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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歐盟 2020 年節約 20%的初級能源目標預估只可達成一半。因此，

於 2011 年制訂能源效率指令草案，並於 2012 年修正細項並正式通過，期

望縮短與目標之差距。能源效率指令中，其主要方針著重於公部門引導之

建築物翻新、長期建築物與設備能效提升計畫、能源資訊能見度和能源公

司節能義務。其中，建築物翻新與能效提升為各國一致認可具成本效益之

方式。由於能源效率指令的推行預估會減少碳權需求，造成碳價下滑，因

此歐盟打算延後 2013 年銷售之碳權交易。同時，亦由於推行能源效率指令

需大量資金，碳拍賣所得亦變成政府運用於實行指令的一個重要來源。我

國部分，依據「節能減碳總計畫」制訂目標與各方向節能方案，然與歐盟

主要措施相較，仍有可學習之處。本研究同時彙整歐盟結果，提出我國可

借鏡方向。 

 

關鍵字： 能源效率、碳權、節能措施、建築能效 
 

一、前言 

歐盟期望在 2020 年達到節約初級能源 20%的非強制性目標，並於 2011

年 6 月 22 日，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提出新的能源效率指令(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草案。該指令提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措施，以促使會員

國在「能源鏈」1的各個階段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這些措施包括藉由法律

建立能源效率義務性時程與所有會員國之政策措施，並帶動住宅、工業和

運輸部門能源效率的提升。其他措施包括公部門示範計畫及消費者有權力

知道他們使用了多少能源。 

                                                        
1 能源鏈意指由能量的轉換至其配送到最終消費端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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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14 日，歐盟 27 個會員國一致同意能源效率指令的最終文

本。在九月份舉行最終投票之前，相關行業已開始遊說其政府將歐盟片面

的能源效率指令正式納入國家法令。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投票通過並簽署新的能源效率指令，並於 2012 年 10 月 4 日，

由歐盟理事會通過能源效率指令的政治協議(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在能源效率指令通過後，現行二項指令將失效：Energy Services Directive 
(2006/32/EC, ESD)和 Cogeneration Directive (2004/8/EC, CHP)。2012 年達成

協議並通過之能源效率指令主要強調以下幾點(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 

(1) 各部門需提出個別具體措施以減少能源使用，除運輸部門為自願性，

其餘應設強制性條款。 

(2) 要求能源公司針對顧客每年節約 1.5%的能源銷售量。（此點具爭議性） 
(3) 要求歐盟會員國針對歐洲現存建築發展長期能源效率提升計畫。 

(4) 迫使翻新公共建築（政府使用，非住宅部分）。 

二、能源效率指令 

能源效率指令之主要目的為節約能源，並達到歐盟訂定的 2020 年節約

初級能源 20%的非強制性目標。以 2020 年預估能源消費 1842 百萬噸油當

量(Million tons of oil equivalent; Mtoe)計算，20%的節約量約相當於 368 
Mtoe。這樣的一個目標，需要全歐盟成員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達成。目前，

歐盟和主要會員國的所有措施預估僅能節約 164 Mtoe，約為 9%的節約量。

圖 1 為 2020 年歐盟初級能源消費預估值。 

 

 
圖 1、2020 年歐盟初級能源消費預估量(EUROP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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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歐盟能源效率指令草案之措施主要有五項節能方向，如表 1

所示(EUROPA, 2011)。 

 

