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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歐係由行政院人事總處蘇人事長俊榮率隊，帶領行政院暨所屬部會處

長級以上人員共 20 名，於 112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3 日赴德國、比利時、荷蘭進

行研究。本班以淨零治理為研習目的，並聚焦於落實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之關切

議題， 瞭解先進國家經驗，作為規劃相關業務之參考。 

本班行程規劃係由學員自行討論安排並與行政院人事總處共同合作辦理，為

行政院人事總處首創之行程規劃及安排模式。此模式除了提供本團學員難得的機

會進行洽排，更難能可貴的是提供學員團隊合作及分工的機會，透過討論、分工、

協調，進而取得決議與共識的模式，培養學員間默契及情感。 

因此，本團國外參訪行程分為德國、比利時及荷蘭三部分，拜會行程聚焦於

歐盟執委會、德國與荷蘭推動淨零部會以及跨國企業歐洲總部。除拜會德國經濟

及氣候部(BMWK)次長 Udo Philipp、環保署排放交易局局長 Dr. Jurgen Landgreb

以及魯汶市政府副市長 David Dessers 外，同時拜會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

總署(DG EMPL)、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DG TAXUD)、研究創新總署(DG RTD)、

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等政府機關；另外，同時亦參訪巴斯夫(BASF)路德維希港

園區、瑞曼迪斯集團(Remondis Lippe)及林德(Linde)集團、ING 及 Heineken 等數

家國際知名跨國公司歐洲總部，並與德國工業聯合會、歐洲物流協會、荷蘭能源

研究中心、VBB 法律事務所等機構進行交流。透過此次行程瞭解德國、荷蘭淨

零治理之相關作法及歐盟最新綠色政綱產業計畫及歐盟 Fit for 55 最新進展，包

括 EU ETS 改革、CBAM 及公正轉型政策等，以及歐盟重要企業推動循環經濟及

其淨零策略，並分享我國近期推動各項氣候及淨零政策，收穫良多，並均得為臺

灣擬定相關政策之參據，亦增進交流合作機會、提高我國政策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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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及目的 

行政院為落實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爰調訓各相關部會高階主管，以淨零治

理(包括氣候變遷、碳定價機制、循環經濟、能源轉型、節能建築及綠色金融

等)為主題深入研究，瞭解先進國家經驗，作為規劃相關業務並落實於我國淨零

排放相關政策推動與執行。有關參訓學員名單、參訪籌備及國外研習過程詳述

如下： 

一、學員名單 

表 1 112 年淨零治理研究班參訓學員(國外研習名單) 

編號 服 務 機 關 職稱 姓名 

1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 處長 陳盈蓉 

2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副處長 林煌喬 

3 內政部 參事 張琬宜 

4 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官 洪三峯 

5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署長 蘇文玲 

6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副署長 李冠志 

7 交通部 主任秘書 黃荷婷 

8 勞動部秘書處 處長 丁玉珍 

9 農業部資源永續利用司 司長 莊老達 

10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副署長 魏璽倫 

11 環境部大氣環境司 司長 蔡孟裕 

12 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處 處長 楊淑玲 

1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處長 彭麗春 

1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 處長 葉至誠 

1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處長 胡則華 

1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副局長 林志吉 

17 海洋委員會海洋資源處 處長 王茂城 

18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給與福利處 處長 林錦慧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處長 彭子程 

2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競爭處 處長 沈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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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籌備 

為使本次參訪淨零治理之國外經驗能實際切合參訓學員之所需，同時，亦

可藉機分享我國淨零治理之策略及作法，達成學習交流及業務合作推展之雙贏

目標。故本次國外參訪之機關單位及行程係由參訓學員自主聯繫安排並與行政

院人事總處共同合作辦理，這是第一次有別於以往由行政院人事總處統籌安排

之作法。為審慎計，參訓學員另進行參訪籌備作業分工，經數次討論，再聯繫

國外參訪單位，始敲定各項拜會期程。 

表 2  112 年淨零治理研究班參訓學員參訪籌備分工表 

編號 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姓名 英文姓名 Organization / Position 備註 

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 
蘇俊榮 Su,Chun-Jung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 Minister 

團長 

2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
處/處長 

陳盈蓉 Chen,Ying-Rong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ecutive 

Yuan /Director General 

研究人員兼 

學員長 

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
作處/處長 

葉至誠 Yeh,Chih-Ch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Director General 

副學員長兼通
訊長 

4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副
署長 

李冠志 Lee,Guann-Jyh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研究人員兼 

副通訊長 

5 
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
協調處/處長 

楊淑玲 Yang,Shu-Ling 

Department of Regulatory 

Reform,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 

Director General 

研究人員兼 

副通訊長 

6 
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司
長 

蔡孟裕 Tsai,Meng-Yu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 Director 

General 

研究人員兼 

副通訊長 

7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
處/副處長 

林煌喬 
Lin,Hwang-

Chyau 

Department of Economic, 

Energy and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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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姓名 英文姓名 Organization / Position 備註 

8 內政部/參事 張琬宜 Chang,Wan-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Counselor 
 

9 
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官 
洪三峯 Hung,San-Feng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 Prosecutor 
 

10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署長 
蘇文玲 Su,Wen-Ling 

Administration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 

Director General 

 

11 交通部/主任秘書 黃荷婷 Huang,Ho-Ting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 

Secretary General 

 

12 
勞動部秘書處/ 

處長 
丁玉珍 Ting,Yu-Jen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Ministry of Labor 

/ Director General 

禮賓長 

13 
農業部資源永續利用
司/司長 

莊老達 Juang,Lao-Dar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irector 

General 

 

1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副署長 

魏璽倫 Wei,Hsi-Lun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15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彭麗春 Peng,Li-Chun 

Department of Plann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Director General 

 

1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綜合規劃處/ 

處長 

胡則華 Hu,Tse-Hua 

Department of Planning,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 Director 

General 

 

17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副局長 

林志吉 Lin,Chih-Chi 

Banking Bureau,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18 
海洋委員會海洋資源
處/處長 

王茂城 Wang,Mao-Chen 

Depart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Ocean Affairs 

Council / Director 

General 

 

19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給與福利處/ 

處長 

林錦慧 Lin,Chin-Hui 

Department of 

Remuneration and 

Welfar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 Direct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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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姓名 英文姓名 Organization / Position 備註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
處/處長 

彭子程 Peng,Tzu-Cheng 

Department of the 

Southern Branch Museum 

Affair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Chief Curator 

 

2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
競爭處/處長 

沈麗玉 Shen,Li-Yu 

Department of Fair 

Competition, Fair Trade 

Commission / Director 

General 

 



7 
 

表 3  112 年淨零治理班各機構參訪事項學員分工表 

編號 單位名稱 

中英文講稿、及控場 

(含提問及 Leading 

Discussion) 

提問紀錄及 

心得彙整 

1 
瑞曼迪斯集團 (Remondis 

Lippe) 
蔡孟裕司長、陳盈蓉處長 林錦慧處長 

2 巴斯夫(BASF) 葉至誠處長、彭麗春處長 丁玉珍處長 

3 德國經濟及氣候行動部 李冠志副署長、蘇文玲署長 蘇文玲署長 

4 EUREF CAMPUS  莊老達司長 

5 德國環境署排放交易局 楊淑玲處長、胡則華處長 洪三峯主任 

6 德國工業聯合會 李冠志副署長、蘇文玲署長 林煌喬副處長 

7 林德(Linde)集團 
黃荷婷主任秘書、 

李冠志副署長 
林志吉副局長 

8 
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

合總署(DG EMPL) 
丁玉珍處長 林錦慧處長 

9 
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

署(DG TAXUD) 
蔡孟裕司長、李冠志副署長 彭麗春處長 

10 
歐盟研究及創新總署(DG 

RTD) 
葉至誠處長 胡則華處長 

11 歐洲物流協會 
蘇文玲署長、黃荷婷主任

秘書 
黃荷婷主任秘書 

12 LEUVEN 市政府 黃荷婷主任秘書 陳盈蓉處長 

13 ABInBev   莊老達司長 

14 
Van Bael & Belllis 法律事

務所 
李冠志副署長 沈麗玉處長 

15 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 李冠志副署長、蘇文玲署長 張琬宜參事 

16 荷蘭能源硏究中心 葉至誠處長 彭子程處長 

17 ING 胡則華處長、林志吉副局長 魏璽倫副署長 

18 HEINEKEN 洪三峯主任檢察官 沈麗玉處長 

 

 



8 
 

三、研習過程 

研習期程：  

（一）國外：112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3 日合計 14 天(含途程)。 

（二）研習成果發表會：11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表 4 國外參訪時程表 

日期 行程 

112.8.19(六) 搭機前往德國法蘭克福 

112.8.20(日) 前往 Dortmund 

112.8.21(一) 拜會瑞曼迪斯集團(Remondis Lippe) 

112.8.22(二) 拜會巴斯夫(BASF)路德維希港園區 

112.8.23(三) 拜會德國經濟及氣候行動部 

參訪德國柏林 EUREF Campus 

拜會德國環境署排放交易局 

112.8.24(四) 拜會德國工業聯合會 

112.8.25(五) 拜會林德(Linde)集團 

112.8.26(六) 參訪南德地區 

112.8.27(日) 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 

112.8.28(一) 拜會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 

拜會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 

拜會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 

112.8.29(二) 拜會歐洲物流協會 

拜會 Leuven 市政府 

參訪 ABInBev 

112.8.30(三) 拜會 Van Bael & Bellis 法律事務所 

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 

112.8.31(四) 拜會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 

拜會荷蘭能源研究中心 

112.9.1(五) 拜會荷蘭國際集團(ING) 

拜會海尼根(HEINEKEN)集團 

112.9.2(六) 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前往臺灣 

112.9.3(日) 抵達臺灣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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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德國參訪概要 

一、拜會瑞曼迪斯集團(Remondis Lippe)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瑞曼迪斯集團是 1930 年代創立於德國呂嫩(Lünen)的家族企業，經過多年跨

足廢棄物清理、環境開發領域，現已擴展為瑞曼迪斯集團，主要從事廢棄物回收

及再生、提供替代性能源方案，及水資源循環管理等 3 大領域業務，使用的許多

回收工藝都是自行開發並獲得專利，為全世界最大的廢棄物管理公司之一，已有

超過 3,000 萬人及數千家公司受益於該集團所提供的服務，並於 1996 年在台灣

設立公司。而瑞曼迪斯集團利珀工廠(Remondis Lippe)不僅是領先的回收中心之

一，也是瑞曼迪斯集團世界中心。這裡是公司總部所在地，負責協調瑞曼迪斯集

團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目前該集團在 30 多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約 1,000 間分支機

構。 

瑞曼迪斯處理大量材料，對其進行處理並將其重返生產，循環再利用。每年

收集和處理超過 3000 萬噸可回收材料，將它們作為原材料出售給工業企業，而

且這個數字還在持續上升。而他們的奉獻精神和承諾推動創造新工藝—回收和再

利用新材料並優化現有的回收系統，並由公司自行開發並獲得專利。為回收行業

樹立基準，並成為進一步發展的墊腳石。他們基於傳統價值理念，追求進步和創

新。瑞曼迪斯集團是家族企業，5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回收利用。瑞曼迪斯集

團根據德國聯邦議院「保護人類和環境」enquête 委員會制定的物料流管理原則

來經營業務。其核心理念是： 

1.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率不應超過其再生率。 

2.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率只能與具有相同物理和功能特性的可再生替代品的

開發速度相同，及實現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更高生產率。 

3.向環境中排放的溫室氣體不應超過單個生態系統無法應對其影響的程度。 

4.人為環境影響的時間範圍必須與環境相關自然過程對此影響做出反應所需

的時間範圍一致。 

5.應避免對人類健康構成危險或不合理風險的人為活動。 

 

瑞曼迪斯每年回收 

的材料量及其如何 

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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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係由 S. Löderbusch (Managing Director REMONDIS Production & 

Chairman REMONDIS Taiwan)及 M.Schneider(spokesperson REMONDIS Group)

共同接待。瑞曼迪斯集團利珀工廠，工廠佔地 230 公頃，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回

收中心，每年可減少 488,000 噸碳排放，包含水塔、工廠保安及消防站、高風

險動物副產品的處置、有機廢物處理(如廢材、土方工程、廚房及花園廢棄物轉

化成堆肥)、廢電子電器設備(電視、冰箱及其他電器)回收再利用等區域。本次

由該公司董事長進行簡報說明集團簡介、使命及目標。針對團員提問公司有關

如何將生物質(biomass)集中至處理廠及有無高效率的物流系統部分，該公司表

示生物質的集運成本很高，所以並沒有將生物質集中到一個處理廠，而是採用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方式，就地處理。 

我方詢問針對在台灣設一個共同處理中心來處理農業剩餘資源及廚餘

(kitchen waste)，進行共發酵產生沼氣及發電等能源之可行性，該公司建議應先評

估當地有多少廢棄物資源及廚餘量。 

此外，團員詢問該公司處理廢棄物之收費部分，公司說明木製品廢棄物會對

要我們處理這些廢棄物者收取處理費用。這些木製廢棄物粉碎後發電再賣給電廠

提供電力給家庭使用。業者送來報廢的電器時，會依照廠牌類型分類並計算數量，

向生產廠商收取處理費用，消費者在購買新電器時，業者會幫忙處理報廢的電器，

所以消費者不用另外付處理費用。但是如果消費者自己將報廢的電器運送至集中

場所，通常可以獲得小額的運送費用。而公司亦說明會選擇經商透明度及政府治

理效能、清廉度較高的國家進行投資佈局，協助當地政府及產學發展資源回收與

循環利用體系帶動經濟永續發展。臺灣亦為國際投資重點，未來將持續深耕經營

當地市場。同時，公司表示以「為未來而做」(WORKING FOR THE FUTURE)為

使命，希望能達成 100%循環再利用及可再生資源的目標。淨零的策略之一，是

從線性經濟轉變到零廢棄、零排放的循環經濟，藉由減少資源耗用創造減碳效益。 

 

圖 1 於瑞曼迪斯 Zippe 廠聽取簡報並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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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巴斯夫(BASF)路德維希港園區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巴斯夫(BASF)成立於 1865 年在漢堡創立，從油漆和著色劑公司、合成染料

廠開始，到化工產品上下游整合生產基地，生產超過 8,000 種工業產品，2022 年

銷售額達 873 億歐元，美國《化學與工程新聞》(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C&EN)發布「全球最大的 50 家化學公司」銷售額排行榜第一名的化學公司，也

是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化工廠，有 6 個整合基地和 239 個其他生產基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該集團員工人數計有 111,481 人，在路德維希港園區基地約有

39,000 名員工，占全球員工人數 1/3。 

 

該集團產品組合包括六個部分：化學品、材料、工業解決方案、表面技術、

營養與護理以及農業解決方案。公司宗旨包含： 

1.以創新的化學技術創造可持續的未來。 

2.以雄心勃勃的目標和具體的路線圖引領化學行業負責任地進行變革。 

3.逐步將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從化石能源轉向可再生能源。 

4.調整一體化系統性的結構以適應新形勢，作為資源高效、安全和可靠生產的

基礎。 

5.為產品開發新的、開創性的無碳和低碳生產工藝。 

6.加快創新進程，深化與客戶、供應商和其他合作夥伴的合作，開發碳足跡更

低的高性能產品。 

7.開發各種廢物流的回收技術，以加強循環經濟。 

8.利用公司各個領域的數位化機遇。 

9.系統地使產品組合與增長領域和未來技術保持一致，並更加有力地將可持續

發展融入我們的價值鏈。 

創新使巴斯夫(BASF)成為領先的化學公司，並且巴斯夫(BASF)的客戶和整

個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人們都需要氣候變化、資源

稀缺和海洋垃圾等問題的答案。作為最具創新性的化學公司，巴斯夫      

(BASF)在這裡承擔著特殊的責任，因為基於化學的創新是解決這些問題      

的關鍵。碳管理計劃為實現氣候保護目標設定了基準及化學循環方法，其目標是

循環經濟，並共同創立終結塑膠垃圾聯盟，全球努力消除環境中的塑膠廢棄物，

形成企業宗旨「我們為可持續的未來創造化學反應」。2022 年，巴斯夫(BASF)

