2月9日

舉辦「邁向農業部門淨零排
放策略大會」

▲透過全國系列座談會集思廣益後，
於大會擬定農業部門氣候變遷調適
與淨零排放具體措施並規劃路徑。

2022

公布修
正《氣
候變遷
因應法》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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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missions Gap Report 2023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仍呈上升趨勢

151 個國家宣示 淨零排放目標時程 ⚫2022年全球溫室氣體

排放量較2021年增加

1.2%，達到574億公

噸CO2當量的新紀錄。

⚫近80%的歷史累計CO2

量排放來自G20國家，

中國、美國和歐盟貢

獻最大，最低度開發

國家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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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淨零12項關鍵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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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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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2022年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2億8,596.7萬公噸CO2當量，整體農業部門排放
占比2.16%(含燃料燃燒與非燃料燃燒)；林業部門碳匯則可抵減全國溫室氣體
排放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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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於2040年達到農業淨零排放

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

19

◼ 本會率先於110.9.1成立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並自110年11月8日起辦理27場
全國巡迴系列座談，參與者超過2千人次，並蒐集超過200則建言。

◼ 111年2月9日則召開全國性大會，邀請產官學界代表近200位，凝聚19項策略、59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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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一、減量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50%

基盤
掌握

本土
排放係數

計量方法學

資訊平台

低碳生產模式

化學肥料減量
精準用藥

推動有機友善農業

調整水田灌溉模式

調整畜漁飼料配方、餵
飼模式

高能效與電動化

節能農業設施(備) 農機具電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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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有機友善如何達成45,000公頃

◼法規完備：有機農業促進法及子法已完成。
◼獎勵政策完整：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獎勵每公頃三萬元，補助9成驗證費用。

◼需求帶動供給：有機蔬菜提供學校午餐。
◼建立新通路：批發市場優先拍賣，簽署有機同等性，拓展外銷新商機。

◼ 有機友善生產面積

19,408公頃

◼ 覆蓋率 2.45% 亞洲第一

◼ 全年減少使用化學農藥
250公噸，化學肥料2.3
萬公噸以上

◼ 加大加速有機質肥料補助，
推動化肥補助轉型



電動自動跟隨田間搬運車

高能效及電動化農機具及設備
節能水車(增氧設備)

應用於中耕機
之電動中耕示
範機。

低轉速高扭
力農用馬達

油電混合動力漁船

油電複合動力
系統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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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二、增匯 

增加1000萬公噸碳儲量



自然界的碳捕捉-光合作用

• Photosynthesis 

• Carbon Capture 

•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 Carbon Capture, 
Utilize and Storage

➢ 什麼是碳匯：氣候變遷因應法§3「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
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
設施或場所。」

➢ 碳匯的原理：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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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匯(1/2)

森林碳匯策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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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匯(2/2)

26

森林碳匯蓄積圖 未來推動潛力點我國森林碳吸存現況

森林面積

219.7萬公頃

每年森林碳匯量約為近

2千2百萬
公噸CO2當量

森林覆蓋率

60.71%

森林蓄積量約為5億立方公尺，
總碳儲存量(碳庫)為7.5億公噸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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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國產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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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竹產業計畫

生
產
端

降低竹林經營成本、提高竹材生產
• 竹林生產區為資源盤點與經營管理
• 扶植竹材生產合作社穩定竹材生產與供應
• 建置竹材產業創新技術服務中心
• 開發友善環境生產技術
• 修訂「原住民禁伐補償條例」

加
工
端

穩定料源供給、升級加工技術、開發竹材加值應用

• 建置竹材備料場及供需媒合平臺
• 輔導加工廠製作規格竹材及設立示範場域
• 建立竹材加工剩餘資材回收機制及改善鍋爐設備

市
場
端

行銷竹產製品、普及竹材教育與人才培訓

• 竹工藝技術傳承與竹設計人才培育
• 公共工程帶頭使用竹材(竹設施、建築)
• 獎勵民間應用竹建材或興建竹建築
• 建置農業與竹剩餘資材生質能示範場域
• 研議提高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提升竹材生產效率
降低生產成本
增加產值

加強竹林碳匯



土壤碳匯(1/3)

C

C
C

C

C
C

土壤碳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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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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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匯(3/3)
➢ 田間施用生物炭

➢ 開發土壤微生物及添加物

全臺細顆粒土壤（0-30公分）有機碳儲潛力分布圖

436
百萬公噸CO2e

有機碳儲量現況圖

表層土壤(0-30cm)

524
百萬公噸CO2e

全臺碳儲潛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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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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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匯(2/2)

➢人工藻床

➢海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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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三、循環 
建立1,000場農林漁畜低碳永續循環場域

