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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全球氣候變化更加的嚴峻，造成許多自然災害的亂象，而造成氣候

變化最主要的根源來自於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面對現今最熱門的碳中和議

題，本研究團隊會以 ESG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進而了解到在台灣與個案中

適用不同的做法對其碳排放量有增加或減少的趨勢。對於台灣現狀的 ESG

發展案例來看，可以發現公司為 ESG 發展的最大推手，企業們為了能讓

ESG 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紛紛推出各種方案，為了使更瞭解 ESG 的未來發

展，這也是本團隊研究碳稅的目的之一。經過一系列的策略與實踐，在表

2-9能看出 T公司於 2021的供應鏈成果已十分接近 2022的目標願景，因此

合理推論 T 公司對 ESG 的政策是具有可行性的，T 公司已逐漸邁向永續經

營的模式。本團隊認為台灣政府和企業目前雖然的確有在規劃和實行減碳

的相關措施，但其中有關於碳費的徵收方式、費率和徵收對象，政府需要

更加詳細的規劃，並且在國民各種不同的看法中制定一個最佳方案。也建

議將碳中和的相關規範入法，入法後企業們會更加重視「減碳」這個議

題。要強化與在地居民的溝通與協調，同時和地方縣市政府與企業界合

作、加速建設，能源轉型若能進步，離碳中和的目標也會往前一大步。 

 

關鍵字 ESG永續發展、碳中和、碳稅、碳權、綠色供應鏈  

  



 iii 

目錄 

第壹章 導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2 

第貳章 文獻探討......................................................................3 

第一節 碳中和、2050年淨零排放.........................................3 

一、 碳中和發展趨勢...............................................................3 

二、 氣候(協議) ........................................................................5 

三、 能源的需求與供給............................................................6 

第二節 ESG 永續發展...............................................................7 

一、 ESG的定義與發展............................................................7 

二、 碳税與碳權交易(綠色金融) .............................................11 

三、 綠色供應鏈管理與影響....................................................12 

第三節 能源轉型.......................................................................13 

一、 何謂能源轉型..................................................................13 

二、 再生能源、綠電有哪些..................................................14 



 iv 

三、 成效與利弊.......................................................................15 

第參章 產業分析..............................................................17 

第一節 總體經濟面向...............................................................17 

一、 如何實踐碳中和...............................................................17 

二、 能源轉型的發展................................................................18 

三、 ESG....................................................................................19 

第二節 個體經濟面向...............................................................20 

一、 A公司簡介........................................................................20 

二、 A公司減碳目標與策略....................................................21 

三、 ESG發展與策略...............................................................22 

四、 供應鏈檢視.......................................................................22 

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24 

第一節 研究結論及建議..........................................................24 

一、瞭解 ESG未來發展趨勢.................................................24 

二、台灣的作法與遇到的衝擊................................................25 

三、個案分析-A公司面對「2050 淨零」的做法...................26

參考文獻......................................................................................27 



 v 

圖目錄 

 

圖 2-1 1990-2018 能源供應總量圖……………………………7 

 

  



 vi 

表目錄 

 

表 2-1 三大層面碳中和活動表……………………………………3 

表 2-2 各國面對碳中和實施措施比較表…………………………5 

表 2-3 COP26表…………………………………………………..5 

表 2-4 能源分類表…………………………………………………6 

表 2-5 ESG 三大主要因素準則表…………………………….....8 

表 2-6 ESG 歷年活動整合表……………………………………..9 

表 2-7碳税與碳權交易概念表…………………………………...11 

表 2-8 綠色投資表………………………………………………..11 

表 2-9綠色供應鏈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表……………………...12 

表 2-10各主要國家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占最終能源比重) …….14 

表 3-1 2022/01-05月再生能源發電量…………………………...18 

表 3-2 T公司淨零藍圖期程表…………………………………..21 

表 3-3 T公司 2021年供應鏈視表……………………………….22 

 



1 

第壹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來，全球氣候變化更加的嚴峻，造成許多自然災害的亂象，使

得國際更加關注氣候變化的議題，而造成氣候變化最主要的根源來自於溫

室氣體的排放量，為了控制氣體的排放量，在 1997 年的東京議定書以及

2009 年的哥本哈根協議並各國制定了應對氣候問題的協議內容，前者在

2005 年正式生效而後者在 2009 正式生效，這兩項協議讓國際能更好的應

對氣候的變化。 

而為了有效控制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不應該只侷限在一個國家或一

個組織，而應適用於每個所產生溫室氣體的國家(莊紘愷，2007)，此外在

過去排放量最大的是開發聲國家，但現在卻是開發中國家為最大排放者

(李居霖，2011)。 

且在21世紀，碳中和這個專有名詞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簡單來說碳

中和是指由國家、企業、產品、活動透過間接或直接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或

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以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排放量，達

到零排放(CSR 天下，2021)。 

半導體龍頭 T 公司計畫在 2050 年達成 100%再生能源的目標，並於

2020 年 7 月 21 日正式接獲 2014 年由「氣候組織」（Climate Group）與

「碳揭露計畫」（CDP）共同成立的國際倡議行動「RE100」的認可，成

為台灣第五家，同時也是全球首家簽下 RE100 承諾的半導體業者。T 公司

董事長表示：「作為全球首家加入 RE100 的半導體公司，正積極採取務實

的行動來推動綠色製造，降低氣候變化的影響，並承諾到 2050 年底使用

100%再生電力。」且用電消耗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降至零 (鄒敏惠，2020)。 

  

https://www.tsmc.com/csr/en/update/greenManufacturing/caseStudy/37/index.html
https://www.there100.org/
https://www.tsmc.com/csr/en/update/greenManufacturing/caseStudy/3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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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隨這我國工業化不斷的提升，相對的碳排放量也大幅增加，面對現今

最熱門的碳中和議題，本研究團隊會以 ESG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進而了解

到在台灣與個案中適用不同的做法對其碳排放量有增加或減少的趨勢。 

一、瞭解 ESG未來發展趨勢 

二、台灣的作法與遇到的衝擊 

三、個案分析-A公司面對「2050淨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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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嚴峻的氣候變化的背後，可以發現是由排放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所導

