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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加劇了氣候變遷此一環境問題，

許多國家或地區已透過排放權交易制度來作為減緩氣候變遷的政策，在排放權交

易制度的眾多制度構面中，「登錄處」為其中一項關鍵要素。實施排放權交易制

度之區域的立法，均設有與登錄處相關的規定，歐盟甚至曾為了因應發生於其碳

市場上的犯罪行為，對與登錄處有關之規範進行大幅度的修正，可見登錄處在排

放權交易制度下有其重要性。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文獻以及數個國家或地區

之登錄處立法，瞭解登錄處之主要功能為何，並藉由歐盟之經驗，從登錄處法制

上的演變探究登錄處於既有功能外，是否亦額外兼具「防範碳市場之犯罪行為」

的能力。 

本文於進行文獻回顧後得出，登錄處主要具備四大功能——扮演資訊中心之

角色、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確保透明化、及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至於能否從

歐盟之立法經驗，得出登錄處另外兼具防範市場犯罪行為之第五大功能？經本文

研究後發現，並非所有發生於碳市場的犯罪型態都與登錄處之使用有關，故僅透

過登錄處之法制改革，仍舊無法使登錄處具備預防市場犯罪行為的功能。然而從

歐盟的經驗仍可得知，若能夠優化或增強既有功能下的部分制度要素，登錄處還

是能夠防範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進而達到維護環境及市場完整性的功效。 

 
關鍵詞：碳交易、碳市場、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歐盟碳排放權交易制度、 

登錄處、歐盟登錄處、碳市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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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or regions have adopted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as policy tools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Registry is one of the institutional elements 

under the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and all of the emissions trading legislations contain 

specific provisions on registry. The European Union had made substantial amendments 

to its registry regulation as a response to criminal activities in its carbon market.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registry is a key mechanism under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the main function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registry syste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urveying the 

registry legislation of several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based on the EU’s experience 

in responding to carbon market cri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gistry legal system, 

this research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registry system has the ability to 

prevent carbon market crime in addition to its existing functions.  

After document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registry system has four main functions—acting as an information center, maintain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carbon market, ensuring transparency, and ensuring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egistry system. By examining the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we could find that not all types of illegal acts that occur in the 

carbon market are related to the use of the registry system. Therefore, the registry 

system itself cannot be equipped with the function of preventing carbon market crimes. 

However,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if som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under the four existing functions can be optimized or 

enhanced, the registry system can still prevent certain types of crimes and lessen their 

negative effects, thereby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th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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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of the carbon market.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carbon market, carbon market crime, 

registry, EU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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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英文翻譯與縮寫對照表 

英文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AAU Assigned Amount Units 溫室氣體分配數量單位 
AB 32 California Assembly Bill 32 加州議會第 32號法案 
AEA Annual Emission Allocation unit 年度排放量核配單位 

CARB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加州空氣資源局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清潔發展機制 
CER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 減排認證 

CITSS 
Compliance Instrument Tracking 

System Service 
合規工具追蹤系統服務 

COATS CO2 Allowance Tracking System 二氧化碳排放核配量追蹤系統 
DOE Designated Operation Entities 指定運作機構 

EPA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紐西蘭環保署 

ERU Emission Reduction Unit 排放減量單位 
ET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排放權交易制度 

EUTL European Union transaction log 歐盟交易日誌 

FCPF 
Forest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 
森林碳夥伴基金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INTERPOL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國際刑警組織 

IT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資訊技術 
ITL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國際交易日誌 
JI Joint Implementation 共同履行 

KYC Know Your Customer 認識你的客戶 

MiFID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歐盟金融市場工具指令 

MTIC 
Missing Trader Intra-Community 

Fraud 
境內交易商失蹤之詐欺 

PMR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世界銀行市場準備夥伴 

RGGI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區域溫室氣體計畫 

VAT Value Added Tax 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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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亦日益加劇了溫室效應等問

題，採取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對於許多國家政府而言已刻不容緩。無論是 1992

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1997年通過之《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2》、抑或是 2015年通過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3》，均可顯見各國政

府對氣候變遷議題所展現之決心。 

其中，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政策上，部分國家和地區透過「排放權交易

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作為對溫室氣體之排放進行定價的手段，

期許透過以市場為基礎的方式來降低排放量4。完整的 ETS要素通常包含適用範

圍、設定排放上限、如何分配核配量（allowance）、是否允許使用減量額度（offsets 

or credits）、是否允許核配量之儲存與預借（banking and borrowing）、合規

（compliance）與監督等5。在合規與監督方面，由於監管機關必須確保排放源於

期限前上繳正確數量的核配量，追蹤所有排放單位（units）於市場交易中之流向

顯得格外重要，登錄處（registry）即為此而生6。 

涉及登錄處之研究議題鮮少出現在我國之相關文獻中，就連我國政府研究資

 
1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May 9, 1992, S. Treaty Doc No. 102-38, 
1771 U.N.T.S. 107. 
2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Dec. 10, 1997, 
2303 U.N.T.S. 162. 
3 Paris Agre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Dec. 12, 2015, 
T.I.A.S. No. 16-1104. 
4 The Global Rise of Emissions Trading, CLIMATE POLICY INFO HUB, 
https://climatepolicyinfohub.eu/node/95/pdf (last visited July 20, 2021). 
5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 &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 
Emissions Trading in Practice: A Handbook 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t 5 (Mar. 7, 2016). 
6 Id. at 1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2 

訊系統內有關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研究計畫，亦無以登錄處為主要研究對象之文

章，此外，外國之期刊論文亦很少將登錄處作為分析的主題。惟登錄處在 ETS的

主要制度構面中，其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不但被用以監督並記錄排放單

位的交易、追蹤所有權移轉之情形、降低重複計算（double-counting）的風險，

更有助於增添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透明度7，是以引發本文研究之興趣與動機。 

歐盟為全球首個以 ETS 來執行減排目標的國家，其碳市場除了具有相當規

模外，體制亦較為完善。其後更有南韓等國家承襲歐盟之制度與經驗，發展自身

之排放權交易機制8。其中有關登錄處之規定，歐盟除了「排放權交易制度指令

（ETS Directive）9」中要求設置登錄處之條文外，亦另訂「登錄處規則（Registry 

Regulation）」10。縱使歐盟具有較為完善的制度，然隨著歐盟 ETS市場於 2009

年至 2011年的日益壯大與複雜化，反倒使稅務詐欺、釣魚、盜用帳戶、核配量

竊盜等非法行為層出不窮11。為因應前述之犯罪問題，歐盟著手於法制方面的改

革，其中包含於 2013年大幅修正「登錄處規則」12。由此可見，排放權交易市場

與金融市場同樣可能成為犯罪的溫床，惟登錄處最主要之功能不外乎為記錄或追

蹤交易的流向，究竟為何歐盟會認為登錄處規則之改革可做為解決該等犯罪問題

 
7 RICARDO BAYON ET AL.,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UIDE TO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WORK 32 (Ricardo Bayon et al. eds., 2nd ed. 2013). 
8 WETTESTAD J.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ARBON MARKETS: DESIGN AND DIFFUSION 145 
(Wettestad J. et al. eds., 2018). 
9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2003 
Establishing a Schem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 2003 O.J. (L275) 32 [hereinafter ETS Directive]. 
10 「指令（Directive）」與「規則（Regulation）」之差異在於，「指令」係歐盟執委會向成員
國下達應實現之目標，但各成員國可自由決定如何將指令內容轉化為內國法律，故實施 ETS之
各成員國可自行訂定有關 ETS之法制規範。「規則」則具有普遍適用性，其規範內容整體都具
有拘束力並直接適用至各成員國，成員國不得僅針對部分規則予以適用（例如選擇不適用其認

為不利於本國的部分），由此可知，「登錄處規則」應一體適用在各成員國的法制當中。
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s, Directives and Other Acts,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law/legal-
acts_en (last visited July 22, 2021);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89/2013 of 2 May 2013 
Establishing a Union Registry Pursuant to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Decisions No 280/2004/EC and No 406/200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pealing Commission Regulations (EU) No 920/2010 and No 1193/2011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013 O.J. (L 122) 1 [hereinafter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11 STEFAN E. WEISHAAR, RESEARCH HANDBOOK ON EMISSIONS TRADING 196 (Stefan E. Weishaar ed., 
2016). 
1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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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之一，引發本文好奇，故亦成為本文之研究對象。 

綜合言之，從歐盟的經驗可見，登錄處為 ETS 運作中的重要制度構面，本

文欲透過數個 ETS 機制下之登錄處立法，瞭解其主要功能究竟為何，並聚焦於

歐盟之登錄處制度，從法制上的演化探討登錄處除了既有功能外，是否亦額外賦

有得以降低或避免排放權交易市場遭受犯罪行為影響的能力，進而扮演可以維護

市場完整性的角色。此即為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回顧法，亦即透過一手資料並輔以二手文

獻，全面且精準地掌握本文之研究問題，將蒐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以

釐清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13。就文獻之部分，一手資料如各

國關於 ETS或登錄處的法律規範、歐盟針對 ETS做出之官方報告；二手文獻則

包括期刊論文、書籍、學術機構、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所做之研究報告14。 

本文之研究範圍為 ETS 下的登錄處機制與碳市場犯罪問題，於登錄處的立

法規範部分，本文挑選已成立一段時間、且具有一定規模之 ETS 制度作為研究

對象，分別為歐盟 ETS、美國東北九州之「區域溫室氣體計畫（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加州 ETS、以及紐西蘭 ETS，透過經驗較為豐富、體

制較為完備的歐盟制度，並搭配前述之研究方法進行論述與分析，凸顯出登錄處

發展至今已能夠且應該具備之功用。於碳市場犯罪問題部分，則選擇已發生多種

類型的犯罪行為之歐盟 ETS 為研究對象。由於台灣尚未建立碳市場，從行政院

 
13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1版，頁 138-156（1999年）。 
14 一手資料如歐盟的「登錄處規則」、紐西蘭的「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二手資料如世界
銀行市場準備夥伴（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與森林碳夥伴基金（Forest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針對登錄處之法規、發展、以及行政安排所提供之指南（Emissions Trading 
Registries: Guidance on Reg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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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之修法方向亦可看出我國欲朝碳費的政策方向前進15，因此本文並不

會將我國之制度或政策作為比較對象。 

另外，應注意的是，本文之研究重心較偏向登錄處之法制設計是否能解決碳

市場犯罪問題，因此針對登錄處內部資訊可能牽涉之個資爭議，例如登錄處法規

應如何設計方能滿足「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之要求，抑或登錄處之運作過程會衍生何等牽涉 GDPR之爭議，本文

並不會進行太多著墨。此外，雖然於 2011年，歐盟執委會對於「歐盟金融市場

工具指令（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MiFID）」的改革，將核配

量視為「金融工具」，有助於讓碳市場上涉及核配量之金融犯罪行為受到管制，

然其後續如何影響碳市場之運作，或如何影響登錄處之法制發展，亦非本文討論

之重點。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即前述之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與範

圍、以及本節之研究架構。 

第二章介紹登錄處於 ETS 下之設計要素與功能，以協助釐清登錄處之主要

內涵。此外，為探究各國或各地區之 ETS 係如何將登錄處機制設計於法規制度

當中，本章亦將聚焦於前述所提及之四國家/區域立法例介紹，並以唯一將登錄

處制度獨立於排放權交易規範之外的歐盟為觀察核心。 

有鑑於歐盟在 2013年對登錄處規則進行之重大變更，最主要是為因應排放

權交易市場引發的犯罪問題，故本文將於第三章介紹 ETS 市場中可能出現之犯

罪型態，且聚焦在常見於歐盟 ETS 市場之犯罪類型，並闡述歐盟面對犯罪問題

 
15 行政院環保署，溫管法納碳費 3月預告，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法規資訊網，2021年 3月 3
日，https://ghgrule.epa.gov.tw/news/news_page/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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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之改革；接著以歐盟「登錄處規則」之修正為中心，說明歐盟如何透過登

錄處法制上的修正，試圖解決與因應碳市場的犯罪問題。 

最後，本文將於第四章統整第二章及第三章之文獻分析結果，綜合得出登錄

處於 ETS 下至關重要之緣由，探討登錄處除了既有之功能外，是否亦額外具有

防範犯罪行為之作用，並借助歐盟之實務經驗，歸納出一理想之登錄處所應具備

的功能與制度要素，以茲作為登錄處法規設計與實際營運上之借鏡。第五章則作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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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登錄處之介紹 

一般而言，無論是何種市場，均應具備能讓買賣雙方持有和交換資產的交易

場域，ETS市場當然不例外16。於 ETS市場中，有關碳單位的交易流向及所有權

變更亦須被準確紀錄與追蹤，方能維護市場的完整性，登錄處即為實踐此項功能

的關鍵角色17。由於登錄處通常需要大量的技術和財務能力來進行設計和實施，

因此對於各國或各地區而言，在市場機制形塑的過程中，對登錄處有關監管、行

政、職能和技術層面進行充分規劃至關重要，且需要有足夠的前導時間18。 

為能瞭解登錄處設立之要件，以及其於 ETS 下所能發揮之功效，本章將先

簡介登錄處的概念，包含設置登錄處之緣由以及登錄處之分類，接著於第二節從

基本要素與功能談起，說明成立登錄處應具備何等法律和行政上之安排、以及在

營運上需要哪些資源。為了探究不同國家或地區之政府如何針對登錄處機制進行

制度上之設計，本章第三節將詳細介紹四個國家或地區之 ETS 中有關登錄處之

立法例。最後於第四節作一結論。 

第一節 登錄處之基本概念 

為釐清登錄處之概念，以下將先說明設立登錄處之理由及必要性，且由於「登

錄處」之用語包羅萬象，本節將於第二項根據功能差異介紹登錄處之不同類型。 

 
16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 & FOREST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 [FCPF], 
EMISSION TRADING REGISTRIES: GUIDANCE ON REGULATION,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xi 
(2016),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142/109027-WP-PUBLIC-
12-10-2016-15-54-42-PMRFCPFRegistriesPosti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17 RICARDO BAYON ET AL., supra note 7. 本文第二章至第三章主要為文獻回顧，對於相關文獻中
有關排放權的術語，本文有固定之翻譯，如：allowance譯為「核配量」、credit及 offset譯為
「減量額度」、而 unit則譯為「單位」。「核配量」係指在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下，於管制期
間得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額度」則指透過減排計劃所產出之單位，其可用來扣減排

放源之排放量。「單位」則為兩者的統稱。 
18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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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設立登錄處之緣由 

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cap-and-trade system）係指透過設定污染物排放總量

的上限，並以實現減排為由提供經濟誘因來控制污染的方法，其允許參與者進行

核配量的交易以滿足獲利或法遵之需求19，故在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下，監管機

關必須確保受 ETS監管之排放源有在合規日期前上繳正確數量的核配量20。為了

追蹤市場交易以及交出的單位，勢必要在 ETS 下設置登錄處，以便記錄並監督

排放單位之移轉21。除此之外，在每個合規期結束時，受監管之排放源亦可透過

登錄處將碳單位轉移到 ETS監管機關，以履行其在該期間的減排責任22。 

再者，核算不準確可能創造攸關於市場及基於結果的氣候融資（Results-

Based Climate Finance）機制和計劃的環境完整性風險23。在這之中，最嚴重的核

算風險（accounting risk）為「重複計算」，也就是單一溫室氣體的減少量或移除

量被多次計入應實現之減排承諾中；重複計算之型態有很多種，例如同一排放源

在兩個不同的年份當中使用同一個碳單位來進行合規；或者是同樣的碳單位在登

錄處中被複製或以其他方式二次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之登錄處等24。隨著許多國家

為參與《巴黎協定》所允許的國際市場機制而建立相關之基礎設施，與核算有關

的問題更引發不少關注，ETS登錄處即成為確保準確核算和維護該等機制環境完

 
19 RICARDO BAYON ET AL., supra note 7, at 146. 
20 PMR & ICAP, supra note 5, at 129. 
21 Id. 
22 Id. 
23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at xi. 「基於結果的氣候融資（Results-Based Climate Finance）」
係指捐贈者或投資者在取得預先商定的結果並進行核實後，再將資金交付給他方的融資方式。

且此等融資方式應符合四項標準：（一）捐贈者或投資者係為了「減緩氣候變遷之結果」進行

付款；（二）付款均為事後（ex post）支付；（三）一旦達到預定的結果，就會付款；及
（四）報告的結果已經過獨立驗證。World Bank – Results-Based Climate-Finance in practice, 
CLIMATE ACTION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ttps://www.mainstreamingclimate.org/publication/new-report-from-the-world-bank-on-results-based-
climate-financing/ (last visited July 6, 2021). 
24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ADDRESSING THE RISK OF DOUBLE COUNTING EMISSION 
REDUCTIONS UNDER THE UNFCCC 5-7 (2014), 
https://mediamanager.sei.org/documents/Publications/Climate/SEI-WP-2014-02-Double-counting-
risks-UNFC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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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之重要組成部分25。 

此外，國內的 ETS可能與國際碳市場進行單向的直接連結（linkage），例如

歐盟 ETS允許有限地使用來自京都議定書下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和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計畫所產出減量額度。

同時，國內 ETS也可能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內之 ETS進行雙向直接連結，例如歐

盟 ETS與瑞士 ETS之間的連結。雖然 ETS連結有益於增強市場的流動性、效率

和價格穩定性，但此類涉及多個 ETS 間的單向和雙向連結的國內、國際規範混

合系統，恐需要高度發達且相互關聯的登錄處，方能確保準確的核算處理26。 

綜上所述，可見成立登錄處之必要性，其在 ETS 之組成要素中根本不可或

缺，也因此許多國際組織致力於為登錄處之發展設定法律、技術和體制等框架，

本文將於後續說明之。 

第二項 登錄處之分類 

在介紹登錄處之制度要素及功能前，必須先釐清「登錄處」一詞之用意，蓋

「登錄處」其實泛指儲存資料的地方，故其可適用於不同領域。但是，在氣候變

遷政策的背景下，「登錄處」一詞常用於指溫室氣體排放清冊（emission inventory）

或功能級別不同的排放單位資料庫等27。為了防止混淆，世界銀行市場準備夥伴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與森林碳夥伴基金（Forest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 FCPF）於建立登錄處之指南中，對四種類型的排放核算系統

進行了明確區分28： 

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記錄實際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減少量（removals）的

 
25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at xi. 
26 Id. at xiv. 
27 Id. at xi. 
2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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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主要針對受監管前或早期行動的溫室氣體減少量，並幫助實體設定基準29。 

二、登錄系統（register）30：用以記錄序列化的碳單位以及與政策要求相關

之碳單位的任何其他資訊，其中包括碳單位的使用年限、發行碳單位之減排項目

的身份和位置、項目出資人、或驗證等詳細資訊。接受基於結果之氣候融資的國

家可以使用登錄系統來生成由減排項目產生之碳單位，以確保不會重複支付相同

的減量額度。登錄系統還可以用作沒有多個帳戶的簡易排放交易系統，從而一國

得透過簡單的兩次簿記將碳單位「移轉」到購買國（亦即在一方登錄系統中減去

碳單位，並在另一方之登錄系統增加等量的碳單位）31。 

三、交易登錄處（Transaction registry）：具有登錄系統所有功能的資料庫，

兼具在交易登錄處上的多個帳戶持有人之間轉移碳單位的能力（內部轉移），和

／或將碳單位轉移到另一個交易登錄處的能力（外部轉移）。當一國之 ETS 越

複雜，交易登錄處所需之功能越多32。在 PMR 其中一份有關設立交易登錄處之

法律框架的報告中，其特別解釋了前述「登錄系統」與「交易登錄處」之區別：

雖然 PMR承認兩者已經常被互換使用，然根據制度要素及功能之規模差異，規

模較小且主要用以記錄碳單位或其他環境單位者為「登錄系統」，至於規模較大、

功能較多者則稱作「交易登錄處」，其不但涵蓋所有「登錄系統」之功能，於制

度設計上甚至有更加複雜之框架要求、且須更進一步將法律和財政問題納入考量

33。至於 ETS應選擇建立「登錄系統」還是「登錄處」則取決於一國或地區之政

府於政策上之選擇偏好，若政府僅要求溫室氣體之排放源負自我報告（self-

reporting）之義務，設立「登錄系統」即已足矣；然當政府希望其 ETS能納入透

 
29 RICARDO BAYON ET AL., supra note 7, at 32. 
30 Register與於中譯上亦可翻為「登錄處」，然本文所提之「登錄處」原文均為 Registry，因此
本文將之譯為「登錄系統」，以茲區別。 
31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at xi. 
32 Id. 
33 Peter Zaman, Setting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ransaction Registries, at 4, WORKSHOP 
BACKGROUND PAPER No.1 (Sept., 2015), 
https://www.thepmr.org/system/files/documents/2015%2009%2009%20PMR_RegistryWS_Backgroun
dNote1_Legal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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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減量額度進行合規之機制，或許設置「交易登錄處」方能滿足需求34。不過，

當不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區分時，「登錄處」為一統稱，既指「登錄系統」又指

「交易登錄處」35。 

四、資料管理系統（Data Management System）：記錄和存檔有關碳單位的

特定資訊之資料庫。該等資訊並未儲存在交易登錄處或登錄系統中，但出於政策

原因，須透過資料管理系統透明地證明環境完整性以及對保障措施和其他條件的

遵循情形。例如，為了促進登錄處之間的兼容性，可能需要限制在外部移轉碳單

位時隨碳單位傳播的資訊，然同時也可能希望該等資訊被記存下來（像是發行碳

單位所依據的基準資訊、或與減排計劃邊界有關的地理資訊），並將其記錄在資

料管理系統中。碳單位的序列號應鏈接到資料管理系統中的資訊，以便在必要時

可以檢索之36。 

除了上述之四類型外，亦有文獻將登錄處區分為二，分別為排放清冊以及排

放額度核算系統（carbon credit accounting systems）。排放清冊如本項第一點所

述，實際例子包含美國能源部第 1605（b）號自願性溫室氣體報告計劃（U.S. 

Department of Energy 1605(b) program for voluntary GHG reporting）等37。至於排

放額度核算系統之部分，有些登錄處專門用於追蹤交易，且為密切留意減量額度

或核配量此等大量又無形的資產，該登錄處僅追蹤已經驗證且生成減量額度的減

排量，並用序號來代表其生成之單位，實際例子如紐約全球登錄與保管服務銀行

（The Bank of New York's Global Registry and Custody Service）；而部分登錄處

旨在強調碳單位之交易，如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減量額度登錄處（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Offset Registry and the Asia Carbon Registry）和亞洲碳登錄處（Asia 

Carbon Registry）38。此外，亦有登錄處同時涵蓋此兩種類型之功能，既可掌握排

 
34 Id. 
35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at xii. 
36 Id. at xi. 
37 RICARDO BAYON ET AL., supra note 7, at 32. 
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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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與減排量、亦可追蹤碳交易，如美國碳登錄處（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加州氣候行動登錄處（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等39。 

第二節 登錄處之制度要素與功能 

如前所述，登錄處具資料庫之性質，其為每個排放單位編制序號，且從發行

日起便會透過編號進行追蹤，包括監控誰發放及誰持有這些單位、以及何時且從

何處繳回或註銷該些單位等資訊40。另外，ETS市場參與者會在登錄處中開設用

於儲存碳單位的帳戶41。是以可見登錄處於 ETS下蔚為重要，因此本節將著重討

論設立登錄處應符合之相關制度標準、以及其因而能發揮之功能。 

第一項 建立登錄處之要件 

登錄處之建立並非毫無遵循之標準，部分國際組織的報告已針對設立登錄處

的步驟以及成立之要素進行說明，如 PMR發布的報告即提出，建立登錄處應涵

蓋法律規範、組織管理、以及功能與技術等要求42。以下將報告之重點整理如下。 

第一目 創設法律框架 

登錄處的法律框架應盡可能地反映該國或該地區所提議之 ETS 的性質、範

圍、及規模，在這之中，監理機關須制定登錄處法規起草、內容協商、及實施該

框架的時間表，亦須表明其與財產權、稅收、會計、破產、金融等其他法律領域

之互動關係，並與該等法規之主管機關進行聯繫43。如有必要，應參考外部專業

知識以作為後盾，蓋某些法律之規劃頗具挑戰性，像是確定核配量的法律性質、

 
39 Id. 
40 PMR & ICAP, supra note 5, at 129. 
41 Id. 
42 Id. at 129-130. 
43 Id. at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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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責任予相關機構等，此等責任應儘早確認並妥善處理，以避免未來之糾紛44。 

於前一節之登錄處分類已說明，依據功能之多寡，狹義之「登錄處」可再細

分為「登錄系統」及「交易登錄處」二種。透過 PMR之報告，可得知無論是何

種類型之登錄處，均應具備資料庫、記錄單位之產生或發行、方便單位之註銷與

繳回、促進單位之移轉等功能，而為滿足此等功用，法律框架至少應包含以下要

素： 

一、監測與申報之義務：實施 ETS 之政府，應擬定有關監測與申報義務之

規範，例如申報二氧化碳排放量；並立法允許特定的授權機構或實體，發展監管

此等事項之法律或規則，包含申報之內容、期間、方式、對象等，該些機構或實

體亦得被授權創建資料庫以獲取相關報告的數據。此外，相關報告之數據應透過

立法，確保其已經過審核或驗證45。 

二、登錄處管理者之權限：為了操作登錄處並維護技術基礎結構等項目，管

理員可能需要對之做出行動或決定，故有必要授予管理員相關之裁量權，例如，

對於可預見以及不可預見的事件，暫停登錄處之營運等46。 

三、透明性義務：若發行之排放單位能夠反映其實現的基本環境效益，特別

是當單位之相關資訊為公開透明時，則可減少重複計算之風險，亦會促進登錄處

用戶之責任。例如，公開發布受認可之減排活動所發行的減量額度之相關資訊，

使利益相關人可以確保出售之減量額度具有環境完整性、且尚未被用作遵守環境

義務47。 

四、與帳戶開立、關閉、使用有關之條款：登錄處內有各種類型的帳戶，例

如在處理減量額度的層面上，可區分為交易減量額度之帳戶與註銷或取消額度之

 
44 Id. 
45 Peter Zaman, supra note 33, at 8. 
46 Id. 
47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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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因此，必須有與帳戶開立、關閉和使用有關的管理規則或登錄處的條款和

條件，像是開戶應繳交之費用、登錄處管理員之責任限制等。此外，開戶的過程

可能涉及到個資之運用，因此亦應擬定有關資料保護的規則，並考量有關登錄處

之立法如何與現有之個資法相互呼應48。 

五、有關單位移轉之規定：如果 ETS 市場機制涵蓋單位交易，亦即核配量

或其他排放額度不一定僅是為了合規目的而進行移轉，該等單位在此情況下其實

兼具有價資產之特性，因此可能需要制定額外之安全性與結算最終性（settlement 

finality）規則予以保障49。在市場流動性高、且因交易數量較多遂需要自動化流

程以確保結算受到管理的 ETS 中，政府應使登錄處之法律框架足以因應電子環

境帶來之挑戰50。針對前述用來交易之核配量，立法者可能需要透過法規提供更

大的交易確定性，惟若核配量或排放額度之移轉通常只是為了合規之目的，則該

等單位的價值主要來自避免違規的罰款，此種情況則並非交易確定性的問題，而

是應明定有關上繳單位至監管機關的期限等資訊，使排放源有所依循51。 

第二目 建立組織管理框架 

登錄處於設計上，亦須有完善之組織管理框架，不過，與前項法律框架的部

分一樣，ETS市場機制的規模和範圍將大大地影響其登錄處相關安排的複雜性，

尤其是管理上的責任、風險和成本52。但無論登錄處之複雜程度為何，以下事項

 
48 Id. 
49 結算最終性（settlement finality）是常用於法律和合約中的概念，其將確保在某些特定情況
下，一旦交易已經由支付網路進行，縱使交易當事方破產或倒閉，亦不影響交易之完整性，更

不會發生交易逆轉之情事。Mels Dees, Settlement Finality in DLT for Digital Securities, MEDIUM 
(Mar. 27, 2019), https://medium.com/dusk-network/settlement-finality-in-dlt-489b7dffe713; Peter 
Zaman, supra note 33, at 9. 
50 Peter Zaman, supra note 33, at 10. 
51 Id. at 9-10. 
52 Frederic Dinguirard & Phil Brookfield, Setting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ransaction Registry 
Administration, at 4, WORKSHOP BACKGROUND PAPER No.2 (Sept., 2015),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53821475849138788/pdf/108879-WP-P153285-
PUBLIC-ABSTRACT-SENT-PMRICAPETSHandbook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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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納入組織管理設計的考量： 

一、權責範圍：若要有效地管理登錄處，就應決定登錄處利益相關方之間的

責任分配，亦即監管機關、登錄處管理員及帳戶持有人間的權責歸屬。此類責任

可以透過法律進行分配，並可透過登錄處管理者和每個登錄處用戶間的合約協議

予以補充53。 

二、管理員之風險：登錄處之管理員在執行某項操作時，若未確實執行或延

遲執行，因而導致錯誤，都可能衍生管理上的風險，例如使帳戶持有人的機會成

本上升、或造成帳戶持有人未合規之後果。此類風險與市場規模和價值、參與者

數量和種類成正比，故在市場建立的同時，亦應先行評估登錄處管理可能面臨之

風險，並擬定因應措施54。 

三、第三方管理者：ETS市場的監管機構通常亦為登錄處的「主管機關」，

並可委託第三方來管理登錄處。雖然某些國家或地區 ETS 之監管機構將登錄處

分配給主要負責環境問題的政府機關進行監督，例如英國、德國、紐西蘭等，但

其他地區之監管機構通常要求由獨立且可靠之第三方來管理之。於任命第三方管

理者時，得將專業知識、服務級別、風險管理、成本資源等標準納入考量55。 

四、作業與資源之規劃：在設計和實施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對管理流程、作

業流程、支援流程等相關過程進行描繪有助於勾勒出登錄處管理員的整體組織架

構，並有助於調動適當資源和技能以符各類流程所需。此外，登錄處之規劃亦應

考量資源與資金之運用，根據預算水平，登錄處的財務安排可能會有所不同。再

者，於人力的配置上，也是應留意之處，例如負責管理之人員可能需要進行作業

上的日常監督、扮演對外聯繫之窗口、定期對帳戶進行檢查等，故在人員之選任

 
53 Id. at 7-8. 
54 Id. at 9, 29. 
55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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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將是否具法律專業、是否能嚴格維護資訊的機密性、與他人間的合作關係、

