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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淨零排放趨勢下重點國家減碳方針及談判新挑戰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當前國際上多個國家或組織積極提擬淨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1目標與相對應之政策方針，且期許能夠透過合作方式解

決該議題所隱含可能危害人類生命的風險，甚或是將相關措施與作法

納入多邊貿易場域，例如 WTO 項下之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CTE）、貨品貿易委員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等，使得有關機制能夠突破國界，並增加其約束對象與力

道，並藉制度化朝向更全面且穩定的方向發展。鑑此，淨零排放已成

為國際產業發展及能源政策制定的必要條件，且極有可能被列為跨國

貿易往來的先決條件，進而將碳排議題納入國際談判場域，並使未來

能源產業發展重心出現轉變。以下綜整具指標性之國家最新政策方針。 

一、英國 

做為 2021 年 11 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之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 26th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6）地主國，2008 年已祭出《氣候變遷

法》（Climate Change Act, CCA），該法以 1990 年為基準，明訂 2030

年、2050 年英國境內溫室氣體排放分別減少 34%、80%，成為全球首

個將減排目標入法的國家。為實踐前述減排目標，英國提出碳預算

（carbon budget）概念，自 2008 年開始，以 5 年為 1 期，設定溫室氣

體排放量上限（cap），由主管機關－能源暨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DECC）公布每期碳預算，且為確保碳

 
1「淨零排放」與「碳中和」、「氣候中和」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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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之制定專業度及獨立性，依 CCA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 CCC），由具備能源、經濟或科技背景之學者或專

家組成，負責整合各界意見後研提碳預算訂定建議，再向國會提交碳

預算目標執行報告，並視情況提供調整意見。 

2019 年 6 月，英國成為全球首個由大型經濟體提出碳中和法案

的國家，且於 2020年 12月宣布有「綠色革命」之稱的新目標，該目

標同樣以 1990 年為基準，但更嚴格地要求其溫室氣體排放在 2030 年

時應減少 68%，2050 年則需實現淨零排放。英國政府目前表示，儘

管其國內溫室氣體排放自 2008年以來持續下降，至 2020年已較 1990

年降低 49%，意味著已達成前 3 期碳預算的要求，然而，2008 年 CCA

所訂定之第 4 期（2023～2027 年）、第 5 期（2028～2032年）的碳預

算尚無法達標。因此，CCC進一步制定能夠解決後續碳預算問題、以

及增強 2030年與 2050 年最新減排目標執行力的數項措施，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促進氫氣的廣泛利用被視為未來發展重點之一，不僅可見

於英國 2020 年 11月發布之綠色工業革命十點計畫（Ten Point Plan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內容，在民生部門亦規劃透過既有的天

然氣設施，將氫氣與天然氣混合，供應全英家戶爐具及暖氣使用，目

標在 2030 年前建立氫氣住宅區或氫氣城。 

二、歐盟 

2019 年 11 月歐盟2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發布「歐洲綠色政綱」

（European Green Deal），宣誓在維持市場競爭力與技術創新前提下，

帶領歐洲成為全球首個實現碳中和的大陸，且以 1990 年為基準，規

 
2 自英國於 2020年 1月 31日正式退出後，歐盟成員國共計 27國，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瑞典、波蘭、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維尼亞、塞普勒斯、馬爾他、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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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030 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減少 55%；且在執委會主導下，歐

盟成員國在 2019 年 12 月歐洲峰會皆承諾最遲在 2050 年實現淨零排

放目標，僅有波蘭因極度依賴煤炭而要求將目標年延至 2070 年。2020

年 3 月執委會提出首部《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提

案，透過將前述碳中和目標入法的作法，確保所有歐盟政策皆為實現

淨零排放做出貢獻。該法提案已於 2021 年 4 月達成臨時協議

（provisional agreement），歐盟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就此正式

從政治承諾轉變為法律承諾。 

執委會為避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減損其境內碳密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及碳洩漏

（carbon leakage）發生風險，3在綠色政綱下研提「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草案。2020 年 1 月