重組全球研究活動。以前屬於三個研究部門的業務和應用驅動單位已整合到營運

部門，使它們更緊密地滿足客戶的需求。為了提高效率和效果，巴斯夫(BASF)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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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運營部門相關的研究活動，共組成新的跨職能和跨區域集團研究部門。這個

全球研究部門支持巴斯夫(BASF)運營部門的客戶特定研發活動，並推動與整個

集團相關主題的跨部門項目，例如避免化學工藝和產品中的二氧化碳、能源效率

和回收技術。 

巴斯夫(BASF)的創新面向持續發展，尤其是氣候保護和循環經濟。這為未來

的增長奠定了基礎：巴斯夫(BASF)正在大力開展產品、工藝和商業模式的根本性

創新，例如塑料的化學回收、電池和催化劑技術、基礎化學品的低碳生產以及數

位化、氣候變化、智慧農業等。與此同時亦在所有業務部門進行產品改進，為客

戶提供可持續性和競爭優勢。其中包括用於航空和風力發電行業的解決方案，用

於化妝品、洗滌劑和清潔劑行業的生物基和可生物降解的活性成分，及可為再生

材料的工程塑料。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係由 BASF 集團 Lars Kissau(淨零加速器高級專案總裁)、Martin 

Volland (企業戰略與可持續發展高級副總裁)、 Dr. Christoph Jaekel (企業可持續

發展副總裁)、Christoph Gahn (化學品回收副總裁)、Bart Van Assche (淨零技術副

總裁)等共同接待。該公司向本團說明巴斯夫(BASF)就 2050 淨零目標及相關推動

策略簡報，雙方交流討論，再至路德維希港園區，就園區實際化學品回收、減碳

作為、生產流程進行參訪。 

針對團員提問公司達到淨零的重要策略，公司說明包括自製和外購戰略，例

如投資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從第三方購買綠色電力；公司推動淨零轉型主要理

由是提升競爭力。因為現在的環境要求很多的製程都必須要減碳，也會挑選低碳

的供應鏈合作廠商，因為若要跟別人競爭，自己本身就必須做到淨零減碳節能。

另外法規要求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歐盟有碳排放交易碳費，如果碳排繼續維持高

水準，公司碳成本就越高。 

針對產品碳足跡計算及標示，公司表示 2022 年新戊二醇(NPG)和丙酸 (PA)

產品從生產到出廠的碳足跡(PCF)為零，NPG ZeroPCF 和 PA Zero PCF 已獲得

全球氣候變化諮詢機構 Carbon Trust 的碳中和認證，且將每年進行認證審核，

該產品在全球銷售時即標示「NPG Zero PCF」和「PA Zero PCF」。要將產品認

證為碳中和，可以採用碳匯(carbon sink)或購買碳權(Carbon Credit)實現碳中和，

巴斯夫(BASF)德國路德維希港生產的 NPG ZeroPCF 和 PA ZeroPCF，是在不購

買碳權(Carbon Credit)的情況下碳足跡為零。 

巴斯夫(BASF)集團目前有 6 個整合型生產基地(Verbund sites)及 239 個其他

生產基地，此次所參訪的園區是整合型生產基地。巴斯夫(BASF)作為能源密集型

企業，在這個園區透過「行業共生」理念，將一個行業的副產品可變為另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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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高效使用能源與資源。園區中一座生產基地多餘熱能可作為能源用於其

他生產裝置，而一座生產裝置中的廢氣或反應過程中的副產品可用作其他生產裝

置的原料。不但減少排放，降低廢棄物的產生，同時節約資源。此種循環園區的

理念及作法相當值得我國科學園區參考。 

  

 圖 2 於巴斯夫(BASF)聽取簡報並參觀公司導覽 

 

三、 拜會德國經濟及氣候行動部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德國經濟暨氣候行動部(BMWK)為 1949 年所成立的德國聯邦政府部會之一。

在 1998 年以前稱為經濟部、1998 年及 2002 年稱為經濟及科技部。2002 年，該

部合併其他部會，組建聯邦經濟與勞工部。2005 年重組為聯邦經濟暨科技部，

2021 年改組為經濟及氣候行動部，主責德國經濟、能源、科技、氣候變遷及中小

企業等事務。 

21 世紀主要趨勢是全球化、數位化、人口變化、歐盟內部的最新發展以及

能源轉型，都是德國企業需要應對的重大挑戰。如果要成功解決這些問題，德國

需要使社會市場經濟為未來做好準備，這是該部會的首要任務。 

1.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優先事項 

希望德國中小企業，保持活力、強大和創新。因此，制定了一些倡議和計

劃來支持他們。德國的中小企業中央創新計劃以及 IGF 和 INNO-KOM 計劃

變得更加透明，官僚主義更少。德國對處於成長階段的初創企業和年輕公司的

融資工具也在不斷延伸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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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造投資，減少繁文縟節 

投資和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創造持久繁榮和提供更好生活質量的關鍵。這

就是為什麼聯邦經濟事務和氣候行動部正在改善商業和投資環境，以使其對

投資者和創新者俱有吸引力。經濟暨氣候行動部的目標是將行政負擔降至最

低，並進一步改善年輕公司獲得風險投資的機會。 

3.促進工業企業和中小企業的數位化 

包容性繁榮和競爭力取決於保持工業部門實力和維護德國價值鏈完整性

的能力。經濟暨氣候行動部希望維護和擴展這些價值鏈，從能源密集型原材料

行業到高科技成品。同樣，也要培育高績效大中小型企業和研究機構之間自然

形成的集群。德國聯邦政府還將開展其他活動，以支持工業 4.0、人工智慧和

關鍵支持技術。 

4.以合理的方式設計能源轉型 

經濟暨氣候行動部的目標是使能源轉型成為現代化、創新和數位化的驅

動力—並且在不損害德國工業競爭力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該部會希望德

國的能源供應價格低廉、安全且環保，從而使能源轉型取得成功。 

5.繼續發展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 

希望發展一個能夠在國際上競爭並兌現歐洲對民主、法治、安全、穩定、

繁榮和就業的承諾的經濟和貨幣聯盟。這包括穩定的公共財政、現代政體、有

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和開放的單一市場。經濟暨氣候行動部希望利用其在能源、

工業、創新、競爭、中小企業和歐洲政策領域的立法、行政和協調作為來幫助

實現這一目標。 

確保德國的競爭力和高水平的就業是聯邦經濟事務和氣候行動部的永久目

標。該部希望利用其在能源、工業、創新、競爭、中小企業和歐洲政策領域的立

法、行政和協調作用來幫助實現這一目標。該部的政策，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指導

原則，事實證明這些原則非常成功，尤其是在經濟環境不那麼有利的時期。前瞻

性經濟政策旨在為德國創造更多就業、投資和持久增長的前景。 

(二)會議紀要 

本次拜會活動係由經濟及氣候行動部 BMWK Udo Philipp 次長及相關人員共

同接待。我方由謝志偉大使及蘇俊榮人事長開場致詞、李冠志副署長就我國 2050

淨零目標及相關推動政策進行簡報說明後，進行雙方交流討論。 

我方請教德國對未來氫能車發展的看法，氫能車能否成為未來汽車的主流。

德方認為，目前氫能車著重於重型車輛及長途運輸之使用，因為氫能成本仍相當

昂貴，充氫站的設置及電池的續航能力也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未來是否能成為

汽車能源的主流仍有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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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同時請教為減少生產製程的碳排放，可能增加中小企業的營運成本，德

國政府是否有協助中小企業因應減少碳排放的相關協助規劃。Udo 次長認為，中

小企業也是產業的一部分，由於國際間通貨膨脹，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德國政府

確實以各種支援及補貼協助中小企業減碳。 

我方詢問德方社會住宅的減少碳排作法。Udo 次長表示經濟暨氣候行動部負

責住宅部門的碳排放減量工作，但德國冬天十分寒冷，住屋需要能源取暖，能源

價格高，目前主要推動供應暖氣的熱能為熱汞設備(heat pumps)，政府將會對低收

入家庭提供更新熱汞設備的補助。 

本次拜會德方對我國氫能使用情形、碳補捉及儲存、我國淨零策中之綠生活

等議題表示興趣，並表示台德雙方的作法均有可以互相學習借鏡之處。此外，德

國規劃於 2045 達成淨零的目標，目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政府也推動多項重要

的投資計畫，包括離岸風場區域擴建、氫能開發等。在技術面向，德國有許多跨

國大型企業投入於綠能或循環經濟領域，部分企業也已在台投資，是我國未來綠

能技術共同合作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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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德國柏林 EUREF Campus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EUREF Campus 位於 Schöneberg, Torgauer Straße。佔地 5.5 公頃，是德國能

源、永續、移動等相關業者技術落地前的實驗基地。自 2008 年開發以來，已經

有 150 家企業，2 家研究機構進駐，目前員工人數 5000 人。 

在此園區進駐的產業包括： 

1.交通技術與移動產業 Traffic technology & Mobility 

2.能源能源與環境技術產業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3.媒體創意產業 Media & creative industries 

4.IT 與自動化產業 IT & Automation 

5.產業服務 Services 

6.研究與科學 Research & Science 

該園區內與淨零及環境相關產業的特色包括： 

1.碳中和的生質瓦斯供應廠 

2.當地設置的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 

3.電動運具平台及德國最大的充電站 

4.聯邦政府 Mobility2Grid 的研究園區 TU 柏林大學，有 4 個與能源轉型相關

的碩士學位學程。 

5.該園區是柏林智慧城市策略設定標準的平台，包括智慧能源供應、智慧電腦、

能源效率建築、未來移動等先進技術 

（二）參訪紀要 

1. 參訪重點：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landmark to the workplace of the future 包含： 

(1) 圓筒形型建築：為 100 年前建造作為瓦斯貯存槽，內部直徑 30 公尺。

柏林瓦斯槽地下化後，1995 年不再使用該貯存槽。目前正在進行改裝

作業，完成後作為會議是使用，貯存槽上方配置風力發電，提供會議室

所需電力。 

(2) 路燈基座設置充電樁:由 MENNEKES 公司設置，充電樁插座系統一規

格，提供電動車充電使用。 

(3) 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供應電動汽車充電站:在車棚上裝置太陽能板，車棚

旁設置風力發電，搭配儲能裝置，提供電動車充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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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車棚上裝置太陽能板，旁設置風力發電， 

提供電動車充電使用 

 

圖 4 

廢棄之瓦斯貯存槽正在進行改裝作業， 

完成後將作為會議室使用 

 

五、 拜會德國環境署排放交易局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德國環境署(UBA)轄下排放交易管理局(DEHSt)是負責實施歐洲排放交易計

劃(EU ETS)和國家排放交易計劃(nEHS)的國家主管機構。該機構為德國聯邦環保

署於 2004 年特別成立部門之一，其職掌包括氣候保護、能源、德國交易系統，

共有 4 個子部門。其目標是使碳排放交易在生態和經濟上取得成功，通過這種方

式為實現德國政府雄心勃勃的氣候保護目標做出重大貢獻。到 2045 年，將控制

與排放量相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限制在 1.5 度以內。作

為執法機關，在氣候保護、政策諮詢和知識轉讓之間開展業務，例如實施政治框

架，並與設施、飛機、船舶或燃料受排放交易約束的公司密切合作。並且支持驗

證者的工作，同時也是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能安全和消費者保護部、聯邦經

濟事務和氣候行動部、各城邦的聯絡點以及國家排放控制主管部門。在國內和國

際上，亦參與了排放交易的進一步發展。排放交易管理局(DEHSt)的任務有以下

5 項： 

1.歐洲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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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排放配額的分配和德國排放配額拍賣的管理，以及年度排放報告的監控

和所需排放配額的交還，並對歐盟排放交易登記處(Union Registry)德國部分的所

有帳戶實施帳戶管理，並作為排放數據的驗證中監督獨立驗證者。 

2.全國排污權交易 

自 2021 年以來，國家排放交易( nEHS )在國家層面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進

行補充，將熱力和交通部門納入其中。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類似，排放

交易管理局(DEHSt)也負責實施國家排放交易( nEHS )。除了國家排放交易( nEHS )

註冊表中的帳戶管理，這還包括報告的執行和國家排放交易( nEHS )證書銷售的

責任。包含氣候保護項目、MRV 海上運輸法規、上游減排法規，負責《京都議

定書》氣候保護項目的審批和監督，以及《上游減排條例》的執行。該機關也是

國家執行 MRV 海運條例的處罰機關。 

3.電價補償 

負責核准並向電力密集型企業提供國家援助，以補償間接二氧化碳成本。 

4.報告義務和進一步發展 

為了提高透明度並履行國家和國際報告義務，並參與排放交易體系和國際氣

候保護協定(巴黎協定)的進一步發展，支持許多希望建立自己的排放交易的非歐

盟國家。而與代表團的研討會和訪問有助於國際訊息交流。 

5.電子通信和客戶服務 

排放交易管理局(DEHSt)負責的所有執法程序都完全以電子方式處理，並以

嚴格的溝通和專門的客戶服務為與排放交易相關的所有問題提供協助或支持。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德方由 DEHSt 局長 Dr Jürgen Landgrebe 接待，我方出席人員包括

謝志偉大使、柏林經濟組龔榮男組長及本團全體團員。首先德方局長介紹與我國

之合作及前環保署長李應元到德國交流之多年合作情誼、德國負責氣候保護聯邦

經濟事務與氣候行動部、聯邦環保署等機關、與歐盟透過排放交易制度(ETS)對

於氣候保護政策之緣起、該制度之目的係為達成確實減碳目標，並使廠商能根據

自身狀況以最小成本達成減碳，以碳稅增加政府收入，以進一步支持氣候保護的

工作，並說明歐盟 ETS 四個階段情形、減碳成果及第四階段未來目標。接著介

紹德國 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nEHS)市場，於 2019 年起實施，係為

補足歐盟 ETS 市場不足，包括建築、交通運輸以及使用化石燃料的小型產業，

2024 年將增加廢棄物事業，是超前歐盟將於 2027 年實施的 EU Fuel ETS (ETS 

2)。 

我方則請教歐盟 ETS 為何改為強制加入機制，德方回應表示由於一開始自

願交易碳價太低，企業無意願減碳也無意願交易碳權。再者，自願交易制度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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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有大國故意大量排放，再利用減碳計畫取得碳權之弊端。而德國國內雖有

自願碳權交易，但自外購得之碳權不能算入國家本身自主減碳成果，以避免重複

計算，從而自願碳權交易只會對企業有利，對於國家整體減碳成果較無幫助。建

議臺灣如果要有效減碳，還是要加入總量管制與強制交易市場，才能真正讓產業

減碳。歐盟的 ETS 市場與德國(nEHS)之區別在於規範產業類別(德國只針對交通

運輸與建築)的不同，各具獨立性。 

由於歐盟各國的條件不同，如何決定各國減碳數量方面，德方表示較為複雜，

且各階段有不同作法。在 ETS 第 1、2 階段，各國總量管制是根據國家分配計畫，

由各國各自擬定後，交由歐盟審核，是一種由下至上概念。第二階段審核比第一

階段更嚴格，總共刪減各國提出總量的 10.5%。到了第三階段，就由歐盟整體總

量管制取代各個國家經由國家計畫提出數量之作法，此時是透過基金，依照各國

條件給予不同補助，讓條件較差國家可以有足夠財政支持。 

德方詢問台灣未來碳定價之規畫，並建議我方採取歐盟 ETS 制度，認為確

實能夠使廠商保持彈性，也能達成要求業者減碳效果。 

  

圖 5 於我國駐德代表處聽取 DEHSt 簡報並交換意見 



20 
 

六、 拜會德國工業聯合會(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BDI 是德國工業及工業相關服務供應商的傘式組織，代表 40 個行業協會發

