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富管理部投研團隊
2024年02月26日

ESG投資浪潮下的
投資趨勢

1



CSR ESG SDGs簡介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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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維基百科、華南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部彙整

CSR、ESG、SDGs 比較一覽表

CSR強調企業對社會和
環境的主動責任和貢
獻。ESG強調企業永續
經營的績效，可將其
視 為實踐 的手段 。
SDGs是廣泛全球性永
續發展目標。

雖 然 CSR 、 ESG 、
SDGs三者在涵蓋範圍
與對象上有所不同，
但都是推動永續發展
的重要框架。

 指企業除了盈利外，還必須達成「取之社會、用之社
會」的願景。1999年聯合國祕書長科菲 .安南 (Kofi
Anan)倡議，要求公司落實 CSR。

CSR: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G:企業永續目標(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所謂的ESG包含：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依
據財務表現、員工照顧、股東回饋及社會責任等指標
進行內外部評鑑，以達到永續經營。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概念則是聯合國因應全球飢餓、性別及種族歧

視、貧富差距，及氣候變遷衝擊，2015年提出給全球
企業3大原則、17項永續發展目標及169個細項目標。



 CBAM 主要透過明訂出口國產品的碳含量，若超過進
口國規範，進口商就必須另外購買CBAM憑證（CBAM
Certificate），因此CBAM也是屬於「碳關稅」的一種。

 若非歐盟的生產商，只要提供產品在非歐盟國家已依
據碳價格支付費用的相關證明，進口商則可以抵消歐
盟CBAM憑證的採購費用。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已於2023年試行，預計2026
年1月上路。

Highlight

CBAM屬「碳關稅」的
一種，2023年試行，
預計2026年1月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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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是什麼？

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資料來源：資誠永續、ESG遠見、CSRone、奇摩新聞、shutterstock、華南商業銀行
財富管理部彙整

CBAM運作機制示意圖



Highlight

CBAM將直接衝擊水泥、
鋼鐵、鋁、肥料、電
力等五大高碳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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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產業會受到CBAM的影響?

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CBAM第一階段納管水泥、鋼鐵、鋁、肥料、電力等
五大高碳排產業。這五大產業的碳排放量約占歐盟碳
交易市場的45%。

 根據台灣經濟部統計，CBAM管制水泥、電力、肥料、
鋼鐵、鋁等248項產品中，台灣包含了212項，其中多
以鋼鐵製品為主。

 雖然這五大產業並非台灣主要出口項目，但CBAM的另
一影響在於，其他國家也可能開始研擬類似CBAM的機
制，目前包括英國、日本、美國等都已在評估。

資料來源：ESG遠見、CSRone、奇摩新聞、華南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部彙整



 CCA將針對美國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徵收碳關稅，涵
蓋產業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開採、造紙、煉油、
乙醇、有機化學品、水泥、鋼鐵，及氫氣等25種產業。

 CCA規定須向美國環保署申報的內容，包含溫室氣體
排放量、產品總重、耗電量、用電是否來自電網、非
從電網用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等。

 2026年起擴大管制，產品範圍向下游延伸，若進口加
工產品含有500磅為CCA徵收碳稅的產品對象，將課徵
碳稅。2028年課徵碳稅標準進一步下修至100磅。

 碳稅標準將計算受管制行業在美國境內平均碳強度，
即每噸產品的碳含量，作為課徵碳稅基準。若產品碳
含量超過規定，須就超過部分繳交碳稅。

 碳稅將跟隨通膨浮動調整，若2024年開始實施，至
2025年底，每噸碳稅初估需55美元。從2026年起將通

膨納入考量，每年每噸碳稅預計調升5%。

Highlight

CCA於2022年6月提出，
預計最快今年有機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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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基會、台灣SGS、CTI華測檢測、ESG遠見電子報、華南銀行財管部彙整

法案課徵對象、影響產業範圍、課稅方式

美國清潔競爭法案
(CCA)
關於CCA的法案起源

 為減少氣候汙染並強化製造業競爭力，美參議院2022
年6月提出碳關稅的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已於去年5月完成二讀，今年有望實施。

