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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為第三屆，於 2013 年 2 月 20 日 ~22

日在中國大陸安徽省黃山市舉辦，而大會主題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在

東亞：創新與發展”，其下又分 10 個子議題進行討論： 1.永續發展 2.

食品與農業 3.大氣與水 4.能源與氣候變化 5.環境與資源評價 6.循環經

濟 7.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8.環境、資源與生態政策 9.環境治理 10.

其他議題。  

核能研究所正積極進行“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我國能源科技及產業

政策評估能力建置”，本次派遣曾盟峯助理研發師與會並發表會議論文

“ 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並與國外能源、環境與

資源經濟學學者專家討論分享核研所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藉以掌握相關

能源、環境與資源議題之最新資訊與對策，拓展與國外研究單位之合作

關係。同時也前往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討論未來兩岸能

源論壇合作事項，並簡報「排放權核配對能源密集產業碳風險影響評估」。 

Abstract 

The 3rd Congress of the East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EAAERE 2013) was held in Huang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China, on February 20-22, 2013. EAAERE 2013 was sponsored by East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co-organized by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Division of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he congress theme is“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in East Asia: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Theme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Food and Agriculture 3. Air 

and Water 4.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5.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Valuation 6. Circular Economy 7.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8. Policy 

Instruments 9. Governance 10. Others.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Research 

(INER) actively develope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energy.Thus,INER assigned Mr.Zeng,Meng-Fe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and published papers: 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He also conducted extensive exchanges of views with the local researchers 

during the conference. And share recent research result with foreign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energy,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 

field.Especially,he exchanged the latest informations and 

policies which related energy,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issues to 

develop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foreign research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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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的 

EAAERE 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邀請亞洲、澳洲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

府代表和環境與資源經濟學術機構進行會議探討。會議的過程試圖解決全球氣

候變遷問題以及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均極為關注和重視的問題，甚至進而尋求國

際間對二氧化碳減量技術、能源與氣候變遷、環境與資源經濟評估、能源安全

與經濟發展等議題之看法與對策，促進各國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擴展交流研究

之機會。而今年為 EAAERE 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第三屆大會，於 2013 年 2

月 20 日 ~22 日在中國大陸安徽省黃山市舉辦。本次會議的大會主題為“環境與

資源經濟學在東亞：創新與發展”，其下又分十個子議題進行討論： 1.永續發

展、 2.食品與農業、 3.大氣與水、 4.能源與氣候變化、 5.環境與資源評價、 6.

循環經濟、7.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8.環境、資源與生態政策、9.環境治理、

10.其他議題。  

EAAERE 於黃山主辦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本次會議共收錄了

論文 81 篇。核能研究所目前正積極進行「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我國能源科技

及產業政策評估能力建置」，本次派遣曾盟峯助理研發師與會並發表會議論文：

“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與國外學者專家討論分享核能研究所近

年來在能源、環境與資源經濟的研究成果，並藉以掌握相關能源議題之最新看

法與對策，拓展與國外研究單位之合作關係。  

此外，本次出國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在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前前往大陸發改委

能源研究所討論未來兩岸能源論壇合作事項，並針對「排放權核配對能源密集產業碳風險影

響評估」之議題於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做簡報、交流。也在過程中請教能源研究所科研外事處

高世憲處長大陸目前所面臨到的能源問題，因為目前大陸也面臨到與台灣相似之火力發電占

比過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過低的困境，相信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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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作者與會是希望藉由參加此國際會議，瞭解世界各國在環境與資源經濟領域的最

新研究，因為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為一年一度的環境與資源經濟國際研討會，並

為國際間之重要交流、溝通平台，故計畫派員赴會發表論文，以提升本所於環境與資源經

濟以及能源政策領域之國際知名度，掌握國際間能源經濟議題之最新看法與對策，拓展與國

際能源經濟學者專家之關係及國際合作，並學習如何將其研究成果應用為政策依據與行動策

略，由於此次與會者多為各國能源、環境與資源經濟研究領域菁英，其中不乏是該國的政

策幕僚機構或智庫。因此，此次參與研討會所獲良多。本次與會另外一個目的，是藉由發表

論文讓與會專家學者了解台灣能源密集產業及產品近年來的碳風險值，並希望對本研究提出

建言，以及後續研究改進方向。更重要的是要讓各國學者知悉台灣在節能減碳及經濟成長所

面臨的困境下，也為了對抗全球氣候變遷及邁向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二、過 程 

項次 日期 
地點 

目的 
出發 抵達 

1 102年 2月 17日 臺北 北京 報到 

2 

102年 2月 18日 

至 

102年 2月 19日 

北京 

前往大陸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報告論文、討

論未來兩岸能源論壇合

作事宜 

3 

102年 2月 20日 

至 

102年 2月 23日 

黃山 

蒐集整理資料、出席會

議發表論文、研究心

得、參訪交流 

4 102年 2月 24日 黃山 臺北 回程 

 

