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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碳權交易所國外減量額度交易平台啟動儀式 

黃主任委員致詞稿 

112年 12月 22日 

龔主委(明鑫)、薛部長(富盛)、王部長(美花)、沈董事長(榮

津)、林董事長(修銘)，以及本次與會響應首批國外減量額度交易

的企業代表先進、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今天是對我國推動淨零碳排非常重要的日子，臺灣碳權交易

所在今天啟動國外減量額度平臺交易。碳的議題對全球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議題，包括近日剛結束的)，聯合國公布了首份全球盤點

報告(Global Stocktake)，結論並不是那麼符合期待，盤點報告指出，

如果要達成全球限溫 1.5°C標準下，以目前碳排情形(以 2019年為

基準)，預估在 2030 年還須減碳 43%，2035 年則須減碳 60%，因

此減碳已成為各國當務之急。 

在 COP 28 會議期間，2023 年 12 月 3 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總裁 Kristalina Georgieva、歐盟委員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 Ngozi Okonjo-Iweala 聯名於倫

敦金融時報發表一篇專文，提醒各國要重視碳的定價和交易的問

題，認為碳定價是一個有效、符合成本效益且透明的機制。國發

會發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中，也將碳定價及碳交

易列為完善基礎環境的重要策略。在此也特別感謝環境部，在今

年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特別納入委託碳權交易所辦理額

度交易的條文。本會歷年在推動永續發展的方案中，持續注意各

國在推動永續上的基礎建設，包括韓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

https://unfccc.int/topics/global-stock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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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都在推動碳權交易機制，因此臺灣需要一個碳交易平臺來完

善永續基礎環境，在國發會、環境部、經濟部、證交所以及本會

經過半年的努力下，終於有今日的成果。 

資本市場的永續發展推動，一直是本會近年的重要工作，本

會於去(2022)年 3 月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以資本

額為指標，分階段推動全體上市櫃公司於 2027年完成溫室氣體盤

查，2029年完成溫室氣體盤查的確信，營造健全永續發展 ESG生

態體系。這是非常艱鉅的工程，且盤查和確信不僅包含母公司本

身，還須包含納入合併財報的子公司。 

今年本會則進入公司治理的第四階段，推動企業永續發展行

動方案，其中推動重點之一即為引領企業淨零，包含推動上市櫃

公司設定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鼓勵企業揭露溫室氣

體範疇三資訊，並協助建置我國減量額度交易機制。 

此外，本會亦積極回應國際永續發展行動，配合國際永續準

則理事會(ISSB)於今年 6 月發布永續揭露準則第 S1 號「永續相關

財務資訊揭露之一般規定」及第 S2 號「氣候相關揭露」，本會在

7月底對外說明準備採納相關準則，經過與外界溝通後，於今年 8

月 17 日發布我國將完全接軌(Fully Adopt)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永續揭露準則藍圖，自 2026 年會計年度起，分三階段適用 IFRS

永續揭露準則。這是亞洲第一個國家宣布完全接軌，也顯現我們

的決心以及在永續路徑上展現擁抱世界普遍價值的企圖心。在此

也感謝在座各部會以及企業先進給予我們的配合與支持。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此見證臺灣碳權交易所國外減量額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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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的啟動，大家對這個平臺可能有很多的期待與指導，但相信

這只是一個開始。相信透過碳交易發展，能完善我國淨零排放基

礎環境，協助臺灣企業滿足供應鏈或碳中和之需求，促進碳權價

格發現功能，未來並可進一步引導資金挹注於低碳創新技術，加

速形成綠能、環保等新興產業聚落，以發揮淨零綜效。就如同本

次論壇主題「Navigating the Carbon Trading Era」， Navigating是一

個中性的「導航」的意思，但 Navigating 需要有方向，也會遇到

問題與困難，今天的開始不只是開始往前走，對未來可能遇到的

問題也要預先做好準備，才能順利將我國碳權交易平臺走出我們

的特質與競爭力。老子道德經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始於

足下不僅是踏出第一步，也是面對未來的困難與問題，並做好準

備。希望與大家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