推動500多萬公噸農業剩餘資材全部再能源化、資源化及材料化

循環農業相關技術開發
➢ 畜禽糞尿再利用
➢ 農業剩餘資源材料化
➢ 生物炭產製及施用
➢ …

建立具商業可行性之跨域循環產業鏈

其他非農產業

林 畜

漁 農

示意圖
◼ 近10年我國農業剩餘資源每年約產出約500萬噸。農糧類約占50%、畜牧類約47% 
◼ 處理方式以堆肥(50%)與就地翻耕掩埋(35%)為主 (2021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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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循環(豬、菇、蔬果)

施肥



山林共管模式能源化場域

林業保育署苗栗縣南庄苗圃

柳杉/臺灣杉
人工林生產區

原木

剩餘林業資材

規格材

家俱用材

其他內裝用材

粉碎
造粒

生質燃料
顆粒

林下經濟(乾燥香菇)

原民部落用電

提煉精油

氣化爐

發電

熱源

木醋液

微電網70%

30%

國產材
標售

生物炭

土壤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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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循環產業

沼氣精煉純化

穩定有機質料源

甲烷管線運輸
或桶裝運輸

耕地或牧草地施灌
沼渣、沼液

沼氣

化石燃料替代

二氧化碳 水

跨域技術開發  多元應用

食品業 啤酒 氣泡水 清洗 澆灌 民生用水

厭氧發酵

氣化爐

生質燃料棒
乾燥造粒機

生物炭、木醋液

副產物

生質能

副產物

農業部、環境部及地方政府合作模式

區域型資源處理中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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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四、綠趨勢 
農漁村用電100%自給自足

➢農業設施屋頂型太

陽光電

➢漁電共生

➢農業生質能

➢小水力發電

清潔能源

建構
淨零友善
環境

1

2

3

4

碳定價、碳權

綠色金融

碳足跡、綠色消費

能力建構、人才培育



農業綠能設置容量及效益

總計：3.36GW*

屋頂型
2.12GW

畜禽舍 1.60

農糧製儲銷設施 0.45

漁業相關設施 0.25

地面型
1.02GW

漁電共生 0.40

埤塘、圳路及水庫 0.16

不利農業區 0.37

低地力農地變更 0.13

年發電量
36.8億度

減少碳排放

182萬公噸

*統計至113年1月31日
*111年電力碳排係數0.509公斤CO2e/度

目前農業部門所需用電超過 100%來自農業綠能

配合國家能源轉型
推動以農業為本的農業綠能

清
潔
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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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來源：https://www.freepik.com/vectors/relaxing-
background'>Relaxing background vector created by 
pikisuperstar - www.freepik.com

依照不同農漁村地區特性，搭配再生能源
及儲能技術，佈建因地制宜農漁村微電網

光電

風電

水電

生質能

儲能

智慧電網

微電網

沼氣發電

因地制宜能源自主場域

40



碳盤查、碳定價與農業多元效益價值化

41



碳排放的計算-大尺度

國家清冊 V.S. 糧食系統(產業鏈)

清冊-林業 清冊-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變化

清冊-農業

清冊-能源

清冊-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

清冊-廢棄物

42



氣候變遷因應法-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氣候變遷因應法 §13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
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
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執行摘要
➢第一章  簡介
➢第二章  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第三章  能源部門(CRF Sector 1)
➢第四章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CRF Sector 2)
➢第五章  農業部門(CRF Sector 3)
➢第六章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CRF Sector 4)
➢第七章  廢棄物部門(CRF Sector 5)
➢第八章  改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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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報告第五章、第六章結構組成

5.1 部門概述

5.2 畜禽腸胃道發酵（CRF 3A）

5.3 畜禽糞尿處理（3.B）

5.4 水稻種植（3.C）

5.5 農耕土壤（3.D）

5.6 草原的焚燒（3.E）

5.7 農作物殘渣燃燒（3.F）

5.8 石灰處理（3.G）

5.9 尿素使用（3.H）

5.10 其他含碳肥料（3.I）

5.11 其他（3.J）

6.1 部門概述

6.2   
6.2.1   
6.2.2   

森林土地（CRF 4A）
維持為森林土地之森林土地（4.A.1）
轉變為森林土地之土地（4.A.2）

6.3 農地（4.B）

6.4 草地（4.C）

6.5 濕地（4.D）

6.6 居住地（4.E）

6.7 其他土地（4.F）

6.8 伐木產品（4.G）

畜

農

第五章 農業部門
第六章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變化及林業部門

 清冊數據資料期間：1990年~2021年

 清冊計算方式依據：IPCC 2006指南

尚未納入清
冊內容

清冊只計算人類行為產生的額外溫室氣體排
放，不計算自然界的碳排放(如呼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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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計算方式