CCA碳稅徵收後之運用範圍

CCA主要對美國國內
製造商、進口商徵收
碳關稅。

CCA課徵基礎將納入
通膨因素，每年每噸
碳稅預計調升5%。

 CCA每年徵收碳稅之75%用於資助製造業投資於減少
碳足跡所需技術。另25%存入由美國國務院管理的基
金，協助發展中國家脫碳。



淨零碳排成趨勢
各國為致力淨零碳排逐步進入碳定價時代

 在全球淨零碳排趨勢下，各國陸續透過碳定價(Carbon
Pricing)機制以期控制與減少碳排，即基於汙染者付費，
替「二氧化碳排放」制定價格，分兩大系統如下圖:

Highlight

台灣淨零碳排不缺席，
2024年起針對碳排量
高的產業如電力業與
製造業等開徵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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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稅(Carbon Tax)由政府依二氧化碳排放量決定固定稅
額(以公噸為計算單位)，將成為企業自負的成本，能替
政府帶來稅收，同時促使企業積極執行減碳計劃。

 臺灣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
因應法」，於2023年1月立法修正通過，明定2050年
淨零排放長期目標，並納入碳費徵收機制。

 碳費(Carbon Fee)係台灣自2024年起根據環境部「碳

費收費辦法草案」規定，針對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以上的電力業及大型製造業收取碳費。

資料來源：櫛構科技、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天下雜誌、CSRone 、 APh ePower 亞福儲能



減碳目標下的碳交易
市場&企業減碳流程

碳交易市場示意圖

Highlight

因應氣候變遷，各國
陸續透過碳定價機制
致力減碳，預期碳交
易市場將快速成長。

企業進行減碳必須先
做好碳盤查，了解主
要碳排來源並計算碳
排量，後續則可制定
減碳計畫，並透過實
際執行達到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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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天下雜誌、CSRone 、 APh ePower 亞福儲能、
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依據世界銀行2023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報告，截至2023
年4月，已實施碳定價制度共73個管轄區，佔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量23%，2022年全球碳價收入約950億美元。

 企業進行減碳必須先做好碳盤查(Carbon Footprint
Verification, CFV)，意即企業遵循國際標準的方法，
盤查各環節碳排，將溫室氣體排放分成三大範疇:

資料來源：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今周刊、經濟部企業淨零行動手冊、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企業減碳流程圖



 臺灣碳權交易所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共同投資成立，服務有減碳需求的法人，
如受CBAM影響、環境影響評估要求減碳等企業。

 國際碳權交易平台於2023年12月22日正式登場，是我
國第一個實現標準化交易作業的碳權交易平台。首日
成交8.8萬公噸碳權，成交金額逾80萬美元。

Highlight

臺灣碳權交易所背負
政策責任，協助企業
減碳外，並確保碳權
交易公平透明。

國際碳權交易平台是
我國第一個實現標準
化交易作業的碳權交
易平台。

歐盟碳交易市場的歷
史最悠久成熟，且為
全球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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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碳權交易所、台灣經濟部、經濟日報

台灣、歐洲
碳權交易簡介
臺灣碳權交易所於2023年8月正式成立

臺灣碳權交易所建置國際碳權交易平台之交易規則

買賣資格 買方限本國法人、賣方得為外國或本國法人
交易時間 平日9:00-15:30(假日與台灣的銀行業通行假日相同) 
交易方式 預收碳權及款項。交易貨幣為美元。