組織技巧等條件均納入考慮；至於在主要負責登錄處作業之人力安排上，由於此

類人員主要負責登錄處之日常任務外，還需對某些事務進行專業化處理，例如在

開戶或發行單位前進行檢查等，因此，在選任上，最好挑選具有良好人際關係和

組織性、善於與客戶培養關係、容易適應週期性活動和承受特定市場風險等能力

的人。最後，為了產生用於管理和維護登錄處的財務資源，方法之一包括對部分

登錄處之操作和服務項目進行收費；惟如此亦可能產生額外的工作量，像是要增

加人力來負責發票事宜、監視收取到的款項、並在發生爭議的情況下進行危機處

理等56。 

五、降低管理上之成本：對於登錄處的日常管理可能會涉及大量之工作量，

而當碰到意外事件和面臨用戶需求時，通常須中斷這些例行工作，以便協助部門

或用戶的緊急需求，然這樣可能造成如一份特定文件可能由不同人員經手處理等

情事。對登錄處管理者而言，在繼續為用戶提供高品質服務的同時，要遵守嚴格

的期限和法規要求可能頗具挑戰性，因此 PMR於報告中建議，可以透過使作業

程序正式化、或將營運事務電腦化等技術來減少此類人力或時間成本之消耗57。 

綜合以上，雖然市場機制的性質、範圍、規模等決定了登錄處管理員的職責，

有些登錄處管理員可能僅需處理營運會計和報告操作，但在複雜性較高的登錄處

下，管理員可能亦涉及到與監督用戶相關活動等額外任務；惟無論如何，在登錄

處的體制上均存在一些共同原則，例如應遵守法規、維護管理上的獨立性和控制

成本於可接受之範圍58。 

第三目 確立功能與技術要求 

 
56 Id. at 14-19. 
57 Id. at 26-28. 
58 Id.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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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技術層面之要求包山包海，像是有關資訊技術（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IT）系統的採購事項、識別並解決安全性問題、定義要管理之資料、

估計資料量與要處理之交易數量、建立數據軌跡（audit log）等可追溯性管理程

序59、建立主要業務規則與相關警示、指定登錄處應編製之主要報告、以及創建

登錄處官網等60。 

於 PMR有關「設置登錄處的技術基礎設施」的指南中，即建議在建立登錄

處時，首先應評估市場規模、風險和登錄處所需的安全級別，而後須對尋求服務

的範圍和性質、相關之採購選項（例如究竟應要求以 IT服務提供商「從頭開始」

為之開發登錄處系統、抑或由 IT 服務提供商直接承襲現有的登錄處系統，並對

之進行相關調整）做出決定61。在確定欲提供之服務性質與內容後，亦須針對登

錄處的功能、業務、及技術與安全性層面制定相關要求，茲介紹如下。 

一、功能性與業務要求： 

此項要求包含制定相關業務規則、明列與帳戶和單位有關的資訊、確保所有

事件之可追溯性、使用權限之區分、報告與通知事項、以及有關登錄處官網的事

宜。以下說明之。 

（一）列出適用的業務規則：例如，帳號具有唯一性，且永不更動、處於「關

閉」狀態的帳戶仍保留其帳號；單位之移轉必須同時從一個帳戶借記而向另一個

帳戶貸記；記入取消、刪除、繳回、註銷帳戶的移轉是不能撤銷的；登錄處須遵

 
59 數據軌跡（audit log）又稱作數據追蹤（audit trial），其本質上是一事件或相關變化之紀
錄，通常之主要記載內容為誰執行了某項活動、哪項活動被執行、以及系統如何響應。What Is 
an Audit Log? Audit Trails and How to Use Audit Logs, DNSSTUFF (Apr. 20, 2020), 
https://www.dnsstuff.com/what-is-audit-log. 
60 PMR & ICAP, supra note 5, at 129. 
61 Frederic Dinguirard, Setting the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for Transaction Registries, at 7-8, 
WORKSHOP BACKGROUND PAPER No.3 (Sept., 2015), 
https://www.thepmr.org/system/files/documents/2015%2009%2009%20PMR_RegistryWS_Backgroun
dNote3_Technical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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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現行法規等62。 

（二）列出與帳戶和單位有關的資訊：登錄處管理員必須建立帳戶列表，以

區分市場機制所需的各種帳戶類型。不同帳戶類型在使用上，亦會有不同之單位

移轉模式，例如發行帳戶（issuance account）會先收到已發行的單位，然後再將

其轉移到客戶的持有帳戶中；當負減排責任之排放源欲繳回單位，則將動用到繳

回帳戶（surrender account）來進行單位之接收，因此在登錄處之設計上，也應描

述與每種移轉類型相關的流程。此外，亦須列出與所需單位相關之資訊，包含應

詳細說明序號的格式、確定序號和單位是否與「發行年份」或其他時間戳記相關

聯等63。 

（三）確保可追溯性：登錄處必須保留所有與移轉或管理相關的事件，以及

這些事件在各個工作階段的所有特徵，像是誰在何時輸入了某筆資料、誰對該資

料進行驗證、而後向誰發送了什麼通知、是透過什麼方式進行通知等64。 

（四）區分使用權限：在登錄處中，並非所有數據都是公開的、也並非所有

功能都能使用。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登錄處用戶，包含一般用戶、授權代表、

管理員等，得設置不同權限65。 

（五）提供報告與通知的模板：如登錄處應提供予帳戶持有人之報告，像是

移轉通知、某時段之交易紀錄、交易狀態變動之紀錄等66。 

（六）設置登錄處官網：登錄處網站不但可透過多國語言呈現，更可透過密

碼管理、公告欄、適用規定、相關文件下載、常見問題等其他功能，來健全登錄

 
62 Id. at 58. 
63 Id. at 9, 29. 
64 Id. at 57. 
65 Id. at 28. 
66 Id. a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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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運作67。 

二、技術與安全性要求： 

PRM 針對主管機關於設置登錄處應滿足之技術或安全性層面的要求，提供

一套相關指南，供主管機關在與「合約持有人（Contract Holder）」（亦即提供

登錄處服務的廠商）合作時參考，主管機關則可依自身要求或特定情況予以斟酌

68。相關內容簡介如下： 

（一）技術要求 

1. 登錄處資料保管位置：於建立登錄處時，應詳細說明登錄處服務和資料託

管的負責人69。 

2. 用戶透過網路進入登錄處：必須讓用戶得透過網路、且安全地進入系統，

為了確保登錄處的訪問權限受到保護並保留給授權用戶，可以考慮設置特定的要

求，例如對用戶進行身份驗證70。 

3. 登錄處啟用階段：合約持有人應詳細說明登錄處啟用時所需的測試階段、

以及在校正檢測到之缺陷時所需的時間範圍；此外，PMR 亦建議應提供登錄處

啟動後的保固期，在此期間內可以協助糾正缺陷而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71。 

4. 登錄處可用性：為了明定何時必須開放使用登錄處，於建立登錄處時得考

慮說明用戶可以使用登錄處的時間，並在必要時區分登錄處管理員與其他用戶的

訪問權限；抑或提供在這些工作時間之外的任何使用請求的通知期限、工作時間

 
67 Id. at 62. 
68 Id. at 63. 
69 Id. 
70 Id.  
71 Id. at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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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允許之最長中斷時間等資訊72。 

5. 登錄處與其他系統間的資料交換：主管機關得要求建立與該登錄處交換

資料之其他資料系統的列表，並指定相關之交換格式和通訊協議；且 PMR亦建

議可提供有關資料加密交換的詳細要求，例如，對互連系統執行加密和身份驗證。

此外，要求數據交換的系統必須遵循該登錄處適用之安全性和機密性要求73。 

（二）安全性要求： 

1. 資料的完整性和機密性：為維護數據的完整性和機密性、防止洩露以及防

範對資料進行未經授權的修改，主管機關得要求合約持有人建立相關措施；其亦

得要求合約持有人不得將客戶或用戶數據用於合約規定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特

別是不得將其傳輸給第三方，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將其用於商業目的74。 

2. 維持登錄處之可用性：主管機關得要求合約持有人針對可能會中斷服務

的所有類型之攻擊，制定相應之措施75。 

3. 確保可追溯性：主管機關得要求合約持有人應確保所有技術事項的可追

蹤性，例如透過技術帳戶（即系統帳戶、應用帳戶、管理帳戶等）所採取之行動、

所有曾對資料庫的訪問紀錄、技術帳戶的密碼更改等等76。 

4. 驗證：PMR建議至少應要求針對帳戶之登入設置兩個認證要素，其中一

個與用戶知道的資訊（密碼、機密問題等）有關，另一個與用戶擁有的東西（例

如 SMS，即透過簡訊方式進行認證）有關。此外，主管機關亦得要求密碼更新服

務，並要求制定密碼策略，例如強制設定高強度的密碼，使不容易被猜到77。 

 
72 Id.  
73 Id. at 66.  
74 Id.  
75 Id.  
76 Id. at 67. 
7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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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事件管理：主管機關得要求合約持有人實施包括事件管理程序在內

的安全系統，且其中應含安全檢測警報、在事件結束前持續追蹤、執行安全事件

發生後提出的建議等78。 

6. 安全審核：主管機關得要求合約持有人說明資訊系統的安全策略，特別是

要遵循的標準、系統性能監控指標、系統可用性、服務品質、安全體系結構（如

防火牆等）；亦得要求其授權主管機關或第三方機構對登錄處進行定期審核，以

便確保實踐遵守合約指示和一般功能規範的要求、或確保登錄處不易受到可能影

響資料可用性、完整性、機密性和可追溯性之事件的影響，PMR 更強烈建議在

登錄處啟用前即可開啟審核程序79。 

綜合以上之內容，可見第三目在本質上主要在處理有關登錄處功能與技術層

面的問題，而此處所提到的各項要素，有些可以透過第一目「創設法律框架」與

第二目「建立組織管理框架」中所涵蓋的內容來規定，例如設置登錄處官方網站

的技術要求，其實可以體現在有關透明化義務的法律框架中；而有些要素可能需

透過跟登錄處技術之提供廠商或其他協助登錄處營運的公司等簽訂相關契約方

能實踐。 

第二項 登錄處具備之功能 

所有市場都需要能讓買賣雙方持有和交換資產的交易場所，碳市場並無不

同，且透過相關文獻可得出，登錄處主要應執行兩個基本功能，即（一）確定帳

戶持有人持有的碳單位數量，以及（二）能夠在帳戶持有人之間交換碳單位80。

不過綜合本節前述之討論，本文認為除了該二項基本功能外，登錄處具備之功用

亦能從四大面向進行說明，分別是「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維持碳市場之穩

 
78 Id.  
79 Id. at 68. 
80 PMR & FCPF, supra note 16,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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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運作」、「確保透明化」、及「確保登錄處之監管」。以下介紹之。 

第一目 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綜合前述之制度要素，可見登錄處負責各種資訊之紀錄，並扮演資訊中心之

角色。為了反映此項功能，以下幾項制度要素蔚為重要，如以下說明： 

一、與排放量紀錄有關之規定：如前項第一目「一、監測與申報之義務」所

示，排放源均具有申報相關資訊之義務，例如呈報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些資料

均會記錄於登錄處系統中，使其扮演資料庫之角色。 

二、與帳戶紀錄有關之規定：登錄處作為追蹤系統，其應能確定帳戶持有人

的碳單位數量，而這是如本項前言提及之登錄處之基本功能之一，這些數量均被

記錄於帳戶當中。 

三、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既然登錄處容納大量之資訊，則有關資訊安全

之要求亦為重要。如前項第三目「二、技術與安全性要求」下的「（二）安全性

要求」所言，為落實資訊的機密性，登錄處亦應建立相關措施，防止任何資料外

洩、或遭受未經授權的修改。在安全性的要求之下，為維持登錄處的可使用性，

針對任何可能影響登錄處服務之網路攻擊事件，均應制定相應措施設法排除。此

外，登錄處亦應留意帳戶安全之問題，設置用戶身份驗證等要求、或要求更新密

碼等事宜，更應確保所有技術事項的可追蹤性，包含帳戶曾經採取之行動，像是

登入紀錄、密碼變更紀錄等。針對可能影響資料可用性、完整性、機密性、或可

追溯性之事件，登錄處亦應設有因應之管理程序，或針對如系統性能監控指標、

系統可用性等安全標準進行審核。 

第二目 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 

綜合前述之制度要素，本文認為有以下幾項要素可凸顯登錄處用以維持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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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穩定運作之功能，特別是針對帳戶之使用以及單位移轉的規範： 

一、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從前項第一目「四、與帳戶開立、關閉、使用

有關之條款」的制度要素可見，登錄處內有各種類型的帳戶，故須針對不同的帳

戶，制定不同的規則或要求，例如開戶要件、管理員之責任等。且由於開戶的過

程中將涉及個資的運用，為了保障用戶之個資，應擬定資料保護之規則，並考量

登錄處之立法應如何與現有之個資法互相配合。 

二、與追蹤單位移轉有關之規範：ETS面臨的風險之一為「重複計算」，即

同樣的減量額度被多次使用以證明其符合減排目標81。對單位的整個生命週期

（包括其發行、轉讓和使用）進行持續追蹤，係解決所有形式上的重複計算所需

要的要素之一82。因此，登錄處除了應能確定帳戶持有人的碳單位數量外，其另

一個基本功能即為追蹤持有人間單位之移轉、使用。 

從前項第一目「五、有關單位移轉之規定」可得知，核配量或減量額度之使

用可能有不同目的，須針對不同目的之移轉制定相應之規範；且從第三目「一、

功能性與業務要求」下的「（二）列出與帳戶和單位有關的資訊」可見，由於登

錄處內有不同類型之帳戶，不同類型之帳戶的單位移轉模式亦有所差異，故在制

度設計上，也應說明每種類型移轉之流程或相關要求以區分之。此外，有關單位

序號之格式、應註記事項等要求，均應載明。 

另外，登錄處亦應確保與移轉相關之事件的可追溯性，前項第三目「一、功

能性與業務要求」下的「（二）確保可追溯性」即提到，應保留工作階段的所有

資訊，包含誰在何時輸入了某筆資料、誰對該資料進行驗證、而後向誰發送了什

麼通知、是透過什麼方式進行通知等。 

 
81 Id. at xi. 
82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upra not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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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確保透明化 

若要減少重複計算之風險，不只應做好單位之記錄與追蹤，更應提升相關資

訊之透明度，以下之登錄處制度要素有助於實踐此項功能： 

一、透明性義務：從前項第一目「三、透明性義務」的制度要素可見，當資

訊公開透明時，例如發布與減量額度相關之資訊，使利益相關人可以確保出售之

單位具有環境完整性、且尚未被用於合規等，除了能減少重複計算之風險外，亦

有助於督促登錄處用戶之合規責任。 

二、架設官方網站：如前項第三目「一、功能性與業務要求」下之「（六）

設置登錄處官網」可見，登錄處通常會透過架設官網來傳達公開消息，網站上除

了有公告欄外，應遵守之規範、相關文件下載、常見問題等功能均供民眾檢閱與

使用，以健全登錄處之運作。 

第四目 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 

基本上，與組織管理、行政有關之規定，均能列入此目中。本文認為於前項

第二目「建立組織管理框架」下的大部分的制度設計要素，均能體現確保登錄系

統監管的功能，以下整理之。 

一、確認各方權責範圍：從前項第二目「一、權責範圍」可見，為有效管理

登錄處，應釐清利益關係方（如監管機關、登錄處管理員、帳戶持有人）之間的

責任分配與權限，例如於前項第一目「二、登錄處管理者之權限」所提，為確保

登錄處系統受到維護與正常運行，可能須給予管理員相關之裁量權，像是在必要

的時候暫停登錄處之營運等。而在前項第二目「一、功能性與業務要求」下之「（四）

區分使用權限」中亦提到，針對不同登錄處之使用者，包含一般用戶、授權代表、

或管理員等，得設置不同之資訊近用與功能使用的權限；且如技術要求下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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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透過網路進入登錄處」與「4.登錄處可用性」所言，亦可區分用戶與管理員

使用登錄處之時間，並應確保用戶都能在授權的時點透過網路、安全地進入系統。 

二、與登錄處管理員有關之其他考量：除了釐清管理員之權責範圍外，前項

第二目「二、評估管理員之風險」及「三、確認第三方管理者」均為應考量之制

度要素。首先，管理員可能帶來管理上之風險，故須對此擬定相應對策。此外，

雖然 ETS 主要的監管機構為主管機關，但其實可以委託第三方來管理登錄處，

但於任命第三方管理者時，亦應納入諸多考量要素。 

三、作業與資源之規劃：如前項第二目「四、作業與資源之規劃」所述，除

了對管理流程、作業流程進行描繪外，亦應考量資源與資金之運用，包含財務的

安排、是否針對登錄處之某項操作或服務項目進行收費；以及人力的配置，像是

由於登錄處管理員應負日常監督、聯絡窗口等責任，因此在人員選任上，應考量

諸多要素等。此外，如同目「五、降低管理上之成本」所提，由於登錄處的日常

管理者可能經手大量之工作，當碰到緊急事件時，可能會因為要中斷例行工作而

使效率驟減，進而花費更大量的時間與人力來完成任務，為降低此類人力、時間

等管理上的成本，可透過將作業程序正式化、或將各項營業事務電腦化來因應。 

第五目 小結 

綜合以上，本文認為登錄處應至少具備前述之四大功能方為完善，因此有關

登錄處之立法內容至少應包含前述提及之各功能下的制度要素。以下將透過圖 1

呈現完整之登錄處機制應具備何等功能與制度要素： 

圖 1：登錄處機制應具備之制度要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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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前述四大功能實為環環相扣，例如，當單位相關資訊為公開透明時，

亦即當前述第三項功能發揮所能，不但可減少重複計算之風險，亦會促進登錄處

用戶之責任，進而正面影響第二項功能之運作。而如前述第一項功能所示，登錄

處扮演資訊中心的角色，其大量儲存與排放量或與帳戶相關之資料，而此等資料

又與核配量之使用或後續之追蹤息息相關，唯有確保資料庫內之資訊安全，才能

使第二項功能穩定發揮，避免因為受到網路攻擊、或發生資料外洩等事件，進而

造成影響碳市場營運的負面後果。此外，在前述第四項功能的部分，若有良好的

行政管理制度，亦能使登錄處有正面之營運效果，進而穩定碳市場之運作。本文

將於第四章，對四大功能之間的關聯性，做更詳細之論述。 

第三節 各國或各地區立法例之介紹 

如本章前言所述，為瞭解於不同國家或地區之 ETS 下，登錄處之法制規範

內容為何，本節將著重於各國或各地區 ETS 中有關登錄處之立法例，並挑選已

成立一段時間、且具有一定規模之制度作為代表，分別為歐盟 ETS、美國康乃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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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等九州之 RGGI、加州 ETS、以及紐西蘭 ETS。本節亦進一步以是否在 ETS

之授權法規外，亦另訂有針對登錄處之獨立規範作為分類標準，區分為「歐盟」

與「歐盟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兩者，茲說明如下。 

第一項 歐盟 

歐盟 ETS之相關規則內容，初期主要規範於「第 2003/87/EC指令（Directive 

2003/87/EC）83」（以下簡稱 ETS 指令）當中。該指令第 19 條可見有關登錄處

之規定：首先，其要求成員國應建立和維持登錄處，以確保對核配量之發放、持

有、轉移與取消的準確核算，而成員國可以聯合其他成員國一起將各自之登錄處

營運於統一的系統中；另外，本條規定任何人均可持有核配量，登錄處應向公眾

開放，並應包含單獨的帳戶，以記錄每個發放或轉讓核配量者所持有的核配量；

最後，為了實施本指令，歐盟執委會應通過一項規則，建立具有標準化、安全性

之登錄處，且該系統以包含共同數據元素的標準化電子資料庫之形式存在，負責

追蹤核配量之發放、持有、移轉和註銷，為公眾提供適當的使用與保障機密性，

並確保不發生任何不符合《京都議定書》義務之單位移轉84。 

如前述，根據 ETS指令之規定，執委會應額外制定有關登錄處之法律規章，

2004年之「登錄處規則」為此而生85。本規則主要針對登錄處以及歐盟交易日誌

（European Union transaction log, EUTL）制定一般規定86、功能與技術標準、以

 
83 本文所述為 2003年版本之 ETS指令，此指令已於 2015年進行修正，在修正提案中，執委會
對 ETS涵蓋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實行了新的限制，欲實現 2030年的歐盟氣候目標。修正版
之 ETS指令並於 2018年 4月 8日生效。詳見：Directive (EU) 2018/41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March 2018 Amending Directive 2003/87/EC to Enhance Cost-
eff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Low-carbon Investments, and Decision (EU) 2015/1814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018 O.J. (L76) 3. 
84 ETS Directive, art. 19. 
8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16/2004 of 21 December 2004 for a Standardised and Secured 
System of Registr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Decision No 280/200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2004 O.J. (L386) 1 
[hereinafter 2004 EU Registry Regulation]. 
86 歐盟交易日誌（European Union transaction log, EUTL）之前身為共同體獨立交易日誌
（community independent transaction log），根據定義，其旨在用來記錄核配量的發放、轉移和
註銷，並應根據 ETS指令之規定建立、營運和維護之。Id. art. 2(i); EURL扮演登錄處完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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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業與維護要求；亦提供 EUTL和國際交易日誌之間的高效溝通機制87。登錄

處規則分別於 2010、2013、2019年歷經重要變革，其中 2013年之變動係為了因

應發生於 ETS市場之犯罪行為，2019年之改革則是為因應 ETS第四階段之到來

88，由於 2013年之修正版本具有指標性、亦為本文將重點討論之對象，故以下將

主要介紹 2013年之版本，並於最後一目說明 2019年最新版本之修正處。 

第一目 登錄處與交易日誌之建立與相關規範 

一、登錄處之設立： 

（一）歐盟登錄處（Union Registry）：登錄處規則要求建立「歐盟登錄處」，

中央管理員應操作和維護其技術基礎結構等，而會員國則應使用歐盟登錄處來履

行「ETS指令」第 19條和「歐盟第 406/2009 / EC號決議（Decision No 406/2009/EC）

89」第 11條規定的義務，並確保核配量、年度排放量核配單位（Annual Emission 

Allocation unit, AEA）以及符合本法資格的減量額度之準確核算90。此外，中央管

理員（The Central Administrator）應確保登錄處符合相關功能和技術規範，並考

量到資料交換中規定的網路、軟硬體、和安全性之要求，以及本法所規定的技術

規格（即執委會應向國家管理員提供在登錄處和交易日誌之間交換資料所必需的

資料交換和技術規範，包括識別碼、自動檢查，應答代碼和資料羅列要件、以及

 
監督者，負責記錄所有進出帳戶的移轉紀錄。其會檢查所有登錄處的交易，以確保符合系統規

則，並且可以拒絕不符合 ETS指令和登錄處規則的交易。此等驗證過程將確保核配量從一帳戶
到另一帳戶的任何移轉均與 ETS規則一致。EUROPEAN COMMISSION, EU ETS HANDBOOK 77 
(2015), https://ec.europa.eu/clima/sites/default/files/docs/ets_handbook_en.pdf. 
87 2004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1. 
88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9/1122 of 12 March 2019 Sup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Registry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019 O.J. (L177) 3 [hereinafter 2019 EU Registry Regulation]. 
89 該決議內容為成員國為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應做出的努力，以實現歐盟 2020年的溫室氣體
減排承諾。決議第 11條係有關登錄處和中央管理員的規定，其要求登錄處應確保根據本決定對
交易進行準確的核算處理。另外，中央管理者亦應透過獨立的交易日誌對每筆交易進行自動檢

查，並在必要時阻止交易以確保不存在違規行為。以上資訊均須向公眾開放。Decision No 
406/200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April 2009 on the Effort of Member 
States to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Meet the Community’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Commitments up to 2020, art. 11, 2009 O.J. (L 140) 136. 
90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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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程序和安全性要求等）91。為確保對京都單位進行準確核算，每個成員國和

歐盟均應運營《京都議定書》登錄處，其亦須遵循功能和技術規範，以及軟硬體、

網路、安全性要求等，由於歐盟為《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故中央管理員應確保

歐盟登錄處作為《京都議定書》的登錄處，中央管理員還應擔任京都登錄處的管

理員92。 

（二）交易日誌之設立：交易日誌係根據 ETS 指令，針對本規則之交易而

設，其應記錄有關京都單位持有或交易之資訊。中央管理員應按照本規則之規定

來營運與維護 EUTL，其應確保 EUTL能檢查和記錄本規則涵蓋之所有過程（如

帳戶之行動等），並已將相關功能與技術規範納入考量，符合網路或軟硬體之要

求93。 

二、EUTL 和國際交易日誌（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ITL）間的通訊連

結：中央管理者和成員國應確保歐盟登錄處和京都登錄處與 ITL 保持通訊上的

聯繫，以便針對京都單位的轉讓進行溝通；中央管理員亦應確保 EUTL與 ITL保

持連絡，以記錄和檢查前述提及的「轉讓」。除此之外，中央管理員應確保歐盟

登錄處與 EUTL 保持直接的通訊聯繫，以檢查和記錄核配量、AEA 或部分減量

額度以及帳戶間之交易。所有涉及核配量、AEA 或某些減量額度的交易，均應

在登錄處內進行，並應由 EUTL進行記錄和檢查94。 

三、國家管理者（national administrator）：各成員國應指定國家管理者，以

管理本國之帳戶、及在其管轄領域內之歐盟登錄處帳戶，其亦應擔任京都登錄處

的管理員。成員國及執委會要確認國家管理員、中央管理員、及帳戶持有人間不

存在利益衝突，此外，執委會應與各成員國的管理員協調實施本規則要求之事項，

 
91 Id. arts. 4.4, 105. 
92 Id. art. 5. 
93 Id. art. 6. 
94 Id. a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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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外部通訊連接、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及用戶帳戶使用程序等95。 

第二目 與帳戶內容有關之規範 

一、一般規定 

（一）帳戶與單位：成員國和中央管理者應確保每個京都單位登錄處和歐盟

登錄處均包含本規則附件一中指定的帳戶，例如總量帳戶（Total Quantity 

Account）、拍賣帳戶（Auction Account）、分配帳戶（Allocation Account）、交

易帳戶（Trading Account）、個人持有帳戶（Operator Holding Account）、排放

源持有帳戶（Operator Holding Account）等；且每種帳戶均可持有附件一所列的

單位，像是非京都單位之核配量、AEA，抑或是溫室氣體分配數量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減排認證（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 CER）、排放減

量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等京都單位96。帳戶必須處於已開戶、已

凍結、已排除或已關閉的四種狀態之一，而除非符合例外條款，否則不得從遭凍

結之帳戶中啟動任何流程；此外，亦不得從已關閉的帳戶中啟動任何流程，且已

關閉的帳戶可能無法再重新打開，也可能無法再取得單位97。 

（二）帳戶管理：每個帳戶應設管理員，且應按照附件一的規定，為每種類

型的帳戶確立帳戶管理員。帳戶管理員可以開啟、暫停、限制帳戶之使用，或關

閉帳戶、更改其狀態、批准授權的帳戶代表（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批准需

要管理員同意的事項等。若帳戶之狀態有所變更，中央管理員應負通知義務，亦

即將更新之狀態、或變更之內容知會帳戶代表和國家管理員98。 

 
95 Id. art. 8. 
96 Id. art. 9. 溫室氣體分配數量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s）係指根據《京都議定書》分配予
列於附件一之國家，此單位得於《京都議定書》之締約國間移轉；而減排認證（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為從 CDM計畫中產生之減量額度；排放減量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則是從 JI計畫中產生之額度。RICARDO BAYON ET AL., supra note 7, at 145, 147. 
97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10. 
98 Id. arts.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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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不同帳戶類型之規定 

法人或自然人必須先在歐盟登錄處開立帳戶，才能參加歐盟 ETS 並以核配

量和京都單位進行交易99。根據帳戶持有人的性質及其角色或活動，可以分為以

下帳戶類型：拍賣交付帳戶、營運商持有帳戶、航空業者持有帳戶、個人帳、交

易帳戶、國家持有帳戶、外部交易帳戶、驗證者帳戶。關於這些帳戶之開戶規定，

如應備妥哪些資訊或文件，本規則亦透過不同章節的規範來分別規定之100。 

針對開戶之申請，國家管理員應檢核開戶者所提供的資訊和文件是否完整、

最新、準確與真實，若內容不完整、已過時、不準確或虛假，國家管理員得拒絕

其之開戶申請；此外，若潛在的帳戶持有人（法人）或其董事正在接受刑事調查、

或過去五年中曾涉及京都單位之詐欺、洗錢、資恐等嚴重犯罪，國家管理員亦得

阻止其開戶。請求開設帳戶者若遭國家管理員拒絕，得根據國內法律向主管機關

提出異議，主管機關得視情況，決定是否維持或應撤回國家管理員的決定101。 

關於帳戶之關閉，亦訂定於本規則中102；除此之外，本規則亦臚列諸項管理

員得中止授權代表對帳戶之使用權的情況，例如，如果管理員有合理的理由確定

授權代表具有試圖進入未經授權的帳戶或流程、反覆嘗試使用錯誤之帳密登入帳

戶、或是試圖損害歐盟登錄處或 EUTL 或其中之資料的安全性、可用性、完整

性、機密性等情事，其得中止授權代表或其他授權代表對登錄處任何帳戶之進入

與使用103。 

三、授權代表：授權代表負責代表帳戶持有人啟動交易和其他流程，除驗證

者帳戶應至少設有一位授權代表外，每個帳戶均應具至少兩名授權代表。除了前

述指定之授權代表外，亦可設置「僅具查看權限」的授權代表。一個帳戶可以擁

 
99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86, at 73. 
100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13-21. 
101 Id. art. 22. 
102 Id. arts. 27-33. 
103 Id. ar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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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或多個「其他授權代表（additional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其設定