致的，所以碳中和及碳稅相關議題逐漸浮出檯面來，為了能對社會永續的

議題能更加了解，整理出減碳的相關規範與定義。 

 

第一節 碳中和、2050 年淨零排放 

 

本章節首先要探討的對象為何謂碳中和、2050 淨零排放，其次會介紹

先今面對碳中和所舉行的各項全面性以及區域性的會議內容，最後會對能

源需求與供給進行說明。 

一、碳中和發展趨勢 

近年來碳中和以及碳稅議題興起，各個國家面對如何達到 2050年淨零

排放，都各自提出相對應的措施。所謂碳中和指的是在一段時間內由國家、

企業、產品、活動或個人排放的二氧化碳氣體或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 

碳中和可又稱為碳抵銷或碳補償，是意思相近的表達(Bento,2015)。

且在個人、企業組織以及城市和國家層面都會透過不同方式進行達成碳中

和目標(表 2-1)(柳典，2019)。 

表 2-1 三大層面碳中和活動表 

三大層面 定義 

個人 指透過種植或購買植物作為抵銷個人產生的二氧化碳 

企業 提升公司自身技術或成立相對應組織機構減少排碳的

目標 

城市和國家 舉行碳中和會議或活動 

資料來源：柳典(2019) 

首先截至目前統計已經有 137個國家承諾 2050淨零排放，當中有許多

前二十名碳排放量國家，如美國、巴西、俄羅斯等等的國家。以下分別列

舉幾個國家面對現今碳中和發展方向以及相關實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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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國：  

德國各個政黨面對碳中和的目標一致希望在 2050年能將碳排

放量降低 80％到 95％，透過邀請工會人員、政黨人員以及公民

一起討論，最後以 2015 年簽署的「巴黎協定」作為背景，於

2016 年 11 月正式通過「2050 年氣候保護法」，其目標除了實現

2050 碳中和以外，為了應對氣候變遷以及國家的轉型，更是設立

了「成長、結構變遷及地區發展」(Kommission fur Wachstum, 

Strukturwandel und Beschaftigung)除此之外，德國制定了在 2030

年溫室排放量至少要減少 55％，並且在各個產業設立碳排放的目

標，由於因「2050 年氣候保護法」只針對 2005 所建立的歐盟排

碳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簡稱 EU 

ETS)僅對排放大量碳的產業如：能源業、加工處理業以及鋼鐵製

造業等等，並無法規範非 EU ETS 其餘產業，於是在 2019年 9 月

正式提出「2030 氣候保護方針」，並且在 2030 年前承諾對非為

EU ETS 產業的碳排放量，要比 2005 年降低至少 38％(陳咸蓁，

2020)。 

(二)美國：  

王陸新、王敘斐和王永臻(2022)的研究指出美國在 2016 年簽

署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隨之提出三大時間節點、四大

部門轉型以及四大戰略支柱等等作為面對 2050淨零的目標，首先

三個節點分別為 2030 承諾碳排放量要比 2005 年減少 50％以上、

2035 將清潔電力目標達到百分之百實現電力完全脫碳以及 2050

讓整個社會經濟系統達到淨零排放，再者四大部門分別為電力部

門、交通運輸部門、建築部門和工業部門將在 2050年減少一半以

上的碳排放量，最後四大戰略支柱為政府的領導力、技術創新、

地方政府領導力及社會行動，透過政府的支持、研發新技術和能

源轉型加速實現淨零排放且現今許多民眾對面對 2050淨零知識尚

淺，可透過地方政府搭配教育機構傳授知識加快實現 2050淨零的

腳步。 

(三)日本： 

日本以化石為主要能源，但因化石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為

了加快實 2020 淨零目標，日本在 2020 年 12 月正式發表面向

「2050 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內容爭對 14 個產業訂定出目標，

其中產業包括離岸風電、汽車、蓄電池以、半導體、海上風電產

業，氨燃料產業，氫能產業以及核能產業等等(李歡，2021)。 

(四)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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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娟和陳奕彤(2022)的研究指為了盡早實現 2050 淨零，韓

國分別在 2020年 12月制定「2050碳中和推進戰略」以及 2021年

9 月「碳中和技術創新促進戰略-十大核心技術開發方向」，分別

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源、石油化工以及運輸效率等等，透過

創新的技術以及技術合作，創造低碳的新產業。 

表 2-2 各國面對碳中和實施措施比較表 

國家 面對碳中和的相關措施 

德國 ⚫ 2005建立「歐盟排碳交易體系」 

⚫ 2016年 11月通過「2050 年氣候保護法」 

⚫ 設立「成長、結構變遷及地區發展」 

⚫ 2019年 9月提出「2030 氣候保護方針」 

美國 ⚫ 提出三大時間節點：2005、2035、2050 

⚫ 提出四大部門：電力、交通運輸、建築以及工

業 

日本 ⚫ 2020年 12月正式發表面向「2050碳中和綠色增

長戰略」 

韓國 ⚫ 2020年 12月制定「2050 碳中和推進戰略」 

⚫ 2021年 9月「碳中和技術創新促進戰略-十大核

心技術開發方向」 

資料來源：本團隊研究整理(2022) 

 

二、氣候協議 

2.1聯合國氣候峰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簡稱 COP) 

表 2-3 COP26 表 

條款 內容 

格拉斯哥突破議程 已超過 40 個國家簽署，主要針對鋼鐵、道路運輸、農

業、氫能和電力五大行業，制定全球標準和政策。 

全球甲烷承諾 

 

總共有 105個國家承諾，在未來十年要減少 30%的甲烷

排放量，以減緩危機。 

零碳車承諾 共有 11 家汽車廠商承諾在 2035 年，全部銷售零碳新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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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領袖森林

與土地利用宣言 

共超過 100 個國家領袖共同承諾，在 2030 年禁止森林

濫伐與土地流失等問題。 

綠色航運承諾 在 2030 年前，共有 200 家企業承諾實現零碳船舶和

燃料的規模化和商業化，且 22 國簽署了《克萊德班

克宣言》(Clydebank Declaration)，在 2025 年前建立

六條綠色航線 

  資料來源：GREENPEASE綠色和平(2021) 