言，擁有超過 10 萬家、800 多萬員工的大中小型企業，下轄 18 個委員會，總部

設在柏林的德國經濟之家，並在國外設有其他辦事處。BDI 針對 The EU Green 

Deal、歐盟電力市場改革與淨零轉型、循環經濟、RE Power EU 計畫、Fit-for-55、

能源危機及氣候政策，與政府展開討論、提供建言。BDI 正在努力確保德國繼續

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一個出口導向型和創新型國家。這只有建立在市場、創業、

競爭、貿易和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社會市場經濟基礎上才能實現。德國經濟以強大

的工業核心為基礎。它的成功取決於根深蒂固的產業價值鏈，擁有超過 10 萬家

來自製造業各個領域的大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總共僱用了超過 80 萬人。  

1.工業化國家 

德國要保持工業化國家地位的挑戰是巨大的—這不亞於我們的競爭力受到 

威脅。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必須不斷恢復，競爭劣勢也必須不斷減少—這是政界和

商界持續不斷的任務。未來將尋求成為氣候中和的工業化國家，更好利用數位化

提供的機會，加快審批和規劃流程，讓我們的企業家在決策時更有保障。 

2.出口導向型國家 

我們需要現代、可持續的自由貿易，為我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服務。

作為歐洲最大的貿易國，我們必須帶頭，尋求可持續發展且負責任的貿易和投資

協議，以更接近公平競爭的目標。 

3.創新國家 

我們的創新能力確保了我們在國際競爭中的突出地位。我們的重點是機會，

而不是風險。在德國這片創新之鄉，70% 創新產出是在公司內部產生的。為了保

持這種狀態，公司需要自由和正確的框架：也就是說，除了工業 4.0 之外，還有

一個高效和數位化運作的行政 4.0。  

鑑於全球框架條件對德國經濟的重要性，BDI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例如，為

了讓德國工業界的聲音被聽到，BDI 應運而生了「G8 商業峰會」。BDI 也積極

參與 OECD，透過經合組織的商業匯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主要商業組織，並為經

合組織提供建議。而全球治理的中心論壇是成立於 1919 年的國際商會(ICC)，它

在幾乎所有主要國際組織中都具有觀察員地位。它與各種全球治理進程密切相關，

從世貿組織談判到互聯網治理再到打擊洗錢，企業和商會與國家貿易協會一樣都

是國際商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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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20、B20 聯盟、BIAC 和 ICC 通過專業知識和統一的利益代表支持

全球治理。他們通過其成員形成了重要的聯繫，不僅支持國際決策過程，而且關

注這些決策在國家層面的實施方式。他們所有承諾都為了同一個目標：通過跨境

貿易和金融改善人們的生活。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 BDI Holger Lösch 行政副總裁、Mr. Ferdinand Schaff BDI 接待，

我方由謝志偉大使及全團人員共同出席。行政副總裁 Mr. Lösch 表示，數位(AI)、

創新技術與淨零工作密不可分，應將「數位化」及「創新技術」做為淨零轉型的

重要工具。產業部門可依循先大後小，也就是先大企業後小企業，以大帶小的模

式；同時以結合產業公協會及供應鏈中心廠作法，推動中小企業建立碳盤查與減

碳能力，驅動上、下游廠商，進行綠色採購、綠色生產等合作減碳，形成綠色供

應鏈，創造淨零轉型競爭力。我方並促請 BDI 與臺灣產業工會建立合作管道。  

我方詢問 BDI 如何在政府淨零減碳與業者最大利益之間取得平衡？Mr. 

Lösch 表示，溫室氣體促使企業必須在不垮掉的狀況下，進行基礎改造；BDI 建

議政府應妥適規劃推動淨零減碳的時間點，並考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讓下一代

回顧看我們這一代的決策時，會說：「還好我們選擇一條正確道路」。他也同時

表示，循環經濟涉及整個思維的改變，從原料、製造、配銷、回收再利用等。BDI 

目前已進用 4 人專門負責循環經濟的研究，並將與科學家、NGO 及產業等一起

討論該如何進行、減少原物料使用、對大眾宣導等等。針對德國政府部門推行相

關方案來鼓勵金融部門提供更多資金或貸款給這些基礎建設或戰略產業一節，

Mr. Lösch 表示，基礎建設相關貸款可能涉及數以百萬計的家戶貸款，例如房屋

修繕貸款或者購買電動車貸款，因此金融部門能否提供資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BDI 持續建議政府提供適當的架構、足夠的資金，給相關的需求部門，但金融部

門仍然會考量收益與風險是否相當，這個原則是不會改變的，但這確實是關鍵之

一。 

我方詢問 BDI 自我期許為德國產業發聲，並詢問德國產業對國家能源政策

是否滿意。此外，BDI 由許多產業公會組成，不同產業發展需求不同，當意見不

同時如何取得共識。Mr. Lösch 表示，多年前德國產業界與政府間曾有激烈的意

見相左，然而 10 年後，發現政府當時的決定方向是正確的。減少能源使用使產

業更具有競爭力，雖然過程中對產業經營造成沈重負擔，但企業家一旦投入成本

改善製程減碳，就會發現改善的好處。BDI 透過許多的討論來取得共識，過程雖

然痛苦，但企業需要對社會作出貢獻，如果有了共同的目標，就會有更好的解決

方案。BDI 已花費許多時間與各部會、NGO 及社會商人士討論，這就是民主社

會的價值。 

我方同時請問德國有無制定生物質策略(biomass strategy)及能源自主農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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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Mr. Lösch 表示，德國目前沒有生物質策略。要設置生物質處理中心

涉及政治及其他考量，如相關產業配合、土地區位選擇、集運系統與成本等因素。

至於能源自主農漁村是可行的，但要整合能源種類與來源、產業及居民配合、電

網配置等問題均須一併考量。 

 

 

圖 6 拜會 BDI，並與 BDI 行政副總裁 Holger Lösch 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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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會林德(Linde)集團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林德(Linde)集團由德國林德股份公司(成立於 1879 年)和美國普萊克斯(成

立於 1907 年，原名林德空氣產品公司)於 2018 年合併而成，現為全球最大的氣

體公司，也是液氫技術的領導者，在許多國家生產、銷售和供應氫氣，營運著 150

多處氫氣廠，全球員工超過 6 萬 5 千人，2022 年營業額逾 330 億美元。其客戶

包括醫療保健、煉油、煉鋼、航空、化學品、電子和水處理行業。其主要業務為

大氣氣體的製造和分銷，包括氧氣、氮氣、氬氣、稀有氣體和工藝氣體包括氦氣、

氫氣、氨氣、電子氣體等。該公司使命為，「讓我們的世界更有生產力(Making 

our world more productive)」。 

林德集團亦屬氫能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是一個投資氫能汽車的公司集團。

該公司預估未來氫能汽車將與電動汽車競爭，並投資將水轉化為氫的風力發電廠。

他們相信長期能源供應和未來氣候變化的問題只會繼續加劇，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是林德在全球的首要任務之一。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世界中從事資源轉型業務

的公司。2022 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 3,880 萬噸二氧化碳，而我們的客戶或最

終用戶在多個應用中避免了 9,000 萬噸二氧化碳，創造的溫室氣體效益是消耗的

溫室氣體效益的 2.3 倍。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該集團 Mr. Philippe Peccard(Vice President of Clean Energy)及

Mr. Marc Tosquella( Director of Energy & Decarbonization EMEA)共同接待。林德

集團介紹氫氣類型及發展氫能情形。由於氫氣不存在自然界中，而是以化合物

如水、甲烷之形態存在。氫氣可由碳氫燃料重組(reforming)獲得，或由生質料

氣化、熱裂解、水解、電解水等非重組(non-reforming)方式獲得。因而氫氣本身

雖為無色氣體，但常以顏色標稱來區分其不同的來源： 

1.由碳氫燃料重組獲得的氫氣稱之為灰氫(gray hydrogen)。 

2.利用再生能源進行電解水製得氫氣，這種方式的碳排最低，稱之為綠氫(green 

hydrogen) 。 

3.將氣化或蒸氣重組過程中之碳排經由碳捕捉及封存，這種方式產出的氫氣，

稱之為藍氫(blue hydrogen)。 

林德集團發展氫能的歷史已逾 50 年，在多項氫能的投資、生產、配送等方

面的價值鏈，具有領先地位，擁有 80 處以上的電解槽、1,000 公里以上的輸送管

線、1,600 輛以上的運送車、及 200 處以上的加氫氣站。其成功案例包含， 

1.世界上第一部使用燃料電池的火車，經由林德的運送車供應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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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德集團建造及安裝陸上及船上氫氣儲存、配送及安全設備，為挪威第一艘

氫能渡輪提供液態氫氣，年度減碳效果達到 95%。 

3.林德集團將建造世界上最大 PEM(質子交換膜)電解槽，其設置裝備能量可達

24 百萬瓦(Megawatt)，經由林德的運輸管線，為其工業客戶提供氫氣。 

4.林德集團持續參與氫能相關投資，不僅為林德本身減碳，也為其散佈於石化、

煉油、鋼鐵、發電等產業的客戶之製造流程減碳，未來持續投資金額將超過

500 億美元。 

林德集團邁向氣候中和路徑圖，將與巴黎協定一致：該集團持續開發碳捕捉

及封存技術，推動多項藍氫及綠氫計畫，在 2028 年前用電來自再生及低碳能源

占比達 35%以上；在 2035 年前發展碳捕捉及封存計畫，將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 35%(與 2021 年相較)；於 2045 年前將 100%使用再生及低碳能源，達到氣候

中和。林德集團和聯華實業投資控股公司於 1984 年各出資 50%，在台灣成立聯

華林德公司，員工超過 1,600 人，是全台最大製造、倉儲及儲運氣體的供應商，

在新竹、台中及台南科學園區等地均設有廠房。旗下的聯華氣體和聯亞科技公司

共投資 210 億元以上，協助台灣半導體產業減碳，並計畫與離岸風電業者合作，

開發綠氫應用；與台美 13 家企業簽署推動成立碳捕捉、再利用與封存產業聯盟。 

我方建議德方強化和台灣夥伴關係，包括公共部門及私營部門在台投資及合作、

以台灣作為區域研究中心等。另我方詢問，林德公司所提每輛火車每天消耗 1600

公斤氫氣能源的情形，林德集團表示在法國的案件中，這些火車是短程且節數較

短的火車，於火車採電氣化時採用電，離開電氣化設備時，原本運用煤油等燃料

的階段改用氫氣。氫氣以液化氫氣方式安裝在火車上，而非以水再電解為氫，因

為後者較耗能。我方詢問對於民眾使用氫能車輛之安全性疑慮、加氫站建造成本

高且屬鄰避設施影響其普及化、氫能運輸載具昂貴，缺乏競爭力等因應措施為何？

林德集團回應民眾對氫能車輛之安全疑慮，大多為以訛傳訛，須以具體數據持續

對民眾溝通與教育。加氫設施尚未普及，初期不適合推動小型車輛，而應以點對

點運輸的大型公共運輸工具優先推動，建議可以選擇設於臺灣北、中、南部適合

地點(或客運站)設置加氫站，而未來相關營建設備如可於全球自由採購，將可大

幅降低成本，待大型氫能車輛漸多後，將可壓低價格。 

 

圖 7 拜會林德(Linde)集團，聽取簡

報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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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比利時參訪概要 

一、拜會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DG EMPL)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  (DG 

EMPL)負責歐盟有關就業、社會事務、技

能、勞動力流動性和相關歐盟資助計劃的

政策。主要任務是促進現代、創新和可持

續的歐洲社會模式的發展，在機會均等的

包容性社會中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總署下設右列 8 個局：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 DG EMPL 處長 Frank SIEBERN-THOMAS 接待說明歐盟歐洲綠

色協議和公平轉型政策。歐洲綠色協議由歐盟執委會在 2019 年底提出，宣示在

2050 年成為全球第一個碳中和的地區，目的在將氣候及環境挑戰轉化成機會，

並在轉型過程中確保公正及包容性。報告內容指出，綠色轉型對就業及社會影響，

包括綠色技能及綠色就業機會增加，2030 年淨增加 100 萬個就業機會，同時能

源價格上漲，至少 3500 萬人會陷入能源貧窮。綠色轉型的公平挑戰，是不同的

收入群體減排及努力是不對等的，最富有碳排放多、損失小，最受衝擊的是基層

50％碳排放少，但相對損失大，跨國及國內均有此一現象。公平的綠色轉型政策

是不遺漏任何人(leaving no one behind)，並確保氣候中和的過渡，包含創造就業

機會、教育培訓及終身學習、公平的稅收及福利制度與社會保護。另為公平過渡

提供資金支持，包含公正轉型基金及社會氣候基金等，關注弱勢群體，支持能源

貧困的人。 

我方詢問公正轉型基金及社會氣候基金是公平分配給不同會員國或須會員

國提出申請？如何標定能源貧窮(energy poverty)？是否排除難民適用？歐方表

示公正轉型基金是各會員國有一定定額，須提出區域計畫說明資金要用在哪一個

項目上。社會氣候基金則由會員國提出區域計畫且用在指定項目，包括提高居家

隔冷或隔熱使用能源效率、淨零低碳交通運輸工具或直接援助弱勢家戶，係逐步

撥付，完成一定成果才繼續撥付。不會排除難民適用。此外，能源貧窮目前無共

同的定義，本研究報告係採問卷詢問受訪者二個問題，家中是否有足夠暖氣及過

往是否有無法負擔暖氣帳單的經驗，推演是否有能源貧窮的狀況。 

A 局：歐洲社會權利和戰略支柱 

B 局：工作和技能 

C 局：工作條件和社會對話 

D 局：社會權利和包容 

E 局：勞動力流動和國際事務 

F 局：就業和社會治理與分析 

G 局：資金規劃和實施 

DAC：凝聚力聯合審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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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與 DG EMPL 交流並聽取簡報 

我方詢問產業轉型下如石化業轉型為綠色能源，人才重新分配及訓練如何達

成？歐方回應歐洲綠色協議不遺漏任何人，有一個公正轉型基金援助受衝擊的區

域，另 ETS 排放交易體系收入 25％投入社會氣候基金，該基金亦能援助能源貧

窮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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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DG TAXUD)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DG TAXUD)負責管理及發展海關聯盟，身為確保

歐盟外部邊界安全的重要組織，其主要職掌是消除阻礙成員國之間貿易的財政障

礙，積極參與海關和稅務領域的國際發展。而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DG 

TAXUD)是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的制定與推動機關，目前正規劃設立碳邊界

調整機制(CBAM)專責機構，CBAM 是對歐盟進口的碳密集型產品徵收的碳關稅，

歐洲綠色協議的一部分，將於 2026 年生效。CBAM 碳邊境調整機制由歐盟執委

會提出，是歐洲碳定價機制 ETS 的延伸，也是 Fit for 55 專案的一部分，旨在減

少碳排放，並確保進口產品符合與歐盟相同的標準和目標。目前適用的主要範圍

包括水泥、鋼鐵、鋁、肥料、電力和氫氣六類產業，2025 年底歐盟執行委員會將

有更明確的規劃，包括 CBAM 第二階段的適用範圍是否擴大納入其他產業。 

（二）會議紀要 

本次拜會歐盟由 Ms. Alina MANRIQUE DE LARA 政策官接待，並就 CBAM

進行簡要說明。在 CBAM 申報及收稅範圍的主要部分，包括直接排放和間接排

放，直接排放全部均須計入，水泥與肥料則須計入間接排放，間接排放是包含生

產複雜商品時所使用的電力。CBAM 將自 2026 年開始徵收，至 2034 年之前還

可以適用 ETS 的免費配額，2034 年之後就全部汰換掉(phase out) ETS 免費配額，

然後全換成 CBAM，不能再使用抵消額度。歐盟委員會制定了一套計算方法，進

口商在原產國支付的任何碳價格是可以扣除的，這段過渡期間歐盟執委會也將收

集各種資訊包括歐盟以外各國的碳價機制，或許還會做一些修正，以利順利推動。 

在 CBAM 執行的過渡期，企業(歐盟進口商)必須每季申報當期貨物進口量、

直接和間接碳排放以及出口國碳價，正式實施之後每一年提交一次報告，並須經

歐盟認可的認證機構驗證。有六個步驟監控廠商的申報：1.界定範疇 2.選擇計算

方法 3.申報排放量 4.申報相關的上游物品 5.確定進口量(包括確認高密度或低密

度屬性)6.可直接使用預設值。 

有關 CBAM 的執行，後續歐盟執委會將陸續安排各種培訓及研討會，目前

已設有專屬網站、訂定執行指引以及制定申報的範本，這些資訊也將提供給企業

參考使用。 

我方詢問對於在原產國已經交的碳費有沒有計算的標準？出口商申報這麼

多資料如何保護商業機密？未申報是否有罰則？歐方回應還是有一些原則，例如

碳價格要有定義，必須是有效支付的當前價格，且遵循政府規則等，減稅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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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之後的細則中會有更加明確的規範與說明。至於申報資料部分，目前執

