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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p28.com/en/what-is-cop

COP28 阿聯酋 -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正於2023年11月30日至2023年12月12日招開中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大會（COP）是國際氣
候高峰會，每年舉行一次，除非締約方（相關國家）另有決定。
在締約方會議上，世界領導人齊聚一堂，共同製定應對氣候變遷
的解決方案。該公約目前有 198 個締約方（197 個國家加上歐
盟），幾乎實現了普遍會員制。

第 21 屆締約方會議 (COP21) 達成了《巴黎協定》，動員全球集
體行動，到 2100 年將全球氣溫升高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1.5 攝氏度，並採取行動適應氣候變遷已經存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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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氣候融資全球性影響: 超過837億(美元)
的資金投入

https://www.cop28.com/en/what-is-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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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2/10/cop28-pledges-so-far-not-enough-to-limit-warming-to-
1-5c-warns-iea

升溫限制攝氏1.5度目標恐將失守

COP28 主席蘇丹·艾哈邁德·賈比爾在聯合國新聞發布會上發表演講

2023 年 12 月 10 日
國際能源總署 (IEA) 表示，隨著談判進
入最後階段，COP28 氣候高峰會上宣布的
一系列新承諾本身不足以將全球暖化限制
在 1.5 攝氏度（2.7 華氏度）以內。
到目前為止，130個國家已同意將再生能
源數量增加兩倍，能源效率提高一倍，而
50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已同意根據《石油
和天然氣脫碳憲章》到2030年減少甲烷排
放並消除常規火炬燃燒。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2/2/at-cop28-oil-companies-pledge-to-lower-methane-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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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50淨零進度檢視:失守機率高

20221228-國發會簡報_v6

經濟部2022年3月公布的台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中「以2005年(民國94年)為基準年，
目標：一、2020年要達到減碳2%；二、
2025年要減碳10%；三、 2030年減碳20%。

然而，根據環境部2023年最新出版的我國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最新統計到
2021年，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297,007 
千噸co2e，跟2005基準年的290,552 千噸
co2e相比，稱加了2%多。

科學環團批蔡政府能源政策錯誤：中研院「去碳燃氫」吹牛過度 -政治 -中時新聞網 (chinatimes.com)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206006233-2604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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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50淨零進度檢視:企業端
以天下雜誌企業減碳溫度計平台為例

https://csr.cw.com.tw/article/43217

在「企業減碳溫度計」平台上架公開的725家企業，減碳承諾與路
徑低於1.6°C（不含）的企業家數共有94家，約13%的達標率。
在目前達標的94家企業當中，製造業有65家、服務業16家、金融業
13家，乍看雖是製造業的家數最多，占了近七成，但若以各自產業
的總家數為計算基礎，則以金融業約25%的達標率最高，亦即每4家
金融業，就有1家的減碳承諾是符合1.5°C的目標。
其次才是製造業，達標率約12.3%;服務業符合1.5°C目標的比例最
低，一成都不到，僅9.5%。



觀點與討論

參與聯合國氣候峰會（COP）逾10年、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
事長簡又新接受中央社專訪指出，在今年擴大議題格局及全球加速
減碳共識下，考驗台灣從生產到生活的大轉型，對經濟競爭力影響
重大，但接受挑戰後，就是更多機會。

從台灣角度看，簡又新認為值得留意三件事。第一是必須加速減碳
及能源轉型，以跟上國際腳步。

第二是基於台灣的特殊立足點，「我們（對氣候議題）要有清楚的
國家定位」，雖然台灣並非氣候公約締約國，但投入減碳對台灣本
身有利，而且「國際組織有各種方法讓你就範」。

他強調，目前世界分成兩半，先進國家的減碳成果比開發中國家多
很多，對淨零排放也有更高標準，而台灣的經濟成長表現已可列入
先進國家群，因此應該加強讓減碳表現也跟上領先群，否則將直接
衝擊經濟競爭力，「台灣真正被考驗的地方在這裡」。

COP28峰會 簡又新：台灣接受減碳挑戰會有無限商機 | 金融脈動 | 金融 | 經濟日報 (udn.co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7618242


