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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府碳中立｣政策及碳權買賣信託公司 

加拿大聯邦政府要求該國省在同一國家政策框架下，各自推展氣候政策行動。加拿大卑

詩省在2007年加入聯合加拿大幾個省以及美國數州的「西部氣候行動倡議組織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 (WCI)1｣，參與北美地區以市場為基礎的溫室氣體(GHG)減量規劃。卑詩省

政府由2008年起，同時執行幾項GHG減排政策2，「政府碳中立(Government Carbon Neutral)

政策｣是其中一項，此一政策以達到該省公部門機構零碳排為目標。 

因應「政府碳中立｣政策維持卑詩省公部門碳排中立(零碳排)的政策目標，卑詩省政府要

求公部門機構必須依其各別碳排放量繳交碳排放費，並規劃將這筆碳費挹注到GHG減量相關

投資，以抵銷(offsets)這些公部門機構的碳排。卑詩省政府在2008年設立「PCT信託公司

(Pacific Carbon Trust, PCT)｣擔任公部門碳排放抵銷投資信託，負責執行碳排放抵銷任務，以

維持政府部門碳中立。「政府碳中立｣政策執行之初，教育及醫療等公部門機構繳交碳稅，排

擠這些公部門機構經常性經費之支用，降低教育及醫療兩大系統的服務效能；而PCT信託公

司將部分公部門機構繳交的碳費挹注到大型企業，明顯補貼GHG排放者，引起社會爭議。針

對這些問題，卑詩省政府及時著手調查並調整改善，逐次建構完備的政府機構減排機制，朝

向最佳的政府部門減排結果邁進。 

 

貳、 「政府碳中立｣政策之減排行動 

卑詩省政府公部門機構依量測(Measure)、降低(Reduce)、抵銷(Offset)、報告(Report)四個

步驟來執行「政府碳中立｣政策，以達成政府機構零碳排的目標(BC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5)。首先，卑詩省全省的公共部門機構需要統一透過政府研發的資訊軟體SMARTTool來

量測其碳排放量。其次，以SMARTTool軟體計算的GHG排放量為基礎，就各別實際排放狀況

採取減量計畫與行動以降低GHG排放，這些計劃與行動項目涵蓋甚廣，包括：改善能源效

率、改造建物成為低碳排設計、更新設備成為低碳排樣式、訓練人員減碳技術、參觀低碳建

物等(Lau, 2013)，實際執行這些計畫能有效降低GHG排放，減少政府部門對能源的倚賴，同

時也降低政府開銷。剩餘未能完全去除的政府機構碳排放，則依規定繳交碳排放費，由PCT

                                                           
1 WCI創立於2007年，由五個參與WCI的會員夥伴(美國亞利桑那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奧勒岡州、華盛頓州)簽署協議，制定區域性溫室

氣體減量策略，以管理並發展個別氣候政策(包括具市場誘因機制的政策)，來達到溫室氣體減量。 

2 卑詩省推行包括碳稅、建物能源效率規範、低碳燃料標準、潔淨電力標準以及政府碳中立五項GHG減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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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公司協助抵銷未能降低的碳排放。最後，做成實際施行「政府碳中立｣政策的行動進展報

告。 
 

參、 利益團體 

依「政府碳中立｣制度的設計，卑詩省公部門機構為了維持其碳排放中立性，須繳交碳排

放費，負責承擔碳排抵銷任務的PCT信託公司必須以符合社會期待之原則，將這些轉移自公

部門的經費，投資於實際抵銷碳排放的措施上。實際上，許多利益團體、私人企業、社區、

環保團體、私有林地經營管理者、第一國族(First Nations)3等，均期待PCT信託公司經費挹注

(Lee, 2011)。 

 

肆、 相關爭議 

依卑詩省環境部資料(BC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5)，卑詩省政府機構GHG排放主要

源於教育及醫療院所(中小學及高中以上學校各占24%及19%，醫療院所占29%，其他政府行

政部門及公營公司占28% )，因為教育及醫療院所沒有及時大幅減少碳排放的彈性空間，這些

公部門機構在未能有效增加預算總額度的情形下繳交碳費，排擠了公部門部分經常性經費支

出，降低教育及醫療等政府部門的效能。 

其次，PCT信託公司擔任抵銷政府公部門碳排放之任務，但卻看到大筆經費挹注於補助

大型企業原先就規劃執行的擴張項目上，這些企業雖指稱他們已經達成要求的碳減排目標，

但卻無從認定這些企業宣稱的減排目標已經確實達成，此一補助大企業的做法，備受社會質

疑，無法通過審計部審核(Doyle, 2013)。當適時的審計長Doyle (2013)在審計報告中指出，

PCT信託公司不應該被用來補貼GHG排放者，因為這一做法，違背對政府部門收取碳排放費

之初衷，也違背設立PCT信託公司抵銷公部門碳排放之初衷。其後， PCT信託公司因為沒有

完成維持政府碳排中立的任務目標，所以被迫改組，由其一開始成立時之信託公司型態，改

納入政府體系中，成為一個政府部門。 

PCT信託公司改組後，卑詩省政府仍要求學校及醫療院所繳交碳費，依據2015年環境部

資料(BC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5)，在PCT改組後，政府部門每噸碳排仍需要繳交25元加