之用意在於，除授權代表的批准外，還需要其他授權代表的批准，方能啟動交易，

然在轉移單位至歐盟登錄處「可信任帳戶列表（trusted account list）」中的帳戶、

或由外部交易平台發起的交易除外104。 

持有人可以透過外部交易平台使用其帳戶，然該帳戶持有人應提名一名已經

是外部交易平台帳戶的授權代表作為其之授權代表。如果授權代表出於技術或其

他原因不能使用登錄處，則國家管理員得代替授權代表發起交易，但前提是國家

管理員允許此種情事且根據本規則無應停止使用的情況。授權代表之資格如下：

首先，授權代表和其他授權代表應為 18歲以上的自然人；再者，一個帳戶的所

有授權代表和其他授權代表應為不同的人，但同一人可以同時為多個帳戶的授權

代表或其他授權代表；另外，國家管理員所居之成員國可以要求帳戶中至少一名

授權代表為該國之永久居民，但驗證者帳戶除外105。 

四、受信任帳戶列表（trusted account list）：拍賣帳戶、持有帳戶、與交易

帳戶在歐盟登錄處中可能備有「受信任帳戶列表」。若持有人之帳戶列於受信任

帳戶列表內，則其之其他持有之帳戶，均會自動包含在列表中。持有帳戶（即營

運商持有帳戶、航空業者持有帳戶和個人持有帳戶）僅被允許向其受信任帳戶列

表上的其他帳戶發起單位之移轉，亦即將單位從持有帳戶轉移到不在該列表上之

帳戶是不被准許的106。 

第三目 驗證與合規 

針對驗證的排放量及合規的問題，本規則要求每個 ETS 涵蓋之排放源應選

擇一個驗證人，且根據主管機關的決定，國家管理員、主管機關、帳戶持有人、

 
104 Id. arts. 23.1-23.3. 
105 Id. arts. 23.4-23.6. 
106 Id. arts. 26, 65.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32 

或驗證人，應在期限屆至前輸入年度排放量。若未於歐盟登錄處中記錄上一年排

放源之年度驗證排放量，則中央管理者應確保歐盟登錄處將該等營運商之帳戶設

置為凍結狀態，直到記錄為止。中央管理人員應透過計算所有已結清的核配量之

總和，於特定時點在歐盟登錄處顯示各排放源於上一年度之合規情形，並確保登

錄處已記錄之107。 

第四目 與移轉有關之規定 

一、一般規定 

（一）移轉：帳戶持有人等僅能發起本規則規範之單位移轉程序；而對於非

由外部交易平台所發起者，在啟動移轉程序之前，歐盟登錄處都必須要求頻外確

認（out of band confirmation）108，也就是在其他授權代表或其他帳戶代表確認該

移轉經過驗證後，才能正式啟動移轉程序。關於單位移轉時點的規定，如果在週

一至週五的中歐時間早上十點至下午四點之間確認，則應立即開始移轉；不過，

受拍賣之核配量的移轉、持有帳戶啟動之核配量或京都單位的移轉、以及若與未

在帳戶持有人「受信任帳戶列表」中的帳戶進行移轉之行為，在發起移轉與最終

確定移轉之間應有 26個小時的延遲。此外，如果有詐欺疑慮，帳戶代表可在適

當的情況下要求國家管理員或中央管理人員代替其取消移轉，且在提出要求後應

立即將疑似欺詐行為報告給國家執法主管機關109。 

（二）核配量之性質與移轉確定性：核配量或京都單位應為可在市場上交易

的可替代之無形工具（fungible, dematerialised instrument），而這樣的無形性質意

味著，歐盟登錄處的紀錄應構成對核配量或京都單位所有權的證據；至於可替代

性則顯示，若根據國家法律，核配量或京都單位涉及債務返還的問題，可直接透

 
107 Id. arts. 35-37. 
108 頻外確認（out of band confirmation）為一種雙條件身份驗證方式，要求透過單獨的通訊管道
並搭配帳號和密碼以進行雙重驗證。Out-of-band Authentication, TECHTARGET, 
https://searchsecurity.techtarget.com/definition/out-of-band-authentication (last visited Apr. 22, 2021). 
109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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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核配量或京都單位來進行「實務（in kind）移轉」，例如若積欠他人核配量，

可用等量之核配量進行返還即可，而無須返還「相同編號」之核配量110。 

除此之外，在不違反特定規定之前提下，單位之移轉應具最終性且不可撤消；

且任何關於撤銷合約或交易的法律、法規、規則或慣例，亦不得導致根據本規則

已成為最終且不可撤銷的交易在登錄處遭到撤銷。然而，雖然不得阻止帳戶持有

人或第三方根據法律規定行使任何權利或要求，包含針對已在登錄處進行的最終

移轉進行追償、要求損害賠償（例如發生欺詐或技術錯誤），但前提在於這不會

導致登錄處中的移轉行為發生逆轉（reversal）、廢止（revocation）、或解除

（unwinding）等情事。另外，核配量或京都單位的善意（acting in good faith）購

買者和持有人，均應獲得轉讓人無瑕疵之核配量或京都單位的所有權111。 

二、核配量之產生（creation）：中央管理員可以根據需求開設帳戶，並應產

生或註銷歐盟法規所必需之帳目和核配量，在生成核配量時，中央管理員應確保

歐盟登錄處為每個核配量分配獨一無二的單位識別碼112。 

三、拍賣和分配之前的帳戶移轉：核配量產生後，將進行核配量之分配或使

用等等，因此該等單位將移轉至相關帳戶中，本規則亦對此有詳細之規定113。例

如針對欲拍賣之核配量，中央管理者應代表拍賣人進行轉讓，將與年度拍賣量相

應之核配量數額從歐盟總量帳戶移轉至歐盟拍賣帳戶。對於無償分配之核配量，

中央管理者應及時根據歐盟每個成員國的國家分配表（national allocation tables）

將相應於無償分配的核配量數量，從歐盟總量帳戶中移轉至歐盟分配帳戶中。 

四、分配與拍賣：在每個承諾期前，各成員國應將國家分配表通知歐盟執委

會，如果執委會認為該分配表符合規定，應指示中央管理者將國家分配表輸入至

 
110 Id. art. 40. 
111 Id.  
112 Id. art. 41. 
113 Id. arts.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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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L中；反之，執委會應在合理期限內否決國家分配表，並毫不延誤地通知相

關成員國，說明其理由並列出應滿足的標準，該成員國應在三個月內提交修訂後

的國家分配表114。至於拍賣的部分，與分配的條文架構大同小異，一開始即明文

說明拍賣平台在確定和發佈拍賣的一個月內，應提供拍賣表（auction table）予執

委會，若執委會認為符合規定，則應指示中央管理者將拍賣表輸入 EUTL，反之

則要求更正115。 

五、對減量額度之使用：中央管理者應確保，與成員國管制之減排計畫相關

的 CER 和 ERU 僅在 ETS 指令未禁止發行的情況下，才能保留於歐盟登錄處的

ETS帳戶中。各成員國應將國際減量額度權利表（international credit entitlement 

table）通知執委會，表中應含在承諾期間之國際減量額度的初始總和等，若執委

會認定該權利表符合規定，應指示中央管理者將之輸入到 EUTL中。排放源可根

據 ETS 指令要求將國際減量額度轉換成一般核配量，這將促成該等減量額度從

相關的營運商持有帳戶轉移到歐盟國際減量額度之帳戶，以供登錄處中的營運商

使用116。 

六、交易：在持有帳戶發起交易的情況下，中央管理者應依持有帳戶持有人

的要求，確保登錄處將核配量或京都單位移轉到任何其他帳戶，除非發起交易或

接受轉讓之帳戶後來阻止該移轉的進行。營運商持有帳戶、航空業者持有帳戶和

個人持有帳戶只能將核配量或京都單位轉移至受信任帳戶列表中的帳戶，但交易

國際減量額度、繳回核配量、刪除核配量、註銷京都單位之情形除外。針對由交

易帳戶發起之交易，本規則亦與持有帳戶之交易做類似之規範，即根據交易帳戶

持有人的要求，中央管理者應確保登錄處將核配量或京都單位轉移到登錄處的持

有帳戶或交易帳中，除非發起移轉的帳戶後來阻止移轉的進行117。 

 
114 Id. art. 51. 
115 Id. art. 62. 
116 Id. arts. 58-60. 
117 Id. arts.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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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配量之繳回：一般排放源或航空業者應透過以下方式向歐盟登錄處繳

回核配量，即（一）將在同一承諾期內為遵循規定而產生的指定數量之核配量，

從相關營運商持有帳戶或航空業者持有帳戶轉移至歐盟核配量刪除帳戶（Union 

allowance deletion account）中；及（二）將當期根據排放量而繳回的核配量之數

量和類型記錄下來。此外，早已繳回之核配量不得二度繳回118。 

八、核配量之刪除：對於帳戶持有人提出之刪除帳戶中核配量之要求，中央

管理者的具體做法是（一）將一定數量的核配量從相關帳戶轉移到歐盟核配量刪

除帳戶中；及（二）記錄當年已刪除的核配量之數量。已刪除之核配量不得再為

合規目的而進行繳回。對於欲註銷之京都單位，中央管理者亦應將之從相關帳戶

中轉移至帳戶管理員之京都單位登錄處或歐盟登錄處的註銷帳戶中119。 

九、移轉撤銷（Transaction reversal）：對於部分帳戶所啟動之單位轉移，若

帳戶持有人或代表帳戶持有人之國家管理員係無故意或錯誤地發起了轉移的程

序，則帳戶持有人得提議要求其帳戶管理員透過書面請求撤銷已完成的交易，該

請求應由授權提出撤銷轉讓的授權代表或帳戶持有人代表來妥善簽署，且應聲明

該移轉是出自錯誤或無故意。而若國家管理員無故意或錯誤地發起核配量分配之

移轉，則其亦可向中央管理員請求撤銷120。 

第五目 技術要求 

一、登錄處與 EUTL之可靠性與可用性：中央管理員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

以確保隨時都能使用登錄處，且歐盟登錄處、EUTL和 ITL之間之通訊連接永不

斷線，並應具備在故障時所需的備用軟硬體等等；中央管理員亦應確保登錄處和

EUTL納入健全的系統和程序，以保護所有相關數據，並在發生故障或災難時能

 
118 Id. art. 67. 
119 Id. arts. 68-69. 
120 Id. ar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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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復相關資料和操作能力121。 

二、安全與驗證：EUTL應考量與資料交換和技術相關之規範，並對歐盟登

錄處的身份進行認證。帳戶代表得透過登錄處的安全區（secure area）使用其在

登錄處中的帳戶，為確保安全區之安全，授權代表或平台與登錄處安全區之間的

通訊往來應加密，並應符合相關之安全性要求。中央管理員亦必須採取所有必要

手段，以確保不會有未經授權而使用歐盟登錄處網站安全區的情事發生。然若此

等安全性受到損害，則授權代表或其他授權代表應立即中止使用相關帳戶，並將

之通知管理員，要求更換該帳戶122。 

中央管理員應確保登錄處為每個授權代表和其他授權代表提供帳號和密碼，

以進行為使用登錄處之身份驗證，除此之外，還需通過輔助身份驗證項目，方能

進入登錄處。當發現安全漏洞、或面臨安全風險時，有關帳戶之使用均得依規定

被暫停。若執委會懷疑核配量或京都單位已成為構成欺詐、洗錢、資恐等犯罪行

為的目標時，其亦得指示中央管理人員暫停帳戶之使用；且前述之疑似犯罪情事，

亦應通報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合作，建立適當的程序以防範洗錢或資恐相關之

活動123。 

三、自動檢查、記錄和完成過程：於登錄處下之所有流程都必須符合電子通

訊的一般 IT 要求，以確保由登錄處能成功讀取、檢查和記錄該等流程，中央管

理員亦應確保 EUTL已對之進行自動檢查。若於檢查過程中發現資料之差異，應

啟動相關程序，如終止不正確之流程等。中央管理者應確保 EUTL定期進行資料

核對，以使 EUTL的帳目記錄、京都單位的持有量、核配量之持有量與登錄處中

的數據相符124。 

 
121 Id. art. 91. 
122 Id. arts. 93-94. 
123 Id. arts. 95-98. 
124 Id. arts. 100-1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37 

四、規範與變更之管理：執委會應使國家管理員得以執行在登錄處和 EUTL

之間交換資料所需的資料交換與技術規範（如識別碼、自動檢查等），以及啟動

交換程序所需的測試和安全要求。若登錄處之軟體需進行更新，中央管理員應確

保在新版本之間建立並啟用通訊連結前，完成前述提及之資料交換和技術規範中

訂定之測試程序125。 

第六目 其他規範 

於本規則之最後，為記錄、報告、機密性與費用等其他規範。例如，設定歐

盟、EUTL和其他京都單位登錄處僅能儲存和處理之帳戶範圍；若帳戶關閉，中

央管理員應確保在關閉五年內，所有相關流程的記錄、資料等均受到保存；中央

管理員與國家管理員應在網站上以透明、有建設性的方式提供特定資訊；於登錄

處或 EUTL內之資料，歐盟登錄處或京都單位之登錄處均應視之為機密，除非法

律另有要求，且相關資料僅能提供給成員國的執法和稅務機關、歐盟反欺詐局

（the European Anti-fraud Office）、歐盟審計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等機構；中央管理員不得向歐盟登錄處的帳戶持有人收取費用，然國家管理員得

向受其管理之帳戶持有人收取合理費用等等126。 

本規則亦將過渡條款、以及針對 2010年之舊法修正部分、規則生效等規範，

立於條文末處127。 

第七目 登錄處規則於 2019年之變革 

歐盟執委會於 2019年發布了針對歐盟 ETS第四階段的新登錄處規則，該法

規於 2019年 7月 22日生效，並已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完全取代 2013年版本

 
125 Id. arts. 105-106. 
126 Id. arts. 107-111. 
127 Id. arts. 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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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舊法128。驅動執委會針對登錄處規則進行改革之因素如下： 

一、為促進與瑞士 ETS間之連結：瑞士 ETS與歐盟 ETS間的連結已從 2020

年 1月 1日開始執行，主要促成登錄處兩大關鍵修正：首先，歐盟將透過 EUTL

與瑞士交易日誌（Swiss Supplementary Transaction Log）的連結，建立歐盟登錄

處與瑞士登錄處之間的正式聯繫；其次，由於連結的協議中規定歐盟和瑞士有義

務相互承認彼此的核配量與航空核配量，故登錄處規則也對之進行修訂，以實現

此種相互認可129。 

二、避免脫歐國家引發之不確定性：以往的機制，對於受到脫歐國家干擾的

其他成員國而言，無任何保護規範130。面對英國脫歐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登錄

處規則作出相關因應。新的機制要求提出脫歐通知的國家之單位，在特定時點後，

要記上國家或地區之代碼、以及發行年份，此等單位是無法在歐盟 ETS 進行繳

回或合規的131。 

三、因應MiFID而設之規定：由於核配量在MiFID之改革下被定性為「金

融工具」，本規則亦為此進行相應之法規改革132。 

四、簡化規則以減輕登錄處管理員的負擔：例如取消個人持有帳戶，要求該

等帳戶須於特定時點前轉換為交易帳戶133。 

五、更新資料保護之要求：新規則根據歐盟 GDPR之規範，更新其中對資料

與資訊有關的管理要求，例如將國家管理員和歐盟執委會視為資料控制者，而不

 
128 2019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88. 
129 Id. arts. 87(1)-(2). 
130 A New Registry Regulation – Are You Ready for Phase IV of the EU ETS?, REEDSMITH (Oct., 
2019), https://www.reedsmith.com/-
/media/files/perspectives/2019/clientalertanewregistryregulationareyoureadyforphaseivoftheeuetsoctob
er2019.pdf. 
131 2019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37.5-37.6, 56.5. 
132 Id. pmbl. ¶ 10. 
133 Id. art.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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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資料處理者，使他們有責任就登錄處和 EUTL 中處理之個人資料承擔資料保

護義務134。 

六、刪除與京都單位有關之條文：由於歐盟 ETS 第四階段已不再允許京都

單位用作合規之目的，故於規則中刪除相關條文135。 

第二項 歐盟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隨著世界各國或各地區採用更具野心的減排目標，並引入相關之政策工具，

國內的碳定價相關計畫已受到強化，近年更是各國根據《巴黎協定》提高減排承

諾的關鍵時刻，蓋許多國家、地區和城市都宣布進入氣候緊急情況136。在 2000

年初期，已有除了歐盟以外的國家採納 ETS 此項政策工具，作為氣候變遷的對

策，例如 RGGI、加州、與紐西蘭的 ETS，該些國家或地區均為 ETS之施行制訂

相關法律規範。惟單就登錄處規範之部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與歐盟最大之

差異在於，其並非如歐盟將登錄處之相關規定獨立於 ETS 的授權法規，而是直

接將登錄處之相關條文列於 ETS 主要規範的部分章節中。以下將對 RGGI、加

州、與紐西蘭的 ETS進行簡介，並對有關登錄處之規定進行詳細論述。 

第一目 RGGI 

RGGI是美國第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強制性計劃，旨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其藉由康乃狄克州、德拉瓦州、緬因州、馬里蘭州、麻州、新罕布夏州、紐澤西

州、紐約州、羅德島州、佛蒙特州、維吉尼亞州政府間的合作努力，限制和減少

電力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37。RGGI之 ETS稱為「碳預算交易計劃（CO2 Budget 

 
134 Id. art. 87(7). 
135 REEDSMITH, supra note 130, at 4. 
136 World Bank [WB],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 at 6, Washington, DC. Doi: 
10.1596/978-1-4648-1586-7 (May, 2020). 
137 Welcome, 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AN INITIATIVE OF EASTERN STATES OF 
THE US [RGGI], https://www.rggi.org/ (last visited Apr. 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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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ng Program）138」，有關該計畫之規定，主要透過「示範規則（Model Rule）」

進行指引139。「示範規則」構建了各州碳預算交易計劃的基礎，自其最初設計以

來，於 2006年、2008年、2013年歷經多次修訂140。於 2016年，RGGI再次進行

了計劃審核流程，最終於 2017 年 12 月 19 日發布了修訂的 2017 年版本並沿用

至今141。不過，在該規則中，未可見「登錄處（Registry）」一詞，蓋 RGGI將其

之登錄系統稱為「二氧化碳排放核配量追蹤系統（CO2 Allowance Tracking System, 

COATS）」142。 

RGGI之官網提到，各州得以各自的法律執行碳預算交易計劃143，惟本文參

酌各州法規後，發現各州幾乎都以 RGGI的架構進行立法，所以有關登錄處之立

法幾乎就是把示範規則下有關 COATS的規範納入，因此以下即介紹主要列在示

範規則第 XX節「碳預算交易計劃」下第 XX-6與 XX-7子節中的 COATS制度。 

一、有關帳戶之規定：RGGI的 COATS帳戶主要分為兩種，分別為「一般

帳戶」與「合規帳戶」，茲簡介如下。 

（一）一般帳戶：任何人均可申請開設一般帳戶，以持有和轉讓二氧化碳核

配量，且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應為之建立，而有關核配量之移轉將記錄於帳戶中。

一般帳戶得指定一名授權帳戶代表（CO2 authorized account representative），以

及一名授權帳戶副代表（CO2 authorized alternate account representative）。本規則

亦對有關授權帳戶代表之授權、人事更動、對其行動之異議權、委任事宜等有所

 
138 「碳預算（CO2 Budget）」係指一個國家、公司或組織已同意的在特定時間段內將產生的最
大二氧化碳量。Carbon Budget, CAMBRIGD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arbon-budget (last visited Apr. 24, 2021). 
139 RGGI Model Rule, RGGI, https://www.rggi.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Design-Archive/Model-
Rule/2017-Program-Review-Update/2017_Model_Rule_revised.pdf (last updated Dec. 14, 2018). 
140 Model Rule and MOU Versions, RGGI, https://www.rggi.org/program-overview-and-
design/design-archive/mou-model-rule (last visited Apr. 24, 2021). 
141 Id. 
142 ANJA KOLLMUSS ET AL., HANDBOOK OF CARBON OFFSET PROGRAMS: TRADING SYSTEMS, FUNDS, 
PROTOCOLS AND STANDARDS 79 (1st ed. 2015). 
143 Elements of RGGI, RGGI, https://www.rggi.org/program-overview-and-design/elements (last 
visited May 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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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144。 

（二）合規帳戶：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Regulatory Agency or its agent）應

為每個碳預算排放源（CO2 budget source）建立合規帳戶，並將核配量之扣除或

移轉紀錄於帳戶中145。 

二、授權帳戶代表於 COATS下之責任：建立 COATS之帳戶後，所有應向

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提交的相關文件，例如與核配量之扣除或移轉有關的資料，

僅能由該帳戶的授權帳戶代表來繳交146。 

三、核配量分配之紀錄：監管機構或其代理人應記錄之內容如，在每個碳預

算排放源的合規性帳戶中，分配到之核配量；或以消費者利益或策略能源為目的

而分配之核配量等。在向帳戶分配核配量並將其記錄在帳戶中時，監管機關或其

代理人將為每個核配量配置獨一無二的的識別編號，該編號包含核配量之分配年

份147。 

四、合規（Compliance）：符合特定標準的核配量可扣除，以使排放源達成

合規之目的，例如應於特定期間內分配之核配量方符合作為合規用途之資格。當

一控制期（control period）的核配量移轉期限屆至148，排放源的合規帳戶中亦已

記錄提交的核配量，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將扣除與其 CO2排放量等量之核配量。

此外，於扣除 CO2核配量時，核配量的序號大小、或分配年份，都會影響扣除的

先後順序149。 

針對超額之碳排放，本規則亦制定相對應之懲戒，首先，在根據規定進行了

 
144 RGGI Model Rule, arts. XX-6.1, 6.2.  
145 Id. art. XX-6.1. 
146 Id. art. XX-6.3. 
147 Id. art. XX-6.4. 
148 控制期（control period）為三年。RGGI的第一個控制期為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隨後的每三年為個別之控制期間。而從 2015年 1月 1日開始，每個控制期的頭兩年均
被定義為中期控制期（interim control period）。Id. art. XX-1.2. 
149 Id. art. XX-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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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性之扣除後，監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將從排放源之合規性帳戶中扣除一定數量

核配量，且該數量等於該超額排放量的三倍；萬一排放源所持有的核配量低於其

過量排放量的三倍，則將要求該排放源立即將足夠的核配量轉移至帳戶中，且不

得透過「可作為核配量之減量額度（CO2 offset allowance）150」來抵銷排放源的

超標排放量。根據前述之規定進行扣減後，並不影響該排放源或經營者應受到之

罰款、或應依適用的州法規定施行補救措施151。 

五、核配量之儲存（Banking）：本規則明訂，除非依規定扣除或轉移核配

量，否則合規帳戶或一般帳戶中持有的每個核配量都將保留在該帳戶中152。 

六、關閉帳戶：若帳戶發生問題，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得決定是否糾正相關

錯誤，此外，一般帳戶的授權帳戶代表可以透過提交要求從 COATS中刪除該帳

戶的聲明，指示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關閉帳戶，並將裡頭之所有核配量都轉移至

其他 COATS帳戶153。 

七、核配量之移轉： 

（一）提交移轉之相關資料：授權帳戶代表應將轉移核配量之相關資訊提交

予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以記錄移轉之內容。提交之資訊應註明轉讓人和受讓人

帳戶的數字、每個轉讓之核配量的序列號、授權帳戶代表之簽名、交易價格等要

素。當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收到資料後，會透過將每個核配量從轉讓方帳戶移轉

到指定的受讓人帳戶，來記錄核配量之移轉，惟前提是轉移之提交程序並無出任

何差錯154。 

（二）通知：在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記錄核配量轉讓的 5個工作日內，其應

 
150 「可作為核配量之減量額度（CO2 offset allowance）」為本規則賦予減排計劃開發者的核配
量，但須遵守本規則相關之合規與扣除之限制。Id. art. XX-1.2. 
151 Id. art. XX-6.5. 
152 Id. art. XX-6.6. 
153 Id. arts. XX-6.7, 6.8.  
154 Id. arts. XX-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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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雙方以及雙方之授權帳戶代表。但若收到不符合前述提交要件之移轉請求，

監管機構或其代理人應於 10個工作日內，將不記錄之決定、未記錄之原因等通

知雙方之授權帳戶代表155。 

第二目 加州 

於美國東部 RGGI 或歐盟均在嘗試施行 ETS 之際，加州亦採用並設計了屬

於自己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156。直至 2006年，在小布希總統的任內，美國聯

邦政府終究未能在全美範圍內採行減排策略，故加州自行展開了相關行動，最為

重要者即於同年加州議會藉由「加州議會第 32號法案（California Assembly Bill 

32, AB 32）」通過了「全球暖化解決方案法（the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

157。AB 32 貢獻良多，最明顯之成就為推動加州內部之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於

2012 年生效——藉由 AB32 之通過，加州空氣資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CARB）被授權制定法規，以最大程度地實現技術上可行且具成本效益的

溫室氣體減排措施158。而後雖引發不少政治辯論，但於 CARB 透過諮詢外部專

家與利益相關者後，終於在 2011年提出了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的最終規則，並

於 2012年實施159。該規則歷經多年變革，目前之最新版本為 2018年修正、並於

2019年 4月 1日生效之法規，惟加州之規則亦不存在「登錄處（Registry）」之

詞彙，於加州 ETS下，登錄系統之全稱為「合規工具追蹤系統服務（Compliance 

Instrument Tracking System Service, CITSS）」，於法規中亦主要以「追蹤系統

（tracking system）」稱呼之160。有關 CITSS之規定主要規範在本法第五條（Sub-

 
155 Id. art. XX-7.3. 
156 Guri Bang et al., California’s Cap-and-trade Programme: The Role of Diffus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ARBON MARKETS: DESIGN AND DIFFUSION 67 (Jørgen Wettestad & Lars 
H.Gulbrandsen eds., 2018). 
157 Id.  
158 Id. 
159 Id. at 68-69; Cal. Code Regs. tit 17 (2011). 
160 依加州規則第 95802條下之定義，追蹤系統（tracking system）指發行、交易和繳回 CARB
合規工具的合規工具追蹤系統服務。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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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的「註冊與帳戶（Registration and Accounts）」中161，其他如有關交易

之章節亦有零散之相關規定，例如有關核配量及減量額度之規定設於第四條

（Sub-article 4）的「合規工具（compliance instruments）」中，以下茲介紹相關

條文重點： 

一、合規工具：合規工具共可分為由 CARB發行者以及由核可之計劃（例如

外部 ETS）發行者，以下介紹之。 

（一）由 CARB發行： 

1. 加州溫室氣體核配量（Californi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llowances）：

執行委員（Executive Officer）162應負責產出加州溫室氣體核配量，為每個核配量

配置獨一無二的序號，並將核配量存入執行委員控制下的持有帳戶中163。 

2. CARB 發行的減量額度：執行委員應依法發行和登錄 CARB 減量額度。

有關 CARB減量額度之繳回，應遵守使用數量上限（quantitative usage limit）164。 

（二）由核可的計劃發行：本法規定，與外部 ETS連結後，由外部 ETS產

出之核配量或減量額度、以早期行動（early action）為目的而發行的 CARB減量

額度、還有以部門為基礎（Sector-based）的減量額度，均可用於履行加州 ETS之

合規義務165。 

二、註冊帳戶之規定 

 
161 Id. §§ 95830-95835. 
162 執行委員（Executive Officer）即 CARB的執行長或其代表。Id. § 95802. 
163 Id. § 95820(a). 
164 Id. § 95820(b). 在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下，ETS涵蓋之實體只能使用減量額度來履行其整體
合規義務的一小部分。此「使用數量上限（quantitative usage limit）」之規定適用於每個合規期
內之每個涵蓋或自願加入的實體。到 2020年，排放源可以使用減量額度來滿足合規義務的
8%；2021-2025年則為 4%；2026-2030為 6%。詳見：Compliance Offset Program: About,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https://ww2.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
program/about (last visited July 7, 2021). 
165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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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規定：執行委員應擔任帳戶管理員。有資格向 CARB註冊的實體

在本追蹤系統中不能申請一組以上的帳戶。此外，在執行委員批准實體在 CARB

的註冊、且帳戶管理員在追蹤系統中開立帳戶之前，該實體是無法持有合規工具

的166。 

（二）註冊要件： 

本規則臚列了排放源向追蹤系統申請註冊帳戶時，申請人應繳交之資料，包

含申請人之姓名等基本資料、董事或高階人員的聯絡資料、擁有該實體 10%以上

表決權者的聯繫方式等等，而當執行委員批准註冊並經由帳戶管理員通知該實體

時，註冊即告完成167。 

註冊之實體可指定一位帳戶代表、以及一至四位副代表。任何需要使用追蹤

系統的人，包括主要帳戶代表、副代表或註冊實體的帳戶查看代理人等，都必須

先行在追蹤系統中註冊為用戶。然若申請人提供之資料，被執行委員發現有虛假、

誤導、隱瞞等情狀，得拒絕其之註冊。在註冊的過程中，執行委員和帳戶管理員

應將部分與個人有關之資料視為機密資訊，惟在監督、調查、執行和起訴過程中

除外168。 

（三）與連結有關之註冊規範：位於加州的排放源必須根據規定在加州內進

行註冊；至於位在美國境內、但並非位於加州之實體，除非符合特定情況，否則

應在加州進行註冊方能參與加州之 ETS。本規則亦對位於美國以外之排放源、或

是須符合多個國家或地區之合規義務的實體有所規定，像是若在加州註冊的實體

於連結的外部 ETS 中負有合規義務，則該實體得根據該地區的註冊要求，直接

在該地區進行註冊169。 

 
166 Id. § 95830(a).  
167 Id. § 95830(c)(1). 
168 Id. §§ 95830(c), (f). 
169 Id. § 958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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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帳戶類型：CITSS下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別之帳戶，分別為執行委員「為

