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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程自2023/10/01至2025/12/31，進口商必須依規定，每年提
交季度CBAM報告，否則罰款；但，尚不須購買CBAM憑證。

• 歐盟CBAM過渡期申報基本整合知識:包含認識國際法令、IFRS+IT智慧製造架
構運用、認識ABC融入ERP系統及增列碳排量納入帳務管理、綠色貿易資訊網-
-CBAM列管貨品查詢、碳移除技術成果….

• 碳排量即時資訊的採集、收集、存儲、計算、分析與應用，是多系統的整合
的概念，如同智慧製造的OT+IT整合架構；各行各業的ERP系統增列碳排量(分
為:範疇1、範疇2、範疇3)是必要的，即時量價整合也是趨勢，才足以因應碳
有價時代來臨。

• 減碳趨勢:企業優先進行碳盤查與碳減量，碳交易是企業的最後手段。

• EU CBAM申報模板季度報告資訊內容包含，排放源、前驅物、工具、生產製程、
產品總結等；「IFRS+IT經營管理e化實務」一書，有助於認識，OT層碳排工
具運用、IT層IFRS法令ERP系統化及量(包含:產量、碳排量)價資訊整合，實
務過程，ABC理論的運用，及建立含碳排量的管理會計制度等，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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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認識歐盟CBAM過渡期程(2023/10/01~2025/12/31)(1/5)

• 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過渡期申報相關義務之執行規章
• 1.過渡期程 : 2023/10/01~2025/12/31

• 2.建立CBAM申報者制度:2024/01/01起

• 3.列管產品的進口商獲得進口授權，必須提交季度CBAM報告，涵蓋直接、間接碳排放予以
歐盟參考，無須繳納碳排放費用。 (例，第一次提交日2024/01/31前)

• 4.申報內容:①申報期各類商品進口總量②總隱含排放量③總間接排放量④出口國已繳碳
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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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歐盟CBAM過渡期程(2023/10/01~2025/12/31)(2/5)

認識碳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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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歐盟CBAM過渡期程(2023/10/01~2025/12/31)(3/5)

台灣出口業者提供歐盟進口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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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歐盟CBAM過渡期程(2023/10/01~2025/12/31)(4/5)

申報規範-範疇

範疇1

範疇2

範疇1+範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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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1歐盟CBAM過渡期程(2023/10/01~2025/12/31)(5/5)

申報規範-修正與預設值

緩衝修正截止日
首兩次2024/07/31
第三次2024/08/30

預設值截止日
2024/07/31 5A-07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1/8)

• 歐盟CBAM過渡期程申報內容:①商品進口總量②總隱含排放量③總間接排放量④出
口國已繳碳費證明。並展開至季度報告資訊細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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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季申報基本資訊)與 IFRS+IT運用

5-01

系統運用 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 IFRS+IT 經營管理 e化實務(第2版)，如下對應運用:

ERP 1.生產設施相關資訊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AM/資產管理模組

2.製程與生產流程 ①4-2-1認識ABC在ERP系統
②4-2-2傳統ABC與創新ABSC

MES+ERP
(OT+IT層)

或
Smart 
ERP

3.進口產品資訊
3-1.每噸產品隱含直接排
放量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CO/管理會計模組，進口商增加:範疇1排放量(ERP系統化) 
②4-4-3 MES與ERP整合作業
③圖 4-2 智慧工廠的資料傳輸作業圖

3-2.資料品質與排放量監
測排方式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QM/質量管理模組
②圖 4-2 智慧工廠的資料傳輸作業圖

3-3.每噸產品隱含間接排
放量及碳排係數與來源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CO/管理會計模組，進口商增加:範疇2排放量(ERP系統化) 
②4-4-3 MES與ERP整合作業
③圖 4-2 智慧工廠的資料傳輸作業圖
④增加:碳排係數與來源:分為
④-1.一般情況:原產國平均排放係數或IEA國際能源署的排放係數
④-2.實際排放係數:生產電力或電力購買

