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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日本於 2008年即接連推動國內減量額度及抵換減量額度，並於 2013 年將兩

者整合為日本減量額度(J-credit) 制度，持續執行至今。其制度流程需先研擬

減碳計畫，送至外部審查機關做妥當性確認，通過後交給官方登錄，在計畫執行

結束後，再交由外部審查機關做額度驗證，而後，官方會針對計畫做最後審查，

通過審查始能取得認證額度。截至 2016年 9 月份為止，J-credit累計通過認證

的案件有 232件，累計認證量有 115.2萬噸的二氧化碳，然而現在仍面臨一些問

題，包括市場對額度需求低、認證手續繁複及森林高齡化碳吸存量漸減等。為落

實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就推行森林碳匯

制度部分，建議參考現行日本碳抵換制度架構、建立符合台灣森林現狀的碳抵換

制度、考量活絡碳交易市場的政策措施、兼顧近期及長程的森林碳匯政策、合理

運用林地以穩定森林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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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文 

一、 參訪目的 

有鑑於溫室效應問題日益嚴重，世界各國皆為減緩地球暖化提出相應對策，

除了藉由節能方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外，透過森林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亦為

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方法之一。1992年聯合國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且於 1997

年制定京都議定書，規範已開發國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提出溫室氣體交易

機制及總量管制的概念，現各國為鼓勵經由森林管理產生森林碳匯，紛紛提出碳

抵換機制。日本於 2008 年陸續推動國內減量額度及抵換減量額度(Japan 

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for offset credit; offset credit, J-VER)，

並於 2013年將兩者整合為日本減量額度 (J-credit)，持續執行至今。 

本次考察欲透過訪談各單位參與日本現行碳抵換制度之現況及心得，了解日

本 J-credit 制度的實際執行情形及遇到的挑戰，供作日後國內推動森林碳交易

相關政策之參考。 

二、 參訪行程 

表 1 參訪行程簡介 

日期 行程 參訪重點 

10/3 

(上午)台北－東京 

(下午)拜訪

J-credit外部審查

單位「日本能率協會

」 

1、審查方面 

(1)妥當性確認及檢證的重點 

(2)審查的項目、標準 

(3)審查過程中常見的問題 

(4)審查結果的保存與管理 

2、審查費用 

(1)費用計算方法與原則 

(2)再審查的指導與費用 

3、審查人才的培訓 

(1)專業人員的培訓 

(2)每件個案審查所需的專業人員數量 

(3)專業人員的條件及專業知識 

4、過去制度與現行制度的變化及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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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日本能率協會參訪照片 

10/4 

拜訪 J-credit 官方

單位「環境省地球環

境局、農林水產省林

野廳、經濟產業省產

業技術環境局、農林

水產省環境政策室」

及執行單位「Mizuho

情報總研株式會社」 

1、現行 J-credit政策方面 

(1)整合的緣由及目的 

(2)法源依據 

(3)減量目標與各部門核配的原則 

(4)整合政策所需的人事及經費成本 

(5)地域版 J-credit與一般 J-credit的異同 

(6)碳吸存量的推估模式 

(7)國有林及私有林參與 J-credit的比例及異同 

(8)目前政策成效及面臨的問題 

(9)今後政策方向 

2、官方審查申請案件的重點 

3、碳額度的管理及遭遇的問題 

 

照片 2 日本官方單位參訪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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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日本官方參訪照片 2 

10/5 

拜訪曾參與抵換減

量額度的「東京大學

永續校園計畫辦公

室及附屬演習林」及

J-credit offset 

provider機構

「moreTrees」 

1、東京大學演習林促進疏伐計畫簡介 

2、計畫參與過程中付出的成本 

3、參與計畫地點的選擇 

4、參與計畫遭遇的問題、挑戰及相關建議 

 

照片 4 日本東京大學參訪照片 

1、moreTrees簡介 

2、offset provider方面 

(1)與林主間服務的契約內容 

(2)機構內對人員的培訓 

(3)仲介對象和林主的媒合 

(4)與其他 offset provider的異同或優勢 

(5)現行 J-credit的市場流通率及交易情形 

(6)對 J-credit此項政策的想法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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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日本社團法人 moreTrees參訪照片 

10/6 
前往仙台宮城縣南

三陸 

 