2.2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綠色經濟方案「Fit for 55」(DELOITTE，2021)，該方案內容如下： 

(1)增加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TS)的項

目，且加海上運輸產業內入其中以及取消對航空產業的免費排

碳額度 

(2)修訂在生能源相關條款以及增加其使用的占比，希望 2030 年

再生能源產能可以達到 40%。 

(3)快速發展低碳運輸和相關基礎設施及染料，尤其是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 

(4)強化建築營造、公路運輸和境內航運、農業、廢棄物和小型工

業的減少排放量的目標。 

(5)提出較為永續之航運及海運燃料及零排放技術之支持措施。 

 

三、能源的需求與供給 

首先能源，從字面上看來就是表示能量的來源，提到來源就不能

忽略物質，因物質是一切的來源，且能源可以提供能量或動力的物質

或物質運動(沈明宇，2009)。且能源的種類可以分為初級能源以及次

級能源(表 2-4) 

表 2-4 能源分類表 

能源的種類 初

級
再生能源 

太陽能、風力能、水力能、

海洋能、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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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非再生能

源 

石油、天然氣、媒、化學

能、其他 

次

級

能

源 

次級能源 
電能、汽油、煤氣、電磁

能、其他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委員會(1994) 

劉驥(2020)的研究指出全球人口不斷的增長，面對這種增長趨勢

的同時也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給來滿足自身的需求，且大部分的來源來

自於化石燃料，次要的能源才是再生能源(圖 2-1)，因再生能源對地球

環境影響小於化石燃料，所以再生能源是未來發展趨勢之一。 

圖 2-1 1990-2018 能源供應總量(TES)圖 

 

資料來源:HKNIC(2018) 

 

第二節 ESG 永續發展 

 

在進入 ESG 永續發展相關文獻前，本文認為應先要有對於 ESG 的初

步了解，簡單的先將 ESG 定義整理出，對 ESG 有所理解，整理出歷年來

的活動，進而掌握 ESG的演變狀況。 

 

一、ESG的定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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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8 能源供應總量(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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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 於 2004 年首次提出企業永續發

展(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簡稱 ESG)的概念，是用三個英文單字

的縮寫，分別是環境保護(Environment；簡稱 E)、社會責任(Social；簡稱 S)

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簡稱 ESG)，被視為評估一間企業經營的指標(表

2-5)(林公孚，2021)。 

目前公司發展 ESG，多數注重於環境保護的議題，涵蓋氣候變遷、碳

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汙染、廢棄物解決等，全球暖化一直是重要的議

題，雖然氣候變遷造成氣候變遷並沒有非常的明顯，可能需要等好幾世紀，

或是更長的時間才會顯現出來，而造成這些危害的主因為人類，排放有害

物質、製造汙染、森林坎伐等而這些危害都是會加速全球暖化，所以藉由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

稱 IPCC)研究人類使企業變遷，2015 年巴黎協定對抗氣候變遷的重要里程

碑之一，與各國締結協議使地球能變得更好，可以控制不讓氣溫上升，降

低碳的排放量，第 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 Climate Conference in 

Glasgow；簡稱 COP26)，對於避免全球暖化影響，通過了終結濫伐、淘汰

燃煤電廠、甲烷減量排放、停止投資海外石化燃料計畫 (官生平、蘇進強、

王鵬飛，2022)。 

 

表 2-5 ESG三大主要因素準則表 

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 

1.浪費與污染 

2.資源枯竭 

3.溫室氣體排放 

4.森林砍伐 

5.氣候變化 

1.員工關係與多元化 

2.工作條件，包括童工

與奴役 

3.當地社區，尋求明確

資助將為全球貧困與服

務不足社區服務的項目

或機構 

4.健康與安全 

5.衝突 

1.稅收策略 

2.高階管理薪酬 

3.捐款與政治遊說 

4.貪污賄賂 

5.董事會的多樣性與結

構 

資料來源：中華中道領導文化總會祕書處及本學會品質專案規劃委員會、ZDALC-

CSQ ESG 企業永續經營服務團隊(2021)。 

 

為何 ESG 會在近期受到熱烈討論，評定一家公司的好壞，也都藉由

ESG 的指標做為參考呢？因為氣候與環境的變化也成為全球的焦點之一，



 9 

為了延緩氣候急遽的惡化，ESG 也成為被熱烈討論的議題，投資一家公司

無疑是評定財務的數據，但經營公司也須要有良好的管理方式與回饋社會，

才能使公司長期穩定的經營下去，ESG 也並非無中生有就出現的概念，是

藉由一點一滴的議題與會議所累積的，還有國與國協議簽訂相關的公約等

(表 2-6)。 

 

表 2-6ESG歷年活動整合表 

年份 活動 

1988  聯合國在既有的世界氣象組織與聯合國環境署合作成立跨政府氣候

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它是一個附屬於聯合國之下的跨政府組織，專責研究由人

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該會會員限於世界氣象組織及聯合國環

境署之會員國。 

1992  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 

6 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有世界各國政府首腦參加的聯合國環

境與發展會議期間開放簽署 

1994  3月 21 日 UNFCCC 生效 

1995  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簡稱 COP)以評估應

對氣候變遷的進展。 

1997  《京都議定書》達成 

2004 首次提出 ESG的概念。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30 個會員國政府同意公司治理準則之修

訂版，增訂公司應強化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以增加投資大眾對公司及

證券交易所之信賴 

2005 「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CCPI)成

為全球每年檢視氣候變遷績效的重要來源。 

2007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 獲諾貝爾和平獎青睞 

9月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

稱 APEC)雪梨宣言強調 2020 年時各會員國共需增加森林面積 2,000

萬公頃，以強化碳吸存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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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印尼舉行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3 次締約國會議

(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簡稱 COP13)，得出「各國需重

視森林碳吸存之重要性，致力於降低森林砍伐所導致的碳排放」 

2009 在哥本哈根召開的 COP15 會議誕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協議》 

2010 2月發布實施「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2014 證交所加入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的永