5A-2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2/8)
5A-2-1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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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季申報基本資訊)與 IFRS+IT運用

系統
運用

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 IFRS+IT 經營管理 e化實務(第2版)如下對應運用:

3-4.電力作為進口產品之碳排係數 電力排放係數:
①一般情況:預設值來自原產國的平均排放係數、或
國際能源署(IEA)的排放係數、或其它公開的數據
②實際的排放係數來源有二，生產電力、或電力購買
協議

3-5.選擇預設值(如次頁) ①依據歐盟資料(截止2024/07/31)，之後，限複雜產
品的20%

3-6.產品特定參數表單(如次次頁) ①參考:歐盟CBAM實施草案

ERP 3-7.碳費支付資訊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FI/財務會計模組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3/8)
5A-2-1 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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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碳含量認定方式
• (1) 產品碳含量 : 以範疇一製程碳排放強度為主，製程設施直接排放
的二氧化碳當量，除以該製程設施生產的產品數量。

• (2) 間接排放 :指範疇二。

• (3) 無法計算的過渡期 :採取碳排量之預設值(截止2024/07/31)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4/8)

5A-2-1 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預設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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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5/8)
5A-2-1 歐盟CBAM季申報基本資訊--產品特定參數表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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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與 IFRS+IT運用

解釋及說明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 IFRS+IT 經營管理 e化實務(第2版)

指OT層
運用科技(全面感知的
資料層):定義自動採
集與收集碳排方法(建
立碳排計算制度)

1.生產設施總排放
1-1.活動數據/係數

3-7智慧製造MES即時資料作業流程

1-2.各排放源排放量
監測法

1-3.其他計算方法

碳移除技術成果—CO2
量化
指碳排帳務管理(範疇
1):透過專案模式(可
運用模式:預算與績效
評估)

1-4.地質封存/化學結
合CO2量

6-6預算與績效評估
ERP系統增加對應碳排欄位有範疇1、
範疇2

碳排量增減管制(範疇
1&範疇2)

2.熱能/廢氣/電力的
進入/移出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6/8)
5A-2-2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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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與 IFRS+IT運用

解釋及說明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 IFRS+IT 經營管理 e化實務(第2版)

增加:進料碳排管
制(範疇3)

3.前驅物數量/隱含
直接間接排放量

①增加:範疇3碳排欄位，指(原)材料帳
②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從
MM/物料管理模組(PO收料開始)至CO/管
理會計模組(每月成本結帳--本期材料
進銷存明細表)
③圖7-1 成本會計結帳步驟與成本結構

各製程-BOM(各項
原材料的用量)

4.各製程前驅物使用
數量

①增加:範疇1、範疇2及範疇3碳排欄位
指WIP在製品帳
4-2-1認識ABC在ERP系統
②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CO/
管理會計模組 (每月成本結帳--本期
在製品存貨)
③圖7-1 成本會計結帳步驟與成本結構

各製程-範疇1及範
疇2分配排放量

5.各製程直接間接排
放分配資訊

各製程--範疇1及
範疇2排放量/產品
數=單位碳排量(範
疇1，範疇2分開)

6.各製程分配排放量
與產品數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7/8)
5A-2-2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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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CBAM過渡期(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與 IFRS+IT運用

解釋及說明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 IFRS+IT 經營管理 e化實務(第2版)

查詢歐盟CBAM列管
貨品查詢

7.CN代碼生產的所有
相關產品清單

列入ERP系統作業 8.生產設施描述 ①舉例: 表2-4 SAP的ERP模組表
其中:AM/資產管理模組

外部提供 9.購電協議中電力排
放係數

①外部提供:
電力購買的實際排放係數

5A-2 歐盟CBAM過渡期季度報告與IFRS+IT運用(8/8)
5A-2-2 季申報建議提供資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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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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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說明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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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3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3/23)
A.製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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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4/23)
B.製造商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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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5/23)
C.排放與能源

指OT層碳排量的自動
採集與品管資訊

5A-20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6/23)
D.生產流程 (1/2)

