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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元 2015 年 1 月 12 日韓國正式啟動碳交易制度，為進一步了解韓國運作碳交易機制經

過一年後的進展、過去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策略，以及未來規劃，同時掌握韓國初期如

何推動碳交易之相關事宜，包含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驗（Measurable Repor and 

Verifiable，簡稱 MRV）制度、碳交易制度法源、設計、相關關係人溝通、實際執行經

驗等，本次行程拜會韓國環保部、韓國環境研究院，商討其政策及碳交易制度的規劃，

相互分享雙方經驗，以建立未來雙邊合作的基礎；在調適方面，掌握韓國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現況和氣候調適策略，了解國際間對氣候變遷及相關環境資訊之應用與作法，促進

臺灣與韓國雙方氣候變遷調適事務，並尋求未來國際合作契機。 

 

另本次行程規劃出席出席韓國高麗大學舉辦之 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 國際研討會，由韓國大學 Woo-Kyun Lee 教授於今（105）

年訪臺期間邀請本署簡參事兼執行秘書慧貞分享我國臺灣溫室氣體政策推動現況，並與

韓國專家進行韓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訊及前瞻作法交流，對於推動本署氣候變遷調適

業務、教育訓練與國際接軌之契機，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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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過程及內容 

一、背景說明及目的 

「中緯度」可被廣泛定義為半球緯度 30 度至 60 度之間的區域，由於高緯度和

低緯度的盛行氣團在此交匯，本區域的氣旋活動頻繁。中緯度內陸地區的氣溫與沿海

差異較大，內陸大陸性較強。依據此區間的人口統計資料與經濟發展程度，全球大約

百分之 50 的人口在此居住，位居中緯度的許多國家大部分面臨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

戰相對提高。依據氣候科學的預測，持續的氣候變遷將在 21 世紀增加旱災頻率以及

植被缺水的壓力，即使是微小的氣候指標例如溫度或降水的改變，對於中緯度的許多

國家境內的土地（組成大部分為旱地或沙漠），都可能對此區域的生態系統造成實質

的衝擊。位居中緯度的韓國於西元 2016 年 3 月 16 至 17 日由韓國大學（Korea University）

舉辦氣候變遷學術研討會，目的是針對北緯 20 度至 40 度間的中緯度區域進一步進行

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分享及交流。該校 Woo-Kyun Lee 教授於今（105）年 2 月份訪臺

期間邀請本署簡執秘出席參加上述研討會，分享我國臺灣溫室氣體政策推動現況，及

與韓國專家進行交流韓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訊及前瞻作法。 

另韓國已於西元 2015 年 1 月 12 日正式啟動碳交易制度（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截至西元 2015 年 12 月韓國 ETS 整體交易量約 440 萬噸，其交易總

額為 4100 萬美金，包含了配額（Korean Allowance Units, KAUs）與抵換額度（Korean 

Carbon Units, KCUs），為進一步了解韓國運作碳交易機制經過一年後的進展、過去

所面臨的挑戰與因應策略，以及未來規劃，同時掌握韓國初期如何推動碳交易之相關

事宜，包含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驗（Measurable Repor and Verifiable，簡稱 MRV）

制度、碳交易制度法源、設計、相關關係人溝通、實際執行經驗等，本次行程拜會韓

國環保部和韓國環境研究院，商討韓國（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ETS 機制及國家調適政策的規劃，相互分享雙方經驗，在碳交易制度方面，

掌握韓國運作碳交易機制現況及未來推動規劃內容，共享雙邊經驗，以建立未來雙邊

合作的基礎。對於調適方面，掌握韓國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現況和氣候調適策略，了解

國際對氣候變遷及相關環境資訊之應用與作法，促進臺灣與韓國雙方氣候變遷調適事

務，並尋求未來國際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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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會議行程 

本次赴韓國拜會韓國環保部、韓國環境研究院，及出席 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 研討會相關行程如下表所示。 

 

日期 地點 拜會對象/參與會議 

3月14日 

（一） 

臺北→仁川機場→

首爾 
啟程前往韓國。 

3月15日 

（二） 

首爾 

拜會韓國環境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環境政策研究小組首席研究員  Dr. Yong-Gun 

Kim，交流碳市場機制的發展。 

3月16日 

（三） 

世宗市 

一、 拜 會 韓 國 環 境 部 氣 候 與 空 氣 政 策 局 Mr. 

