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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ICC環境能源委員會線上經驗分享會 
 

110年 8月 20日 

 

拉美非洲處 陳盟仁 

活動概要 

 ICC環境能源委員會由跨國企業代表和專家成員組成，主要研究全球環

境與能源相關議題，包括氣候變化、綠色經濟、永續發展等，致力於支持「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巴黎協定等，推動企業永續發展及碳定

價機制等規範，敦促政府透過政策加速企業對於淨零碳排、碳稅等永續方案

進行投資，本次辦理 ICC 環境能源委員會線上分享會，邀請曾參與氣候能

源委員會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與會者擔任講者分享出席經驗，由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戴婉容主任秘書擔任致詞貴賓，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王彬墀首

席副秘書長擔任引言人，講述該協會推動永續發展的進程，及參與 ICC 碳

訂價工作小組的會議經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講座教授暨台灣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顧洋執行長分享參加國際環保公約會議經驗，馬偕醫學院

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副教授暨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申永順秘書長講解國

際企業推動永續發展趨勢之機會與挑戰，共 90餘位與會者線上出席。 

 

會議摘要 

國貿局戴主任秘書婉蓉致詞 

國際商會(ICC)各委員會之倡議涵蓋當前國際經貿議題，並制定有貿易

推廣方面的規章如國貿條規等，近來各國廣泛討論環境變遷與經濟如何達成

永續發展的議題，推動氣候永續發展及碳定價規範，國際商會以商業角度代

表企業向聯合國提出制度規範建言，歐美各國對氣候議題重視，近期美國重

返巴黎氣候協議並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歐盟提出綠色新政，課徵碳稅並分

段實施，顯示低碳經濟模式興起，碳排放量較大的企業因面臨碳稅等制度將

造成成本增加，而減碳能力較好企業增加國際競爭力，貿易局積極掌握並追

蹤碳管制機制新動態、美國草案修法及歐盟最新進展等規範內容，結合產業

公協會及多邊機制替廠商爭取有利位置，盼參與 ICC事務能有利於掌握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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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及法規制定新制，替我業者發聲並爭取利益，進一步跨大我國業界參與

ICC活動能量。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王彬墀首席副秘書長引言 

    永續能源基金會業務範圍與 ICC環境能源委員會有相近，先前受邀參加

該委員會碳定價小組會議，本次分享分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主要業務，

以及參與 ICC會議實務經驗兩大部分，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主要業務分

為氣候變遷、永續能源、企業永續、大學永續及永續發展目標等五大主軸，

參與 ICC 相關委員會方面則以環境能源委員會及企業責任及反貪腐委員會

為主，基金會於 2007 年底成立，持續辦理台灣永續發表目標論壇及獎項，

透過教育國內外規範指引，型塑實踐模型，教育企業社會永續責任，日前透

過國經協會協助加入 ICC碳定價工作小組，該小組希望以實體經濟角度來看

碳訂價(carbon pricing)制度，各國成員分享發展經驗並確立此機制，估算政

策工具的影響，宗旨為鼓勵清晰且透明的跨國碳訂價機制，聚焦碳訂價挑戰，

協調性、適法性問題及知識掌握不足等問題，盼各國妥善落實碳定價等制度。 

    會中針對工作組成員的專業背景及未來小組工作期許調查，結果多與氣

候變遷政策背景、稅務相關，而政策透明度及具備全球尺度、連貫性與否為

工作小組成員所關心的，當天討論文件尚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對碳的

樓地板價提案及 ICC 環境稅原則及碳訂價原則等，並總結 ICC 立場文件，

ICC 環境能源委員會後續將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26)闡述立場，並持

續關注企業應對氣候變遷等永續議題。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講座教授顧洋執行

長 

 顧執行長曾參與「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處置巴賽爾公約會議(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國際環境保護相關會議，渠說明環

保運動從 80 年代上國際舞台，至今不過 20~30 年，環保議題的背景及造成

的影響為累積漸進的，可溯自工業革命到現今，不如貿易政治及文化等衍生

時間長並建立完善國際規範，對環境保護的認知及規範偏向片面且相對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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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觀念與真正的落實有段差距，參加環保的國際會議國家立場各異，而台

