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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量

364
億公噸 CO2/年 公噸 CO2/年

CO2減量
與抵銷

364
億公噸 CO2/年

資料來源：英國標準協會BSI；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全球升溫1.5°C特别報告
* GHG： Greenhouse Gas, 溫室效應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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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定義

−碳中和：產品所產生的碳排量，透過自我減量(Reduction)與外部抵換(Offset)後，抵銷碳足跡

−淨零碳排：產品減少或停止排放溫室氣體(GHG)，並扣除經過認證的移除量後，其淨值為零

碳排量與減碳量相互抵消
達到淨零碳排

碳中和與淨零碳排

金屬中心MII成果，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Metal Industry Intellig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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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與碳當量

https://www.caro.ie/knowledge-hub/general-information/science-of-climate-change/greenhouse-gases

https://www.towcestermedicalcentre.co.uk/https-www-towcestermedicalcentre-co-uk-space-to-talk/alcohol-information/

製造活動之溫室氣體對整體碳排占比各種溫室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GWP)比較

GWP
概念
相似於…

CO2
甲烷

N2O

氟化
氣體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based on Global Carbon Project; BP; Maddison; UNWPP.
註1：2019年水準，生產1度電產生0.55公斤CO2；2021年我國電力碳排係數為0.509公斤CO2e/度
註2：「能源類」如工業、運輸、建物等；「農業/林業類」如草地、農田、森離砍伐、作物燃燒、農業土壤、牲畜糞便等；「工業生產副產品」如水泥、化工、石化等；「廢棄物類」如廢水、

垃圾等分解等。「化石燃料」亦稱礦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氣等

◼2019年全球碳排量約364億公噸[1]，其分布多集中於工業大國，以中國大陸(28%)、美國(14%)、歐盟(8%)、印

度(7%)與俄羅斯(5%)位居前五，合計占比逾六成

◼碳排來源以能源使用(73%)為主，其餘則為農業/林業(18%)、工業生產副產品(5%)、廢棄物(3%)等使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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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億公噸

1.0億公噸

2019年全球碳排量分布概況碳排前十大國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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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排大戶以工業國家居冠

金屬中心MII成果，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Metal Industry Intellig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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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carbon-intensity-electricity

全球電力排碳係數比較
➢ 瑞典：98.2%電力來自低碳能源

(水力發電40.3%、風力發電19.4%)
➢ 美國：2022年太陽能成長3.5%、化石燃料減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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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

https://www.tairoa.org.tw/uploadfiles/file/CBAM%E4%B8

%AD%E6%96%87%E6%91%98%E8%AD%AF.pdf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mmodity/carbon

歐盟ETS價格
(浮動、上揚)

➢ 進口公告之涵蓋貨品至歐盟區域應
購買CBAM憑證

➢ 產品免費配額可扣除；2026年後
此機制後可能退場

➢ 2023年1月1日生效；
2027年起實際課徵 CBAM 憑證

➢ 進口商應每季向 CBAM 主管機關提
交CBAM 報告，包含該季度進口數
量、實際產品碳含量、實際產品間
接排放碳含量、於出口國繳納碳價

➢ CBAM 報告最遲於該季過後 1 個月
內提交。CBAM 主管機關應對未提
交 CBAM 報告的申報人處以勸誡性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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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關政策及資源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BA5CC3D71A1BF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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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抵換 - 太陽光電
➢ 西班牙2022年自用太陽能電力發電總量達2,649百萬瓦(MW)，較2021年成長130%

，相當於西國2座核電廠發電量。其中61% (1,625 百萬瓦)來自工業設置，39%源於
住宅設置

➢ 法國政府於2022年11月通過規定，擁有80個停車位以上的停車場在2027年前必須要
安裝太陽能板；超過400個車位的停車場，則需要在2025年前讓一半的空間被太陽能
板覆蓋

https://www.cnbc.com/2022/12/03/parking-lots-becoming-as-important-as-cars-in-climate-change-efforts.html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5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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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抵換 - 自然碳匯
➢ 跨國碳權交易平台 (如新加坡Climate Impact X)

➢ 綠碳：
計算植物體內二氧化碳的進出量，也就是將收入（吸收量）扣掉支出（排放量）
，就能得到淨收入（碳匯）

➢ 藍碳：
測定較困難(開放環境)，碳權發行量少

➢ 黃碳：
測定方法建立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W2PlvMpZs

https://esg.gvm.com.tw/article/10903

綠碳 (森林碳匯)藍碳 (藻類、紅樹林) 黃碳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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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ea.europa.eu/help/glossary/eea-glossary/cradle-to-grave

ISO-14064-1

ISO-14067

組織碳盤查
(公司、子公司)

產品碳足跡
(單一品項)

組織碳盤查與產品碳足跡

製造 –交易完成
(搖籃 –大門)

製造 –壽命終結
(搖籃 –墳墓)