Jung-Kyun Na，討論韓國 ETS 經驗。 

二、 拜會韓國環境研究院韓國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主

任 Dr. Jeong-ho Lee 討論南韓調適政策之規劃與

推動。 

3月17日 

（四） 

韓國高麗大學 出席國際研討會議 

3月18日 

（五） 

首爾→仁川機場→ 

臺北首爾 
返臺。 

 

三、 活動會議概述及成果 

本次行程為掌握韓國 INDC、碳交易機制和國家調適推動現況，本次行程拜會韓

國環境部及韓國環境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由韓國環境部氣候

與空氣品質政策局局長 Mr. Jung-Kyun Na 主持，由副組長 Ms. Jeonghyun Emily Park

首先介紹韓國（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之目標與策略研

議過程，雙方就碳市場交易制度之規劃、挑戰、因應策略的經驗進行交流分享，並邀

請他們來臺參加今（105）年 6 月份由本署規劃舉辦之區域性氣候政策與碳市場國際

研討會，韓方建議我方可以環保署名義直接邀請韓方環境部，不須透過我駐韓代表處

與韓國外交部進行，以避免延長連繫時間；拜會韓國環境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該院首席研究員 Dr. Yong-Gun Kim 對巴黎協定對韓國的影響表示樂

觀，韓國雖然最近修改綠色成長法（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調整部會

權責分配，但不會影響韓國的 INDC 於 2020 年減量目標，未來韓國將透過量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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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KEEI_EGMS, the 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Energy and GHG Modeling 

System）及與業者多方討論後訂定 INDC 的目標，未來亦將參考巴黎協定每五年檢核

一次的機制進行修訂，並而最近排放交易制度的修改，也可能會影響之前環境部的整

體規劃方案。Dr. Kim 曾經參與國際推動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與 Multiregional 模型的研究，分析氣候減緩政策對經濟和環境的

影響，他建議韓國與我方相對單位可以在評估模式方面進行具體的雙邊合作，並可以

透過 KEI 進一步尋求與其他國際機構合作，將有助於我國未來研擬階段管制目標與

碳洩露評估。 

另出席 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

研討會，該會議由韓國大學與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共同舉行，並由 IIASA 研究所執行長 Dr. Pavel Kabat

教授首先進行開幕致詞，參加人數共 53 位（如圖 8 所示），包含專家講者，其主辦

單位彙整會議結論及成果（如附件）並公布作為推動政策的參考。本署簡執秘出席該

研討會，分享我國臺灣溫室氣體政策推動現況，並表示本署氣候變遷調適夥伴正在推

動區域調適網絡，將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氣候合作實驗室（Climate  Colab）籌辦氣候變遷調適競賽活動，未來期望與泛太平

洋地區國家進行氣候調適與創新進行合作，共築氣候變遷調適夥伴關係，以因應氣候

變遷的挑戰。 

貳、 雙邊與專家交流 

一、 韓國環境研究院與氣候變遷調適中心（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 

(一) 會晤對象 

� KEI 環境政策研究小組首席研究員 Dr. Yong Gun Kim 

� KEI 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主任 Dr. Jeongho Lee 

(二) 組織介紹 

韓國環境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的前身為韓國環境技術研

究院（Kore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KETRI）。KETRI 於西元 1992

年 4 月由南韓總理批准成立，直至西元 1997 年 9 月才解散，同時依據環境影響評估

法（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t）成立 KEI，該機構為韓國政府資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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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隸屬於韓國總理辦公室，主要是參與有關解決環境挑戰及促進永續發展 等相

關議題的政策制定，提供諮詢和資訊。KEI 目前可分成五個部門/中心（如圖 1），各

部門/中心所負責之研究領域皆有所不同。 

KEI 主要的研究領域如下所述： 

1. 環境經濟：低碳能源政策、環境政策的經濟分析和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評估、

環境經濟模型和數據發展、綠色產業和技術、環境金融、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 

2. 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發展、氣候變遷和調適的影響評估、南韓受氣

候變遷影響和脆弱性的評估與分析、氣候變遷調適和實施規劃之工具發展。 

3. 環境管理與風險評估：環境衛生、風險評估和管理、整合環境管理、氣候變遷

對環境衛生之影響、化學物質的國際監管策略、物質管理策略與技術、土壤管

理和恢復、空氣品質管理政策與技術。 

4. 水資源：水資源的中長期策略與政策制定、因應氣候變遷的水資源管理政策、

水質與水環境之管理、水供應、污水和地下水之管理、水資源相關管理技術。 

5. 環境規劃與生態：國家環境管理與規劃、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之維護與恢復、

