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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內部碳定價作法初探 

邱凡玶1 

一、前言 

面對來自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變化(例如平均氣溫上升與水資源短缺

頻率增加等氣候風險)，與各國政府或國際企業針對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排放更嚴格的管制措施，例如碳排放衡量方式、碳排量管控機制改變、

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實施或國際企

業綠色供應鏈要求等，促使企業必須就自身碳排放對其業務與資產可能造成

的影響作出因應策略，因此愈來愈多國際企業將低碳轉型納入其企業營運與

投資策略考量中，以減緩受日益嚴重的颶風、熱浪或乾旱的衝擊，並同時回

 
1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研究員。 

摘要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各國政府或國際企業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更嚴格的管

制措施，可能對企業造成營運衝擊，越來越多企業將低碳轉型納入其商業決策。

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被視為促進企業自身低碳轉型的有效工具

之一。已有多家國際企業積極採用內部碳定價方法，企業將整體供應鏈產生之

碳排放量量化，並納入財務成本估算，藉以改變內部員工行為朝低碳化、完備

未來投資方案評估與降低企業未來可能遭遇的法規風險。 

鑒於我國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不論在氣候風險資訊揭露、內部碳定價

的實施、以及低碳研發創新等項目上，皆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本文將針對

國際企業內部碳定價訂定流程與企業制定案例等綜整闡述，以提供國內企業、

相關投資機構或利害關係人參考。 

本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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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國際綠色供應鏈以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對碳資訊揭露與管理的要求。而內部

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 ICP)即為國際企業達成上述包括碳風險管理與

朝低碳轉型投資等目的的主要工具之一。 

根據碳揭露計畫( CDP，2021)報告顯示，全球已有超過 2,000 家公司正在

使用或是計劃在兩年內使用內部碳定價，其中不乏全球前 500 大的企業。內

部碳定價即是企業訂定自身碳排放價格，以作為向內部各單位收取碳排放費

用之基準，藉以促使企業在排放量上自我節制，推動更低碳的生產流程、研

發技術，或重新調整內部供應鏈，讓更多上游廠商因此邁向低碳生產，並進

一步降低下游廠商產品碳足跡。  

二、內部碳定價訂定流程 

(一)內部碳定價訂定步驟主要考量之四個面向：  

1.碳價格高低(高度)：碳價格高低須考量企業對的接受度與企業內部整體是採

統一 ICP，或依據各業務部門性質、時間長短、以及區域等，來採用不同之

ICP，來訂定一個符合企業目標之 ICP 價格。 

2.溫室氣體排放範圍(寬度)：釐清 ICP 所需納管的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與未來價

值鏈可能的碳排放趨勢，藉以提升 ICP 對協助降低這些排放量的認知。 

3.業務部門影響(深度)：須了解企業內部決策制定的程序，衡量 ICP 在不同業

業務部門的接受度，對業務部門決策的影響程度等。ICP 對各業務部門與其

價值鏈決策的影響程度愈大，對企業整體商業決策產生的影響亦愈大。 

4.發展歷程(時間)：ICP 訂定機制與實施須貼近企業實務上面臨的情況(如現

行氣候和能源政策)，並符合企業策略、文化與內部資源稟賦等。此外，考

量未來管制法規、以及技術發展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須定期檢視 ICP

訂定機制，使 ICP 機制對於公司的發展策略與低碳轉型方向具有效力。 

(二)內部碳定價訂定四步驟： 

1.促進企業內部各業務部門支持實施內部碳定價：(1)透過各業務部門與企業

整體價值鏈來確定企業自身的特性，包括使各業務部門瞭解企業低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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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立清楚的低碳目標。與(3)建立良好的示範案例，以彰顯 ICP 為企業帶