產業減
碳

資訊平
台

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台

碳抵換
⚫ 減量方法
⚫ 抵換專案案件
⚫ 減量額度帳戶
⚫ 合格認證/查證機構

碳盤查

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
⚫ 淨零專區
⚫ 碳盤查專區
⚫ 產業輔導資源成果

節能技術廠商交流平台

碳減量
⚫ 技術/產品資訊
⚫ 輔導工具
⚫ 輔導/補助資訊
⚫ 諮詢/媒合

產業
碳估算
工具

產業碳估算工具
試算練習區

(訪客)
產業別試算區
(製造/服務業)

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輔導專線
0800-000-257

輔導資源搜尋

掌握碳排分布概算碳排量

聯絡
窗口

聯絡
窗口

產基會
(02)7704-5248

綠基會
(04)2350-8042

環保署
(02)2311-7722 #2795

聯絡
窗口

輔導專線
中企處 0800-035399

CEO減碳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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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關政策及資源

資料來源：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工業局『產業淨零趨勢與因應做法』簡報



講習班 種子班CEO班

管理人才養成01 實務課程因材施教 建立基礎能力02 03

結合各界專家能量，協助產業跨出減碳第一步，邁向淨零轉型

課程
重點

國內外淨零趨勢
政府資源

線上基礎+實體案例教學
經濟部金好算軟體試算

ISO碳盤查(碳足跡)
案例研討+自廠碳排計算

對象
公司高階主管

鼓勵公司啟動淨零
公協會/工業區

瞭解排放/供應鏈要求盤查
公協會/工業區

法規/供應鏈要求查證者

訓練天數 半天 1天 3天(+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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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家帶隊由上而下提升企業減碳認知

112年
即刻啟動

依需求
選擇課程

政府相關政策及資源 (續)

資料來源：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工業局『產業淨零趨勢與因應做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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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盤點耗能設備

量化能源基線

提出改善方案

制訂推動措施

建立管理制度

檢視節能成效

協助補助申請

節省運轉成本

提高競爭優勢

免費服務

3

4

• 空壓
（1）壓縮空氣耗能診斷
（2）管線洩漏檢測
（3）系統最適化建議

• 鍋爐／製程
（1）燃料替代評估
（2）製程設備效率評估
（3）熱回收評估

• 泵浦
（1）泵浦變頻調速
（2）泵浦耗能建議

• 風機
（1）風機變頻調速
（2）風機耗能建議
( 3 ) 風扇改用高效率節

能葉片

• 電力
（1）契約容量最佳化
（2）電力品質診斷
（3）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 空調

（1）空調耗能建議
（2）風機最適化評估
（3）冰水機效能診斷
（4）冷卻水塔效能評估
（5）水泵效能評估

協助進行能源分析、問題診斷，提出改善建議

節能輔導資源助攻減碳

12

政府相關政策及資源 (續)

資料來源：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工業局『產業淨零趨勢與因應做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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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工業局『產業淨零趨勢與因應做法』簡報
* 七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氫氟碳化物(HFC)、全氟化碳(PFC)、六氟化碳(SF6)、三氟化氮(NF3)

碳盤查範疇

範疇一
直接排放

範疇二
能源間接排放

針對工廠營運過程產生7種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全廠排放量盤查
作業，以CO2當量(CO2e)表示。

溫室氣體排放量 活動數據 (燃料耗用量、用電量等) GHG排放係數 GWP值

範疇三
其他間接排放

租賃、委外業務
、員工通勤、商
務旅行、上下游
運輸和配送等。

環
保
署/

金
管
會
管
制
範
圍

公司外部產生
(非擁有或控制)
所有間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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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指標業者之淨零願景
TOYOTA-以純電車、xHV推動減碳行動方案至淨零目標

全球工廠淨零
(範疇一、二)

產品生命週期淨零
(範疇一、二、三)

TOYOTA Global Car-to-Car Recycle Project
➢ 材料製造、部件製造、車輛製造階段之減廢
➢ 物流、車輛運行減碳排
➢ 廢棄原料、部件回收再利用

➢ 再生能源應用
➢ 氫能應用

https://global.toyota/en/sustainability/esg/environmental/?padid=ag478_from_header_menu

產品減排
(範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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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業者碳盤查數據分享
以日本為例

* 碳排數字來自2022年，日本經濟產業省『令和元（2019）年度温室効果ガス排出量の集計結果』報告

➢ 製造業佔整體碳排量75.7%；鋼鐵業佔製造業分類中的75%
➢ 金屬製品及非鐵金屬製品產業排放之溫室氣體均為CO2 (99%以上)
➢ 非鐵金屬之總碳排量約為金屬製品產業之2倍