「單位產品」介紹
請參考IFRS+IT

4-2-1 認識ABC在ERP系統

5A-21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7/23)
D.生產流程 (2/2)

IT層:指範疇1及範疇2 碳排量必須自動納入ERP系統化

(範疇1)

(範疇2)

OT層

建立
Smart ERP

思維

5A-22



前驅物，又稱母體物、
先質。某些一次污染物
能轉化成二次污染物，
則前者為後者的前驅物

如二氧化硫為硫酸或硫酸鹽的前驅物，
二氧化氮為硝酸和硝酸鹽的前驅物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8/23)
E.購買之前驅物

(範疇3)

(範疇1)

(範疇2)

ERP系統必須增加各範疇的碳排欄位

5A-23



汽電共生是一種工業製程中
的能源再利用技術，廢熱的
回收再利用，達到熱電共同
使用的最佳效益。

「先發電式汽電共生系統」是先進行發電，再將發電過程中發電機的餘熱用於生產製程。

「後發電式汽電共生系統」在生產過程有
高溫製程，將廢熱回收後以蒸汽帶動發電
機轉化成電能，這些電能可再度投入製程
中使用，或賣回給台電併入電網使用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9/23)
F.工具 (1/2)

OT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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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0/23)
F.工具(2/2)

Smart 
ERP
量價
整合

製程每月結帳
(運用IFRS+IT的

成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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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1/23)
G.進階指引

指OT層相關的
範疇1及範疇2
自動採集數據

碳排管理制度化:
引用目標管理或前後
期碳排數據的比較

指結帳過程的分攤作業制度化

5A-26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2/23)
S1.製程總結

指成本中心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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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3/23)
S2.產品總結

指製成品碳含量

5A-28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4/23)
S3.通報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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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A 製造商資訊 1.報告期間(以季
為單位)
2.生產設施資訊
3.商品類別與相關
生產流程
4.購買的前驅物
(上游原料)

1.每月結帳是趨勢:
★7-5-4 製造業的成本會計與運用
2.指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
3.指產品製造過程對應到相關生產流程
(運用ABC理論及成本會計結帳作業)
★4-2-1 認識ABC在ERP系統
4.前驅物屬於範疇3，碳資訊ERP系統化是
趨勢

B 製造商排放源 1.排放源與層級資
料

1.運用科技在「排放源或能源消耗」的即
時資料採集
★3-4-2 認識即時自動資料採集作業
1.層級資料:對應BOM、製程及組織責任劃
分(例:成本中心)，有助於「碳排量(指範
疇1)或能源消耗(例:範疇2使用「電力」)
納入每個月的結帳作業
★7-2-1 組織結構

C 排放與能源 1.排放與能源消耗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5/23)
5A-3-1 對應至IFRS+IT的運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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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D 生產
流程

1.單位產品碳排量
分配計算
2.直接歸屬碳排量
3.可量測熱值投入
與產出
4.廢氣
5.電力消耗間接排
放
6.生產流程電力輸
出

1.運用ABC理論，規劃所謂的「單位產品碳排量」制度，
透過每個月結帳作業進行分配計算
★4-2-1 認識ABC在ERP系統
★圖7-1 成本會計結帳步驟與成本結構
2.直接歸屬碳排量:指「單位產品碳排量」應明確劃分
「範疇1」、「範疇2」、「範疇3」(類似所謂的「成本
結構」)：換言之，因應碳排量ERP系統化，所有各行各
業的ERP系統，相關流程、模組、成本會計月結帳，皆
必須與時俱進修改程式
3.科技運用必須選擇合適的自動即時資料採集作業在
「投入、產出、廢氣、電力間接(範疇2)排放、或氣電
共生的電力輸出」等，是屬於OT層的「全面感知的資料
層」，之後，資料傳輸至ERP系統
★3-4-2 認識即時自動資料採集作業
★3-7-2全面感知的資料層
★圖4-2 5G智慧工廠的資料傳輸作業圖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6/23)
5A-3-1對應至IFRS+IT的運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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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E 購買之
前驅物