來的好處與商機，為推動 ICP 最有效的作法。 

2.規劃有效內部碳定價形式：  

(1)掌握整體價值鏈與上下游生產活動，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規

劃 ICP 之前，企業必須先清楚了解整體價值鏈排放量的情況，企業整體

排放範疇包含企業內部溫室氣體直接排放(即「範疇一排放(Scope 1)」，

如企業的製程作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間接排放(即「範疇二排放

(Scope 2)」，如企業外購的電力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與其他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即「範疇三排放(Scope 3)」，如員工商務旅行、原料或廢棄物之

運輸等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企業各生產活動與其所涉及之直接或間

接排放說明，如圖 1 所示。 

 

圖 1 GHG 排放範疇與企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WRI (2011)。 

(2)內部碳定價主要三種形式(參見表 1)，依據 2021年碳揭露計畫資料顯示，

其中影子價格為最普遍實施的形式(約 50%企業採用2)： 

 
2.資料來源：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The state of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by corporates globally, CDP (2021)。 



110 年 5 月專題   經濟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推動辦公室 

4 

 

A.內部碳費(Internal Carbon Fee)：主要目的為協助企業達成設定之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與鼓勵事業部門推動潔淨能源轉型。亦即企業針對內部事業

部門的碳排放，訂定並收取實際的費用。採用這種模式的企業，會根據

與每個事業部門消耗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向它們收費，然後把這

些收入用於獎勵減碳表現最佳的單位，促使高階主管讓減碳計畫產生成

效，達成碳排放目標；或是進一步投資低碳選項讓企業更永續環保。內

部碳費詳細運作方式如圖 2 所示。  

 

圖 2 企業內部碳費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CDP (2017)。 

B.影子價格(Shadow Pricing)：影子價格即如同企業其他成本一同納入投資、

氣候風險管理和長期策略的評估作業，以協助企業在評估投資案時，估

算潛在的碳成本，以做出有關能源、設備與材料等生產成本的決策。值

得注意的是，影子價格為一估算的成本並非實際支出項目，而是用來反

應在整個投資案進行期間，隨著公共政策和管制法規演變，公司預期為

碳排放支付的費用。例如，假設有公司正為新的發電廠選擇能源，化石

能源可能是在現行法規之下費用最低廉的選擇，但若考量到未來氣候政

策加嚴的碳定價調升的可能性，投資再生能源反而相較化石能源更具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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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隱含價格(Implicit pricing)：企業過去因遵守管制法規所支出的費用，例

如，企業遵守採用一定比例綠電之規範或汽油稅等費用支出，則視為隱

含價格。 

表 1 內部碳定價形式摘要 

項目 內部碳費 影子價格 隱含價格 

定義 

向事業部門收取其

溫室氣體排放量費

用。 

設算碳價格成本，並

納入企業投資、風險

管理和長期策略中，

作為投資計畫參考

與提升整體風險管

理效益。 

企業過去遵循氣

候相關的政策法

規，所付出之費用

成本。 

目標 

建立內部碳費收入

導入意味著公司內

實際資金的轉移，移

轉的資金可能用於

支持公司溫室氣體

減量的相關策略或

計畫。 

1.因應未來碳定價

政策之衝擊。 

2.評估整體供應鏈

的碳風險。 

找出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或符合氣

候政策與法規的

邊際減碳成本。 

費用訂定 

以達到企業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作為估

算基準。 

因現行或未來政策

與管制法規演變，企

業所設算將因此為

碳排放所付出價格。 

例如，將使用再生

能源的成本除以

所減少的排放量。 

碳價/噸 

(美元) 
$5~$20 $2–$893 － 

碳費收入用

途/資金投入 

公司內實際資金的

轉移用於支持公司

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資金投入低碳選項

之研究發展。 

無 
(因價格為回溯過去的投

資所產生，故無進一步資

金投入用途。) 

優點 

企業的排放目標和

低碳策略可傳達給

所有員工。 

1.協助篩選優先低

碳投資選項與對

未來碳定價相關

政策預為準備。 

2.易獲得高階主管

支持。 

3.被視為提升公司

整體的風險管理

1.了解企業本身碳

足跡與遵守法規

下的減碳成本。 

2.作為其他例如影

子價格機制實施

前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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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而非增加的