灣非聯合國會員國故須利用機會以民間專業專家學者代表參加，並於適當時

間表達立場，國際商會(ICC)對於環保立場關切程度提升，各國工業化發展程

度不同，難以將責任均分，造成國際環境會議討論到責任義務時各國立場差

異大，發展程度不同對環境破壞時間、程度亦有不同，為國際公約會議常討

論到的問題，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立場對立，對已開發國家來說，認為

各國均有責任，開發中國家則認為已開發國家須負較多責任，例如美國常對

於中國及印度的碳排放標準較為寬鬆有意見，巴賽爾公約及蒙特簍議定書均

有注意到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立場問題，台灣的發展程度近似於已開

發國家但，邦交國以開發中國家為主，與相關會議的立場表達上有些許為難。 

    環保問題須以科學證據為共通語言，以此為發展共識，透過正式及非正

式溝通管道協商、與各國代表交換訊息及與不同立場的團體等代表溝通，台

灣參加國際環境會議的建議需確立立場，國內各部會對於議題的看法有所分

歧，例如環保署、經濟部等各部會環保的看法就各異，會後帶回新的國際規

範，各個部會如何遵循，且權責如何分攤等為實務上遭遇的問題，另參加各

類環保國際會議，常在不同會議遇到相同的與會者，故長時間建立私交為要

點，著眼點不限於某大型會議，人才的培育亦同等重要。 

 

國際企業推動永續發展趨勢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副教授暨台灣

企業永續獎(TCSA)申永順秘書長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以鼓勵永續創新、致力社會共榮、因應氣候變

遷等三大主軸推動企業永續，企業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主體有所不同，企業

永續考量環境與社會面向之經營策略，重點在於提升企業競爭力

(competitiveness)，企業社會責任為對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的回應與責任履行，

重點為表達企業當責性(accountability)，目前國際間以企業永續為主流，發展

趨勢為永續與低碳投資金額日漸龐大，永續績效有利企業吸引頂尖人才，永

續評比及成績日益受到關注，策略型的企業永續方案思維包含整合、創新、

闡釋、影響等，使企業與社會環境建立關係及提升獲利，目前國內 26 間企

業參與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評比，為資本市場對世界及永續企業

的肯定，現代公司的價值評比逐漸朝向以品牌、形象、信譽、智慧財產權等

無形資產為主，台灣永續發展雖較國際間為慢，但發展迅速，國內不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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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發展範例如家樂

福影響力概念店推重視動物福利的非籠飼雞蛋及全聯的老鷹紅豆，以契約收

購有機耕種的紅豆，保障野生老鷹不因誤食攝取農藥過多的麻雀而死亡，達

成某種程度上企業、環境、消費者三贏的局面，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展現。 

    申秘書長建議積極培育企業永續管理的專責人力，如環境安全管理師、

公關專業人員、培訓主管及顧問等，並導入國際企業主流的規範與工具如評

估社會公益投資專案效益、建立科學化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揭露企業氣候變

遷風險及其相關財務資訊等，另部分企業如中鼎工程已開始辦理員工針對企

業永續的提案競賽，台積電摘錄年度企業社會責任亮點，並對外宣傳，企業

永續為商業價值體現，已成為國際企業發展策略的核心議題，利於吸引投資

者，故企業建立永續的系統性思維並推動相關方案等為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 

 

檢討與建議 

一、ICC環境能源委員會及企業反貪腐委員會等均有涉略到企業永續發展及

跨國間的碳稅、碳定價等議題，近年由於疫情關係，上述委員會議開始

改用線上的方式進行會議，亦成為我公協會代表積極參與之契機，近期

環境能源委員會向各國家委員會邀請推薦專家加入碳訂價 (carbon 

pricing)小組，本會已邀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代表加入該小組，後

續將透過其實質參與，協助我國業界了解目前規範制定方向。 

 

二、本次分享會邀請講者以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代表為主，均長期涉略

企業永續經營、各國參與氣候變遷實質行動等議題，對於國際環境議題

如何在國內落實，顧洋執行長建議應針對國際重要環保議題，儘速檢討

現行管理方式與國際環境規範的符合情形，強化國內處理相關環境問題

的能力，及探討議題間衝突事項處理方式，包含國際管理規範的即時引

進等，以調整我國面對相關環境議題的法治體系，確立「外交為內政延

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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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 

 

2021年 8月 20日（五）線上舉辦「2021 ICC環境能源委員會線上經驗分享會」

貴賓合照，由左至右：上左：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

程系講座教授顧洋執行長、上右：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戴婉蓉主任秘書、下左：台

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王彬墀首席副秘書長、下右：台灣永續獎-馬偕醫學院高齡

福祉科研究所副教授兼學務長申永順秘書長 

2.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王彬墀首席副秘書長分享 ICC環境能源委員會立場文件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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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顧洋執行長分享自身參加國際環境相關會議經驗談。 

4.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申永順秘書長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國際發展及我國實務發展現

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