15 日歐洲議會宣布通過綠色政綱，並針對 CBAM提出以下規範： 

➢ 執委會應儘速審酌 EU ETS免費碳額度（free allowance）之規範，

並考量碳底價（carbon floor price）的規範設計； 

➢ 同意以 CBAM 取代免費碳額度等避免碳洩漏之手段，惟須符合

WTO相關規範； 

➢ 執委會應於 2021 年 6 月前完成 CBAM的規劃分析； 

➢ 考量各產業部門之特殊性，應逐步施行並擴大適用範圍，且避免

不必要的行政成本，特別是對於歐洲的中小型企業； 

➢ 確保綠色轉型所需之經濟誘因能夠維持，並協助發展中國家，對

其提供額外的財務與技術援助。 

 
3 指實施溫室氣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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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 月 4 日歐盟執委會進行初步影響評估，解釋 CBAM該

制度規劃之背景，並徵求國內外意見。在啟動影響評估報告中，執委

會重申 CBAM 將確保進口產品的價格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碳含量，同

時符合WTO 及其他國際組織的規定；CBAM得做為 EU ETS現行處

理碳洩漏風險措施的替代方案，由於 CBAM 的推行將帶給外國生產

者額外的成本負擔，為維持競爭環境公平性，歐盟將可能取消境內生

產者在 EU ETS 下所受優惠，即 EU ETS所涵蓋的產業將無法於該機

制獲得免費碳額度。CBAM發展立基於以下三大基礎： 

➢ 法律文件，可能包含對特定產品課徵碳稅、針對進口產品課徵新

的碳關稅或碳稅、或將 EU ETS擴大適用於進口產品； 

➢ 衡量進口產品之碳含量與碳價的方法論； 

➢ CBAM可能僅限於適用某些產業部門。 

2020年 4 月 14日歐洲議會發布三種碳調整政策之可行方案： 

➢ 將歐盟自 2005 年在境內啟動實施的 EU ETS延伸複製至邊境，要

求國外企業須依據進口產品之含碳量，購買足夠的碳額度； 

➢ 當國外企業在產品製造國所承受的碳定價負擔，低於 EU ETS所

計算的金額時，要求該國外企業須補繳差額； 

➢ 針對所有進口產品在邊境統一課徵固定稅率。 

2020年 7 月 22日至 10 月 28 日歐盟執委會舉行公眾諮詢，並在

2020 年 9 月 16 日由執委會主席宣布 CBAM 立法提案，2021 年 3 月

10 日歐洲議會批准 CBAM的建立原則，預計於 2021 年 7月 15日納

入歐洲綠色政綱，最終可能在 2023 年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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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為強化其溫室氣體減排時程的可行性，亦著手制定或調整綠

色金融相關法規。強調建立永續投資促進框架的《分類法》（Regulation 

(EU) 2020/852）因而於 2020 年 6 月公布、7 月生效，並在 2021 年 4

月發布《歐盟分類氣候授權法案》（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揭露第一輪實施細則，包括分類法設計之綠色投資標籤制度、

以及綠色投資資金發放的標準，而該授權法案涵蓋約 40%上市公司的

經濟活動，例如能源、運輸、林業、製造、建築等，合計約占歐盟溫

室氣體直接排放量的 80%，至於在歐盟內部最具爭議性的天然氣及核

能，目前執委會公開資訊顯示既未納入亦未排除於 2021 年 4 月公告

之版本，將由科學評估及意見蒐集後再行決定。 

三、美國 

拜登於 2021 年 1 月成為美國第 46 屆總統，其雖與川普共同認為

美國是全球重要能源生產國，然依據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由氣候變遷、

潔淨能源、化石燃料、金融市場等面向組成的氣候及能源有關方針觀

之，其施政戰略將有別於川普極度仰賴化石燃料的作法。隨著美國重

返巴黎協定，拜登政府預計透過相關措施，要求國內造成碳污染者承

擔污染成本，並對於來自未能履行氣候與環境義務之國家的碳密集產

品徵收碳調整費或配額，以維持美國企業在減碳過程中的競爭優勢，

並敦促他國提高氣候目標之企圖心。 

拜登致力於推動「綠色增長」（green growth），著眼低碳或零碳能

源生產、綠色工業製造、環境友善法規等，但也為兼顧市場力量，適

度地發展傳統能源產業。有關潔淨能源部分，美國提出與歐盟綠色新

政具有同樣願景的「潔淨能源革命」（Clean Energy Revolution），預計

全美發電廠於 2035年、所有部門於 2050 年達到零碳排放目標，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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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月 3 月底公布之「美國就業計畫」（The American Jobs Plan），揭