行中的 ETS 也是這樣的機制，也要申報，在規劃 CBAM 時已經考慮儘可能與現

制一致。出口商申報的相關文件在執行過程中不會公開，資訊的蒐集、登記、管

理也會受到保護。除非廠商惡意且一再犯，才會進行制裁，在目前過渡期間，會

較有彈性，申報之後可以修改，也會有要求改善的機制，不會直接處罰。 

我方進一步詢問歐盟有沒有足夠多的驗證機構，因應這麼多國家都有廠商要

認證？台灣驗證機構是否被歐盟接受？並建議歐盟與台灣之間建立雙邊協談，包

括對台灣碳價的認同，對台灣驗證機構的認可。Ms. Alina MANRIQUE DE LARA 

政策官回應需要更多驗證這確實是個挑戰，且驗證機構須為歐盟的驗證機構，必

須經過歐盟認證的機構才能受到歐盟接受，在其他國家進行驗證。但鼓勵第三國

制定自己的機制(碳稅、碳價等)才是關鍵，CBAM 目標不是收稅，是發展共同機

制，希望更多國家以類似歐盟的方式做碳盤查監控碳排。她同時表示 CBAM 的

具體細節將在 2025 年的執行細則中確定，相關議題還是可以討論的。 

  

 

圖 9 與 DG TAXUD 交流並聽取簡報 

 

三、拜會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DG RTD)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研究與創新總署(DG RTD)負責歐盟整體研究、科學及創新之相關政策，以

創造成長、就業及解決社會重大問題為核心。該總署主要任務是透過與會員國、

國際夥伴、公民、產業及其他利害關係者合作，設計研究與創新之政策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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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據以推動。這些政策與計畫受到相關法規及投資資金的支持，將為歐盟「綠色」

及「數位轉型」提供新知識及突破性的創新，並確保不遺漏任何人，及促進向永

續、安全、公平及繁榮的未來邁進，造福人類及地球。 

研究與創新總署制定並實施歐洲研究與創新 (R&I) 政策，以實現歐洲 2020

戰略及其關鍵旗艦倡議創新聯盟的目標。為此，DG RTD 通過分析國家研發政策、

評估其優勢和劣勢以及在必要時制定針對具體國家的建議，為歐洲做出貢獻。它

監督並促進創新聯盟旗艦計劃的實現和歐洲研究區的完成，它通過採用戰略規劃

方法的框架計劃(目前為 Horizon 2020)資助研究和創新。通過制定和實施研發政

策，提高歐洲的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並因應面對當前和未來

的主要社會挑戰，使歐洲成為更美好的生活和工作場所。 

他們亦發布首個低碳工業技術路線圖，闡明未來幾十年歐盟能源驅動型行業

的技術要求和需求。在這一戰略中，DG RTD 提出以綠色數位主導、有彈性的行

業的商業案例，其中研究和創新(R&I) 作為關鍵推動因素。他們的目標是與工業

界、歐盟各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支持工業研發，擁有共同願景。 

該戰略提出了研發證據和指導，旨在加強歐盟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工業生態系

統。DG RTD 希望該出版物能夠支持潛在工業夥伴關係和項目的範圍和發展，這

些夥伴關係和項目可能對歐洲共同利益至關重要。該戰略與歐盟戰略研究和創新

議程相結合，該議程是通過專門的 Horizon Europe Partnerships 與業界合作制定

的。介紹了這方面的示例，包括清潔鋼鐵合作夥伴關係、地球流程 (P4P) 等。該

文件還與主要歐盟和國家計劃合作制定，以支持低碳技術。 

此外，還創建了一個新的歐洲研究區(ERA)，旨在為整個歐盟的研發和技術

創建一個單一的、無國界的市場。通過 ERA，DG RTD 計劃加強研發的經濟成

果並提高歐洲工業的競爭力，包括通過共同工業技術路線圖。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 DG RTD Ms. Doris Schroecke (Head of Unit)、Mr. Dominik Sobczak 

(Deputy Head of Unit)、Ms. Pauline Sentis (Policy Officer)、Mr. Gianandrea Gaetani 

Dell Aquila D Aragona (Policy Officer)及 Mr. Antonio Ferrandez Garcia (Policy 

Officer)共同接待。首先由歐盟接待人員介紹聚焦於氣候中和面向之政策及措施，

尤其呼應歐盟「綠色新政(Green Deal)」及相關產業行動計畫之實施。簡報中特別

提出研究與創新框架下之「水平歐洲(Horizon Europe)」計畫，在夥伴關係中協同

設計、共創的理念下，促進歐洲國家對綠色與數位轉型的研究與創新，並透過共

同擁有權，增進研究與創新的價值。簡報人亦呈現 2022 年 4 月所發布之能源密

集產業低碳技術之歐盟研究領域路徑圖，及相關示範計畫。 

我方詢問本次所述示範計畫共有 184 案，目前是否都在進行？是在企業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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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進行？有無商業模式之創新計畫？示範計畫下之企業若有減碳成果，需

否提交報告、技術需否公開或者提供其他企業使用，以及企業後續可否保留其研

究創新技術、有無回饋的義務？德方回應這些案件隸屬於「水平歐洲」計畫，以

「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 支應相關經費，該等案件計畫目的是混合型，各

研究處於不同階段，但多半是在企業中進行。示範計畫聚焦於了解研究及創新內

容之結果對產業的影響，並希望產業能依據其研究創新結果儘快佈署，因此並無

深入了解企業商業模式或個案運用之用意。各研究團隊以外之企業若對研究創新

之成果有興趣，可以參考後採用。研究團隊中受補助之企業，於研究創新案結束

後可以沿用相關技術，並需要向總署提交報告及公開其計畫相關資訊，但關鍵技

術部分則無需公開揭露。企業研究創新成果若成熟到可以推出市場時(大約在

Level 8 階段)，需將資訊公開出來，讓其他企業參考採用。計畫目的是希望集結

來自不同國家、地方的想法與經驗，透過一起工作共創問題解決方案。 

針對示範計畫中有無與健康及醫學相關的研究創新案、歐盟是否有精準醫學

相關的研究、是否有與淨零建築相關的投資計畫或成果一節，歐方回應本次簡報

內容主要聚焦在氣候與淨零相關議題，「水平歐洲」也有醫療相關案件。建築部

分則聚焦建築的永續程度及建物對人類健康舒適程度(wellbeing)的影響，若有興

趣，建議可參考歐盟 New European Bauhaus 相關文件以獲取更多資訊。 

我方進一步詢問這些示範計畫有無台灣可以發揮角色的地方？能否進行第

4 群組(cluster 4，註：包含零污染、原物料與新物料科技、循環經濟領域)之合作

事宜？歐方表示「水平歐洲」是研究創新計畫，計畫項目眾多，歡迎關聯夥伴

(associate partners) 參與。台灣的研究機構可以挑選有興趣的計畫並自帶經費參

與聯盟(consortium)，投入之經費屆時會再分配給個別研究員。目前計畫項目眾多，

多數是開放參與的。至於與台灣合作事宜可會後討論。 

 

圖 10 與 DG RTD 交流並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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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會歐洲物流協會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歐洲物流協會(ELA)是一個由 22 個國家物流協會組成的聯合會，覆蓋了中歐、 

西歐和東歐幾乎所有國家。這些國家物流協會的成員都是從事物流職能的專業人

士，主要在工業領域，但也有不同服務領域的人士。在整個網絡中，ELA 擁有 

55,000 名物流專業人員。ELA 的目標是： 

1.通過增強專業能力來促進物流和供應鏈行業的發展。 

2.提供一個國際網絡論壇。 

3.促進歐洲物流和供應鏈領域的創新和最佳實踐。 

4.在網絡內交流思想、分享知識和傳播訊息。  

ELA 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是歐洲物流認證委員會(ECBL)，它是 ELA 的一個機

構，負責管理物流和供應鏈能力標準，旨在實現物流資格的統一水準。而 ELA 也

發展並提供一致的歐洲能力標準的認證計畫，以實現物流領域的一致水準。ELA 

認證在各地使用相同的術語和定義，得到廣泛認可，提高了經過認證的物流員工

的靈活性和流動性。ELA 認證承認人才的能力，這使得該證書對於作為評估、

培訓和招聘物流人才的基礎極具吸引力。該認證適用於超過 12 個歐洲國家，候

選人滿足所需標準的能力將由國家認證委員會進行評估。在 ELA 標準方面，該

標準定期更新，並通過專家和物流專業人員網絡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檢核。ELA 標

準與歐洲資格框架相對應，該框架是歐盟協調終身學習的倡議。EQF 是一個通用

的歐洲參考體系，將許多國家資格體系和框架聯繫在一起。使用這個通用框架，

使學習者和工人的技能和資格能夠在許多國家得到認可。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 ELA Ms. Nicole Geerkens 負責接待。她表示 ELA 是國家協會聯

合會，旨在促進物流及供應鏈專業，會員不是營利性協會，遍佈歐洲，也包括亞

洲以外的非洲、美洲，組織主要的成員是在歐洲。現在 ELA 的使命是提供一個

網絡，及推廣供應鏈管理與物流專業的平臺。任何組織都存在有供應鏈，ELA 多

年前就開始從事物流工作，但後來迅速採取行動，將範圍擴大到供應鏈管理，主

要是促進物流這個產業的交流活動，ELA 有三個方式來實現使命： 

1.內部網路 

透過協會接觸到大約 55,000 名物流專業人員。因此，ELA 試圖結合國家協

會的活動來組織，並與他們的成員及其董事會建立聯繫與進行更廣泛的交流。除

了內部網路之外，還有關於一般主題的外部網路。ELA 與歐盟執委會、議會、歐

洲投資銀行一起合作，以及其他的協會，例如歐洲託運人委員會、歐洲內陸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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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供應鏈管理協會 CFCMP 等各種專業聯盟。 

2.ELA 獎 

這個獎項就是歐洲物流協會舉辦及頒發，類似冠軍聯賽，各國可以派出他們

就最有指標性的一個計畫來參賽，會有專業陪審團，有學者或是公部門的一些專

家，並透過投票，有相關評審標準及技術可轉移性等考量。下一場是在今年的 12

月 12 日，地點在巴黎並與法國物流協會一起合作辦理。 

3.ESL 標準 

在 80 年代末期，首先確定現有型材、物流和供應鏈。接著確認這些領域，

決定要查看哪個級別及將關注哪種配置檔來建立標準。成員背景分為初級、高級、

大師級，我們需要與供應鏈專業人士合作，瞭解某個職能的某個級別，不僅是他

們需要知道什麼，而且需要知道什麼。這些標準在世界上的應用方式和地點包含

歐洲投資銀行以及 5 個地中海國家。而世界銀行產製的每兩年(在 COVID 期間

暫無更新)物流績效指數，大約有 140 個國家，由客戶對國內物流業的表現進行

評判。因此，這是一個國家在供應鏈管理中表現如何的基準，因為它確實研究了

問卷及涉及六個不同類別，其中一個是關於軟技能。所以，ELA 的目標是執行這

個網絡來促進專業，主要透過提供 ELA 獎來做到這一點，並以 ESL 標準來獲得

靈感。 

關於《凈零行業法案》，目標是到 2050 年實現氣候中和，透過 ELA 瞭解這

些職業不同模組、商業原則及核心管理技能，以及專案管理及過程管理。在運營

方面，即倉儲、運輸、採購和客戶服務。並且使用 ELO 自我評估工具，可以判

斷自己是否符合自評量量表，而這些模組的重點為可持續性、韌性和數位化。而

聚集，物流及供應鏈的最佳實踐案例是網絡及歐盟的最佳區塊專案，例如改善

IKEA 的物流及包裝運送空間，減少物流卡車載運產生的碳排放，或是跨公司之

間透過公正第三方處理物流運送及包裝上架降低碳排放的問題。 

我方詢問有關 ELA 獎的細節。歐方表示這個獎項是一個冠軍聯賽系統，是

供應鏈管理領域最先進的聚會，因為只有各該國全國獎項競賽的獲獎者才可以參

加，並由 ELA 頒獎。這裡有一個專業的評審團，由業內人士、學者，政府人員

組成。其次是活動現場的觀眾，並投票決定該專案。評判的主要焦點是創新、可

持續性及可轉移性。因為任何類型的公司都需要供應鏈，透過對其他公司合作的

想法，在活動中尋求協同效應及協作，這就是 ELA 獎的目標。 

在具備技能和能力的認證、執行及獲得認證者的薪資方面，歐方表示能力與

知識同樣重要。所以標準其實就是定義不同層級，物流從業人員的工作內容跟他

們需要的技能的標準。這些能力的標準都是跟物流產業的產業專家及供應鏈產業

專家一起訂立的。因此，從認證後勤人員開始，他們都具有一定水準的知識、技

能及能力。他們透過認證機制，例如加入大學學程的計畫，畢業生在獲得學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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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得歐洲物流師候選人證書，其後更能得到完整升級認證，並且能在歐盟各國

適用。證書有效期為五年，每三年進行一次審核，完整證書是終身有效的。至於

薪資方面，歐盟各國並未強制要求，但能夠提供跨國企業僱用員工的參考。 

另外，我方詢問水平合作 ELA 獎案例是否曾受到歐盟競爭總署的關注，以

及透過改善物流系統是否影響勞工權益。歐方表示，跨公司的水平合作與反壟斷

法不衝突，因為他們應該合規及遵守所有法律，並且透過公正第三方機制，確保

各公司的利益且迴避衝突。而在勞工權益方面，由於公司減少碳足跡，且鼓勵員

工取得認證機制，能取得雙贏局面，另也正試圖透過瞭解企業文化解決人力招募

的問題。 

我方詢問現在歐盟各國為了實現淨零排放，歐洲物流協會是否提供協助各個

會員國向歐盟申請電動車的協助措施或合作計畫，以及物流運送車的燃料規劃，

進口貨物未繳足碳稅的處理方式等。歐方回應將透過改善電動卡車電池使用時間

的專案，也就是快速充電與停留時間管理，並搭配氫燃料規劃達成降低碳足跡的

目標，而碳稅方面則非屬協會業管項目。 

  

 

圖 11 聽取歐洲物流協會簡報並交換意見 

五、 拜會 Leuven 市政府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魯汶(Leuven)位於比利時佛拉蒙布拉邦省(Vlaams-Brabant)，以古老大學城為

名，而得益於諸多創新性學術研究機構，促進魯汶當地經濟與學術研究活動，例

如歐洲最具創新能力的大學之一的荷蘭語魯汶天主教大學、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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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c)、學術醫院魯汶大學醫院(UZ Leuven)等研究機構帶動了生物技術、先進製

造、資訊技術等產業的發展，另有許多高科技領域公司在魯汶設立研究型導向的

分公司。同時，魯汶也是世界最大的啤酒釀造企業 AB InBev 總部所在地。至今，

百威品牌時代啤酒(Stella Artois)行銷於許多國家，其酒廠以及辦公室幾乎佔了魯

汶市東北部介於魯汶火車站與運河間所有的土地。而歐洲的一大金融保險集團比

利時聯合銀行(KBC)前身之一魯汶大眾銀行(Volksbank van Leuven)亦起源於魯汶，

目前該集團在魯汶仍設有其保險和汽車租賃行業的總部。除此之外，魯汶亦有大

量的私人服務業企業活躍於醫療、金融和法律領域。 

在文化方面，魯汶號稱擁有比利時最興旺的啤酒和酒吧文化，除了「最長的

酒吧街」的魯汶老市集廣場(Oude Markt)之外，在市中心廣場週邊街巷間更擠滿

了近百間酒吧。在建築方面，則保留部分自 15 世紀以來的古建築，尤以市政建

築、教堂、修道院及舊魯汶大學的學院建築為特色。在國際交流方面，已於 1993

年與台南市締結為姊妹市，魯汶市副市長 Thomas Van Oppens 亦於 2023 年 4 月

率團參訪台南，促進兩市在智慧城市和再生能源的交流與合作。 

（二）會議紀要 

本次拜會 Leuven 市政府係由該市第一副市長 David Dessers 偕永續發展資深

顧問 Geert Vanhorebeek 等人接待，副市長 M. Dessers 表示魯汶市市政廳是一座

15 世紀的哥德式建築，每周舉辦市政會議，儘管實際的市政組織已遷至其他地

方，這個古老的市政廳現在開放給市民作為典禮和婚禮場地。魯汶市擁有 10.2 萬

市民，其中包括 5 萬名學生，使其成為一個大學城。每年約有 1.5 萬新市民遷入，

為城市帶來了新的機會。這座城市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創新能量，因此在 2020