自然資源的保護與管理、環境影響評估、政策環境評估和環境影響評估系統、

開發計畫的環境影響預測/減緩技術、再生能源和其它開發計畫的環境評估措

施、社會/經濟領域的環境評估指標之發展、主要開發計畫，提升其後期的監

測方法。 

6. 國際合作：培訓課程、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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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韓國環境研究院（KEI）組織架構 

 

(三) 會晤摘要 

拜訪 KEI 環境政策研究小組氣候與空氣品質處之首席研究員 Dr.Yong Gun 

Kim（如圖 2），Dr. Kim 研究氣候政策已超過 20 年，包含排放交易、碳稅和國際協

議等議題，並且多次受邀來臺參加相關研討會。本次交流，Dr. Kim 表示對於巴黎

協定對韓國的影響表示樂觀，韓國雖然最近修改綠色成長法（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調整部會權責分配，但不會影響韓國的 INDC 於 2020 年減

量目標，未來韓國將透過量化模型分析（KEEI_EGMS, the 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Energy and GHG Modeling System）及與業者多方討論後訂定 INDC的目標，

未來亦將參考巴黎協定的規劃，以每五年檢核一次的機制進行修訂，而最近排放交

易制度的修改，也可能會影響之前環境部的整體規劃方案。Dr. Kim 曾經參與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之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與 Multiregional 模型的

研究，其內容著重分析氣候減緩政策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他表示樂意與我方分享

經驗，並可考量韓國與我方研究機構建立雙邊合作關係，建議韓國與我方相對單位

可以在評估模式方面進行具體的雙邊合作，可透過 KEI 進一步尋求與其他國際機構

合作，將有助於我國未來研擬階段管制目標與碳洩露評估。 

另外，拜會 KEI 氣候變遷調適中心（Korea. Adaptatio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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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CCC）主任 Dr. Jeongho Lee（如圖 3），Dr. Lee 表示 KEI 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作為

為韓國總理府的幕僚執行單位，負責推動韓國國家調適政策，目前該中心內正式人

員共 26 位，其中心經費每年預算約新臺幣一億元。該單位已彙整韓國的第一版國

家調適報告，包含中央政府與地方，也建立許多政策工具，充分整合政府各單位。

Dr. Jeongho Lee 於簡報介紹韓國調適政策推動現況，對照臺韓雙方的國家調適政策，

發現有許多值得我國學習之處，像是在資料整合上，整合各部會、各地方之脆弱度

及未來情境，實質建立政策工具平台，公開讓民眾了解；實際執行上，其充分與產

業、年輕人等相關利益關係人結合，非僅由學術界的調查報告而已，並將氣候變遷

推廣到企業界上。此外，韓方在氣候變遷調適上，已建立各種模型及政策工具，經

過雙方討論，非常值得本署對於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業務後續合作及交流，對於未來

共同合作，韓方表達高度意願。 

 
圖 2. 與 KEI 首席研究院 Dr.Yong Gun Kim 會晤 

 
圖 3. 與 KEI 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主任 Dr. Jeongho Lee 會晤 

 

二、 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一) 會晤對象 

� 韓國環境部氣候與空氣品質政策局長 Mr. Na, Jung-K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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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介紹 

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是韓國負責環保部門的主管機關，該機

構負責執行法規、贊助生態研究、管理韓國國家公園，以保護韓國生態環境和提高

人民生活品質，確保民眾可以享受自然環境、乾淨水資源和天空，並且納入韓國氣

象廳，促進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其機構總部位於世宗市。其組織（如圖 4）沿革

如下所示： 

� 西元 1967 年 02 月 17 日：保健社會部保健局環境衛生課設立。 

� 西元 1980 年 01 月 05 日：設立環境廳，為保健社會部的外廳。 

� 西元 1990 年 01 月 03 日：設立環境處。 

� 西元 1994 年 12 月 24 日：改組為環境部。 

� 西元 2008 年 02 月 29 日：政府機構改革，氣象廳由科學技術部移交環境部。 

 

圖 4. 韓國環境部組織架構 

 