1.購買前驅
物的碳排量

1.「前驅物」指上游的原物料，必須提供其碳排量，甚至
還要追蹤其碳排放結構(指供應商之範疇1、範疇2、範疇3)，
避免造成所謂的「再次汙染」。
原物料之碳排量ERP系統化是趨勢，從源頭就管制，甚至，
列入原材料主檔的項目之一，從收料開始至成本會計結帳。
★7-5-4 製造業的成本會計與運用
★二、建立成本制度
★三、每月成本結帳作業步驟(如圖7-1所示)

F 工具 1.氣電共生-
產熱排放量
估算工具

1.指所謂的「能源使用極大化」:製程的能源再利用的技術、
與廢熱回收再利用技術，其相關工具運用及計算；也就是
指「OT層」工具的運用及「IT層」量價整合作業
★3-4 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概論
★3-4-3 MES整合功能別的子系統
★3-5-3 橫向和縱向資訊整合
★3-7 智慧製造MES 即時資料作業流程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7/23)
5A-3-1對應至IFRS+IT的運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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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F 工具 1.碳價估算工具 指所謂的「碳排量自動納入ERP系統化，及進行量價整合的
作業」:其中「量」有二，指「產量」與「碳排量」；「價」
指投入所有相關成本，每個月結帳分配到各類產品產量的
成本與對應其碳排量，也可算出各單位成本結構與碳排量
結構；才有機會建立所謂的「企業內部碳定價」機制
★7-5 單一公司資訊系統化
★7-5-4 製造業的成本會計與運用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8/23)
5A-3-1對應至IFRS+IT的運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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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G 進階
指引

1.排放源的名稱、
活動數據等
2.生產製程排放
貢獻度如何計算

1.排放源的名稱應對應到「財產目錄或稱為固定資產」；
活動數據等，指量價各別資訊與整合，包含「OT層」各別
的即時資訊(稱之為:「全面感知的資料層」)與具備自動傳
輸資料的功能(稱之為:「可靠傳輸的資料層」，其目的也
必須整合OT+IT層的量價資訊)
★3-7 智慧製造MES即時資料作業流程
★3-8 模擬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架構
2.生產製程排放貢獻度如何計算:「碳排量」應該納入「成
本會計制度」，建立所謂的「碳排的量價」制度，才可精
準計算「各生產製程排放貢獻度」
建立制度相關知識必須具備:ABC理論與生產製程、實務作
業的「成本中心」結帳之制度規劃、即時碳排資訊採集與
多系統整合
★4-2 即時資訊與ERP
★4-2-1 認識ABC在ERP系統
★4-3 MES 與ERP 系統的ABCS
★4-3-1 認識ABSC 的即時成本規劃與運用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19/23)
5A-3-1對應至IFRS+IT的運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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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IFRS+IT運用與說明

S
1

製程
總結

11.生產設施/
製程/生產路徑
12.製程碳排量
13.每項生產流
程概述

12.製程碳排量:製程的設計，必須考慮其生產型態及銷售內
容，包含BOM的設計、投入各項的資源成本；換言之，每個月
實務作業採取「成本中心」進行月結帳作業，其「總量價資
訊」就是該製程的「總產量 」、「總碳排量」、與「總成
本」。
21.各項產品(單位)碳含量:運用單位成本的概念，運用在各
項產品(單位)碳含量；換言之，各項產品總成本/各項產品總
產量=各項產品單位成本，各項產品總排放量/各項產品總產
量=各項產品單位碳含量。如果，各項產品必須經過多製程的
生產，其各項產品(單位)碳含量就是各製程(單位)的總和。
23.回收廢棄物:例如，指從消費端回收報廢產品，可進行拆
解，造就所謂的「循環經濟」，相對的，對企業帶來收入或
費用。
24.各項產品之有效碳價:除了企業內部各項產品成本，之外，
還要考慮所謂的「碳關稅或碳費」，就是必須將「環境外部
成本內部化」的概念：另外，「有效碳價」也應該考慮「碳
權交易市場」機制，企業的買賣碳權之作業。

