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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從以前一直喊到現在，也許因為

太「耳熟能詳」，所以漸漸地它變成「馬耳東風」。又不是 10 年後地球就毀滅

了，留給下一代再煩惱就好，比你我更聰明的科學家會想到更好的解決方案，拯

救地球是政府的責任。由於全球暖化的溫度只是緩慢地增加，所以大家都認為，

這還有很充裕的時間可以解決，頂多北極熊沒有居住的空間、低海平面的國家可

能會被滅頂，跟你我都沒有關係。但是就像溫水煮青蛙，由於一開始的輕忽，導

致想要跳出水面逃生時(想到解決全球暖化問題的方法)，為時已晚。 

其實「節能」大家都願意去做，因為節能就是省電，在這個物價漲薪水不漲

的年代，能省一點錢就盡量省一點。但是「減碳」該如何去做?我們生活周遭的

產品，在製造過程中耗用多少噸的碳，以及如何慎選碳含量比較少的商品，避免

購買碳含量較多的商品，都是大家比較陌生的地方。 

透過此次演講了解減碳的方法有「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法」、「以科技為本

的解決方法」與「以市場為本的解決方法」。 

「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法」就是多種樹木，是最早期的減碳方式，但實施了

這麼多年，全球暖化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以科技為本的解決方法」則是運用

新興科技來避免全球暖化，例如更有效率的綠能發電方式，然而，能讓企業賺大

錢的新興科技是蓬勃發展，但是能拯救地球的科技，就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孵化出

來，而且，以科技為本的解決方法，還需要額外考慮研究一項新興科技，需要花

費多少的碳，才能夠去進行研究。 

「以市場為本的解決方法」，則是最新的主流，把企業的排碳量當作企業的

額外成本，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就會主動去減碳。「碳足跡」、「碳權」、「碳

價」與「碳稅」，就是以市場為本的解決方式所孕育而生的概念。 



「碳足跡」是指產品從無到有，總共排放了多少的碳。而「碳權」則是企業

「排碳的權利」，分為兩種：一是透過政府強制性的總量管制與交易產生；另一

則是在自願性市場產生，時常被企業用作碳抵換（Carbon Offset）的手段。 

在強制性的管制措施機制下，政府會制定企業碳排放量的上限，倘若企業的

碳排放超過了額度，就需在碳交易市場購買碳權，來彌補超額的碳排放量。反之，

如果企業減碳相當成功，排碳總量低於制定的排碳額度，多出來的額度就能夠轉

換成碳權，讓企業能在碳交易市場拍賣獲得利潤，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特斯拉

（Tesla）的電動車。 

另「碳稅」與「碳費」不同於上述碳交易市場的「以量制價」（運用控制碳

排放總量，即是制定「碳權」，讓市場的供需機制來決定排碳的價格），「碳稅」

與「碳費」則是透過「以價制量」的機制來敦促企業減碳，藉由直接制定每噸的

碳排放量的價格，向企業收取「碳稅」或「碳費」，由控制排碳的價格高低來影

響排放程度。 

臺灣於 2022 年修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草案，實行收取「碳費

（Carbon fee）」，由環保署執行向碳排大戶直接收取碳費，並利用收取的碳費

成立氣候基金，用於發展減碳與綠能的技術，或補助產業綠能轉型。 

上述提及的碳權、碳交易系統、碳費或碳稅，其實都是透過「將碳排放貼上

價格標籤」的原理，讓排碳成為企業額外的成本，根據市場機制提供經濟上的誘

因，敦促企業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這個概念也是目前國際公認最有效的減碳

工具：碳定價（Carbon price）。 

一個有效的碳定價政策，可以拉近傳統高碳排的能源成本與低碳排的綠色能

源成本之間的差距、鼓勵能源的綠能轉型，並且也可以透過「排碳有價」的概念，

實施污染者付費的環境正義。 

透過「碳足跡」，政府能夠知道企業在營運的過程產生了多少的碳排放，並

依此收取所謂的碳費或碳稅，消費者也可以知道商品從無到有的過程，總共排放



了多少的碳，藉由宣導環保愛地球的理念，鼓勵消費者多購買碳排放量少的商品，

減少購買碳排量多的商品，以消費者的力量來敦促企業減碳。 

而在這波以「以市場為本的減碳解決方法」的浪潮下，台灣的政府與企業也

都要做好準備，因為台灣以外銷為主，商品大多銷售至海外，在國外越來越注重

減碳與碳足跡的情況下，為了增加台灣企業的綠色競爭力，台灣的企業與政府應

該做好碳足跡的管理，這樣才能知道商品生成過程的總碳排量。 

最後，「碳定價」的概念之所以會誕生，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減少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減緩全球暖化的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企業不應本末倒置，透過大量購

買低價的「碳權」，來宣稱自己完成碳中和的目標，然而實質上卻是繼續的創造

碳排放，將「碳抵換」變成拯救氣候危機的數字遊戲。企業應該在完整的執行碳

盤查後，設定實質的減碳目標與方案，如汰換老舊設備、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

生能源等。碳權抵換應被視為最下策的減碳手段，如此才能夠真正達成碳足跡淨

零與碳中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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