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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110年度研究報告提要表 
填表人：曾致憲、林佳旻 

填表日期：110年 12月 20日 

研究項目 我國發展綠色商品期貨之可行性研究 

研究單位 

及人員 
臺灣期貨交易所曾致憲、林佳旻 

研究 

時間 

民國 110年 1月 1日至民

國 110年 12月 20日止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壹、研究內容重點 

一、國外再生能源憑證、碳交易相關發展情形： 

(一) 再生能源憑證及期貨：再生能源憑證表彰再生能源環境附加價值，

憑證制度可加強再生能源發電誘因，並促使企業增加使用再生能源

電力，進而減緩全球暖化趨勢。目前有美國、英國、德國、日本、

韓國及中國等國採用該制度，各國再生能源憑證大致可分強制性及

自願性，購買憑證可分為電證分離及電證合一兩種方式，全球再生

能源憑證市場中以美國為最成熟，除現貨市場，亦有期貨市場，其

係以強制性再生能源憑證為標的，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市場由於規

格未能統一等因素，尚未發展期貨市場。國際交易所中，有洲際美

洲期貨交易所(ICE Futures US)及 Nodal交易所針對美國強制性再生

能源憑證推出實物交割期貨及期貨選擇權，惟交易不甚活絡，其中

ICE 23檔期貨及期貨選擇權 2021年 1至 10月合計日均量約 2,899

口，Nodal 55檔期貨及期貨選擇權 2020年合計日均量約 438口。 

(二) 碳交易及碳權期貨：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日益嚴峻，各國除積

極推動前述能源轉型，亦透過訂定減碳目標、實行碳交易或徵收碳

費/碳稅，促進減少碳排。歐盟碳交易體系(EU ETS)為發展最早、最

具規模之碳交易市場，之後中國、韓國、紐西蘭等國或北美區域溫

室氣體倡議(RGGI)及北美西部氣候倡議(WCI)等區域性組織亦發展

自身碳交易市場，2020 年現貨市場成交量達 10,330 百萬公噸，成

交值達 2,291億歐元。此外，全球計有 4家交易所推出碳權期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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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包括洲際交易所(ICE)、歐洲能源交易所(EEX)、那斯達克

交易所(Nasdaq)及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ICE 碳權商品今年 1

至 10 月合計日均量約 58,317 口，又以歐盟碳排放配額(EUA)期貨

及期貨選擇權最為活絡，日均量分別為 39,709口及 17,252口。 

二、我國再生能源憑證、碳交易相關發展情形： 

(一) 再生能源憑證：2017年我國電業法修法，在再生能源電力供給及需

求上選擇更形多元，同年並成立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發行臺灣

再生能源憑證(T-REC)協助再生能源憑證市場化，目前再生能源憑

證交易方式有直轉供(電證合一)及自發自用(電證分離)兩種，自

2017年以來，累計交易量近 70萬張。其中以直轉供交易模式為主，

占全體交易 98%以上，惟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並不公布成交價格，且

法規規定僅能轉讓一次，影響市場透明度及流動性。 

(二) 碳交易：2015年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生效，強制排碳大

戶每年須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其排碳量，初步完成盤查、

登錄及查驗機制，惟就採用碳交易或碳稅/碳費，碳定價機制遲未定

案。今年環保署提出修正草案，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入法，並增訂

碳費徵收制度專章，國內初期將採「徵收碳費」方式，直接依溫室

氣體排放量向排放源收費，不發展碳權商品，惟增訂多項碳交易名

詞定義及我國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交易制度等

相關規劃，以保留未來實施碳交易彈性。 

貳、結論與建議 

一、 可行性分析 

(一) 再生能源憑證期貨：我國再生能源憑證現貨市場面臨供給量低、需

求高且交易集中於單一買家情形，高度採用電證合一交易模式，憑

證單獨買賣並不常見，且限制僅能轉讓一次，市場上憑證流動性低，

現貨市場發展尚屬初期，現階段較不易發展期貨商品。 

(二) 碳權期貨：目前政府定調初期採「徵收碳費」作為國內碳定價機制，

將不發展碳交易及碳權商品，由環保署將收入專款專用於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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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計劃及技術。雖國內碳權法制已較先前完善，但仍未訂定配額

核發方式，亦無碳權現貨交易平台，且目前 288 家納管業者大多屬

能源及製造部門，倘暫以該二部門推估初期國內碳市場規模，合計

年減排需求量僅約 179.3 萬公噸 CO2e，以 2017 年本公司委外研究

建議之我國一口碳權期貨契約等同 100 公噸 CO2e 換算推估，年市

場規模僅約 17,930口，需求不大，且市場可能面臨碳排放量過度集

中於少數業者，流動性不足及需求過於單一，不易發展期貨商品。 

二、 建議作法 

由於目前發行再生能源憑證期貨及碳權期貨可行性低，而現貨市場有足

夠規模為期貨市場流動性充足之必要條件，建議於再生能源憑證及碳交易現

貨市場達成以下條件後，再行考量推出期貨商品： 

(一) 再生能源憑證方面 

1. 供需失衡及交易高度集中狀況改善 

目前再生能源憑證市場呈現供不應求，且絕大部分憑證由單一買家

購買，倘政府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及申請憑證等供給面誘因，有助降

低現貨市場供需失衡現況。 

2. 強化實施強制性再生能源憑證 

由於我國再生能源憑證以自願交易為主，目前僅規定用電大戶須強

制購買一定數量再生能源憑證，且尚有增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

能設備或繳納代金等其他替代選項，需適度強化強制性再生能源憑

證使用規定，以欲提升我國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3. 活絡再生能源憑證市場 

目前再生能源憑證轉讓以一次為限，未來若放寬相關規定，強化有

價證券經濟目的，以作為期貨實物交割標的，且若未來公開憑證買

賣價格，方可作為未來期貨到期現金結算參考價格。 

(二) 碳交易方面： 

碳權現貨市場具足夠規模為發展碳權期貨必要前提，政府除已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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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制目標，必須決定配額核發方式及建置碳權現貨交易平台，

且為增加市場參與者、提升市場流動性，政府需逐步擴大納管產業，

訂定更積極減量目標，促進各業者減量措施力道，提升整體減碳需

求，創造碳現貨市場交易誘因，於碳交易市場建立，且具足夠規模

後，再行研議推出期貨商品之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