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民間團體建議與環境部公告子法的差異表 

民間團體建議 《碳費收費辦法》 說明 

第四條 

事業應於每年五月底前，

依其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按公告之費率

自行計算應繳納之費額，

並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格式，填具碳費申報書及

繳款單，將前一年度之碳

費，自行繳納至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

戶後，以網路傳輸方式，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但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以書面方式申報。 

第四條  

事業應於碳費徵收費率公

告生效次年起，每年五月

底前，依其前一年度一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按公告

之費率自行計算應繳納之

費額，並依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格式，填具碳費申

報書及繳款單，將前一年

度之碳費，自行繳納至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金融機構

代收專戶後，以網路傳輸

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報。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以書面方式申

報。 

前項碳費，於第一年未滿

一年者，以碳費徵收費率

公告生效日期當月起算，

依月份比例計算應繳納之

費額。 

 

  

「碳費徵收費率公告生效

次年起，」、 

「前項碳費，於第一年未

滿一年者，以碳費徵收費

率公告生效日期當月起

算，依月份比例計算應繳

納之費額。」應予以刪

除。 



第五條  

碳費之計算為年收費排放

量乘以徵收費率。 

  

第五條  

碳費之計算為收費排放量

乘以徵收費率。 

前項收費排放量=(年排放

量-K值)×排放量調整係數

值。 

前項K值為二萬五千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其屬高碳

洩漏風險之事業，K值為

零。 

收費排放量之計算以四捨

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三

位；碳費應繳納費額之計

算取至整數，小數點後無

條件捨去。 

 

  

一、應刪除碳洩漏風險係

數值及2.5萬噸免徵額。 

  

二、退萬步言，綜本條維

持子法內容，也至少應於

第六條中增訂規劃排放量

調整係數值階段調整的具

體時程並公告之，且該時

程應與歐盟CBAM機制接

軌，讓折扣方案於中華民

國一百二十三年前完全退

場： 

第一期實施期間為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至一百一

十七年。 

第二期實施期間為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八年至一百一

十九年。 

第三期實施期間為中華民

國一百二十年至一百二十

三年。 



第六條 第六條  

事業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自主減量計畫，並經

審查認定屬高碳洩漏風險

行業，其適用之排放量調

整係數值規定如下: 

一、第一期排放量調整係

數值為零點二。 

二、第二期排放量調整係

數值為零點四。 

三、第三期排放量調整係

數值為零點六。 

事業非屬前項認定之高碳

洩漏風險者，其適用之排

放量調整係數值為 一。 

事業應於繳費當年度一月

三十一日前，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認定 屬高碳

洩漏風險並適用第一項排

放量調整係數，其審查認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行業

別排放密集度及貿易密集

度等因素考量之審核原則

認定之。 

為辦理前項審查，中央主

管機關應邀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組成審  查小

組，依前項審核原則於三

  

 建議刪除 



個月內完成審查作成准駁

之決定。 

 

 



第九條  

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七條及

第三十條規定，得以國內

減量額度及國際減量額度

申請第五條排放量之扣

除，其扣除上限不得超過

事業收費排放量之百分之

五，且優先扣減國內減量

額度。 

第九條  

事業依本法第三十條規

定，得以國內減量額度申

請第五條第二項收費排放

量之扣除，其扣除上限不

得超過事業收費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減量額度之種

類及其額度扣除排放量比

率規定如下: 

一、依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專案管理辦法或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取得之

自願減量專案或抵換專案

減量額度，得扣除之比率

為一點二。 

二、於本法修正施行前，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

氣體先期專案暨抵 換專案

推動原則取得之先期專案

減量額度，得供非屬經審

查認定之高碳洩漏風險事

業使用，其扣除比率為零

點三。 

前項第二款取得之減量額

度，僅得於碳費開徵後之

前三年扣除收費排 放量。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執

行情形，定期檢討第一項

  

一、國內減量額度與國際

減量額度加總之扣除上限

不應超過百分之五。優先

扣除國內減量額度有助於

鼓勵國內減量專案之推

動。 

  

  

二、第九條第一項關於自

願減量專案及抵換專案減

量額度「得扣除之比率為

一點二」，應予以刪除。 

 

 

三、第九條第二項應摒棄

先期專案減量額度，避免

其用於碳費之抵扣。 

  



國內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

放量之上限及比率。 

 

 

 



 第十條  

非屬經審查認定之高碳洩

漏風險事業依本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以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國外減量額

度申請第五條第二項收費

排放量之扣除，其扣除上

限不得超過事業收費排放

量之百分之五。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執

行情形，定期檢討前項國

外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

量之上限。 

 

 

與第九條合併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為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一日。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一、應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四年開始收取排放源一

百一十三年整年排放量的

碳費。 

二、參酌最高行政法院98

年1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之意旨，為符

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二項環境的國家保護義務

以及母法所定排放者責

任，應溯及收取碳費。 

 

 

民間團體建議 《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

減量指定目標》 

說明 

附表一 

鋼鐵業 

遵循SBT淨零指南及試算

工具，依據不同的鋼鐵業

者基準年與目標年的產量

附表一 

鋼鐵業 

目標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削減率相對基準年應達百

分之二十五點二。 

根據SBTi 發布的鋼鐵業的

淨零指南及試算工具明確

指出，企業的SBT目標須

考量到目標年「鋼鐵產

量」與「廢鋼投入比例」



及廢鋼投入比例差異來訂

定不同的目標值，而非將

二十五點二此削減率適用

於所有鋼鐵業業者。 

 

 

 

 

 

和基準年的差異情況來訂

定。因此環境部於8/15座

談會所稱該目標是以「以

現行國內鋼鐵產量及廢鋼

占比(現況)計算所得，要求

其至目標年須減量25.2

%」實忽視了廢鋼投入比

例差異極大的初級鋼鐵高

爐與次級鋼鐵的電弧爐製

程。1 

舉例而言，鑒於中鋼已公

開表示「未來十年內將規

劃把四座高爐轉為三高爐

一電(弧)爐、逐步增加廢鋼

使用比例」，因此中鋼轉

換至電弧爐生產且廢鋼投

入的比率若由基準年的 0

%在 2030 年增至 25% 

時，SBT 目標事實上須為3

9.8%，非25.2%。 

 

 
1
 國內目前只有中鋼與中龍有高爐製程，其餘鋼鐵業者均為電弧爐製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