年被選為歐洲創新之都。他們強調創新的目標是為了讓社會變得更好。在 2015

年，魯汶市與大學及各利益相關方首次提出碳中和行動計劃，並鼓勵市民和企業

參與其中。他們還成立了「魯汶 2030」非營利組織，這個團體匯聚了市政代表、

民間組織代表、私人企業、醫療機構、智庫和教育機構等各方，推動碳中和的實

施。在 2013 年，魯汶市進行了碳排放的詳細盤點和分析，結果顯示建築業占碳

排放的 60%，運輸業則占 25%。為實現碳中和，他們制定了三個主要目標：翻新

現有建築、促進永續產業轉型、推動運輸的綠化和發展綠色能源。此外，他們還

關注建材製程的碳排放和食物系統的可持續性。魯汶市目前參與歐盟的計劃，該

計劃選擇 100 個歐盟城市作為 2030 年氣候中和和智慧城市的實施地點，並提供

財務和技術支援。魯汶市也被選中參與該計劃，並正在積極執行中，預計在 9 月

向歐盟提交更詳細的財務計劃。 

副市長 M. Dessers 強調，魯汶市重視氣候轉型必須符合社會公平原則，他們

會特別關心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利益，確保不會有人被忽略。總之，他們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結構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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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拜會比利時魯汶市副市長 M. Des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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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訪百威啤酒集團 ABInBev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百威啤酒(ABInBev)因應氣候變遷，開始致力於零碳排放，目標是購買電力 

100% 來自可再生能源，到 2025 年將碳排放量減少 25%。其作法是： 

1.在公司營運範圍及供應鏈間，積極努力減少能源消耗以及排放。 

2.極大化地使用再生能源電力，並在百威公司供應鏈中推動使用。 

3.追求以科學為基礎的排放目標，實現於 2040 年達到淨零減碳的目標。 

百威致力於將全球業務轉型為 100% 可再生電力，並將整個價值鏈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減少 25%，從而增強氣候適應能力。根據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的建議，2018 年 3 月制定基於科學的目標，這與將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所需

的減排量一致。到 2025 年，以 2017 年為基準年，溫室氣體絕對排放量減少 

35%。此外，將每年可再生電力採購量從 2016 年的 7% 增加到 100%、整個價

值鏈每種飲料的排放量減少 25%。超過 87%總排放量納入基於科學的目標，這

超過基於科學的目標倡議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其中約 5.8% 的排放量(相當於 160 

萬噸二氧化碳)來自自身營運中的電力消耗。百威實現的策略是基於額外性和鄰

近性、增加電網的額外容量，並採取逐個市場的方法來確定每個市場的解決方案。

百威作為全球企業可再生能源倡議 RE100 成員，遵循該倡議的指導方針，使用

來自太陽能、風能、生物質、沼氣、地熱和水的可再生電力，並遵循能源生產指

南，通過現場安裝或場外購電協議利用自產能源。在物流方面，約占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 8.9%。這些排放來自各種運輸方式(包括卡車、船舶和火車)中汽油、

柴油和其他燃料的燃燒。百威希望通過路線優化來減少物流和運輸排放，以減少

燃料使用和替代燃料車輛的使用。通過上述策略，百威預計到 2025 年將在整個

價值鏈中消除超過約 500 萬噸二氧化碳。 

（二）參訪紀要 

比利時目前有 5 大啤酒廠，Stella Artois 酒廠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啤酒廠，其

歷史可以回溯到 600 多年前，Den Hoorn 酒廠在 1366 年於 in Leuven, Belgium 設

立。25 年前只有 STELLA 這個品牌，目前則發展不同品牌，知名的百威啤酒就

是該酒廠的品牌之一。該酒廠有 3500 名員工採二班制作業。啤酒最主要的原料

是水，所以該廠區設置大型取水處理室。啤酒生產是一個以澱粉為原料將其轉化

為醣類再產生酒精與二氧化碳的發酵過程。該廠區之冷、熱製成共有 4 條生產

線，每年產量為 700 萬 hl(1hl=100 公升)。該廠之啤酒製程主要分成三部分： 

1.熱製程(warm part):將大麥泡水發芽 3 天與玉米混和後取富含糖分的麥汁(wort)

加熱 6-7 小時滅菌。再煮沸的過程中，將不要的味道(off-flavor)去掉，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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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參訪比利時 ABInBev 酒廠 

(flavor)留下來。 

2.冷製程(cold part): 冷卻的麥汁加入酵母在發酵槽中發酵並與啤酒花(hop)混合，

啤酒花是啤酒香味、苦味的來源，而且有防腐的作用。發酵並過濾之酒液貯存

在負 1℃靜置澄清。酵素可以回收重複使用 6-7 次。靜置澄清後之酒液再次過

濾後進貯存槽供後續裝瓶。發酵過程中產生之二氧化碳，由發酵桶上方回收，

供後續裝瓶時使用。裝瓶前須經過品酒師進行勾兌(blend)作業，調校出品質一

致的酒體。 

3.自動化裝瓶:該廠區有 8 條裝瓶生產線，每條生產線配置 5-7 人力，每小時生產

8-9 萬瓶啤酒。該廠使用之玻璃瓶分 2 種。供應國內市場者，使用回收瓶(reuse);

供外銷者使用可回收之一次性瓶(recycle)。裝瓶前之瓶子均先經過自動化閃光

檢查瓶身是否有裂縫，以確保品質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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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會 Van Bael & Bellis 法律事務所(VVB)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Van Bael & Bellis 是一家領先的獨立律師事務所，成立於 1986 年，總部位

於布魯塞爾和倫敦，擁有跨司法管轄區的律師團隊，為跨國公司和政府機構、國

際貿易協會和國際律師事務所等客戶提供專業建議。Van Bael & Bellis 事務所擁

有全球客戶群，其團隊由來自超過 25 個不同國家的 90 多名律師組成，其以客

戶為中心的方針以及在歐盟和國家競爭法、歐盟貿易和海關法、監管法以及比利

時商法方面的專業知識而聞名。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 VVB 事務所係由  Andreas Reindl(Partner)、 Joanna Redelbach 

(Counsel) 、Elyse Kneller 接待，而簡報主題為「歐盟氣候變遷相關的總體政策與

新規定(著重於影響第三國)」，其內容聚焦於 CBAM、綠色協議產業計畫 (內含淨

零產業法案、關鍵原物料法案、資金)及電池法規等三個主要關注點。 

其中主要提到進口物有評估碳排量的義務並須繳交碳關稅，目的是為降低碳

洩漏的風險與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而所涉及之產業範疇初步為六大產業，包括水

泥、鋼鐵、鋁、肥料、電力、氫氣等。目前 CBAM 即將進入試驗階段，2026 年

1 月起進入執行階段。試驗階段須每季申報 (仍無須認證，無須購買憑證、付碳

關稅，但若不遵守申報規定恐有處罰)，至於執行階段則為每年申報。其次，在綠

色協議產業計畫方面，主要包括淨零產業法與關鍵原物料法，前者的目標在 2030

前至少 40%淨零科技為歐洲製造，每年在歐洲二氧化碳捕捉封存場的注入量為

5000 萬公噸；後者主要目標在於強化關鍵原物料供應鏈各環節，多方進口以降

低依賴，提高歐洲風險應變能力，以因應永續循環。 

最後，在電池規範部分，為了確保在綠色永續轉型中電池的可用性，強化歐

洲內部市場運作，打造公平競爭環境，在電池的各個生命環節降低對社會環境的

負面影響，包括各式電池，如可攜式、電動車、輕量型交通運具等，涵蓋各式境

內或境外生產產品在歐洲市場的使用。 

針對 CBAM 部分，我方詢問 CBAM 課予進口商申報及繳稅的義務，請問在

制度規劃過程中是否有充分考慮出口廠商的權利，例如知情權、參與權、申訴權？

又目前 CBAM 機制有採取了哪些出口商或是工會代表的建議？對出口商如何保

障權益有什麼建議，例如如何避免因疏忽而受到處罰？我們出口商需提供許多資

料給進口商進行 CBAM 的申報，其中可能包括營業秘密的機敏性資料。請問從

法律顧問的專業立場建議出口商應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VBB 表示 CBAM 制

定過程對出口商的權利保障沒有特別考慮，也沒有廠商抗議，對於公會的意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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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採用，此外，也有其他國家提供意見，例如要求驗證機構在地化等等，目前

執委會也是有採用部分國家例如日本、韓國的意見；並建議出口商應該在契約中

增訂保密條款，以保護營業秘密。 

我方詢問關鍵原物料法案對於關鍵原物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是否有明

確定義以及淨零產品消費誘因的補助標準？VVB 表示歐盟目前除了更新「關鍵

原物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清單」(34 項)外，亦同時確認「戰略原物料(Strategic 

Raw Materials)清單」(16 項)，歐洲執委會也訂立一個關鍵原材料列表(critical raw 

material list)並每 3 年更新一次。至於淨零產品消費誘因的補助標準，基本上因為

這些補助都是歐盟各會員國給的，所以是各成員國自己訂各自的標準，也就是標

準應該是不一的。 歐盟基本上是提供一些比較大的原則或目標，至於執行，就

由會員國自行規劃落實。 

我方詢問歐洲氣候法規適用對象除歐盟境內，對其他第三國家如何規範？ 

另外其政策制定過程是否有參考外界意見？VVB 表示歐盟法規基本上是規範境

內的，但自第三國進口的產品也必須要符合歐盟規定，如果沒有遵守的話，進口

商是會被處罰的，所以如果進口商因產品問題被罰款，那進口商可能就會去找製

造商負責。所以，原則上雖然是規範境內，但效力可以外溢到其他第三國廠商的。

因此，有些國家對於歐盟的法規是有意見的，例如芬蘭與中國。至於外界意見，

即使是有反彈，歐盟也不見得會參採，因為歐盟本身有自己的想法，歐盟市場夠

大，所以希望透過管理自身市場，迫使其他國家也慢慢的跟上，達到同樣的淨零

目標。 

VVB 同時表示，臺灣的機構應該多多提出建議，因為歐洲這些科技專家提

出這些的方案，都僅限於歐洲的經驗，所以鼓勵大家儘量提出建議，公司有什麼

顧慮也可以儘量提出；同時，建議台灣能爭取雙邊合作的機會，尤其簽訂雙邊合

作協定才能有效爭取廠商的優惠。 

 

圖 14 拜會 VVB 法律事務所，並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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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荷蘭參訪概要 

一、拜會荷蘭能源研究中心、經濟及氣候政策部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1. 荷蘭能源研究中心： 

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荷蘭語：Nederlandse Organisatie voor Toegepast 

Natuur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簡稱 TNO，是荷蘭最大科學研究機構，

致力於應用科學研究的荷蘭獨立機構。於 1932 年根據法律成立，旨在為

公司和政府提供創新且實用的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並授予專利和專業軟

體的許可證。TNO 雖是法定組織，但具有獨立的立場，可以做出客觀、

科學的判斷。在某些情況下，TNO 受託承擔與國防和安全、人員參與和

地質調查有關的政府責任。 

2. 荷蘭經濟事務及氣候政策部： 

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致力於將荷蘭提升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地位

和著眼於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國家。它創造合適的條件並為企業家提供創

新和成長的空間來營造良好的創業商業環境。關注自然和生活環境。鼓勵

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由 Harm Jeeninga(Director Renewable Electricity 再生能源電力主任)、

Maxine Tillij(Director Strategy Energy System 政策能源系統主任 ) 、 Friso 

Veenstr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nager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Netherlands)

共同接待。荷方表示氣候變遷及能源安全問題是世界性問題，因為 COVID 及俄

烏戰爭，衝擊經濟及能源系統，使荷蘭意識到不能太過依賴某些國家的能源及原

物料提供。荷蘭政府對能源供給有三個標準：平價、可靠、潔淨。荷蘭在 2015 年

已達到再生能源與石化能源的價格趨於一致。由於再生能源有間歇性問題，如何

把再生能源整合並有效率儲能後，穩定提供給需求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目前荷蘭能源系統致力於把所蒐集的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透過氫能儲能裝

置之連結網絡平台輸送給建築物、車輛、工業產業部門使用。能源問題，除了科

技技術外，需求端也需要有效率的管理，例如離峰時間與尖峰時間的能源價格不

同，以鼓勵廠商在離峰時使用能源。另外，智慧電網的建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能

源效率措施。關於風能的部分，荷蘭已研發漂浮式海上風力渦輪機的技術，這個

新發明還在試驗階段。這個新裝置很適合在水淺、風大的場域。很適合在台灣及

日本來做這個漂浮式的風機裝置。另外荷蘭現在的能源組成中，太陽能和風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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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電力已超過需求，再生能源產量超過電網的負荷能力，有人說開始討論負

電價的問題。 

荷蘭是一個小國家，人口 1750 萬，擁有 380 萬頭牛，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位於海平面以下。荷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 億 5200 萬噸，主要來自工業、電

力、農業、運輸和城市建設等四個部門。荷蘭以協商合作的文化而聞名，這種模

式稱為"folder model"。荷蘭從 2013 年開始就開始進行有關氣候政策的討論，通

過與政府、企業、學術機構和社會利益團體各方的合作，制定了再生能源系統的

目標和計劃。在能源協議中，政府和企業討論了實現再生能源系統的方法。荷蘭

政府於 2017 年通過氣候法，設定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49％的目標。而在 2019

年，荷蘭制定了氣候協議，納入了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的削減目標。新的政府則

在 2022 年提出更具野心的目標，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55％。然而，還有許多領

域需要努力，才能達到減排目標。在 2023 年第二季，經濟和氣候部長與產業領

導人達成協議，決定再減排 2290 萬噸碳排放量(荷蘭正在大選，新政府出線再確

認)。 

能源轉型的目標是從灰色能源轉向綠色能源，碳吸收和儲存對於達成目標至

關重要。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關注氣候變遷狀況、研擬推動能源轉型策略及創

新作為，設定 5 大目標為 1.極大化能源供給。2.節能。3.有效率及整合電網系統。

4.國際合作。5.結合各界及利害關係人。其中有一個觀念的轉換很重要，那就是

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同時思考要如何執行。荷蘭經濟及氣候政策部的任務是要引

導創新政策。能源轉型不只是科技轉型，同時也是社會轉型，所以，不只需要科

技人才，也需社會轉型的人才。 

此外，荷蘭地質調查局代表說明地質調查可以在經濟發展上帶來很多助益，

也可以降低地層下陷風險，提昇環境保護。TNO 地理探勘部門的使命是進行獨

立的地理探勘研究，通過數據處理、諮詢服務和基礎研究等方式實現這一使命。

TNO 還監管國家的地下數據庫和深層地質數據庫，進行物質分析和建立 3D 地層

模型。針對天然氣(能源轉型的要素之一)、地熱、採礦效應及地下水等，向經濟

事務與氣候政策部提供建議。荷蘭對於未來能源發展技術趨勢，著重於能源運輸

及儲存、封存。由於部分國家碳排放量仍在持續上升，因此，碳捕捉及封存技術

(CCS)技術仍是目前不可或缺的暫時解方。荷蘭規劃把碳封存在用盡的油井或天

然氣井，還有鹽水砂石層。事實上，荷蘭自 2004-2014 推動了 10 年的碳捕捉及

封存技術，直到 2023 年才有比較可行的技術及作法。這是一條漫漫長路，還要

持續精進努力。 

近期荷蘭通過鹿特丹港運輸及離岸封存專案「Porthos」，這是一個結合國營

企業、私部門企業及政府權責機關共同合作推動的計畫，被視為藍氫發展開端，

輸送天然氣網絡將轉變為輸送二氧化碳及氫氣。另外還有一個發展中的 Aramis

計畫。荷蘭非常樂於技術交流合作，最近在吉隆坡舉行二氧化碳儲存研討會，與

韓國、馬來西亞及日本相關組織合作，荷蘭也希望能和台灣工研院在碳封存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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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展合作，分享知識並共同努力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 