表 1、歐盟能源效率指令方針 
方向 措施 

(1) 以法律之義務要求所有

會員建立節能計畫 

能源配銷或零售公司被要求必須透過執行相關能源效率措

施，如改善空調效率、安裝雙層玻璃或隔熱屋頂，以達到

對其最終客戶每年節約 1.5%的能源銷售量。 

(2) 公部門範例引導 

透過法律義務促使公共機構成為能源效率產品和服務的市

場接受者，使其購買具有能源效率之建築、產品和服務。

公部門亦被要求每年至少翻新其建築之樓地板面積的

3%，以達到逐步降低其營業場所能耗的目的。 

(3) 消費者的主要能源節約 

透過更精確的獨立儀表量測，使能更容易且免費的取得即

時和歷史能源消費資料，以幫助消費者更有效的管理其能

源消費。此外，帳單應以真實消費為基礎，以反映儀表量

測數據。 

(4) 企業部分 
鼓勵中小企業進行能源查核制度，並推廣最佳作法；大型

企業則必須審查其能源消費，以幫助其瞭解減少能源消耗

的潛能。 

(5) 有效率的能源運用 
監控新的能源生產設備之效率值。以合理的高效冷暖設施

計畫為基礎，建構國家的冷暖空調計畫，並包含餘熱之回

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12 年通過之能源效率指令最終文本即以此為基礎做協商，並要求會

員國針對翻新既有建築並提升能源效率制訂長期策略。 

(一) 能源公司的相關措施 

能源公司擁有其客戶能源消費的重要商業資訊，使其成為能源節約市場

上重要的角色，然能源公司並無動機去做能效提升的事情。歐盟執委會為

促使能源公司提升能效，提案要求無論能源配銷或零售公司，只要登記在

歐盟會員國的領地上，必須每年節約去年能源銷售量的 1.5%。原則上，這

些公司是指燃氣運輸、供熱和電之相關公司。為了實踐這樣的節能目標，

能源公司不得不與最終能源用戶合作(如個別房屋擁有者、超市和醫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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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量計算是採絕對數字計算(即與預估能源需求之差)，而能源公司依然可

能增加他們的銷售量。 

各歐盟會員國必須制訂自己的計畫以滿足各國不同的情形，並遵守歐盟

部分的共同要求。為了維持足夠的彈性，會員國亦可提出具有相同替代效

果的能源節約機制，一個不附加責任於能源公司的方式，如融資計畫或自

願協議。 
若此措施實施得當，預估可於 2020 年節省歐盟初級能源消費的 6.4%，

約相當於 108 至 118 Mtoe，是現在波蘭和葡萄牙的消費總量。 

現行能源效率計畫 

目前，已有部分國家具有類似的能源效率義務制度且成果良好，如：丹

麥，法國，意大利，英國和佛蘭德區域。由於這些國家良好的成果，波蘭

最近正投票通過類似的計畫，馬爾他亦考慮採用類似的節能義務計畫。 
到目前為止，能源公司(供應或配銷商)持續透過不同的計畫達成減少最

終能源消費約 2.3%-5.6%，而最新的計畫將結合歐盟每年節約 1.5%的指令。

此目標值仍低於其他國家，如澳洲與美國(各州節能目標如表 2 所示)。 

 

表 2、美國各州每年節能目標 

州 節能目標 

伊利諾伊州 每年節約 2% 

麻薩諸塞州 2020 年前每年增加 2.3％節約量 

佛蒙特州 平均每年增加 2％節約量 

愛荷華州 每年增加 1.5％節約量 

馬里蘭州 每年增加 1.5％至 1.8％節約量 

資料來源：EUROPA, 2011 

 

投資成本議題 

成本投資方面，計畫若以國家的層級來實施，則最終仍將是全民負擔，

或者由能源服務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ESCOs)支付初期投資成

本，並藉一定時間內的帳單節約達到成本回收的目的。 

市場為基礎的節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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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提出一個市場為基礎之方法，成員國可以自行決定執行方

式，如同義大利、法國、英國與佛蘭德區域以節約量權證並使其可交易的

方式達成市場機制。這樣的節約執行方式被證明具有成本效益且非常有效

地推行節約能源改善計畫。然而，會員國仍有彈性空間，可選擇其他方式

以達到相同的目標，如自願協議或融資方案。 

(二) 公部門的建築改善計畫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 3%之公部門建築必須翻新以達成節約能源