交易單位為1噸二氧化碳(CO2)當量。
成交方式 依牌價零售。
賣方限制 賣方上架碳權應符合一定上架標準，如碳權核發機構

應經碳交所認可、碳權專案應符合三項以上SDGs等。
買方限制 買方購買碳權後僅能持有、註銷或移轉至買方國際碳

權核發機構的帳戶，不得再於碳交所平台轉售。

 世界上首個總量管制碳交易市場為歐盟碳排放交易系
統(EU ETS)，交易單位為歐盟排放權配額(EUAs)，以
電子形式登錄。1單位EUA等於1公噸的CO2當量。

 可交易EUAs之平台，如歐洲能源交易所(EEX)，其主要
碳交易業務包括政府排放額度拍賣及衍生性碳商品，
是目前唯一具備歐盟排放額度拍賣經驗的碳交易所。

歐盟碳交易市場的歷史最悠久且成熟

資料來源：CSRone永續智庫、經濟日報、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新能源雙星：風力發
電、太陽能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Bloomberg Intelligence
備註:上述企業僅供範例說明，亦不構成任何投資產品之要約招攬或建議。

Highlight

受惠政策支持，風能與太陽能產業高度成長

 依據彭博數據，2023年全球風能新裝機產能在2024年
將達到110百萬瓩，且半數來自中國地區，而整體產業
可望持續雙位數年增率直到2026年。

 因全球鋼材價格已自2022年高峰滑落逾50%，且風力
發電機的價格可望維持增長態勢直到2025年。全球風
能業者的營益率預計在2024年有所改善。

 全球太陽能新裝機產能在2023年增長了超過60%，且
2024年全球太陽能需求增長仍有望超過20%，太陽能
持續為能源產業中成長最快速的板塊。

 受惠於美國抗通膨法案的補貼政策支持，以及關鍵原
物料多晶矽的成本自2022年高點已大幅下滑80%，美
國太陽能產業的營業利潤率預計於2024年持續回升。

受惠政策支持，全球
風能及太陽能產業新
增展能可望持續雙位
數年增率。

由於原物料價格下滑
以及高成長的終端需
求，風能及太陽能業
者今年EBITDA預計逐
步改善。

全球風力發電新增產能可望維持高速成長

美國太陽能業的EBITDA預計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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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風力發電、太陽
能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最近五年再生能源購電情形、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Highlight

受惠政策支持，風能與太陽能產業高度成長

 依據經濟部能源署統計數據，2023年全台風能裝置容
量達2,674千瓩(MW)，較前年1,581千瓩成長超過69%，
占全再生能源比例15%，風能之發展速度勢如破竹。

 2023年全台太陽能裝置容量達12,021千瓩，較前年增
長23.6%，雖增幅不及風能產業，但仍達高速雙位數增
長，且為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之最，比例接近7成。

 依據台電數據，最近五年台電再生能源購電度數複合
年增率高達22.8%，購電來源以太陽能為大宗，比例高
達85%，其次則為風能，佔比11.3%。

 受惠政府躉購費率政策影響，112年離岸風電躉購費率
每度4.5元，遠高於陸域風電的2.1元，購電費率的差別
推動112年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年增136%。

受惠台電近年購電量
持續上升，台灣風能
及太陽能產業均維持
高速成長態勢。

由於購電費率的差異，
離岸風電的規模急遽
增長。

台灣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維持高成長態勢

台電近五年購電量延續高速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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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購電量

(億度)

購電電費

(億元)

平均購價

(元/度)

107 44.4 172.9 3.99

108 57.9 248.8 4.26

109 76.7 353.3 4.65

110 91.7 426 4.69

111 124 588.7 4.75



電動車產業現況與未
來發展

Highlight

全球電動車市場概況

 2022年是全球電動車市場具里程碑的一年，全球電動

車銷量首次突破千萬輛規模，並且從2017年的122萬
輛到2022年的1,052萬輛，短短5年間市場成長近10倍。

 2023年全球的純電動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市場占有
率持續上升，美國增加49%，中國增加27.6%及歐洲
增加21.5%。

 目前全球總共有近2,000萬輛電動車(EV)、130萬輛電
動貨車、運輸車和巴士及2.8億輛電動滑板車、摩托車
和三輪車。

2017年到2022年間電
動車銷量成長近10倍。

目前全球總共有近
2,000萬輛電動車(EV)

