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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產業轉型與綠色供應鏈

壹、背景說明

全球已有 130多個國家及歐盟宣示淨零排放目標以呼應全球淨零趨勢，歐盟更提

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要求進口

產品依碳含量繳交 CBAM憑證，以加速各國減碳進程；國際大廠亦紛紛加入 RE100

倡議，宣示企業淨零排放目標期程，並要求旗下供應鏈廠商配合使用綠電與加強減

碳。我國為出口導向經濟體，未來勢必面對國際碳管制加嚴的挑戰，須提前布局淨零

轉型，以符合國際貿易的減碳趨勢，持續拓銷出口、掌握訂單。

各國淨零轉型規劃致力減碳，也將淨零視為國家未來經濟的新成長動能，如英國

將淨零轉型視為「綠色工業革命」、日本訂定「2050碳中和綠色成長戰略」、韓國訂定

「碳中和綠色成長基本法」。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21

年提出「全球能源部門 2050淨零排放路徑」報告指出，至 2030年減碳貢獻主要是來

自目前市場上已成熟的技術，但至 2050年，將近一半的減量是來自目前仍僅在示範或

原型階段的技術。換言之，要達到 2050淨零排放，對每個國家都是嚴峻的挑戰，所

需創新科技多數仍在研發中，我國製造業實力堅強，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具有全球優

勢，且有健全的科技及傳產供應鏈，我國應可參考國際減碳路徑，找出臺灣具有基礎

或潛力的新興科技，透過加強研發，將淨零趨勢轉化為臺灣的機會與優勢，引導產業

綠色轉型，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的動能。

貳、綠色供應鏈輔導成果

為協助產業永續發展，經濟部持續推動輔導計畫，除在節能減碳工作上協助廠商

進行節能診斷、製程改善、燃料替代、設備汰舊更新等工作，亦透過產品綠色設計、

綠色供應鏈、宣導推廣等多元方式，引導我國製造業廠商成為綠色產業與供應鏈，提

升我國綠色競爭力。

經濟部政務次長 曾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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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能減碳

經濟部為協助產業降低能資源耗用與溫室氣體排放，提升企業生產效率與競爭

力，自 2005 年起與全國工業總會及鋼鐵、石化、水泥、造紙、人纖、印染、半導體、

面板等公協會合作推動減碳，至 2021年累計已執行超過 2萬件自主減量措施，廠商投

入減碳總金額達新臺幣 827億元，總節電量 70億度，溫室氣體減量超過 1,690萬噸

CO2e，促成製造部門 2020年燃料油消費量較 2005 年減少 85%、燃煤減少 19%，整

體朝電氣化及低碳轉型發展；所賺取每單位 GDP的排碳量（即碳密集度），也由 2005 

年的 33.3公斤 CO2e/千元，降至 2020年 16.7公斤 CO2e/千元，下降了近 50%，

即表示製造部門透過能源效率的提升，在相同獲利情況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了

50%。

以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工作為例，透過與環保署及各縣市政府合作輔導產業更新工

業鍋爐，並採用低碳的天然氣或生質燃料，2018至 2021年共計已完成改善 4,500餘

座，減碳量超過 50萬公噸；以國內知名汽車裕隆日產為例（Nissan），工業局 2017

年至 2020年輔導裕隆日產帶動國內汽車零組件業者仿效，每年號召下游供應商進行碳

盤查、目標設定、節能改善、績優表揚等碳管理，逐步改善產業營運及生產模式，推

動參與廠商家數累積達 29家，減碳達 1萬公噸 CO2e。

圖 1 工業局輔導裕隆日產（Nissan）及其供應商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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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供應鏈推動

綠色供應鏈的概念，主要是透過品牌廠商的帶動，要求供應鏈廠將節能減碳等綠

色原則納入製造過程，讓產品更具有環保概念，提升市場的綠色競爭力。近年來，綠

色供應鏈的概念甚至帶動供應商洗牌，品牌廠商也思考重組新的綠色供應鏈，創造全

新的綠色商品與商業模式，來開創市場商機。

在綠色供應鏈推動成效方面，以經濟部工業局 2020年輔導國內知名製鞋品牌廠

商阿瘦實業為例，為研發「循環鞋履」、創造舊鞋經濟價值，透過簽訂協議串聯我國

在地回收、材料、面料、製鞋等業者，建構國內第一個鞋業循環供應鏈，針對鞋材使

用、功能設計、製造加工、拆解，以及後端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共同評估討論與樣品

