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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能源稅概況 (1/3)

1) 歐盟指令：僅對用於車用馬達或加熱用燃料課稅，對用
 為原料、化學還原、電解及冶煉用能源不課稅。

2) 能源密集產業：配合政府減碳者最高可退稅100%。

3) 徵稅作法：

1) 能源稅主要是為降低住商及運輸部門之能源消費，因此
 課徵對象以住商及交通部門為主(尤其是汽、柴油)。

2) 稅率各國不一且差異不小。

3) 徵稅配套措施之共通點：

a) 冶金用之煤、焦炭、電等能源不徵稅。

b) 多數國家對工業大量使用之能源給予較低稅率。

c) 對達成減量目標者給與退稅、減免稅或補貼等優惠。

d) 公布後數年後再課稅，以供業界準備。

1.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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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

1) 對各項能源產品徵稅，但鋼鐵業冶金用煤及焦炭免稅。

2) 大型事業達成排放減量目標可減稅80% 。
3) 正研擬環境稅(碳稅，655日圓/噸CO2)，但新稅中冶金

 用煤及焦炭仍免稅。

4) 能源稅佔全國總稅收3.44%，加上環境稅變為3.69%。

3. 韓國

1) 對各項石油類燃料徵能源稅，煤炭不徵稅。

2) 做為石化製造原料及出口者免稅。

3) 目前正規劃實施碳稅。

4) 能源相關稅收佔全國總稅收7.1%

一、國外能源稅概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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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陸

1) 預計最快2013年起課徵碳稅。

2) 課稅目的：節能減碳、避免出口產品遭課碳關稅，稅
 收留於國內。

3) 初期稅率人民幣10元/噸CO2 ，未來視情勢逐步調高至
 人民幣300~400元/噸CO2 。

4) 能源密集產業達成減量協議者減免稅；民生必需品免
 稅。

5) 強調於經濟發展穩定時期才適合開徵。

一、國外能源稅概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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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及OECD國家能源稅收來源 (1/2)
1. OECD國家：無鉛汽油、柴油、車輛燃料稅、含鉛汽油等佔

 能源稅大宗，電力、天然氣、燃油有微幅能源稅。對焦炭及
 煤均幾乎為0，印證各國並未對工業用煤及焦炭徵收能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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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各國：由交通徵收之能源稅佔總能源稅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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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價格與課稅空間 (1/2)
1. 能源價格比較：與世界主要國家之比較如下表：

附表一：2006年美國能源部對各國能源價格(含稅)的統計

天然氣 電力 工業用 發電用 一般
無鉛

工業用 民生用 差異 工業用 民生用 差異 燃煤 燃油 汽油
台灣 413.8 385.7 -7% 0.058 0.079 36% 60.3(1) 294.7(1) 0.807
中國 - - - - - - - - 0.558
韓國 495.2 641.4 30% 0.065 0.098 51% 57.6 - 1.564
日本 453.3 1238.4 173% 0.117 0.178 52% 69.3 - 1.181

新加坡 - - - 0.096 0.139 45% - - 0.944
德國 - - - 0.094 0.222 136% - 354.1 1.592

西班牙 354.9 756.9 113% 0.091 0.165 81% - - -
英國 383.8 643.8 68% 0.117 0.186 59% 89 427.1 -
美國 302 528.2 75% 0.062 0.104 68% 57 326.7 0.680

1. 計價單位：美元；計量單位：天然氣為107仟卡，電力為度電，燃煤及
 燃油為公噸；汽油為公升。

2. (1)為中鋼公司之到廠價格；
3. “差異”為[(民生用-工業用)/工業用]×100%



9

附表二：2007年美國能源部對各國能源價格(含稅)的統計

天然氣 電力 工業用 發電用 一般
無鉛

工業用 民生用 差異 工業用 民生用 差異 燃煤 燃油 汽油

台灣 475.6 435.7 -8% 0.059 0.079 34% 84.5(1) 369.4(1) 0.807
中國 - - - - - - - - 0.604
韓國 551.1 713 29% 0.069 0.102 48% 71 - 1.641
日本 - - - - - - 78 - 1.187
新加坡 - - - 0.112 0.143 28% - - 1.034
德國 - - - - - - - 378.3 1.818
西班牙 380.3 867.9 128% - - - - - -
英國 753.2 - - 0.219 - 102.8 - -
美國 294.5 509.6 73% 0.064 0.106 66% 60.1 356.6 0.739

1. 計價單位：美元；計量單位：天然氣為107仟卡，電力為度電，燃煤及燃
 油為公噸；汽油為公升。

2. (1)為中鋼公司之到廠價格；
3. “差異”為[(民生用-工業用)/工業用]×100%

1. 能源價格比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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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價格與課稅空間 (2/2)
2. 分析：我國與主要國家能源價格之差異包括：

1) 汽柴油：我國交通用燃料之價格均顯著低於他國
 (僅略高於美國)。

2) 民生天然氣及民生用電：我國均顯著低於他國。

3) 其餘能源：我國價格與他國相當或略高。

4) 工業用與民生用之差價：我國價格天然氣高於民生
 用，與世界各國迥異。我國工業用電價格雖低於民
 生用電，但其價差亦顯著低於世界各國。

3. 結論：我國交通用汽柴油、民生用天然氣及民生用電
 的課稅空間較大；工業用電及發電用燃油亦略有課稅
 空間；其餘能源價格因已接近他國，課稅空間較小。



11

四、能源稅設計原理 (1/2)

1. 一般能源稅設計原理

1) 課稅規劃：應考量項目：以價制量、合理反應內外
 部成本及排碳差異(如對再生能源、核能等低碳能源
 應免稅)、兼顧產業公平與經濟發展、降低對弱勢族
 群衝擊、與既有稅目整合及良好的徵收方式等。

2) 稅金運用：應考量項目包括補助弱勢族群、支持新
 能源發展、及補助大眾運輸等，以兼顧多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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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稅設計原理 (2/2)
2. 我國能源稅宜考量項目

1) 稅率過高違反『量能課稅原則』：依納稅人經濟支付
 能力平等負擔國家財政支出。

2) 扭曲租稅中立性原則：實際作法將大幅重新分配資產

3) 妨礙市場自由競爭及公平性：對於先進國家及競爭國
 (日、韓、大陸)未徵稅項目，例如冶金用煤、焦炭、

 電力等不應徵收，以免造成不公平競爭。

4) 降低社會整體福利：若造成嚴重不公，

a) 多重紅利不易達成

b) 衝擊鋼鐵產業十餘萬人(集團、包商、供應商、客
 戶)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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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與建議

1. 與先進國家及鄰國比較可知，我國能源稅課稅空間較大
 者應是交通用的汽柴油、民生用天然氣及民生用電。工
 業用電及發電用的燃油亦略有課稅空間。其餘能源價格
 因已接近國際水準，增稅空間甚小。

2. 建議以稅額不超過鄰國如日、韓及中國為原則，明述冶
 金用煤、焦炭、電力的免稅是重點。

3. 歐盟、OECD各國及日本等對能源密集產業配合政府減
 碳者均有減、免稅優惠，建議我國宜比照。

4. 政府宜認更注重能源稅應兼顧的各重要原則，並檢視目
 前能源稅條例的架構及內容是否確能一一滿足，以提昇
 能源稅條例的品質。

5. 能源稅架構及內容大致確立後，應讓主要的利害關係者
 得知並有合理溝通機會，之後再立法實施可減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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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green.com/business-green/news/2250036/china-mulls-carbon-tax- 
means

4. Taxation trends in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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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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