的目標。目前，公部門建築約有相同的翻新比率，但只有一半的建築翻新

考量能源效率的改善(1.5%能源相關的翻新計畫)。這些建築翻新計畫包括於

育幼園、學校和政府單位裝設隔熱牆和雙層玻璃、翻修屋頂與更換效率低

的供熱鍋爐。 

在許多情況下，具成本效益的建築翻新計畫預計可帶來 60%的能源節

約，在 2020 年估計可達到 6 Mtoe，相當於避免建造 17 座燃煤發電廠或 9000

座風力渦輪機。 

建築物(公部門和私部門)仍然占最終能源消費的 40%。由於公部門建築

的高占有率(約占整個歐洲建築的 12%)，其可作為促使其他部門發展能源效

率與提高能效市場的推動力，並有益於能源效率所需技術和知識的發展

(EUROPA, 2011)。 
根據 2012 年最新修訂之能源效率指令條文，同時要求歐盟成員制訂至

2050 年之建築能源效率提升藍圖（包含私部門）。 

政府投資與效益 

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歐洲各政府皆努力控制開銷以節省支出。因此，

歐盟如何迫使各政府挪出資金以致力於公部門建築能效提升，成為關鍵的

議題。歐盟認為，公共部門的建築改造是對各政府的重大自我投資，其不

但可節省能源帳單的支出，並同時可刺激商業活動和提高就業，有助於經

濟復甦和發展。 

然而，能源效率提升的施行仍然需要前期的成本投入。有鑑於此，能源

效率指令亦規定需加強能源效率服務市場。在此市場當中，能源服務公司

將支付初始投資成本，並經由節約能源帳單支出以達到回收投資金額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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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節約能源的目的外，此舉亦可創造新的商業和就業機會，如建築

公司和設備供應商。歐洲之能源效率市場目前估計約為 60 億歐元，而發展

較蓬勃的美國約為 300 億歐元，歐盟以此估計其能源效率市場之潛力約有

250 億歐元。 

除私人資金外，歐洲各政府亦可使用其分配到的歐洲地區發展基金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以資助公共建築的改造與翻

新。於 2007-2013 年間，約有 44 億歐元可用於公部門建築物能效提升

(EUROPA, 2011)。 

(三) 消費者部分 

歐盟會員國必須確保最終消費者之電力、天然氣、冷暖空調和熱水供應

都具備獨立且正確的儀表量測，並且可提供反映實際使用時間的真正能源

消費數據和資訊。 
各會員國需保證其能源帳單的正確性，並根據實際消費量收費，指令包

括各行業，如能源配銷商、配銷系統營運商和能源零售公司。這些針對電

力、天然氣、冷暖空調和熱水供應的措施，最慢應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完

成。雖然，短期來說，帳單可藉由消費者自行讀取現行儀表達成，然長期

來說，必須導入智慧電表。 

藉由適當的儀表量測與帳單方式以提供正確的資訊，估計其潛在節能可

達 80 Mtoe。事實上，一些測試示範計畫允許消費者藉由網路介面或手機關

閉電器 2，驗證其減少能源消費的潛能達 15%-20%，電力部分約可節約 40%。 

智慧電表現況 

歐盟現行的法令已對內部市場的電與天然氣展開智慧電表的置換，依據

歐盟會員國的成本效益分析，在 2020 年前預計至少裝置 80%的智慧電表。

單獨量測的供暖與熱水消費同樣需以實際能源消費量為基礎，這已包含在

能源服務指令(Directive of Energy Services)當中。 

目前為止，個人儀表計量與計費方式的發展仍然存在許多缺點，並無法

真正幫助最終使用者節省能源。舉例來說，電或天然氣的新電子式儀表並

沒有提供適當的介面呈現方式，如居家顯示器設備或藉由其他電子設備(如
                                                        
2 可參考 Project AlertMe in UK (https://www.alertme.com/) 

https://www.alert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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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或平板電腦)獲取資訊。帳單仍然是依靠預測值而並非真正的消費數