幣排放費，政府部門碳排放抵銷的投資改由「氣候行動秘書處(The Climate Action Secretariat)

｣的「氣候投資部門Climate Investment Branch｣負責，投資涵蓋非常廣泛的減排措施與計畫，

這些投資受到卑詩省「排放抵銷法案( Emission Offsets Regulation)｣嚴格規範，每一項投資均

需要接受兩個獨立的專業審計小組嚴格審查，確保現行投資案確實能夠實踐減排。此外，卑

詩省公部門機構也透過低碳排設備採購計畫，來追求政府部門碳中立(Vancouver News 1130, 

2013)。 

 

伍、 補貼碳排放企業 

                                                           
3 在加拿大，以First Nations稱呼當地原住民。早期英國女皇同意保障加拿大原住民權益，因此，加拿大原住民享有森林資源的使用、

經 營 、 管 理 權 力 。 第 一 國 族 也 期 望 能 得 到 PCT 信 託 公 司 經 費 挹 注 其 森 林 經 營 保 育 以 保 障 森 林 之 碳 匯 功 能 ， 見
www.fnforestrycouncil.ca/downloads/carboncreditopportun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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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信託公司將公部門機構繳交碳費形成的碳抵銷基金大幅分配給大型企業，資助這些

企業執行既有的投資方案，形同轉移公部門經費來補貼排放者，致使「政府碳中立｣目標未能

有效達成，這是當時「政府碳中立｣政策最受詬病之處(Doyle, 2013; Bennett, 2013a; Bennett, 

2013b)。Lee (2011)評論指出，PCT信託公司應該將經費投注於實質協助無法以自身力量進行

低碳投資的個體，或用於提升低所得者能源使用效率。「政府碳中立｣政策目標並非以補貼排

放者為目的，PCT信託公司顯然補貼了被視為GHG主要排放者的大型企業，依經濟理論，這

樣的經費挹注僅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助其繁榮擴張，補貼排放者最終會增加排放量，等同於

補助這些企業擴大排放(Baumol, & Oates, 1988)。 
 

陸、 森林部門有效抵銷公部門機構之碳排 

因為森林具有將碳鎖定在生物體的功能，森林保護可以維持碳封存的自然反應，透過森

林保育與經營管理相關投資，可以抵銷政府部門碳排放。在卑詩省境內95%以上森林位在公

有土地上，因為森林具有碳吸存功能，PCT信託公司投資於公有林地植樹造林及森林管理以

抵銷公部門碳排放量，成功的抵銷三分之一以上的公部門碳排放量(BC Ministry of Forests, 

Lands and Natural Resource Operations, 2015)。 
 

柒、 政府公部門機構碳減排的適用方法 

由加拿大卑詩省「政府碳中立｣機制的運作來觀察，如何才能真的降低公共部門GHG排

放是一項值得深思的問題。Lau (2013)及Lee (2011)指出，繳交碳費是否會誘發公部門機構實

際減碳行為，需要仔細檢視繳費是否誘發政府機構展開具體減排行動，是否這些機構因此自

動積極著手於提升該機構之能源使用效率。 

在此整合BC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5)、Lau (2013)及Lee (2011)對卑詩省「政府碳中

立｣政策的討論，提出幾項政府機構內部具體落實減碳的可行方法。 

 

1. 透過碳定價可以獲得實踐潔淨能源技術的經費，建構嚴謹、專業、客觀、獨立的經費

支用監督及審計系統，有助於潔淨能源技術的落實。 

2. 碳定價對追求利潤提升及成本降低之企業構成減碳誘因，因此碳定價可能誘發相關企

業積極採取減排行動或強烈抵制該政策的行為反應。公共部門運作並非以營利為目

標，機構繳交碳費形成預算支出轉移，能否誘發機構減排行為，需要審慎規劃並觀察

相關策略在政府公部門機構運作情形。 

3. 建立低碳辦公室。卑詩省對公部門機構未能完全去除的碳排課費，削減了該機構支

出，該機構效能因而降低，要解決這一個問題，需仰賴低碳辦公室建立計畫，透過低

碳辦公室建立措施，提升機構內減碳效率，同時維持機構效能，讓所人員在低碳環境

下工作。實際施行時，依機構內部個別狀況，要求政府公部門進行低碳採購，將機構

內設備逐步更新為低碳排設備，建立低碳辦公室。Lau (2013)及Lee (2011)也指出，要

仰賴繳費而誘發政府機構減排，成本會高於直接管理措施，最好的方法是透過政府低

碳採購，更新政府機構設備，以提升政府部門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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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能宣導教育。在公部門機構進行節能宣導教育以落實政府機構內部減碳，例如，提

供研習管道，讓所有內部人員學習減碳、交流減碳經驗，使他們願意加入節能減碳的

行列中，從而促進內部人員之節能行為。 

5. 強化造林、育林及公私有森林之經營管理，以發揮森林固碳功能。森林固碳是有效抵

銷政府部門碳排放的方法，可透過公有森林部門抵銷政府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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