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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溫室氣體引發氣候變遷問題已成為全球環境問題之首，尤其是京都議定書的生效，促使國際間積極發展各種減量機

制與規範。此時，我國若能跟隨國際發展趨勢，研定國內減量審議規範並協助產業開發減量活動，必定能提升我國產業競

爭力與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本研究是透過收集國際間計畫型減量活動，包含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與共同減量、國際排放

交易協會之自願性碳標準及ISO 14064-2標準規範等進行研析，並配合國際減量案例的分析擬定本研究調查問卷。爾後藉由

分析層級程序法、統計分析及重要-績效分析法之應用，探討各專家對國內初步擬定之減量計畫審議規範之看法與建議，

及國內產業就溫室氣體減量議題之管理措施與因應策略，並依據分析結果提出各產業短、中、長期可採行之減量計畫與管

理策略建議。 經由本研究探討與分析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 一、目前國際間以清潔發展機制推動最具成果，且相關施

行規範最為嚴謹，為各國最積極參與的減量機制。VCS標準由於適用非經京都體制國家與地區，對於我國廠商具有相當的

應用潛力。ISO 14064與ISO 14065系列標準由於具備國際公認性質，為世界各國廣泛採用最具共識性的第三者查證規範。 

二、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十五類計畫中，現階段以Scope 1能源工業類型計畫個數最多，其中又以相關可再生能源發電計畫

類型比例最高；研究結果顯示就外加性論述部份，論證內容主要著重於法律規範識別、投資分析及普遍性分析三項，以論

證提議計畫符合清潔發展機制外加性規範要求。 三、多數專家認同就國內現階段推動產業自願減量規劃，建議應以循序漸

進方式進行，即依據不同管理目標訂定相對應管理措施，且建議國內減量機制與規範之建構，可以清潔發展機制與自願性

碳標準系統作為建構之基礎，而未來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產業推行現況作逐步修訂，以符合國際規範要求。 四、就溫室氣

體減量議題因應現況，多數產業主要採取收集相關資訊，靜待政府規劃，並自主性推行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活動，以因應

未來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可能的總量管制要求。 五、就溫室氣體議題六大構面之重要-績效分析結果顯示，以減量措施或

技術構面及其他類型管理活動構面落在第一象限優先改善區範圍內，為各產業應優先評估改善之構面。 六、就減量技術面

向，各產業短期規劃可採行相關設備更新與改善計畫、中期規劃可採行相關再生能源發展計畫、長期規劃可採行相關節能

設備設置與改善計畫。就管理策略面向，各產業短期規劃可訂定相關能源效率改善策略、中期規劃可訂定相關參與國際減

量資訊交流活動策略、長期規劃可訂定相關資源保存策略。 關鍵字：溫室氣體、清潔發展機制、計畫型減量活動、分析層

級程序法、重要-績效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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