農業部門
排放氣體

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CO2當量)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8

氧化亞氮(N2O) 265

2006 
IPCC指南

說明 採用情形

方法1
(Tier 1)

• 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IPCC建議值)

3.A畜禽腸胃發酵(豬、水牛、山羊)
3.B畜禽糞尿處理(豬、水牛、山羊、
其他牛)
3.D農業土壤
3.F作物殘體燃燒
3.H尿素施用

方法2
(Tier 2)

• 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本土數值)

3.A畜禽腸胃發酵(產乳牛、其他牛)
3.B畜禽糞尿處理(產乳牛)
3.C水稻種植

方法3
(Tier 3)

• 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本土數值)

• 設定情境模型，投
入參數：環境、經
營管理方式等

3.A畜禽腸胃發酵(家禽)
3.B畜禽糞尿處理(家禽)

來源：AR5(100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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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期作 本土排放係數
(公斤/公頃/期)

種植面積
(公頃)

暖化
潛勢

排放量
(公斤CO2當量)

排放量
(千公噸CO2當量)

臺北、基
隆

一期稻 69.2 387

28

749,851 0.75

二期稻 144.3 242 977,777 0.98

宜蘭 一期稻 22.5 11,192 7,050,960 7.05

二期稻 115.7 0 0 0.00

桃園、新
竹

一期稻 29.0 18,168 14,752,416 14.75

二期稻 123.5 7,147 24,714,326 24.71

苗栗 一期稻 95.3 6,192 16,522,733 16.52

二期稻 115.7 5,055 16,376,178 16.38

臺中、彰
化、南投

一期稻 36.9 43,480 44,923,536 44.92

二期稻 180.6 34,030 172,082,904 172.08

雲林、嘉
義、臺南

一期稻 60.1 63,987 107,677,324 107.68

二期稻 175.0 37,649 184,480,100 184.48

高雄、屏
東

一期稻 26.8 10,441 7,834,926 7.83

二期稻 87.5 1,339 3,280,550 3.28

花蓮、臺
東

一期稻 68.9 15,895 30,664,634 30.66

二期稻 125.3 14,864 52,148,858 52.15

合計 6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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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碳匯說明1/2
• 森林碳庫可區分為生物量(地上部、地下部)、死有機質、土壤三大類。

碳庫 說明 備註

生物
量

地上部
生物量

土壤以上所有活的木本和草本之生物量，
包含莖、殘幹、枝、樹皮、種子和葉。

地下部
生物量

活根的全部生物量。(不含直徑低於2公
釐的細根)

死有
機質

枯死木 除枯落物外的所有非活的木質生物量，
包含：直立的、橫躺在地面上的或在土
壤中直徑大於或等於10公分的枯倒木、
死根和殘幹。

依據Tier 1，當國家沒
有經歷森林類型、林地
擾動或經營體制的重大
轉變，可假設其淨變化
量為0，國內狀況符合所
述，清冊計算即依循此
假設。

枯落物 所有直徑大於2公釐的非活的生物量及
直徑小於枯死木所定義的最小直徑、在
礦質或有機質土壤上已經死亡的及腐朽
的非活生物量。

土壤 土壤有
機質

係指達到所選擇深度之礦質土壤有機碳，
土壤深度預設值為30公分。

 來源區分為林地維持林地、其他土地轉變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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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碳匯說明2/2
排放/吸收(匯)源 說明 活動數據及來源 計算

方法
排放/吸
收(匯) 氣
體種類

林地
(4.A)

林地維持
林地
(4.A.1)

• 已成林之林地當年
度生長之淨碳移除
量，本項同時包含
移除量與排放量。

• 排放來源包含崩塌
或風災、火災、伐
採、濫墾及其他等。

• 天然及人工之針葉
林、針闊葉混淆林、
闊葉林；木竹混淆
林；竹林

• 林地面積、崩塌或風
災減少之森林覆蓋面
積、年伐採量、年收
穫薪材材積、受干擾
森林面積與損失材積
量

• 來源：第3次全國森
林資源調查、第4次
全國森林資源調查、
林業統計年報

Tier 2 CO2

其他土地
轉變為林
地
(4.A.2)

• 即新植造林。
• 針葉林、針闊葉混

淆林、闊葉林、竹
林。

• 林地面積
• 來源：第3次全國森

林資源調查、第4次
全國森林資源調查、
林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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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議題之部門分類架構

排放清冊報告
能源部門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
用部門

農業部門
(不含燃料燃燒)

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變化及林業部門

廢棄物部門

減量管制目標
能源部門

製造部門

運輸部門

住商部門

農業部門
(含燃料燃燒)