10/7 

(上午)拜訪參與

J-credit私

有林主「佐久

林業株式會

社社長佐藤

太一」並實際

走訪林地 

(下午)東京－台北 

1、參與 J-credit的動機 

2、參與過程中投入的成本 

3、目前得到認證的 credit及交易情況 

4、對 J-credit此項政策的想法或建議 

 

照片 6 日本仙台南三陸林地疏伐與否對照1 

 

照片 7 日本仙台宮城縣南三陸參訪林地照片 

                                                 
1
 照片 6左方開闊林相為參與 J-credit計畫施行疏伐林地，右方鬱閉林相則為未參與計畫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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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現行碳抵換制度 (J-credit) 

2008 年，日本政府為因應氣候暖化問題，先後制定了國內減量額度及抵換

減量額度兩個制度。國內減量額度是透過大企業的資金或技術幫助中小企業節能，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減少排放的額度，可回饋供作大企業達成自願性減碳額

度；抵換減量額度則屬森林碳吸存的項目，計算因造林或其他森林經營方法，使

森林增加吸收二氧化碳，並以此作為往後碳抵換交易的減量額度。兩制度併行多

年，然因制度設計雷同，常造成使用者混淆，而後經過一年的檢討，於 2013 年

整合兩個制度為 J-credit，新制度的特點是適用國際碳交易標準、放寬參與對

象、允許原先就制度參與者能延續至新制度內。 

J-credit 的減量額度認證流程如圖 1 所示，由參與計畫的林農或企業提交

相關碳抵換的方法論，若沿用已審定之方法論則可免除此一步驟，待委員會審議

批准其欲使用的方法論後，即可開始研擬減碳計畫。方法論的部分不是每件都有，

一般參與者通常都是從計畫的申請開始，計畫參加者先把計畫寫好送給外部審查

機關做妥當性確認，通過後再交到官方做登錄的動作，登錄之後整個計劃開始運

作，最後在計畫執行結束後，由外部審查機關做額度驗證，再送給官方針對計畫

做最後審查，通過認證後始能取得認證額度。而在取得認證額度後，有十年的永

續期間，每年皆須向政府提出報告，說明立地情況，如果其間經營管理方法違規，

則須重新計算額度；另外，若參與計畫的森林受到天然災害，則有 3%的緩衝額

度（buffer credit），然若受災狀況過大，那原審訂的認證額度將依現況遭到扣

減。 

  



6 

 

圖 1 J-credit減量額度認證流程 (引用自本次參訪日本官方提供之簡報資料) 

由這個流程可知 J-credit 制度中主要參與單位有三：一為計畫參與者，可

能是企業、一般林農等；二為外部審查機構，此一機構的設置目的是希望能更嚴

謹地審查認證額度及執行計畫流程，而且，並非所有的機關都可以審定所有方法

論(包含節能、工業、農業、廢棄物及森林)的妥當性及驗證，須由官方授權登錄

且其審查的權限不同，如本次參訪的日本能率協會（ Jap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GHG Certification Center，JMACC）只能審查能源跟森林兩個類

別（表 2）；三則為政府機關組成的委員會，J-credit制度是由日本經濟產業省、

環境省及農林水產省跨部會統籌，在這三個部門下設置兩個委員會，分別是負責

總括事務的營運委員會及負責登錄、認證額度的認證委員會。另外，為管理認證

額度，日本官方設置一網站平台供設置帳戶，買方及賣方可在此一平台內買賣額

度，並可線上查詢帳戶中被使用或剩餘額度。此外，額度的買賣兩種方式，一個

是直接跟賣主買賣，一個是跟額度仲介接洽。 

  

步驟 計畫參與者 外部審查機構 中央政府/委員會 

計畫撰寫  

提交方法論                         批准提交的方法論 

研擬計畫 

 

收到有效性報告        確認有效性 

申請登錄計畫                          討論及登錄 

 

監測與計算 

收到驗證報告              驗證 

申請認證額度                            討論與認證 

1.方法論的建立(必要時) 

2.計畫研擬 

計畫登錄 

3.有效性 

4.討論及登錄 

監測與認證 

5.監測計算 

6.驗證 

7.討論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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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外部審查機關一覽表（引用自本次參訪日本官方提供之簡報資料） 

機構名稱 

妥當性確認方法論 驗證方法論 

能

源 

工

業 

農

業 

廢

棄

物 

森

林 

能

源 

工

業 

農

業 

廢

棄

物 

森

林 

Deloitt-Tohmatsu Evalu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rganization 
◎ ● ● ●  ◎ ● ● ●  