研討會相關資訊請參照網址: http://www.eaaere2013.org/ 

 

http://www.eaaere201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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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本次於黃山市舉辦之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研討會，台灣方面計有 11篇論文發

表，參加的單位有中央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及本所等

等，而機械系統專案曾盟峯助理研發師此次的論文報告題目為：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另有其

他台灣發表文章值得參考，例如：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蕭代基所長，報告論文題目：The 

Value of Micro-risk Reduction in Death (Lives Saved) Versus the Value of Life Saved 

revisited.；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楊云，報告論文題目：Cost-Benefit Analysis for 

Remediation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in Taiwan.；而台大、政大、北大

等教授所發表之論文，如：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Four Emission-Reducing Policies.

及 Climate Game Analyses for CO2 Emission Trading among Various Organizations of the 

World.也相當值得參考。展現出台灣學術界近期在環境與資源經濟方面的研究方向與具體成

果。另外，國外相關研究單位亦提出了超過 80篇的論文，提供台灣的學者專家可以從不同的

角度來看全球環境與資源經濟問題，未來亦可驗證本身研究之見解在相異政經環境下的比

較。於會議上，本人發表的 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受到了學者的迴響。特別是主辦單位中國人

民大學的藍虹副教授及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Kwon,Oh-Sang教授，對於本次發表的論文題目深感

興趣，也對於在歐盟於 2013 年開始啟動 ETS第三階段後，台灣大型企業對於受到碳稅、能源

稅或邊境碳調整政策會如何因應感到好奇。會後，雙方也針對各國國情進行討論、交流。發

現台灣以外的研究人員，相當有將現實生活的最新時事，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能力，例如：

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員非常好奇台灣方面是否會向美國進口頁岩氣，或是台灣方面

近年來有無針對霾害等空氣汙染物進行調查、研究。而南韓首爾大學則是將歐盟第三階段排

放交易制度下新納入管制對象的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行為，與中、日、韓三國之自由貿易協

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結合，列為對外貿易政策之核心課題，可說是非常與實務結

合的創新研究。本人也發現 FTA其推動對象亦自昔日偏重於美加及歐盟(European Union, EU)

等巨大經濟圈，逐漸轉向資源豐富及擁有市場發展潛力之國家或地區，且採行同時與多個國

家分別以多元化及全方位之策略，展開各種諮商與區域合作，台灣在這方面應該更加積極，

主動接近其他國家市場、擴大吸引投資及技術合作，更可以與具有市場發展潛力的國家增加

貿易與投資關係，增加互蒙其利的機會。此外，本人於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進行交流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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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大陸目前不僅具體掌握了歐美先進各國最新之環境、資源及能源政策，同時也非常具

有批判性思考，例如針對歐盟排放交易制度之核配方式，能源研究所研究員提出為何台灣方

面也是以歐盟經驗，先採取溯往原則(完全免費核配)，再以效率標竿原則(部分免費核配)，

最後仍以拍賣原則為核配政策原則，是否考慮過一步到位，直接以拍賣原則是否會更具有溫

室氣體減量功效。針對此點回應，本人除了先以台灣是以軟著陸方式誘導排放廠商加入自願

先期抵換方案，再逐步以設備更新的方式，讓能源密集產業有足夠時間因應政府核配原則，

不致造成產業衝擊，甚至工廠出走，造成碳洩漏的問題發生，而能源研究所另一方面也好奇

台灣目前是否有溫室氣體交易制度，若有交易平台則強烈建議可與北京、上海、深圳環境交

易所建立合作關係，有利於連結世界各地之溫室氣體交易體系，更何況大陸所面臨改變能源

發電占比與再生能源發展困境和台灣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問題，經由往後日漸頻繁的討論、

交流與合作說不定能夠激盪出一些創新的改善作為。最後，前往能源研究所開會時，發現北

京市的城市規畫非常完善，不但將西城區規劃成主要行政單位區域，更將同類型的學術研究

單位盡量擺放在同一小區，甚至是同棟大樓，以便各研究單位進行合作或互相交流、討論。

這一點，或許台灣可以有一些類似的作法，促進同質性的研究單位多一點合作模式，促進良

性競爭。 

 