續工作小組(Sustainability Working Group)，藉由資訊的交流與學

習，期許臺灣資本市場對於環境、社會與治理等面向的規範能與國

際接軌 

「利馬對氣候行動的呼籲」(Lima Call for Climate Action)各國須在

2015年第一季提出「國家自主決定的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簡稱 INDCs) 

2015 所提出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做為人類共同努力的標準，並希望

2030 年達成。 

12 月 12 日由 195 國於在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巴黎協

定》，取代京都議定書，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失控趨勢。 

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成立了氣

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 ─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簡稱 TCFD)，其任務為擬定一套具一致性的

自願性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可適用於各類組織，以協助投

資人與決策者瞭解組織重大風險，並可更準確評估氣候相關之風險

與機會。 

2016 10月 5 日全球批准巴黎協定的締約方達到雙 55的生效標準 

2020 由於全球冠狀病毒大流行，COP26 原定日期延期。 

8 月發布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亦揭示主管機關將持續鼓勵金

融機構發展及創新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 

8 月份台灣產經文化界的活動，不約而同在新聞媒體報導有關上市

上櫃公司 ESG 的議題。 

8月 25 日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公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 

1月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出版《2021年

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1)氣候變遷造成的風險 



 11 

2021 3 月 《 永 續 金 融 揭 露 規 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正式生效。 

7 月 2 日發布「環境、社會與治理相關主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

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 

2050 臺灣亦積極佈局達到淨零碳排目標 

資料來源：柳婉郁、劉哲良(2016)、陳麗卿(2020) 、高晟晉(2020)、林公孚(2021) 、中華

中道領導文化總會祕書處及本學會品質專案規劃委員會、ZDALC-CSQ ESG 企業永續經

營服務團隊(2021)、ZDALC 秘書處暨 CSQ 品質專案規劃委員會、ZDALC-CSQ ESG 企業

永續經營服務團隊(2021) 、溫紹群(2021) 、官生平、蘇進強、王鵬飛(2022)。 

 

二、碳税與碳權交易(綠色金融) 

氣候變化極端以及人類大量溫室氣體排放，人類開始關心地球，碳排

放的議題受到重視，碳税與碳權交易使企業能有所節制在碳排上(表 2-6)，

也建立綠色金融相關投資方式(表 2-7)，非但推廣減碳的重要性也提供業者

取得發展資金之渠道(王年蔚、朱正男，2020)。 

 

表 2-7碳税與碳權交易概念表 

碳權交易 碳稅 

以量制價： 

    政府限制企業在特定區域或某期間

的碳排放、汙染量的總合上限，而管

制區、達到環境的減碳目標以及效

益、碳排量放上限和期間都由政府決

定。 

以價制量： 

碳稅制度是以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計

算碳排放量多寡，依據政府設定的碳

稅稅率，課徵企業所製造的溫室氣體

排放，由財政機關統一徵收，達到減

碳目的。 

資料來源：蘇義淵(2012)、李堅明(2019) 、葉鼎煜(2009) 

 

表 2-8 綠色投資表 

綠色債券 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擬轉型綠色低碳發展的企業或銀行利

用舉債方式， 將所得資金專款用於綠色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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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基金 鼓勵金融機構以潔淨能源、 廢棄物管理、綠色交通、環境 服

務、永續生活、水資源管理等綠色環保、公司治理或企業社會

責任為主題的基金 

綠色股票 為推動綠能產業,我國於 2017 年推出「臺灣永續指數」,結合

ESG 的概念,以及財務指標篩選之投資型 ESG 指數,有助於投資

人更加重視 ESG相關議題。 

綠色保險 保險業利用電子保單、降低紙張和郵電費，提升節能效率，主

流的綠色保險商品可分為兩種，一是依據環保相關程度來收取

不同保費的保險；二，則是針對環保技術和減少排放的保險 

綠色信用卡 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減少用紙及塑

膠等原物料，並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促銷活動 

綠色消費 金融機構為鼓勵消費者購買新節能或改善設備裝置等商品提供

相關金融商品及服務，深植消費者內心對於綠色環保的宣傳 

綠色融資 銀行提供給業者因綠色環保上的建設給予優惠融資方案，大大

降低對於環境的傷害及衝擊 

綠色貸款 

 

銀行業給予客戶對於環境環保、有助於社會永續提供優惠貸款

方案 

資料來源：王年蔚、朱正男(2020) 、林韋伶(2021)、星展銀行官網(2021) 

 

三、綠色供應鏈管理與影響 

ESG 已成為全球最重視的議題，除了透過碳排放的管制、環境上的改

善等方式，為了加快全球低碳的轉型，各國大型企業也相繼投入綠能產業，

在此各國積極討論及改善下，國際供應鏈的綠化及轉型趨勢已成為企業減

碳趨勢之一，綠色供應鏈是 ESG與供應鏈的混合物，從原料採購、製造、

組裝、配送的一系列產品配套，都以減碳為目標，不只讓企業能永續發展，

也能使成本達到控制、建立品牌忠誠度以及將風險降到最低，而我們能所

掌握的資源以及數據有限，而將自身產業投入到綠色產能也會面臨些許挑

戰。(表 2-8) (吳佳翰，2022)、(溫麗琪、鄭伊庭，2022)、(吳美欣，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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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綠色供應鏈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表 

上、下游供應鏈意識不足，數據資料記錄能力與資源未完全到位 

供應鏈管理對象多，且空間跨度大，管理及溝通成本高昂 

各供應商面對減碳議題的成熟度差異極大 

減碳策略需依據廠商性質、地域進行調整，包含建立具差異化的執行策

略 

須根據法規與市場變化調整績效、管理機制 

須釐清自身經濟活動在指標上的表現，找出合適的管理方式 

若產品的排放是與電力間接排放相關，需要承受的了大量的碳排放量和

耗電 

產業間很多使用相同原物料和低階供應商，實踐起來有相當的困難度，

須以一同面對和心協力 

資料來源：吳佳翰(2022)、溫麗琪、鄭伊庭(2022) 

 

第三節  能源轉型 

 

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各國紛紛提出能量轉型的策略，希望能夠

讓資源永續利用，本節將著重介紹能量轉型的定義、各國的再生能源的政

策及綠能使用的利弊。 

 