值，多樓層住宅的供暖計費往往僅以每平方公尺相同之費率計算，有些以

實際數值計費的國家也往往採每年計算之方式，而這些作法都無法鼓勵消

費者節約能源。法規提議的目的，在於確保個人消費者得以免費獲得一定

程度的計量資訊回饋。 

(四) 企業部分 

歐盟執委會建議大型企業必須定期以獨立方式進行能源查核，同時鼓勵

會員國給予企業誘因，提供與建議能源管理系統為其系統框架，以達到能

源合理使用。中小企業部分，對能源效率的最佳作法進行交流並著重在建

築物能源管理的部分。 

(五) 冷暖空調計畫 

能源效率指令要求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歐盟會員國必須建立一個國家

級的冷暖空調計畫，以發展高效率熱電共生裝置和高效率區域冷暖系統為

目標。熱電共生裝置是指在一個過程中同時產生熱能與電能或機械能。熱

電共生系統與熱電分離相比估計至少可節約 30%的能源。熱電共生是一個

成熟的系統，並且具備額外的經濟潛力，估計於 2020 年熱電共生裝置潛力

將為現在的兩倍。儘管如此，熱電共生系統的成長卻趨於平緩，目前占比

約為 11%，自 2004 年以來僅增加 0.5%。若要達成 2020 年的潛力值，則占

比至少需達到 21%，平均每年需要 6%的成長率。 

(六) 兩階段方法 

歐盟對其會員國提出具約束力措施(binding measures)而不是具約束力

的目標(binding targets)。能源效率指令生效後，各會員國具有義務採取其相

關規定。舉例來說，各會員國無法決定是否遵行 3%的公建築翻新措施，若

其不遵守此措施，歐盟有權力對其採取侵權程序(infringement procedures)。 
此外，歐盟執委會同時針對能源效率目標部分，提出兩階段方法。 

1. 各會員國需針對其國家特性，制訂非強制性的國家能源效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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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執委會將提出強制性目標：若在 2014 年，歐盟執委會認為歐盟不可

能達成其節約 20%的目標。 

三、排碳權影響 

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與歐盟成員於 2012 年 6 月針對能源效率

指令做協商，由於各會員國反對將排碳權與能源效率指令作連結，與會者

放棄了賦予歐盟運用二氧化碳配額的權力。鑒於碳價格於 2011 年下跌

37%，且推行能源效率指令，將可能大幅提升能源效率，減少排碳權的需求。

排碳權需求目前已是供過於求，且碳價已連續三年下滑，過低的碳交易價

格與歐債危機導致歐洲能源公司降低使用潔淨能源的誘因。歐盟執委會正

尋求方案以解決供給過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許可，在布魯塞爾的執委會預計

將提案延後原訂在 2013 年開始銷售總額未定之碳權交易(Bloomberg.com, 

2012)。 
碳拍賣資金運用 

能源效率指令中雖明確規定公部門 3%的建築翻新目標，但尚未有任何

國家針對目標訂定具體措施，主要原因為經費不足。法國為實踐能源效率

指令中建築物翻新的目標，宣布將碳排放交易體系(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3所獲得資金投入建築物能效翻新。法國碳拍賣獲得的

國家收入估計為 6 億歐元。歐盟對此表示贊同，認為碳排放交易獲得之資

金應可投入能源效率，因其不只是氣候問題，同時關係著能源利用。2013

年，法國大多數製造商必須購買碳配額。法國工業對碳拍賣資金用於建築

能效翻新不表認同，認為碳拍賣獲得資金應用於發展工業，以完成低碳經

濟轉型(EurActive.com, 2012b)。 

四、各界反應 

由於每個國家都有其自己的能源效率政策，因此，能源效率指令全面實

施於 27 個國家有其難度。舉例來說，德國、英國和西班牙試圖規避能源效

率指令中主要的規定，因為他們已經有自己的能源效率政策。此指令亦可

能導致部分國家不再制訂新的能源政策，而將舊有政策放在此能源效率指

                                                        
3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TS)時程可參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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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架構底下。以英國為例，其打算將能源效率指令中「建築物翻新」的重