發表心得 

 

此次研討會地點位於中國大陸安徽省的黃山市舉行。會議期間為期三天，從 2013年 02月

20 日至 22 日。此次會議舉行方式為單一場次 120 分鐘，每人報告時間為 15~20 分鐘，5~10

分鐘討論時間，各項議題皆有足夠的時間與各國與會者進行意見交換及充份交流。The East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

會本次的會議主題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在東亞：創新與發展”，其下又分十

個子議題進行討論： 1.永續發展、 2.食品與農業、 3.大氣與水、 4.能源與氣候

變化、 5.環境與資源評價、 6.循環經濟、 7.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8.環境、

資源與生態政策、 9.環境治理、 10.其他議題等。  

而在這一次發表論文中本人發表的文章為「The Assessment of Emission Allocation on 

Carbon Risk Impact for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aiwan」，主要探討的內容為歐

盟排放交易制度與核配原則的介紹，此外，本研究還利用了歐盟公布的計算公式計算台灣能

源密集產業近年來之碳風險值以及出口至歐盟地區之碳洩漏敏感產品依賴度，發現無論是碳

風險值或是出口至歐盟地區之碳洩漏敏感產品，皆是以鋼鐵業與石化業相關產品為最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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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未來鋼鐵業與石化業最容易受到課徵碳稅、能源稅與邊境碳調整措施之衝擊。而報告

結束後有兩位教授對筆者本次報告提出問題: 

（一） 第一個提問為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Kwon,Oh-Sang教授，提問到關於台灣能源密集產業

相關的企業主，對於排放權核配的偏好為何，本研究以調查過的實際問卷調查回覆，大約

有五成五廠商較贊成由環保署直接核配給事業單位的一階段核配方式，而贊成由環保署先

核配給經濟部排放額度總量，再由經濟部核配排放額度給所屬事業單位(或排放源)的兩階

段核配方式大約有三成五左右的廠商，其餘一成廠商表示無意見。而針對是否贊成由直接

排放核配改為直接與間接排放核配部分，有近八成廠商表示贊成由直接排放核配改為直接

與間接排放核配，僅有不到一成廠商表示不希望改為直接與間接排放混合核配，另外，則

有一成多的廠商表示無論有無改為直接與間接排放核配皆無影響。 

（二） 第二個提問問題的是承辦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藍虹副教授，問筆者對於台灣未來針

對排放權核配會以何核配原則為主，是否與能源密集產業的期待一致?而筆者的回應為目

前台灣能源密集產業相關的企業主大約有六成表示偏好以效率標竿原則為核配方式，另外

近四成則偏好以溯往原則為核配方式，僅有少數廠商認為溯往原則和效率標竿原則皆不適

合，而台灣目前的規劃是先以先期抵換專案鼓勵相關產業廠商自願申報其年度排放資料，

核配初期為讓能源密集產業能夠軟著陸適應，以溯往原則為核配方式。中期則以效率標竿

原則為排放權核配方式，搭配後期的混合拍賣方式，讓相關廠商能夠成功轉型低碳經濟。 

 

與會心得 

 

此次是筆者第一次參加大型的環境與資源經濟領域國際研討會，在短短三天的會議期

間，除了發表本研究團隊的論文之外，也聽到許多國外學者對於他們研究成果的發表，其中

有許多值得筆者學習的觀念，這些都是在國內比較無法習得的經驗，也讓筆者的視野更加的

開闊。而在這次的 2013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國際研討會中，筆者的場次被排在第三天上午

的最後一個發表者，在簡報時間受限制的情況下，心情非常緊張，但由於在出國前已經盡力

將論文的內容反覆背誦，以至於報告的過程中非常順利，在報告結束後有幾位學者也提出他

們對筆者這篇論文的意見和質疑，筆者也利用簡短的想法來回應他們，也從中獲得許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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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驗。當然本次發表論文的目的除了報告本所目前的研究成果外，也希望與會的專家先進

能給予指導建議，更藉由本次的發表機會，告訴國際專家學者台灣也在為對抗全球氣候變遷

及邁向低碳經濟盡一份心力。本次與會的國內專家，還有中研院的蕭代基教授及許多中華經

濟研究院的優秀研究員。研討會期間有幸能與多位學者進行交流，除了能多瞭解其他研究單

位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方向外，更藉此介紹台灣目前的能源使用概況與業界對於企業環境責任