一、何謂能量轉型 

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主要是提倡非核減煤、綠色經濟和能源減

煤，打造一個永續家園，邁向零碳，達到碳中和的境界，能量轉型可分為

狹義和廣義，狹義主要指的是將一些汙染能源替換成再生能源，而廣義指

的是因為經濟、政治等因素而導致能源使用的不同，進而影響國家的能源

運用。現在產生能量的方式大多都是採用火力發電或核能發電來取得，長

久下來氣候及環境會遭到很大的破壞，對地球是一種危害，目前全球溫度

正不斷的上升，能量轉型逐漸演變成世界重視的問題，為了避免氣候變遷，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簡稱 COP26)於 2021 年 11 月通過格拉斯哥氣候公約

(Glasgow Climate Pact)，公約要求把全球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攝氏 1.5度以

內並逐步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向零碳的目標邁進。隨著全球向碳中和邁

進，各國政府對永續發展的要求愈來愈高，能源轉型之路充滿挑戰 (宮鴻

華，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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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綠電有哪些 

全球暖化是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為了應對全球暖化，如何妥善的使

用能源成為改善的關鍵，而其中再生能源更是扮演著帶動綠色經濟發展的

重大角色，各國為有效管理電力資源，積極推動綠色電力，促進能量轉型，

帶動了再生能源的發展，並透過更多的模式，激起對於民眾再生資源的重

視，鼓勵投資、設立相關設施。綠色電力是由再生能源所生產，綠色能源

來自大自然，在生產過程中，碳排放量近乎趨近於零，對環境不會造成危

害，包括水力、風力、地熱等等，這些透過生質能源來進行發電的電力都

被稱作綠色電力。 

全國的再生能源裝置從 2018年 2387 GW增長至 2019年 2588 GW，有

32個國家再生能源裝置量超過 10 GW，其中以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為主要

增加項目，如今各國仍持續發展中，政府積極規劃政策，其中發展電力方

面政策的共有 143個國家，而減碳政策共有 57個國家，全球已超過 250城

市推動以100％的再生能源(表2-10) (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資訊網，2021) 。 

表 2-10 各主要國家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占最終能源比重) 

國別 發展目標 西元年 

挪威 67.5％ 2020 

冰島 64.0％ 2020 

巴西 45.0％ 2030 

芬蘭 38.0％ 2020 

丹麥 35.0％ 2020 

葡萄牙 31.0％ 2020 

法國 23.0％ 2020 

西班牙 20.0％ 2020 

德國 18.0％ 2020 

義大利 17.0％ 2020 

愛爾蘭 16.0％ 2020 

英國 15.0％ 2020 

台灣 12.0％ 2021 

日本 19.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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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資訊網(2021) 、陳淑敏(2022) 、吳慧珍(2021) 

(一)各國的再生能源介紹： 

1.東南亞國家： 

東南亞國家主要以發展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

為主，並推動東協 2016-2025 年能源合作行動計畫(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2016-2025, APAEC)，當

作主要能源政策推動依據，設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有效提

升國內的綠能產業，期望 2025 年時再生能源占比能達到 17

％(洪承豊，2017)。 

2.德國： 

德國主要以發展風力、太陽能及生質能為主，其中風力

占全國總發電量的 27％，超越褐煤、核電、天然氣和太陽能，

成為最重要的電力來源。去年風力和太陽能的發電量總計

1,830 億度，也首次超越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

總發電量 1,780 億度(林育立，2021)，德國政府於 2010 年訂

定能源轉型之目標，期望 2050年再生能源占比達到 80％。 

3.美國： 

美國主要以發展水力發電、風力及太陽能為主，其中風

力達 27.05％，是美國最大生質能源，其次是生物質能(21.41

％)，生物燃料(19.15％)，水力發電(18.54％)，太陽能(12.19

％)和地熱(1.67％)，目前仍持續推動再生能源的相關政策(周

桂蘭，2022)。 

4.日本： 

日本主要以發展水力、風力、太陽能、地熱能為主，

2019 年累計裝置容量達到 97.4 GW，其中水力發電為 28.1 

GW、風力發電 3.8 GW、太陽光電 61.8 GW、地熱發電 0.5 

GW(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資訊網，2021)，為了推動再生

能源，於 2021年 10月 22日經內閣核准公告第 6次能源基本

計畫，期望 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 36~38％。 

三、成效與利弊 

再生能源來自於大自然，比一般我們所使用的化石燃料還要來的環保，

對環境也比較不會造成傷害，因為是取自大自然，所以供給來源穩定，能

夠讓資源永續利用，可再生能源能減少空氣汙染，也可以降低我們對化石

燃料的依賴，增加能源的多樣性，帶動經濟的發展，2018 至 2019 年，可

再生能源消耗量占全球總能源消耗量 11%，其中以電力生產應用最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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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達全球總發電量的 27.3%，若以產能計算，可再生能源應用首五位國

家，依次為中國、美國、巴西、印度及德國(現代中國，2021)。 

可再生能源雖然環保也確實減少了許多的碳排放，但也有許多不穩定

的因素，再生能源的成本高於我們一般的電力成本，在經濟層面上還是會

造成負擔，不僅要耗費大量的金錢成本還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在能量供

給上也會構成影響，如若使用水力發電，當遇到乾旱時，發電量將會大打

折扣，而風力及太陽能發電也是如此，可再生能源較容易受天氣影響，設

立時需要考量地理位置及天候因素，並要有完整的系統才能確保使用供給

的穩定 (現代中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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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產業分析 

 

本章會先論述本國目前碳中和的策略、能源轉型的作法以及 ESG發展，

進而深入探討本國企業 T公司對於減碳制定的目標和策略。 

 

第一節 總體經濟面向 

 

在了解國際上碳中和、ESG 和能源轉型的定義和發展趨勢後，為了追

上國際的腳步，台灣各行各業和政府皆開始有所作為，本節縮小視野，探

討台灣有哪些實際的行動和策略。 

 

一、台灣如何實現碳中和 

台灣在 2015年 6月 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 年 7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正式邁入減碳新時代。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需要長期投入且為跨部會共同推動工作，其中政府推動能源轉型是一大