Perry Johnson Registrar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c. 
◎     ◎     

Jap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GHG 

Certification Center 
◎    △ △    ◎ 

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 Japan 
◎ ● ● ●  ◎ ● ● ●  

Bureau Veritas Japan Co., Ltd. ◎ ● ● ●  ◎ ● ● ●  

Japan Quality Assurance 

Organization 
△   ● ◎ ◎   ● ◎ 

Japan Smart Energy Co., Ltd. ◎     ◎     

Nippon Kaiji Kyokai ◎     ◎     

◎ISO14065認證取得 

●審查機關的暫定登錄 

△暫定登錄的特殊類別 

為了推行此一政策並吸引各界參與，日本政府提供給計畫參與者外部審查所

需的費用（約每件 30 萬日元），然而計畫過程，除了驗證以外，還需要撰寫計畫、

監測等，這些項目皆由計畫參與者自行負擔，然其所認證的額度能夠透過買賣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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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益。截至 2016年 9月份為止，J-credit的登錄件數有 182件，目前預估減

量 469.1萬噸的二氧化碳，累計通過認證的案件有 232件，累計認證量有 115.2

萬噸的二氧化碳（圖 2）。2016年 J-credit被使用(無效化)的額度大增，是因為

通過溫室氣體對應法，此法雖無強制規範排放額度，然而大型企業(排放 3000

噸以上者)有義務向政府報告排放情況，並且，政府會公告企業報告的碳排放資

料，無形給予企業壓力，因而有成效。 

 

圖 2 登錄計畫與認證額度（引用自本次參訪日本官方提供之簡報資料） 

即使 2016年額度使用大增，但就碳交易市場上的認證額度總量跟交易量來

看，目前被使用（無效化）的額度僅約四成，市場上對額度的需求低。日本政府

仍在思考刺激市場需求、活絡市場的對策，目前執行的改善方法是經由宣導讓一

般大眾乃至企業自發地來參與這個計畫。另外，J-credit制度仍有一些問題，

其一是計畫參與者普遍認為認證手續繁複，建議簡化認證程序；其二，現階段日

本農林水產省林野廳主要推行以疏伐方式增加森林碳匯，然而日本森林普遍趨向

高齡化，就林分的生長曲線而言，一旦林木進入高齡，森林在單位面積單位時間

內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會日益縮減，為改善此一問題，有皆伐使林相更新之必要，

唯有將高齡化林分皆伐再新植林木，才能提升林份碳吸存量，營造一個永續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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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經營及碳吸存循環。 

目前日本境內僅有透過森林經營方法增加碳匯的案例，而沒有藉由新植造

林來增加森林碳吸存的個案，因為一旦參與碳抵換制度，皆伐移出的木材，即

為二氧化碳的移除，必須扣除此部分二氧化碳量，故而新植造林地短時間內林

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負值，短期來看，不符合碳吸存需求，然而長程而言，

確有採取林木利用並新植的必要。日本農林水產省林野廳也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目前擬修正扣除皆伐木材二氧化碳量的認定方式，以往是木材搬出林地後即需

扣除，新的想法是直到木材燒掉才扣除其二氧化碳，新的認定方法更有彈性，

但因伐除後木材的走向難以掌握，在實際操作上仍有其困難。 

四、 心得及建議 

2015 年 7 月 1 日我國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法規內容共 34 條，

提及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

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就本局業務職掌，

在減碳政策上，主要工作項目為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

化，就推行森林碳匯制度部分，本次赴日參訪相關心得如下，期能供做未來政策

的參考： 

1. 參酌現行 J-credit 制度，制定符合我國森林現況的碳抵換制度 

日本政府為達成二氧化碳減量目標，於 2013 年整合原有國內減量額度及

抵換減量額度兩項政策為日本減量額度(J-credit)，不但擴大減量額度的適用

對象及範圍，也藉此與國際制度接軌。J-credit 制度架構清楚且審查制度嚴

謹、發展出制度下適用的森林碳匯方法學、跨部會整合二氧化碳減量政策等都

是可以學習參考的部分。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日本 J-credit制度，結合了碳減量及抵換額度兩者，