的認知，有多位學者對於台灣的環境資源與能源安全現況感到驚訝。在與國內學者與大陸發

改委能源研究所之研究員交談時發現學者多次提到本所的葛復光先生，顯示本所近年來核研

所在能源經濟領域耕耘已小有收穫。此外，本次出國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在東亞環境與資源

經濟學大會前前往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討論未來兩岸能源論壇合作事項，並針對「排放

權核配對能源密集產業碳風險影響評估」之議題於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做簡報、交流。也在過

程中請教能源研究所科研外事處高世憲處長大陸目前所面臨到的能源問題，因為目前大陸也

面臨到與台灣相似之火力發電占比過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過低的困境，相信可以作為台灣

的借鏡。 

而在能源研究所簡報完「排放權核配對能源密集產業碳風險影響評估」一文後，也請教

科研外事處高世憲處長大陸目前所面臨到的能源問題，得知大陸也面臨到與台灣相似之火力

發電占比過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過低的困境，目前大陸的燃煤、燃油、燃氣的火力發電約

占總發電量 78~79%，水力發電則占 18~19%，核能發電約占 1%，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僅有 6000

多萬 KW，占不到總發電量之 1%。而原定至 2020 年，大陸核能發電目標欲達 8000 萬 KW，在

日本福島事件之後，目標改為至 2015年核能發電 4000萬 KW、風力發電約 1億多 KW、太陽能

發電約 2000 萬 KW。還得知大陸目前的高耗能產業和台灣大致相同，主要為鋼鐵業、石化業

與紡織業之外，另有建材業以及製銅、製鋁業，約占整個大陸溫室氣體排放的 60~70%，而大

陸目前對於電價，採的是各省電價略有不同，針對不同行業別也有不同電價標準，主要是因

為各自的能源發電成本有所不同，以上這些現象與台灣大抵相符，故兩岸或許能夠透過未來

即將辦理之兩岸能源論壇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研究切磋，對雙方應該都能大有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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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心得 

Carbon Mitigation,Competitiveness and Leakage Concerns and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Zhang,Zhongxiang 張中祥 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 

此次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當中，Keynote speaker邀請到了張中祥教授，張

教授於 2012年 9月進入復旦大學，受聘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千人計畫”的特聘教授，他同時

也是中國科學院管理所特聘教授、美國東西方中心研究部兼職資深研究員，有 20多年的歐美

研究工作經歷，在環境能源研究領域內有突出的貢獻。在這次的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當

中的 Keynote speech當中，張中祥教授簡報了題為“碳減排、競爭力、碳洩漏問題及邊境碳

調整措施”的報告。張教授從環境貿易關係、美國氣候法案中的碳排放邊境調節、美國減排

規則與 WTO條款和案例法、對中印等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實施碳排放邊境調節是否有效和

技術層面面臨的挑戰、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缺陷等角度，對環境與貿易這一公共經濟領域

中重要的內容作了詳盡的報告。 

張中祥教授認為，中國應該充分利用氣候變化國際框架公約搭建的平台，在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下制定評判各國實施減排措施可比性的準則，而不是完全依賴於 WTO。如果完

全依賴於 WTO，對發展中國家所提起訴訟得出不利判決的可能性是可能存在的。其次，張教

授一再重申，中國已採取許多減排措施。雖然這是無爭的事實，但充其量也只能取得美國些

許的肯定。但是，如果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能夠達成評判各國實施減排措施可比性

的準則，那麼中國已採取的許多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就可折算成美國擬建的碳排放貿易下相應

的碳排放額度價格，從而變成對中國實實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國要想消除美國通過實

施碳關稅指責中國的把柄，擺脫碳關稅的制約，變被動為主動，那麼就應適時向世界預示何

時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進行控制。張中祥教授建議中國可擇時向世界預示在 2030年左右對自

己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控制的承諾。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作為應對策略，中國應提議已

開發國家到 2050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 80%,同時所有主要排放國家到

2050 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應超過全球屆時的平均水準。以這樣的遠期目標承諾，可以使

自己在談判中處於更主動的地位，同時，對已開發國家的長遠減排目標提出更高的要求。而



 

8 

 

