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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約要求與目標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國必須致力減緩氣候變遷，各國依據共同
但有差異性責任之原則，共同為公約最終目標而努力。

已開發國家的責任
已開發國家被要求優先實施國內之減量措施，以達公約之量化排放目標，
此外也展開京都機制國際合作減量。

開發中國家之責任
開發中國家則按公約規範提交國家通訊及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資訊，並展開
各種受氣候變化不利影響之調適工作。

我國之因應
我國為因應公約與議定書，也編撰國家通訊與定期統計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同時也執行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性減量示範計畫。

缺乏共同平台
目前國內在執行溫室氣體盤查，由於缺乏國際經驗，各部門按各自委託部門參
酌國外案例與準則進行盤查，各部門間缺乏共同溝通之平台，不利未來國際接
軌與國內共同實施準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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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推動溫室氣體查核登錄作法

以能源查核所建立龐大能源數據為基礎。

以計畫別之自願減量計畫為主，並成立Korea Emission Reduction 
Registry Center，以作為減量計畫的溫室氣體管理機制，並制訂相
關程序、準則、標準等。

未來期望協助韓國企業建立起參與排放交易和CDM。
韓國GHG排放減量登錄計畫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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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盤查現行做法

政府機關

環保署

工業局

能源局

盤查計畫

工業、電力、
住商等部門

執行方式

委託計畫

委託計畫

委託計畫

工業部門

能源部門

盤查標準

ISO 14064
GHG Protocol

ISO 14064
GHG Protocol

ISO 14064
GHG Protocol

優點：政府機關部門可以立即自行實施，成效展現比較快

缺點：缺少查驗與認證經驗，廠商又因缺乏，部門間無溝通平台，制度、方法、
標準尚未建立，數據不確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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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盤查未來作法建議

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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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保署
溫室氣體減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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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1、2、3
WBCSD/WRI GHG 
Protocol Project Module

溫室氣體盤查
作業規範草案

標準局
制定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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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產業自願性減量協議說明
‧標準化流程與表單內容
‧能源產業主要設備單元的操作效率
‧溫室氣體減量計算標準與工具軟體
‧各設備單元操作效率與溫室氣體減量參數
‧能源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技術
‧能源產業最佳可行技術
‧溫室氣體管理輔導與查驗人員管理辦法
‧溫室氣體管理輔導與查驗人員名單

耗能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性減
量協議登錄與資訊平台

辦理示範計畫

國內外能源產
業相關數據 指定公告之

溫室氣體排放源

指定之能源用戶

指定對象

共同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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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盤查未來作法建議—排放交易系統

溫室氣體減量
執行委員會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授權管理

監督管理/考核
掌握資料
研擬策略

•訂定盤查/登錄方法
•建置認證/驗證體系
•推動排放交易制度

輔導申報

排放源/實體/計畫

•溫室氣體盤查
•產業自願減量
•環評審查削減

國內管理
本土化減量策略

查驗/驗證

溫室氣體減量
專案辦公室

自願性減量
登錄與資訊平台

交易平台CCX

RGGI
美國企業
東北九州

EU ETS

ITL

CITL

CDM EB

‧耗能產業自願性減量協議說明
‧標準化流程與表單內容
‧GHG減量計算標準與工具軟體
‧各設備單元操作效率與GHG減量參數
‧耗能產業最佳可行技術
‧GHG管理輔導與查驗人員管理辦法

定期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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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證機構

國際認證機構

相互承認

經認可之第三者
驗證機構

認證管理註冊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