點部分整合於其綠色新政計畫(Green Deal Scheme)當中。德國則較偏好建築

物翻新相關計畫，而不願處理能源公司節約能源的要求指令。歐盟業界擔

心，在面對全球激烈競爭的環境下，歐盟會員國之間若缺乏一致性的法令

指標，將使歐洲投資者失去其優勢，尤其在與中國和美國的競爭上

(EurActive.com, 2012a)。 
由於歐盟能源效率指令中指出，能源公司每年於顧客之帳單上需節約

1.5%能源銷售量，此點雖具爭議性但仍為歐盟達成 2020 年節約 20%目標的

主要措施之一。英國首相宣布將通過一項法令，迫使能源公司提供顧客最

低可能資費 (詳見附錄二 )，但這並不代表較便宜的能源帳單支出

(EurActive.com, 2012b)。在歐洲，由於歐盟採取的各種能源決議（英國多數

已簽署），可能導致能源帳單支出的增加。英國許多能源公司已開始對其顧

客實施能源效率相關措施，藉以達到每年增加節約量之目標。這些措施長

期來說將使電力價格下降，但需支付初期設置成本。能源公司擔心其利益

會被英國政府對消費者承諾「降低能源價格」的政策所犧牲，且最終將遭

受輿論批評。 

英國政府有兩個選擇以降低能源消耗： 

(1) 公共預算中提撥資金以提升能效，但此措施並非全民參與的方式。 
(2) 藉由提高能源價格達成全民付出，以完成節約能源的目的。 

此兩項選擇哪一項較為合理公平並無法準確判斷，然許多低收入戶的消

費者已經盡可能減少能源消費，但仍受到能源價格上漲的波及。新的能源

效率指令明白指出，政策上必須鼓勵消費者減少能源使用。因此，同時需

要政治上的承諾和公眾意識活動。政客往往鼓勵民眾採取行動，然而自身

卻沒有作為，並解釋「能源價格上漲是能源公司的責任」。然而，能源帳單

上許多額外成本，包括稅金、激勵計畫、責任計畫、路網費用和燃料價格

調升，都與政府有關。政府可能增加某一種新的稅收以完成智慧電表及電

網的裝設及改進，而最終仍然是消費者支付這些費用。能源效率措施往往

帶動了能源價格的上漲，而謹慎與睿智的使用能源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EurActive.com, 2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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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能源效率規劃 

依據我國 2009 年訂定之「節能減碳總計畫」目標，節能部分，未來 8

年(自 2008年起)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於 2015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以上。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2025 年較 2005 年下降 50%

以上。減碳目標部分，全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於 2020 年降至 2005 年排放

量，於 2025 年則降至 2000 年排放量。為落實推動節能減碳並成立「節能

減碳推動會」，審議各部門節能減碳推動策略措施。 

「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內容涵蓋我國各節能減碳面向，歸整對國家總

體發展影響深遠之十大標竿方案、35 項標竿型計畫作為推動重點，定期追

蹤執行進度及成效，並訂定國家節能減碳總目標，積極推動(圖 2)。 

 

 

圖 2、十大標竿方案與 35 項標竿型計畫(節能減碳推動會，2012) 

  
此外，我國以公部門示範各節能措施效益，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

電、省油、省水、省紙)專案計畫、節能減碳新生活運動與節水輔導暨全民

節水獎百萬系列活動等。過去藉由校園節能減碳輔導團辦理電力健檢學校

(96~99 年共完成 551 所)追蹤，並執行永續校園推廣計畫。 

交通部門方面，我國積極推廣大眾運輸等節能方案。如近年臺北捷運南

港線東延段、新莊線市區段及蘆洲線全線完工通車營運，已完工通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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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達 101.9 公里，平均每日搭乘旅運量約為 150 萬人次；臺鐵沙崙支線通