環境部門

名稱相同，
內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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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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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2022年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2億8,596.7萬公噸CO2當量，整體農業部門排放
占比2.16%(含燃料燃燒與非燃料燃燒)；林業部門碳匯則可抵減全國溫室氣體
排放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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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的類別-小尺度

ISO 14064-2

專案型

• 氣候變遷因應法§25
•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

管理辦法

ISO 14067

產品型

• 環境基本法§6、8(自願性)
• 氣候變遷因應法§37(強制性)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

足跡管理要點

ISO 14064-1

組織型

• 氣候變遷因應法§21
•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

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場域碳盤查
如：企業

產品碳足跡標籤
(PCR)

碳權
(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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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碳盤查(場域)

要求盤查
機關

所規範之盤查對象

環境部 ◼ 發電業(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複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 鋼鐵業(一貫鍊鋼鋼胚生產程序、電弧爐碳鋼鋼胚生產程序、電弧爐不銹鋼鋼胚生產程序、H型鋼生產程序、不銹

鋼熱軋鋼捲(板)生產程序)
◼ 石油煉製業(石油煉製程序)
◼ 水泥業(具備熟料生產程序)
◼ 半導體業(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程序)
◼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具備薄膜電晶體元件陣列基板或彩色濾光片生產程序)
◼ 各行業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當量
◼ 各行業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達2.5萬公噸CO2當量

(以特定行業製程別、各行業單廠(場)為盤查列管標的)

金管會 ◼ 2025年資本額100億元以上、鋼鐵、水泥業之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
◼ 2026年資本額50億~100億元之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
◼ 2027年資本額50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合併報表

(以企業體(含子公司)為盤查列管標的) 53



制定農產品碳足跡盤
查所需的PCR，完備
資訊網資料庫平台

鼓勵消費者往低碳
綠色消費發展

原料取得 製造 配送 銷售 使用
廢棄處理

回收

搖籃 大門 墳墓

依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將各階段排放之溫室氣體量相加總

產品的一生：生命週期

產品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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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型 服務型

產品碳足跡

高鐵
32g/人/公里

福山植物園一日遊-15kg/人次

太平山三日遊-55kg/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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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碳足跡推動概況

• 完備重要農產品碳足跡盤查所需產品類別規則PCR

農業部已完成建置之

農產品碳足跡PCR

11項

依前開11項PCR申請並

有效之農產品碳標籤商品

103項

包含：米、鮮蛋、水產動物食
品、生鮮水果、雜糧及蔬菜、
咖啡豆與茶葉、家畜禽肉及食
用雜碎、禽畜肉加工食品、植
物性生物質炭化產品、觀賞植
物、蜂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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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類別規則(CFP-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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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類別規則(CFP-PCR)

58



農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方式
◆碳足跡+產銷履歷=可行嗎?

◆自願性揭露?

◆減量標章?

◆資料紀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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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定價(Carbon Pricing)：
透過將「碳」具體價格化，以經濟手段促進溫室氣體減
量與移除的方式。
將排碳之外部成本or減碳及碳匯之外部效益內部化，常
見的操作方式包含碳費、碳(關)稅、碳權等。

什麼是碳定價?

減碳、碳匯
(對環境有益)

大量排放溫室氣體
(對環境不益)

自願減量額度、
增量抵換減碳效益

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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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
目標

徵收
碳費

部門
方案

效能
標準

盤查
查驗

增量
抵換

自願
減量

基金
支用

管理
排放強度

排放量管理
減量基礎

2050淨零排放
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六大部門行動方案
地方執行方案

碳定價
優先推動

專款專用
技術研發

核發額度
提供誘因

降低
增量衝擊

氣候變遷因應法多元減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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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碳定價推動策略

我國碳定價機制：以碳費徵收為主，輔以自願減量及增量抵換等擴大參與對象。

• 依減量方法執行自願減量專案，可申請審核減量額度
• 減量額度得用於抵減碳費或增量抵換
• 取得減量額度者可至本部委託機構交易給有需要者

事業或各級政府

• 為達成國家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
• 事業依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繳交碳費
• 執行自主減量計畫達指定目標適用優惠費率

直接+間接排放量≥ 2.5 萬噸之
製造業及電力業

• 為降低開發行為之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對環境衝擊
• 要求開發單位執行減量措施取得減量效益，或以減量額
度進行增量抵換

• 可抵換措施包括民眾汰換老舊汽機車、燈具、空調設備、
老舊農業機具等小而眾的減量

應實施環評的工廠、工業區、
火力電廠、高樓建築

碳費

自願
減量

增量
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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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對象

碳費費率 配套措施

收費對象(第28條)

盤查登錄及查驗之排放源，且直接排放及
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2.5萬公噸CO2e之電力業及製造業

01

一般費率及優惠費率(第28條)