➢ 營業額約NT$ 207億元；員工數2,744人
➢ 年度碳排量：56,216 噸CO2e

冷鍛
成形

精密
加工

熱處
理

雷射
銲接

https://aisin-kiko.jp/
https://www.kawadakk.jp/technology/integrated

➢ 營業額約NT$ 31.2億元；員工數578人
➢ 年度碳排量：24,729 噸CO2e

熱鍛
成形

模具
加工

熱處
理

銲接

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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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業者碳盤查數據分享
以日本為例

➢ 營業額約NT$ 64.1億元；員工數598人
➢ 年度碳排量：16,770 噸CO2e

熱鍛
成形

模具
加工

熱處
理

* 碳排數字來自2022年，日本經濟產業省『令和元（2019）年度温室効果ガス排出量の集計結果』報告

https://ssc-ltd.co.jp/

表面
處理

(M3 ~ M22) (M22 ~ M100)

冷鍛
成形

➢ 營業額約NT$ 45.8億元；員工數345人
➢ 年度碳排量：23,800 噸CO2e

熱處
理

熱鍛
成形

模具
加工

冷鍛
成形

https://www.gohsyu.com/equipment/

月產量：610萬件

月產量：310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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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業者碳盤查數據分享
以日本為例

➢ 營業額約NT$ 10.5億元；員工數160人
➢ 年度碳排量：7,420 噸CO2e

* 碳排數字來自2022年，日本經濟產業省『令和元（2019）年度温室効果ガス排出量の集計結果』報告

鋼鐵製品 鋁合金製品

http://www.tfo-corp.co.jp/

➢ 營業額約NT$ 6.9億元；員工數149人
➢ 年度碳排量：9, 648噸CO2e

http://www.seitan.co.jp/

熱鍛
成形

模具
加工

熱處
理

熱鍛
成形

模具
加工

熱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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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ssenKrupp(德)-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導入智慧自動化技術

https://www.thyssenkrupp.com/en/stories/engineering-and-innovation/making-plans-for-the-future-at-the-homburg-site

➢ 鋼材製程減碳：bluemint鋼料降低碳排70%以上 (2.1 CO2e/ton→ 0.6 CO2e/ton)

➢ 數位轉型導入：供應鏈數據化、透明化；藉AI技術控管物流，減少耗損、浪費
；投資NT$25億元建置新鍛造產線，透過高度自動化減少能耗
37%，單站碳排料減少512噸CO2e

鍛造業者減碳規劃案例 1



19https://www.aisin.com/jp/pdf/aisin_cn_book.pdf

鍛造業者減碳規劃案例 2
Step 1 – 設定目標



20https://www.aisin.com/jp/pdf/aisin_cn_book.pdf

鍛造業者減碳規劃案例 2(續)
Step 2 – 設定範疇與場域



21https://www.aisin.com/jp/pdf/aisin_cn_book.pdf

鍛造業者減碳規劃案例 2(續)
Step 3 – 技術手段導入



22

https://www.aisin.com/jp/investors/settlement/sustainability_presentation_Mizushima_1.pdf

鍛造業者減碳規劃案例 2(續)
Step 4 – 成效檢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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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成形產業製程現況

胚料預熱

模具預熱

熱鍛/熱擠 熱處理

機加工

➢加熱方式：
燃料→感應加熱

➢分階段預熱，促
使設備功率穩定

➢加熱方式：
電熱/感應加熱

➢降低溫度-溫鍛
(減少20%電費)

➢減少加工量-近淨型
(提升10%得料率)

➢鍛造工序合併
(縮減道次)

模具/鍛品
清潔

➢加熱方式-電熱→
太陽能

➢酸、鹼洗廢液回收→
循環再利用(NaOH)

➢二次產品(CaCO3)

➢切削油循環時間提升
➢配品/邊角料
分類回收

➢動線規劃
(縮減製造週期)

➢製程排序
(同質性合併處理)

節能減排 製程減廢

➢ 熱間成形製程包含製程前模具/胚料加熱、主製程、機械加工、製程後熱處理、表面處理等程序，碳排主
要來自材料加熱/冷卻及設備能耗，加熱技術目前以電力為主，燃氣/油為輔。製程中潤滑、製程後酸鹼洗
等廢棄物處理也是碳排項目之一。

➢ 冷間成形製程雖無需加熱，但需進行退火、球化、抽線等前處理。其成形製程中碳排主要來自設備能耗(
電力間接排放)、製程餘料與廢棄物等。

可行減碳方案

金屬製品製程減碳方案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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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製品製程減碳方向倡議 (續)

計畫成果聯繫窗口：黃建泩博士 (07-3513121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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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製品製程減碳方向倡議 (續)

◼ 感應馬達外嵌加裝變頻器調速約可以節能10%以上
◼ 換裝永磁馬達和驅動器，優化設備動系約可以節能20%以上
◼ 以射出機系統場域為例，開發機器學習法則外嵌於碳化矽驅動器

，可再次優化並達成全程提升節能率20%。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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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