企業營運成本。 

挑戰 

1.初期內部在實施、

管理與高層支持等

面向可能面臨挑

戰。 

2.成立工作小組來執

行碳費收取與其收

入的妥善分配。 

1.由於影子價格是

理論上價格，未呈

顯於帳面上，短期

內無法顯示企業

減排的積極性與

轉投資於低碳選

項。 

2.因影子價格納入

企業氣候風險管

理效益評估中，員

工可能不會注意

到此價格。較無法

督促員工個人行

為低碳化。  

採回溯方式計算

價格，故相較於影

子價格，在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與朝

低碳選項投資的

誘因較小。 

資料來源：C2ES (2017)；本研究整理。 

(3)內部碳定價對企業在投資、氣候風險管理和長期策略等面向具有關鍵影

響力，表 2 顯示內部碳定價對企業決策面向的影響程度。 

表 2 納入內部碳定價的企業決策 

企業決策項目 
內部碳定價形式 

內部碳費 影子價格 隱含價格 

收取用於氣候行動或獎勵低碳

策略的費用 
〇  － 

作為商業決策中的基準(例如比

較計入內部碳定價前後，對內

部收益投資化石能源的預期收

益差異的影響)  

〇 〇 － 

作為總體成本中之財務指標 〇 〇 － 

在決策過程中提供量化數據  〇 － 

追蹤符合法規的價格，而不直

接影響策略 
 〇 － 

資料來源：CDP (2017)；本研究整理。  

註：「〇」表示有影響；「－」表示無影響。 

3.內部碳定價推動規劃 

影響

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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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內部碳定價示範計畫：藉由示範計畫檢視 ICP 形式是否符合企業所

面臨之環境現況，並瞭解示範計畫實際執行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與困難，

以及對企業決策過程可能產生的影響強度。 

A.應用於企業決策模擬：利用過去的決策評估流程，並比較其未納入 ICP

與納入 ICP 後的內部收益率差異，來檢視導入 ICP 方法是否會影響商業

決策的結果。 

B.應用於內部特定業務部門：依據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建議，財務部門應致力於揭

露氣候變遷資訊的透明化。內部碳定價即為一將氣候風險相關資訊揭露

於財務報告中的量化工具之一。 

C.應用於某一個特定決策上：例如將內部碳費納入能源採購決策中，來檢

視企業與員工對內部碳費的接受程度。 

(2)內部碳定價可應用於各業務部門多種碳排放工具中：ICP 可納入多種碳

排放成本的計算工具包括碳足跡計算工具與財務決策模型等，藉此協助

內部了解各項投資決策中碳排放的代價，提升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效益。 

(3)實施內部碳定價之適切時機：ICP 適當的規劃與適切的推動時機，能夠

提高內部接受度，ICP 推動亦可視為推動內部員工行為改變的信號，讓

更多內部相關人員認識 ICP 工具的執行與其應用方式。 

A.充分運用內部溝通管道：利用內部溝通管道，確實傳遞 ICP 機制更新、

推動時程，以落實 ICP 執行。 

B.避開與企業例行活動規劃時間：ICP 推動規劃應避開與相關部門的例行

活動時期(例如財務部門、營運部門與採購部門等的年度稽核報告時期)。 

C.納入董事會成員與示範計畫相關人員參與推動：由董事會成員介紹 ICP

企業案例，並讓示範計畫參與人員說明 ICP 實務上執行方法。 

4.滾動檢討內部碳定價執行機制：定期評估 ICP 執行進展，確保其依照預期

時程執行。ICP 機制評估項目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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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部碳定價機制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目標 ICP 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內部碳定價 4 架構 