到了2040年，全球電
動車銷售額將達智慧
手機的2.3倍。

2022年全球前三大電
動車市占率為比亞迪
（17.7%）、特斯拉
（12.5%）、福斯集團
（8%）。

在多國碳排放政策高
壓的背景下，將加速
電動車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 ARTC、台灣就業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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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全球前三大電動車銷售車廠及市占率依序為
比亞迪（17.7%）、特斯拉（12.5%）、福斯集團
（8%）。

 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銷量約占59%），
同時也是最大的生產基地。

各大電動車廠市占率

電動車相關產業未來發展

 據工研院IEK Consulting推估，2035年至2040年間，
電動車銷量將超越燃油車，到了2040年，全球電動
車銷售額將達智慧手機的2.3倍。

 全球超過20個國家訂定燃油車禁售令，目標時程落在
2025-2050年間，其中歐洲國家最為積極，包括2035
年起禁止銷售新汽油車、柴油車和油電混合動力車。

 在多國碳排放政策高壓的背景下，各國的汽車產業面
臨燃油車限制以及新能源車補貼的雙重政策推動，加
速新能源電動車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Bloomberg 、工業技術研究院，自由時報、華南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部彙整



再生資源產業現況與
未來發展資源
循環經濟帶動再生資源產業持續成長
 響應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全球進入循環

經濟時代，將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形成「資源、
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達到資源永續發展目標。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使地球有限資源快速消耗，衍生
出再生資源產業包含:水資源、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再
生能源、生質能源等相關產業持續發展。

 根據Statista(2023/11/20)研究預測，2022年全球水
和廢水處理市場價值為3,017億美元。預測到2030年，
該市場價值將達到約5,364億美元。

Highlight

研究機構預測到2030
年，全球水和廢水處
理市場價值將達到約
5,364億美元，2023年
-2030年複合年成長率
為7.5%。

研究機構預測到2024
年廢金屬回收市場將
達到94,739萬噸，預
計 未 來 五 年 將 達 到
116,433萬噸。2024年
-2029年複合年成長率
為4% 。

資料來源：Statista (2023/11/20)、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2023年-2030年的預測期間
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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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十億美元

 根據Global Information(GII)(2024/1/4)預測到2024
年底，廢金屬回收市場將達到94,739萬噸，預計未來
五年將達到116,433萬噸，其中北美為最大市場。

資料來源：Scrap Metal Recycling - Market Share Analysis, Industry Trends & 
Statistics, Growth Forecasts 2024 – 2029、循環經濟辦公室、華南商業銀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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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噸

2024年-2029年的預測期間
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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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機會】由於地球暖化造成全球極端氣候頻繁發生，世

界多國致力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包含歐盟、美

國及臺灣等國家陸續立法支持相關產業發展，在國際

ESG浪潮下，企業長期經營必須重視ESG的規定與發展，

而全球ESG題材如太陽能、風力發電以及電動車等需求

與投資持續攀升。此外，隨著碳交易市場機制持續發展，

以及國際資金投入ESG基金規模持續成長，可以看出

ESG題材的長期投資趨勢不變。

【挑戰】投資人須留意部分再生能源產業面臨高成本、

勞動力不足及供應鏈問題導致企業營運虧損的風險。此

外，目前因中國的太陽能設備與電動車以低價策略搶攻

在歐洲市佔率，長期可能有供應鏈過度集中於中國的風

險。另一方面，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CA)尚未順利立法，

加上今年適逢美國總統大選，政治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後

續法案施行成效。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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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為華南商業銀行 (下稱本行 )提供之參考資料，並非針對特定投資人
所為之投資建議，亦不涉及特定投資標的或商品之建議，本報告內容僅供
參考用途。
本報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本行相信可靠之來源，且為本報告出版當時
之資訊，本行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均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漏或
疏忽，本行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行亦無義務持續更新本報告之內容。
報告內容如涉及有價證券或金融商品相關記載或說明，並不構成要約、招
攬、宣傳、建議或推薦買賣等任何形式之表示，投資人如參考本報告進行
相關投資或交易或改變投資決策，應審慎衡量本身之需求及投資之風險，
並應自行承擔所有損益。本報告內容未經本行允許不得逕行抄錄、翻印或
另作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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