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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WTO 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TE)例行會議與環境技術擴散研討會出國報告 

一、 出國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是參與 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例行會議與環境技術擴散研討

會，本署人員除於研討會擔任講者，介紹我國廢棄物管理情形，並掌握環境措施

對市場進入、環境標示要求等環境與貿易相關議題之最新發展趨勢並進行必要回

應。 

二、 會議時間：101 年 11月 11日至 100年 11月 12日 

三、 會議地點：瑞士日內瓦 WTO總部 

四、 會議進展情形     

(一) WTO/CTE環境技術擴散研討會（11月 12日） 

1. WTO/CTE 環境技術擴散研討會(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Dissemination)由我國常駐 WTO代表團呂佩娟秘書、本署廢管處洪榮勳專業

研究員及永續發展室魏盟巽研究員出席。 

2. 本次研討會之召開緣起於沙烏地阿拉伯在 2010 年之建議，沙烏地阿拉伯於

2010提出技術擴散(technology dissemination)文件(WT/CTE/W/247)，主要

內容涵蓋需要消除技術擴散障礙、著重於碳捕捉及儲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表示此技術較傳統技術昂貴，所以需要誘因協助商業

化並建議會員消除障礙，認為有許多非關稅障礙，例如標準與標示、提出 3

步驟以推動技術擴散，包括 CTE可要求相關機構專家代表提出報告、分享國

家經驗、CTE 舉辦研討會討論技術擴散與貿易障礙。 

3. 本次研討會內容包括環境技術擴散、碳捕捉與儲存技術、低排放技術(Low 

Emission Technology)、廢棄物管理與水處理技術。本署廢管處洪榮勳專業

研究員亦擔任講者介紹我國廢棄物管理情形。 

（1）環境技術擴散 

A. 主要是討論環境技術擴散現況、機會及挑戰包括環境技術擴散對永續

發展之貢獻、智慧財產權的角色、貿易與投資、貿易障礙、技術協

助、技術移轉及能力建構等。共有來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 (UNCTAD)、南方中心 (South 

Center)、及 Innovation Insights 等 4名講者。 

B.  OECD Mr. Ivan Hascic 表示，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技術為環境相關技

術全球發展最快速項目。而影響技術擴散之公共政策包括創新能

力、研發費用、及電價補貼政策(Feed-in-Tariff)等。技術擴散驅

動力主要是技術輸出國之創新供給(supply of innovation)與技術

輸入國之吸收能力(adsorptive capacity)。 

C.  UNCTAD Mr. Robert Hamway 指出，開發中國家輸出增加之環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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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品包括生質能、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等。他並介紹如何應用

產品空間地圖之工具來界定產品國際競爭力。此空間地圖是以貿易

數據繪製而成，如此由此地圖看出該國產品之國際競爭力。例如巴

西的例子，該國在熱幫浦(heat pump)與風力渦輪(wind turbine)

等具國際競爭力。 

D.  南方中心 Mr. Vicente Yu指出，開發中國家因吸收能力的限制、基

礎建設欠缺、缺乏技術知識等都將影響環境技術擴散。另環境技術

專利主要集中在已開發國家，智慧財產權問題將影響開發中國家取

得環境技術，例如 2005年再生能源專利歐盟占 36%、美國占 20%、

日本占 19%。 

E.  Innovation Insights Ms. Jennifer Brant 認為吸收能力、夥伴關

係、市場誘因、政府政策將影響環境技術擴散。而智慧財產權將增

進綠色技術開發與擴散。 

F.  與會者針對智慧財產權對於技術擴散是助力或阻力有諸多討論。另

外針對開發中國家在環境技術輸出占世界比例亦有進一步討論，尤

其中國、印度及巴西等開發中國家亦扮演重要角色。 

（2）碳捕捉與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A. 此單元共有來自 Global CCS Institute、挪威石油與能源部、英國