露更多為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的政策執行內容，該計畫旨在藉由 2.3 兆

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更新基礎設施、及提升綠能技

術，進而提高國內經濟生產力、因應氣候變遷、以及應對中國大陸。 

拜登更在第 52 個世界地球日（2021 年 4 月 22 日）當天邀集 38

國領導人及各國際組織、環保團體領袖，舉辦「領袖氣候峰會」

（Leaders’ Climate Summit），並宣示美國 2030年碳排放量將會較 2005

年減少 50～52%，同時表達未來 10 年將是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關鍵

時刻，重新樹立美國在全球氣候問題中的領導地位。關於化石燃料部

分，美國油氣業者將極有可能面臨相關補貼措施被取消的未來，然而

假若美中雙方從競合關係中找到符合彼此利益的新平衡點，則美國油

氣與能源基礎建設業者也許會受益於中方減免或移除液化天然氣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鋼鐵、鋁等貨品關稅，將有助於美國

LNG出口情形，全球 LNG價格則可隨供需穩定而趨於平穩，惟上述

前景仍具高度不確定性，端視美中雙邊關係發展而定。 

四、韓國 

2020年 4月文在寅順利連任總統後，為兌現其「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競選支票，推出一系列新能源政策。2020年 5 月公布第九

個基本能源政策，強調國內發電來源將由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及核

能，並視 2034 年為新電力來源結構的目標年，屆時煤炭將自 28%減

到 15%、LNG 由 32.3%微幅降至 31%、核能自 19%減到 10%、再生

能源則由 15.1%提高至 40%。2020 年 7 月再度透過綠色新政宣示再

生能源發電量由 12.7GW提高至 42.7GW，太陽能與風能為主要來源，

並以實現碳中和做為終極目標，同時強調該新政能夠為受新冠疫情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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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韓國經濟創造可觀的工作機會與投資。2020年 10 月文在寅總統

公開宣布韓國將在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並承諾投入約 71億美元的

經費至綠色新政，同年 12 月進一步表示，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將較

2017 年減少 24.4%。除國內綠色相關承諾外，韓國於 2021 年 4 月領

袖氣候峰會宣告將停止提供海外燃煤電廠建設投資。 

為兼顧國內經濟發展與 2050 年碳中和目標，韓國開始致力於完

善其再生能源之供應生態與法規。2021 年在西南地區開始興建全球

最大的離岸風電中心，預計 2029 年裝機容量達 8.2GW，有助於減少

每年約 1,000 萬噸的碳排放，完工後更有望促使韓國在 2030 年名列

全球前五大離岸風電國家。此外，2021 年 2 月通過之《氫經濟促進及

安全監控法案》（The Economic Promotion and Safety Control of 

Hydrogen Act），旨在發展氫能生產與供應系統，主要涉及氫能車、氫

氣充電站、及燃料電池等三大領域，致力於將氫能成為可以取代煤炭

之發電主要來源。 

五、中國大陸 

由於經濟與產業結構、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度、能源效率不足、能

源需求快速成長等因素，中國大陸 2006 年之後成為全球最大溫室氣

體排放國，當前的排放量為每年 100億噸，約占全球總量的 30%，高

於美國與歐盟兩者排放量的總和。因應全球不斷增溫的減碳趨勢，中

國大陸 2015年制定能源轉型政策，規劃以 LNG取代傳統能源發電，

對於 LNG的需求遂大幅增加，並在 2020 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

LNG進口國。 

過去 5 年（2016～2020 年）在其境內的新建燃煤電廠數量仍增

加的情況下（見圖 1），2020 年 9 月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於第 75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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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大會上宣布，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並於 2060 年前實現碳

中和目標，即採行雙軌模式。若中國大陸欲達成淨零排放，勢必需傾

全國之力從各部門推行結構改革，且能源部門最具迫切性，例如限制

化石燃料使用、增加再生能源及核能等零碳資源、提高氫能與儲能等

技術水準。自中方 2020 年 1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 14 個 5 年規劃（2021～2025）和 2035 遠景目標的建

