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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試行階段 2023年10月-2025年12月

執行項目
每季的產品碳含量報告

▋第一次為2024年1月底前申報前一季數據
▋報告可依製造國當地政府規定

產品碳含量
預設值(WAT)

歐盟該類產品碳排放量最高10%的平均值
▋使用預設值，直接變成ESG後段班

▋預設值使用期限，只到2024年7月31日

罰則 未申報、申報不實或申報不完整，
每噸碳罰款約10歐元至50歐元

受影響產業
水泥、肥料、氫、電力及

鋼鐵、鋁等加工物（如螺絲、螺栓
或鋁製容器、鋁管配件等金屬製品）

台灣影響企業 約3500家，
包含製造業1800家和貿易業1600家

正式實行 2026年1月1日開始

執行項目 每季申報被歐盟認可驗證單位任證
的產品碳含量報告

碳關稅
計價方式

碳關稅=
產品碳排量和歐盟免費配額差異量 x

ETS碳排放交易系統每周平均碳價

▋國際碳費持續漲價，ETS
2023年9月底約82歐元/每噸碳

▋歐盟產品免費配額會逐漸降低，
2034年無免費配額

數位工具提升碳盤查效率
利用碳盤查了解整個公司各部分的
碳排放狀況，掌握完整組織排碳的

基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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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產品減碳時，
減碳計畫才能
更全面規劃。

2
  ▌活動排放分類
  ▌數據收集正確性
  ▌計算邏輯合理

中小企業如何
因應CBAM？

CBAM啟
碳關稅第一槍，
減碳壓力更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