關鍵。為落實減碳目標，政府同步推出減量配套方案及具體措施，包括行

政院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核定國家整體的「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後，

再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核定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及本署等陳報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溫室氣

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六大部門共同承擔減碳責任。 

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行政院更核定「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內容涵蓋授

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促進綠色金融商品 或服務深化發展、

資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 7 大面向，希望促進金融資源，多多發展

綠色產業與綠色消費生活。此外，政府以低碳城市建構為基礎，積極推動

「低碳永續家園推動方案」規劃，共具備生態綠 化、建築節能、設備節能、

再生能源、綠色運輸、資源循環低碳 生活、防救災與與調適、法律與經濟

財稅工具及社會行為科學與 評比工具十大運作機能，並督促各縣市政府成

立低碳永續家園推 動辦公室，共同推動低碳永續村里及社區。 

到了 2020 和 2021 年，各國越來越注重氣候變遷所引發的問題，便開

始將組織或產品所產生的碳足跡(即溫室氣體排放量)，透過自我減量及外

部抵換，來抵銷碳足跡達成廣義的碳排放與碳移除平衡，即碳中和。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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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 2021年 10月 21日預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將

法案名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並將 2050年淨零排放之目標入法。 

淨零排放與碳中和承諾為近年來國家實體對外展現邁向永續發展與攜

手對抗氣候變遷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歐盟、日、韓、中國等世界前幾大經

濟體相繼宣布將於 2050 及 206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雖然台灣不像其他

國家已經有完善的政策，目前研修中之「氣候變遷因應法」母法中也未提

及有關碳費執行運作的細節，預期環保署應以子法之形式訂定，包含費率、

計算方式、扣除額、徵收對象等內容，可是我國目前確實有在積極規劃和

設立目標並且努力跟上國際趨勢。 

二、能源轉型的發展 

我國淨零排放目標的達成仍須倚靠引進與開發新的市場制度及技術方

能實現。台灣雖小但用電量上卻是相當可觀，其中能源大多都來自於進口，

所以當價格產生波動時很容易受到影響，為了要避免這些損失，再加上近

幾年對於氣候變遷和環境汙染的重視，台灣也逐漸邁向能量轉型，為了推

動能量轉型，經濟部實行了相關措施，推出了能量轉型政策，努力發展風

力及太陽能發電，將天然氣的供給提升，煤機組不擴建，提倡非核家園，

希望藉此促進綠能產業、發展綠能經濟，也藉此達到減碳的目的。 

為了應對全球暖化，如何妥善的使用能源成為改善的關鍵，而其中再

生能源更是扮演著帶動綠色經濟發展的重大角色，我國為有效管理電力資

源，積極推動「電業法」，促進能量轉型，提倡綠色電力，帶動了再生能

源的發展，並透過更多的模式，激起對於民眾再生資源的重視，鼓勵投資、

設立相關設施。 

太陽能及風力為我國的主要綠色能源(表 3-1)，目前成長最快的綠色能

源是太陽能，隨著科技的進步下，太陽光電能的成本有著明顯減少的趨勢，

我國推動了「風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及「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打造

低碳環境，讓風力和太陽能發電能有效成長，此外也發布「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有效控管溫室氣體的排放，近年來各個國家政府大力推動改革，

制定能源計畫，發展再生能源，提高再生能源的比例，降低二氧化碳，達

到了減碳的目標。 

表 3-1 2022/01-05月再生能源發電量 

再生能源 千度(MWh) 占比(％) 

慣常水力 2748443 30.3 

地熱 9620 0.1 

太陽光電 3431389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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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 1351835 14.9 

生質能 78537 0.9 

廢棄物 1460845 16.1 

合計 9080669 100.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資訊網(2022) 

我國現行能源轉型目標於 2016 年訂定，規劃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

比達 20％之目標，並以太陽光電及離岸發電為主要核心項目。立法院於

2017 年 1 月通過電業法修正案，開放綠電先行、用戶購電選擇權，行政院

於 2017 年 4 月核定修正能源發展綱領，以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

續、社會公平為發展目標，6 月啟動能源轉型白皮書撰擬，經由政府民間

協作，擴大公民對話等程序，擴大地方及公民參與，以建立共識。 

政府並於 2019 年 5 月公布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進一步優化我國

再生能源發展環境，提升政策推動的效能。離岸風電部分，2019 年第一座

示範風場海洋風電 128 MW已於 10月完成併聯運轉，包含其他已遴選及競

標開發案，於 2025 年計裝置容量將達 5.7 GW。蔡英文總統並於海洋風電

落成典禮宣示將打造臺灣成為亞洲綠能發展中心，並請經濟部提出 2026年

到 2035 年，下一個十年階段的新目標。經濟部也隨即規劃 2026 年到 2035

年，10年 10 GW(也就是每年 1 GW)的區塊開發政策目標。 

臺灣再生能源蘊藏量尚有餘裕，發展為綠能主軸的電力供應體系是有

可能的，因此如何在發展綠能方面建立國人共識，進一步規劃發展目標和

持續加強政策的強度及各部門的合作是我國必須持續努力的工作，若是能

源轉型的進行順利，就能更加接近本國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 

 

三、ESG 

隨著ESG觀念的提倡，台灣許多企業開始重視ESG並且有實際作為，

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團體和網站支持著企業落實 ESG。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15 年來推廣永續精神並推動台灣企業永

續獎以鼓勵臺灣官、產、學等各界為永續議題盡一份心力響應國際發展趨

勢，在今年(2022)首度於 8 月 12 至 14 日辦理「亞太暨台灣永續行動博覽

會」，期盼透過此國際盛會，分享交流 SDGs、CSR 及 USR 的績優表現及

創新作為，驅動企業的創新能量和推升國際競爭力，以此呼應各界重視相

關議題採取行動發揮永續影響力。 

該基金會甚至設立了「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來表揚台灣努力在實

踐 ESG 的公司，更於 2020 年起擴增舉辦「台灣永續行動獎(Taiwan 



 20 

Sustainability Action Awards ,TSAA)」及「台灣永續投資獎(Taiwan SIA 台灣

永續投資獎)」，表揚各界在實踐永續發展、ESG投資及聯合國 17項永續發

展目標之卓越成果及貢獻。 

此外，如何判別企業到底有無落實 ESG，台灣在這方面也有各種評估

和檢測企業 ESG 的方式。例如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5 月 17 日發表「ESG 檢