考量下列因素審議，定期檢討：

•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

• 排放源類型

• 溫室氣體種類

• 排放量規模

• 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

02

配套措施03

評估對排放源、產業及總
體經濟層次之經濟衝擊

費率審議會審議

自主減量計畫+指定目標
(第29條)

•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能有效減少

排放量達指定目標者，適用優

惠費率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第30條)

• 碳費徵收對象得以減量額度扣

除排放量

碳費徵收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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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碳抵換機制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

§25

§24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自願減量專案 遵循MRV原則

透過簡易計算公式，納入
生命週期概念一次核給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附錄

環境部認可之方法學

例. 汰換老舊電動農機之減量計算基準：

(年度用油排放量-年度用電排放量)*生命週期(年)

✓ 適用條件
✓ 專案邊界
✓ 基線情境、專案情境
✓ 減量/移除計算說明
✓ 監測方法

我國獨創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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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額度

未納管
事業

排放額度

納管應減量之事業

納管
事業A

納管
事業B

•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減量
額度

事業

自願性碳中和宣告

國際上碳定價以強制制度搭配自願制度推動

強制為主 自願為輔

• 作為配套，提高
減量成本有效性

• 提供誘因，促使
非納管事業排放
源減量

或是以碳稅費制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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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權

我國碳權交易所可交易項目

台灣碳權
交易所增量抵換

減量效益

自願減量專案

減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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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增量抵換-源起

 為鼓勵環評開發單位業者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並擴大減量參

與層面，環保署於109年3月27日公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

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透過環評審查機制，推動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事宜：

⚫ 促使開發行為採用最佳可行技術(BAT)，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

⚫ 並以協助開發行為範圍外之排放源減量方式，取得抵換溫室氣體增量之排放

量，降低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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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量來源
一. 執行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二十五條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

取得之額度。

二. 執行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取得之額度。

三. 執行開發行為範圍外之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農業部&環境部
跨部合作，共同推動

增列農業場域
可操作項目

受規範對象
工廠
事業園區
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
或添加機組工程
高樓建築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對象及抵換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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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增量抵換-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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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1/3 價金1/3 價金1/2 價金1/2
+減碳獎勵

具環評增量抵換
減量效益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實務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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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購買電動型/高效節能型優於燃油型、汰舊
換新優於純新購」原則，結合既有補助機制，獎
勵農友以最簡便之方式獲得對應碳收益。

➢112.8.21訂定發布《農業機械設備汰舊換新獎勵
辦法》，優先推動12項電動農機具減碳措施；113
年度新增納入高效率增氧設備(節能水車)。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類碳權)-農業機械設備汰舊換新

農業機械設備項目
汰舊換新減量效益

(CO2當量/臺)
獎勵基準 耐用年限

中耕管理機 3.2公噸 8,000元/台

5年

割草機 3.2公噸 2,000元/台

動力噴霧機 3.3公噸 1,000元/台

土壤鑽孔機 4.5公噸 3,000元/台

吹葉機 4.5公噸 3,000元/台

剪茶機 6.0公噸 1,000元/台

採茶機 6.0公噸 4,000元/台

田間搬運機 7.4公噸 4,000元/台

鏈鋸 10.2公噸 1,000元/台

抽水機 11.1公噸 1,500元/台

農地搬運車 11.1公噸 9,000元/台

自走式噴霧車 13.6公噸 30,000元/台

高效率增氧設備 6.2公噸 1,000元/台 72



✓碳權：一種將減碳/增匯成效量化並核發的額度，可拿來
交易或折抵溫室氣體排放，可想像成股票、彼特幣…

農機電動化
節能水車
造林

使用有機質肥料
畜禽糞堆肥化
沼氣發電
太陽能發電

專案型碳盤查(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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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強制性碳權機制-本質為排放許可

• 強制性機制係指設有溫室
氣體總量管制，由主管機
關核發排放許可(強制性碳
權，allowance)給被管制
者，規範其排放天花板，
排放量低於核發量者，可
將多出的部分出售給排放
量超額者。流通及交易強
制性碳權的市場, 稱之為強
制 性 碳 權 市 場 (regulated
market)。

• 例如：EU ETS機制下所核
發 的 碳 權 為 EUA (EU
allowance) 。 資料來源：2021年「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抵換專案制度說明會」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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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碳權機制-本質為減量成效認證

• 自願性碳權機制係在無強制規範
排放量上限情形下，為鼓勵各企
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作為而
建立。

• 自願執行具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的
排放者，可透過此類型機制取得
減量成效認證 (自願性碳權，
credit) 。

• 國際上有許多不同的「自願性碳
權」機制，如聯合國清潔發展機
制 (CDM)、核證減排標準(VCS)、
我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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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專案(正式碳權)-減量額度從哪來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 = 基線排放量(BE) – 專案排放量(PE)

現況(基線)是什麼?