此外，荷方針對循環經濟系統方面提出分享；講者是工業生態學家，嘗試設

計和建構類比世界模型，目標是支持行業及政策制定者邁向循環經濟。講者的願

景是要從線性經濟轉向循環經濟，這表示試圖將所有資源的副產品或產生的廢棄

物，都能進入新的循環，成為新的原料或素材，除了更環保之外，也能降低生產

成本，幫助企業與資源共生。當然最好避免衝擊的方式就是減少消費。整個產品

供應鏈存在系統性的問題，舉例來說，我們使用汽車，我們需要燃料，我們不生

產燃料，需要從其他地方進口燃料。如果我們轉向使用電動車，就要思考對燃油

業者的影響、電池從哪裡來、電池回收問題、電力能否足夠供應、電網能否負荷，

這些都需要系統性整體考量。對於各項材料，要思考建立一個百分之百的物質循

環系統，不只是塑膠，金屬也包含在內。藉由分析廢棄物物流的方式，來研究可

能之處理方式。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廢棄物處理鏈。所以，必須進行動態存貨、

物質流，分析其影響及循環性。 

我方詢問有關漂浮式風機之使用場域及環境，荷方專家表示漂浮式風機之使

用場域及環境為淺海風大的地區。有關荷蘭風力及太陽能產能是否足以應付需求，

荷方說明目前風力產能約 8-10 Gigawatt、太陽能產能約 18-19 Gigawatt，尖峰時

期的需求約 12 Gigawatt。所以，目前能源供給大於需求，如果依照電價計算方

式，可能會收負的電價，但實際上，當然沒有這樣收費。由於供過於求，電網不

太能負荷，儲能技術不夠好，也無法儲存那麼多的能源。 

另亦提到關於碳封存所需用的能源所產生的碳排超過封存的碳，請問荷蘭探

封存的狀況以及效率的使用。荷方專家表示目前荷蘭的碳封存是有效率的，亦即

碳封存所需用的能源所產生的碳排比要封存的碳少。 

 
圖 15 拜會荷蘭 TNO 聽取簡報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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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荷蘭國際集團(ING)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ING 是一家擁有強大歐洲基礎的全球性銀行。旗下有 60,000 多名員工跨足 

40 多個國家，服務 3700 多萬客戶，集團宗旨之一是幫助人們在生活和商業上

保持領先。ING 的產品包括大多數零售市場的儲蓄、支付、投資、貸款和抵押貸

款。對於批發銀行客戶，ING 提供專業貸款、量身定制的企業融資、股票市場解

決方案、永續金融解決方案、現金管理以及貿易財務服務等。 

永續發展是 ING 集團重要的營運戰略之一，2012 年首度成立永續工作小組

與建構發展流程，ING 相信銀行的功能是促進和資助社會企業向低碳未來進行轉

變，並開創創新的金融形式，為環境、經濟和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  

利用具科學基礎的知識和經驗提供與支持客戶向淨零世界過渡的機會；例如

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以及為氫、碳捕獲和能源存儲等新能源技術領域提供融資。

ING 可謂為永續型金融變革的領導者。ING 為風電場、太陽能和地熱發電等能源

項目提供了數十億歐元的資金，也致力於投資建築物和生產線的能源效率、電動

汽車和生物基塑料、廢水處理和供應以及循環經濟解決方案等，在在顯現 ING 集

團採取明確的氣候行動方針。 

(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係由 ING 集團 Mark-Pieter de Boer(Global Head Wholesale Banking 

Sectors) Ambika Jindal Head(ING Wholesale Banking)及 Jacomijn Vels(ING Global 

Head of Sustainable Finance)等接待。ING 集團在 5 至 7 年前已將與永續發展作為

公司重大關鍵目標，並且結合科學證據與全員投入與推動，致力成為金融銀行界

在此一議題的領導者，所以在能源轉型與淨零排放目標的設定上都有許多的作為。

而這樣的永續金融要落實，是需要很大的文化轉變，引導集團內部員工或是合作

的企業共同思考，當然，這也是必須結合收益與獲益方面的考量，例如，會設計

一些永續創新性的衍生性商品，基於永續理念做一些 KPI 的訂定。在銀行業，集

團認為有責任爲客戶推動能源轉型，當然也需要客戶予以承諾。從金融產品的角

度來看，是一種創新或開拓，同時，ING 也開創了一種文化之旅，真正爲客戶共

同就永續的目標建立 KPI。為達成永續的最終目標，集團在上位政策以宏觀角度

制定 Terra Approach，選定九大產業，在每一個產業目標下會有個別企業的目標

以協助個別企業的轉型，希望客戶就氣候議題的影響與個別責任予以承諾，比如

淨零協議，當然也需要客戶的簽署。這些目標會反映在風險決策上，這些決策都

是為了達成永續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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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致力於推動永續的目標並非因為歐洲中央銀行(ECB)對金融業的要求，

也不是因為法規限制所產生的監督力量，而是打從內心將企業的永續發展視為最

大的驅動力，當然也融入了集團經營的關鍵戰略以及微觀業務推動，集團非常有

信心認為是國際間金融銀行業的先驅者。金融業資助企業強調淨零的努力狀況，

也會做企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控，努力與企業客戶達成永續的夥伴關係。在消

費金融的執行與管理上，不只從環境的角度也注重健康與考慮社會影響等方面。

簡言之，ING 要盡量確保所資助的企業不會對地球或社會產生負面影響。集團在

溫室氣體排放源的範疇持續降低碳排放，當然集團針對辦公大樓也採取再生能源

與綠建築等，最重要的是致力於賦予客戶能力，在科學的基礎上跟同業或其他企

業一起合作，除了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也要在淨零的道路上一起努力貢獻心力，

產生更多正面的影響。其所設立的 TERRA APPROACH 的原則，顯示該作法在

金融銀行業界是先驅也首屈一指的，第一項原則是以碳排的影響為基礎(impact-

based)，基於影響性，聚焦於九大產業(已擴展至其他產業)。第二項原則為基礎

(science-based)，針對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科學基礎做法，進行各種情境分析。第

三項原則為對企業客戶永續作為的承諾與驅動程度(engagement-driven)，包括如

何從現況過渡到綠色企業的承諾。2022 年集團也達成共識將不再爲任何新的石

油和天然氣提供資金。 

我方詢問 ING 在台灣推動永續金融業務有無面對一些重大困難或挑戰，是

否從台灣市場對永續金融的觀念與心態進行分析，以及永續重要性的推動理念。

ING 認為亞洲、美洲的金融銀行業對於永續議題的導入與投入似乎不像歐洲這麼

熱切，可能跟法規制度與約束比較少有關，在歐洲中央銀行(ECB)是每一季會與

銀行業對話，了解現況與研討可能作為，當然也包含了監管措施。而董事會的支

持的確很重要，但是永續金融文化的建立必須由下而上建構，除了觀念的轉變之

外，還要提供有關永續方面的激勵措施或是修增部門的 KPI 等。在員工方面，有

些新進員工尤其年輕一輩，是因為永續的理念與想參與永續發展的項目而加入

ING 集團。 

有關 ING 加入了淨零銀行聯盟(NET ZERO BANKING ALLIANCE)，承諾

2050 年前達到淨零。但客戶轉型過程中可能仍然會有許多碳排而計算到 ING 的

範疇三碳排放，這是否會影響 ING 對各項領域的客戶提供轉型金融？如何對外

說明？ING 表示，他們參考國際組織(例如國際能源總署 IEA)運用科學基礎方法

所設算的行業別碳排路徑，每個路徑都有大致的減碳情境、目標及時程。ING 再

依據該等路徑，針對 9 項行業別訂定參考指標及如何評估其減碳成果，並在永續

報告書中說明參考的方法學及預計減碳的目標及時程。而針對受到產業與科技發

展的限制而無法瞬間減少碳排的企業，則著重於企業能否提供轉型的計畫，該計

畫必須包含啟動的作為與環節，重點是具有科學根據以及包含階段性的方式與目

標還有目標的修訂等。在不動產與住宅貸款的推動方面，由於商用不動產使用者

多且商業時間長，以致整體減碳措施推動不易，其碳排量高於原貸款設定時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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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 

我方詢問 ING 與緯創公司的合作案例中，相關永續連結指標達成情形之認

定是以緯創公司自行提供資料，或需經由第三方認證公司認證，以讓 ING 評估？

以及綠色貸款之融資方向為何？ING 表示通常是由第三方的認證或顧問公司提

供意見，但永續金融發展在不同區域或有差異。以歐洲而言，歐洲借貸市場協會

針對結構性商品之指引中是有要求由第三方公司對 KPI 加以驗證。而在綠色貸

款的融資方面，商業分析部門開發與建構風險模型以分析過渡期的影響，並針對

定價策略予以討論如何掌握獲利性。 

另我方詢問歐盟分類法的 DNSH(DO NO SIGNIFICANT HARM)質性標準應

如何執行評估分析。ING 表示歐洲金融業只具有檢視的責任，主要責任還是在企

業舉證，金融業多半就只能相信企業提供的資料。各界對於歐盟分類法仍有諸多

意見，尤其實務執行及監控上仍有許多困難。 

  

 

圖 16 拜會荷蘭 ING 總部，聽取簡報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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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海尼根啤酒集團(HEINEKEN) 

（一）參訪單位背景資料 

海尼根公司於 2021 年宣布「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2030」戰略，它具有三大方

向，指導海尼根公司走向對環境零影響、包容性公平和公正的世界以及適度和無

有害使用的道路。對透明度的承諾意味著不斷改進海尼根公司的績效、數據質量

和報告。海尼根公司應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指標和氣候

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TCFD)的建議來支持這一目標，海尼根公司還承諾到 2030 

年將的整體碳足跡減少 30%。過去十年，「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對海尼根公司的

業務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基礎產生深遠影響。 

海尼根公司正在迎接最大的機遇和挑戰，雄心勃勃地在生產和整個價值鏈中

實現淨零碳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產品和工藝的循環性，並為當地流域的健康做

出貢獻是核心使命。2022 年海尼根公司已取得的成就為： 

1. 範圍 1 和範圍 2 排放量與 2018 年基準相比減少 18%  

2. 範圍 3 排放量與 2018 年基線相比排放量減少 21% 

3. 與 2008 年相比，平均用水量 (hl/hl) 改善 34%  

4. 可持續來源的成分(大麥和啤酒花)改善 73% 

表 2 海尼根 2022 年減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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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要 

本次參訪係由 HEINEKEN 集團 Jan-Willem Vosmee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r)及 Nicolas Clerget(Director Net Zero Strategy)共同接待。

HEINEKEN 公司說明該公司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家族企業，也是一間相當國際化

的著名啤酒製造商。該集團以 Heineken® 品牌為主導，擁有超過 300 種國際、

地區、本地和特色啤酒和蘋果酒的產品組合。海尼根公司在全球擁有 80,000 多

名員工，在 70 多個國家經營啤酒廠、麥芽廠、蘋果酒廠和其他生產設施。

Heineken NV 和 Heineken Holding NV 的股票已在阿姆斯特丹泛歐交易所上市

交易。該集團致力於創新、長期品牌投資、嚴格的銷售執行和集中的成本管理，

並通過“創造更美好的世界(Brew a Better World)”的承諾，將永續的理念融入於其

業務當中。 

Heineken 公司於 2021 年發表「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2030(2030 Brew a Better 

World)」承諾，主要針對環境、社會永續和負責任的飲酒消費提高標準，以實現

該公司淨零以及更公平和更健康的世界。此一承諾的具體內涵，在淨零部分，

HEINEKEN 公司承諾到 2030 年實現生產線淨零，2040 年實現整個價值鏈淨零

的目標 。進一步言，Heineken 公司的目標是希望能使其所有生產基地實現碳中

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期達到 2030 年總體排放量減少 30%的目標。

此外，從大麥到酒吧，HEINEKEN 公司承諾將採取基於科學的方法，與客戶、消

費者和供應商密切合作，專注於減少碳足跡的具體行動。而為了兌現其承諾，

HEINEKEN 已加入相關聯盟以推動集體前進的動力，故該公司目前已是 Business 

Ambition for 1.5C、Race to Zero、Climate Pledge 以及 RE100 的成員。至於在循

環性部分，HEINEKEN 承諾到 2025 年消除其 166 個生產基地向垃圾掩埋場發

送廢物的情況，其將加快可回收包裝的速度，並持續開發創新包裝，例如在英國

最新的可回收 Green Grip 包裝，該包裝取代了一次性塑料環裝，每年可節省 500 

噸塑料。另外，水一直是 HEINEKEN 公司對環境承諾的核心。作為 2030 年目

標的一部分，HEINEKEN 將在缺水地區進一步將平均用水量降低至每百升 2.6 百

升(hl/hl)，在全球範圍內降低至每百升 2.9 百升，且將最大限度地在缺水地區重

複利用和回收水，並繼續通過水基金和聯盟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支持流域的

健康。 

我方詢問 Heineken 公司在整個啤酒製程進行碳盤查的結果，在何過程是碳

排最多的？用何方法減碳？釀酒原料是否百分之百運用在地原料？Co2 的回收

情形如何？公司表示最多的應該是在包裝的部分，也就是在做那個鋁罐跟玻璃罐

包裝的時候碳排是最多的。Heineken 公司減碳的作法是，在全球策略上尋求選擇

適合的供應商，比如說在中國生產時，在做鋁罐或玻璃罐等包材時，就嚴選供應

商，選擇在生產時碳排放量最低的廠商，Heineken 公司會優先跟這樣子的供應商

去做合作。此外，基本上就地取材是 Heineken 公司的全球策略，這也是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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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何要在臺灣設廠的原因。其實目前除了小麥之外，只要可以在臺灣找得到

的，Heineken 公司會盡量使用在地材料(這也是我們對台灣政府的承諾)，當然成

本也必須是在 Heineken 公司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至於在 CO2 回收的部分，基本

上液化的 CO2 是可以回收的，但這部分的回收占全部碳排來說，是相對少數的。 

我方詢問關於小麥運送(航運)問題，因為海運的減排是比較困難的，在這部

分如何實現減排？公司回應 Heineken 公司會促使供應商想辦法去實現減排，實

際例子像是從荷蘭到丹麥部分，有個航運的實驗型計畫，類似綠色物流的計劃，

這可以提供船舶減排及減少汙染的選項，但目前這 2 部分確實都仍具相當的挑戰

性。公司除了促使供應商減排之外，同時採行許多減排措施，包括：(1)Heineken

公司會跟不同的夥伴共同尋找一些減碳的的策略(2)投資很多資金來進行研發，

比如工廠的一些硬體設備，以臺灣為例，現在要做可回收玻璃系統，需要資金的

投入，目前確實已經在做了(3)第三個部分就是剛剛在南非的案例中有分享過的，

Heineken 公司也會把土地拿出來使用，做可再生能源類的投資，所以 Heineken

公司並非只是促使供應商減碳，公司本身也有許多措施，與供應商一起合作。公

司特別表示在 Heineken 台灣廠的部分，預計在明年開始會做碳盤查，也預計在

1、2 年內完成太陽能板的鋪設與發電，目前同時也在考慮與風電廠商進行合作

的可能性。事實上，Heineken 公司覺得綠電的部分執行起來並不困難，至於其他

部分例如生質能部分，則相對較具挑戰性，希望可以參考在其他國家的做法(例

如法國、西班牙)後再努力看看。 

此外，我方針對簡報內容提到在南非啤酒廠採用再生能源實例，也就是

Heineken 公司利用太陽能板發電等相關問題(包括土地權屬)，公司回應該廠區土

地屬 Heineken 公司，但由開發商租太陽能板發電，電力則提供 Heineken 公司使

用。至於太陽能板的設備並不屬於 Heineken 公司，亦無引起當地居民反彈的問

題。且因為 Heineken 公司採用再生能源的政策，因此有許多再生能源廠商會主

動向該公司尋求交易，希望可以將再生能源(如電力)售予該公司使用。 

Heineken 公司宣布其希望自 2030 年實現「打造更美好的世界」的宣言一事，

就可以看出該公司對於推動對環境、社會永續和負責任的酒精消費等，確實抱持

相當的熱忱，希望為周圍的世界帶來積極且正面、歡樂的影響。這點是相當值得

肯定的。尤其可預見的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面臨更加複雜挑戰的未來，如果所

有企業都能體認此一事實，與政府部門共同努力，相信可以如期順利達成淨零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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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拜會海尼根公司並聽取減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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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心得 