註冊實體開立之帳戶」以及「由執行委員控制之帳戶」；在兩大類別下又可以細

分成多種類型之帳戶。 

（一）為註冊實體開立之帳戶：執行委員不得為每個排放源開設一個以上的

持有帳戶（holding account）、有限用途持有帳戶（limited use holding account）、

合規帳戶（compliance account）、年度分配持有帳戶（annual allocation holding 

account）或交易所結算持有帳戶（exchange clearing holding account）170。 

針對不同類型之帳戶，本規則亦含不同之規定，例如，當執行委員批准涵蓋

實體的註冊時，帳戶管理員將為註冊人開立一個「持有帳戶」；當排放源符合直

接分配（direct allocation）資格時，帳戶管理員應為該實體開立一個「有限用途

持有帳戶（Limited Use Holding Accounts）」，該帳戶應受某些限制，如不得將

合規工具從其他帳戶轉移到有限用途持有帳戶中；當執行委員批准涵蓋實體的註

冊時，帳戶管理員將為註冊人開立「合規帳戶（Compliance Accounts）」，其用

途之一為，執行委員得將合規工具移轉至合規帳戶中，或透過刪除合規工具以履

行合規義務、或關閉帳戶；當執行委員批准「自願關聯實體（voluntarily associated 

entity）」之排放源註冊時171，帳戶管理員將為該實體開立一個「交易所結算持有

帳戶（Exchange Clearing Holding Accounts）」；當排放源符合直接分配（direct 

allocation）資格時，帳戶管理員應為該實體開立一個「年度分配持有帳戶（Annual 

Allocation Holding Account）」，執行委員將在核配量的使用年限（vintage year）

到期之前，將分配給排放源的核配量存入該實體的年度分配持有帳戶中172。 

（二）由執行委員控制之帳戶：帳戶管理員將在執行委員的控制下開立並維

 
170 Id. § 95831(a)(1). 
171 「自願關聯實體（voluntarily associated entity）」為依規則並非 ETS涵蓋對象，但打算購
買、持有、出售或自願繳回合規工具的排放源，或經營在 ARB註冊的抵換項目或早期行動抵
換項目的實體。Id. §§ 95802, 95831(a)(5). 
172 Id. § 958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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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某些帳戶，例如「分配持有帳戶（Allocation Holding Account）」，在此帳戶

中，合規工具產生的同時將分配到各自的序號；而關於「拍賣持有帳戶（Auction 

Holding Account）」，核配量可能從分配持有帳戶等帳戶中移轉至該帳戶，以進

行拍賣；至於「繳回帳戶（Retirement Account）」，執行委員得從合規帳戶中轉

移合規工具，以便使該等核配量永久註銷，排放源亦可透過將合規工具轉移到繳

回帳戶來自願繳回合規工具；此外，若創建「核配量價格抑制準備帳戶（Allowance 

Price Containment Reserve Account）」，執行官應按規定提撥部分核配量、轉移

到該帳戶中，執行委員也將根據法規授權，將這些準備量出售給排放源173。這樣

做的主要目的在於，如果核配量之價格或預期價格提升，則涵蓋實體可以透過使

用儲備量來保持彈性174。 

其他帳戶如森林緩衝帳戶（Forest Buffer Account）、自願再生電力保留帳戶

（Voluntary Renewable Electricity Reserve Account）、外部溫室氣體計劃持有帳

戶（External GHG Program Holding Account）等，本規則均簡單提及該等帳戶之

使用方法175。 

四、代表人和代理人之指定：於指定帳戶代表人或副代表人時，本規則擬定

應符合之相關程序，如於申請帳戶時，應向帳戶管理員繳交客戶代表之相關資料

等，以及若要更換代表人、對代表人之行動有異議應如何為之等相關事宜176。 

五、排放源於註冊時應揭露之資訊：本規則對於公司應揭露之資料，如是否

有關係企業等，羅列了詳細之揭露事項；而在進行揭露時，亦應提交如聯絡資料

等基礎資訊177。 

 
173 Id. § 95831(b). 
174 Allowance Price Containment Reserve – The Mechanism for Managing the Risks of the California 
Carbon Market or the Risk in Itself?, GLOWACKI LAW FIRM (Aug. 13, 2012), https://www.emissions-
euets.com/allowance-price-containment-reserve. 
175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1(b). 
176 Id. § 95832. 
177 Id. § 958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48 

六、KYC（Know Your Customer）要求：本規則要求申請註冊帳戶者應在提

交註冊請求後 30天內繳交相關資料，在執行委員確定該參與者符合規定前，帳

戶管理員無法向之提供對追蹤系統的使用權限178。 

七、與交易有關之規定：於帳戶之間進行合規工具轉移的情況下，除非執行

委員進行了轉移，否則帳戶管理員不會將此等移轉之資訊登錄至追蹤系統中。此

外，對於所有移轉之請求，必須將轉出之持有帳戶的帳號、發起轉移之雙方帳戶

代表、目標帳戶的帳號、合規性工具之類型、數量和期限等輸入至追蹤系統中179。 

八、CITSS 用戶條款和條件：本規則於附件之處提及了一項於 CARB 與

CITSS 的每個註冊用戶間應達成的協議內容，該協議主要規範 CITSS 的使用條

款，CARB透過本協議，為用戶提供使用 CITSS的權限，以使其能註冊帳戶及持

有合規性工具180。 

第三目 紐西蘭 

紐西蘭政府曾經嘗試透過徵收碳稅計畫以達成減排的目標，可惜最終宣告失

敗，然於 2008年，紐西蘭引入了 ETS，期望能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手

段。雖然在 ETS 實施初期飽受批評，因為其未能真正實現減排效果、或為碳權

設定合理的價格，亦缺乏具體的國家排放上限。然在承襲國際 ETS 的標準或設

計理念、以及國內需求或機會主義利益的影響後，紐西蘭仍發展出獨一無二的制

度。紐西蘭 ETS 是根據「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mendment Act）」制定的，其為紐西蘭減緩氣候變遷的基礎政策，該法案歷經

幾次修訂，2009 年之修訂包含部分過渡安排，例如延後將某些產業被納入 ETS

管制範圍、制定允許某些部門每兩噸之排放量僅需繳回一個紐西蘭單位的「二比

 
178 Id. § 95834. 
179 Id. § 95921. 
180 Id.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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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ne-for-two）措施」、將核配量分配的基礎從基於 1990年之絕對排放量改為

以平均排放強度為衡量標準；而 2016年至 2017年的修訂，則結束了二比一措施

之施行，並對農業進行定義而進一步推遲了農業部門的納入181。 

有關登錄處之規定，主要規範於「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下第二節「制度

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中的第二子節，其先由登錄處設置之目的談

起，並針對管理員（Registrar）之角色以及單位登錄系統（Unit register）之使用

訂立詳細之規定。以下說明之。 

一、登錄處之目的 

（一）確保對發行、持有、轉讓、繳回和註銷紐西蘭單位與經核准的海外單

位、根據本法令的規定轉換之紐西蘭單位等項目，進行準確、透明和有效的核算

處理182。 

（二）確保登錄處、海外登錄處、與國際交易機構之間能夠準確、透明、有

效地交換相關資訊183。 

（三）促進行使職能、職責和權力者之間的資訊交流，使該等人士都能履行

其職能和職責、並行使其權力184。 

二、有關管理員之規定：紐西蘭環保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EPA）必須任命 EPA的員工作為登錄處之管理員，其主要負責登錄處

之營運185。管理員得以維修、技術問題、為確保登錄處安全性或完整性、未履行

國際氣候義務等理由，拒絕其他人對於登錄處之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中止登錄處

 
181 Tor Håkon Jackson Inderberg et al., Adopting and Designing New Zealand'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in THE EVOLUTION OF CARBON MARKETS: DESIGN AND DIFFUSION 105-107 (Jørgen Wettestad 
& Lars Gulbrandsen eds., 2018). 
182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0 (N.Z.). 
183 Id. 
184 Id. 
185 Id. ss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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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全部之運行186。管理員必須執行長官或 EPA根據本法案給出之任何指令，

包括轉讓單位等187。此外，管理員亦須依法為每個帳戶分配一個唯一的帳號、並

為帳戶中之各種單位配置獨一無二的序號188。 

三、有關單位登錄系統之規定：登錄處之單位登錄系統必須為電子形式、可

透過登錄處的網站進入、且無間斷地運作。其應記載之內容包含持有帳戶中單位

的持有記錄、交易的詳情（如發行、轉讓、註銷等）。就單位的發行、持有、轉

讓、更換、繳回、註銷和轉換而言，在登錄系統中所記錄的單位是不可分割的，

且可根據本法之規定，於登錄系統間、或單位登錄系統與海外登錄系統或國際交

易機構間進行轉讓189。 

四、有關帳戶之規定 

（一）開設帳戶：本法規定任何人均可透過使用規定之表格、並支付本法要

求之費用，向管理員提出申請，要求在單位登錄系統中開設一個或多個持有帳戶。

管理員得依法批准之，若同意開戶，管理員應盡快以申請人的名義開設帳戶並向

申請人提供帳號；其亦得根據法律規定，否決申請人之開戶請求。此外，若申請

書內容不夠完整或費用未繳期，管理員亦可要求補正190。 

（二）關閉帳戶：除開戶外，本法亦允許任何人透過使用規定之表格、並支

付相關費用，向管理員提出申請，請求在單位登錄系統中關閉一個或多個持有帳

戶；EPA亦得在必要時，獲得帳戶持有人同意、或在已合理通知帳戶持有人等情

況下，指示管理員關閉該持有人的持有帳戶191。 

 
186 Id. s 13. 
187 Id. s 14. 
188 Id. s 15. 
189 Id. s 18. 
190 Id. s 18A. 
191 Id. s 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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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單位使用之規定 

（一）轉讓：本法規定任何人均可透過使用規定之表格、並支付本法要求之

費用，向管理員提出申請，從該帳戶持有人之帳戶講單位移轉至單位登錄系統、

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等192。 

（二）繳回與註銷：轉移到註銷帳戶的單位不得再進一步進行轉讓、繳回或

取消；至於轉移至繳回帳戶的單位只能按照財政部長的指令、或根據 EPA 的指

示，方能進一步轉移193。 

（三）繼承：若帳戶持有人逝世、抑或持有公司遭清算等，於確認繼任者前， 

持有帳戶中列為帳戶持有人代表者，仍得繼續操作該持有帳戶。待繼承者選出，

管理員可將其登錄為帳戶持有人194。 

（四）破產之處理：無論是明示、默示或擬制之信託通知（Notice of a trust），

原則上不得記錄在單位登錄系統，除非受託人根據規定申請開設一個持有帳戶，

則受託人可將委託人的名稱指定為持有帳戶的名稱等。此外，如在持有人死亡、

公司清算、持有帳戶已不復存在等情形下，已有可處理持有帳戶的代表人，則不

會有信託的情況發生。至於破產人財產的受讓人，則可作為破產人擁有之單位的

受讓人，進而進入單位登錄系統195。 

六、有關登錄之規定 

（一）移轉需經登錄：涉及發行、轉讓、取消、繳回、轉換或更換單位的移

轉，必須在單位登錄系統上進行登記。但是，若發生管理員收到國際交易機構通

知移轉出現差異（discrepancy）、移轉之申請不符合形式規定、或尚未繳交規費

 
192 Id. s 18C. 
193 Id. s 18CA. 
194 Id. s 18D. 
195 Id. s 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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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管理員不得在單位登錄系統上登記此些移轉結果196。 

（二）紐西蘭單位和核准之海外單位的登錄程序：收到 EPA 或部長發出的

有關紐西蘭單位或經批准之海外單位的指示、抑或收到有關紐西蘭單位或海外單

位帳戶持有人申請登錄的請求，在符合相關規定後，管理員須設置一個獨一無二

的移轉號碼；且如果該移轉與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有關，則應將移轉的紀

錄發送給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完成紀錄之發送後，如果管理員收到通知，

表示移轉紀錄並無異常，則管理員必須盡快在該單位登錄系統內記錄該指示或申

請書所記載之移轉詳情、並向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發送該移轉「已記錄」

在單位登錄處中的通知、亦應將移轉已記錄之訊息透過電子方式通知給作出指示

的部長、或做出申請的帳戶持有人等。惟萬一管理員收到的通知，說明涉及該紐

西蘭單位或核准之海外單位之移轉存在落差，則管理員不得登錄此次之移轉交

易，更必須終止之，並發送相關通知197。 

（三）登錄之過程：部長或 EPA 根據本法向管理員發出的指令或帳戶持有

人提出的移轉請求，必須透過登錄處的網站以電子方式完成，並應備妥本法要求

提供之資訊和需繳交之費用。若申請過程出現瑕疵，管理員得要求進行補正，若

未遵循補正指示、或誤了補正的期限，管理員得拒絕登錄此次移轉、或沒收相關

費用等。登錄一旦完成，移轉即生效198。 

（四）從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接收紐西蘭單位和核准之海外單位：如

果管理員從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那裡收到了關於將紐西蘭單位或批准之

海外單位移轉到管理員帳戶中的通知，並且管理員確信此項移轉並無任何問題，

則其必須根據通知登錄此次之移轉；惟若發現移轉存在出入，則其不得登錄之、

 
196 Id. s 20. 
197 Id. s 21AA. 
198 Id. ss 21B,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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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終止移轉並通知相關人199。 

（五）登錄系統之更正：如果單位登錄系統記錄之移轉內容不準確，且該問

題是管理員在進行登記時因錯誤或疏漏而導致的，則發出指示的 EPA 或部長、

抑或申請登錄的帳戶持有人，可以提出糾正錯誤的請求，為此項請求亦應符合相

關之形式規定或費用要求。若管理員認定確實有不準確之情事，其可作出相應之

更正，並將更正之內容記錄在單位登錄系統中，並在更正後儘速通知相關人等200。 

（六）登錄系統之開放性：本法要求，除非發生管理員須暫停登錄系統運作

之事宜（如技術問題、維修），否則必須開放單位登錄系統，供任何人得透過登

錄系統之網路查詢。至於透過查詢可訪問到之資訊，包含帳戶基本資料、持有單

位之資料、與移轉有關的資訊等。此外，若要對登錄系統進行搜尋等動作，亦應

符合相關之形式規定或費用要求201。 

七、其他規定：於登錄處規範之子章節，本法亦設置有關拍賣單位的規範、

與單位有關的限制以及價格控制等規範，例如應符合之程序規定、要件、相關義

務等202。 

第四節 小結 

從對登錄處制度要素之研究，可見登錄處扮演之角色不僅是為確定帳戶持有

人持有的排放單位數量、或讓帳戶持有人之間交換排放單位，其亦掌管了核配量、

帳戶等大量資訊，甚至有追蹤單位使用的功能，避免「重複計算」，進而降低核

算不精確等核算風險、穩定碳市場之運作。除此之外，登錄處也可以透過資訊之

公開，增加 ETS 市場的透明性，更可透過相關規則釐清管理者、監管者或使用

 
199 Id. s 23A. 
200 Id. s 25. 
201 Id. ss 26-28. 
202 Id. ss 30G-3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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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權責範圍，確保登錄處之監管，並保障用戶對相關資訊或功能之近用權。 

本章亦概述了不同國家或地區 ETS 下有關登錄處之立法內容，雖然有關各

立法例之詳細比較，將於第四章再做更進一步之分析討論，但似乎仍能從本章之

初步介紹中，凸顯出歐盟登錄處機制之特殊性，歐盟擁有一套專門針對登錄處設

計之獨立法規，且條文內容亦較他國複雜、詳細且完整，也因此本章才會大篇幅

地介紹之。 

歐盟於 2013年對「登錄處規則」進行之大規模變革，主要是為了處理當時

ETS市場所面臨的犯罪問題，究竟當時歐盟係透過哪些攸關登錄處的法規修正來

因應此等難題，為後續主要探討方向，本文將於第三章先介紹排放權交易市場上

常見之犯罪型態，並說明實際發生於歐盟的犯罪類型，以及歐盟係透過哪些登錄

處法規上的變革來因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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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之犯罪型態 

雖然 ETS 市場係減緩氣候變遷之利器，惟其是否真能達到減碳效果，長期

以來備受爭議，甚至因為 ETS 市場有交易快速、交易標的為無形資產等特性，

在市場相關規則尚未成熟之際，恐蒙受源源不絕之犯罪活動的侵犯203。如前一章

第四節所述，歐盟之 ETS市場即為受害者之一。有鑒於歐盟 ETS的迅速發展，

市場規模日益擴大且漸趨複雜，參與者進入市場買賣核配量或排放單位的理由，

已不再限於以合規為目的。許多金融中介機構亦進入歐盟 ETS 市場，既得從買

賣核配量中獲利，更可以為 ETS 涵蓋之實體以合規為目的提供交易和風險管理

等服務。隨著市場的成熟，交易平台也應運而生，增加了買賣雙方的便利性，金

融中介機構更利用如衍生性商品等更為複雜的方式來進行排放權交易。雖然市場

商品的多樣化對促進流動性與市場效率而言堪為重要，亦驅動市場更進一步地增

長，然隨著市場規模、價值的升高，其對犯罪者的吸引力卻不減反增204。 

本章首先介紹 ETS 市場上之犯罪型態，由於不同文獻會有不一樣的分類方

法，因此第一節將先參考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於 2013 年針對碳交易犯罪所出版的一份報告中所採用的分類方式

205，對 ETS 市場常見之犯罪類型進行詳盡之介紹；而後於第二節聚焦於實際發

生在歐盟 ETS 市場上之犯罪行為，並說明歐盟之因應手段；且鑑於這之中包含

修正與登錄處相關之規範，本文會在第三節進一步介紹歐盟對「登錄處規則」的

改革之重點內容，並於第四節作一結論。 

第一節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之犯罪型態 

 
203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Guide to Carbon Trading Crime, at 11 
(June, 2013). 
204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5-196. 
205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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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的報告，ETS市場常見之犯罪型態包含：一、欺詐性地操

縱測量結果，要求從減排計劃中獲得比實際應獲得的額度更多的排放單位；二、

出售不存在或不屬於任何人的核配量；三、針對碳市場之環境或財務投資作出虛

假或誤導性的建議；四、利用碳市場上的法律漏洞來實施洗錢、證券詐欺或稅務

詐欺等金融犯罪；五、利用駭客技術或網路釣魚，竊取他人個資與帳戶內之排放

額度206。以下將逐一介紹。 

第一項 操縱測量結果以取得更多排放額度 

CDM 計畫產生之減量額度是依該計畫在施行後，其排放量低於基線

（baseline）之程度而定，這為詐欺者提供了兩種可能的方法來操縱測量結果，以

取得更多的減量額度之分配。第一，詐欺者可能會高估若無該項計畫，恐產生之

排放量；其次，其也可能會欺瞞性地聲稱該計畫造就之減排量比實際減少者更多

207。 

若要操縱這些測量結果，其實有許多種方法，最常見的為謊報數據。然更巧

妙的是，測量人員也可能會透過僅測量某些變量、刻意挑選蒐集數據的地點、或

僅在計算中採用某些假設等方式，進而扭曲其分析結果。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內，

缺乏可靠的數據、或監督資料蒐集過程的制度能力差，都會為那些既得利益者提

供充分的機會來操縱測量結果，以滿足自身利益208。 

為了解決這一風險，CDM 機制需要在計畫獲得減量額度前進行第三方確證

與驗證，該功能主要由 CDM 執行董事會認證的指定運作機構（Designated 

Operation Entities, DOE）來執行。但是，即使是獨立的第三方審核機構，也可能

因受賄或串通而操縱結果，特別是當計畫牽涉國家或強大的商業利益時，審核機

 
206 Id. 
207 Id. 
208 Id.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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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員工個人可能會承受相當大的政治壓力或收受賄賂，要求其調動碳測量之顯

示結果，使之高於計畫的實際效益209。 

此外，不少人針對 DOE 的獨立性提出關切，蓋 CDM 計畫下商業安排的通

常慣例為，DOE由計畫開發商聘用，且該計畫需先經 CDM執行理事會批准方得

對 DOE 支付報酬，這引起了一種固有的利益衝突，即讓 DOE 有誘因促進計畫

的批准，而非確保驗證過程的準確性210。 

由於所有碳減量額度都是可以互相替代的（fungible），因此在碳市場上，源

自 AAU的減量額度或作為 ERU或 CER等之減量額度間幾乎沒有區別。因此，

為了確保市場完整性，首要任務應確保減量額度在相關法律制度下得到法律認

可，並可以照此買賣，而這可透過建立明確的、獨立監管的交易規則來實踐。但

是，環境完整性要求的是該計畫讓溫室氣體排放量有受到認證地減少。惟實際上

許多計畫講究的是確保碳減量額度經過驗證並在法律上可交易，而不是為了讓排

放量實際減少，此等目標錯位已破壞了碳市場參與者調查或自我規制（self-

regulate）減量額度來源的誘因。因此，若要減少在減量額度產生的過程中發生的

欺詐行為或其他形式的腐敗，勢必需要監管機關的具體監督211。 

除此之外，僅在具有額外性（Additionality）的情況下（即該計畫的生成，讓

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量超過沒有任何計畫的程度），該計畫才有資格獲得 CDM

機制下的減量額度，這也是決定 CDM機制環境完整性的關鍵要素。但是，額外

性只能從理論上進行評估，因為根本無法確切證明在沒有實施計畫的情況下，到

底會發生或將會發生什麼事情。評估額外性的困難，提供了有心人士充分的機會

操作相關流程、或使其能夠對計畫的環境完整性提出虛假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

 
209 Id. at 12. 
210 Id. 
2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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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在其計畫根本不應該獲得任何減量額度的情況下，仍取得該等額度212。 

第二項 出售不存在或不屬於任何人的減量額度 

碳減量額度的無形性質，可能使得碳權的所有權獨立於實質計畫，例如，植

樹或改造工廠之類的計畫可能由個人或公司擁有和管理，而對於該計畫產生之減

量額度的合法交易權，則另由他人或他公司所擁有。因此，除了紙本記錄或政府

登錄系統中的記錄以外，沒有任何實際跡象能夠表明擁有碳權之人的身份213。 

因為碳減量額度具有無形性質、又無法透過紙本或登錄處紀錄以外的方式識

別出誰才是碳權真正之所有人，其帶來之風險主要有二：（一）很難阻止碳權所

有者將相同的減量額度一次又一次地出售給不同買家，亦即「重複計算」。如果

減量額度是透過跨國交易所出售的，不但適用不同的法規，且交易所間的監控或

交叉核算標準不嚴格，在此等情況下，重複計算更容易規避掉相關限制；（二）

如果有心人士要欺詐性地主張擁有某個特定的 CDM 或 JI 計畫產生的減量額度

所有權，且此種犯罪行為通常涉及政府腐敗（corruption）的問題，使有心人士可

以任意偽造與所有權有關的文件214。例如曾有犯罪者購買幾片邊界不存在或標記

不清晰的林地，然後將其出售給自己擁有的公司，事後再將從該森林可得到的碳

減量額度出售給負責向工業化國家提供碳排放債券（emission carbon bonds）的地

方機關，該活動被指控於過程中發生偽造文件及賄賂等情事，以促成相關程序的

進行，獲利價值估計有 8000萬美元215。 

第三項 提供虛假或誤導性的投資建議 

 
212 Id. at 13. 
213 Id. at 14. 
214 Id. 
215 INTERPOL & WB, Chainsaw Project: An INTERPOL Perspective on Law Enforcement in Illegal 
Logging 45-46, https://www.interpol.int/content/download/5160/file/Chainsaw%20Project%20-
%20An%20INTERPOL%20perspective%20on%20law%20enforcement%20in%20illegal%20logging.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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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場的相對複雜性、以及其屬於新興市場的事實，均意味著交易者和購買

者間幾乎不夠了解彼此，此導致有公司利用了這樣的情勢，在廣告活動或投資建

議中作出虛假和誤導性的主張216。例如，詐欺者利用在「新」市場上進行投資的

誘因來建立龐氏騙局並吸引投資者加入，其透過招募新投資者，並利用後期投資

者的資金向早期投資者支付利息，從而創造出高回報的外觀；更甚者是，有關投

資報酬的虛假陳述隨後被用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217。 

舉例而言，於 2009年至 2010年間，一家投資公司在澳洲實施了侵略性的電

話行銷策略，不但宣傳其為合法組織並符合相關環境標準，更宣稱其能向潛在投

資者提供碳減量額度的高報酬投資機會218。而後這些內容被發現是虛假的，該公

司根本未進行任何投資行動或環境行動、根本沒有任何減量額度產生、甚至連在

網路上公開的營業辦公室資訊都是假的，據估計，受害者蒙受之損失高達 320萬

澳元219。此等公司做出的虛假聲明已引發各界擔憂，進而促使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提出一套禁止不公平和詐騙性行銷的準則，

旨在幫助減量額度公司遵守「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而對碳減量額度營銷的真實性問題引發之疑慮，也促使澳洲競爭與消

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專門研究該領域

的行銷詐欺問題220。 

第四項 利用法律漏洞實施金融犯罪 

與龐氏騙局的例子一樣，許多常見的金融犯罪正在進入碳市場，金融監理機

關需要警惕白領犯罪進入碳市場，並要留意諸如證券詐欺、逃稅和洗錢等金融犯

 
216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6. 
217 MICHELLE CHAN, TEN WAYS TO GAME THE CARBON MARKET 3 (2010), 
https://www.agrecol.de/files/u13/10WaystoGametheCarbonMarkets_Web.pdf. 
218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6. 
219 David Fogarty, Firm Accused of Carbon Scam May Face Legal Claims, REUTERS (Mar. 26, 201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arbon-investment-fraud-idINSGE62P0C720100326. 
220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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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從全球金融危機可見，目前的市場調節方法容易受到操縱，碳市場的複雜性

更使其特別難以監管；此外，充滿漏洞的法律規範以及交易的減量額度背後缺乏

任何有形資產，均使得該市場可能更容易被操縱。即便投資快速增長，面臨的卻

是碳市場監管和監督的不成熟，更使投資人容易受到剝削。綜合以上，加上新金

融產品的開發通常未經過充分審查、監管機構的技術和資源均有限的情況，犯罪

問題實在令人堪憂221。 

可以預見的是，減量額度可能會在一個國家產生，然後出售給另一個國家的

買家，並通過數個碳交易所進行交易，到達最終所有者的手上。其中涉及的國家

越多，從其源頭到最終購買者的減量額度就越難追查，且犯罪分子越容易利用不

同國家立法之間的法律漏洞或不一致的規定進行犯罪。執法人員和監管者通常於

法律管轄範圍之外的管制能力都是受限的，如果沒有適當的全球執法措施，國際

碳市場的執法工作將變得複雜而困難。更值得關注的是，有的碳市場甚至希望將

市場擴展到追蹤能力稍差、且監管制度極為薄弱的國家；此外，碳交易商間的許

可規則、或不同國家間的法規，若有任何不一致，均可能會導致企業遷移到具有

最低標準或法規要求的國家或地區內222。 

以下將介紹幾點於國際刑警組織的報告中，提及可能發生於排放權交易市場

上的金融犯罪類型，分別為稅務詐欺、證券詐欺、移轉訂價錯誤（Transfer 

mispricing）、洗錢。 

第一目 稅務詐欺 

歐盟的碳交易曾蒙受一種特殊形式之稅收詐欺的攻擊，其主要與增值稅

（Value Added Tax, VAT）的問題有關。VAT詐欺的犯罪手法主要為，犯罪者從

一個不含增值稅的成員國進口碳單位，然後以收取銷售價格和增值稅的方式出售

 
221 Id. at 17. 
22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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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單位，以茲獲利。該等碳單位和增值稅可能會透過許多公司，跨越多個邊界

反覆出售，並且每增加一層交易，就更難追蹤應歸還予相關政府機構的最終增值

稅與原來的進口商223。 

由於本章將於下一節介紹實際發生於歐盟 ETS 之犯罪行為，因此詳細有關

VAT詐欺的問題將於後續進一步討論之。 

第二目 證券詐欺 

碳市場中的欺騙性行為，典型的例子為誘使投資者基於虛假資訊做出購買或

出售減量額度的決定，使己身獲利，相對造成購買者之損失。減量額度的價格容

易被控制與操縱，例如大型交易商一方面向其客戶提供購買或出售建議，而另一

方面卻對自己的減量額度進行相反的操作。此外，除了交易減量額度，許多大型

衍生品交易商還購買或建立了負責透過減排計劃產生減量額度的業務，這提高了

交易商透過增加自己的交易量、或向客戶提供購買建議來提高減量額度價格，以

增加己身業務之利潤的可能性224。 

第三目 移轉訂價錯誤 

移轉訂價錯誤，亦稱作移轉訂價操縱（transfer pricing manipulation），是指

以避稅為目的，透過人為價格在兩個關係企業之間進行的減量額度交易。如果兩

個不相關的公司彼此進行交易，即常規交易（arms-length trading），普遍認為此

種狀況下將以市場價格進行交易；但是，當兩家關係企業（如母公司和子公司）

相互進行交易時，其可能會人為地扭曲交易價格，以最大程度地減少總稅額，這

可能有助於公司在低稅率或零稅率的避稅天堂中盡可能地取得更多的利潤225。 

 
223 Id. at 18. 
224 Id. at 19. 
225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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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在碳市場中，一家公司（母公司）需要購買減量額度以抵消其自

身的排放量，其可能會在非洲投資減排計劃來產生這些減量額度。但首先，該公

司會在稅收零利率的避稅天堂建立一家交易公司，非洲的子公司將其減量額度，

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賣給此交易公司，然後再由該交易公司將這些減量額度以極高

的價格賣給母公司。在此等情況下，非洲的子公司因為人為地降低減量額度的價

格，從而造就低利潤的表象，同時也降低了應繳稅額；而避稅天堂中的公司則以

高價出售減量額度，人為地將所有利潤轉移到該貿易公司，且因為身處避稅天堂，

根本無需繳稅226。 

第四目 洗錢 

洗錢是任何隱匿或掩飾非法所得，以使其看起來似乎源自合法來源的行為。

非法獲取的資金會透過企業來掩飾真正的貨幣擁有者，然後再透過中介機構和匯

款機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轉移，如此一來，非法資金將被隱藏起來，並被整合到

合法業務和合法經濟中。執法人員應該意識到，犯罪分子可能會購買減量額度，

作為將非法收益引入金融系統的一種方式，隨後的交易常被用來隱匿非法來源，

從而使追查資金變得更為困難227。 

迄今，大多數國家已採取法律、法規和相關措施來打擊洗錢，其大多要求金

融機構識別疑似洗錢的行為，並將這些交易行為呈報給各自國家或地區的金融情

報中心（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法規是否一定適用

於碳交易商，因為在許多國家，減量額度的法律性質仍待商榷228；但亦有國家已

將核配量或減量額度等碳單位視為金融工具，進而適用洗錢防制等金融市場相關

規範，例如歐盟229。 

 
226 Id. 
227 Id. at 21. 
228 Id. 
229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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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執法人員還應該意識到，開發減排計劃以產生減量額度的公司可能會