大陸的減量目標，目前訂於至2020年為止，相較於1990年排放密集度減少40-45％的目標 (相

較於 2020年 BAU減少 8.5%之排放水準)。另外，從產業結構來看，碳關稅對高耗能的製造業

影響大。儘管中國以製造業為主，而印度則是以服務業為特點的發展模式孰優孰劣是學術界

永無休止爭論的話題，但中國製造業占 GDP的比例是印度的 2倍卻是無爭的事實。因此，碳

關稅對中國的影響預料會比印度大很多。鑒於此，張教授認為中國需要認真考量是否仍堅持

與印度就解決碳關稅議題的途徑保持一致的立場。這和筆者在此次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

當中的簡報中，所提及到台灣面對的碳風險、碳洩漏以及邊境碳調整問題是互相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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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心得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vironment,Energy,Economics and Market Mechanisms  

Shaw,Daigee 蕭代基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 

 

蕭代基教授此次在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當中，報告的題目為永續發展、環境、

經濟、能源與市場機制，簡報過程中提及永續發展一開始是在 1987年由聯合國提出，永續發

展基本定義是一種現代人與後代人關係，以不犧牲現在的生活水平，並顧及後代的子孫權益

而維持的生活水準，永續發展的範圍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蕭代基教授特別針對

經濟與金融的困境與能源的揮霍與環境的濫用，說明雙重危機的時代鉅變；網路泡沫之後，

各國對利率的操縱可能鼓勵了投資人的信心，催動了盲目的樂觀，使人們願意承擔過高的風

險，在美國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及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重商主義，強迫其國民過度儲蓄，對

美國和世界提供了過低利率的環境，市場的過度扭曲與市場的失靈造成經濟危機與全球經濟

的失衡；而已開發國家和某些新興市場國家的最低工資管制，阻礙了勞動市場的自我調整，

形成勞動市場的僵化，此種管制易導致大量的解雇和失業，進一步地延緩經濟復甦的速度。 

     簡報後段，蕭代基教授以數據呈現出全球石油需求量的成長與油價波動，說明能源短缺

現象使之環境破壞的問題，對能源與環境危機提出直接的命令與控制、市場導向的數量管制、

價格政策、能源科技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投資等方式來解決；而經濟危機與能源環境危機的共

同特點均有市場扭曲與市場失靈；共同的潛在關連均以政府對價格普遍而廣泛的操縱、政府

長期以來補貼能源價格、不願將能源消費的外部成本充分反映在能源價格之中、富裕流感、

石油供給成長有限低於需求成長預測、能源科技水準不變時，經濟繁榮必會刺激能源消費；

重要的是，有了氾濫的資金之助，持續擴張能源消費、或者是誘發全面性的通貨膨脹、或者

是迫使政府快速拉高利率，不論情況是哪一種，都可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克服經濟危機與

能源環境需一致、整合性的方法來捍衛市場機制、矯正市場失靈，發揮創造力，拿出整合的

視野，打破傳統政策的限制，跨越過去的行為的桎梏，正視經濟與能源環境的雙重危機。 

 



 

10 

 

研討會心得 

 The Impacts of 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on CO2 Emissions from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Freight Transport 

 Young SUH and Oh Sang KWO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此篇文章是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研究人員透過國內生產和國際貨物運輸預估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並分析了中國、日本與韓國的 FTA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造成的影響。文章使用了

Cristea 方法與近年的 GTAP 數據資料庫，以從中獲得預估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更設置了兩

個 CJK-FTA的模擬情況，再運用全球性 CGE模型計算，結果表明，GDP和排放量變化的結構

會因國家不同，然而全球生產和運輸排放量將會因 FTA而減少。近年來，中國、日本和韓國

開始談論自由貿易協定。如果這項中日韓 FTA成功簽署，那麼 CJK-FTA將會是世界第三大自

由貿易區域。2010年，中日韓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 19.7％，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分別占了

25.7％與 27.2％。這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壁壘減少可能促使該區域對世界貿易和經濟增長產

生重大影響。因為該協議可能會改變其他國家的生產與貿易模式。在文章第一部分，使用

bottom-up的方法估算國內生產與國際運輸二氧化碳排放。並透過 Cristea方法和近年來 GTAP

資料庫中 51個貿易區域數據推估 CJK-FTA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文章第二部分，利用一個全球

CGE 模型模擬，結果顯示，日本將大幅增加與中國的生產與貿易行為，中國在貿易方面也會

增加，但在中日韓三個國家之間的整體貿易份額將會下降。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有短期的

經濟利益，但由於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規模縮小將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排放量變化的結

