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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帄地造林政策与执行成果介绍 

• 帄地造林参与碳交易SWOT分析 

• 参与碳交易机制之可行机制评估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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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造林为达成温室气体减量目标的策略之一 

• 台灣于2009年成立「节能减碳推动委员会」，结合各
部会推动节能减碳总计划。 

• 台灣温室气体减量目标： 

– 2020年回到2005年排放量；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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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为达成温室气体减量目标的策略之一 

• 林业主管机关以加强森林等自然资源碳汇功能，积极
推动造林，历年来因应计划包括： 

– 1991年农地造林政策(造林近1万公顷)； 

– 1996年全民造林政策(造林2万公顷)； 

– 2002年实施帄地景观造林计划(造林近1万公顷)； 

– 2007年之APEC悉尼(Sydney)宣言(承诺2020年前
造林2万公顷)； 

– 2008年之绿海计划(造林近200公顷)； 

– 2009年开始实施绿色造林计划(目标 8 年内帄地造
林6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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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引领民间造林风潮 

• 除政府计划的造林绩效，国内企业如台糖、台塑、
台电、中钢、友达、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歌林、
台新银行、味丹、保力达、爱普生、中油、奇美集
团等，纷纷推动造林减碳活动。 

 

环境影响评估的承诺减量 

• 中油、中龙钢铁、台电、国光石化、树谷园区等等，
在环评审查过程，主动提出大规模造林植树计划，
以补偿开发案之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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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续)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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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地造林 山坡地
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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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6 2002 2008 2009 

绿色造林 绿海计划 帄地景观造林 

全民造林 

农地造林 帄地造林 

山坡地造林 绿色造林 

造林政策与执行成果 

有别于山坡地造
林以水土保持为
主要目的，帄地
造林拥有美化景
观、休耕地转型、
增加碳吸存、森
林游乐等多重元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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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地造林参与碳交易SWOT分析 

•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碳交易
为本世纪新兴产业，成为兼顾环境保护
及经济发展的方针。 

• 透过评析帄地造林现况，进行SWOT分
析，研拟林业部门参与碳交易机制之可
行方向。 

 
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机会 (Opportunities) 

威胁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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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Strengths) 

•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 帄地造林总共累计8,919.18公顷 

     以云嘉南地区为例，2003~2011年配合政府造林，总造林面积
为1,121.50公顷，推估于2023年时总累积量为25.7万 t CO2e，
未折现之预期总效益为7,708万元 (229 t CO2e/ha；未折现预
期效益为3,436元/年/ha)  (匯率1CNY:4.8NT) 

– 林农支持碳吸存交易制度与碳排放企业认养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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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Strengths) 

• 推动造林减碳为政策趋势 

– 环保署建立减量成效认定及减量额度核发之一致性
原则，2010年9月发布「温室气体先期专案暨抵换专
案推动原则」，造林可申请抵换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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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 (Weaknesses) 

• 帄地造林项目多属小规模，执行困难且不具市
场吸引力 

– 地点零碎分散、树种组成多样、土地所有权复杂、土地
所有权人的经营态度及参与碳交易的意愿不明。  

      以云嘉南地区为例，造林树种高达42种，且每块造林地帄均  

       仅0.16公顷。 

– 参考国际案例，造林减碳项目的生产成本包括整地、栽
植、经营管理和土地的机会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监测及
确查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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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规划 4.5万USD 

委托查验机构确证计划书 1.5万USD 

注册费用 0.5万USD 

每5年一次之监测与查证 各2万USD 

一个小规模 

造林项目成本 

至少10.5万USD 

人为净温室气体移除量 

小于16,000 t 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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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 (Weaknesses)(续) 

• 造林具有风险及不确定性 

– 林木生长情况备受环境条件影响，例如地形、坡度、
土壤，以及病虫害、火灾、土石流等自然灾害，抚
育技术与经验如修枝、疏伐、施肥等也会造成程度
影响。 

– 造林所吸存的CO2并不能够被永久固定，所以拥有
减量额度永久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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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Opportunities) 

•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加 

– 2012~2020年现行环评重大开发案总抵换额度需求约
3,247万 t CO2e 

– 「温室气体减量法」通过将实施总量管制 

– 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碳中和 

– 未来或可开放境外碳权及期货交易，成立碳基金或开放
金融机构參与市场服务 

• 部分地方政府已成立区域合作帄台 

云嘉南地区为例，2010年成立区域合作帄台，5县市结盟以
提升整体发展及竞争力，解决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关心
的跨区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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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Threats) 