將這些計畫用作過濾非法所得的機制。例如，洗錢者可能使用合法和非法獲得的

資金來添購減排計劃所需的設備，尤其針對某些監督不夠嚴密和法規不夠完整之

開發中國家內的計畫；然後，該些犯罪分子會通過出售減排計畫生產之減量額度，

取得所謂之「合法」利潤，從而完全掩蓋了從原始非法來源獲得的財富230。 

第五項 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減量額度 

從本文可知，碳單位之交易有賴於登錄處之運作，然犯罪分子卻利用登錄處

網路安全的弱點來竊取減量額度，且減量額度及登錄處的電子性質亦使碳交易市

場特別容易受到諸如駭客等技術犯罪的侵害，儘管這些額度有其獨一無二的序

號，從而可以追蹤被盜的額度，但是監管不利的問題仍可能對之產生負面影響，

尤其是當被盜的額度在不同國家進行交易時231。 

歐盟 ETS 曾經受到網路攻擊，因為成員國的登錄處安全系統普遍鬆懈，沒

有市場中心、沒有中央結算所、也沒有統一的法律來管制232。在駭客事件發生前，

各成員國間的安全標準差異很大，因此歐盟執委會後來即對所有國家登錄處設定

了最低安全要求，甚至將登錄處集中化233。 

犯罪分子還發掘了利用現有碳市場竊取客戶和投資者個人資料的機會，如用

戶名稱、密碼等，該等資料亦可用於非法轉移金錢或減量額度。盜取身份的方式

之一為網絡釣魚，犯罪者透過建立虛假的網站，將外觀設計得幾乎與合法的網站

相同，誘使毫無戒心的客戶到該網站輸入個資，進而盜用之。2010 年 2 月，德

國主管機關發現了來自歐洲、日本和紐西蘭公司的網路釣魚活動，被害人收到詐

 
230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22. 
231 Id. at 23. 
232 Gabriele Steinhauser, EU Carbon Trading Thefts Reveal Systemic Flaws, TAIWAN NEWS (Jan. 24, 
2011),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1495151. 
233 Id.;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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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性電子郵件，以「安全問題」為由要求其在國家登錄處重新註冊；但是，該電

子郵件內嵌了釣魚網站的網址，被害人進入後會被要求在該網站中輸入帳戶資

訊。一旦詐欺者獲得帳戶之詳細資訊，其就能透過將減量額度移轉到其他帳戶並

立即出售來竊取該等額度234。 

本章將於下兩節更進一步介紹發生於歐盟 ETS 之網路犯罪情形，以及相關

之法制改革內容。 

第二節 實際發生於歐盟碳市場之犯罪類型 

如本章前言所述，有鑒於歐盟 ETS 市場規模的日益擴大且漸趨複雜，雖提

升了市場流動性及效率，然也因碳價的提升，導致市場對犯罪者的吸引力有增加

之趨勢235。實際發生於歐盟 ETS市場上的犯罪行為，最常見者為 VAT詐欺、網

路釣魚與核配量盜竊，其主要能對應到前一節 INTERPOL 分類中的「利用法律

漏洞實施金融犯罪」以及「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減量額度」。以下將對此二

種主要發生於歐盟的犯罪類型進行說明。 

第一項 增值稅詐欺 

有關核配量移轉應繳納的增值稅額、以及該稅的徵收方式和徵收人等規定，

在歐盟各成員國間是存在差異的，是以此等適用於排放權交易的增值稅制度，創

造了有心人士利用 ETS 進行詐欺行動的空間。許多國家將核配量的國內移轉視

為應課稅的服務，故需繳納增值稅；但是，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所有跨境交易則無

須繳交增值稅。VAT 詐欺的典型過程為，犯罪集團使用所謂的「旋轉木馬騙術

（carousel fraud）」，透過不含增值稅的價格從另一個國家的公司購買核配量（因

為跨境交易為零稅率），再以含增值稅之價格在國內出售，出售後，犯罪者（下

 
234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24. 
235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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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失蹤的交易商」）即挾帶著透過增值稅賺取的「利潤」消失地無影無蹤，

以此種詐欺方式籌措大量資金。這類型的活動通常亦被稱作「境內交易商失蹤之

詐欺（Missing Trader Intra-Community Fraud, MTIC）」，因為交易者在被主管機

關追查以繳交所積欠之增值稅前，早已逃之夭夭236。典型之 VAT詐欺流程，亦

可參考下圖。 

圖 2：典型之 VAT詐欺流程 

 

 
（資料來源：EUROPEAN PARLIAMENT, VAT FRAUD: ECONOMIC IMPACT, 

CHALLENGES AND 
POLICY ISSUES 16 (2018),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cmsdata/156408/VAT%20Fraud%20Study%20public
ation.pdf.） 

歷史上，MTIC和旋轉木馬詐欺的犯罪者會將目標鎖定在行動電話、電腦晶

片和其他高價值、少量的商品，因為它們易於運輸，並且可以從中獲得高額的增

值稅收入237。由於歐盟的核配量也滿足這些特徵，因此可能會遭受此種欺詐：核

 
236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Fraud on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ffects, Vulnerabilities and Regulatory Reform, 20(6)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1, 7 (2011). 
237 Richard T. Ainsworth, CO2 MTIC Fraud—Technologically Exploiting the EU VAT (Aga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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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量不但具有很高的價值（通常達到 10-30歐元）、並且為無形性質（完全電子

化），此外，核配量之移轉又能在現貨市場上快速完成（短至 15分鐘），同時

亦避免了實物成本和延遲交貨的問題238，故詐欺者可以移轉大量的核配量，並在

被主管機關追查之前進行多次「旋轉」，讓其能夠盡可能地從「旋轉」過程中取

得更多增值稅的變現（cash out）價值239；此外，核配量亦可能透過諸多公司進行

銷售（如上圖中的「緩衝公司（buffer company）」）、或是跨越更多國境進行銷

售，因為當跨越越多邊界，增加更多層交易，就更難追蹤那些犯罪者挾帶因 VAT

而取得之贓款的去向240。總體而言，歐洲刑警組織（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在 2009年估計發生於所有成員國內的 ETS增值

稅詐欺案，使納稅人損失約 50億歐元，且此數據尚存爭議，甚至可能被低估241。 

第二項 網路釣魚與核配量盜竊 

以下將先對網路釣魚與核配量盜竊的概念進行簡介，並以案例輔助說明，而

後介紹此犯罪行為對歐盟帶來之影響。 

第一目 網路釣魚與核配量盜竊介紹 

在銀行和信貸行業中，普遍之詐欺行為通常為有心人士冒充真正的帳戶持有

人，以控制該帳戶並發起未經授權的交易。而如前一節 INTERPOL 報告中之介

紹，此等帳戶之利用，通常可以透過「網路釣魚」的方式獲取帳戶身份和密碼資

訊來進行，網路釣魚主要透過簡單的欺騙性電子郵件請求或更具攻擊性的網路駭

客方法來實踐。網路釣魚的問題曾大量出沒在歐盟 ETS 中，更助長了不肖人士

從公司的登錄處帳戶中盜竊核配量的欺詐行為。首宗竊盜案發生在 2010年 1月

 
(B.U. L., Working Paper No. 10-01, 2010). 
238 Id. 
239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7. 
240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8. 
241 Richard T. Ainsworth, supra note 237,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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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如前一節所述，當時德國的排放交易商遭受了廣泛的網路釣魚襲擊，冒充

登錄處管理員的「網路釣客（Phishers）」向數千家公司發送電子郵件，指示登錄

處帳戶持有人在嵌入釣魚病毒之虛假登錄處網站上，揭露其用戶帳號和密碼，欺

詐者隨後即利用該等資訊來控制帳戶，並授權將核配量轉移到自己的帳戶中，以

進行交易242。據了解，在目標的 2000家德國公司中，有 7家成為網路釣魚的受

害者，其中更有 6家公司的核配量遭竊。此等犯罪行為甚至被稱作是一項「全球

性的行動」，當時將近 25萬單位的核配量遭盜，損失價值約 320萬歐元。德國

的排放權交易主管機關（The German Emissions Trading Authority）遂立即暫停交

易，其他國家也相繼效仿，當時更致使比利時、丹麥、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

國家關閉其登錄處243。 

在 2010 年底至 2011 年初，歐盟 ETS 出現了第二次更複雜的駭客攻擊：於

2010年 11月，羅馬尼亞和意大利登錄處的帳戶發生核配量被盜之情形；2011年

1月，詐欺問題擴及至奧地利、捷克和希臘等國登錄處之帳戶，將近 200萬單位

之核配量遭盜竊。歐盟執委會對此做出因應，於 2011年 1月 19日中止所有國家

登錄處帳戶的現貨交易，並表示只有在登錄處能夠證明其滿足最低安全標準後，

才允許其重啟營運，部分登錄處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直到 2011年 4月中旬才重

新開放244。 

第二目 核配量盜竊造成之財務影響與風險 

雖然釣魚與竊盜事件猖獗，然值得慶幸的是，被盜核配量的數量（約 300萬）

僅佔分配總數（約 20億）的 0.003％，且僅傷及少數公司的財產，因此，盜竊對

整個市場的直接財務影響不是很大，僅殃及某些不幸的人。此外，由於已經有一

大部分遭竊核配量被識別，並已將其返還給原始所有者，故竊盜對某些目標公司

 
242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2. 
243 Phishing Attack Nets 3 Million Euros of Carbon Permits,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497129.stm (last updated Feb. 3, 2010). 
244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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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影響已有所改善245。從奧地利登錄處盜取的數十萬單位的核配量就是這種

情況，所有核配量很快就被追溯到列支敦斯登和瑞典的帳戶，並凍結在這些帳戶

中，而後才返回奧地利登錄處246。 

雖然核配量盜竊對某些公司或市場的影響不大，然在許多其他情況下，欲追

回和返還被盜的核配量仍舊是很困難的，蓋其通常涉及犯罪者精心的移轉過程，

透過分割大量的核配量，並將其進行一系列複雜的交易，該些核配量可能會滲透

到其他系統中，變得難以追蹤。儘管公布受害公司和國家登錄處據稱被盜走的核

配量序號清單，有助於追蹤核配量與返還核配量給原始所有者，惟數十萬單位的

核配量依舊下落不明，仍在市場流通中247。 

當時沒有針對登錄處帳戶被盜核配量的全面賠償制度，且尚不清楚登錄處安

全違反的賠償責任歸屬，蓋許多國家登錄處都設有免責聲明，使其免於承擔帳戶

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的賠償責任。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尚無有用且正式

的補救方法來彌補受害者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此外，核配量之竊盜還存在系統性

的市場風險，即由於被盜的核配量仍在市場上流通，市場參與者可能負有無意間

購買之的風險248。儘管從表面上來看，這種意外購買的風險似乎不是個重大問題，

因為歐盟執委會已經確認，遭竊的核配量仍為合法有效的合規工具，得用以履行

歐盟 ETS 的排放義務249；然而，由於某些法律上的複雜性，遭竊核配量的購買

者可能在某些國家內面臨著財務損失和刑事指控的風險。這些系統性風險所造成

的結果是，核配量盜竊對整體造成的影響恐遠遠超出對身為攻擊目標之公司的直

 
245 Id. at 13. 
246 Johan Carlstrom & Mathew Carr, Austria Asks Sweden to Return Carbon Permits Worth $3.9 
Million, BLOOMBERG (Feb. 2, 201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1-02-02/austria-
asks-sweden-to-help-return-3-9-million-of-stolen-carbon-permits. 
247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3. 
248 Id. at 13-14. 
249 Jos Delbeke on the Recent Incident of Unauthorised Access to EU ETS Registry Accounts in 
Romania, EUROPEAN COMMISSION (Dec. 3, 2010), 
https://ec.europa.eu/clima/news/articles/news_2010120302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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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250。 

購買被盜的貨物可能導致購買者對這些貨物不具合法的所有權，如此將導致

市場上的消費者承擔因賣方未取得核配量的良好所有權，使之後續也無法再度出

售風險，因此，若該消費者購買核配量的目的並非用來合規，則其亦面臨核配量

面值的財務損失風險。但是，這些風險的性質在成員國之間有所不同，蓋適用於

被盜貨物、核配量和取得有效之所有權的法律非常複雜，且當時在整個歐盟範圍

內並未統一。由於當時各國法規存在差異，在確定被盜核配量的具體地位和相關

責任時，必須檢視進行交易之各成員國的管轄權，惟許多成員國的法律並未明定

核配量的法律性質，這也使得市場參與所涉及的風險難以被準確地評估251。關於

2010至 2011年核配量遭竊案氾濫的時期，歐盟各成員國法律對於核配量性質之

定義可參見下表： 

表 1：2010-2011年歐盟成員國之核配量法律性質 

國家 核配量法律性質 
英國 未定義 
德國 未定義，但指明其非證券 
保加利亞 未定義 
愛沙尼亞 未定義 
芬蘭 未定義 
愛爾蘭 未定義 
義大利 未定義 
立陶宛 未定義 
波蘭 未定義 
斯洛伐克 未定義 
斯洛維尼亞 未定義 
瑞典 未定義 
比利時 行政權 
希臘 行政權 

 
250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4. 
251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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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金融工具 
奧地利 財產權 
丹麥 財產權 
西班牙 財產權 
挪威 財產權 

（資料來源：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Fraud on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ffects, Vulnerabilities and Regulatory Reform, 20(6)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1, 7 (2011).） 

如果得申明在購買核配量之前，該核配量並沒有被盜，或許能避免落入法律

意義上之「購買被盜核配量」。當時已存在多個分散的清單，用來識別據稱被盜

的核配量，部分交易所和服務公司已使用這些工具來思考短期的解決方案，以幫

助市場參與者保護自己免受參與歐盟 ETS所涉及之法律風險的影響。例如，2011

年 5月，BlueNext交易所開設「安全交易區（safe trading zone）」，在該交易區

中，只有可追溯到發行來源、且經驗證沒有被盜紀錄的核配量方能進行交易，這

在某種程度上有益於恢復市場參與者對現貨市場的信心。市場分析公司 Tschach 

Solutions還提供了「分配識別工具（allocation identifier tool）」，聲稱該工具能

使公司在與具有合規義務的公司進行交易的情況下，識別其交易對手初始分配中

的核配量，這些核配量被盜的風險大大降低，因為如果該些核配量仍處於最初分

配的公司帳戶中，代表其被交易的可能性就較小。儘管此等工具為交易公司提供

了有用的方式，使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市場參與風險，惟這些風險是有代價

的，絕不代表長期的綜合解決方案就可以保護市場免受核配量盜竊案件帶來之影

響，例如破壞市場信心等252。 

第三項 歐盟對 ETS市場犯罪行為之因應手段 

面對前一節提及之種種犯罪問題，歐盟執委會遂透過加強法規之完整性以茲

 
252 Id. at 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71 

因應253。例如，針對 VAT詐欺的問題，有鑒於部分成員國陸續採取相關應變措

施，歐盟亦即時採取集中行動，修改其「增值稅指令（VAT Directive）」（以下

簡稱 VAT指令）；而為了解決詐欺、網路釣魚與核配量竊盜反映出之登錄處安

全問題，歐盟亦對登錄處規則進行修正；此外，對MiFID之改革，亦有助於避免

發生於 ETS市場之金融犯罪問題。以下將就此等變革進行說明。 

第一目 增值稅指令之修訂 

在 VAT詐欺引發歐盟各地恐慌後，法國率先採取了零稅率機制，許多成員

國也改變了其國內對核配量 VAT 的處理方式，以便在境內阻止 VAT 詐欺案的

發生。荷蘭更引入了「逆向收費（Reverse Charge）」機制，由買方而非賣方負責

繳納國內交易核配量的 VAT，因此，逆向收費制度使買方有義務直接向主管機

關支付購買核配量之 VAT，而不是將 VAT包含在購買價格中，再由賣方將這筆

款項給付予主管機關。這些成員國之變革有效地制止了不少發生於 Bluenext 等

大型交易所內的 VAT詐欺案件254。 

歐盟執委會也採取了集中行動，其於 2010年，通過了對 2006年 VAT指令

的修訂255。這項修訂使成員國能夠對核配量、以及其他易受 VAT詐欺影響的商

品之增值稅問題採用逆向收費機制，若在歐盟內一致地實施該措施，則可以降低

犯罪份子利用 VAT進行詐欺的可能性256。但是，這僅為一臨時解決方案，成員

國只能實施逆向收費機制至 2018年257；而且該指令賦予成員國暫時採用該制度

的「選擇權」，從 2010年 4月生效以來，仍有許多成員國（例如愛沙尼亞）遲

遲未引入此等逆向收費制度。故部分成員國仍面臨犯罪者將核配量用作MTIC和

 
253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6. 
254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0. 
255 Council Directive 2010/23/EU of 16 March 2010 Amending Directive 2006/112/EC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Value Added Tax, As Regards an Optional and 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the 
Reverse Charge Mechanism in Relation to Supplies of Certain Services Susceptible to Fraud, O.J. 2010 
(L 72) 1. 
256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0. 
257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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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木馬詐欺的工具之問題，這使歐盟碳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仍易受到 VAT詐欺

的影響。也難怪當時不少人認為，縱使修正了 VAT指令，此等詐欺行為仍為存

在於歐盟 ETS市場中的重大問題258。直到MiFID之修正，才有望使歐盟 ETS擺

脫詐欺行為帶來之侵害259，本節將於第三目進一步說明。 

第二目 登錄處規則之修訂 

儘管在 2010年版本的登錄處規則已改進最原始之登錄處規則之缺失，但登

錄處運行方式和核配量處理之方式仍存在許多弱點，像是雖增加了安全要求，但

是這些措施的實施率則相對較低。此外，個人或公司能夠開設帳戶所需的資訊範

圍似乎仍為寬鬆，種種原因均使市場容易受到帳戶詐欺和 VAT詐欺的影響，更

重要的是，缺乏對遭盜核配量移轉的統一法律地位，將擴大循環利用遭盜核配量

的破壞性影響260。 

在 2011年初登錄處受犯罪攻擊期間，這些弱點一一被暴露出來261。針對這

些犯罪事件，以及在產業協會和個人利益相關者的遊說之後，歐盟執委會發布了

登錄處規則的修正草案262。擬議的修正旨在幫助減少歐盟 ETS中存在欺詐風險、

落實完善的應對機制、以及避免詐欺對市場的破壞性影響263。該草案於 2011年

6 月 17 日獲得歐盟氣候變遷委員會的批准，後獲得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批准而

通過；該法規包含一些於 2011年和 2012年就陸續適用之規定，特別是與安全、

早期拍賣等有關的規定，其他新規定則從 2013年起（即第三個交易期開始）適

用264。 

 
258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10-11. 
259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0. 
260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28. 
261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2. 
262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28. 
263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2. 
264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 Answers on Emissions Trading: New Registry Rules (July 8, 
201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1_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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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於第三節再進一步介紹登錄處規則為因應犯罪行為而改革之內容，包

含加強核配量交易之安全以及確認核配量的法律性質等。 

第三目 歐盟金融市場工具指令改革 

MiFID可以說是歐盟金融市場監理法規之主幹，其主要透過監管提供衍生性

商品的金融中介機構，以保護投資人。原始版本之MiFID（以下簡稱MiFID I）

雖然已建立適用於符合指令定義之「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的法律

框架，且有關核配量之衍生性商品亦落入其中，然對於核配量本身是否屬於「金

融工具」，卻未明文規定之265。這造成了作為衍生性商品交易的核配量受到MiFID 

I之要求的拘束、核配量的現貨市場卻不受MiFID I監管之怪象。鑑於歐盟相關

機構在此問題上，並未提供任何指導方針，故各成員國自行決定如何在自己的管

轄範圍內處理相關問題，從而導致成員國採取之解決辦法存在差異。正如國際排

放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於MiFID公眾諮詢中所

提及，各成員國採取之不同方法將降低市場信心，蓋在有關所有權或責任等之規

範上均缺乏明確性266。 

由於 MiFID I期間引發種種爭論與擔憂，以及於 2008年發生重創全球的金

融海嘯，凸顯出MiFID I的諸多不足，歐盟執委會遂於 2011年 10月通過了改革

MiFID的立法提案，旨在將技術創新及對演算法和高頻交易的保障措施之需求納

入考量，並新增了組織化交易設施（Organised trading facility）類別267，欲提高歐

盟資本市場活動的透明度與競爭力268。根據 2014 年 5 月通過的 MiFID 改革案

 
265 Directive 2004/3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2004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s 85/611/EEC and 93/6/EEC and Directive 
2000/1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93/22/EEC, Annex I, Sec. C, 2004 O.J. (L 145) 1. 
266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20-221. 
267 組織化交易設施（Organised trading facility）係指非屬已有監理規定的受監管市場
（Regulated Market）及多邊交易設施（Multilateral Trading Facility）的多邊系統，參與者在其
系統內進行互動形成契約，以買賣債券、結構型金融商品、排放權或是衍生性商品。曾羚、徐

珮甄，MiFID II對交易所影響分析，證券服務，670期，頁 65，67（2019）。 
268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21; Directive 2014/6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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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MiFID II），核配量總算取得「金融工具」之地位，是以MiFID II之

主要成就之一為將歐盟金融市場規則擴大適用至核配量的現貨市場269。這將確保

歐盟內部的一致性，減少成員國在定義核配量產生之分歧。此外，隨著MiFID II

適用至 ETS市場，此等改革將增加對 ETS之監管與監督，更有望使排放權交易

不再受到詐欺之影響270。 

第三節 歐盟登錄處規則之改革 

從前面之章節可見，登錄處在 ETS 中扮演極為關鍵角色，登錄處帳戶的安

全性亦可能影響市場對犯罪活動的脆弱程度271。換句話說，若不相干或有心人士

能任意登入或使用他人之帳戶，而遂行犯罪行動，則在政府未採取因應措施前，

市場之完整性恐漸漸地遭受破壞。如前一節所言，歐盟 ETS 市場曾引發非法行

為之孳生，而其中像是網路釣魚、盜用帳戶、核配量盜竊等問題均涉及登錄處之

使用安全，由此可見登錄處之重要性及其弱點，亦促使歐盟對「登錄處規則」進

行修正272。 

本節之目的即為聚焦於此次「登錄處規則」為了因應犯罪問題而進行改革之

內容，以下將改革重點整理為兩部分，分別為增強核配量交易之安全性、以及確

立核配量之法律地位。 

第一項 強化交易安全性 

最初有關歐盟 ETS的規定強調「任何人都能持有和配量」，而從歷史來看，

開戶及進入 ETS 市場的障礙幾近無，任何人都能透過國家登錄處網站輕鬆地在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May 2014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2/92/EC and Directive 2011/61/EU (Recast)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pmbl. ¶ 9, 2014 O.J. (L 
173) 349, 350 [hereinafter MiFID II].  
269 MiFID II pmbl. ¶ 11. 
270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21. 
271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22. 
272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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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開戶，這種開放制度當時係為促進市場流動性及增長；不幸的是，此等開放性

也讓犯罪份子相對容易進入市場273。為改善此種情況，登錄處規則之修正案主要

從 KYC程序、帳戶安全、及延遲措施三方面，強化登錄處以及交易之安全性，

以下分別介紹之。 

第一目 增強 KYC程序 

登錄處規則的修正對開設帳戶的法人增設義務，要求其提供銀行帳戶明細、

確認增值稅詳細資訊、公司最新經審計的財務報表的年度報告的副本、公司董事

的犯罪記錄等274。此外，若帳戶持有人、法人（即公司）、任何董事，在過去五

年中因涉及核配量或京都單位的詐欺、洗錢、資恐或其他可能涉及該帳戶的嚴重

犯罪而被調查或定罪，或者管理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這些帳戶可能被用於此

等目的，管理員可以進一步拒絕其之帳戶所有權275。 

第二目 提升帳戶安全 

登錄處規則的修正引入了雙重身份驗證的要求，即除了為了進行身份驗證之

帳號與密碼外，還需通過輔助身份驗證項目，方能進入登錄處276。在啟動帳戶之

間的單位移轉前，亦需進行頻外確認，亦即交易必須由兩個不同的授權人員在兩

個不同的網絡上進行確認方得進行277。 

此外，該規則亦要求建立「受信任帳戶」列表，以區分「持有帳戶」和「交

易帳戶」278。此二類型之帳戶在將核配量移轉到另一帳戶時，將受到不同的控制

與限制：持有帳戶只能將核配量轉移到帳戶持有人的「受信任帳戶」列表中提及

之帳戶，而經兩個帳戶代表授權，可以將帳戶添加到受信任的帳戶列表中，並且

 
273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0. 
274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18, Annex IV. 
275 Id. arts. 22.2(b), (c). 
276 Id. art. 95(3). 
277 Id. art. 39. 
278 Id.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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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天的延遲時間；然而，交易帳戶可以將核配量移轉到持有人的受信任交易對

手清單之外的帳戶279。 

第三目 26小時延遲 

根據修正規則，持有帳戶和交易帳戶間的不同轉帳類型將受到不同時間的延

遲：從持有帳戶開始的任何核配量移轉、以及從交易帳戶到交易帳戶持有者的受

信任帳戶列表外的帳戶之轉移，於發起至完成期間，將存在 26小時的延遲280。

在此延遲時間內，如果帳戶持有人懷疑此項移轉有詐欺之成分在，其可以要求國

家管理員代表其取消轉移281。 

第二項 確立核配量之法律地位 

如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網路釣魚與核配量竊盜」下之表 1所示，於 2010至

2011 年間各歐盟成員國內國法規針對核配量之定義存在差異，甚至多數國家並

未針對核配量之法律性質進行規範，以致當遭竊之核配量已流通至他國、並發生

核配量權利歸屬之爭議時，難以確定相關責任。對此，修正之登錄處規則，將核

配量定義為「可替代的（fungible）」、「非實物化（dematerialised）」的工具，

由於所有核配量均能互相替代282，故若發生與核配量有關之債務問題（例如在核

配量竊盜案中，盜竊者應返還被盜者相等數量之核配量），可直接以任何核配量

進行返還，無需使用相同編號之核配量。 

另外，修正之規則亦指出，核配量交易具有最終性與不可撤銷性，且對於根

據本規則已成為最終且不可撤消的交易，任何關於撤銷合約或交易的法律、法規、

規則或慣例均不會導致該交易被解約（unwinding）283。重要的是，儘管賣方的所

 
279 Id. art. 39.3. 
280 Id. 
281 Id. art. 39.4. 
282 Id. art. 40. 
28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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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存在任何缺陷，善意購買者在購買核配量後仍可享有核配量的權利狀況良好

的所有權（good title），這意味著非故意購買被盜核配量的購買者均能保留其所

購買之核配量的所有權284。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可見，雖然 ETS 市場與一般金融市場不盡相同，但兩者皆具有不少

參與人，且投資者亦對市場投入大量資金，若法規不夠成熟、又缺乏監督及透明

性，無論何種市場均可能面臨遭犯罪份子利用的風險285。面對 2009年至 2011年

犯罪行為猖獗的歐盟 ETS 市場，歐盟執委會即係透過加強相關法規的完整性以

處理此等問題286。雖然修訂 VAT指令帶來之成效不彰，然詐欺問題其實也隨著

MiFID 之改革有望減緩287。吾人其實可以想像為何歐盟要透過將 MiFID 的管制

對象擴張至 ETS市場以為因應，畢竟MiFID中已存有防範詐欺、禁止寡占等明

確規範，透過將 ETS 市場之納入，可能得以解決相關之市場犯罪問題。至於為

何亦要對「登錄處規則」進行修正？顯然歐盟認為登錄處之制度對於遏止犯罪抑

或解決犯罪衍生之後患有其益處，因此，本章才會於第三節更進一步針對歐盟「登

錄處規則」於 2013年之改革進行介紹。 

此外，從歐盟 ETS 市場飽受犯罪活動侵擾、遂透過法規改革來維護登錄處

安全性及市場完整性的經驗，亦可以發現縱使身為 ETS 先驅的歐盟，在相關規

範與制度的設計上仍處於「邊做邊學」的狀態288。即使歐盟在歷經此次之改革仍

無法使登錄處走向最完美之狀態，然而歐盟之經驗，或許值得他國或地區針對登

錄處進行法制上的設計或修正時，作為不錯之參考對象。因此，本文將於第四章

先透過立法例比較來分析各國登錄處制度上之差異，並進一步探討歐盟面對 ETS

 
284 Id. 
285 INTERPOL, supra note 203, at 11. 
286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196. 
287 Id. at 210. 
288 Peter Zaman, supra note 33,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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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犯罪事件所進行的改革究竟對登錄處產生何等影響，以及是否真的為登錄處

創設了「防範碳市場犯罪行為」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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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歐盟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經驗分析登錄處