構會因國家不同，舉例來說，因為中日之間貿易逐漸頻繁的原因，日本在生產方面可能會排

放更多溫室氣體，但貿易方面的排放卻可能減少。中國在生產方面可能會排放較少溫室氣體，

但貿易方面的排放卻可能增加，因為中國相較於日韓是較依賴貿易出口的。至於韓國在生產

和貿易方面的溫室氣體排放，則可能都是減少的。有鑑於前面所述，全球排放量將會下降，

所以得到以下結論：如果考量到國際運輸的排放，那麼 CJK-FTA對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

將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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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日韓、美國與世界 2007年生產與國際運輸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百萬公噸) 

表 2、中日韓 FTA之兩種模擬情境 



 

12 

 

表 3、考量國內生產和國際運輸後之中日韓及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年增率(單位：%) 

 

表 4、中日韓三國 2007年~2019 年之二氧化碳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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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心得 

Environmental Fiscal Mechanism and Reform in East Asia 

Akihisa Mori  

整個東亞有不同種族、宗教、氣候、收入、發展方式、自然資源以及政治制度。尤其東

北亞和東南亞的多樣性更大。另一方面，各國卻採取相同的發展策略，那就是吸引外國直接

投資和促進出口為主導的工業化，以提高本國在全球市場上的國際競爭力。而在加強國際分

工的過程中，此種發展模式，往往加劇了社會和環境的退化，引起了大量的社會運動和抗議，

甚至時常鬧上法院。此時就需要各國政府實施更嚴格的環保政策和法律。如今，東亞各國政

府也制定了環境相關財政機制以促使政策和法律周全發展，例如成立廢水和固體廢棄物管理

基金會。然而，不同國家的進展差異很大，某些國家不僅從一般預算獲得足夠的財政資源，

也從環境稅當中預留了資金作運用，而某些國家卻無法做到這點。 

近年來，因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和新興的氣候治理政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方案，便是實施

能源稅和碳稅的課徵，以減少對環境有害的補貼。文章中提到可以參考歐盟的經驗，透過政

治和社會的認可來實施改革。東南亞聯盟區域的市場一體化可能會為協調環境政策提供一個

很好的機會，包括環境稅收和區域補貼，因為它能夠確保平等，更容易取得區域市場。 

2009年 12月的哥本哈根協議是一個轉折點，東亞國家為溫室氣體(GHG)減排做出具體的

承諾。雖然對於減排目標沒有實際約束力，但在全球協議之下，韓國、中國、馬來西亞和印

尼已提交了中期減排目標的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MA）。而文章中有以下兩點結論： 

結論一，東亞國家發展環境財政機制大多需要隨著環境政策和制度而做變化，至於財政

來源須尋求治理環境的容受能力和融資環境的投資，而印尼則偏好以資訊為基礎的政策工

具。但人均收入、政府財政收入以及社會的環保意識等因素，將會影響各國社會所能接受的

環境稅，也促使各個國家推動不同的環境財政機制和環境政策。 

結論二，近期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和新興的全球氣候治理增加了碳相關能源的財政改革。

然而，全球氣候機構提供的能源成本和收益曲線數據因各國有所不同，所以全球氣候治理的

新興發展，促使各國相繼實施的排放交易制度及發展核能與再生能源，並在許多東亞國家的

財政改革情形造成了不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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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東亞各國政府環境支出占該國 GDP之占比 

圖 2、東亞各國政府收益占該國 GDP之占比

 



 

15 

 

圖 3、東亞各國進口能源占總消費占比 (負值代表淨出口) 

 

 

表 5、東亞各國溫室氣體減量中程目標 



 

16 

 

研討會心得 

A Model- Based Econometric Assessment of Japanese Carbon Tax Reform 

 Soocheol Lee (Professor, Meijo University, Japan),  

Hector Pollitt (Associate Director, Cambridge Econometrics, UK),  

Kazuhiro Ueta (Professor, Kyoto University) 

近年來，日本政府建議推行低碳政策工具，如 2009年通過全球暖化策略基本法案下之碳

稅和排放交易制度等。而在 2011年 12月的內閣會議上，由於日本企業界的強烈反對日本採

取排放交易制度，所以碳稅計劃被批准，也於 2012 年 3月正式通過法案。使得日本成為亞洲

地區第一個推行碳稅成功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碳稅的影響將造成更廣泛的經濟影響也

正吸引著世界各國許多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方面的注意。 

此文章的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日本實施低碳政策的影響，特別是碳稅制度對日本的潛在經