S
2

產品
總結

21.各項產品碳
含量
22.前驅物主要
還原劑
23.回收廢棄物
24.各項產品之
有效碳價

S
3

通報
總結

製程總結+產品
總結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20/23)
5A-3-1對應至IFRS+IT的運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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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項目
分類

說明與★IFRS+IT運用 解決
困境

1. 產業特
性分類

依據SASB分類 (共77項產業，其中10餘項不在台灣的產業範圍)
確認產業特性

2. 各行各
業產業
系統整
合

1.OT層的工具運用+IT層的ERP系統量價資訊整合
★IFRS+IT經營管理e化實務(第2版)
★CH 1 IFRS+IT在ERP的運用 ★CH 2 IFRS+IT的發展
★CH 3 智慧製造與系統整合基本概論
★CH 4 智慧製造與管理會計變革
2.符合IFRS相關法令
2-1.上市櫃基本要求IFRS 10、 IFRS 8、及 IFRS 13
★IFRS+IT經營管理e化實務(第2版)
★CH 5 IFRS之e化策略規劃 ★CH 6 IFRS之e化管理控制
★CH 7 IFRS之e化作業控制
2-2.歐盟CBAM要求 –碳排量管制
IFRS S1及 S2 (來源TCFD)，ERP系統增加碳排量(分為，範疇

1、範疇2、範疇3)、產業特性相關法令(例:歐盟CBAM)

歐盟
CBAM
申報
困境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21/23)
5A-3-2各行各業產業整合與發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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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項目
分類

說明與★IFRS+IT運用 解決
困境

2 各行各
業產業
系統整
合

3.碳排量的帳務管理與建立制度
3-1.基本知識:
3-1-1.ABC 理論(★4-2-1 認識ABC在ERP系統)
3-1-2.納入成本會計制度(★7-5-4 製造業的成本會計與運用)
3-1-3.即時採集碳排量及ERP系統化(如同 Smart ERP定義)，
指OT+IT整合(★3-4 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概論、★3-7 智
慧製造MES即時資料作業流程)

歐盟
CBAM申
報困境

3 扶植產
業與發
展

1.軟體業:各行各業OT(功能別軟硬體整合)+IT (IFRS法令、
碳排管制ERP系統化)整合作業
2.建立多產業永續合作:ERP系統應視為「財務系統」符合國
內外法規，與時俱進因應國內外法令修改ERP系統相關程式
2-1.建立跨產業永續合作關係:各行各業的軟體業(配合法令
修改程式)+會計師產業及記帳業產業(提供國內外法令知識)
2-2.台灣中小企業的各行各業軟硬體可成為行銷全球各行各
業的中小企業之軟硬體(換言之，因應國內中小企業的軟硬體
需求之外，也可拓展海外市場)

解決台
灣中小
企業科
技等能
力落差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22/23)
5A-3-2各行各業產業整合與發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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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項目
分類

說明與★IFRS+IT運用 解決困境

4 建立各行各
業產學整合
平台及認證
機制與發展

學術界也應納入各行各業的產業鏈，成為企業的
後盾，整合各產業的OT+IT的軟硬體，編制各行各
業認証教材，承擔起，產學整合教育，例如：
1.全台各大專院可建立專屬的產業特色，包含培
育產業人才
2.建立永續OT層及IT層的人才培訓機制，包含產
業的教材開發、各系統認證…
例:OT層與IT層的各功能別軟硬體認證、專業人才
的認證機制…
3.隨著，各行各業軟硬體行銷海外，學術界也可
成為外銷的產業之一

解決科技、法
令快速變化與
產學落差

5A-3 EU CBAM 申報模板 (23/23)
5A-3-2各行各業產業整合與發展(3/3)

隨歐盟CBAM過渡期規定的發佈，及全人類也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友善環境等，多產業
也必須面臨公正轉型；
數十年來，科技快速奔馳，但多數的中小企業(包含超過98%的企業家數、及80%就業
人口)尚未跟進，產學落差，是機會也是威脅。 5A-38