Sussex 大學等 3位講者。 

B.  Global CCS Institute Mr. John Scowcroft 指出，全球應用在能

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減量技術主要是利用能源效率提升、再生能源及

碳捕捉與儲存。而示範計畫將是降低碳捕捉與儲存技術費用的關

鍵。目前應用碳捕捉與儲存技術之國家有美國、澳大利亞、歐盟、

加拿大、英國、挪威等。 

C. 挪威石油與能源部 Mr. Stig Svenningsen 指出，挪威的溫室氣體減

量政策相當積極，2020 年將減量 30%至 40%，1991 年後就實施碳稅

制度。挪威的 CCS 政策將該技術列為減量策略之一環並提供公共資

金。挪威有 Sleipner 與 Mongstad 等大型 CCS計畫。 

D. 英國 Sussex大學 Dr. Florian Kern 指出，政策與法規、經濟與財務、

民眾接受度、大型化與推動速度、儲存可靠性與安全性等造成 CCS

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        

（3）低排放技術(Low Emission Technology) 

A. 此單元共有來自瑞典 Flexenclosure 公司、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國

際再生能源中心、國際貿易與永續發展中心等 4位講者。 

B. 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 Mr. Martin Huemer介紹歐盟之策略性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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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EU Strategic Energy Technology Plan)，該計畫主要是能源

與氣候變遷政策之技術支柱。該計畫與歐洲工業倡議(European 

Industrial Initiatives)及歐洲能源研究聯盟(European Energy 

Research Alliance)結合，以促進能源技術發展與推動。歐洲工業

倡議之主要重點技術領域為風力、太陽能、生物能源(bioenergy)、

電網、碳捕捉與儲存等。 

C. 國際再生能源中心 Mr. Francisco Boshell 就標準與智慧財產權於再

生能源技術的角色進行探討。Boshell 認為技術標準將有助於市場

進入、增加產品品質與消費者的安全、降低成本與增進技術移轉。 

（4）廢棄物管理與水處理技術 

A. 此單元共有 4位講者，本署廢管處洪專業研究員榮勳介紹我國廢棄物

管理，另外 3 位講者分別來自歐盟執委會共同研究中心、奧地利

Komptech 公司、及聯合國環境總署國際環境技術中心。 

B. 歐盟執委會 Mr. Hans Saveyn 認為廢棄物管理之驅動力主要來自環境

關切、市場力、法規、及技術發展。歐盟在推動廢棄物管理相關政

策亦考量如何將環境政策與經濟成長脫鉤，儘量不讓環境政策影響

經濟發展。歐盟在 1990 至 2008年間，都市固體廢棄物減量達 35%，

都市固體廢棄物部門亦希望達到碳中和。歐盟推動的廢棄物管理相

關法規有包裝指令、廢棄車輛指令及廢電子電機設備指令等。 

C. 國際環境技術中心 Dr. Mushtaq Ahmed Mermon 介紹位於日本大阪之

聯合國環境總署國際環境技術中心之有關環境技術發展情形，廢棄

物與農業生質物轉換為資源技術、廢塑膠轉化為資源、廢油回收技

術、衛生廢棄物處理技術、電子廢棄物管理、廢棄物與氣候變遷、

廢水回收技術、水使用效率等為主要環境技術展項目。 

D. 本次會議，會議主席因中國大陸抗議，傳遞信息提醒本署洪榮勳專業

研究員，有關我國在 WTO 之名稱應為 Chinese Taipei，盼在問與答

時注意。而在問與答時，國際貿易與永續發展中心與會人員針對我

國在環境保護工作成就表達讚許時，因其時有提到 Taiwan，會議主

席出面打斷其談話並告知我國在 WTO 之稱呼應為 Chinese Taipei，

此段實令人遺憾。 

（5）綜觀本次研討會之討論與與會者之關切，智慧財產權是否會影響技術擴

散有相當多討論。另外 CCS 未來發展與不確性以及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

援助等也是討論重點。 

(二) WTO/CTE例行會議（11月 13日） 

1. 本次會議由 CTE主席前泰國代表團大使 Krisda PIAMPOMGSAMT 主持，我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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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WTO代表團林義夫大使、呂佩娟秘書及本署魏盟巽研究員出席。 

