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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碳中和聯盟共同合作協助
機械業、工具機業之碳中和的

盤查服務與技術研發

♥學術界：逢甲大學

♥研究機構：工研院智慧感測與系統科技
中心、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財團
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產業界公會：台灣工具機暨零組件工業
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研究機構、產業界公會等分別依筆劃排列)



工商公協會的建議
全國工業總會、工商協進會、電機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等於2022年3月16日對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及環保署提出六項建議：

@應更鼓勵業者設置再生能源裝置

@研議綠電依不同產業需求合理分配

@輔導業者建立碳盤查能力

@建構外部查驗機構驗證能量且確保查證結果

可被國際認可

@國內的碳費徵收可向CBAM申請抵減，避免

雙重課稅

@建置可與國際連結的碳權交易機制



工業總會的呼籲
全國工業總會於2021年10月1日對產業有三大呼籲

@產業減碳應納入循環經濟思維，從產線開始，
減少生產對環境會有負擔的產品。

@從公司治理角度推動低碳轉型，並完善組織本
身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化工具，還要將相關做法推
展到供應鏈廠商，將社會企業責任(CSR)內化為
產業DNA，推動具體減碳行動，累積碳權研究資
料與大數據資料庫。

@加重節能、儲能、智慧系統整合等綠色製程與
設備的投資與推動，業界需與學界、法人單位緊
密合作。



業界轉型存亡
減碳人才跟不上(1/2)

●依據2021年10月20日聯合報●

氣候變遷除了乾旱、淹水等環境影響，還帶來產業低碳
轉型風險，對業界是"立即挑戰及生死存亡關鍵"，人才
需求非常迫切，政府跟教育端雖已開始注意到，但多數
學校教的仍然是科研，無法跟產業實務連結。企業減碳
要先清楚自家的碳排放量，包括直接排放、間接排放，
甚至投資或購買的上游產品碳排放量也要納入，這都需
要建立"碳盤查"技能；另須了解產業發展及國際議題，
才能為企業訂定正確的減碳目標，及還要研擬減碳路徑
及轉型措施，如更換耗能設備、使用去碳能源甚至發展
負碳技術等，才能完整落實低碳轉型。



業界轉型存亡
減碳人才跟不上(2/2)

●依據2021年10月20日聯合報●

現在無論業界、學界或公務部門，對於減碳人才
都有很大需求，學校教育應盡快加強培育減碳人
才及相關知識，過去大學教育多半教導氣候變遷
肇因及趨勢，卻忽略探討解決方案，規劃之課程
要協助學生了解排放趨勢、量化模型估算，以及
須透過哪些政策工具才能落實淨零目標。氣候變
遷已帶動社會全面翻轉，台灣教育過往討論不夠
多，未來應加強投入資源，才能及時儲備人才。



全體上市櫃公司做碳盤查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會)2022年1月13日宣布將推動上市櫃永續發展路徑圖，
從2023年起到2029年，以為期七年時間，採四大階段來達到全體上市櫃公司做
“碳盤查”並查證的終極目標。金管會主委黃天牧直言，外資很在乎ESG，永續發
展路徑圖是健全市場制度，此制度可讓外資知道台灣上市櫃公司的永續價值可以
和國際接軌，公司不是只有EPS或是本益比，而是讓永續價值可以跟國際接軌，
讓外資更加認同。

●揭露對象：按實收資本額自2023年起分階段推動；鋼鐵、水泥業自2023年起揭
露。

●揭露內容—範疇一：溫室氣體直接排放；範疇二：能源間接排放量。

◆2027年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且與財務報表範圍一致。

◆2029年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查證且與財務報表範圍一致。



超前部署永續發展
●歐盟CBAM將針對出口至歐盟的高耗能
產品收取碳關稅，美國、英國、日本、加
拿大等正研議跟進。歐盟初期納管水泥、
鋼鐵、鋁、肥料、電力，並考慮將擴大至
煉油、造紙、玻璃等業別的產品，將會依
照該產品所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應支
付的碳價格；2023至2025年為過渡階段，
只會要求申報其出口產品排碳量、出口國
的碳定價資訊等，2026年起實際徵收產品
的碳關稅；若出口商未遵行申報義務，歐
盟各國得對出口廠商進行裁罰。歐盟
CBAM以後勢必將會慢慢針對所有進口歐
盟的產品，台灣產官學研界應超前部署合
作來協助企業(尤其是出口佔多數的產品)，
進行碳盤查，進而研發節能減耗技術，以
助益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及永續發展。

(https://e-info.org.tw/node/232424)



碳盤查的需求
●全球淨零減碳時程箭在弦上，歐盟2023年就將開始試行碳
關稅(2026年才會正式向出口廠商開徵)，將要求出口廠商落
實產品碳排放量申報與出口國碳定價資訊揭露等，直接影響
台廠出口到歐洲成本，美國、日本也將跟進，最快在2023年
起，台之蘋鏈電子廠也需面對蘋果的淨零碳排要求，全球碳
排淨零風潮逐漸轉為政策；台泥董事長張安平2022年1月表
示，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做好“碳足跡盤查”，企業必須先把碳
足跡算清楚，否則如何知道該收多少碳費，而企業又怎麼知
道如何減碳。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理事何壽川先生於2021年10月
1日說：如何計算碳足跡(碳盤查)是中小企業最困難的問題。