觀點與討論
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暨友達（2409）董事長彭双浪在杜拜受訪表
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第28次會議（COP28）的決定
對台灣產業影響非常大，未來「搶資源」會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彭双浪受訪指出，親自參與COP28氣候峰會，是因為要進行巴黎氣
候協定以來首次二氧化碳減量進度「全球總盤點」（Global
Stocktake），想了解談判有無具體結果。未來，不論企業營運或
國家政策，都會按照決議來訂，同時也在現場感受一下結盟國家或
企業有些什麼方案。

彭双浪表示，台灣是出口導向的國家，所有產品都是賣到氣候公約
的締約國，峰會的決定對台廠的影響非常大。

面對歐、美、中東等120個國家在會中聯合宣誓，再生能源建置在
2030年要增加到目前的3倍。彭双浪說，淨零碳排原訂是2050年的
目標，現在看來這次盤點完後會提早非常多，不管政府政策或品牌
客戶，一定都會跟著要求往前提，這會讓做出口的公司會立刻受影
響。他指出，不論達到淨零或（換成）潔淨能源的曲線，現在變得
要更陡才行。也就是台灣產業上游的品牌客戶會要求減碳時程縮得
更短、再生能源使用占比要升得更快，首先就會使成本大增。

彭双浪：淨零碳排時程提前 對台產業影響大 | 產業熱點 | 產業 | 經濟日報 (udn.co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76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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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碳稅進度更新-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

2023年10月1日，CBAM進入過渡階段，進口商的第一個報告期間於2024年1月31日結束。
CBAM 最初將適用於某些商品和特定前驅物的進口， 這些商品和特定前驅物的生產屬於碳密集
且碳洩漏風險最大： 水泥、鋼鐵、鋁、化肥、電力和氫氣。

隨著範圍的擴大，CBAM 在全面實施後最終將捕獲 ETS 覆蓋行業 50% 以上的排放量。過渡期的
目標是作為所有利益相關者（進口商、生產商和當局）的試點和學習期，並收集有關嵌入排放
的有用信息，以完善最終期限的方法。

一旦永久制度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進口商將需要每年申報上一年進口到歐盟的貨物數
量及其嵌入的溫室氣體。然後他們將交出相應數量的CBAM證書。證書的價格將根據 EU ETS 配
額的每周平均拍賣價格計算，以歐元/噸 CO 2排放量表示。2026-2034 年期間，EU ETS 下免費
分配的逐步取消將與 CBAM 的逐步實施同時進行。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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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對台灣出口產業影響

https://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87/special-
report.html#:~:text=%E5%A4%A7%E8%87%B4%E4%BE%86%E7%9C%8B%EF%BC%8C%E5%8F%97%E6%AD%90%E7%9B%9F,%E8%A1%9D%E6%93%8A%E6%9C%80%E5%A4%A7%E7%9A%84%E7%94%A2%E5%93%81%E9%A0%85%E7%9B%AE%E3%80%82

六類進口產品 受歐盟CBAM管制
CBAM上路後，歐盟進口商每年都得向主管機關，繳交足以
抵銷前一年進口產品總碳含量的CBAM憑證，一張憑證為1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而憑證價格則依據當週歐盟EU 
ETS排放額度拍賣的均價而定。

歐盟主要鎖定高碳洩漏風險和高碳排放量的產業，CBAM需
計算碳含量的產品與涵蓋貨品項目，包括鋼鐵、鋼鐵中下
游產品（如螺釘和螺栓等）、水泥、鋁、鋁中下游產品
（如鋁製容器、鋁製管配件等）、肥料、電力、氫氣，以
及特定條件下之「間接排放」與部分前驅物
（precur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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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碳稅進度更新-台灣碳權交易所12月22日正式啟動碳權
交易，幫助企業實現碳中和但無法抵減國內碳費

https://esg.ettoday.net/news/2640654



14

沒想到受氣候影響的產業:食物系統與農牧
【岳讀永續｜COP28糧食脫碳化首次成為討論議題】

氣候變遷與食物系統緊密相連：
最新研究顯示，避免氣候災難需要同時淘汰化石燃
料與改革食物系統，這兩大挑戰不僅同等緊急，而
且相互依賴。

糧食生產深陷石油依賴：
食品系統從農場到廢棄物處理，佔全球化石燃料使
用量的15%。轉型至永續農業，不僅能減少化石燃料
依賴，還有助於氣候目標的實現。

轉型策略與政策支持：
轉型至使用再生能源和推廣植物豐富飲食的永續農
業方法，可創造就業、改善健康、保護生物多樣性，
但政府對這種轉型的支持仍有限。

原文網址：https://www.eco-
business.com/opinion/decarbonising-our-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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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碳稅對工業成本/消費價格的影響