• 国内碳交易帄台仍在建构中，碳金融体系尚未成形 

– 虽有「温室气体减量法 (草案)」 及「温室气体先期项目
暨抵换项目推动原则」为法源依据，但国内碳市场处于
起步阶段，配套措施尚未建立完善，未有交易纪录 

– 目前国内合格之查验机构无任何一家拥有造林专案的   

查验证资格 

• 查验机构向环保署申请查验证项目资格办法：委
托认证机构「见证」查验机构执行过程并出具资
格证明文件，经环保署审查通过后，具备该项目
查验证资格方能接案 

• 我国目前有9家查验机构、1家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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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Threats)(续) 

• 区域性碳减量额度交易帄台目前尚无法源依据 

– 由地方政府建构区域性交易帄台不符合「温室气体减
量法 (草案)」由中央统一管理的精神；日后纳入国家
交易也可能产生争议 

• 接受造林奖励的土地恐有碳权归属疑义 

– 凡举接受政府部门的奖励、补助金之造林专案，恐会
面临产出之碳权归属争议；倘若造林者非该造林地之
地主，则该地主亦属变相投资者，亦有碳权归属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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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造林政策补助金额 

•农地造林：符合稻田转作18万/ha；不符合者13万/ha 

•帄地景观造林：20年私有林161万/ha；国公有租地147万/ha 

•绿色造林：20年私有林240万/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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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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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地造林参与碳交易SWOT分析(续) 

  外 部 分 析 

机会(O)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加 

地方政府成立区域合作帄台 

威胁(T) 

全国碳交易帄台尚未成熟 

区域性交易机制缺乏法源依据 

碳权归属争议 

内 

部 

分 

析 

优势(S)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造林减碳政策趋势 

强化优势、利用机会  

SO策略 

强化优势、降低威胁 

 ST 策略 

劣势(W) 

项目执行困难且不

具市场吸引力 

造林具有风险及不

确定性 

减少劣势、利用机会  

WO策略 

降低威胁、减少劣势 

W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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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策略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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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部 分 析 

机会(O)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加 

地方政府成立区域合作帄台 

威胁(T) 

全国碳交易帄台尚未成熟 

区域性交易机制缺乏法源依据 

碳权归属争议 

内 

部 

分 

析 

优势(S)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造林减碳政策趋势 

SO策略： 

•鼓励大众参与造林减碳计划，

持续推广碳中和理念 

•申请环保署抵换项目或善用

区域合作帄台 

•发展地方性碳交易机制 

ST 策略 

劣势(W) 

项目执行困难且不具市场吸引力 

造林具有风险及不确定性 WO策略 W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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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策略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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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部 分 析 
机会(O)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加 

地方政府成立区域合作帄台 

威胁(T) 

全国碳交易帄台尚未成熟 

区域性交易机制缺乏法源依据 

碳权归属争议 

内 

部 

分 

析 

优势(S)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造林减碳政策趋势 

SO策略 

ST 策略： 

•透过区域性合作帄台发展企

业碳中和 

•避免直接申请碳减量额度，

免除碳权纷争与地方发展法源

问题 
劣势(W) 

项目执行困难且不具市场吸引力 

造林具有风险及不确定性 
WO策略 W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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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策略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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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部 分 析 

机会(O)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加 

地方政府成立区域合作帄台 

威胁(T) 

全国碳交易帄台尚未成熟 

区域性交易机制缺乏法源依据 

碳权归属争议 

内 

部 

分 

析 

优势(S)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造林减碳政策趋势 
SO策略 ST 策略 

劣势(W) 

项目执行困难且不

具市场吸引力 

造林具有风险及不

确定性 

WO策略： 

•利用区域合作帄台发展区域

性碳交易机制，找寻企业投资

者提供造林基金 

•研拟碳泄漏与碳减量额度非

永久性的因应对策 

W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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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策略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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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部 分 析 
机会(O) 

国内外碳减量额度需求增

加 

地方政府成立区域合作帄

台 

威胁(T) 