◆台廠所面臨的問題是連碳盤查都難以落實◆



亟需完整且正確的碳盤查
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2022年2月公布全球企業碳盤查調查
結果：

@完整性：儘管全球有85%的企業深度關切減排議題，在過去五年中，只有一成左
右的企業成功實現減碳的願景(達成減碳目標的75%以上)，逾九成無法做到完整碳
盤查，突顯企業要將理念化為具體行動仍面臨不少困難。企業內部有關的碳排放，
一是直接來自於企業活動產生的排放(範疇一)，如企業的設施或車輛產生的排放，
另一是企業購買的能源所產生的排放(範疇二)；這些稱為內部排放。外部排放，是
指企業供應鏈相關的排放(範疇三)，無論是上游—如購買的貨物，或是下游—如公
司產品的運輸配送，或產品的使用以及與產品壽命結束相關的處理。81%的企業忽
略了部分企業內部(範疇一和二)排放，66%未提出任何外部排放(範疇三)報告，然
範疇三佔企業碳排高達六到八成，範疇三的碳排計算是企業亟需突破的關卡。

@正確性：僅有9%的企業有能力完整計算所有範疇(範疇一、二、三)的排放，參
與調查的企業甚至估計碳排計算的錯誤率約落在30%~40%的區間。

@經常性：53%的企業表示因為碳盤查頻率不足，難以依此做出減排決策。

@自動化：86%的企業仍在用試算表手動記錄和報告其排放量，AI工具可以協助企
業定期準確地計算碳排，達成減碳目標，企業可以利用AI自動清理和比對資料、
推斷價值鏈上所產生的排放量及缺失的資料、優化減碳計畫等；BCG指出，經驗
顯示，AI能透過確定最佳的計畫、追蹤結果及優化營運，讓公司的排放量減少多
達40%。



碳盤查亟需實務上的協助
●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22年2月公布
全球企業碳盤查調查結果呼籲：

企業界亟需完整且正確的碳
盤查。

●雖然有碳盤查的講習班與課程
、碳盤查之計算服務平台，但是

能完整且正確的完成碳盤查之
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產業實
務的盤查輔導經驗，這可經由
產學研界有盤查輔導經驗的
人來帶領，經過幾次盤查輔導就
會熟悉了解，進而可培育盤查人
員能獨當一面；當然輔導不同公
司或工廠，會因企業規模以及產
業/產品特性，困難度有所差異。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199)



碳盤查的系統化及智慧化
●完成所有排放源的計算方法選擇、和完整且正確
的數據收集之後，則設置整個溫室氣體盤查清單；
溫室氣體盤查清單應包含：每種溫室氣體的直接溫
室氣體排放量，溫室氣體移除量，能源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量，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源自生物質
燃燒的直接CO2排放量等。

●為保證盤查過程和數據訊息能夠滿足相關性、完
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和透明度的原則，需要建
立溫室氣體之系統化(IT化)的文件與記錄管理程序
。進而再善用AIoT、5G、雲端、區塊鏈等數位科技
，透過資料分析與運算之強化、利用AI做即時排放
估測或排放預測，將有助於企業落實永續的發展。



產學研聯盟的盤查服務
●逢甲大學、工研院智慧感測與系統科技中心、工研院智
慧機械科技中心、及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共同合作為中
小企業廠商，分別依需求對應ISO 50001、ISO 14064-1、或
ISO 14067來提供碳盤查服務，由產學研界有盤查輔導實務
經驗的人，來帶領業界/學生進行盤查輔導，了解廠區、產
品、能源，究竟碳排量有多少? 進行熱點分析找出高碳排的
所在，分析到底是電能、原料、還是設備? 及建立業界的盤
查能力與培育人才，並跟驗證機構合作協助進行驗證。

●聯盟提供企業之全廠耗能與設備用能問題診斷、檢測、
及提供改善建議方案，協助建立數位化及AIoT系統，導入
設備的生產數據與能源數據上雲端、及即時連線的能源管
理系統，運用系統化及智慧化技術，協助業界建立即時計
算碳足跡及能耗量、甚至預測碳足跡及能耗量的能力，及
培育AIoT及IT化盤查與能源管理的人才。



聯盟的技術研發、策略與目標
●技術研發：產學研合作探討設備、製程、原料、產品
設計、…等如何優化品質、性能、與生產效率，以及同
時減能耗與減碳排的研發議題，進行產學研合作計畫案
並向政府部會申請計畫經費補助。

◆策略研擬：協助提供企業供應鏈商減碳、縮短物流、
在地採購之建議方案；評估企業自己能設置多少再生能
源?占整體比重最多可到多少?有多少需要外購?；協助企
業分析與評估碳交易、碳抵減等碳權事宜。

■目標：協助企業廠商能同時智能優化產品品質、智能
優化產品精度、智能優化生產效率、節能減耗、以及實
現碳中和/淨零碳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