(三) 會晤摘要 

本次拜會韓國環境部氣候與空氣品質政策局局長 Mr. Jung-Kyun Na（如圖 6），

由氣候與空氣品質政策局局長 Mr. Na 主持，Mr. Na 局長首先介紹該局主要職掌以

負責制定韓國整體氣候變遷與空氣品質的保護政策、管理空氣污染物、機動車污染

防治、清潔燃料和氣候變化的規畫及預防措施。接著，由該局組長 Ms.Jeonghyun 

Emily Park 介紹韓國 INDC 之目標與策略研議過程，在韓國的 INDC 中，對於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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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韓國承諾綜合所有經濟部門在西元 2030 年要比基線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排放水準（850.6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再減少 37%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依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的內容，韓國將持續在所有經濟部門努力做出因應氣

候變遷各項挑戰，並且為達成西元 2030 年減量目標將強化各方面的努力。韓方表

示，目前暫無修正西元 2020 年目標計畫，係因已與業者多方討論與溝通後，未來

將參照方法學及巴黎協定每五年檢核一次的機制等考量因素後再行調整，故在近期

內不會修改，他們預計在西元 2020 年才會再進行一次修正。此外，韓國將正式於 4

月 22 日地球日當天，於紐約聯合國大會簽屬巴黎氣候協定。 

另外，韓國於西元 2015 年初宣布正式成立碳市場機制，且實施總量管制（cap 

and trade）機制已有一年執行經驗，所面臨問題與困難，即由韓國總理府最近修改

制度部會分工，碳市場交易制度主管由環境部轉為財政部，政策上仍為環境部負責，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負責各部門業務，但因為制度剛修改，可能要半年後其部會分工

與執行狀況才會較明朗。 

我方則由簡執秘引言，並介紹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與積極推動氣候變遷

調適夥伴（Pan Pacific Adapt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PACC）合作努力與成效。雙

方以 INDC、碳市場及氣候調適等議題，充份交換意見。最後，我方欲邀請他們來

臺參加 6 月份環保署規劃舉辦之區域性氣候政策與碳市場國際研討會，韓方建議由

我方環保署直接邀請韓方環境部，不須透過我駐韓代表處與韓國外交部進行，以避

免延長連繫時間。 

 

圖 5. 與韓國環境部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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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與韓國環境部 Mr. Jung-Kyun Na 會晤 

 

三、 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 國際學術

研討會 

(一) 會晤對象 

� 韓國 Brain Korea 21 辦公室主任 Dr. Woo-Kyun Lee 

(二) 會晤摘要 

韓國於西元 2016 年 3 月 16、17 日由韓國大學（Korea University）舉辦氣候變

遷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是中緯度過度地區碳科學經濟融合（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會議目的是針對北緯 20

度至 40 度間的中緯度區域進行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分享及交流。會議開始，由 IIASA

研究所執行長 Dr. Pavel Kabat 教授首先進行開幕致詞，參加人數共 53 位（如圖 8），

包含專家講者，其中本署簡慧貞執秘介紹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確指出國

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確立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的權責分工、納入五年一期之

階段管制目標，以及提供籌設基金資源的法律基礎等，將讓我國得以逐步提升因應

氣候變遷的能力；依據我國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中，針對調適部分及我國

國家調適政策綱領目前進度提出說明，以及過去兩年臺美氣候變遷合作進行成果分

享，共有 13 個國家合作進行，共舉辦兩次國際研討會，並於法國巴黎氣候會議

COP21 期間共同宣布推動夥伴關係，與成員國家建立良好互動，並有相互合作計畫

及協議產生，實質推動「泛太平洋氣候變遷調適夥伴」有相當好的成效，期望與亞

太地區國家合作，共築氣候夥伴關係，以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會後，與韓國大學 Dr. Woo-Kyun Lee 主任進行商討氣候變遷調適合作規劃，

Dr. Lee 主動提出臺灣與韓國雙方可針對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業務進行交流，實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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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互訪、資訊交流及會議參與、共同尋求合作方案/計畫之可行性。我方表達歡迎

可進行推動，未來應積極強化交流溝通。另相關議程及簡報請詳附件。 

 
圖 7. 中緯度過度地區碳科學經濟融合（Carbon Science Economics Convergence Research 

for Mid-Latitude Ecotone）研討會現況 

 
圖 8. 研討會所有與會者合影 

 