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1/7)
5A-4-1 附件1:鋼鐵及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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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2/7)
5A-4-1附件1:鋼鐵及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2/5)

5A-40



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3/7)
5A-4-1附件1:鋼鐵及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3/5)

5A-41



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4/7)
5A-4-1附件1:鋼鐵及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4/5)

5A-42



3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5/7)
5A-4-1附件1:鋼鐵及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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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6/7)
5A-4-2附件2:原生鋁及鋁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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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4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 (7/7)
5A-4-2附件2:原生鋁及鋁製品前驅物及特別規定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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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4-3 複雜產品之上游原料納管緣由
產業碳排量結構分析

範疇
1+2
5.79%

範疇
3

94.2%

金屬製品業 塑膠製品業

範疇
1+2

22.32%

範疇
3

77.68%

前驅物碳排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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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 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1/22)

範疇1 & 2

科技運用，指OT層，請參考IFRS+IT
3-7 智慧製造MES即時作業流程

制訂各類設施的標準化
及計算效率

數據報告分為正常
與異常管理

排除 前置作業及
在製品移轉的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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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1 範疇2
範疇 1 + 範疇 2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2/22)
5A-5-1 產品碳含量計算原則

科技運用系統整合，請參考IFRS+IT
3-6 智慧製造MES與ERP主檔的重要性
3-8 模擬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架構
7-5-3 管理會計與ERP系統

OT層

指各設施的
碳排量標準化

指各設施的碳排量標準化
外包或
上游前
驅物(範
疇3原物
料)等

產品碳含量計算原則:
範疇1+範疇2+範疇3 是趨勢 5A-48



0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3/22)
5A-5-2 歐盟CBAM產品碳含量計算原則

範疇1+範疇2

指OT層作業

參考IFRS+IT
3-4智慧製造的MES
整合系統概論
OT+IT
3-8 模擬智慧製造的
MES整合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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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疇
1

範
疇
2

範疇3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4/22)
5A-5-3 監控排放源 (1/10)--原則

碳排量納入ERP系統
請參考IFRS+IT
6-4 單一公司組織規劃及運用

生產製程數位化:
請參考IFRS+IT
2-2-4 數位轉型的運用

標準化

原物料投入之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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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5/22)
5A-5-3 監控排放源 (2/10) --直接排放

範疇 1

科技運用，
生產製程數位化:
請參考IFRS+IT
2-2-4 數位轉型的運用

請參考IFRS+IT
3-1-1認識 AI及5G運用

標準化
5A-51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6/22)
5A-5-3 監控排放源 (3/10) -- 直接排放

實務運用，運用ABC理論
各製程(碳排量)對應整合
到各成本中心(產量與金額)

實務作業，請參考IFRS+IT
7-2-1 組織結構 3.成本中心

範疇1再細分類:(舉例共4類①②③④)表示「會計項目也要分類及運用部門別控管」

①

②

③ ④

納
入
產
品
碳
排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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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7/22)
5A-5-3 監控排放源 (4/10) -- 間接排放

範疇2

實務運用，運用ABC理論
及各製程(碳排量)對應整合到
各成本中心(產量與金額)

實務運用，請參考IFRS+IT
7-2-1 組織結構 3.成本中心

範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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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8/22)
5A-5-3 監控排放源 (5/10) --煙氣流量的量測

範疇 1

科技運用，請參考IFRS+IT
3-1-1認識 AI及5G運用

生產製程數位化:
請參考IFRS+IT
2-2-4 數位轉型的運用

指OT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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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9/22)
5A-5-3 監控排放源 (6/10) --誤差值處裡

連續排放誤差%分兩類
①10%以下
②超過10萬噸的石化燃料2.5%以下

數據資料收集達
80%以上(可採取
比例認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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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0/22)
5A-5-3 監控排放源 (7/10) – 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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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1/22)
5A-5-3 監控排放源 (8/10) --碳排數據選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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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2/22)
5A-5-3 監控排放源(9/10) --數據來源及品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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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3/22)
5A-5-3 監控排放源 (10/10) -- 數據來源及品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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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4/22)
5A-5-4 產品碳排量計算方式