1.高度衝擊 碳價格是否須調高或調低，以符合 ICP 積極的減碳目標？  

2.寬度衝擊 ICP 是否須調整以涵蓋企業 GHG 主要排放量？ 

3.深度衝擊 ICP 是否已整合至企業商業決策制定的程序中？ 

4.時間衝擊 ICP 是否須隨時間演進強化，以反映企業現況或外部氣候政

策的發展？  

行政負擔 執行 ICP 示範計畫參與人員，是否須減輕其行政負擔？ 

策略依循 ICP 是否和企業的其他政策或重點規劃具一致性？ 

資料來源：CDP (2017)；本研究整理。 

(三)訂定有效內部碳價之關鍵考量因素：企業訂定有效內部碳定價，所需的主要

考慮因素包括與企業 GHG 排放減量目標一致、主要 GHG 排放範疇界定、

碳價格設定方式、內部碳定價收入分配與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其相關內容說

明如表 4 所示。 

表 4 有效內部碳定價之關鍵考量因素 

關鍵因素 內容說明 

與企業目標一致 

內部碳定價規劃須符合企業的主要策略與目標，包括：投資

低碳發展，以協助企業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降低能

源成本或為未來管制法規預做準備。 

界定主要排放範

疇 

1.首先須了解自家排放廢氣的情況，確定直接排放(範疇 1)、

間接排放(範疇 2)與其他間接排放(範疇 3)來自企業整個供

應鏈等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界定內部碳價的邊界了涵蓋大

部分排放量。 

2.邊界界定亦取決於企業排放量量化的難易度。例如，範疇 3

排放可能占公司排放總量的最大份額，但可能是最難量化

計算。 

3.考慮從試點計劃開始，以獲得初步經驗和早期員工內部支

持。例如，若實施內部碳費，則可採對所有業務部門收取一

筆費用的形式，或僅對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比最大宗業務部

門徵收內部碳費的形式。若實施影子價格，則最初只能將

其應用於特別耗能的活動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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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價格設定方式 

1.依可協助企業實現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資金需求，來訂

定內部碳定價價格：企業整體須採統一的內部碳定價，並

定期調整，以反應企業的減量目標。 

2.綜合各因素來訂定內部碳定價價格： 

(1)實施內部碳費之企業，應避免落入「正確的價格(right 

price)」陷阱。因即便一開始內部碳費非常低，仍具引導

行為改變、提高意識與朝低碳選項投資等效果。 

(2)影子價格：應考量所在地區現行已施行碳定價或碳稅(如

歐盟排放交易系統的排放許可量價格)、未來預期的碳

成本與其他技術、市場與氣候政策變動等因素，並且在

長期價格預估應高於國家目前的碳定價。 

3.隱含價格：可依據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邊際減量成本，

或採用遵循現有氣候和能源政策已付出的成本為價格，作

為基準。 

碳費收入用途 

1.企業可基於其財務、屬性與偏好等考量，規劃內部碳定價

收入之重分配以及投資。 

2.企業針對事業部門收取碳排放費用，也同時提供獎勵，使

業務部門推動創新與行為改變。例如，將費用收入提供給

對減少業務部門的碳足跡之創新推動做法上。 

利益相關者支持 

1.無論採用哪種內部碳定價形式，從高層管理人員，到財務

經理，再到面對客戶的員工或工程師等的參與，對於 ICP 機

制在氣候變遷對企業影響的相關教育實屬必要。 

2.確保將內部碳定價納入企業永續發展策略中，以提升企業

整體的風險管理效益。 

3.允許員工提出有關內部碳定價收入用途的想法，以增加參

與感與對內部碳定價收入用途的理解。 

資料來源：C2ES (2017)；本研究整理。 

三、企業內部碳定價案例 

(一)Abengoa 公司： 

結合能源、通訊與運輸業的西班牙大廠 Abengoa，從 2014 年底開始進行

內部碳費機制規劃，其主要目的為獎勵各業務部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實

現 2020 年公司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惟該公司發現如何設定合適的價格，存

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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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ngoa 採用邊際減量成本曲線(Marginal Abatement Cost Curve, MACC)