機制所應具備之制度要素及功能 

回顧本文之研究主軸，係在細究登錄處原始設計之功能後，透過歐盟法制的

演化及相關實務經驗，得出登錄處於 ETS 下之所以不可或缺的緣由，說明登錄

處除了既有功能外，是否亦額外具有得以降低或避免 ETS 市場遭受犯罪行為影

響的能力，進而扮演可以維護市場完整性的角色。因此，本章將先對第二章第三

節所提之各國或各地區登錄處立法例進行綜合比較，探究該等國家或地區係透過

制定什麼樣的條文，反映出哪項登錄處建立之制度要素，進而能發揮哪些登錄處

之原始功能；接著回歸至第三章第三節有關歐盟登錄處改革之部分，說明歐盟為

了因應犯罪行為而對相關規則進行之改變，究竟對登錄處機制之運作產生什麼影

響。最後，本章將把歐盟 ETS 的經驗納為參考，歸納出一完善的登錄處應具備

之制度要素及能夠發揮之功效，亦即試析除了登錄處原始之功能外，若於登錄處

之制度下嵌入哪些規範與原則，可能有望將登錄處之功能擴充至防範與減輕犯罪

等相關問題，以茲作為登錄處法規設計與實際營運上之借鏡。最後作一結論。 

第一節 各國/區域登錄處立法例之比較 

本文於第二章第二節提及之登錄處功能，主要可以整理為「扮演資訊中心之

角色」、「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確保透明化」、以及「確保登錄系統的

監管」四大點；且為發揮各項功能，亦可透過相關制度要素的安排予以實踐。本

文也在第二章第三節介紹了歐盟、RGGI、加州與紐西蘭 ETS登錄處之法規289，

故本節將以第二章第二節提及之登錄處各大功能以及對應之要素為架構，探究此

些制度要求係如何反映在各國的立法例當中，並對各國立法之差異進行簡單之比

 
289 本節所列的歐盟規則原則上均為 2013年版本，若有提及其他時期修訂之版本，會特別註名
修正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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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與分析。 

第一項 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如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示，登錄處又被視作中心資料庫，其中記載如排放量、

核配量、以及帳戶等資訊。且由於資料紀錄的過程中，勢必涉及帳戶個資或帳戶

安全性等問題，因此維護資訊安全，亦為登錄處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所應發揮之

功能之一。若要使登錄處此項功能完整展現，各國或各地區之 ETS 法規，應於

登錄處相關條文中，述明「與排放量紀錄有關之規定」、「與帳戶紀錄有關之規

定」、以及「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等規定。以下分析歐盟 ETS、RGGI、加

州 ETS、紐西蘭 ETS係如何將此等制度要素，落實於其有關登錄處之法規當中。 

第一目 與排放量紀錄有關之規定 

排放源應具有申報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資訊之義務，而這些資料均會記錄於登

錄處系統中。如歐盟登錄處規則設有「經驗證的排放量和合規性（Verified 

emissions and compliance）」的章節，並於第 35條至第 36條設有相關規定，要

求 ETS 涵蓋之排放源均應選任一名負責驗證排放量之驗證人，國家管理員、主

管機關、或帳戶持有人、驗證人依據主管機關之決定，應在期限屆至前（2013年

版本之登錄處規則規定於每年 3月 31日前）以規定之格式申報當年度之排放量，

並由國家管理員或主管機關進行核查；若未於歐盟登錄處中記錄該年排放源之年

度驗證排放量，則中央管理者會讓該等營運商之帳戶設置為凍結狀態，直到記錄

並經核可為止290。 

至於紐西蘭之「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雖未提及應將排放量輸入至登錄處

當中，然對於監測及申報之義務仍有所要求，不過其規範於非登錄處之章節內，

 
290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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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要求排放源於每年 1月 1日起至 3 月 31 日間，必須依規定之格式列出當

年度每項活動的排放資料，並向 EPA提交年度排放報告291。RGGI設有「監測、

申報與記錄（Monitoring, Reporting & Recordkeeping）」之規定，要求監測、驗證

排放量，並提供相關資料292。加州亦有規定排放源每年應準備並以電子方式提交

「排放資料報告」予 CARB293，惟此三者與歐盟最大之差異，除了並未將相關規

定列於登錄處之章節外，其亦未如歐盟在條文中要求排放源或相關代表應於登錄

處記錄排放量資訊。 

第二目 與帳戶紀錄有關之規定 

登錄處之帳戶應記載核配量等資料，有些國家或地區之立法較為原則性，像

是歐盟登錄處規則之第 9條直接規定，成員國和中央管理者應確保每個京都單位

登錄處和歐盟登錄處均包含規則附件一中指定的帳戶（如總量帳戶、拍賣帳戶、

分配帳戶、交易帳戶、個人持有帳戶等），且每種帳戶均可持有附件一所列的單

位（如核配量、AEA、AAU、CER 等）294；或是例如加州規則第 95820(a)條規

定，執行委員應負責產出加州溫室氣體核配量，並將此些核配量存入執行委員控

制下的持有帳戶中295。有些立法則與核配量之分配或保存的紀錄有關，例如RGGI

示範規則在第 XX-6.4(a)條規定，監管機構或其代理人應記錄之內容包括每個排

放源的合規性帳戶分配到之核配量等296；第 XX-6.6條係涉及核配量儲存之規定，

其要求除非依規定扣除或轉移核配量，否則合規帳戶或一般帳戶中持有的每個核

配量都將保留在該帳戶中297。 

此外，本文於前部分章節透過文獻回顧，了解登錄處之基本功能之一為確定

 
291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4, s 65. 
292 RGGI Model Rule, art. XX-8. 
293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02. 
294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9; Annex I. 
295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20(a). 
296 RGGI Model Rule, art. XX-6.4(a). 
297 Id. art. XX-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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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持有人的碳單位數量，然與該功能有關之規定通常與本文整理之登錄處第二

功能的「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息息相關，蓋有關核配量於使用時的追蹤要求，

通常均涉及核配量於帳戶中之紀錄，像是紐西蘭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第 18條

就要求單位登錄系統應記載之內容包含持有帳戶中單位的持有記錄、交易的詳情

298。本節將於第二項第二目「與單位移轉有關之規範」做更詳細之說明。 

第三目 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 

由於登錄處容納大量資訊，故有關資訊安全之要求亦為重要。然本文發現，

就資訊安全之層面，僅歐盟對之進行較為完善之規定，甚至於登錄處規則部分牽

涉資料之紀錄或使用的條文中，要求符合第 105條之技術規範，亦即執委會應要

求國家管理員遵循在登錄處和交易日誌之間交換資料所必需的資料交換和技術

規範，包括識別碼、自動檢查，應答代碼和資料羅列要件、以及測試程序和安全

性要求等299。以下透過維護資訊安全所能保障之項目進行分類與說明。 

一、資訊機密性 

為落實資訊的機密性，登錄處應建立能夠防止資料外洩或竄改等措施，不過，

雖然維護資料之機密性有其必要，然在特定情況下，亦能針對特定機構提供相關

資訊。如歐盟登錄處規則第 110條即要求，除非法律另有要求，否則於登錄處或

EUTL內之資料，歐盟登錄處或京都單位之登錄處均應視之為機密，相關資料僅

能提供給成員國的執法和稅務機關、歐洲反欺詐局、歐洲審計院等機構300。另外，

加州規則第 95830(f)條亦要求，在註冊帳戶的過程中，執行委員和帳戶管理員應

將部分與個人有關之資料視為機密資訊，但在監督、調查、執行和起訴過程中除

外301。 

 
298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 
299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105. 
300 Id. art. 110. 
301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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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錄處可用性 

為維持登錄處的可使用性，針對任何可能影響登錄處服務之事件，均應制定

相應措施設法排除。歐盟登錄處規則第 91條即規定，中央管理員應採取所有能

夠確保隨時都能使用登錄處的合理步驟，且歐盟登錄處、EUTL和 ITL之間之通

訊連接永不得斷線，並應備妥在故障時所需的備用軟硬體等；此外，中央管理員

亦應確保登錄處和 EUTL納入健全的系統和程序，以保護所有相關數據，並在發

生故障或災難時能迅速恢復相關資料和操作能力302。 

與之類似之規定如紐西蘭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第 18條，要求登錄處之單

位登錄系統必須為電子形式、可透過登錄處的網站進入、且無間斷地運作；除非

發生管理員須暫停登錄系統運作之事宜（如技術問題、維修），否則必須開放單

位登錄系統，供任何人得透過登錄系統之網路查詢303。 

此一制度要件與登錄處第四功能「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下「確認各方權責

範圍」的制度要素其實頗具相關性，如紐西蘭即於有關管理員的權責規範中，說

明管理員得以維修、技術問題、為確保登錄處安全性或完整性、未履行國際氣候

義務等理由，拒絕其他人對於登錄處之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中止登錄處部分或全

部之運行304。 

三、帳戶安全性 

帳戶安全性亦為登錄處應重視之問題之一，其內容包含設置用戶身份驗證等

要求、或要求用戶與更新密碼相關等事宜。歐盟針對此項制度要素之設計堪為詳

盡，此亦為從其他國家之規範未見之處，例如，登錄處規則第 93 至 94 條即規

定，帳戶代表得透過登錄處的安全區使用其在登錄處中的帳戶，為確保安全區之

 
302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91. 
303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 
304 Id. ss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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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授權代表或平台與登錄處安全區之間的通訊往來應加密，並應符合相關之

安全性要求。中央管理員亦須確保不會有未經授權而使用歐盟登錄處網站安全區

的情事發生，然若此等安全性受到損害，則授權代表或其他授權代表應立即中止

使用相關帳戶，並將之通知管理員，要求更換該帳戶305。更特別的是，歐盟登錄

處帳戶之進入需經過「雙重身分驗證」，除了帳號、密碼之驗證外，還需通過輔

助身份驗證項目，方能進入登錄處306。 

此外，歐盟就帳戶安全管理上，不僅是為防止帳戶之盜用才對身份驗證有所

要求，其更進一步地針對與帳戶有關之犯罪行為來進行規範，像是規定若執委會

懷疑核配量或京都單位已成為構成欺詐、洗錢、資恐等犯罪行為的目標時，其得

指示中央管理人員暫停帳戶之使用；且亦應將前述疑似犯罪情事，通報予主管機

關，與主管機關合作，建立適當的程序以防範洗錢或資恐相關之活動307。 

「帳戶安全」此項制度要素亦能呼應登錄處之第二功能「維持碳市場之穩定

運作」，蓋無論是帳戶之開立、單位之移轉，均可能因為帳戶遭遇不明之攻擊而

受到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市場之完整性。 

四、技術事項之可追溯性 

所謂確保技術事項的可追蹤性，係指保留與帳戶曾採取之行動相關之紀錄，

如登入紀錄、密碼變更紀錄等，以留意與資訊安全有關之問題。此處之可追溯性

與登錄處第二功能「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下所要求之可追溯性，在狹義上之概

念不大相同，與追蹤單位移轉之規範要求的可追溯性主要牽涉單位之移轉流程與

紀錄，此處之可追溯性則與帳戶之活動較為相關。如歐盟登錄處規則第 6.3條即

為較廣泛之要求，其規定中央管理員應按照本規則之規定來營運與維護 EUTL，

 
305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93-94. 
306 Id. art. 95. 
30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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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確保 EUTL能檢查和記錄本規則涵蓋之所有過程308。 

此外，確保可追溯性之重點在於，相關資訊或流程能夠被成功記錄下來，歐

盟亦對之有相關規範，如要求於登錄處下之所有流程都必須符合電子通訊的一般

IT要求，以確保由登錄處能成功讀取、檢查和記錄該等流程309。 

綜合以上敘述，在「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的功能下，各國之登錄處立法各

呼應了哪些制度要素，以下透過表 2整理之： 

表 2：各國立法與「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功能下之制度要素對應情況 

制度要素 歐盟 RGGI 加州 紐西蘭 
與排放量紀錄

有關之規定 
應在期限屆至

前申報年度排

放量，並於登

錄處中紀錄 

無規定 
（法律中有規

範監測、申報

與紀錄的義

務，但並非規

範於登錄處的

章節） 

無規定 
（法律中有規

範監測、申報

與紀錄的義

務，但並非規

範於登錄處的

章節） 

無規定 
（法律中有規

範監測、申報

與紀錄的義

務，但並非規

範於登錄處的

章節） 
與帳戶紀錄有

關之規定 
登錄處下應有

附件一指定之

帳戶，每種帳

戶可持有附件

一所列的單位 

1.核配量應保
留在帳戶中 
2. 監管機構
或其代理人應

記錄之內容包

括每個排放源

的合規性帳戶

分配到之核配

量等 

執行委員應負

責產出核配

量，並將此些

核配量存入執

行委員控制下

的持有帳戶中 

單位登錄系統

應記載之內容

包含持有帳戶

中單位的持有

記錄、交易的

詳情 

與資訊安全有

關之規範 
1.資訊機密性 
2.登錄處之可
用性（不得斷

線、故障或災

難時能迅速恢

無規定 資訊機密性 登錄處可用性

（須無間斷運

作） 

 
308 Id. art. 6.3. 
309 Id. art.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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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3.帳戶安全性
（用戶身份驗

證、帳密、帳戶

安全管理） 
4.技術事項之
可追蹤性（保

留帳戶活動有

關之紀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項 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 

如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示，登錄處功能之一為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而為

實踐此項功能所需之制度要素又可分為「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及「與追蹤單

位移轉有關之規範」。前者主要涉及開戶之要件或管理員責任、以及針對登錄處

下不同類型之帳戶進行不一樣之規範；後者主要是為了發揮追蹤之效果，因此如

序號之設置、確保可追溯性，即為重點規範內容，此外，針對不同類型之單位使

用，像是繳回、註銷、交易等，法規亦應詳述相關流程以及法律效果。以下將檢

視此等制度要素係如何反映在各國登錄處立法例當中。 

第一目 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 

登錄處內有各種類型的帳戶，故須針對不同的帳戶，制定不同的規則或要求，

舉凡開戶管理、須關閉或終止帳戶之情況、帳戶管理員之責任等均包括在內。本

目簡單將此制度要素區分為「開立帳戶」、「關閉帳戶」、「管理員之責任」、

以及「其他規範」四面向進行說明。 

一、開立帳戶 

欲參與 ETS之個人或實體，須先至登錄處申請開立帳戶，並經管理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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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RGGI、加州、以及紐西蘭對此均有明文的規定。例如 RGGI 規定任何人

均可申請開設一般帳戶，以持有和轉讓核配量，且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應為之建

立；加州甚至針對因連結而欲參與加州 ETS 的排放源，要求其均應先行在加州

進行帳戶註冊方能加入310。不過，就開設帳戶的數量而言，各國之規範即有所差

異，加州最為特別，其規定不能申請超過一組帳戶311；歐盟則是針對不同帳戶類

型賦予不同之開戶規定，原則上只要備妥相關資訊或文件、並經管理員審核，均

可開立之312；RGGI在排放源之一般帳戶之外，要求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應為每

個預算排放源建立合規帳戶313；紐西蘭則直接明文提及任何人均得在符合開戶條

件的情況下開設多個持有帳戶314。 

至於有關開戶的要件，基本上各立法例均規定須繳交相關之文件，且要附上

應揭露的資訊，像是加州規則清楚臚列了排放源向追蹤系統申請註冊帳戶時，申

請人應繳交之內容，包含申請人之姓名等基本個資、董事或高階人員的聯絡資料、

擁有該實體 10%以上表決權者的聯繫方式等等，而當執行委員批准註冊並經由

帳戶管理員通知該實體時，註冊方告完成315。RGGI對開戶所要求之資料，除了

帳戶授權代表之基本資料與聯絡資料外，亦須附加一份「認證聲明（certification 

statement）」，證明自己被選為授權帳戶代表或副代表，並將履行相關責任316。

歐盟之規範更為詳細，由於在「登錄處規則」下涵蓋太多類型之帳戶，若在每種

類型之規範下均羅列應繳交之開戶文件，實為繁冗，故歐盟直接將部分開戶應繳

交之資訊記載於附件中。例如，舉凡是由管理員開設之帳戶，其應繳交之資料規

範於「登錄處規則」附件三的表格中，例如應告知帳戶類型、承諾期、持有人姓

名等，該表格亦有註明何等資料為強制繳交或自願繳交、是否能更新、更新後是

 
310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0(g)(1)-(3). 
311 Id. § 95830(a). 
312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13-22. 
313 RGGI Model Rule, art. XX-6.1. 
314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A. 
315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0(c)(8). 
316 RGGI Model Rule, art. XX-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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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經管理者同意等317；若為拍賣帳戶、個人持有帳戶、交易帳戶等，則除了附

件三所列之資訊外，亦應額外符合附件四之規定，繳交於歐盟成員國內銀行開戶

之證明、護照副本等可以識別開戶者身份的證明318；而如果係要申請營運商持有

帳戶，同樣除了附件三所列資訊外，亦應滿足附件五的規定，繳交與其營運之設

施有關的資料，如名稱、所在地、聯絡資訊等319。紐西蘭對於開戶應繳交之資料

內容，則不若其他國家規則所訂定的詳盡，然仍提及開戶應繳交符合格式及法規

要求之資料，若有收取費用亦應配合320。 

二、關閉帳戶 

帳戶之關閉可分為持有人或授權代表主動要求關閉之，或被管理員或監管機

關以特定之理由終止之。例如，紐西蘭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第 18B 條即為有

關關閉帳戶之特別規定，其提到任何人都得透過填寫規定之表格、並支付相關費

用，向管理員提出申請，要求在單位登錄系統中關閉一個或多個持有帳戶；EPA

亦得在必要時，且獲得帳戶持有人同意、或在已合理通知帳戶持有人等情況下，

指示管理員關閉該持有人的持有帳戶321。RGGI有類似之規定，其更授權監管機

關或其代理人在發現某帳戶已經毫無動靜、或根本已無持有核配量一段時間時，

得通知授權帳戶代表於 30天內提出為何不應關閉帳戶的正當理由，否則監管機

關或其代理人將有權決定是否關閉之322。 

歐盟則是針對不同類型之帳戶，有不一樣的關戶規定；除此之外，登錄處規

則臚列諸項管理員得中止帳戶使用權的情況，雖然並非完全關閉帳戶，但當管理

員有合理的理由確信授權代表具有試圖進入未經授權的帳戶或流程、反覆嘗試使

用錯誤之帳密登入帳戶、或是試圖損害歐盟登錄處或 EUTL 或其中之資料的安

 
317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nnex III. 
318 Id. Annex IV. 
319 Id. Annex V. 
320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A. 
321 Id. s 18B. 
322 RGGI Model Rule, art. XX-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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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可用性、完整性、機密性等情事，得中止授權代表或其他授權代表對登錄

處任何帳戶之進入與使用323。此亦與前述第一功能下「資訊安全」的制度要素相

互應。 

加州之規則沒有以「關閉帳戶」為主題之原則性條文，但可以從某些條文中

看見涉及關閉帳戶之用語，例如第 95831(b)(6)條提到，若「自願再生電力保留帳

戶」中最初由執行委員分配之合規工具都被用完時，該帳戶就會被關閉324；又或

是第 95835(c)(2)(B)條有規定一旦涵蓋或自願加入 ETS之實體因停止運營、設施

全面關閉、或發生本法規定之活動停止事宜，ARB 將啟動帳戶關閉之流程，不

過這些實體仍須履行其運營的最後一年之合規義務325。 

三、管理員對開戶之責任 

如前所述，開戶時應繳交法規要求之資料，而登錄處之管理者將對開戶申請

之資料進行審核，其得為申請人建立帳戶，當然也得拒絕或要求補正。若管理員

能盡到 KYC之責任，方能及早避免與帳戶有關之問題，進而完善登錄處之運作。

例如歐盟就規定國家管理員應檢核開戶者所提供的資訊和文件是否完整、最新、

準確與真實，若內容不完整、已過時、不準確或虛假，國家管理員得拒絕開戶之

申請；此外，若潛在的帳戶持有人（法人）或其董事正在接受刑事調查、或過去

五年中曾涉及京都單位之詐欺、洗錢、資恐等嚴重犯罪，國家管理員亦得防止其

開戶326。加州及紐西蘭也有類似之規範，加州規定若執行委員發現申請人提供之

資料有虛假、誤導、隱瞞等情狀，得拒絕其之註冊327；紐西蘭亦授權管理員拒絕

申請人開戶之權利，且若申請書內容不夠完整或費用未繳期，管理員亦可要求補

正328。RGGI的示範規則中，針對開戶之同意與否、以及協助開戶之事宜，主要

 
323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27-34. 
324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1(b)(6). 
325 Id. §§ 95835(c)(2)(B), (e)(2). 
326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22. 
327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30(c)(8). 
328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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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負責，而非執行委員（管理員），且條文中雖有提及

開戶應繳交之文件等，但針對未繳交之後果、或是拒絕開戶之事由，並不像歐盟、

加州及紐西蘭有特別規範之329。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員之責任」此項制度要素，除了有助於避免影響帳戶

之正常運作，進而彰顯「維持登錄處穩定運作」之功能外，其亦與登錄處的第四

功能「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環環相扣，當管理員之責任經過確認與釐清時、且

在適當的時機賦予管理員裁量權時，實有助於登錄處之行政管理。 

四、其他規範 

除了與開戶、關戶、以及管理員對於帳戶開立之責任外，部分國家亦有其他

攸關帳戶使用之特別規範，例如，歐盟登錄處規則訂有「受信任帳戶列表」之規

定，這是在其他國家之制度中所沒有的。其規定持有帳戶僅得向其受信任帳戶列

表上的其他帳戶發起單位之移轉，亦即將單位從持有帳戶轉移到「不在」該列表

上之帳戶是受禁止的330。此項特別之立法係為增加帳戶之安全級別，以防止不法

人士隨意透過不同帳戶進行單位移轉或交易，故亦與前述「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的功能下有關「帳戶安全」之制度要素有所連動。 

另外，紐西蘭的氣候變遷因應修正法案亦存在有別於其他國家登錄處之規

範，其將與帳戶持有人破產及繼承之處理均明定於登錄處之章節中。其中，第 18D

條係有關「帳戶繼承」之事宜，若帳戶持有人逝世、抑或持有公司遭清算等，於

確認繼任者前，持有帳戶中列為帳戶持有人代表者，仍得繼續操作該持有帳戶；

待繼承者選出，管理員可將其註冊為帳戶持有人331。而第 18E條則敘明帳戶持有

人「破產」後應如何處置該帳戶，像是破產受託人若根據規定申請開設一個持有

 
329 RGGI Model Rule, art. XX-6.2(b). 
330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26, 65.2. 
331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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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則受託人可將委託人的名稱指定為持有帳戶的名稱。至於破產人財產的受

讓人，則可作為破產人擁有之單位的受讓人，進而直接進入單位登錄系統332。 

第二目 與追蹤單位移轉有關之規範 

當相同的單位被多次用於合規之目的，恐有「重複計算」之嫌，引發核算上

之風險，故對單位之流向進行追蹤有其必要，此亦為登錄處基本功能之一。為能

夠達成追蹤之目的，應於立法中納入幾項要素。首先，核配量或減量單位之使用

目的不只一種，其可能用於合規、可能要被註銷、可能用來交易等等，因此須針

對不同目的之移轉制定相應之規範，如說明每種類型之移轉所需流程及要求。再

者，為能夠辨識核配量或減量單位是否被重複使用，監管機關或管理員通常會為

每個單位進行編號，或註明如發行年份等資料，此亦應由法律明定之。最後，登

錄處應確保工作階段所有資訊之可追溯性，此有助於追蹤各單位移轉之情況。以

下分別說明之。 

一、針對不同類型之移轉的規定 

對於單位之移轉，各國之登錄處立法基本上都有要求記錄之。例如，歐盟登

錄處規則規定，中央管理者和成員國應確保歐盟登錄處和京都登錄處與 ITL 保

持通訊上的聯繫，以便針對京都單位的轉讓進行溝通；中央管理員亦應確保

EUTL與 ITL保持連絡，以記錄和檢查前述提及的「轉讓」333。RGGI也要求無

論是一般帳戶或合規帳戶，涉及核配量之移轉均應記錄在帳戶中，且監管機關或

其代理人在記錄核配量轉讓的 5個工作日內，應通知雙方以及雙方之授權帳戶代

表334。紐西蘭更要求除非管理員收到國際交易機構通知移轉出現差異、移轉之申

請不符合形式規定、或尚未繳交規費等情形，否則只要涉及發行、轉讓、取消、

 
332 Id. s 18E. 
333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7. 
334 RGGI Model Rule, arts. XX-6.1, 6.2, 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92 

繳回、轉換或更換單位的移轉，都必須在單位登錄系統上進行登記335，縱使是海

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將紐西蘭單位或海外單位轉移至紐西蘭的帳戶中，亦應

在管理員確信此項移轉無誤的時候，登錄此次之單位移轉336。 

然而，若發生需撤銷移轉的事宜，例如帳戶持有人不小心發起移轉程序，僅

歐盟對之有所規定，在此等情況下，帳戶持有人得以書面提議要求帳戶管理員撤

銷已完成的交易，且該請求應由授權代表或帳戶持有人代表簽署，並應聲明該移

轉是出自錯誤或無故意337。 

此外，如前所述，單位於帳戶間之移轉其實涉及各種方式，舉凡發行、分配、

轉讓、交易、繳回等等，均可能使核配量或減量單位發生移轉，故針對各種類型

之移轉，歐盟與紐西蘭之立法就有不同之規定。以下茲做舉例： 

（一）歐盟：歐盟針對單位之「分配與拍賣」、「交易」、「繳回」、及「刪

除」有個別之規定，更複雜的是，由於歐盟登錄處下有各式各樣的帳戶類型，因

此不同的單位移轉型態所牽涉到的帳戶類型亦不見得相同。例如針對核配量之

「分配與拍賣」，登錄處規則要求中央管理者應代表拍賣人進行轉讓，將與年度

拍賣量相應之核配量數額，從歐盟總量帳戶移轉至歐盟拍賣帳戶；對於無償分配

之核配量，中央管理者也應及時根據成員國的國家分配表，將相應於無償分配的

核配量數量，從歐盟總量帳戶中移轉至歐盟分配帳戶中338。 

就單位之「交易」，部分規則甚至是針對特定的帳戶類型而制定。例如，如

果是營運商持有帳戶、航空業者持有帳戶和個人持有帳戶發起交易，其只能將核

配量或京都單位轉移至「受信任帳戶列表」中的帳戶，但交易國際減量額度、繳

回核配量、刪除核配量、註銷京都單位之情形除外339。另外，針對單位之「繳回」

 
335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20. 
336 Id. s 23A. 
337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70.1-70.2. 
338 Id. arts. 42-50. 
339 Id. arts.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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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刪除」，歐盟則主要規範繳回與刪除核配量之方式，並限制早已繳回之核配

量不得二度繳回，且已刪除過之核配量亦不得再為合規目的進行繳回340。 

（二）紐西蘭：紐西蘭針對單位之「繳回」、「註銷」，存在有別於一般的

單位移轉有關之規定。原則上任何人均可在符合格式要求、並繳交費用的情況下，

向管理員提出單位轉讓之申請，以將單位從該帳戶持有人之帳戶移轉至單位登錄

系統、海外登錄處或國際交易機構等341；不過，若是轉移到「註銷帳戶」的單位，

日後不得再進一步進行轉讓、繳回或取消；至於轉移至「繳回帳戶」的單位，則

只能按照財政部長的指令、或根據 EPA的指示，方能再做轉移342。 

RGGI與加州之登錄處則雖有區分不同帳戶類型，然並未特別針對不同類型

之帳戶間的單位移轉、或不同的單位移轉型態進行頗具差異之規範。 

二、單位編號 

如前所述，為能確實追蹤核配量之流向，以及了解其是否已重複使用，通常

監管機關或管理員會為單位進行序號之編列，歐盟、RGGI、加州、及紐西蘭之

登錄處規範均有相關要求343，而 RGGI之規範更要求該編號應註明核配量之分配

年份，且若是為了合規之目的而進行的核配量扣除作業，其扣除之順序取決於核

配量的序號大小或年份344。此外，鑑於英國脫歐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歐盟於

2019年修訂之「登錄處規則」中，特別針對脫歐問題增設條文，要求日後提出脫

歐通知的國家所含有之單位，要記上國家或地區之代碼、以及發行年份予以識別

之，蓋此等單位是無法在歐盟 ETS進行繳回或合規的345。 

 
340 Id. arts. 67-68. 
341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18C. 
342 Id. s 18CA. 
343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41; RGGI Model Rule, arts. XX-6.4(c);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20(a); Id. s 15. 
344 RGGI Model Rule, arts. XX-6.4(c). 
345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s. 37.5,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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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保可追溯性 

大多數的國家立法都會要求單位之移轉應被記錄，然而關於記錄之後，此等

資料是否應保存、保存多久，則鮮少有相關規定。僅歐盟於「登錄處規則」第 108

條稍微提及了與確保資訊之可追溯性有關的條文，其規定若帳戶關閉，中央管理

員應確保在關閉五年內，所有相關流程的記錄、資料等均受到保存346。 

四、其他規範 

歐盟針對單位之移轉，有許多別無僅有的特殊規範，例如移轉發起時的認證

機制、單位移轉時點、核配量之性質、移轉的確定性、善意取得等。就認證機制

而言，歐盟要求在發起轉讓前應經頻外確認，亦即進行雙重確認，方可啟動移轉

程序347。針對單位移轉的時點，唯有在週一至週五早上十點至下午四點進行確認，

方能立即進行移轉程序；此外，歐盟亦要求特定帳戶若是與受信任帳戶列表外的

帳戶進行移轉行為，發起移轉至最終確定移轉間應間隔 26小時348。至於核配量

的性質，登錄處規則認定其為可在市場上交易的可替代之無形工具349。而針對移

轉的確定性，歐盟亦直接規範單位之移轉具最終性且不可撤消350。登錄處規則亦

保障了善意取得核配量者之權利，其提及核配量之善意購買人或持有人均能取得

無權利瑕疵的核配量351。 

從這些規定也不難發現，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不只是在乎移轉程序應如何

進行或如何妥善記錄，從頻外認證以及移轉時點的規範可以看出歐盟亦重視帳戶

或核配量遭不明人士恣意利用的情形；而核配量的性質、移轉最終性、以及善意

取得的規範，更可見歐盟較為保障 ETS參與者於核配量權利上之確定性。 

 
346 Id. art. 108. 
347 Id. art. 39.1. 
348 Id. arts. 39.2-39.4. 
349 Id. art. 40. 
350 Id.  
35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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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為更能清楚了解「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功能下之制度要素如