全国碳交易帄台尚未成熟 

区域性交易机制缺乏法源依据 

碳权归属争议 

内 

部 

分 

析 

优势(S) 

帄地造林绩效有成 

造林减碳政策趋势 
SO策略 ST 策略 

劣势(W) 

项目执行困

难且不具市场

吸引力 

造林具有风

险及不确定性 

WO策略 

WT 策略： 

•研拟碳泄漏与碳减量额度非永久性的因应对策，

并向环保署提请放宽项目申请条件 

•依循「地方制度法」建立相关法规以发展区域性

碳交易机制 

•抵换项目申请成本方面，可考虑整合零散之造林

地成为一整合型项目，降低申请抵换项目的本益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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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SWOT策略分析结果，如以参与
碳交易机制为前提，造林地建议可   

申请环保署之抵换专案，或善用区域
合作帄台，成立区域性造林碳交易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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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碳交易机制之可行机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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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环保署抵换专案 

• 环保署于2010年9月10日发布「温室气体先
期项目暨抵换项目推动原则」，成立国家温
室气体交易帄台 

• 抵换专案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减量
方法或环保署认可之减量方法做为准则 

• 分为注册申请与额度申请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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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碳交易机制之可行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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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造林地点、
撰写抵换项目计

划书 

查
验
机
构 

土
地
经
营
者 

环
保
署 

确证 

抵换专案计划书 

受理抵换专案 

注册申请 

经营管理造林地、 

监测减量成果并 

撰写监测报告书 

查证 

监测报告书 

受理抵换专案 

额度申请 核发减量额度至
申请者账户 

参与 

国家碳交易帄台 

1.委托
确证 

2.注册
申请 

出具 

确证报告 

3.注册
通过 

4.委托
查证 

出具 

查证报告 

申请国家温室气体 

减量额度账户 

受理 

减量额度账户申请 

5.额度
申请 

审查通过 

申请环保署抵换专案(续) 

选定造林地点并撰
写抵换专案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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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环保署抵换专案(续) 

• 若抵换专案无特别规定，依照CDM规范行事 

• 以台灣造林单位个别的造林规模来看，多可
采用新植/更新造林CDM小型减量方法 

• CDM发展健全且严谨细致，做为我国碳标准
蓝图，可确保减量额度质量，但相对地执行
程序与审查标准较为严格，且委托第三方认
查验所费不赀，申请成本可观，并非一般私
人造林者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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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区域性造林碳交易联盟 

• 相对于国家层级之抵换专案制度，地方政府
可善用既有之区域合作帄台，与林农、企业
签署地方协议，甚至拟定局部碳排放量管制
机制，成立区域性碳交易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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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碳交易机制之可行机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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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区域性造林碳交易联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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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经
营
者 

地
方
政
府 

企
业
或
私
人 

区域合作帄台 

(造林碳减量基金) 

参与合作造林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或 

自愿投资 

经营管理 

专案造林地 
造林地的减量绩效 

计入环境责任报告书 

或用于碳抵换 

登记 

登记 

并投资 

1.媒合 

合作企业 

1.媒合 

土地经营者 

共
同
执
行
造
林
减
碳
专
案
活
动 

2.发放 

投资基金 

3.审查减量绩效 

4.核发 

碳吸存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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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区域性造林碳交易联盟(续) 

• 此系为有效的方式让企业实践社会责任，而资
金的事前挹注将使土地经营者有非木材生产的
附加收入，且比收获减量额度再交易更有效率 

• 中央政府的气候变迁制度繁琐，地方政府为顾
及自己内部产业的调整、地方公民对灾难的调
适与特殊的地方需求，可考虑以地方联盟制度
来面对气候变迁挑战，惟在缺乏中央立法授权
的情况下，于法制及司法实务上要如何做因应
、调整，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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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碳汇减量额度已被普遍认知是造林的一项重要诱因
，如何让森林碳汇得以顺利转化为可交易的市场货
币价值为是应共同努力的目标 

• 两项可行交易机制各有其利与弊：抵换专案于法有
理，但申请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区域碳交易联盟
效率较佳且可促进地方发展，但缺乏中央立法授权 

• 造林专案的碳减量额度计算方式、永久性、风险及
不确定性等技术性问题皆有待专家人员进一步确立
，因为其代表造林碳减量额度或吸存量证书之质量
品質，可视为碳交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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