一、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lead—成功深度交流，提升台灣能見

度，增進外交合作，吸引外人來台投資 

本次蘇俊榮人事長特別鼓勵嘗試、首次由高階主管研究班學員自主安排洽談

參訪對象及課程模式，以及全體學員及人事行政總處同仁通力合作，與我國駐歐

辦事處同仁共同努力下，成功安排駐德代表處謝志偉大使、蘇人事長率團員拜會

德國經濟暨氣候行動部(Bundesministerium fu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BMWK)，

由 Udo Philipp 次長接待，顯示雙方友好關係及德國政府對我的重視程度甚於以

往。透過學員自主完善的前置作業分工，參訪全世界最大的資源回收再利用中心

Remondis 集團的總部利珀 Lippe 工廠及世界最大的化工廠及循環經濟園區巴斯

夫(BASF)路德維希港園區，並由 Remondis 集團的董事長親自進行簡報說明集團

簡介、使命及目標，巴斯夫(BASF)淨零加速器高級專案總裁 Lars Kissau 亦親自

率隊說明。整個參訪準備過程雖然辛苦，但由於完善的事前準備，成就了深度的

交流與學習，學員們收穫良多。誠如謝志偉大使表示，藉由政府指派高階主管參

訪的機會，可提供外館與所駐國家更多交流的機會，是很有利(力)的外交子彈。

德國有許多跨國大型企業投入於綠能或循環經濟領域，部分企業也已在台投資，

經過雙方交流，其對我國發展情形高度肯定外，也表示合作意願，是我國引進投

資及未來綠能技術發展的機會。 

二、團員自主規劃聯繫參訪對象與人事總處共同辦理，有助於文官

培訓模式的創新 

本次研習團採以團員自主規劃聯繫參訪對象與人事總處共同籌辦為期二周

淨零治理研習課程，任務本身即具有指標性、策略前瞻性、開拓性意義，在規

劃及聯繫過程中經歷許多不確定因素，藉由逐步協調溝通，取得不一定是最好

但卻最合適、最具共識的解決方案，籌辦工作具體而微呼應前述推動浄零治理

與政策執行工作的模式與重點!特別感謝全班學員及各團隊如人事總處、法人智

庫、歐洲商會、跨國企業、駐德國、荷蘭、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與經濟組

等之優秀專業、良好策劃及不懈溝通聯繫，方圓滿完成任務，謹建議未來辦理

類似課程時，可加重專業規劃團隊統整的功能，以利整體課程設計、行程聯繫

及專業知識分析，並可長期系統性的累積所建立之人脈網絡、合作關係及專業

知能。相信本次研習已深刻印記在組織經驗中，有助於文官培訓模式的創新，

並對我國淨零永續及循環經濟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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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因應淨零永續之整體觀察 

本次行程最核心的收穫是近距離觀察歐洲產、官、研等各界面對淨零永續等

議題的態度，透過交流、拜會行程，可看見歐洲各界如何思考人類存在的議題，

對地球持續發展的責任，加強公民參與及社會溝通的努力及考量世代間的公平正

義所帶來的深刻反思。而這種思維也在歐洲社會擴大醞釀與發酵，逐漸成為歐洲

各界的共同信仰與同儕壓力，敦促政府採取具體的政策措施，如此的氛圍也轉化

為企業採取氣候行動之內在動機與企業落實的自發性動力。 

歐洲因累積悠久的文化歷史與多元的人文底蘊，對於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來飛

快發展，各式技術創新不斷突破極限，但也伴隨著地球資源快速消耗及面臨強大

的自然反撲力量之省思。放眼歐洲大陸近年因氣候異常所產生的自然災害更加劇

烈。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即表示「我們必須加快應對氣候變遷的腳步。此外，我們

必須重視如何適應氣候變遷。」並呼籲各國加緊投入溫室氣體減排的行列。氣候

災害已是親臨家門口的威脅與震撼,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的互動孰輕孰重，已不

言而喻。 

訪問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及氣候行動部(BMWK)時，德國認為「投資環境所費

不貲，但是不投資代價更高。因回顧近幾年乃至近幾十年來的氣候災害所造成的

巨大災損，它們已經變得比以前更加頻繁，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因應。」

這是政府的自覺與反思，為政者被賦予權力，亦伴隨對社會與世代之責任。而此

種反思並非自發性的覺悟，乃是經過衝突與對話而來的共識。2019 年 10 月，德

國史上首次有三位農民在綠色和平組織陪伴下，向柏林行政法院控告德國聯邦政

府未能達到氣候政策目標，因而侵犯人民的憲法權利。此種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訴求是當人類生存權益受損時，有機會尋求法律途徑改善，進而促使德

國政府投注更多資源從事、正視為政者的責任。治理者必須深切體認氣候異常所

帶來的損害，可能遠超過人類智慧，無法用歷史經驗來加以預測、衡量、與管控。

因此,政府應盡其所能在施政上專注資源並奮力拚搏，促使朝野一致朝永續與淨

零的方向規劃落實，以延緩、減輕、甚至預防未來可能臨到的氣候災害。 

四、循環經濟是邁向淨零必要的道路 

淨零的策略之一，是從線性經濟轉變到零廢棄、零排放的循環經濟，藉由減

少資源耗用創造減碳效益。溫室氣體排放是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結果，包括各項活

動所需之能源、交通、住商、環境…等。工業革命後各項技術、製造、機械化、

自動化等技術，使得製造效率與成本大幅降低，加上所得提升，對於物質生活的

需求提高，業者大量生產，消費者用過之後即便仍可繼續使用，但又有新產品上

市，在喜新厭舊求新求變的心理，消費者通常選擇汰舊換新，人類的消費大幅高

於實際需求。應以使用權取代擁有權，並落實循環再利用，以減緩自然資源的耗

盡速度。Remondis Lippe 集團致力推動回收再利用，為回收行業樹立基準，目前

在 30 多個國家擁有超過一千個分支機構。其核心理念是 Recycle Before Disposal, 



52 
 

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率不應超過其再生率，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率只能與具有相同

物理和功能性的可再生替代品的開發速度相同。Stella Artois 啤酒廠亦將啤酒發

酵過程中產生之二氧化碳回收，用於裝瓶時打入啤酒中。 

五、綠色轉型是加速減碳的關鍵 

無論是 RE100、碳中和供應鏈或是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際倡議，共同目標均

是加速減碳，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然而在競爭的環境中，產業持續發展的過程

一定會有碳排放。如果只在現有的框架下努力檢討排放熱點、能源效率或是設備

更新等方向，或是要求上下游供應鏈減碳，其效果是有限的。勢必要從整體生態

系著手，如原料取得、再生原料、流程改造、產業轉型等方向著手，才能以最有

效率的方式生產高質低碳的產品。企業減碳雖然會有壓力，但誠如 BDI 強調，只

要找對資源、找到方式，就能將壓力轉為競爭力，更能開創綠色新商機。尤其可

透過技術獨創性來解決氣候變化的挑戰，並利用數位化作為創造價值和繁榮的機

會。台灣做為半導體領先國家，應加快各領域的數位轉型及淨零轉型進度，迅速

調適，才能確保國家、經濟與產業的永續發展。此外，消費者的低碳生活轉型至

關重要，消費行為可以引導企業轉型。在轉型得過程中也要照顧到脆弱族群的權

益，避免讓弱勢族群承擔更大的轉型風險與損失。 

六、 人才培育與社會照顧是綠色轉型的根本 

在淨零的趨勢下，世界各國均致力碳治理與碳管理，目前全球超過半數以上

國家宣示要在 2050 達到淨零排放，也制定淨零路徑，甚至立法據以推動。然而，

越來越多研究指出，現有技術無法支撐 2050 淨零目標，必須投入大量科研才能

有關鍵性突破，如碳捕捉技術、氫能技術、關鍵技術整合等。唯有透過人才培育，

投入研發、管理等，才有可能在 2030 年後讓理論能在合理的成本效益下技術落

地，助攻淨零。此外，誠如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報告所述，綠色轉型

沒人能置身事外，也沒人可以被遺漏，政府除應加強公眾溝通及與民眾的對話以

凝聚共識，更應注意綠色轉型過程中對社會及就業的衝擊，如石化產業轉型為綠

能產業，新的操作系統及使用模式將使從業人員面臨失業或需技能轉換的職業訓

練，政府與產業均應預為因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如輔導產業轉型，對相關從

業人員施予新技能的在職訓練及完善的就業計畫，或給與相關的補貼或補助，另

對於綠能價格較高，造成能源(交通)貧窮的弱勢族群，政府亦應規劃相關的補貼

或補助措施，並可參照歐盟成立相關基金，以確保綠色轉型的公平過渡，有相關

的財政支援，藉以宣示政府綠色轉型的決心。 

 

七、 歐盟推動多項淨零政策及法案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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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拜會的行程，除有許多重要的政府部門及重點產業外，參訪 Van Bael & 

Bellis 事務所的行程可說相當具有整合的效益。亦即透過熟稔公私部門運作的法

律專業人士的精要分析，讓整個行程中當中所討論的各面向，有個相當完整的概

念與理解，收獲相當大。而且 VBB 事務所也毫不藏私，補充相當多的新的法規

發展狀態與解說，例如關於 55 套案關鍵措施中，包括修訂現有 ETS，修訂再生

能源指令與重訂能源效率指令、航運海運陸運的 ETS 替代能源、修訂汽車 CO2

排放標準、修訂能源稅收指令，以及國人較少關注的關鍵原物料法與電池法案等，

這些後續的發展都相當值得我國產業或政府部門進一步的重視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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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本次專題研究淨零治理班提供各部會充分交流與整合綜合觀點的機會，也讓

「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不同策略之下非主責部會都能深切

理解 2050 淨零排放的迫切性，對各部會齊力推動有莫大幫助。經由本次研習參

訪的心得，提出以下建議。 

一、擴大推廣循環經濟觀念，從生產端及消費端進行整體規劃與思

考，避免僅為廢棄物降級回收 

循環經濟的概念引起了學者和實踐者的極大興趣，也被認為是當今最具吸引

力的概念，然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項研究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循環經濟的定義。

再者，當循環經濟的概念被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採用，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有研

究對 114 個循環經濟定義的分析，發現只有大約 40% 的定義從系統性角度對

循環經濟進行概念化。有些甚至錯誤地將循環經濟視為回收，與永續發展(特別

是社會公平)的聯繫較弱；或是循環經濟為一種根本性的系統性變革，有些公司

僅對其業務模式進行最小的改變(例如增加回收)，就聲稱是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Kirchherr et al., 2017)，導致大多數「回收(recycling)」實際上是「降級回收(Down 

Cycling)」(McDonough & Braungart, 2010)，例如廢棄物減量策略中，經常會提到

6R (reduce,reuse,repair,recycle,recovery,refuse) 等，這僅僅只在廢棄物產出後所採

取的措施，但卻忽略如何使廢棄物減少或是不產出。 

因此，建議擴大循環經濟觀念的推廣，擴大由產品研發設計、生產、運輸、

能源使用、乃至於消費模式進行整體規劃與思考，這與碳排放考量 Scope1.2.3 是

一樣的道理。 而好的循環經濟案例可以幫助學者和實踐者對循環經濟概念的理

解(Kirchherr et al., 2017)，蒐集及深入研究循環經濟實際案例研究成果，檢視既

有之不足，促進循環經濟的知識發展，會有利臺灣以邁向循環經濟永續利用。 

二、推動產業轉型、資源再利用「在地化」 

為確保永續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DGs)，

第 12 項為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包括

由各國推動永續消費與生產 10 年計畫、實現自然資源永續管理與高效使用、妥

善管理化學品與廢棄物、源頭減廢、推動永續公共採購等， 期望將經濟成長與

環境退化脫鉤，以及提升資源生產力。 

我們觀察，歐盟不僅在減少碳排上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同時期望透過提出綠

色協議產業計畫」的旗艦項目《淨零產業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與《關鍵

原物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 Act)，確保製造乾淨技術產品和獲取綠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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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原材料，進而與美國和中國競爭，在實現減碳目標所需的綠色科技、從線

性經濟轉變到零廢棄、零排放的循環經濟方面，透過產業轉型亦能成為領先者。 

根據德國聯邦環境署數據，垃圾箱中的可回收再利用潛力為 67.4%，但在許

多情況下只是被焚化。因此，德國公私部門共同朝資源循環再利用而努力。以瑞

曼迪斯集團為例，即以「Working for the future」為使命表現決心，希望未來能達

成 100%循環再利用及 100%可再生資源的目標。Remondis 廢棄物資源化及再生

利用之具體作法，包括完整的廢棄物全生命週期，從收集和分類做起，到垃圾處

理、資源回收、能源利用，達到循環經濟，鼓勵循環經濟模式，促進廢棄物的再

利用和再生產，以盡可能減少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負擔。因此，瑞曼迪斯集團使

用的許多回收工藝都是自行開發並獲得專利，甚至廠區內車輛運行所需的油，也

是來自廠區自廢棄動物回收製造，可說是垃圾處理產業轉型創造循環經濟的成功

示範。 

本次參訪該集團利珀 Lippe 總部工廠，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回收中心，擁有最

現代的分選技術，每年可減少 488,000 噸碳排放，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保護自

然資源、寶貴物料的再利用等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巴斯夫(BASF)是全球最大的化學公司，也是目前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化工廠，

該公司達到淨零的重要策略，包括自製和外購戰略，包括投資可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從第三方購買綠色電力；其推動淨零轉型背後的主要理由是提升競爭力。 

此外，在資源再利用「在地化」方面，歐盟制定《關鍵原物料法案》除了更

新「關鍵原物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清單」外，亦同時確認「戰略原物料(Strategic 

Raw Materials)清單」，這些原物料對歐盟綠色轉型至關重要。現階段歐盟高度仰

賴中國供應這些原物料，其所使用的鋁、稀土、鋰和鎂超過 9 成皆來自中國，而

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強化歐盟對特定原物料的戰略依賴性之擔憂，為此歐盟為

關鍵原物料供應鏈的國內產能設定明確基準，制定在 2030 年前歐盟供應多元化

之四大目標，亦即未來每年消費的關鍵原物料至少 10%來自境內開採(extraction)、

至少 40%用於加工(processing)、至少 15%用於回收(recycling)，以及在相關加工

階段對任何關鍵原物料來自單一第三國的供應量不得超過 65%。 

Remondis 集團對於有關如何將生物質(biomass)集中至處理廠及有無高效率

的物流系統部分，採用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方式，就地處理，除可減省集運

成本，更可減少碳排量，兼顧公司營利與減少碳排。巴斯夫(BASF)集團目前有 6 

個整合型生產基地(Verbund sites)及 239 個其他生產基地，所謂整合型生產基地，

即是透過當地「行業共生」理念，將一個行業的副產品可變為另一行業的原料，

能高效使用能源與資源，並可減少排放，降低廢棄物產生。 

參考歐盟國家(尤其是德國)的實踐經驗，我國欲邁向 2050 淨零轉型，除了先



56 
 

低碳(推動能源轉型、增加綠能、增氣減煤)，後無碳(氫能發展、燃氣及碳捕捉封

存，使再生能源最大化)外，更必須改變一直以來利益內部化、成本外部化的線性

經濟觀念，致力將廢棄物管末處理轉變為源頭減量資源循環，並從產業轉型、資

源再利用「在地化」做起，推動低碳製程、零廢棄的循環經濟，最終達成資源零

廢棄目標，接軌國際趨勢。 

三、資源循環促進法案列為優先法案 

歐盟 2008 年公布廢棄物框架指令(2018 年修正)，2020 年通過新循環經濟行

動計畫。制定永續產品政策，規範關鍵產品價值鏈(電池、包裝、塑膠、紡織品、

營建產品等)，並減少廢棄創造價值。聯合國環境大會於去年 3 月決議，將在 2024

年底前擬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對塑膠整體生命週期進行管理。歐盟即與加

拿大、南韓等組成「高野心聯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齊聲呼籲減少塑膠生

產，並限制或禁用特定的塑膠聚合物。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歐盟規定各會員國

在所使用之塑膠包裝材中，不能再生之塑膠材，將徵收負擔金。其成員國如西班

牙、義大利，甚至非成員國的英國，皆規劃對內開徵塑膠稅。塑膠税不僅影響歐

盟境內的企業，亦影響來自第三國的出口商，應有永續產品，從回收或再利用的

塑膠元件或更環保的材料以永續包裝的形式運送產品到歐盟。雖然歐洲不是台灣

石化及塑膠業最大市場，但仍非不受影響。 

臺灣廢棄物產生總量連年成長，生活垃圾在近兩年突破千萬公噸，加上事業

廢棄物更突破 3000 萬公噸，進而衍生新增焚化爐、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垃圾