車營運，並陸續完成嘉北、大村、百福、矽科、南科、浮洲等 6 個捷運化

車站之完工啟用等。住商方面則導入綠建築制度，並完成 2,004 家綠色便利

商店分級認證等。  

企業能源查核部分，我國依據能源管理法，工業部門能源查核管理由工

研院輔導能源大用戶(用電契約容量超過 800kW)實施能源查核制度，並強制

申報能源使用量，以提昇能源使用效率為目的。 

未來我國將推動「能源稅條例」立法，並加強智慧電表基礎建設、智慧

綠建築、持續建構低碳社區、城市與低碳島、推動用電器具最低容許耗能

基準(MEPS)及節能標章制度。學校方面，除持續營造永續綠校園外，並建

立學校節能減碳評鑑制度(節能減碳推動會，2012)。 

六、結論與建議 

(一) 能源效率指令總結 

由於歐盟2020年節約初級能源20%之目標預估只可達成一半，因而制訂

能源效率指令，於2012年修正細項並通過該指令，加速能源節約，期望縮

短與目標之差距。由能源效率指令之內容與其修正細項來看，以建築物翻

新，提高建築物與設備能源效率為主要方向。且建築物翻新為指令中各國

較可接受之政策。其中，能源效率指令中附加節能義務於能源公司，要求

每年於顧客帳單上節約其能源銷售量的1.5%，然此點仍具有諸多爭議，導

致各國接受意願不高。其他項目還包括企業能源查核制度和消費者能源資

訊能見度相關議題。 

由於能源效率指令的推行預估會大幅度降低碳權需求，導致價格低落的

碳價持續下滑，因此布魯塞爾的執委會預計將提案延後原訂在2013年開始

銷售之碳權交易。此外，能源效率指令的執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因此碳

拍賣資金亦被法國考慮使用於建築物翻新計畫，並獲得歐盟認可。 

事實上，歐洲各國擁有自己的能源效率政策，是否能有效整合歐盟能源

效率指令仍有待觀察，且亦有可能造成各國不再制訂更有效的措施。此外，

各國在執行能源效率政策上缺乏資金，往往藉由附加稅的方式提高能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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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加民眾負擔。能源效率指令希望能夠透過公部門引導和資訊的正確

傳達，使民眾明白能源效率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二) 我國可借鏡之處 

我國依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訂定節能目標與推動方向，提出十大

標竿方案和35項標竿型計畫。方案與計畫內容涵蓋面向雖廣，然仍有許多

地方值得效法歐盟能源效率指令，以下列舉主要我國可借鏡之處： 
1. 既有建築翻新計畫：依據歐盟能源效率指令，建築物翻新與提升能源效

率為主要節能且低成本的方式。我國在既有建築翻新制度上尚嫌不足，

特別是具有節能計畫的翻新政策。根據內政部營建署2009年統計資料，

我國1990-2008年間，一年以上之既有建築約占97%，故預計節能潛力可

觀。我國可仿效歐盟，以公部門示範引導，逐步納入建築能源法規，制

訂長期建築翻新計畫。 
2. 能源公司之責任義務：歐盟能源效率中附加節能義務於能源公司，然遭

受不少反彈。我國主要能源公司為台電與中油，皆屬國營企業，其推行

將較歐盟容易。能源公司掌握顧客資料，且在諸多設備改善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然我國電價目前並無完整合理機制，此點造成電力公司若欲推

行相關節能計畫在經費與營運的支援上顯得不足。 

3. 資訊能見度：除建築物翻新外，資訊能見度一直被各國視為節能改善之

重要措施。我國這部分仍有改善空間，如加速導入智慧電表，提供企業

與民眾隨時可查詢的即時電力消費資訊，協助其制訂節能規劃。 

4. 企業能效管理：除進一步強化我國現有能源查核制度外，仿效歐盟推行

中小企業節能措施交流，並將重點放在建築物能效提升上。 

5. 能源稅議題與用途：我國之能源稅目前正在研擬，若將來正式通過實

施，其經費用途是否可仿效法國將碳拍賣所得用於建築能效改善，是一

個可探討的議題。根據歐洲國家經驗，能源及其相關賦稅應用於能源相

關領域事務上，是達成國家節能減碳目標最有效益之方式。因此，我國

日後若通過課徵能源稅，亦應將其用於改善能源效率相關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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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統(ETS)歷程 