參、 成果與建議 

一、成果 

(一) 於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上，本次赴韓國環境部參訪行程，由韓國環境部氣候與空

氣品質政策局相關代表與窗口主動聯繫與接待，顯示臺韓兩方對於氣候變遷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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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具有共識，其交流管道暢通。本次與會期間，臺韓兩方於會中討論熱烈，且

相互分享近一年兩國國家氣候計畫歷程，分享經驗和交流。 

(二) 韓國 INDC 目標已設定在西元 2030 年，以基線情境（BAU）減 37%為目標，

相較於我國減量 50%為寬鬆。韓國目前暫無修正西元 2020 年目標，係因已與

業者多方討論與溝通後，未來將參照方法學及巴黎協定五年一次檢核機制等考

量因素後再行調整，故在近期內不會修改，預計在西元 2020 年才會再進行一

次修正。此外，韓國官方表示將正式於 4 月 22 日地球日當天，於紐約聯合

國簽屬巴黎氣候協定。 

(三) 韓國的 INDC 目標係透過量化模型分析（KEEI_EGMS, the 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Energy and GHG Modeling System）及與業者多方 討論後

訂定，未來亦將參考巴黎協定五年一次檢核機制進行修訂，至於如何達成目標，

目前尚無具體配套措施，如效能標準等，故完全係依靠 cap and trade 機制。其

機制主要係依據 2010 年「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Framework 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第 46 條 （Introduction of Cap and Trade System），訂定「溫

室氣體排放許可分配及交易法」進行規範。 

(四) 韓方在西元 2015 年初宣布正式成立碳市場機制至今，經歷一年執行經驗，所

面臨問題與困難，即由韓國總理府修改制度部會分工，碳市場交易制度主管由

環境部轉為財政部，其相關政策上仍為環境部負責，其他部門負責自身業務，

但因為制度剛修改，可能要半年後與其他部會分工與執行狀況才會有具體的成

效。 

(五) 為穩定市場發展，韓國碳定價係由政府與企業進行協商，將企業持有配額的最

大/最小限制、修訂借用配額的限制、價格上限/下限等監管機制納入考量。但

其目前碳市場的 KAUs 配額交易與 KCUs 僅少數零星交易活動，其主要是因

為受管制業者認為核配過少，而不願意將持有的碳額度拿出進行交易，因此韓

國未來碳交易市場穩定機制時間仍值得關注。 

(六) 韓國調適策略主要依「韓國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Act on Climate Change），

訂定 5 年一期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總體計畫（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aster Plan）」，並由環境部主導政策規劃，具體工作執行則委託

一 NGO 協助推動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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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以下針對與韓國各單位進行後續交流與合作之建議： 

(一) KEI Dr.Yong Gun Kim 與我方已經有十多年的交流，也多次來臺參加研討會，

與我方關係良好，這次也主動表示 KEI 與我方相對單位可以在評估模式方面

進行具體的雙邊合作，其除了主導韓國模型評估之外，也曾經參與 OECD 之

CGE 與 Multiregional 模型研究，分析氣候減緩政策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國

際管道暢通。因此，建議透過 KEI 進一步尋求與其他國際機構合作，將有助

於我國未來研擬階段管制目標與碳洩露評估。 

(二) 我方欲邀請韓國環境部來臺參加今（105）年本署規劃舉辦之國際研討會，韓

方建議由我方環保署直接邀請韓方環境部，不須透過韓國外交部進行，以避免

延長連繫時間。對於臺韓環境合作，未來還是需要外交體系多從旁協助。 

(三) KACCC 為韓國國家調適計畫之主責研究機構，已建立各種模型、平臺及政策

工具，經過雙方討論，值得後續合作及交流，韓方亦表達高度可行的看法。建

議可建立臺韓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小組之交流管道，針對氣候變遷推廣到企業界，

作為我國推動企業端氣候變遷調適參與機制之借鏡。 

(四) 韓國綠色成長法修訂、部會權責分配、階段管制目標與部門減碳責任之作法與

評析，建議透過 KEI 之合作，參與 OECD 之 CGE 與 Multiregional 模型研究，

分析氣候減緩政策對經濟和環境影響，建立雙方研究機構合作關係。 

(五) 為促進臺韓正式互訪交流，建議先寫邀請來臺參加會議，建立雙方互訪管道，

再研擬雙邊氣候變遷合作協議之可行性，進行雙方實質官式交流。 

 

肆、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