測試，完成新款循環再生鞋履的製作，使每 1萬雙鞋可減碳 17噸 CO2e，打造我國鞋

業品牌永續形象，共同為追求資源循環與產業永續發展而努力。

三、產品綠色設計

綠色設計（Green Design）是指在產品及其生命週期設計的過程中，充分考慮產

品的功能、質量、開發週期和成本的同時，優化各種有關設計因素，使得產品及其製

造過程對環境的總體影響和資源消耗減到最小。

在產品綠色設計成效方面，經濟部工業局 2020年與國內大型食品零售業全家便

利商店合作，全家便利商店期望可因應食品容器減塑趨勢，藉由工業局輔導全家便利

商店、便當製造業者屏榮食品與食品容器供應商立昇科技，合作開發全臺第一款 100%

天然竹纖維材料的零塑鮮食便當盒，並建立全家食品容器自主回收機制，可減少 300

萬個 PP塑膠食品容器，減碳 3,015噸。

叁、產業淨零轉型策略

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於 2022年 3月 30日發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作為我

國淨零轉型的對話基礎。為因應國際淨零趨勢，達成國家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經濟

部也提出「能源 -產業」與「低碳 -零碳」的 2×2推動架構，產業部門以「先減少排

放，再淨零排放」為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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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部 2×2推動架構下，經濟部工業局著手推動製造部門淨零轉型從製程改

善、能源轉換及循環經濟 3大面向及 11項措施（如圖 3所示），依循先大後小，也就

是先大企業後小企業，以大帶小的模式，並且由國營事業以身作則逐步實施；同時結

合產業公協會及供應鏈中心廠作法，推動中小企業建立碳盤查與減碳能力，驅動上下

游廠商，進行綠色採購、綠色生產等合作進行減碳，形成綠色供應鏈，創造我國淨零

轉型競爭力。

圖 2 經濟部 2×2淨零轉型推動架構

圖 3 製造部門淨零轉型規劃

產業轉型     製造部門 3大面向 11項措施

設備汰舊換新  
節能（數位化）  
氫氣技術開發  
含氟氣體削減

製程改善

擴大使用天然氣  
擴大使用生質能  
使用綠電／氫能

能源轉換

原料代替  
廢棄物衍生燃料  
能資源整合  
CCU技術

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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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產業淨零轉型推動現況

為邁向產業淨零轉型，除鼓勵企業最大化導入既有成熟技術，布局前瞻技術外，

亦需透過以大帶小的作法，同步驅動上下游廠商共同投入減碳工作，因此經濟部工業

局、商業司及中企處等同步加強推動中小企業建立碳盤查與減碳能力，透過辦理講

習訓練、建立數位服務平台、輔導碳盤查 /碳足跡等，協助產業建構碳盤查及減碳能

力，並進一步結合全國工業總會及產業公協會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推動落實以大帶

小工作。

一、辦理產業碳盤查暨碳足跡講習會

為加強產業碳管理能力，首先透過講習會推廣碳盤查及碳足跡概念。經濟部工

業局 2022年第 1、2季已辦理 22場次產業碳盤查暨碳足跡講習會，總參與人數累

計 3,685人，並派遣專家至 30多個產業公協會說明（電電公會、台灣電路板協會、

工業區廠聯會、石化公會、水泥公會、機械公會、製衣公會、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海基會等）。另亦攜手全國工業總會和各產業公協會對其會員及供應商辦理 20場次

講習訓練，相關講習會課程講義、課程影片、服務諮詢專線、輔導資訊及活動影片

等，皆已置於「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製造部門碳盤查專區」（https://ghg.tgpf.org.tw/

CVHome/）供各界參考運用。

圖 4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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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盤查及碳足跡輔導

為落實產業的碳管理能力，以協助企業實際執行碳盤查及碳足跡輔導著手。經濟

部工業局從原料、製造、運輸、使用、棄置等各階段協助產業找出產品排碳熱點，並

推動供應鏈協同減碳，降低產品碳排量；碳盤查及碳足跡現場輔導已於 2022年 3月陸

續展開，進廠協助廠商進行碳盤查及產品碳足跡計算，協助產業建構碳管理能力，目

前已完成 58家廠商輔導，後續也會持續擴大推動。

組織型盤查

• 企業減碳基礎
• 具行業推廣性
• 可接軌CBAM

產品碳足跡

• 消費端產品為主
• 足跡計算擴及供應鏈
• 投入人力／經費高

抵換與交易

• 完備相關制度與
市場機制

減量目標與方案

• 提升減碳積極度
• 導入人力／技術／
經費等資源

圖 5 協助產業邁向淨零碳排步驟

碳
管
理
能
力

時間

□ 循序協助中小企業建構碳盤查、碳足跡及減碳能力
□ 降低來自國際淨零趨勢、供應鏈要求及各國碳邊境調整機制壓力

碳盤查 碳減量 碳中和

（一） 電子業輔導案例：LED為半導體材料製程發光零件，A公司因受國內電子業供應

鏈減碳壓力，爰申請工業局減碳輔導，進行冰水主機、空壓機、風機等設備效率

健檢，針對占全廠用電量 22%的 5台冰水主機，藉由能源數據分析，找出最佳

的開機策略，並逐步汰換老舊設備，預計 2021至 2022年，投資 1,100萬元，

預計兩年回收成本，每年節電量為 206萬度，減碳量達 1,050 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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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屬製造業輔導案例：電解銅箔是印刷電路板（PCB）製造重要的材料，B公