何呈現於各國登錄處立法當中，以下透過表 3整理之： 

表 3：各國立法與「維持碳市場的穩定運作」功能下之制度要素對應情況 

制度要素 歐盟 RGGI 加州 紐西蘭 
與帳戶使用有

關之規範 
1.開立帳戶之
要件（帳戶類

型眾多，不同

類型之帳戶各

有不同要求） 
2.關閉帳戶之
要件（帳戶類

型眾多，不同

類型之帳戶各

有不同要求） 
3.管理員對開
戶 之 責 任

（KYC、若申
請文件有問題

可拒絕開戶） 
4.受信任帳戶
列表之設定 

1.開立帳戶之
要件（要繳交

資本資料與認

證聲明） 
2.關閉帳戶之
要件 
3.針對開戶之
同意與否、以

及協助開戶之

事宜，主要由

「監管機關或

其代理人」負

責 

1.開立帳戶之
要件（要繳交

申請人、董監

事基本資料與

聯絡資料等） 
2.管理員對開
戶之責任（若

申請文件有問

題可拒絕開

戶） 

1.開立帳戶之
要件 
2.關閉帳戶之
要件 
3.管理員對開
戶之責任（若

申請文件有問

題可拒絕開

戶） 
4.帳戶繼承、
破產問題 

與追蹤單位移

轉有關之規範 
1.針對不同類
型之移轉的規

定（分配、交

易、繳回、刪除

等） 
2.移轉得撤銷 
3.單位編號 
4.確保移轉資
訊的可追溯性

（保存移轉流

程紀錄） 
5.單位移轉十
點的限制、移

轉後的延遲機

1.移轉通知 
2.單位編號 
3.雖有區分不
同帳戶類型，

然並未特別針

對不同類型之

帳戶間的單位

移轉、或不同

的單位移轉型

態進行頗具差

異之規範 

1.單位編號 
2.雖有區分不
同帳戶類型，

然並未特別針

對不同類型之

帳戶間的單位

移轉、或不同

的單位移轉型

態進行頗具差

異之規範 

1.移轉內容確
定無誤後應登

記 
2.不同類型之
移轉規範（繳

回、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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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6.核配量之法
律性質 
7.移轉具有最
終性、不可撤

銷性 
8.善意取得核
配量者之權利

規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項 確保透明化 

除了確實做好單位之紀錄與追蹤外，提升相關資訊之透明度亦有助於減少單

位遭重複使用之風險，更能督促登錄處用戶之合規責任。為達成透明化的目的，

除了要求提供與排放量、核配量與減量單位等有關之資訊（如該單位是否仍具環

境效益、尚未被用於合規等）外，架設登錄處之官方網站以讓公眾均能取得公開

資訊，亦有助於提升登錄處的透明度。然參酌各國有關登錄處之條文，本文僅見

歐盟之「登錄處規則」似有包含與確保透明化有關之制度要素，RGGI、加州及

紐西蘭的立法並未特別提及之，以下介紹歐盟之相關條文。 

第一目 透明性義務 

歐盟於「登錄處規則」第 37條要求揭露各排放源之合規情形，其要求中央

管理員應透過計算所有已結清的核配量總和，於特定時點在歐盟登錄處顯示各排

放源於該年度之合規情形，並確保登錄處已紀錄之352。 

第二目 架設官方網站 

 
352 Id. ar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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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登錄處規則第 109 條規定，中央管理員與國家管理員應在網站上以透

明、有建設性的方式提供特定資訊353。此處所指之網站，並非登錄處本身的網站，

而是 EUTL的網站；此外，特定資訊指的是與帳戶資料有關的資訊，登錄處規則

中有關開戶應提供之資訊的附件表格內，甚至有一整欄是有關「是否應顯示在

EUTL網站上（Displayed on the EUTL public website）」的欄位354，例如若開立

營運商持有帳戶，則該營運商持有之設施名稱、活動型態、座落位置等資訊均應

公開。 

歐盟的法條規定，看似不完全吻合本文所謂符合透明性義務或架設官方網站

的制度要素，蓋歐盟於「登錄處規則」中要求應公開之資訊，主要為帳戶或帳戶

持有人的基本資料，並無有關排放量等資訊公開的要求。然話雖如此，其實在實

務運作上，歐盟、RGGI、加州、及紐西蘭 ETS均有開設有關登錄處之網站，且

該網站上幾乎都有排放量、核配量等應公開之資訊。例如從紐西蘭 ETS 登錄處

之網站上，不但可找到有關帳戶或帳戶持有人之資訊，亦可看到如各帳戶持有京

都單位之情形、單位被持有或移轉之概況等報告355。歐盟登錄處相關之資料，則

主要紀錄在 EUTL 中356，因此相關之公開資訊主要透過 EUTL 的網站獲得，例

如各國或各帳戶的合規情形、核配量之分配情況等。除此之外，各成員國之國家

登錄處亦有專屬的官網357，可從中取得帳戶、單位等資料。RGGI則本身就有建

立 ETS之官網，關於 COATS之介紹可以從相關頁面取得358，而 RGGI的官網亦

提及，若想檢閱相關報告，可至「RGGI COATS平台（RGGI COATS platform）

 
353 Id. art. 109. 
354 Id. Annex III-V. 
355 New Zealand Emissions Trading Register: For Managing Our Units and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iviti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https://www.eur.govt.nz/Authentication/Logon.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356 Climate Action: European Union Transaction Log,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lima/ets/welcome.do?languageCode=en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357 Union Registry: Links, EUROPEAN COMMISSION: CLIMATE ACTION,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registry_en#tab-0-3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358 RGGI COATS, RGGI INC., https://www.rggi.org/allowance-tracking/rggi-coats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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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查詢，該平台包含排放量、帳戶、價格報告、減排計劃等公開資訊，登入帳

戶或註冊帳戶亦須透過該網站來進行。加州 ETS 亦設有登錄處之官網360，其主

要透過「氣候行動登錄處報告在線工具（The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Reporting 

Online Tool, CARROT）361」來計算排放量並進行報告，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數

據均通過 CARROT 紀錄和管理，且登錄處用戶、驗證者和公眾均可使用之，故

吾人可透過 CARROT搜尋到 ETS涵蓋實體之年度排放資料等資訊。 

由此可見，雖然各國並未將「架設官方網站」此項制度要素反映在法制規範

當中，然實務上各國均有架設與登錄處相關之網站，公眾均得從中獲得排放量報

告、各國或各涵蓋實體合規狀況等公開資訊，有助於實踐登錄處「確保透明化」

的功能。 

綜合以上，有關各國立法內容與「確保透明化」功能下之制度要素的對應情

況，本文將透過表 4進行統整： 

表 4：各國立法與「確保透明化」功能下之制度要素對應情況 

制度要素 歐盟 RGGI 加州 紐西蘭 
透明性義務 中央管理員應

在特定時點公

開各排放源的

合規情形 
 

無規定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無規定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無規定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架設官方網站 中央管理員與 無規定 無規定 無規定 

 
359 RGGI CO2 Allowance Tracking System, RGGI INC., https://rggi-coats.org/eats/rggi/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360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www.caclimateregistry.org/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361 CARROT,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www.caclimateregistry.org/tools/carrot.html (last visited June 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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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管理員應

在「網站上」以

透明、有建設

性的方式提供

特定資訊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法規未明

定，但實務上

有架設與登錄

處有關之網

站，並在網站

上公開與排放

量、合規情況

等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四項 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 

為能夠發揮前述之資訊中心、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抑或是確保透明化的功

能，有關登錄處的組織安排、行政管理的規則其實也非常重要，畢竟舉凡是維護

登錄處內資料的機密性、管制開戶事宜、確保移轉資訊有被登錄等等，許多攸關

登錄處之事務均與管理者的義務或責任息息相關。因此，本項功能所需之最重要

的制度要素，為各方權責之分配，不只管理員之責任範圍，登錄處用戶之使用權

限等亦為可加以規範之方向。此外，既然登錄處之營運與監管者或管理員有密切

關聯，當發生與管理員有關之風險，勢必也應擬定相對應之措施。最後，有關管

理上、行政上的流程，若能明確規範，也能使相關之當事人有所依循，降低管理

上之成本；並應考量資源與資金之運用，包含是否應在哪些項目上進行收費，或

在人才的選任、人力資源的配置上應做何安排。以下將檢視此等制度要素是否以

及如何反映在各國登錄處立法例當中。 

第一目 確認各方權責範圍 

若能釐清登錄處之各關係方之間的責任分配與權限，實有助於有效管理登錄

處。查各國之登錄處立法，本文發現幾乎所有國家均對管理員之責任有所安排，

而在這之中，歐盟的規範最為複雜，因為光是在登錄處的管理階級就包含了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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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角色。最上級的管理者為歐盟登錄處之管理員，也就是「中央管理員」，其應

確保登錄處符合相關功能和技術規範，並考量到資料交換中規定的網路、軟硬體、

和安全性之要求，以及本法所規定的技術規格；此外，因為歐盟另外有控管京都

單位之京都登錄處，中央管理員亦應擔任京都登錄處之管理員362。再者，除了中

央登錄處，各成員國亦有各自之登錄系統，且各成員國亦會在歐盟登錄處進行開

戶，是以各成員國應指定「國家管理員」以管理本國之帳戶、及在其管轄領域內

之歐盟登錄處帳戶，其也會擔任京都登錄處的管理員363。另外，針對登錄處下之

帳戶，更設有「帳戶管理員」的職位，其主要負責開啟、暫停、限制帳戶之使用，

或關閉帳戶、更改其狀態、批准授權的帳戶代表、批准需要管理員同意的事項等

364。而個別之帳戶，又會設置一個或複數個「授權代表」，其主要的工作為批准

帳戶行動之進行，也可設置僅具查看權限的代表，而歐盟針對授權代表之選任資

格亦有所規範，像是必須為 18歲以上的自然人等365。 

此些管理者並非毫無互動，例如，若帳戶之狀態有所變更，中央管理員應負

通知義務，將更新之狀態、或變更之內容知會帳戶代表和國家管理員；帳戶授權

代表的批准需要由帳戶管理員進行；且如果授權代表出於技術或其他原因不能使

用登錄處，國家管理員得代替授權代表發起交易等等。由於各類型之管理者彼此

間多多少少都具關聯性，且與帳戶持有人間亦可能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如前面在

討論開設帳戶的要件時就有提到，開戶時，針對潛在的帳戶持有人，國家管理員

應檢核開戶者所提供的資訊和文件是否完整、最新、準確與真實，若內容不完整、

已過時、不準確或虛假，國家管理員得拒絕其之開戶申請366。綜上，釐清各方關

係以避免利益衝突堪為重要，故歐盟「登錄處」規則於第 8條就明文規範了，成

員國及執委會要確認國家管理員、中央管理員、及帳戶持有人間不存在利益衝突，

 
362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4.4. 
363 Id. art. 8. 
364 Id. arts. 11-12. 
365 Id. art. 23. 
366 Id. ar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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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亦應與各成員國的管理員協調實施本規則要求之事項，包含外部通訊連

接、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及用戶帳戶使用程序等367。 

RGGI下之管理者並沒那麼分成多層級，負責管制登錄處者主要是「監管機

構或其代理人」，監管機構有懲罰排放源的權力，例如額外扣除更多的核配量、

或對之進行罰款等368。而針對個別之帳戶亦會設置「授權帳戶代表」，授權代表

之主要責任為向監管機關或其代理人提交相關文件，例如與核配量之扣除或移轉

有關的資料369。本規則亦對授權代表的授權內容、人事更動、委任、對授權代表

之異議權等制定相關原則370。 

加州 ETS登錄處的管理者，主要為「執行委員」，其除了協助註冊之實體開

設帳戶外，亦應自己開設並維護某些帳戶，像是「分配持有帳戶」、「拍賣持有

帳戶」。至於法規明文要求執行委員之責任，主要是產出核配量，且應為每個核

配量配置獨一無二的序號，並將此些核配量存入執行委員控制下的持有帳戶中；

執行委員也亦應依法發行和登錄減量額度，而在繳回減量額度之方面，須遵守使

用數量上限371。至於負責管理帳戶之「帳戶管理員」，也主要由執行委員擔任要

職372。而個別之帳戶，亦如歐盟和 RGGI之規定，設有「帳戶代表人或代理人」，

加州規則並對代表之選任、代表應符合之程序、更換代表事宜等有所規範373。 

最後，就紐西蘭登錄處而言，其管理者由 ETS 的主管機關（亦即 EPA）任

命員工來擔任，主要負責登錄處之營運，且須執行長官或 EPA 根據氣候變遷因

應修正法案給出的任何指示，像是移轉單位等等374。此外，登錄處管理員有權利

以維修或技術問題等理由，暫停他人對登錄處之使用，或終止部分或全部之營運

 
367 Id. art. 8. 
368 RGGI Model Rule, arts. XX-6.5. 
369 Id. art. XX-6.3. 
370 Id. art. XX-6.2. 
371 Cal. Code Regs. tit 17, §§ 95820(a)-(b). 
372 Id. 95830(a)(1). 
373 Id. 95832. 
374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s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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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除了與管理員責任有關之規定外，針對不同登錄處之使用者，包含管理員、

一般用戶、授權代表等，法規亦得設置不同之資訊近用與功能使用的權限，像是

區分可使用登錄處之時間，最重要的是應保障用戶都能在授權使用的時候順利透

過網路進入登錄系統。查各國之立法可發現，法條並不會特別區分不同登錄處使

用者間的權限差異，蓋登錄處之用戶使用權限主要都由登錄處之管理員進行安排

與控制，像是歐盟的帳戶管理員可以暫停或限制帳戶的使用、紐西蘭列舉了如技

術困難、維修等能夠暫停登錄處使用之事由；不過，加州的規則附件有一 CARB

與 CITSS 的每個註冊用戶之協議範本，該協議主要規範 CITSS 的使用條款，

CARB 會透過本協議為用戶提供使用 CITSS 的權限，以使其能註冊帳戶及持有

合規性工具376，從該附件亦可看出，有關用戶之權限不見得會透過法律來規定，

其實也可透過協議來約定之。另一方面，關於保障用戶均能順利進入登錄系統的

要素，紐西蘭即有類似之規定，其要求登錄處之單位登錄系統必須為電子形式、

可透過登錄處的網站進入、無間斷地運作，且除非發生管理員須暫停登錄系統運

作之事宜（如技術問題、維修），否則必須開放單位登錄系統，供任何人得透過

登錄系統之網路查詢資訊。 

第二目 與登錄處管理員有關之其他考量 

除了釐清管理員之權責範圍外，登錄處之立法者也應將管理員可能帶來的管

理上風險納入考量，像是因疏忽而造成之損害等，並擬定相應對策。紐西蘭就有

針對管理者可能因錯誤而造成之風險擬定相關的補救規範，如第 25條涉及登錄

系統資訊之更正，其規定如果單位登錄系統記錄之移轉內容不準確，且該問題是

管理員在進行登錄時因錯誤或疏漏而導致的，則發出指示的 EPA 或部長、抑或

 
375 Id. 
376 RGGI Model Rule,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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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錄的帳戶持有人，可以提出糾正錯誤的請求；而若管理員認定確實有不準

確之情事，其可作出相應之更正，並將更正之內容記錄在單位登錄系統中，且在

更正後儘速通知相關人等377。歐盟則有規定若國家管理員代表帳戶持有人無意或

錯誤地發起繳回、刪除、交換國際減量額度的核配量移轉程序，帳戶持有人得向

帳戶管理員請求撤銷已完成之移轉；而若國家管理員無意或錯誤地發起分配核配

量之移轉程序，亦可請求中央管理員撤銷之378。至於 RGGI、加州則並未特別針

對管理員可能帶來之風險訂有相關規範。 

第三目 作業與資源之規劃 

為了對登錄處進行完善的組織監管，除了應說明管理流程、作業流程，亦應

考量資源與資金之運用，像是財務應如何分配、某些項目是否應受費等等。不過，

有關各種登錄處的管理流程或作業流程之安排，其實已經涵蓋在前面的制度要素

中，像是開戶流程、移轉流程、登錄流程等；至於資源與資金運用的部分，其實

也在前述之分析中有所提及，例如若要在紐西蘭登錄處開立帳戶，可能需要先支

付本法要求之費用；或是若帳戶持有人有移轉單位之請求，除了透過登錄處的網

站以電子方式完成外，並應備妥本法要求提供之資訊和需繳交之費用；抑或是若

要對登錄系統進行搜尋等動作，需符合相關之形式規定或費用要求。 

人力的配置與人才的選任，也是此項制度要素應涵蓋的內容之一，而與登錄

處最相關的人力不外乎就是管理員或帳戶授權代表等。此等職位之選任標準、或

是更換程序、以及對其之異議權等，本文亦已在本節第二項第一目「與帳戶使用

有關之規範」下「管理員之責任」部分、以及本項第一目「確認各方權責範圍」

中稍作點題，例如，歐盟有針對授權代表之選任列定資格、RGGI與加州的規定

也有提到帳戶代表的選任方式或是更換方式等。 

 
377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ct 2002, pt 2, s 25. 
378 2013 EU Registry Regulation, ar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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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登錄處之日常管理者可能會處理大量事務，若能使相關作業程序

SOP化或是電腦化，有機會能降低人力、時間等管理上的成本。本文可以從法規

中看見，各國之登錄處均為電子化的系統，有些國家（如歐盟）重視資訊安全的

問題，以確保登錄處之可使用性，此舉可能較不容易使登錄在故障的時候，造成

管理上的龐大負擔。然關於此等能夠降低成本之措施的細節，並未特別出現在各

國之立法框架中，或許更有賴於各登錄機構對內部原則等之擬定。 

綜合以上內容，以下透過表 5來呈現各國有關登錄處之立法如何反映「確保

登錄系統的監管」功能下的各制度要素： 

表 5：各國立法與「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功能下之制度要素對應情況 

制度要素 歐盟 RGGI 加州 紐西蘭 
確認各方權責

範圍 
中央管理員、

國家管理員、

帳戶管理員、

監管機關、帳

戶代表、帳戶

持有人等的責

任分配或相關

權限 
 

監管機構或其

代理人、帳戶

代表的責任分

配 

1.執行委員、
帳戶管理員、

帳戶代表之責

任分配 
2.透過使用者
條款分配使用

者權限 
 

登錄處管理員

之責任分配 

與登錄處管理

員有關之其他

考量 

1.若管理員錯
誤發起移轉程

序，帳戶持有

人等得請求撤

銷 
 

無規定 無規定 若管理員疏忽

導致單位登錄

系統記錄之移

轉內容發生錯

誤，可提出糾

正請求 
作業與資源之

規劃 
1.開戶流程、
移轉流程、登

錄流程 
2.帳戶代表選
任、資格等 

1.開戶流程、
移轉流程、登

錄流程 
2.帳戶代表選
任、更換方式

等 

1.開戶流程、
移轉流程、登

錄流程 
2.帳戶代表選
任、更換方式

等 

1.開戶流程、
移轉流程、登

錄流程 
2.開戶、單位
移轉等須支付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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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五項 小結 

本節主要透過對各國立法例之觀察，探討登錄處之四大功能以及對應之制度

要素係如何呈現於各法規之中，又或哪些制度要素可能並非各國設立規定之方

向。然需不斷強調的是，第二章第二節提及之四項功能實為環環相扣，觀各國之

立法規定，本文發現某些相同的法條可被不同功能下的制度要素予以涵蓋，例如

管理員之責任，可能攸關資訊安全的問題，故對登錄處「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此項功能有所影響；也可能牽涉是否同意開戶、是否授權單位移轉、如何管理單

位移轉的整個過程、若發生問題應如何處理等等，進而引發是否能「維持碳市場

穩定運作」的問題；而管理員的權責分配，其實也跟組織管理、行政安排等有關

聯，唯有妥善分配，才有助於「確保登錄系統受到良好的監管」。 

綜合本節之立法例分析，以下將表 2到 5的內容整合，透過表 6整理歐盟、

RGGI、加州及紐西蘭登錄處法規之立法情況，若該國或地區之登錄處規範涵蓋

對應之制度要素，則打「O」，反之則畫「X」。 

表 6：各國或地區之法規與登錄處制度要素之對應情況 

功能 制度要素 歐盟 RGGI 加州 紐西蘭 

扮演資訊中

心之角色 

與排放量有關之紀錄 O X X X 

與帳戶有關之紀錄 O Ｏ Ｏ Ｏ 

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 O X O O 

維持碳市場

的穩定運作 
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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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追蹤單位移轉有關之

規範 
O O O O 

確保透明化 

透明性義務 O X X X 

架設官方網站 O X X X 

確保登錄系

統的監管 

確認各方權責範圍 O O O O 

與登錄處管理員有關之

其他考量 
O X X O 

作業與資源之規劃 O O O O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見，整體而言歐盟的立法規範均有將各項制度要素納為考量，滿足

本文於第二章第二節提到的完整登錄處機制應具備的要件（詳見圖 1），即便某

些制度要素歐盟並未於法規中做太多的著墨，例如有關透明化的規定，然本文仍

認為歐盟有關登錄處之法制規範是相對完善的；更特別的是，歐盟對於資訊安全、

移轉之規範，相較於其他國家有更多額外且別無僅有的要求，透過本文第三章可

以得知，部分的修法是為因應碳市場上的犯罪問題才演變而來，不過歐盟是否因

為此等與他國立法不一樣之處，而使自身之 ETS 比起他國更不容易引發犯罪問

題，又或是透過此等法制要求，增添或強化登錄處的功能，則為本章後續要討論

之處。RGGI、加州、紐西蘭之立法雖然不如歐盟完整，但該涵蓋之制度要素，

像是攸關帳戶、單位移轉等方面的規定，基本上也都是應有盡有，應不至於因為

少數未對應到的制度要素，就對碳市場產生偌大之影響；更可凸顯出各國之立法

最為重疊之處，主要即為第二功能「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下有關帳戶以及單位

移轉之制度要素、以及第四功能「確保登錄系統監管」下的「確認各方權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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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從而可以瞭解到登錄處法規的制定，至少最基本能夠反映這兩項功能要求。 

第二節 歐盟登錄處規則之改革對登錄處機制的制度功能之

影響 

如前所述，在進行歐盟、RGGI、加州、及紐西蘭之登錄處立法比較後，可

見歐盟針對資訊安全、單位移轉之規範，額外設有有別於他國之規定，而此些較

為明顯不同之處，主要係當年歐盟為了因應 ETS 市場上之犯罪行為改革而來。

關於 ETS市場上之犯罪型態以及歐盟於 2010年左右面臨之犯罪問題，本文已於

第三章「ETS市場之犯罪型態」詳細介紹過，本節將延續該章之介紹，於以下先

行說明 2013年歐盟登錄處規則改革前與改革後之差異；接著從登錄處功能之角

度，進一步地探討此些有別於他國之改革後條文，究竟係為處理哪些登錄處之犯

罪行為；最後分析此等新設或修正之條文與哪些登錄處之制度要素有關，進而能

強化或增添哪項登錄處之功能。 

第一項 歐盟登錄處規則之變化 

透過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的介紹，大致可了解面對碳市場的諸多犯罪行為，歐

盟係從「強化交易安全性」、「確立核配量之法律地位」兩大面向進行登錄處之

法制改革。本節將再次簡單提點關於歐盟登錄處規則於 2013年之修正前與修正

後的差異。 

就「強化交易安全性」之部分，歐盟登錄處規則的修正內容包含設置更嚴格

的 KYC程序、與更多一層保障的雙重身份驗證機制，以及增設有助於維護單位

移轉安全的頻外確認機制、26小時延遲機制、和建立受信任帳戶列表的要求。而

在「確立核配量之法律地位」的部分，歐盟修正後之登錄處規則確立了核配量擁

有無實體化與可替代的性質、確立了交易的最終性與不可撤銷性、亦釐清了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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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核配量者的權利關係。以下將較詳細之修正前與修正後的條文差異透過表格

的方式呈現： 

表 7：登錄處規則改革前後之比較 

改革分類 條文主題 修正前版本 
（2010年） 

修正後版本 
（2013年） 

強化交易安

全性 
KYC要求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設立

「拒絕開戶」之條件，亦

即只要符合各帳戶類型

之開戶要件，如繳交相

關資料，並經確認無不

完整、虛假等情形後，幾

乎都能成功進入登錄

處。 

增加有關「拒絕開戶」之

規範。國家管理員應核

實開戶所提供的資訊和

文件是否完整、最新、準

確和真實，若內容不完

整、已過時、不準確或虛

假，國家管理員得拒絕

其之開戶申請379。若帳

戶持有人、法人（即公

司）、任何董事，在過去

五年中因涉及核配量或

京都單位的詐欺、洗錢、

資恐或其他可能涉及該

帳戶的嚴重犯罪而被調

查或定罪，或者管理員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這

些帳戶可能被用於此等

目的，管理員可以進一

步拒絕其之帳戶所有權
380。 

雙重身分驗

證 
歐盟登錄處會向每個授

權代表和其他授權代表

發布用戶帳號和密碼，

藉此對其進行身份驗

證，以允許進入登錄處
381。 

除了用戶帳號和密碼

外，授權代表或其他授

權代表還應使用雙重身

份驗證，方能進入登錄

處382。 

頻外確認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針對 於「移轉（Transactions）」

 
379 Id. art. 22.1. 
380 Id. arts. 22.2(b), (c). 
381 Id. art. 63.1. 
382 Id. art.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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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配量移轉之執行過程

進行規定。 
章節下，增設「移轉之執

行 （ Execution of 
transfers）」的規範，其
中規定在啟動帳戶之間

的轉帳前，需進行頻外

確認383。 
受信任帳戶

列表 
修正前之規則並無有關

受信任帳戶之規定。 
於「開設帳戶」的章節

下，增設「受信任帳戶列

表」之規定。拍賣帳戶、

持有帳戶、與交易帳戶

在歐盟登錄處中可能備

有「受信任帳戶列表」
384。而持有帳戶僅能向

其受信任帳戶列表上的

其他帳戶發起單位之移

轉385。 
26小時延遲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設有

移轉延遲機制。 
於「移轉」章節下，增設

「移轉之執行」的規範，

其中規定從持有帳戶開

始的任何核配量移轉、

以及從交易帳戶到交易

帳戶持有者的受信任帳

戶列表外的帳戶之轉

移，於發起至完成期間，

將存在 26 小時的延遲
386。在此延遲時間內，如

果帳戶持有人懷疑此項

移轉有詐欺之成分在，

他們可以要求國家管理

員代表其取消轉移387。 
確立核配量

之法律地位 
核配量之法

律性質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針對

核配量之法律性質進行

定義。 

於「移轉」章節下增設

「核配量之法律性質與

移轉之最終性（Nature 
of allowances and finality 

 
383 Id. art. 39. 
384 Id. art. 26.1. 
385 Id. art. 65.2. 
386 Id. art. 39.3. 
387 Id. art.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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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nsactions）」的規
定，並將核配量定義為

「可替代的」、「非實物

化」的工具388。 
移轉之最終

性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針對

單位移轉之最終性進行

規範。 

於「移轉」章節下增設

「核配量之法律性質與

移轉之最終性」的規範，

並規定核配量交易是最

終的且不可撤銷的，且

對於根據本規則已成為

最終且不可撤消的交

易，任何關於撤銷合約

或交易的法律、法規、規

則或慣例均不會導致其

從登錄處上被解約389。 
善意購買者

取得之所有

權 

修正前之規則並未針對

善意購買者是否能取得

有效之所有權進行規

範。 

於「移轉」章節下增設

「核配量之法律性質與

移轉之最終性」的規範，

並規定儘管賣方對核配

量的所有權存在任何缺

陷，善意購買者在購買

後仍可享有該核配量之

權利狀況良好的所有權
3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項 登錄處規則修正內容所對應之制度要素與功能 

綜合本文有關登錄處功能與制度要素之介紹、以及歐盟登錄處為因應 ETS

犯罪行為而進行改革內容，本章其實已於第一節「立法例比較」的分析下，將該

等 2013年修正之條文歸類至對應的登錄處制度要素及功能中，並發現此些為因

應犯罪問題而改革之內容，主要在「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及「維持碳市場穩定

 
388 Id. art. 40.1. 
389 Id. art. 40.3. 
390 Id. art.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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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之功能下，明顯地凸顯出歐盟與其他國家/地區之登錄處規則的差異，故以

下僅針對此兩大功能來進一步分析歐盟的規定。 

第一目 登錄處規則之改革有助於登錄處扮演好資訊中心的角色 

歐盟於 2013年對登錄處規則之改革內容，涉及「資訊安全」之制度要素，

進而確保登錄處能夠強化其資訊中心之角色。如前所述，若要維持資訊中心的穩

定運作，資訊安全之要求不可或缺，只要牽涉資料可用性、完整性、機密性、或

可追溯性之問題，登錄處規範均應納入相關之因應作法。而就登錄處資料的機密

性、以及帳戶安全的問題，本次登錄處改革即有可對應之處：新規則要求登錄處

帳戶之登入需經「雙重身分驗證」，使用者無法僅透過帳號及密碼即進入系統，

必須通過額外的驗證機制；且當發現帳戶出現安全漏洞、或面臨安全風險時，該

帳戶可能被暫停使用。 

之所以會有帳戶登入須經雙重驗證之改革，主要可歸因於當時 ETS 市場上

發生眾多透過釣魚行為以獲取帳號密碼，隨後盜用該帳戶、並盜竊帳戶內之單位

的不法行為。網路釣魚的攻擊對象通常為大量且不特定，甚至具有跨國性，也因

此造成歐盟 ETS市場極為負面之影響。對此，2013年的登錄處的規則，不再以

帳號與密碼作為登入帳戶之唯一要件，更要求設置輔助驗證項目，以杜絕釣魚、

駭客等盜用帳戶之行為與後續引發的竊盜問題。 

另外，雖然「雙重身分驗證」之規定被歸類為與資訊安全有關之制度要素，

然本文已於立法例比較之處解釋過，此種與「帳戶安全」有關之規範，亦能呼應

登錄處之第二功能「維持碳市場之穩定運作」，因為單位之移轉、記錄等事項，

均可能因為帳戶本身遭盜用而連帶受到衝擊，進而影響市場之穩定性與完整性。 

第二目 登錄處規則之改革有助於維持碳市場之穩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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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2013年之登錄處規則改革，除了強化前述與資訊安全相關之規範外，