採用什麼方法?

改變了什麼?

處
理
碳
權
需

考
量
的
事
項

取得碳權的目的?

取得碳權的成本?

更
重
要
的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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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碳權機制-種類

聯合國清潔
發展機制
(CDM)

獨立機構建
置機制

(如VCS、GS、EBC
等)

各國政府建
立機制

(如我國自願減量專
案、日本J-credi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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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 多元措施取得減量額度

事業得依環境部審定公開的多元減量方法採行減量措施，提出自願減量專案申

請審核減量額度，若有不足亦可提出建立新減量方法申請。

110個

CDM減量方法

＋

33個

本土減量方法

能源
工業

能源
輸配業

能源
需求業

製造
工業

金屬
製造業

化學
製造業

來自鹵化物及
氟硫化物製造
之使用之逸散

來自燃料之
逸散

(固體、油及氣體)

運輸業

林業
農業及

土地利用
廢棄物處理

及處置

13類別
(Sectoral Scope)

畜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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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專案(正式碳權)-申請流程

農業相關方法學
既有 送審中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 森林經營、竹林經營、改進農業土地管理、海草復育、紅樹林植林 79



自願減量專案取得實務-植樹造林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

造林碳匯專案，其主要透過栽植林木及撫育以增加碳儲存量的專案

適用條件

減量額度分配

外加性分析

計畫書具體說明

監測計畫檢視

減量計算

檢
核
重
點

實務案例：
經濟部水利署

南投東埔蚋溪造林專案

資料來源：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自願減量專案取得實務-植樹造林簡報(11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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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成本…

 林木栽植：26萬元/公頃 (以175元/株計)

 維護(澆水、除草)：1萬元/公頃
 專案文件撰寫及查驗證：30萬元/次
 監測計畫：25萬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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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方法學
✓ 透過科研投入、與企業資源

結合等方式建立農業方法學，
提供多元之自然碳匯轉換為
碳權管道。

✓ 於113年初已將森林經營、
竹林經營、改進農業土地管
理、海草復育、紅樹林植林
等5項方法學草案送環境部
審議。

農業領域查驗機構
✓ 輔導農業領域之團體取得查

驗機構資格(如農科院、產
銷履歷驗證機構)。

✓ 預計於113年第2季取得產
品碳足跡查驗機構資格，並
刻正規劃申請成為組織及專
案型查驗機構。

創造多元誘因，降低參與門檻，
鼓勵國內自然碳匯發展

自願減量專案(正式碳權)-農業部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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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格：事業或各級政府。
2. 申請形式：得自行或共同申請。
✓ 具規模之事業(如畜牧場)可自行提出專案註冊，並由農業部提供諮詢輔導取得自

願減量額度。
✓ 小農則可由各試驗改良場所、地方政府、農民團體(如農會)帶領，或結合企業

ESG等方式，申請專案註冊。

環境部

農民團體

地方政府 企業

各試驗改良
場所

自願減量專案(正式碳權)-實務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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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自然碳匯專案推動特殊性

✓透過創造多元誘因，鼓勵各方資源挹注國內自然碳匯發
展

✓最大化自然碳匯效益，包含溫室氣體、生物多樣性、景
觀、國土保安等多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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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我國碳抵換相關機制及綠色金融觀念階段性策略推動

農業效益及碳價值化推動策略
應用國內碳抵換機制

(自願減量專案)
+ 應用綠色金融推動農業永續ESG

(ESG相關報告書：永續報告書、TNFD、TCF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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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給付方案

企業ESG

產業面

以碳權為初始動能，配合與栽培管理結合之政策給付、企業ESG專案
三支箭共創讓農民獲益之淨零轉型模式

淨
零
轉
型

碳定價號

自願減量額度
(碳權)

農業碳匯未來推動方式
農業增匯要在對經營栽培有正面效益或至少無負面影響的前提下進行

增匯成本高但效益多元，農業碳匯不應以取得碳權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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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ESG揭露需求看漲

實收資本額20億元以下的上市公司，應自2025年起依GRI準則
編製永續報告書，並鼓勵參考SASB準則揭露行業指標資訊。

資料來源：金管會 (2020，2022)

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3.0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1.0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 注重環境(E)面向
• 鼓勵金融機構對綠能產業之投融資
• 發展綠色債券
• 鼓勵金融機構簽屬遵循自願性綠色

投融資準則

• 跨大涵蓋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三大面向
• 引導金融機構對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例如綠色

運輸、綠色建築、綠色製造、符合社會效益等)
之支援

• 強化ESG相關資訊接露
• 推動ESG責任投資
• 發展可持續發展債券市場
• 引導金融業及企業重視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金融機構探盤
查及氣候風險