議」，尚無法得知其欲達成碳中和的具體作法，但中國大陸再度於 2021

年 4 月領袖氣候峰會表示將嚴格限制煤炭消費之增長，並於第 15 個

5 年規劃期間逐步減少煤炭消費。另外，中方提出淨零排放目標的時

機點，反映地緣政治的影響，不僅企盼藉此減緩與歐盟雙邊投資協定

談判的摩擦，同時避免歐盟就貿易及技術採取與美國更趨一致的立場。 

 

資料來源：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2021)。 

圖 1 2016～2020年中國大陸新建燃煤電廠情形 

六、日本 

2020 年 10 月首相菅義偉（Suga Yoshihide）宣布 2050 年達到淨

零排放目標，此意味日本將針對國內電力、汽車、鋼鐵等產業採取更

嚴格的標準，並在 2021 年 4月領袖氣候峰會上，承諾 2030年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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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排放將較 2013 年減少 26%提高至 46%。依據目前日本能源基本計

畫，2030年電力來源構成比例訂為核能 20～22%、再生能源 22～24%、

煤炭與 LNG共計 56%。隨著新目標的設定，日本以 2021年夏季為目

標修改其能源基本計畫，而再生能源被視作主要的發電來源，日本產

業將出現結構性轉變。 

有關再生能源，由於日本人口密集，以太陽能、陸上風力為主的

發電廠發展有限，離岸風電、綠氫、及綠氨因而被視為達成 2050 年

碳中和之重點。首先，日本經濟產業省擬擴張其國內離岸風電產能，

預計 2030年從目前的 20MW提高至 10GW，2040年達到 30～45GW，

離岸風電廠近 8成將建置於北海道、東北、及九州等地。其次，考量

氨氣燃燒時不會產生二氧化碳並可用於火力發電，日本預計 2030 年

燃料氨的使用量將達每年 300 萬噸，占總發電量的 10%，且為強化日

本氨氣相關發展能力，2021年1月日本與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 ADNOC）簽署首個燃料氨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成立工作小組，針對技術驗

證、擴大市場合作、共同研究、二氧化碳材料再利用等方面進行合作，

又於 2021 年 2 月，由日本 JERA 與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簽署為期 40年的 MoU，4將持續在 LNG領域合作，並建立氨氣、氫

氣的燃料供應鏈。 

七、小結 

身為全球首個將減排目標入法的「英國」，以 1990 年為基準，

設定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68%，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歐盟」

同樣以 1990 年為基準，規定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減少 55%，

 
4 JERA由東京電力控股（TEPCO Fuel＆Power）及中部電力（Chubu Electric Power）共同出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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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實現碳中和，且該目標已是法律承諾。「美國」將未來 10 年

視為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關鍵時刻，因此宣示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較 2005 年減少 50～52%，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韓國」宣

布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將較 2017 年減少 24.4%，2050 年達成淨零

排放。「中國大陸」採行雙軌模式，即 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

並於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日本」考量 2011 年發生的日本東

北大地震，故以 2013年為基準，承諾 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46%，

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簡言之，歐美國家所宣示之減碳目標及規

劃的藍圖，具有帶領及示範等影響力，而東亞國家的承諾也代表一重

要里程碑，以 2018 年為例，中、日、韓三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共占

全球的1/3，因此如今該三個東亞國家的減碳承諾有望產生雪球效應，

促進該區域內氣候行動的進一步推動。 

至於將我國視作經貿與能源領域重要策略夥伴的歐盟，為解決碳

洩漏等問題並強化其產業競爭力，近期率先於過往僅在其境內實施碳

排管制措施之基礎上，提出在邊境處採行將原管制措施調整後的碳交

易機制，且歐盟近年積極在各場域結合貿易政策與減碳議題，強調締

約雙方在拓展貿易及投資之際，仍應秉持環境永續發展原則，各自亦

須履行巴黎協定承諾。因此，我國應注意歐盟已宣布將一國減碳作為

的積極度與實踐力，視為洽簽雙邊經貿協定與否之評估條件，亦須留

心在未來經貿談判納入碳排相關措施或機制的可能性。整體而言，溫

室氣體減排趨勢不僅將大幅改變既有的國際經貿體系，各國家或組織

推行之相關政策，亦可能隨著技術突破而出現新一波革命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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