https://www.ey.com/zh_tw/tax/how-key-industries-would-fare-under-a-carbon-tax



觀點與討論

1. 受歐盟CBAM管制的進口產品，有水泥、電力、氫、肥料、鋼鐵、鋁六

大類。其中，水泥、電力、氫這三樣，台灣目前都沒有輸歐；衝擊較大

的單一產品是鋼鐵，台灣每年輸出歐的鋼鐵材料與製品約246萬噸，佔外

銷重量五分之一，因此，相當於螺絲與螺栓等鋼鐵製造扣件，會受到衝

擊最大的產品項目。

2. 碳權交易所將在12月22日正式上線，開放國內企業在碳交所平台採購國

外碳權商品。氣候變遷署減量交易組長蘇意筠表示，中小企業對談權需

求若渴，但要提醒，目前進行的國外碳權僅能用於企業供應鏈的碳中和

需求，無法抵減國內碳費。
https://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387/special-
report.html#:~:text=%E5%A4%A7%E8%87%B4%E4%BE%86%E7%9C%8B%EF%BC%8C%E5%8F%97%E6%AD%90%E7%9B%9F,%E8%A1
%9D%E6%93%8A%E6%9C%80%E5%A4%A7%E7%9A%84%E7%94%A2%E5%93%81%E9%A0%85%E7%9B%AE%E3%80%8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763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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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灣模組商出貨排名與市場概況

https://www.infolink-group.com/energy-article/tw/solar-topic-2022-Taiwan-module-shipment-ranking

由於聯合再生和元晶出貨量差異甚小，同時佔據第一名席次。去年受
到G1與M6尺寸產線轉換的前導過程等影響，前五廠商本土總出貨相比
去年維持，而前二廠家本土市占率也維持近7成左右。

聯合再生除了既有的本土產能，同時夾帶東南亞產能與海外代工訂單，
去年海外出貨增長明顯; 元晶去年國內出貨也呈現增長，同時也隨著
M10(182mm)尺寸產線的佈局，四季度領先台灣同業供應M10大尺寸產
品; 友達光電則持續透過穩固的自身品牌優勢穩定產出

同時，在市場逐步認知到第三地模組的規格競爭優勢下，持續透過代
理模式形成多元的產品線佈局以滿足本土終端客戶需求; 再來是茂迪，
去年四季度也陸續有N型TOPCon領先技術的產品亮相出貨，新技術的
性價比也正在經歷市場的考驗; 最後是同昱，在去年台灣展會期間也
順應第三地模組的進口趨勢宣布成為晶科的台灣代理窗口，除了透過
自身品牌持續耕耘外，也開始經營一線品牌的代理業務。



新技術發展:N型Topcon太陽能模組單片近700W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1011700003-431307

節能減碳意識抬頭，加上矽半導體技術已相當成熟。多晶矽PERC（p型）技術發展成為目前主流，發電效率達22％的
技術極限。隨著p型太陽能電池發電效率已接近其物理極限，太陽能電池技術來到了改朝換代的交替時刻，n型
TOPCon太陽能電池即將在2024年迎來需求起飛。



觀點與討論
1. 台灣特殊氣候與地理環境，太陽能模組需雙重考慮承風抗鹽以及模組重

量與建築物承重量。

2. 根據 SolarBe Global報告指出，2022年n型太陽能電池需求已出現，在
2023年TOPCon技術更成長到近20％市占率，相反的PERC技術則呈現下降
趨勢， TOPCon技術未來將成為市場主流。

3. 過去由於PERC太陽能電池模組已被中國供應鏈拿下，國內廠商在國際市
場上較難與中國競爭，故在2022年已有廠商開始轉往TOPCon技術研發，
期待以新世代太陽能模組取得先機。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31011700003-4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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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主題

⚫ 台灣首創行動太陽光電測試實驗室

⚫ 工業與家用儲能方案

⚫ EPC與維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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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場實績-水資源科技公司台中廠