管理

推展我國永續
經濟活動認定

指引

ESG及氣候
相關資訊整合

金融機構永續
金融專業訓練

建立合作機制
推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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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力量導引企業投入永續作為

金融機構、投資人 企業

投資、放貸

資金需求

永續作為

綠 色
金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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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與投資人如何確認企業永續作為

永續報告書

E (Environment)
環境

S (Social)
社會

G (Governance)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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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

EPS+ESG

+ESG

EPS

2030年

消費者衡量企業品牌重點指標

EPS、ESG兼顧
企業穩健永續發展

RE100 承諾2050年100%使用再
生能源

EP100 承諾能源效率增加100%

EV100 承諾2030年前100%交通
載具電動化

SBTi 加入科學基礎目標倡議

SRI 以社會公益、地域貢獻、行
使股東權利等為目的的之投
資人行為

B Corp 承諾企業發揮環境友善等影
響力

TCFD 簽署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倡議

TNFD 簽署支持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倡議

資料來源：時報出版《ESG品牌創新六部曲》

企業ESG發展領域

評量ESG相關
機構與指標 企業ESG

投資人評估一家企
業是否具有永續經
營的健檢報告，財
務金融表現亮眼外，
照顧好員工及股東，
投入環境保護及承
擔社會責任。

自然相關
氣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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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2023年9月正式推出)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2015年12月推出) 

聚焦重點 空間尺度 風險分類 組織揭露差異

✔ 阻止生物多樣性
損失

✔ 確保生態系服務
功能

✔ 重視特定地點
✔ 關注企業予營運所
在位置之影響

✔ 關注在地環境資產
✔ 關注與鄰近生態系
服務系統互動

✔ 關注在地社區

✔ 實體風險
     轉型風險
✔ 系統風險

✔ 營運過程對自然環
境之衝擊、依賴，
及隨之而來之風險
與機會

✔ 減緩氣候變遷
✔ 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

✔ 不侷限特定地點
✔ 關注全球性影響

✔ 實體風險
✔ 轉型風險

注重二氧化碳排放
✔ 忽略環境其他部分

全球議題注重氣候變遷、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

共同的揭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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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面積約80萬公頃

－平地約50萬公頃、

-  山坡地30萬公頃

◆林地面積220萬公頃、

竹林面積18.3萬公頃

◆四面環海及廣大的海洋資源

◆擁有碳匯優勢

◆ 糧食安全

◆ 生態景觀

◆ 生物多樣性

臺灣農業資源豐富
農業的多功能性

除了農業生產5,000多億

產值外，具有正面外部性：

◆ 水土保持

◆ 淨零排放

◆ 農村文化

農業提供企業執行ESG

最佳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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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永續ESG

淨 零
永 續

生 態
保 育

暖 心
農 村

以企業需求為導向
進行客製化設計

規劃三大領域

媒合企業共同加入
農業場域ESG專案

結合永續指標
(SDGs)

引入企業資金
協助農業發展

回應企業ESG
揭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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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nvironment)

環境
農業操作立基於自然
環境，可直接對應

S (Social)

社會
專案涉農產品項目可
捐贈偏鄉弱勢團體等

G (Governance)

公司治理
結合員工福利、員
工家庭日等活動

農業永續ESG

企業ESG重視「參與」而非純粹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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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場域ESG專案-成功案例分享1

家樂福with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每一口都是救命的力量》

◼ 合作項目：協助販售友善石虎農作標章農產品、捐車、環
境教育活動(3場次)

◼ 合作農民：南投中寮農民
◼ 合作農產品品項：山蕉(最大宗)、珍珠芭樂、柳丁
◼ 合作期間：2019至今
◼ 具體成效：農產品價格提升、合作社成立、返鄉青農增加、
石虎棲地品質改善

◼ 對應SDG：永續核心目標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 企業成效：獲「2022第15屆資誠永續影響力獎-企業永續
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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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場域ESG專案-成功案例分享2
和泰汽車with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台灣原生動物
守護計畫》
◼ 合作項目：經費挹注(石虎野放)、捐車(2台)、吉祥物貼
圖義賣、導航系統加入路殺圖資及警訊、淨溪活動(3場)

◼ 合作期間：2021迄今
◼ 具體成效：具體協助研究和保育相關工作、員工共同參
與、改善石虎棲地

◼ 企業成效：於2022第15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獲「綜
合績效獎-台灣百大永續企業獎」、「企業永續報告類
服務獎-白金獎」、「永續單項績效獎-社會共榮領袖獎」
及「永續單項績效獎-人才發展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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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with林務局《環願山林造林計畫》
◼ 合作項目：認養國有林地造林(全台各地林管處)、認養羅東林
管處轄內4條自然步道。