亦增添了與「防範非法人士申請開戶」、「杜絕詐欺性的單位移轉行為」、及「確

保單位移轉之確定性」有關之條款，以使碳市場機制能夠更穩定地運作。以下分

別說明之。 

一、登錄處之改革有助於防範非法人士申請開戶 

強化 KYC 功能亦為歐盟於 2013 年對登錄處規則的改革方向之一，前版之

登錄處規則其實已針對開戶應繳交之要件予以說明，然此次改革內容最大的不同

點除了增加法人申請者的揭露項目外，亦增設「拒絕開戶」之規定，若管理員發

現帳戶申請人提供之開戶文件的內容不完整、已過時、不準確或虛假，得拒絕其

之開戶申請；此外，管理員亦應視該申請者（法人）或其董事是否有正在接受刑

事調查之情形、抑或過去五年中是否曾涉及京都單位之詐欺、洗錢、資恐等嚴重

犯罪，進而評估是否應防止其開戶。 

該等規定有助於防範被定罪或涉嫌的犯罪分子進入市場；而要求揭露帳戶持

有人的詳細資訊，將使打算針對歐盟 ETS 實施詐欺行為的公司或個人更加難以

進入市場391。此等規定符合「設立與開設帳戶有關之規範」的制度要素，實有助

於彰顯「維護碳市場穩定運作」之功能。且可用於防範涉及帳戶使用之犯罪行為，

例如需使用帳戶移轉功能的詐欺行為、盜用帳戶進而盜用個資或核配量的行為、

或需設立人頭帳戶的洗錢行為等。 

二、登錄處之改革有助於杜絕詐欺性的單位移轉行為 

即便於開戶時已有 KYC程序的把關，仍可能出現漏網之魚。更何況，有些

犯罪行為使用之帳戶，可能是透過釣魚盜用而來、也可能是為了洗錢等原因而設

置的人頭帳戶。因此，2013年登錄處規則之改革，亦牽涉與帳戶間單位移轉過程

 
391 Katherine Nield & Dr Ricardo Pereira, supra note 236,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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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以增添帳戶之安全性。 

主要的條文業已於前部分之章節稍做介紹，例如在發起帳戶間的單位移轉

時，必須進行「頻外確認」，也就是說，若要移轉帳戶中之單位，必須由兩個不

同的授權人員透過不同的管道進行雙重確認，例如其中一位授權代表透過電子郵

件、另一位透過電話簡訊進行確認。此等級別的安全性將使駭客入侵帳戶並竊取

核配量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必須非法進入兩個帳戶持有人的網路，且每個網路擁

有不同的代表、帳戶名稱和密碼也不同392。 

本次改革也針對拍賣帳戶、持有帳戶、以及交易賬戶增設「受信任帳戶」列

表的規定，並特別針對「持有帳戶」與「交易賬戶」設有不同限制。其要求當「持

有帳戶」發起核配量之轉讓時，僅能轉移至列表中提及之帳戶。且列表中提及之

帳戶均須得到兩個帳戶代表的授權方可為之，增添帳戶至列表到確定該帳戶成為

「受信任帳戶」的名單中間，亦有七天的延遲時間，此些限制增加了額外的安全

級別，以防止網絡駭客欺詐性地發起交易。然而，從「交易帳戶」中轉出之單位，

則可進入持有人的受信任列表以外的帳戶中，因此，適用於交易帳戶中的核配量

移轉的安全等級，可能不如適用於持有帳戶的安全標準393。不過此項改革，至少

已能避免「持有帳戶」在被駭入後，帳戶中的單位被迅速且恣意轉入他人的帳戶

中。 

此外， 2013年登錄處規則改革中的「26小時延遲規範」亦有助於把關單位

移轉過程中的犯罪行為。從「持有帳戶」發起的核配量移轉、或當「交易帳戶」

欲將和配量移轉至受信任帳戶列表外的交易帳戶時，從發起到完成移轉間，將有

26 小時的延遲時段。此延遲機制旨在克服由於當時登錄處下的核配量移轉速度

快速，現貨市場容易受到增值稅詐欺和核配量竊盜的影響394，讓帳戶持有人在懷

 
392 Id. at 31. 
393 Id. 
394 Id.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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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移轉有詐欺之成分存在的時候，有足夠的時間要求國家管理員代表其取消轉移

程序。據稱，若延遲措施早點實施，那麼在 2010、2011年發生的核配量盜竊案

幾乎不會發生，因為盜竊案很可能會在規定的延遲期間、亦即在犯罪者成功移轉

核配量至目的帳戶前就被舉報395。 

綜上而言，有關「頻外確認」、「受信任帳戶列表」、及「26小時延遲」的

規範，均為 2013年登錄處改革後才新設之規範，並主要針對核配量竊盜或增值

稅詐欺此等牽涉單位移轉的犯罪行為，以維護碳市場單位移轉的安全性，實踐「維

持碳市場穩定運作」的功能。 

三、登錄處之改革有助於增加單位移轉之確定性 

為了減輕被盜核配量對歐盟 ETS市場的破壞性影響，2013年之登錄處規則

改革亦釐清和統一善意購買被盜核配量之消費者對該核配量的合法所有權396。例

如，賦予核配量法律上的定義，強調其具有非實體性及可替代性，而具有替代性

質讓發生債務關係之當事人，可透過任何核配量進行債務之返還，無需返還同樣

編號之單位。本次改革亦確認了核配量交易之最終性，亦即核配量的交易是不得

撤銷的。除此之外，由於核配量竊盜案的問題，衍生出遭竊核配量的善意購買者

面臨刑事責任的風險，或因交易被取消而造成財產損失397，因此 2013年之登錄

處規則改革確立了善意購買者之有效所有權，其規定儘管賣方的核配量有權利上

之瑕疵，善意購買人仍可取得權利狀況良好的所有權。 

以上增添之規定，很明顯是針對核配量竊盜案引發之後續賠償問題、或牽涉

善意購買者權利的問題而增設。透過本次登錄處規則改革增設之規定，不但確立

核配量之法律地位，使盜取核配量者在賠償核配量時，無須以相同編號之核配量

 
395 Id. 
396 STEFAN E. WEISHAAR, supra note 11, at 216. 
397 Id. at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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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返還，進而保障遭盜者的權益外；亦維護遭盜核配量之善意購買人的權利，

使當初購買核配量的交易不會因為牽涉犯罪行為就被撤銷，亦可確保其對於該核

配量並無權利上之瑕疵。這些法制上的修正，均有助於強化單位移轉之確定性，

避免核配量盜竊等犯罪問題帶來之市場動盪，有助於達到「維護碳市場穩定運作」

之功用。 

第三項 小結 

從本節可見，歐盟在 2013年版本之登錄處規則中，透過優化舊有規定或是

創設新規定的方式，以建立有助於防範犯罪行為之規範。然而，其重點主要圍繞

在解決詐欺、釣魚及核配量竊盜之問題，從第三章第一節「ETS市場上之犯罪型

態」的內容亦可瞭解到，這些犯罪行為僅為犯罪型態中之冰山一角。因此，雖然

碳市場的犯罪行為確實會影響市場之穩定運作，然歐盟此次對登錄處的改革作

為，亦無法保證其免受其他犯罪類型的影響。不過，縱使歐盟此次之法規修正不

太可能造就登錄處完全防範或解決所有犯罪類型的能力，但至少針對詐欺、網路

釣魚、核配量竊盜等事件，登錄處已有發揮效能的空間與實力，有益於更加維護

資訊安全，使登錄處扮演資訊中心之功能穩定發揮，更有助於維持 ETS 市場之

完整性與穩定性。 

第三節 從歐盟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經驗分析登錄處機制所

應具備之制度要素及功能 

透過前部分的章節已能認知到登錄處係 ETS 中不可或缺之機制，而歐盟因

為犯罪之問題促使與登錄處有關的法規歷經重大變革，是否象徵著登錄處除了具

備原始之「扮演資料中心之角色」、「維護碳市場之穩定運作」、「確保透明化」、

及「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之功能外，又額外多了「防範碳市場犯罪行為」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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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此為本文之研究核心，故以下將透過本文第三章提及之 ETS 市場犯罪型

態與歐盟之經驗進行分析，試著回答此研究問題，並歸納出一完善之登錄處機制

至少應具備之功能與制度要素。 

第一項 登錄處機制是否具備「防範碳市場犯罪行為」的功能 

本文於第三章「ETS市場上之犯罪型態」已介紹過，INTERPOL於針對碳交

易犯罪出版之報告中，將 ETS 市場上的犯罪類型分為五類，分別為「操縱測量

結果以取得更多排放額度」、「出售不存在或不屬於任何人的核配量」、「提供

虛假或誤導性的投資建議」、「利用法律漏洞實施金融犯罪」、及「透過網路犯

罪竊取個資或核配量」。實際發生於歐盟 ETS市場之犯罪類型，則以 VAT詐欺、

網路釣魚、以及核配量盜竊為大宗，這也說明了為何歐盟登錄處規則改革之內容

多與帳戶之使用（如開戶、登入、單位移轉等）相關。 

然而，並非每種犯罪行為之過程均會涉及帳戶之使用，或是與登錄處機制有

直接關聯，例如「操縱測量結果以取得更多排放額度」型態之犯罪，主要為詐欺

者透過對自己有利之測量方式，扭曲測量結果、謊報數據以取得比原先能夠取得

者還要更多之減量額度分配，雖然減量額度之分配可能牽涉帳戶間之活動，然此

種犯罪類型之主因基本上無關帳戶安全的問題。 

至於「出售不存在或不屬於任何人的減量額度」此類犯罪型態，其主要源自

於減量額度屬於無形、且無法透過除了紙本或登錄處紀錄以外的方式識別出真正

的所有權人之性質，此類的犯罪型態主要之犯罪手法有二：（一）將相同之減量

額度出售給多個不同的買家；及（二）向買家欺詐性地主張擁有某個特定的 CDM

或 JI計畫產生的減量額度所有權。第一點的情況涉及「重複計算」的問題，此亦

為登錄處機制誕生的理由之一，若能夠有良好的追蹤機制，則有機會避免重複計

算問題的發生；此外，若出售相同之單位的行為具有跨國性，則具備將 ETS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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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連結納入考量的登錄處，或許亦有助於處理跨境追蹤問題。第二點的情況則較

難以透過登錄處機制之改善來解決，蓋犯罪者係透過賄賂或偽造文書之方式，創

造「擁有減量額度合法權利」的外觀來欺騙消費者，登錄處機制通常不具備監督

或確保產出減量額度之減排計畫（例如 CDM或 JI計劃）是否合法的功能，此等

牽涉賄賂或偽造之問題，需有賴於減排計劃所在國之監管機關的把關。 

另外，「提供虛假或誤導性的投資建議」係指有心人士透過設立公司，並藉

由虛假或誤導性的廣告陳述，以騙誘不熟悉此新興市場、或希望能為環保盡一份

心力者對該公司投資碳減量額度，然而這些減量額度實際上毫無價值或不存在；

犯罪者甚至透過龐氏騙局創造高報酬的假象，吸引更多投資人加入，最後僅使自

己獲利、卻造成投資人損失慘重。這樣的犯罪手法，根本無需透過登錄處之運作

就能進行，且用來詐騙的碳減量額度通常為不存在或毫無價值，故應不涉及減量

額度於帳戶間進行移轉一事，蓋實際上投資人根本一無所獲。 

至於「利用法律漏洞實施金融犯罪」以及「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核配量」，

則為實際上發生於歐盟的大宗犯罪行為可落入之分類。「利用法律漏洞實施金融

犯罪」在 INTERPOL 的報告下主要有稅務詐欺、證券詐欺、移轉訂價錯誤、與

洗錢四類，發生於歐盟之特殊犯罪行為「VAT詐欺」即為稅務詐欺的典型例子，

雖然 VAT詐欺、或是藉由避稅天堂來進行透過逃稅以獲得利益的移轉訂價錯誤

行為，看似均與帳戶間或登錄處間的單位移轉有相關性，然而帳戶安全、抑或是

帳戶間單位移轉的漏洞，其實並非造成此等犯罪行為的主因：蓋造成 VAT詐欺

的問題根本為 VAT法規在各歐盟成員國的差異，而造成移轉訂價錯誤之犯罪的

源頭，則多半是基於各國或各地區稅務法規的不一致。至於誘使投資者基於虛假

資訊、或操控價格以進行購買或出售減量額度的證券詐欺行為、以及將非法所得

用來購買碳單位以創造合法假象的洗錢行為，雖非當時發生於歐盟的大宗犯罪行

為，但與登錄處帳戶之使用有所相關，也因此歐盟於 2013年修正登錄處規則時，

增加了與防止詐欺或洗錢有關之條文，如 26小時延遲機制讓受騙者在發現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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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可要求取消單位之移轉，以及管理員可拒絕有詐欺或洗錢前科者開戶等

等。不過，應注意的是，INTERPOL提到的洗錢犯罪，包含洗錢者可能透過建立

減排計劃來過濾非法所得的情形，像是使用非法獲得的資金來添購減排計劃所需

的設備，這種情況似乎就不是登錄處機制的改革即能解決之問題。 

最後，「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核配量」的犯罪型態，INTERPOL在報告

中直接以發生在歐盟的釣魚盜取核配量事件做舉例，由於此等行為很明顯地牽涉

到帳戶個資以及帳戶間單位移轉的問題，故歐盟後來才會透過登錄處規則的改革

來改善登錄處的安全性。此犯罪型態亦為所有 INTERPOL 所提的犯罪型態中，

最與歐盟切身相關者，也因此最能夠透過歐盟於 2013年進行登錄處法制上的修

正來減緩日後受到此種犯罪行為的衝擊。 

綜合以上可見，歐盟當時之登錄處改革頂多只能因應「利用法律漏洞實施金

融犯罪」以及「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核配量」這兩項犯罪型態，甚至不大可

能透過修正登錄處機制就完善解決這之中的所有問題。縱使吾人可以說歐盟登錄

處之改革之所以沒辦法解決其他類型的犯罪問題，係因該等犯罪行為並不是當時

發生於歐盟 ETS 市場的主要問題；然而透過本文分析可見，部分犯罪行為之成

因根本與帳戶或登錄處本身毫無關聯，且即便某些犯罪型態與減量額度息息相

關，也可以不透過登錄處之使用就完成犯罪。由此可見，就算發生該些犯罪行為

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登錄處制度上的改善，亦無法解決或減緩犯罪之衝擊，更遑論

創設登錄處「防範碳市場犯罪行為」的功能。 

第二項 從歐盟碳交易制度之經驗分析登錄處機制所應具備之制度要

素及功能 

從前面之論述可清楚看到，透過歐盟之經驗，是否能得出除了第二章中所提

到四項功能之外，登錄處亦具備「預防犯罪」的第五項功能？答案為否定。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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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章第二節亦可瞭解到，雖然無法以登錄處作為防範碳市場犯罪的主要制度構

面，然而登錄處其實有兩項重要的功能，或許可以幫助減緩、預防某些犯罪行為，

包含降低該等犯罪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等等。這兩項功能即為「扮演資訊中心之

角色」及「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且歐盟的經驗更讓吾人知道應如何改善相關

之制度設計，以使登錄處能透過這兩項功能之強化，進而能處理相關之犯罪行為。

以下說明之。 

第一目 「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功能下可改善之制度設計 

從本文第二章可見，「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此一功能下主要又可分成三項

制度要素：（一）與排放量紀錄有關之規定；（二）與帳戶紀錄有關之規定；及

（三）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 

透過歐盟之經驗可認知到，若增強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或許有機會防止

如釣魚、核配量竊盜等牽涉帳戶使用之犯罪行為發生。雖然此項制度要素其實已

經落實在各國或地區之登錄處立法例當中，尤其就「資訊機密性」與「登錄處可

使用性」的部分更是如此。但是，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亦包涵「帳戶安全性」

的問題，本章已於立法例比較時說明，在「帳戶安全性」條文之設計上，歐盟的

作法幾乎是別無僅有：例如「雙重身分驗證」的設計，就有望降低不肖人士透過

他人帳戶進行犯罪之可能性，從前述關於犯罪型態以及歐盟修正此條文之原因的

敘述，亦可了解即便有帳號密碼的保障，犯罪手法已厲害到可以利用釣魚或駭客

的功能取得帳密資訊，故帳號密碼的設計已不足以防範犯罪者的入侵。雖然「雙

重身分驗證」的設計，仍然有可能透過網路攻擊的方式破解，但從歐盟 ETS 經

驗的角度來看，至少已經比僅有帳密的設計還要多一層保障，因此，增加帳密以

外的輔助驗證項目不失為一種能優化「與資訊安全有關之規範」的制度設計。 

第二目 「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功能下可改善之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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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第二章的介紹已提及，「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功能下的制度要素可

分為二：（一）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包含開戶之要件、關戶之流程、管理員

之責任等；及（二）為了避免重複計算的問題，而需訂立的與追蹤單位移轉有關

之規範。 

在本章第一節進行立法例比較、並於第二節說明歐盟之改革對登錄處的可能

影響後，本文發現就「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之部分而言，歐盟的作法即有可

借鑑之處。歐盟透過登錄處規則之修正，將 KYC之要求設定得更為嚴格，最大

之差異在於要求開設帳戶的法人提供更多開戶資料，如銀行帳戶明細、與增值稅

有關之資訊、財報副本、申請人與開戶董事的犯罪記錄等，這些增設的揭露要求，

比起只要求申請者提供基本資料或聯絡資料等資訊，更有助於檢視該申請者請求

開設帳戶的意圖與可信任程度，以防範不肖人士開戶。此外，歐盟登錄處規則之

修正，也使管理員有權以「合理的理由」拒絕有詐欺、洗錢、資恐等犯罪前科者、

涉嫌該等犯罪者、疑似要進行該等犯罪者，透過登錄處的開戶進入 ETS 市場。

比起僅授權管理員在資訊和文件不完整、不準確、已過時、或虛假的情況下才能

拒絕開戶，這樣的法制設計更有望避免犯罪問題因登錄處之把關不周而擴大。 

另外，在「與追蹤單位移轉有關之規範」的制度要素下，本文在立法例比較

時，將某幾項歐盟於 2013年修正之登錄處規則裡與「單位移轉」有關之制度列

在其中，且由於與其他地區之立法例有明顯之差異，故以「其他規範」為題來匡

列：例如歐盟登錄處規則之受信任帳戶列表規定、26小時延遲機制、頻外確認機

制、定義核配量之性質、確立移轉的確定性、及釐清善意取得之問題等額外之規

範。 

從歐盟之經驗可知，登錄處下有林林總總之帳戶類型，但在發生犯罪問題後，

歐盟主要針對易被用作犯罪工具之持有帳戶與交易帳戶加諸更多單位移轉上的

限制，像是持有帳戶中的核配量僅限於轉移到持有人「受信任帳戶」列表提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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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中。此外，因為登錄處之犯罪多透過網路進行，其過程快速且不易察覺，因

此歐盟增設之 26小時延遲機制、以及在發起帳戶間的單位移轉上設立更嚴格的

頻外確認機制，確實有助於減緩網路犯罪帶來之問題。此三類之規範或可稱為「與

移轉安全性及穩定性有關之規範」。 

另一方面，為了解決核配量竊盜事件發生後所衍生之爭議，包含善意取得遭

盜核配量者的權利歸屬問題、以及被盜核配量者之於犯罪者賠償請求權等問題

等，從歐盟之作法也可見，針對核配量之法律性質予以定義、確認交易的最終性、

及賦予善意取得者無瑕疵的所有權之制度設計，不失為處理犯罪事件衍生之後續

問題的解方。此三類的規範均與核配量的權利屬性相關，或可稱之為「與權利歸

屬有關之規範」。 

因此，在經過針對發生於歐盟 ETS 之犯罪行為、以及歐盟登錄處機制之改

革內容的研究與分析後，本文認為若要使登錄處能透過既有之功能來處理犯罪問

題，進而額外達到預防犯罪之效果的話，或許前段提到之「與移轉安全性及穩定

性有關之規範」及「與權利歸屬有關之規範」此二類規範可以單獨成為「維持碳

市場穩定運作」功能下的另外兩項制度要素。 

第三項 小結 

雖然登錄處不見得可以具備預防犯罪的功能，但強化「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以及「維持碳市場之穩定運作」這兩項登錄處的功能，多少可以預防某些特定犯

罪類型、或是減輕犯罪行為所帶來的衝擊與負面影響；換言之，登錄處不是解決

碳市場犯罪行為的萬靈丹，但設計完善具備本文所提到的四大功能之登錄處，特

別是「扮演資訊中心的角色」與「維持碳市場之穩定運作」此兩功能，對於預防

特定類型的犯罪行為、以及減輕犯罪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有幫助的。總而言

之，本節於綜合登錄處之原始功能、及歐盟之經驗後，歸納出了登錄處機制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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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可做出之改善：就「扮演資訊中心角色」之功能而言，若能強化有關資訊安

全之制度要素，有望使登錄處此一重要之資料庫預防危害資安之情事發生；而在

「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之功能下，除了「與帳戶使用有關之規範」之制度要素

能予以優化外，應在原始的兩項制度要素外，額外新增「與移轉安全性及穩定性

有關之規範」及「與權力歸屬有關之規範」之要素，方有助於對抗涉及登錄處或

帳戶之犯罪行動以及後續引發之問題。以下並藉由水平階層圖的方式，呈現出理

想之登錄處機制所應具備的功能與制度要素： 

圖 3：登錄處機制所應具備之功能與相對應之制度要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四節 小結 

登錄處起初的設計理念雖是為避免核算不精確而影響市場之穩定性，然在

ETS市場犯罪行為猖獗的年代，歐盟透過法規改革以及實務經驗，明示了登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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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及重要性其實不僅如此。換句話說，透過歐盟的經驗，登錄處之功能已不

再限於追蹤或記錄核配量之交易流向、所有權變更、或檢視各排放源之合規情形，

以達到防止重複計算並提升市場透明度的效果；其業已演化為有助於防範網路釣

魚、核配量盜竊等犯罪行為的有效機制。然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無法保證只要具

備以上之制度要素與功能，登錄處機制即所向無敵，更何況本章第三節亦已不斷

強調，僅對登錄處進行法制上的修正，仍舊無法完全解決或減緩所有涉及 ETS市

場犯罪類型之衝擊。 

不過根據歐盟之經驗，確實可推論唯有至少具備以上之制度要素與功用，登

錄處機制才足以預防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並扮演維護環境及市場完整性的要

角。此外，透過本章立法例比較之分析可見，目前鮮少有國家或地區之 ETS，如

歐盟般較重視帳戶安全或交易安全等問題，進而將登錄處之法律訂得詳細又縝

密；但曾經發生於歐盟 ETS 市場之非法行為，不見得不會出現於其他國家或地

區之市場中，是以針對日後欲修改登錄處之法規、抑或是對於欲發展 ETS 市場

的國家或地區而言，於「登錄處究竟應具備何種功能與制度要素」的問題上，或

許歐盟之經驗還是能使其有所警惕與借鑒。 

惟應注意者是，登錄處若都具備前述之所有功能，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的情況，

但也不能夠要求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像歐盟一樣擁有一部相對完整的立法，畢竟各

國或地區之 ETS 市場規模不見得相同，若不像歐盟一樣運作已久、或已具有相

當之市場規模，其於制度設計上就不大可能做得跟歐盟旗鼓相當；也因為市場多

樣化的關係，未來各國或各地區之市場將有什麼樣的發展、登錄處又會有什麼樣

的變化，恐非本論文所能完全討論到的。不過，若有的國家或區域之 ETS 市場

規模從中長期來看已可媲美歐盟，則歐盟之經驗，或許就是個不錯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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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意識高漲下，許多國家或地區已透過 ETS 之執行

來作為減緩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於 ETS 的眾多制度構面中，登錄處僅為其

中一項要素。然而，歐盟卻曾因為 2010年左右發生於 ETS市場之犯罪行為，而

對與登錄處有關之規範進行大幅度的修正，可見登錄處儼然已成為維護 ETS 市

場完整性的關鍵要角。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是想了解登錄處究竟應具備哪些功能

以及相對應的制度要素，並藉由歐盟以及其他地區的立法經驗，從登錄處法制上

的演變探究登錄處於既有功能外，是否亦額外兼具「防範碳市場之犯罪行為」的

能力。 

首先，第二章對登錄處以及各國有關登錄處之法律進行基礎的介紹。從第一

節可瞭解到設立登錄處的理由，以及認識登錄處之不同類型。第二節則對國際組

織針對登錄處於制度設計上的建議進行說明，主要有法律框架、組織管理、以及

技術與安全性三大層面，本文更將此些國際組織提出之制度要素進行分類與整

理，透過四大面向來介紹登錄處之功能，分別為：（一）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

（二）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三）確保透明化；及（四）確保登錄系統的監管，

並進一步結合第二節的內容，將各個功能下應具備哪些相對應的制度要素加以說

明。在瞭解到登錄處基本應具備之功能與制度要素後，本文接著於第三節介紹歐

盟、RGGI、加州、及紐西蘭 ETS的登錄處立法例，並發現歐盟的登錄處規則佔

據本節大部分之篇幅，蓋相較於其他三地區之登錄處法規，歐盟的規範確實較為

詳盡與複雜。 

再來，為了探究到底是什麼樣的 ETS 市場犯罪行為，迫使歐盟對其登錄處

規則進行改革，本文在第三章先行介紹了 ETS 市場上的犯罪型態，以及發生於

歐盟的犯罪行為與歐盟之應對方法。INTERPOL 之報告主要將發生於 ETS 市場

上犯罪手段分成五大型態，而實際發生於歐盟 ETS市場上之大宗犯罪行為（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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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網路釣魚、及核配量竊盜案），主要可對應至 INTERPOL 報告中的「利

用法律漏洞實施金融犯罪」與「透過網路犯罪竊取個資或減量額」兩大類型。第

二節與第三節進而提到，面對此等犯罪類型，歐盟的因應措施為修訂 VAT指令、

修訂登錄處規則、以及修訂MiFID，其中登錄處規則修正的部分，重點條文主要

包括強化交易安全性與確立核配量之法律地位的規定。從本章的說明可看出歐盟

在登錄處之制度設計上仍是「邊做邊學」的過程，且歐盟在 ETS 市場飽受犯罪

侵擾後，決定透過登錄處法規之修正作為因應措施之一，更可顯見歐盟認定登錄

處之制度對於防範犯罪行為或解決犯罪行為帶來之後續爭議有其益處。 

最後，既然已透過前述章節了解到歐盟因為犯罪之問題促使與登錄處有關的

法規歷經重大變革，本文於第四章主要回歸研究核心，亦即我們是否能從歐盟的

經驗，推論出登錄處除了具備第二章所述之四大原始功能外，還能額外具備「防

範碳市場犯罪行為」這項第五大功能。第一節於進行歐盟、RGGI、加州、及紐

西蘭的立法例比較過後，得出歐盟於「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及「維持碳市場穩

定運作」下之制度規範明顯有與他國不同之處，且多牽涉當年為了因應犯罪行為

而進行修訂或增設的條文。第二節再度對歐盟於 2013年之登錄處規則改革內容

進行分析，發現與強化交易安全性及確立核配量法律地位之條文，確實能使登錄

處功能之運作更加完善。最後本文在第三節，分析了 INTERPOL 提及之五大犯

罪類別與登錄處之關聯，了解到並非所有的犯罪型態都能透過登錄處之改革來解

決或預防，可見登錄處並不會因為法制的進步，就使其具備預防 ETS 市場犯罪

行為的能力。惟歐盟的經驗仍能告訴我們，即便登錄處法規的改革並非 ETS 市

場犯罪問題的解藥，但透過「扮演資訊中心之角色」及「維持碳市場穩定運作」

兩大功能的強化，仍有望處理部分之犯罪問題，包含降低犯罪帶來的負面影響。 

綜合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介紹與分析，本文發現縱使對登錄處之法規進行再多

的改善，其仍舊無法完全解決或減緩所有涉及 ETS 市場犯罪類型之衝擊，但這

並不代表登錄處在面對犯罪行為毫無貢獻。從歐盟的經驗可得知，只要能夠優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08

 126 

或增強既有功能下的部分制度要素，登錄處還是能夠預防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

並達到維護環境及市場完整性的功效，是以本文認為理想之登錄處機制至少應具

備第四章第三節提及之功能與制度要素。 

然應留意的是，各個 ETS 均有其獨特性，例如市場規模大小有別、市場連

結情況有異、實際發生於市場上的狀況也不一，故雖然不同國家或地區之 ETS登

錄處都最少具備本文提到的四大基本功能，但不同狀況之 ETS 市場，還是可能

有不一樣的登錄處制度設計。歐盟只是剛好於 2010年左右發生嚴重的 ETS犯罪

行為，讓吾人能了解應針對哪些登錄處之制度要素做優化或新增，才有機會因應

犯罪問題。因此，歐盟的經驗固然重要，惟實在無法要求各國或地區之登錄處法

規一定要完全向歐盟看齊，但若一國家或地區之 ETS 市場規模有望達到歐盟之

水準，歐盟的作法確實不失為值得參考的對象。既然因為市場多樣化之關係，導

致並非各國或地區之 ETS 都適合訂立如歐盟登錄處規則一樣詳盡又複雜的登錄

處法規，則究竟歐盟之經驗會如何影響他國之登錄處法制發展，抑或未來登錄處

之立法機制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就非本文所能處理到的部分。 

順帶一提，其實在歐盟內，與登錄處或 ETS 市場犯罪相關的法制規範不只

是登錄處規則而已，有關登錄處因涵蓋大量個資恐牽涉 GDPR 問題、或在將

MiFID 適用範圍擴及至核配量現貨市場後究竟會對碳市場或登錄處產生何等影

響等，亦為值得討論的方向。惟其與本文研究主題較無直接關係，因此已於本文

第一章研究範圍中匡列為研究上的限制，不過此二者均為歐盟碳市場下之重要議

題，可留待日後有興趣者進行更進一步之研究。 

另外，雖然台灣尚未施行 ETS，從環保署的修法方向亦可看出我國目前欲朝

碳費的政策方向進行改革，然若我國於未來有意願建立碳市場，則或許可以汲取

本文整理之各國作法及歐盟的經驗，來作為登錄處機制設計時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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