案場實績-水資源科技公司台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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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與政策
供應鏈 儲能 新技術 同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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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能專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表示，該計畫執行至
今已邁入第11年，各項制度與作業均獲得申請廠商的肯定，統
計申請案件數超過500案，累計補助320家以上廠商參與計畫，
補助金額達到新臺幣20億元。
中衛中心指出，為提升綠能產業技術質量，激勵指標廠商提出
大型研發計畫，提供較高的補助金額，自107年度起取消補助
上限，將計畫區分為「一般型計畫」及「大型計畫」，完整訊
息公告於業界能專計畫官方網站（http://www.et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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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332/7633068

在產能過剩、訂單減少，加上銷售淡季等諸多負面
因素影響下，大陸太陽能光電行業傳出正在醞釀一
波大規模裁員潮。業者紛紛尋求在即將來臨的行業
寒冬中，率先降低成本以自救。
據華夏能源網日前引述一份網傳的企業大裁員統計
表，指稱表上詳細列明了十數家太陽能企業的減產、
關停、裁員等計劃，甚至具體到裁員人數和比例，
多家主流大廠均在其中。據稱，牽涉到的企業遍及
河北、內蒙、雲南、江蘇、浙江、陝西、安徽、四
川等不同省份，多名業內人士證實這項消息可信度
高。
一名河北某太陽能企業人士透露，該廠拉晶（光矽
材料製造工序）產能已經停了一半，「員工請假就
批、想休幾天休幾天」。他有不少相熟的朋友在其
他省份從事太陽能產品製造，對行業寒冬的來臨有
切身感受，如雲南某光電企業拉晶環節也停了近一
半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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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123845/7631876

阿聯酋是中東地區最早喊出「二○五○淨零」的
國家，能源轉型是關鍵，距離氣候峰會會場大約
半小時車程，一千萬片太陽能板密密麻麻座落在
沙漠中，是世界最大的太陽能園區「阿勒馬克圖
姆」；杜拜郊區，五年前完工、五百戶的永續城
（Sustainable City），則以低汙染、在地建材
為基礎，透過社區規畫實現水、電、糧食自給自
足。
記者造訪太陽能園區時，導覽員法特瑪說，園區
自二○一三年開始營運，目前供應杜拜地區約兩
成電力需求，預期二○五○年供應杜拜所有電力，
實現潔淨能源轉型。除傳統太陽能板，二○一六
年導入「太陽光追蹤系統」，太陽能板會隨太陽
方位變換角度，可提升兩到三成發電量。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D%9C%E6%8B%9C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 (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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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發言人蔡志孟表示，調頻備轉服務是
自2021年台電電力交易平台上線後，開始
開放業者申請參與。近期台電暫停dReg、
E-dReg併網申請，主因是因申請量過多，
已呈現飽和，「短時間湧入太多業者，容
量費競價變低，將不利於投資成本效益。
」
至於何時能重啟申請，台電目前還未有時
間表，但未來再次開放申請時，也將會有
總量限制。蔡志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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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1、民眾安全疑慮多，儲能
場成鄰避設施
挑戰2、建置成本高且電價差小，
用戶端投入誘因少
挑戰3、大型案場建置經驗較少，
缺技術整合人才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3742/7559888?from=edn_editorrelated_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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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政府補貼 家用儲能還在起步中
那麼台灣距離「家家戶戶有儲能」，還有多遠？
再生能源調研顧問公司InfoLink Consulting儲能研究員廖
珮伶表示，目前家用儲能在台灣還是新鮮事，不過，未來
因政府會積極讓台灣的電網分散，落實藏電於民，台灣最
終還是會走向德國或澳洲的分散式發電、微電網模式。只
不過，因目前台灣電費便宜，民眾感受到的儲能效益不高，
還沒有強烈誘因添購儲能設備。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3742/7560169?from=edn_editorrelated_story



產業新聞與動態分享(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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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860/7384462

目前台灣能源局已有政策規範進口的模組資格，並透過國
貿局及海關嚴謹的追查，已排除所有違反規定的太陽能模
組產品進入台灣。Canadian Solar所有產品已經過能源局
登錄認證，並由泰國國貿局提供具有公信力的原產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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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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