濟和環境影響。此分析結果為日本徵收碳稅提供了定量評估的討論。研究方法是運用全球計

量經濟模型，E3MG 模型（Environment Energy Economy Model at the Global level，是一

種基於區域投入產出結構基礎的總體經濟動態混合模型，綜合考慮國際不同政策、企業和消

費者行為的非均衡變化以及創新等因素，評估某區域預定年限內之環境、經濟、能源系統和

相關碳排放水準。發現若日本在 2012年提出新增碳稅課徵，那麼將可能在 2020年達到哥本

哈根承諾，相較於 1990 年的平均排放水準減少 25％。 

從 E3MG模型模擬的結果顯示，課徵碳稅對於日本 2012年的財稅制度改革只有微小的衝

擊，且對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率也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但卻能逐漸減少日本國內碳排放量，

以滿足至 2020年，相較於 1990年排放水準減少 25％的目標。而潛在減排成本也不算太高，

相較於基線水準，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會減少 1.2％、就業率也會減少 0.4％左右。但是，如果

碳稅制度能夠有效回收的話，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率的損失都可能與一些潛在的經濟利益相

互抵消。此文章還模擬了碳稅回收情形，最理想的結果為碳稅收益運用於降低所得稅率，並

提高能源效率的投資。文章最後表明，如果設計得當，日本的碳稅制度改革有可能能夠達到

雙重紅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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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課徵碳稅的潛在影響效果 

      

圖 5、模擬情境 

 
圖 6、相較 BAU基準之日本二氧化碳排放與 GDP變化之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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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心得 

Policy conflicts and underperforming emission trading markets in China 

Bing Zhang, Jun Bi  

School of Enviro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近年來中國快速工業化，消耗了資源、能源使用以及污染排放的增加。世界各國也對中

國有越來越多的批評，並透過國際社會施加壓力，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降低汙染

程度，而與傳統的污染控制方法相比，碳排放交易被認為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替代工具。早在

1980 年，中國開始討論和試行排放交易制度。直到 1999 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SEPA）和

美國環保署發起了合作研究，評估中國引入二氧化硫總量控制與交易計劃的可行性。還進一

步探討了可能實行的機會和障礙，以實現中國電力業二氧化硫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此外，

亞洲發展銀行還為了太原市 SO2排放權交易，於 2001年開始支持發展的管理方法。 2002年，

國家環保總局就開始了“4+3+1”計劃，選擇山東、江蘇、山西、河南省以及上海、天津等直

轄市，柳州城市和中國華能集團公司試推行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當時中國環保策略轉變於

十一五計畫期間(2006-2010 年)，從傳統的行政控制方法，轉為綜合運用行政、法律、市場

及自願性辦法。在此期間，國家環保總局開始推出了一連串的試點計畫，如綠色信貸、環境

保險、綠色貿易、環境稅、生態補償和汙染權排放交易政策。自 2007年以來，環保部和財政

部已選擇了七個省推行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制度。其中以江蘇省為例，如果跨區域污染的交

易是不被允許的，那麼江蘇省的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分為 13個排放交易小區域。然而較小的碳

排放交易市場的將無法達到最適化，若分散市場規模則會造成成本增加 24.6％，顯然市場規

模的大小對於排放交易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排放交易被認為是具成本有效性的環境經濟

手段以控制污染，而排放權交易市場表現好壞取決於政策設計，當然，與現行環境法規的相

互作用也非常重要。研究還發現，排放交易制度與環境政策衝突有非常顯著的影響。研究以

江蘇省 SO2 交易市場為個案，發現江蘇省 SO2 排放權交易市場與在沒有與任何政策衝突的情

況下，能夠節省成本約人民幣 5.49 億，相當於總污染控制成本的 12.5％。而在與環境政策

衝突下，江蘇省 SO2排放權交易市場僅能節省人民幣 3970萬，相當於總污染控制成本的 1.36

％。可以得知，與環境政策衝突的影響，將大幅降低排放交易制度所能夠發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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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今年度作者發表的論文很榮幸可以被 EAAERE 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接受，並得以代表

核研所參加此一盛會，覺得獲益良多，也希望未來能多多鼓勵與支持國內的學術界與研究界

發表論文，參加此高水準的學術盛會。經過這次會議可發現，各國在能源、環境與資源經濟

領域的研究實力十分堅強，因此，從與國外學者的交流之中，瞭解到籌建國家級能源研究機

構為相當迫切且重要的。透過此次國際研討會，筆者得到許多新的想法可以應用在未來的研

究改進方面，因此，對於未來的研究與發展我們建議如下： 

（一） 筆者於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進行交流時，了解到中國大陸目前不僅具體掌握了歐美先