範
疇
1
+
2 範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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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5/22)
5A-5-5 範例: 鋼鐵製品產品碳排量計算 1/5 (質量平衡法)

範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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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6/22)
5A-5-5 範例: 鋼鐵製品產品碳排量計算 2/5 (碳鋼高爐間接排放)

範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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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7/22)
5A-5-5 範例: 鋼鐵製品產品碳排量計算 3/5 (碳鋼高爐直接排放扣除廢氣)

範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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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 (18/22)
5A-5-5範例: 鋼鐵製品產品碳排量計算 4/5 -- 活動層級

參考 IFRS+IT
4-2-1認識ABC在ERP系統

ABC運用(量價整合):
①各種資源驅動元素
(對應投入各項成本)

②作業基礎成本制度
(Activity-Based 
Costing)(量價整合):
分配給各種成本物件

①

②

ABC之「量、價」整合「量」有二類:數量、碳含量(包含範疇1、範疇2、範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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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運用(19/22)
5A-5-5範例: 鋼鐵製品產品碳排量計算 5/5 --特定隱含排放量

範疇1碳排量(B)

產量(A)

範疇2碳排量(C)

(範疇(1)單位b=B/A

(範疇(2)單位c=C/A
d=b+c

計算單位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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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供應商送貨時，應提供其
碳含量(範疇3)，納入ERP系統，
如同各項BOM的「碳」管制

原料(前驅物) 生產流程/製程 產出產品

原物料投入(範疇3) WIP在製品(範疇1&2) 成品入庫(範疇1&2&3)

原(材)料進銷存管制 在製品存貨管制 製成品存貨管制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與IFRS+IT (20/22)
5A-5-6 碳排量納入ERP系統管制

指固定資產
(財產目錄)

實務作業，請參考IFRS+IT 7-5-4 製造業成本會計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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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含量」納入ERP系統及IFRS+IT「6-4單一公司
組織規劃及運用」的成本中心之「量」「價」整
合(量有二類:數量、各範疇1或2或3的碳含量)

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IFRS+IT運(21/22)

5A-5-7產品碳含量納入ERP系統結合成本中心量價整合

參考IFRS+IT
4-2-1認識ABC在ER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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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5歐盟CBAM過渡期碳排計算作業IFRS+IT運(22/22)

5A-5-8 智慧製造 OT+IT 多系統整合架構

參考IFR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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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介紹個案(1/9)
5A-6-1 美國CCA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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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IFRS+IT 3-8 模擬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架構

5A-6 介紹個案(2/9)
5A-6-2 智慧製造 OT+IT 多系統整合 (台達吳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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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設備連結（Connect）：用物聯網、機聯網達成設備對設備間連結與協作。老舊設備未智慧化，無法蒐集資料，就很難發
展AI及應用場景。
第二階段、數據轉換（Convert）：結合AI大數據平台和邊緣運算，發展設備端智能化AI應用場景。例如AI視覺檢測、AI預測維護。
第三階段、預測模擬（Cyber）：導入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的數位工廠。達成生產現場可視化，並動態模擬至排程，甚至
做到學習引擎訂單與產線動態排程。
第四階段、智慧工廠（Cognitive）：打造人工智慧學習平台，讓工廠能自我診斷、自主修復、自動排程，加速模型驗證和部署。
第五階段、動態客製（Configure）：透過B2B混合雲平台、區塊鏈、動態客製，做到少量多樣短交期，實現軟體定義的價值鏈平台。

請參考 IFRS+IT 3-2 認識AI 在CPS虛實整合系統的運用

製造業要如何檢視
企業自身智慧製造
進程的深度與廣度
呢？IBM推出智慧
製造「5C成熟度模
型」，以成熟度區
分為五大階段：

5A-6介紹個案(3/9)
5A-6-3 智慧製造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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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介紹個案(4/9)
5A-6-4產品碳足跡資訊網(1/2)
https://cfp-calculate.tw/cfpc/Web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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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fp-calculate.tw/cfpc/Carbon/WebPage/visitors/FLProductinfo.aspx