了解不同的碳價格與減少的排放量間的關係。繼而依據 MACC 方法，推估出

若收取每噸「二氧化碳當量」9 美元的內部碳費，則可促使各業務部門減少 

5%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而實現公司 2020 年的減量目標。公司已於 2015

年啟動內部碳費機制，並於每季檢視相關業務部門之進度，且根據需要彈性

地調整 ICP 機制，以適應技術發展或其他外部政策改變之衝擊。 

 (二) ENGIE 能源公司： 

ENGIE 為一國際能源供應商，致力於減少能源消費與提供更多環境友善

解決方案，低碳轉型為公司核心經營目標之一。因此 ENGIE 納入影子價格

於公司中長期策略評估作業中，以反映隨著政府管制法規改變，企業朝低碳

能源轉型的成本，是否具投資效益。在計入影子價格後，ENGIE 在 2015 年

底決定停止開發新的煤炭產能。 

(三)法國電力公司(Electricite de France，EDF)： 

EDF 致力於降低公司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其採用歐盟排放交易系統

(EU ETS)的預期碳價(expected real price)來作為內部碳定價，藉由預期碳價來

模擬和管理有關的法規管制風險，以了解碳價格對公司中長期投資(20~30 年)

與收益的影響。 

EDF 為因應歐盟碳排放管制措施的可能的調整，公司成立跨部門(包括研

發、發電、貿易、戰略等部門)工作小組，每年提供目前與未來技術、預期燃

料價格與總體經濟環境的經濟分析予董事會，並就不同的預期碳價進行情境

模擬，來協助評估未來投資的獲利潛力。自 2005 年來，基於內部碳定價之

評估結果，以促使 EDF 陸續達成自家在歐洲發電廠碳排放量降低目標，且淘

汰排放量大且能源效率最差的電廠。 

四、結論 

綜上所述， 內部碳定價作為一個有效減少碳排放機制，不但能夠籌措資

金，亦能有助於提高員工減排意識，並透過收取內部碳費來形成支持低碳發

展的投資資金。許多國際企業開始透過實行內部碳定價制度，促使企業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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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放量上自我節制，甚至能刺激更低碳的生產流程、研發技術，或重新調

整內部供應鏈，讓更多上下游廠商因此也邁向低碳。惟在內部碳定價價格高

低考量應審慎，因內部碳價高低被視為企業 ICP 積極度的指標。 

相對國外企業積極因應氣候風險，臺灣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中，僅台

積電已採用內部碳定價機制，其中主要排放源的石油與天然氣產業，在內部

碳定價的實施與氣候風險資訊的透明度等項目上，皆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藉由國外企業 ICP 堆動的經驗，我國企業在規劃 ICP 機制上須考量的項目如

下： 

(一)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使利益相關人瞭解 ICP 機制規劃目的：針對企業內包

括高層管理人員、員工或工程師等，對於氣候變遷對企業營運之衝擊影響的

相關教育推動實屬必要；以確實傳遞企業實現減碳目標的企圖心與 ICP 是推

動企業自身低碳轉型的關鍵機制之訊息。 

(二)盤點企業整體價值鏈中主要排放源，確立其相關業務部門減碳的投資方向：

針對我國可能順應國際減量趨勢，逐步調高長期減量目標；歐盟及美日規劃

透過實施碳邊境調整措施(如碳關稅)，加強境內減碳；以及國際大廠紛紛開始

要求其所屬供應鏈導入綠色製造等變動。未來國內企業若要達成減量目標，

須導入其他減量措施。建議先掌握企業整體價值鏈與上下游生產活動，所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並採用 ICP 機制，將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經濟成

本設定價格，並進一步納入投資決策，以及早確立各業務部門減碳的投資方

向。 

(三)建構 ICP 評估機制：為因應現有的氣候和能源政策可能隨時間而調整改變，

建議企業須加強 ICP 彈性的調整機制，以適應未來減量技術發展、氣候政策

的調整或其他外部氣候環境威脅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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