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是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作為目前全球第2大的商品市場，歐盟宣布將從2023年10月1日起試行「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進口相關產品到歐盟境內的業者將被要求申報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也要跟歐

盟購買所謂的CBAM憑證來繳交進口產品的碳排費用，並在2027年開始正式實施。

歐盟最新碳稅方針修正
一開始CBAM涵蓋的產業領域僅有鋼鐵、水

泥、鋁、化肥、電力和氫，但2022年年底歐盟

議會委員開會討論後，又將涵蓋範圍擴大延伸

至和鋼鐵相關的下游產品(鋼鐵製的螺絲螺栓

也將涵蓋在內)，目標在2030年前讓歐盟的碳

排放量可以較1990年的水準降低55%，此舉將

對全球許多有大量出口產品至歐盟且國內尚未

有完善碳排機制或法規的國家產生重大衝擊。

為何會有碳稅?
碳權概念可回溯至2005年，當時歐盟開始對

歐盟境內的碳排放企業徵收碳費，但對進口商品

服務到歐盟的境外業者卻沒有實施相同措施，這

也是為何會出現CBAM，也是全球第一個碳邊境調

整機制，目標在阻卻來自尚無完整環保排碳管控

配套國家的業者輸出廉價更具競爭力的產品至歐

洲而損及歐盟當地業者利益。雖然現階段歐盟有

核發免費排碳許可證給境內企業，但這計畫將在

碳關稅施行後逐步淘汰來滿足WTO要求。

美國也將徵收碳稅
不讓歐盟專美於前，美國也宣布計畫在2024

年前徵收碳稅，比歐盟的2027年還要早很多，到

時候不論是美國在地製造或從國外進口的產品，

只要其碳含量低於要求的基準線就不必繳稅，反

之，若超出基準線，超出的部分每噸將徵收55美

元碳稅。而且規劃2026年後延伸至下游產品，只

要達到一定碳含量也要被課徵碳稅。

很多分析師也認為，為了取得公平競爭基礎，中國、日本、南韓等國家可

能也會在未來實施自己的碳稅措施。

企業進行碳盤查和碳足跡有哪些標準可作為準則?
ISO14064標準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組織)推出作為企業內部碳盤查與

查證方法的依據。另一個ISO14067則主要用來測量企業所產出的碳足跡，著

重企業生產的商品服務整個「生命週期」中直接及間接排碳總量。ISO14064著

重在企業內的「碳盤查」，ISO14067則是針對企業外部的「碳足跡」追蹤。

對企業的可能影響
以在全球碳排量數一數二的中國為例，2020年中國出口歐盟的商品總值就

超過3,800億歐元。有專家就認為，歐盟碳稅一旦實施，將加重中國鋼鐵、鋁、

化肥、水泥等產業的碳稅成本，且其碳稅成本將分別達到出口額的17%、20%、

17%、31%。根據高盛集團的計算分析，碳稅正式實施後，中國出口歐盟產品預估

每年會被課徵高達350億美元的碳邊境調節稅(大概佔中國對歐盟出口總額的

7.7%)，這對許多以出口外銷為主的中國企業將是一筆可觀的成本負擔。

而且由於歐美許多企業在碳排放管控的起步較早，若到時歐美碳稅措施

皆正式到位後，其他排碳程度特別高的企業將明顯喪失競爭力。

企業可以從何做起?
碳稅是當前全球產業在追求環境和企業永續發展雙贏下的一個趨勢，

以出口歐美市場為重心的企業將率先受到影響。有鑑於此，相關企業除了被

動式檢視自己是否已有監測碳排放效率和實施相對應計算和報告的能力。

也應主動加強製造技術轉型(例如:更低耗能高效率的設備)和投入更多強調

低碳排的研發轉型(例如:綠電導入或低碳排材料的採用)，方能在即將到來

碳稅挑戰中，爭取到最有利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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