5A-6介紹個案(5/9)
5A-6-4產品碳足跡資訊網(2/2)- 碳足跡標籤
https://cfp-calculate.tw/cfpc/Carbon/WebPage/visitors/FLProduct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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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介紹個案(6/9)
5A-6-5 碳排節能個案
個案:如何制定最佳減碳策略(1/3)洛克威爾自動化2022-02-08

• 「節能減碳第一步，就是從能源、溫室氣體盤查開始，」

• 透過盤查釐清企業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有利於進行減量計畫。

• 製造業電力能源消耗，通常包含兩部份，①工廠端的生產設備，例如：
冰水主機、空壓機等，②日常用電，例如：空調、日光燈等，由於前者
耗電量大，是優先要改善的部份。

• 製造業者能源管理的兩大盲點，
• ①缺乏全面規劃，僅單純導入節能方案，如：加裝變頻器、需量控制等，
應找出高能耗的真正原因；

• ②沒有持續性監控方案，就無法持續優化及降低能耗。

• 能源消耗減量計畫成功關鍵，從能源、溫室氣體盤查，採取PDCA (Plan、
Do、Check、Action)模式、由減量計畫的制定及執行與成效評估有一個
完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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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介紹個案(7/9) 
5A-6-5 碳排節能個案
個案:如何制定最佳減碳策略(2/3)洛克威爾自動化2022-02-08

• 能源大數據應用分成四個階段，從「資料蒐集」，至「識別耗
能模式與來源」，之後「建立能源管理目標」，最終透過持續
不斷地蒐集與分析能源使用數據，搭配企業的預算及需求來
「設定最佳能耗減量策略」。

• 第一階段(資料蒐集)：支援多種通訊協議，整合智慧電表等設
備的數據，可架設感測器自動讀取和紀錄設備的能耗數據，如：
冰水主機的耗電量、冰水溫度、冷卻水溫度、流量等。

• 第二階段(可視化識別能耗類型)：以 BI統計圖表呈現，協助
識別能耗的類型、歷史趨勢，建立完整的能耗數據庫。異常數
據平台偵測及通知；例如，設備耗電量大幅增加或深夜高負載
等，啟動即時通知工程師前往處理。

5A-75



5A-6介紹個案(8/9) 
5A-6-5 碳排節能個案
個案:如何制定最佳減碳策略(3/3)洛克威爾自動化2022-02-08

• 第三階段(以大數據建立能源目標)：可客觀地驗證各項節能
措施，找出成本最高、使用效率最低的設備及產線，作為改
善節能的優先目標。

• 第四階段(設定最佳能耗減量策略)：掌握工廠能耗狀態、鎖
定節能目標，進行優化能源使用效率。規劃節能策略時，必
須考量生產模式、設備種類、及設備在生產流程中肩負的任
務等多項因素。

• 能整合 MES、ERP、BMS（建築設備管理）等系統，及滿足企
業未來的擴充需求。

• (請參考IFRS+IT 3-8 模擬智慧製造的MES整合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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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介紹個案(9/9) 
5A-6-6如何低碳轉型與說明

(註一)
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排放，

1.廠內排放氣體包含蒸氣、自有汽車、
2.員工交通、
3.電力使用，ㄧ般電子產業，7成排放來自電力。

唯有在充分檢視自身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下，才能
規劃溫室氣體控管措施及落實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達到企業節能減碳之目標。
(註二)
ISO14067產品碳足跡：對產品或服務之生命週期
各階段進行活動量化數據的盤查，以檢視碳排放
量熱點，並進行後續節能減碳之碳管理或碳中和。
(註三)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每個設備通常沒有電錶
工具持續量測，基於ISO50001的要求，每年須持
續改善，因此需要透過數位化來滿足持續改善能
耗管理，才能維持ISO50001的認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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