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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修法建議：碳費部分 

民間團體共識建議 

根據目前《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版本中之碳費規範，明文於母法中的部分僅包含碳

費徵收之目的（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徵收對象（直接與間接排放源），

至於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

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等，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未

有更具體的授權範圍，除違背授權明確性之原則外，對於碳費制度的有效性、甚至作

為特別公課而應有定期國會監督的規範，皆付之闕如。 

據此，本條建議如下： 

（一）碳費徵收目的上，應新增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及對脆弱群體之保障，以各明確

排放源的群體同質性與徵收目的間之事物關聯性。概碳費作為《氣候變遷因應法》重

要的政策工具，其制度目的應不僅在於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上，也在落實污染者付

費原則之精神，特別是對脆弱群體，如協助高碳產業的勞工進行公正轉型，協助增加

其綠色就業的職能等、又如因淨零轉型而致生活成本增加之中低收入家戶等保障。 

（二）為使碳費費率與課徵對象之範圍，能夠有效達成淨零轉型之目的，本草案建議

應由行政院成立碳費審議會，依各階段管制目標之期程，具體審酌如全球主要碳價趨

勢、本法減量目標達成情形等，擬定碳費預算書。每兩年並應定期檢討，以逐步實現

淨零轉型。 

（三）碳費收入之紅利分配上，應落實污染者付費與氣候正義之原則，建議刪除院版

草案中優先補貼企業進行減量之規範，並強化新增氣候調適行動、公正轉型與公民參

與等淨零轉型需用項目。 

（四）碳費收入之基金管理上欠缺實質管考之機制，故建議參酌《水污染防治法》就

水污染防治費之規定，由氣候變遷因應基金管理會每年製作碳費收取執行績效報告，

經行政院核定後向立法院報告及備查，並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供民眾

查閱，以強化碳費收取效益之管考與落實公民監督。 

 

氣候變遷因應法 本研究建議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

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

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

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

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

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落實污

染者付費原則及對脆弱群體之保障，得

分階段對下列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

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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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

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

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

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

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 排

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

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公告，

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 申

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

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

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

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

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

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

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

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第二項）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

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扣除第一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三項）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應由

（行政院/永續會/氣候會報）邀集政府機

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成立碳費審議

會。碳費審議會並應於第十條行政院核

定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後六個月內，具體

審酌下列各款因素擬定碳費預算書，報

請（永續會/氣候會報）審議後送行政院

核定並公告之： 

一、全球主要並且符合2050年淨零目標的

碳價趨勢； 

二、本法長期減量目標與各階段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三、易受碳價衝擊產業與其碳洩漏風

險； 

四、溫室氣體排放之環境外部成本與社

會成本； 

五、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 

六、其他有利達成本法目的之因素。 

 
（第四項） 

前項碳費預算書，應以第十條各期階段

管制目標之期程，擬定各階段碳費費率

目標、氣候變遷行動基金預算編列，並

就基金使用管理設定績效目標等。碳費

審議委員會應至少每兩年依前項規定檢

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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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第三項碳費審議會之代表中，學者專家

及民間團體代表之比例，合計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各代表並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有關利益迴避之

規定。 

 
（第六項）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 申

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

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

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另訂辦法，並報請永續會/氣候會報審

議後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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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

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 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溫

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

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

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

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

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

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

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

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

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

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 

前條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輔導、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

減量工作事項、發展低碳、負排放技

術及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二、因應氣候變遷，輔導產業進行綠

色轉型之工作事項與獎助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推

動及補助各級政府進行以社區為本之

調適行動所需之事項。 

四、因受氣候減緩與調適政策影響之

勞工、脆弱群體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進行公正轉型之工作事項與獎助事

項。 

五、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

宣導、能力建構、公民參與與獎助事

項。 

六、氣候變遷科學研究、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需求評估與發

展。 

七、排放源檢查事項。 

八、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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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事務。 

十二、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

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前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用途。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及第十二款補助

及獎勵之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審查

程序、獎勵、補助 方式、 廢止、追繳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九、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

事務與國際合作計畫。 

十、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

約聘僱經費 

十一、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

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氣候變遷因應基金

管理會，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十一款之補

助及獎勵之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審

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 廢止、追繳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訂辦法報請（氣候會報/永續會）審

議後，經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項） 

前項基金管理會應每年製作碳費收取執

行績效報告，經行政院核定後向立法院

報告及備查，並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網站，供民眾查閱。相關核定績

效規範，除應審酌碳費之溫室氣體減量

效益外，亦應分析各項低碳轉型面向所

帶來之效益。 

 
（第四項） 

前項基金管理會代表就審查案件之利益

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 

三十三條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