測儀」，蒐集超過 60項 ESG指標，可以公開並且免費查詢企業ESG資料，

透過公開透明的數據看見企業真實的永續成績。「ESG 檢測儀」指標分為

「E環境」、「S社會」、「G治理」三大類，涵蓋溫室氣體排放、能源使用、

用水量、環境違規資料，也有公司營運狀況、違反勞基法、職災、工安事

故、取得認證、稅務透明度等。現階段涵蓋水泥、石化、紡織纖維、化工、

鋼鐵、半導體、光電七大行業，收錄上百家企業，其餘行業與企業將持續

納入。 

ESG 檢測儀是一個檢視企業減碳及永續發展的工具，提供一個免費、

公開、透明的資料庫，不僅能快速掌握企業 ESG各指標的真實表現，也能

在同行業間進行指標的排序。可以協助企業掌握自己跟同產業間的落差，

找到還需改善的項目，藉此帶動企業向上競爭的正向循環。 

台灣 ESG的發展，除了各行各業著手實踐的同時，也有其他團體和網

站的幫助和推廣，讓更多人知道現在台灣正在努力於 ESG，人民也可以藉

由投資、捐款幫助台灣企業。因此，本團隊相信台灣在 ESG的發展上會越

來越完善，越來越接近 ESG的三大指標。 

 

第二節 個體經濟面向  

 

本章節將探討在全球環保意識興起的浪潮下，對於全球首家簽下

RE100承諾的半導體業者，以及在 2015年首次購買綠電 1億度，成為台灣

最大綠電採購者，並帶動再生能源成長，且在 2021年再度成為台灣碳中和

天然氣最大推手的 T公司，將會在減碳議題上有何策略及目標。 

一、T公司簡介 

1987 年，T 公司成立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並開創了專業積體電路製

造服務商業模式。身為世界首家提供 5奈米製程技術(即現今最先進的製程

技術)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T公司在 2021年為全球超過 500個客

戶生產上萬種不同的產品，全球總產能超過 1,300 萬片之十二吋晶圓約當

量。為客戶生產的晶片廣泛地被運用在各種終端市場，例如行動裝置、高

效能運算、車用電子與物聯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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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公司減碳目標和策略 

T 公司將再生能源視為邁向淨零排放的重要策略，考量台灣再生能源

市場現況及發展趨勢、未來半導體產品需求、自身產能成長 並持續執行最

佳溫室氣體減量標竿作為後，規畫於 2025 年起碳排放零成長，並逐步下

降；2023 年碳排放回到 2013 年排放水準；並於 2050 年含價值鏈一同達到

淨零碳排放。透過優化製程氣體用量、全面導入製程尾氣破壞削減設備與

零碳排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擴大資源循環、選用低碳足跡原物料與

開發高效節能設備等種種綠色行動，逐步實踐淨零排放目標。 

 

表 3-2 T公司淨零藍圖期程表 

期程表 

項目 

2025 年碳排放零

成長 

2023 年碳排放回到

2013年水準 

2050年淨零排放 

製程直接

排放 

1.全面安裝含氟溫

室氣體削減設備  

2.開發氧化亞氮削

減設備  

3.碳中和天然氣 

1.全面安裝氧化亞

氮削減設備  

2.開發製程溫室氣

體取代方案 

1.導入製程溫室氣

體替代方案 

能源間接

排放 

1.使用再生能源  

22 提升製程能源

使用效率  

3.開發新世代節能

機台  

4.製程機台冷熱能

回收 

1.擴大再生能源使

用  

2.導入新世代節能

機台  

3 .EUV 氫能回收 

1.100% 使用再生

能源  

2.擴大新世代節能

機台 

價值鏈間

接排放 

1.碳盤查與節能減

碳輔導  

2.要求設定目標、

管理策略、技術

開發  

.3 打造零廢製造中

心、啟動電子級

化學品回收計畫 

1.要求供應商導入

再生能源  

2.導入廢液再製的

電子級回收化學品  

3.運輸排程優化與

使用低碳運具 

1.使用低碳原物料  

2.外部減碳與負碳

合作 

     資料來源：T 公司 2021永續報告書、本團隊研究整理(2022) 



 22 

 

三、ESG發展與策略 

2022 年，T 公司發布第一本《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簡稱 SDGs)行動報告書》，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RI)的報導框架，建立從規畫(Plans)、承諾(Commitments)、行動

(Actions)、進展(Progress)、合作(Collaboration)五大揭露原則，說明 T 公司

對 於 聯 合 國 2030 永 續 發 展 議 程(The 2030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支持。2021 年在 ESG 指導委員會主席的帶領下，公 T司持

續聚焦 SDG 3(健康與福址)、SDG 4(優質教育)、SDG 6(淨水與衛生)、SDG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SDG 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SDG 9(工業化、

創新與基礎建設)、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SDG 13(氣候行動)與 SDG 

17(多元夥伴關係)等 9 個永續目標，透過 44 個 ESG 專案與 23 個可衡量的

2030年長期目標，以具體的行動實踐影響力。 

(一)發展方向： 

1.綠色製造： 

落實清潔生產，領先開發高效節能半導體技術以因應氣候變

遷，促進全球永續發展。 

2.建立責任供應鏈： 

攜手供應商及承攬商推展永續營運，提升製造標準打造多元

包容職場建立安全、健康、重視人權且能釋放員工潛能的工作環

境。 

3.培育人才： 

支持職涯發展，並攜手學界推動 STEAM(科學、技術、工程、

藝術與數學)教育，培育未來人才。 

4.關懷弱勢： 

整合資源投入教育、文化與社會發展，實現均等的共好願景

(T公司官網，2021)。 

 

四、供應鏈檢視 

 

表 3-3T公司 2021年供應鏈檢視表 

2022年目標 2021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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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