進各國最新之環境、資源及能源政策，同時也非常具有批判性思考，例如針對歐盟排放

交易制度之核配方式，能源研究所研究員提出為何台灣方面也是以歐盟經驗，先採取溯

往原則(完全免費核配)，再以效率標竿原則(部分免費核配)，最後仍以拍賣原則為核配

政策原則，因為大陸目前希望主要試點城市能夠以一步到位的方式來進行排放交易制

度，台灣方面是否考慮過一步到位，直接以拍賣原則或許會更具有溫室氣體減量功效。

針對此點回應，本人除了先以台灣是以軟著陸方式誘導排放廠商加入自願先期抵換方

案，再逐步以設備更新的方式，讓能源密集產業有足夠時間因應政府核配原則，不致造

成產業衝擊，甚至工廠出走，造成碳洩漏的問題發生，但這樣批判性的思考，讓筆者反

省台灣是否應該依照我們自身的國情來調整相關能源政策，而非一昧地跟著世界趨勢走。 

（二） 近年來美國成功開發了頁岩氣，在未來發電上勢必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台灣或許

可以學習韓國與美國簽訂頁岩氣長期供應契約，以提高我國燃氣發電占比、降低燃煤發

電占比，因為使用燃煤發電的碳排放與外部成本都相對較高，出口貿易也將因商品碳足

跡的關係而受到貿易限制或邊境碳調整的影響，以上都會造成經濟體系的衝擊，所以建

議台灣可以積極多與鄰近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以展開各

種諮商與區域合作、擴大吸引投資及技術合作，更可以多與具市場發展潛力的歐美國家

發展貿易與投資關係，增加互利雙贏的機會。 

（三） 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好奇台灣目前是否有溫室氣體交易制度，若有，且建立排放

交易平台後，強烈建議可與北京、上海、深圳環境交易所建立合作關係，有利於連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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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之溫室氣體交易體系。目前，大陸方面僅就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於 10,000公噸

的產業納入排放交易制度，並未就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小於 10,000 公噸的產業則可課徵

碳稅或能源稅。而歐盟方面則是就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於 25,000 公噸的產業納入排放

交易制度。因為小型的排放交易市場將無法達到最適化，若分散市場規模則會造成遵行

成本增加，故建議台灣是否僅須針對主要排放源才納入排放交易體系，例如：每年二氧

化碳排放量大於 10,000 公噸的產業才進行 ETS 交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小於 10,000

公噸的產業則可課徵碳稅或能源稅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四） 會後與其他研究人員討論各國國情進行交流時，發現國外的研究人員，相當有將現

實生活的最新時事，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能力，例如：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員

非常好奇台灣方面是否會向美國進口頁岩氣，或是台灣方面近年來有無針對霾害等空氣

汙染物進行調查、研究。而南韓首爾大學則是將歐盟第三階段排放交易制度下新納入管

制對象的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行為，與中、日、韓三國之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結合，列為對外貿易政策之核心課題，可說是非常與實務結合的創新研

究。這一點或許台灣的研究單位可以多學習。 

（五） 筆者前往能源研究所時，發現北京市的城市規畫非常完善，不但將西城區規劃成主

要行政單位區域，更將同類型的學術研究單位擺放在同一區域，甚至是同棟大樓，以便

各研究單位進行合作或互相交流。或許台灣可以學習，增進研究單位之間多合作、刺激

良性競爭。未來本所將進入經濟與能源部並改名為能源研究所，除了應繼續以研究單位

對研究單位的方式與國外能源相關單位、學術機構保持聯繫外。透過國外的研究結果可

以略知先進國家未來能源政策的方向，提供我國政府及早規劃因應。另外，在與國內其

他機構合作時，可建立以雙方舉行研討會的方式來促進合作，建立雙方信任與溝通。 

（六） 第四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國際研討會將於韓國舉行，為提升本所國際知名

度，掌握最新能源議題與策略，並拓展與國際能源經濟學者專家之關係及國際合作，建

議 2014年亦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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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與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往來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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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主要交流學者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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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會議相關照片  

 

照片 1、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議文宣網頁 

 
照片 2、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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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會場眾多與會者專心聆聽報告情形 

 
照片4、與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工作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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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與東亞環境與資源學會蕭代基會長及李堅明教授合照 

 

照片6、第三屆東亞環境與資源經濟學大會當天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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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7、前往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簡報 

 

照片8、簡報結束與大陸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科研外事處高世憲處長研究團隊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