司受到 Apple供應鏈（耀華、欣興等 PCB廠）要求，需要提供產品碳足跡及溫

室氣體排放量資訊，故申請碳盤查輔導，預期將被環保署納入第二批公告盤查

對象，藉由工業局輔導找出冰水主機、空壓機等排放熱點，設置太陽能發電系

統等等，規畫投資 14,450萬於減碳策略及減量方案上，預計減碳量達 3,000噸

CO2e。

圖 6 電子業碳盤查輔導案例

 圖 7 金屬製造業碳盤查輔導案例

現場訪視輔導

B公司專業銅箔製造廠 •  主要產品為電解銅箔
取得 ISO-9001、SO-14001、ISO/TS 16949 、IOS-50001、ISO-45001等管理系統

公司
簡介

減碳壓力

主管
機關

減碳
策略

減量
方案

客戶

• APPLE第二層供應鏈，受台光、耀華、欣興等PCB廠要求
• 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
• 提供產品碳足跡資訊

• 環保署第二批公告應登錄之排放源，
  未來將須繳交碳費
• 依金管會要求進行碳盤查並揭露

• 設備汰舊換新
• 提升能源效率
• 設置再生能源

• 更新冰水主機
• 提升電解技術
• 設置太陽光電

2023年
規劃投資

14,450萬

預期減碳量
3,000公噸CO2e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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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紡織業輔導案例：C公司為臺灣第一家量產寶特瓶回收紗的紡織廠，其主要商

品為衣著、工業用布料及旅行箱包等，因應國際紡織業品牌 VF、Lululemon的

要求，申請碳盤查輔導，經溫室氣體盤查結果，2021年排放量為 27,240噸

CO2e，2022年將投資金額 1,650萬元，進行低碳燃料轉換及鍋爐尾氣熱回收，

預計可減碳 9,165噸 CO2e。

圖 8 紡織業碳盤查輔導案例

三、經濟部與工總合作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

為持續擴大帶動產業一同淨零轉型，經濟部與全國工業總會於 7月 8日共同合作

推動成立我國「產業碳中和聯盟」，優先號召 30個產業公會及會員廠商加入，其中包

括了排碳量較大的五大產業公協會（石化、水泥、鋼鐵、造紙、紡織），透過聯盟的

成立來建置以大帶小的模式，藉聯盟成立向社會各界宣告推動目標，期待可號召更多

單位參與投入。未來也將於產業定期會議中聚焦討論大帶小推動目標、期程、合作夥

伴、推動模式、平台資源等，以結合經濟部及相關政府單位資源，共同協助達成產業

的淨零轉型。

C公司 •  主要產品為衣著、工業用布料、旅行箱包等
取得瑞士藍色標誌產品環保製程認證、取得品質管理／環境管理／能源管理／職業安全衛生證書

公司
簡介

供應鏈要求

• 國際紡織業品牌VF、
Lululemon要求供應
鏈揭露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填報

• 自主規劃減碳路徑，
展示減碳決心，

爭取國際訂單！

110年
度溫室氣體盤查

燃料煤＝8,537公噸  
重油＝221公秉  
天然氣＝74.4千立方公尺  
外購電力＝11,295.6千度

減碳方案 

• 燃料煤改為天然氣（111年）

• 鍋爐尾氣熱回收（111年）

• 汰舊高浴比染機（111年起）

• 設置太陽光電（規劃中）

 27.240公噸CO2e／年 111年預期減碳
9,165公噸CO2e

投資金額
1,650萬元

減碳量
9,165公噸／年

◆ 減少硫化物（SOx）145.2公噸／年
◆ 減少氮氫化物（NOx）71.4公噸／年
◆ 減少粒狀物（TSP）38公噸／年

天然氣

鍋爐尾氣
熱回收低碳燃料轉換 

26 台灣經濟論衡    Taiwan Economic Forum



專
題
報
導

伍、結語

從國際角度來看，推動減碳、打造綠色供應鏈已成為趨勢，全球前 2,000大上

市櫃公司已有 600餘家響應承諾淨零排放，包含 Apple、Amazon、Nike、日立等國

際大廠也紛紛提出供應鏈達成碳中和等目標，帶動上下游廠商加入綠色轉型行列。我

國產業特質以代工、出口導向為主，無論是何種型態的企業，都須面對淨零轉型壓

力，為順利因應國際發展綠色供應鏈與循環經濟的潮流，我國企業必須利用自身優勢

及政府、民間提供資源，及早準備。在臺灣，經濟部已規劃各項宣導推廣活動及輔導

資源，逐步協助供應鏈廠商推動淨零碳排轉型，以正面迎接這波供應鏈綠色轉型浪

潮。

圖 9 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以大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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