2. 杜哈部長宣言第 32 段內容之討論，包括（1）環境措施對市場進入的影響-

尤其是對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低度開發國家的影響-以及取消或降低對貿

易、環境及發展均有利之貿易限制及扭曲措施；（2）與 TRIPS 協定之相關條

文，以及（3）達成環保目的而應規定之標示等。 

（1） 韓國分享該國綠色成長策略與碳排放交易制度，韓國於本(2012)年通

過推動碳排放交易制度，為亞洲第 1個國家推行全國性碳排放交易

制度(cap and trade system)，預計於 2015年開始施行第 1階段，

除第 1與第 2階段為期 3 年，其他階段則為期 5年，將納入年排放

量超過 125,000 噸 CO2e 的單位(entities)，以及年排放量超過

25,000 噸 CO2e的設備(installation)。 

（2） 挪威分享該國離岸設施碳稅(offshore carbon tax)，挪威近期將其

油公司之離岸碳稅從每噸 CO2 21歐元提高至 45歐元。 

（3） 會員國對於貿易與環境委員會是否應討論氣候變遷議題有不同看

法，另外部分會員國對於碳排放交易與碳稅等措施是否會造成貿易

障礙亦提出質疑，尤其是對開發中國家。韓國與挪威表示，該等措

施為國內機制，將不會構成國際貿易障礙。 

（4） 歐盟在部門分析(sectoral analysis)部分，報告打擊非法、未申報、

非受管制的捕撈(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建立防止、阻止及消除 IUU fishing 之歐盟系統。

(JOB/TE/27, 29 October, 2012)。會員國對於歐盟的報告，主要

關切是否會造成另一個貿易障礙並造成漁業糾紛。歐盟強調，該措

施之相關作為多是國際協定之相關規定，歐盟無新的規範讓會員遵

守。 

3. 杜哈宣言第 33段針對開發中國家在貿易與環境領域之技術協助與能力建構 

（1） WTO 秘書處報告 2012年在貿易與環境之技術協助與能力建構活動，包

括安哥拉及巴拉圭舉辦貿易與環境議題研討會，亦於非洲舉辦區域研

討會邀請英語系國家出席，未來將續積極協助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

國家能力建構等工作。 

4. 其他關切議題: 

（1） 俄羅斯與澳洲報告 APEC 領袖宣言採認之環境商品清單，該清單涵蓋

54產品，預計在 2015年底前將所涵蓋商品之關稅降至 5%或以下。 

（2） 多數 APEC會員國（包括我國）之 WTO會員發言表示，樂見 APEC在環

境商品議題的進展，並希望能夠給 WTO帶來動能，並願在未來持續分

享相關進展資訊。部分開發中國家則認為環境商品清單應考量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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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度，且認為 APEC通過之清單為自願性，並無約束力且無懲罰性，

並不適合 WTO場域。 

（3） 有關 11月 12日環境技術擴散研討會，沙烏地阿拉伯表示該研討會之

原始提案係沙國於 2010 年提出，著重環境技術擴散對發展之影響及

挑戰，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盼探討技術移轉及能力建構等議題，但卻未

被納入，且沙國並未列入擔任講者，感到失望與可惜。玻利維亞、印

度、南非、中國大陸、巴基斯坦、墨西哥等認為開發中國家之講者太

少且認為研討會之規劃應更加透明。另外阿根廷與南非則認為智慧財

產權不應成為技術擴散障礙。主席表示，未來還可能舉辦相關研討

會，希望會員多提供建議。 

（4） 下一次貿易與環境例行會議預定於 2013年上半年召開。 

六、觀察與建議 

(一)本署過去曾就我國環保標章推動情形於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例行會議進行經驗分

享，本次會議本署就廢棄物管理相關經驗與 WTO 會員國分享，讓各國瞭解我國在

環保工作之進展與成就，未來如有機會，應就相關環境措施進行經驗分享。 

(二)由於 WTO杜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貿易與環境相關議題亦無進一步進展。本次會

議澳洲與俄羅斯在會中報告 APEC環境商品清單後，多數會員表示希望給 WTO帶來

動能，會員似乎希望有所進展，惟多邊談判要達成共識似乎不是短期可見，將持

續關注其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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