大戰之爭議。我國對於廢棄物與再生資源訂有「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分別管理，廢棄物清理法仍以「廢棄物」角度管理，廢棄物與再生資源

管理系統不一致，造成業者困擾。環保署雖於 2009 年即著手整併「廢棄物清理

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擬定「廢棄資源循環促進法」，將廢棄物認定為資

源，提倡以綠色設計、生產、消費及採購、源頭減量、再使用、資源回收及再生

利用等方式，減少原料資源之使用，促進資源循環利用，以逐步達成零廢棄目標。

但經過 14 年，迄今環境部已成立，仍未完成立法草案送院。建議將資源循環促

進法案推動當成首要任務，透過立法強制規範及鼓勵跨產業間資源循環利用機制，

俾作為企業執行資源回收循環再利用相關業務的重要依循與後盾。 

四、未來建構「新循環示範園區」時，可參考德國巴斯夫(BASF)生

態化體系(Verbund site)的價值鏈 

在我國推動生態工業區之發展中，尤以環境部(原環保署)自民國 91 年開始

推動設置之高雄、花蓮、台南及桃園生態環保科技園區，最具有成果與代表性。

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通過「循環經濟推動方案」，並以我國大園工業區為

能資源整合典範，推動策略及具體作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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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新循環示範園區」： 

包括開發新循環示範園區、推動跨園區資源整合機制、強化低碳與清潔生產

技術、深度減碳途徑之環境監測與模擬。 

2.促進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 

將強化回收循環體系，確保再生物料產品品質、建立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

電)標竿案例。  

此次參訪之巴斯夫(BASF)雖屬於碳排最高的石化產業，透過上下游整合(一

個製程的副產品可以做為另一個製程的原材料)、物流系統整合、節能的基礎設

施、調整基地的能源供給等的概念和作法，即使預計從 2035 年開始的電力需求

將比現在高出 3 倍以上，但仍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提出氣候中和路線圖目標：

2050 年全球淨零排放。 

國際企業成功發展的經驗模式或許難以全盤複製，但此種生態化體系

(Verbund site)，或許可以透過政府所制定的法規或框架，使一個園區內不同行業

間的企業，基於法規限制或是經濟上的誘因願意共生合作，以生產生態化

(Production Verbund)、技術生態化(Technology Verbund)、市場生態化(Market 

Verbund)、數位生態化(Digital Verbund)，以及物質和能量流分析(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analysis , MEFA)為設置工業區的新觀點，工業區內除了引進低碳製

程、彼此相互產品、副產品、廢棄物、廢水、廢氣處理互相依存、互相支援以外，

善用 AI 技術，發展友善化設計的相關的顧問公司從源頭低碳製程、產品，使用

低毒性的原料，透過設計優化，減少原料及能耗使用，另一方面，為節省產品生

命週期中能資源的耗費，也透過與客戶合約簽訂內容，提供產品維修及翻新服務，

將產品進行完整的檢查，讓產品恢復到近乎新品的良好狀態，以延長產品的生命

週期。 

五、納入數位化及 AI 技術，增加雙軸轉型策略 

歐盟 2021 年底提出的歐洲數位轉型概念，數位化有助於製造業、交通、建

築等減碳，製造業積極數位化對於減碳更有幫助。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數

據，數位化可以提高能源系統的安全性 (security)、效率(efficiency)、可用性

(availability)和耐久性(durability) (Borowski, 2021)、減少全球排放量 20%。因此，

數位化(digital)和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結合在一起的雙軸轉型(twin transition)

策略，透過「綠色(greening)技術」、數據資料和基礎設施，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可以加速整個組織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 

因此，工業區，甚至是化工產業，若能使用雙軸轉型(twin transition)策略，

有利達成安全、品質、生產力、成本效率、發展循環經濟和減少總體環境足跡的

目標。再者，AI 是第四代工業革命的關鍵推力，其影響力更勝於以往的工業革

命和數位革命，AI 第三波熱潮從 2008 年迄今，尤其 2017 年的 AlphaGo 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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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智慧的一項指標性發展，許多國家政府和企業，更是因此大舉投資 AI 並

將其視為未來必要發展的新興科技，我國亦宣示 2017 年為臺灣 AI 元年。因此，

對臺灣而言，不論是大型製造業，甚至是中小型製造業，亟需低碳及智慧化升級

轉型發展，而政府可以在此扮演關鍵的角色。 

再者，臺灣的化學工業是上、中、下游垂直整合最完備的「產業」 ，政府

可以依循先大後小，也就是先大企業後小企業，以大帶小的模式；同時以結合產

業公協會及供應鏈中心廠作法，導引製造業在整個供應鏈中尋找降低物質

(material)和能源(energy)需求以及碳足跡，實現零淨能源需求和零浪費來實現淨

零碳排。誠如 BDI Holger Lösch 行政副總裁強調，只要找對資源、找到方式，就

能將壓力轉為競爭力。 

六、強化公共溝通，使淨零碳排成為大家共同體認的責任與行動 

此次參訪德國、比利時及荷蘭最大的心得就是氣候變遷治理之外，兼顧人權

合作，強調淨零碳排不是單一國家或是只依賴政府部門政策法規能夠做到，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必須大家一起來，政府民間部門通力合作，沒有人可以

置身事外。因此，需要強化公共溝通，凝聚各界共識。 

近幾年，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創辦人暨董事長黃育徵一再呼籲，循環經濟是

人類自救的行為，由大企業先行落實帶動中小企業，建立「沒有人被丟下」(No 

one left behind)的包容、慷慨社會。而我國政府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

零排放路徑」之 12 淨零轉型關鍵戰略，其中淨零生活轉型--透過全民對話、凝聚

對「2050 淨零排放」共識的重點策略，主要在於淨零排放路徑，牽涉範圍既廣

且深，需以淺顯易懂方式向產業、民眾、公民團體等所有利害關係人溝通「2050 

淨零排放」對臺灣的意涵，包含：淨零排放是全世界與臺灣共同目標(Collective 

Goal)；淨零路徑規劃是為了下一個世代和臺灣的永續發展，全民應有責無旁貸

的共同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以及需要大家共同行動(Collective Action)

等。由於我國正在起步中，需強化公共溝通的策略及能量，建議參考德國、歐盟

及比利時魯汶市的經驗，結合民間各界籌組聯盟，強化公共溝通，使淨零碳排成

為大家共同的責任與目標。 

 

七、盡速訂定國內適當碳費，適時反映我國產業對 CBAM 之疑問、

推動相互承認碳盤查之第三方查驗機構，輔導產業掌握 CBAM

之影響與發展低碳生態圈 

依據 CBAM 碳價計算公式，產品應繳交之碳價(CBAM Obligation)扣除出口

國在等量基礎上已繳交之碳價，為實際所需繳交之碳價。不論係以碳價格督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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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盡速開展減碳作為，或者為協助產業因應歐盟 CBAM，以國內已繳交之碳費抵

減一部分 CBAM 費用，我國均宜在兼顧產業發展及協助業者低碳轉型之前提下

盡速訂定碳費，並參考國際碳價訂定適當之碳費基準。 

歐盟在 2019 年的綠色政綱宣布將在 2050 年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氣候中和

大陸 (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回顧 CBAM 在此時實施，其目的有三：一為強

化歐盟 ETS、一為防止碳洩漏並促使全球產業朝低碳製造轉型，最終則讓歐洲成

為第一個達 2050 氣候中和目標的地區。CBAM 的政策設計概念是延續歐盟 ETS

就境內高碳排產業之排碳量總量管制的概念，至今進入第四階段 (2021年至2030

年)，本階段目標是年排放量較基準年排放量降低 43%。在此極大的野心目標下，

除了規範境內歐盟企業每年碳排放量之外，面對未來更積極的減排目標之下，歐

盟也期望透過 CBAM 來防止碳洩漏至其他歐盟境外第三國家，確保歐盟境內企

業的競爭力不因碳費與碳交易費用之徵收而受到損害，並且透過 CBAM 促進第

三國家自行發展碳管理機制，讓碳經濟制度更加健全。歐盟執委會已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試行 CBAM，2025 年檢討評估擴及其他產品之可行性。由於該制度複

雜性高，對產業影響大，目前尚有許多待釐清與溝通之事項，包含驗證單位可否

相互認證或認可相當性(equivalent)之方式，由非歐盟國核准的驗證單位進行驗證；

歐盟 DG TAXUD 表示 CBAM 與 ETS 規範原則一致，惟事實上 CBAM 涉及之

間接排放、內含排放量範圍甚廣，與 ETS 不一致，在計算與認定上，歐盟是否

有相關的方法論供參考；生產商所需提供之生產資訊如涉及商業機密，其保護措

施尚無具體完整作法等，政府相關單位及產業應密切關注最新之進展，擇機提出

相關疑慮，促使歐盟完善其課徵機制。 

於 2026 年 CBAM 將正式啟徵碳價，相關盤查資料均須經歐盟認證之查驗機

構查驗。考量我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為國際認證論壇(IAF)、國際實

驗室認證聯盟(ILAC)及亞太認證合作組織(APAC)之正式會員，並簽署多項國際

相互承認協議(MRA)，為擴大碳盤查之第三方查驗量能及效率，並降低查驗費用，

建議與歐盟洽商，尋求歐盟與全國認證基金會洽簽相互承認協議之可能性，承認

由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之查驗單位所出具之查驗報告，符合 CBAM 相關規範。 

在整體生態系統中，生產者(供給者)與消費者(需求端)需一致性的進行消費

轉型，由消費者端即開始改變生活型態與消費模式、生產端即開始減量減廢、加

強物質的使用壽命與加強物質循環與再利用等，才能減緩地球資源的消耗，進一

步減少廢棄物(廢氣、廢水、廢棄物)在地球的排放(減排)，而非用僅用製造者端的

產品取代思維，仍是陷入在經濟成長的迷思中。 

在全球淨零的趨勢下，越來越多國家將陸續研擬類似 CBAM 之機制。其計

算基礎大多以該業別平均碳排量與進口產品碳排量之差距作為課徵基礎。考量該

等機制對出口為導向之我國企業影響頗鉅，經濟部雖已有相關輔導措施，然相關

工作宜持續並隨國外政策之發展，能提供更貼近實務之工具等，協助受影響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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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盡速了解與因應。 

此外，政府可運用民間資源，在減碳設備、技術、研發等面向上廣徵作法協

力推動，並鼓勵在既有成果上進一步發展轉型計畫，帶動低碳價值鏈與生態圈的

形成。 

八、參考德國、歐盟包浩斯 New European Bauhaus 計畫，推動一系

列淨零循環建築計劃 

為達到氣候中和，對於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37%之建築部門，各國無不想

方設法進行各項減碳及淨零措施。我國內政部雖已展開淨零建築之相關推動措施，

惟臺灣 2050 淨零建築路徑為至 2030 年公有新建建築物達建築能效 1 級或近零

碳建築，未明確界定可減少的碳排量。德國淨零建築路徑明確指出至 2030 年（與

2019 相比）碳排量減少 46%，建議我國淨零建築路徑應明確各期程減碳目標。 

為達淨零建築減碳目標，就一棟建築從規劃設計、施工興建（如建材使用）、

日常使用（如室內照明、空調選擇與配置）到興建拆除，都須計算碳排放量，又

歐盟的淨零策略中，有建築翻新護照(Building Renovation Passports)策略，

為建物所有人依個案狀況，進行現場能源審計(Energy Audit)，並依其結果提供

各項改造方案及改進時程之個案建議，使既存建築物可依其特性進行近程、中長

程之規劃及步驟，依序達到建築淨零之目標。故建議建立建築碳排及能耗認證機

制(包含碳盤查、認證方式、不動產交易時檢附能耗證明等)，使建築師、營造商

及消費者有所依循考量。亦有助於檢視臺灣淨零建築各期程碳排放減量的具體成

效，如無法達成原定減碳目標，能即時因應，並調整至 2040 年或 2050 年的排放

路徑。 

參訪國家推動淨零建築之重要策略之一是投入大規模資金補助、稅賦減免、

綠色金融及綠色採購等方式，加速提升新舊建築能源效率。我國對於淨零循環建

築投入的資金規模太低，也沒有稅賦減免及相關綠色金融優惠貸款成數、利率及

綠色採購等配套。對公有既有建築之能效改善目前是採取申請補助之方式，但補

助之經費十分有限且補助年期不確定。對民間既有建築之能效改善，則是透過都

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之獎補助方式為之。但若沒有都市更新，就沒

有補助，且補助經費甚低，無法興起民間既有建築翻修改善能源效率之風潮。目

前對於民間新建及既有建築物，只採取鼓勵企業將建築能效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做為銀行及保險業者於辦理企業授信、專案融資審核或訂定投資政策時之考

量。這樣的誘因明顯不足。建議參考歐盟及德國之作法，透入大規模資金，提供

建築節能貸款與補助，無論新建或改建，能耗優於法定標準者即可獲得融資與補

助，且會隨著法規動態調整作法。節能程度越高，給的補助或貸款額度也越高，

利率也相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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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際研究顯示，建築物在設計階段的減碳潛力高達 50％以上，而建築物

興建過程的碳排放量，其建築主體結構部分的占比至少高達 6 成以上。因此，如

果能建立建築設計階段之碳評估制度，在設計階段就讓建築師、土木結構技師、

室內設計師等，據以計算該建築之碳排量，就可以調整其建材、建築結構、內裝

材質設備及循環利用之方式，誠屬預防勝於治療之作法。這也是歐盟推動新包浩

斯運動之自然、簡單兼具美感及減碳之建築文化精神。 

歐盟的淨零策略中有技術援助的一站式服務(One-Stop Shop)。爰建議我國

可將推動淨零循環建築所需之各項資訊建立單一窗口平台，讓各界都能透過該平

台查詢所需之各項資料及申請支援服務。 

同時，可參考歐盟包浩斯運動之作法，選定建築(如某社會住宅)進行淨零循

環之示範觀摩。亦可舉行淨零循環建築及城市競賽，以激發各界創意及加強推動

淨零循環建築之動力。 

最後，歐盟對於淨零循環建築已有法律之強制配套。我國目前採取逐步納入

法制化之作法。惟為加速淨零循環建築目標之達成，似必須加快法制化速度，並

考量經濟性及可行性，將準備時間和補助計畫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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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訪單位之簡報資料 

德國環境署排放交易局 Taiwanese-German Exchange on climate policy, carbon 

pricing and ETS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歐盟就業、社會事務及融合總署(DG EMPL) 

Taiwan “Net-Zero governance” delegation: European Green Deal and Just 

Transiti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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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稅收和關稅同盟總署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Presentation to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in Brussels and officials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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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 

EU Policy instruments for industrial research & innovation towards climate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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