評問卷」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第一階供應商以「永續管理自評問

卷」自評風險：完成率達 100%。

目標：100% 

10 家供應商接受製程精進與品質

改善輔導計畫，累計達 65家 

10 家供應商完成製程精進與品質改

善輔導，累計達 55 家。目標：10 

家 

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計

畫累計達 900家 

供應商參與環保安全衛生訓練，累

計達 759 家。目標：累計 680 家 

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例達 60.5% 

零配件在地採購比例達到 50% 

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例達 60.4% 

零配件在地採購比例達 46.4%。目

標：60.5%；50% 

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4.3億度 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3.4 億度。目

標：3.2億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

氣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55% 

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14064 溫室

氣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51%。

目標：50%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廢棄物產出

量減少 32 % 

主要產廢之在地供應商單位廢棄物

產出量減少 31%。目標：30.4% 

資料來源：T 公司 2021 永續報告書、本團隊研究整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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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 

 

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瞭解 ESG未來發展趨勢 

ESG 有著這麼多的可能性，不禁讓我們更好奇 ESG 對於未來的發展

性，ESG是否有人支持呢？怎麼讓 ESG能有更好的發展呢？台灣是否有做

出什麼行動呢?這會是本團隊會研究的方向。 

 

可以瞭解到隨著 ESG的發展，台灣企業面對許多挑戰，首先為了實踐

ESG 台灣推動了「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並辦理「亞太暨台灣永續行

動博覽會」，借此機會讓各企業能夠互相分享且推動國際競爭力，再者為

了評估各企業是否落實 ESG 的發展，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推動「ESG 檢測

儀」且搜集 60 個 ESG 指標，透過這些指標的評估及檢測，可看見企業面

對 ESG 的貢獻，最後許多團體以及網站的推廣，讓企業更能完善的實踐

ESG。 

 

可以發現 T 公司對 ESG 有著明確的目標及策略，並期望於 2025 年起

達成碳排放零成長，為實現淨零排放的願景，T 公司妥善運用技術，開發

出新商品，滿足大眾的需求，並使用再生能源，落實能源轉型的政策，減

少能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同時嚴加控管每個供應商，以供應鏈的永續

發展為目標，經過一系列的策略與實踐，在表 2-9能看出 T公司於 2021 的

供應鏈成果已十分接近 2022 的目標願景，因此合理推論 T 公司對 ESG 的

政策是具有可行性的，T 公司已逐漸邁向永續經營的模式，但隨著策略的

執行，T 公司也將會面臨經費的問題，不論是研發新的永續商品，還是推

動能量轉型，都需要花費龐大的人力和資金，為了讓企業能夠永續發展，

如何減少這方面的消耗，使政策持續執行，是 T 公司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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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現狀的 ESG 發展案例來看，可以發現公司為 ESG 發展的最

大推手，企業們為了能讓 ESG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紛紛推出各種方案，為了

使更瞭解 ESG的未來發展，這也是本團隊研究碳稅的目的之一。 

 

二、台灣的作法與遇到的衝擊 

目前臺灣的《溫室氣體管理法》將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環保

署展開一系列的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但卻沒有將 2050 碳中和目標入法。

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中，「徵收碳費」條款引起最多討論。嘗試與歐盟的

「碳關稅」接軌，不過有關於碳費費率、碳費應該要徵收多少，環保團體

和產業有不同的看法。 

 

環保團體認為，若想要讓企業開始真正的重視減碳，碳費費率的決定

非常重要，環保團體認為政府若要有效的促進企業減碳，就應該修訂「碳

費起始費率每噸 300 元並逐年提高」，而產業代表則認為說，碳的排放主

要是來自於能源消耗，不能只針對製造業徵收碳費，而是應該隨油、電費

徵收，全民一起減碳。  

 

此外，綠色和平組織表示，如果想要達成「2050 碳中和」，最好的方

法就是讓企業大量的使用「綠電」。綠能是減碳的根本，台灣雖有在進行

能源轉型的相關措施，但排除核能之後，高比重的火力發電讓台灣很難達

成碳中和目標。 

 

 因此，本團隊認為，台灣政府和企業目前雖然的確有在規劃和實行

減碳的相關措施，但其中，有關於碳費的徵收方式、費率和徵收對象，政

府需要更加詳細的規劃，並且在國民各種不同的看法中制定一個最佳方案，

倘若攤費徵收標準太低，可能會有企業不太在意「減碳」這件事情，那台

灣離碳中和的目標只會越來越遠。此外，倘若台灣徵收的碳費未能獲得國

際認可進行扣抵，未來出口產品可能會面臨碳關稅疊加，導致產品喪失國

際競爭力。 

 

本團隊建議將碳中和的相關規範入法，但在入法前還需要再討論更具

體的作法和目標的可行度以及相關規範都要想的非常詳細，因此在「節電」

這件事上，本團隊也覺得政府可以再多呼籲台灣民眾和台灣企業，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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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台灣能源轉型的目標讓民眾們更加了解。能源轉型若能進步，離碳中

和的目標也會往前一大步。 

 

三、個案分析-T 公司面對「2050淨零」的做法 

T 公司在 2021 年 9 月 16 日「國際臭氧層保護日」承諾下在要在 2050

年達到零碳排放的目標，並且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先驅，將會定期公布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報告書，利用實際行動來落實環境永續的目

標。 

T公司為了更落實企業責任，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以及保護

共享的全球環境，T公司以「ESG政策」與「環境保護政策」為指引，於

2020年針對淨零目標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規劃與討論，短期目標預計於

2025年達到排放零成長，中期目標則是於 2030年的排放量回到 2020 年，

最終目標是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同時說明組織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

努力與進程。這四大方向包含： 

1. 由成立 ESG指導委員會，固定向董事會報告氣候變遷的策略與長期

目標，固定每季向董事報告。 

2. 落實永續製造策略，同時也強調供應鏈在地化，提供低碳的半導體

製造技術，降低運輸能源或成本浪費，提升綠色競爭力。 

3. 把氣候因素導入企業風險管理流程，評估財務衝擊與擬定因應對策。 

4. 評估氣候變遷的程度與國際目前的趨勢，制定氣候相關的績效指標，

並定期揭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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