也就是說，除了森林碳匯抵換的制度，要達到減碳的目標，還需配合其他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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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林木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轉化為木材是自然現象，現今因為人類生

活排放過多二氧化碳，導致地球暖化，若不節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僅依賴森林

碳吸存，將難以達到收支平衡、總量管制的效果。 

另外，日本的國有林比例約 25％，公有林約 10％，私有林則高達六成以

上，且其木材自給率有三成；相較於此，台灣的國有林（包過國有林班地和原

住民保留地）比例高達九成，公有林及私有林比例低，且因國內極端環保意識，

造成林木利用受限，國內木材自給率不到一成，近年來國有材利用式微。在這

種情況下，如何在台灣進行森林的經營管理以達成二氧化碳減量的目標，是需

要審慎思考的課題，包括森林經營管理技術的斷層、國內環保意識的反彈以及

占國內林地大宗的國有林如何參與碳抵換制度等。 

我國國有林管理機關為中央政府，包括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及原住民委員會，近年因開放原住民申請保留地政策，陸續有部分國有林

轉為私有林地，然而大部分林地仍屬國有，若僅有私有林參與碳抵換制度，那

麼在森林碳匯部分能增加的碳吸存量將因私有林比例低而有所限制，佔國內大

宗的國有林地如何參加國家制定的碳抵換計畫，球員兼裁判的情況下，碳抵換

所得的額度該如何進行認證？認證後的額度又該如何合理運用？若政府有意

制定台灣碳抵換制度，需要審慎思考，以台灣森林情況如何制定合適的國內碳

抵換制度。 

目前在日本，受認證的碳額度與交易的碳額度有供過於求的現象，換句話

說，目前日本碳匯在市場交易上活用的比率不高，也因為市場交易不活絡，碳

抵換額度仲介的數量銳減。對林主來說，營林產生碳額度無法進行交易，參與

減量制度的誘因消失，將影響未來林主繼續參與 J-credit制度的意願。 

就日本現行制度而言，並無強制規範或限制企業的碳排放標準，僅以口頭

報告且公布的方式施以輿論壓力，相較於台灣的民情，若缺乏實質的法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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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及取締措施，則碳抵換額度可能形同虛設，無法發揮實質作用。另外，額

度仲介單位 moreTrees 強調須讓買主與碳額度森林產生連結，包括進行生態旅

遊或將疏伐木製成產品販賣等，才能讓買主願意付出金錢購買碳額度，

moreTrees運用這種模式，在日本碳額度仲介中，其碳額度的買賣一直持平穩

定。有關於活絡碳交易市場，可參酌 moreTrees 的概念，可以說是環境教育，

讓人與森林產生連結，使其願意回饋森林。 

2. 兼顧近期及長程的森林碳吸存量 

日本森林高齡化，致林木單位時間的單位生長量減少，然因參與碳抵換制

度十年內不能進行皆伐，不利於森林更新，林分的光合作用量將日漸趨同於呼

吸作用量，長期來說，不利於森林碳吸存。日本政府為能在短期內收到增加森

林碳匯的成效，近年來推廣藉疏伐增加森林碳吸存量，然而，面臨森林林份高

齡化，林相更新使木材能有效利用且提高森林長期碳吸存量是必然的方向。相

同地，台灣也有森林高齡化的趨勢，因此，需設法運用各種不同的森林經營方

法，提升森林碳管理效益，穩定增加森林碳匯，兼顧短期及長期的森林碳吸存

量。 

3. 建議合理利用林木，提高木材自給率並穩定森林碳匯 

台灣因環保意識高漲，林木的利用受到環保團體的壓力而使國內木材自給

市場式微，林地的分級分區形同虛設，即便是林木經營區的林地大多亦為次生

林樣態，森林經營管理困難。然而，森林的經營管理影響碳吸存量，藉由日本

森林碳吸存制度可知，透過適當的森林經營管理手段，包括間伐、新植等，能

增加林份的碳吸存量，同時，這些木材產品產製和利用也具有碳保存及碳替代

的效果，能更加細緻地管理森林產出碳匯。 

然而需首先面對國內木材市場虛化的原因，包括社會極端環保意識、人力

成本過高等產業鏈的問題，建議一方面透過環境教育宣導環境友善的木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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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輔導國內木材利用市場，使其產業轉型並建立國內木材產業的獨特價

值，增加森林經營、利用，達到增加森林碳匯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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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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