◼ 合作期間：2017迄今
◼ 具體成效：陸續認養屏東、羅東、南投、新竹及臺東林管處
共約 44.93公頃林地 ，種下 7 萬1885株小樹苗，與公部門共
同推動森林及環境資源復育工作。

◼ 企業成效：道瓊永續指數 (DJSI) 連續七年榮獲產業領導者
(Industry Leader) ，並入選 DJSI「世界指數」與「新興市場
指數」成份股、榮獲2020 年TCSA 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
( 製造業組)、榮獲2020年CDP氣候變遷評比 A List。

資料來源：2022日月光投資控股永續報告書

農業場域ESG專案-成功案例分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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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團體參與自然碳匯與

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媒合平臺

(111.3月開始歷經5次企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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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平臺現有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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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碳匯專案案例

新植
造林

攜手種樹守護臺灣爺蟬的家
-大埔事業區第58林班濫墾地收回復育造林

嘉義縣 20年 185 萬元

專案辦理事項

整地（已伐除濫墾檳榔）、新植及撫育工作（補植、刈草、除蔓及修枝等）。

期待公司團體參與項目
1. 參與移除外來入侵種活動、植樹造林。

2. 空間場域營造材料來源使用國產木竹材。

3. 善用企業優勢協助山區部落(社區)生產友善農林產品的行銷。

GBF

目標04 目標02  目標08  目標11

預估碳匯效益 9.4
（公噸二氧化碳/年）  

具生物多樣性監測效益

合作對象

草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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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專案案例

紅石2號黑熊-傷癒健康回歸森林計畫
-紅石2號臺灣黑熊之醫療、照養、野放及監測工作

野生

物保

育

臺東縣 約13個月 80 萬元

專案辦理事項

野放後活動監測：追蹤野放後的活動範圍及行為模式，必要時進行緊

急救援。

期待公司團體參與項目

1. 辦理黑熊保育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2. 結合企業現有場域或資源推廣黑熊的保育觀念。

GBF

目標04

具生物多樣性監測效益

合作對象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部落、紅石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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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文化專案案例

「蒸跡再現」
國寶阿里山林鐵蒸汽火車整修

林業

文化

資源

保存

或活

用
無限定位置 3年 3000 萬元

專案辦理事項

1. 全車整修恢復動態行駛

2. 保留原燃煤動力系統型態

3. 鍋爐採用傳統工藝擴管技法

4. 採用生質能源符合環境法規

期待公司團體參與項目

1.  提供復駛後營運建議

2.  共同參與鐵道文化資產保存

GBF

目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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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成果證明

• 證書持有者

• 專案基本資訊
    （專案名稱、時間、位置）

• 對應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 對應的生物多樣性目標(GBF)

• 預估碳匯效益
（自然碳匯專案）

• 專案完成事項
      （註明生物多樣性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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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環境保護、碳中
和、勞工權益、綠
色金融、能源、水
資源

EX:生產環境、減碳、
增匯、循環、灌溉
用水、水土保持

公私協力農業永續

• 傳統製造業
• 高科技製造
• 金融服務
• 零售物流
• 服務業

企
業
端

• 糧食生產
• 森林經營
• 生態保育
• 畜牧產業
• 漁業養殖
• 動物保護

農
業
端

面對氣候變遷  沒有人是局外人

兼顧利害關係人權益

共同的ESG戰略
及發展目標

關
注
永
續
議
題

永 續
公
私
協
力

✔ 農地保護
✔ 環境友善生產
     模式
✔ 農業資源零廢棄

✔ 支持國產農產品
✔ 寵物照顧
✔ 韌性自主農村

✔ 生物多樣性
✔ 沿近海漁業資源
✔ 野生動物保育

✔ 森林碳匯
✔ 海洋碳匯
✔ 土壤碳匯
✔ 淨零科技

資源 生態

產業 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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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ESG Store 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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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是我們對後代子孫的共同責任

線性耗竭式經濟…

翻轉
共榮

資源耗竭

土地劣化

氣候變遷

資源循環

農業永續

糧食安全

循環可持續式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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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技術精進、協助方法學及輔導企業
與農民。

參與ESG或淨零計畫。

配合所有淨零四大主軸之策略和行動方案。

農業部

學術界

企業

農民

研發及執行經費、政策誘因設計、建立公私部
門合作平臺(ESG即是一例)、降低執行成本(包
含經濟面、技術面)等

配合中央政策、輔導農民、協助媒合。地方政府

公私協力 邁向淨零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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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農村

邁向淨零

與時俱進

低碳節能

生態循環

韌性永續

農業永續發展

自然為本
.

科技為本
.

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為農業及環境永續、糧食

安全確保盡一份力，共創

臺灣農業永續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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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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