 
時期 碳排放交易相關概述 

1992 年 京都議定書 

1999 年 丹麥二氧化碳交易系統（Danish CO2 Trading System）啟動，目的

在規範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2000 年 歐洲執委會發布「溫室氣體綠皮書」正式考慮將二氧化碳排放交

易做為歐洲氣候政策的主要部分 
2001 年 10 月 歐洲執委會發布「排放交易指令」草案 

2002 年 

英國碳排放交易系統（UK-ETS）正式啟動，英國政府和工業之間

達成「氣候變化協議」，為了增加協議的彈性，建立一個基準與信

用系統（baseline-and-credit system），如果排放工廠願意接受排放

限制，該系統將提供一筆激勵獎金給排放工廠作為回報。 
2003 年 10 月 13 日 正式頒佈 Directive 2003/87/EC。 

2004 年 
通過連接指令(Linking Directive)，允許會員國使用聯合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的減排量抵換排放量 

2005 年 1 月 1 日 制訂 EU-ETS 排放交易系統，有 7 家經紀人和 20 家大型能源供應

商和銀行加入，其他相關機構陸續加入。 

2005 年 1 月 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階段) 

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實現溫室氣體的大幅減量，而是獲得運行總量

管制經驗，為後續正式履行「京都議定書」奠定基礎。在選擇所

交易的溫室氣體上，第一階段僅涉及對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二氧

化碳，而非全部「京都議定書」提出的六種溫室氣體。選擇所覆

蓋產業方面，第一階段包括能源產業、內燃機功率在 20MW 以上

企業、石油鍊製業、鋼鐵業、水泥業、玻璃業、陶瓷及造紙業等，

設置納入系統的企業門檻。總計約涵蓋 11,500 家企業，二氧化碳

排放量占歐盟 50%。其他温室氣體和產業將在第二階段後加入。 

2008 年 11 月 19 日 
歐盟單方面立法規定 2012 年起(已暫緩實施)，所有歐盟機場起降

的航空班機，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免費額度按比例進行分配，其餘

透過拍賣方式有償分配，即飛往歐盟的飛機，需徵收碳排放費用 4。 
2008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階段) 

時程與京都議定書承諾期相同，視為正式運作階段。持續保留第

一階段規範產業，並將交易系統覆蓋到更多行業，包括化學製造

業、製鋁業及大型食品製造業。 

2013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第三階段) 

目前正在討論第三階段的減量規範，除保留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

產業外，亦將納入石化業、阿摩尼亞、鋁業和航空業。(德國、法

國、英國和西班牙經濟部門官員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表示反對航空

業納入碳交易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歐盟片面宣布向飛越歐盟領空的各國航空公司開徵碳排放費，引起全球反對與抵制。歐盟最終讓步，決

定對外來航空公司暫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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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能源價格比價與選擇 

英國政府為抑制能源價格飆漲所帶來的民生問題，打算立法壓低能源價

格，暫行方式為要求能源公司提出最低可行資費方案。最低可行資費方案

意指在合理的成本範圍內，電力公司必須提出其最低可提供之價格與條

件。這樣的立法行為，亦被批評為干擾自由市場的運作。即便英國政府打

算立法壓低民眾能源帳單支出，然能源價格上漲，恐仍造成民眾付更多錢

卻用更少的情況。英國具有許多能源價格比價網站可供參考，如下圖 5： 

 

 

                                                        
5http://www.guardian.co.uk/money/2012/sep/14/energy-bills-cheapest-deals-withdrawn  

http://www.guardian.co.uk/money/2012/sep/14/energy-bills-cheapest-deals-withdra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