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
兩年，「碳焦慮」籠罩國內企業，因為企業排碳

已經不再是「看不見」和「免費」，而是必須清

楚揭露「排碳數量」且「代價不小」。換言之，企業排

碳不僅在國內必須繳付「碳費」，到國外還要繳「碳關

稅」，連金融機構都要求企業要ESG揭露環境和社會的

永續表現，更別提產品客戶綠色採購直接要求減量等作

法讓企業感受到各種壓力，甚至充滿焦慮。

在這個永續關鍵的時代裡，如何凸顯企業的ESG治

理表現，顯得格外重要。因為過去大家所著重的CSR企

業社會責任，已經逐漸被ESG所取代。因此，本期經濟

前瞻特別以「ESG下，企業與政府的雙贏之道」為焦點題目，內含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7屆締約方大會COP27決議重點說明、企業環境外部成本分析、以及企業典範案例等內容分享

讀者；主要的內容更是呈現在中經院所舉辦「第三屆臺灣循環經濟獎」的頒獎典禮，因此，本

期焦點也特別以「頒獎典禮全天精彩回顧」，讓大家感受或重溫頒獎當天的永續能量。

淨零碳排和綠色經濟已是市場重要趨勢與潮流，讀者將會發現，本期經濟前瞻，除了前瞻

焦點有許多綠色精彩內容分享，其他專欄中也都有綠色議題說明國內外的相關政策，包括「我

國氣候金融商品發展與氣象資訊扮演之角色」、「中小企業在綠色金融生態圈下的挑戰與因

應」、以及「國際與企業因應淨零趨勢對我國車輛電動化轉型啟示」等文章更全面性的說明了

各部門的政策所帶來的企業轉型壓力。

除了綠色議題之外，中國經濟的「二十大」發展也深受矚目，這幾年在疫情影響下，中國

大陸堅持「清零」的政策影響甚鉅。因此，這次的二十大相關政策對中國大陸社會面產生什麼

影響？相信也是讀者非常關注的重點。因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二十大後中國大陸能源

戰略觀察研析」、「中國大陸二十大經濟政策推動之社會面挑戰」、以及「中國大陸地方財政

與債務風險的評估」等文章。

2022年充滿變化，不管是疫情、俄烏戰爭、全球暖化都一再威脅人類的生存，除了能源

危機，聯合國秘書長也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大會COP27中表示，地球正邁向極端氣候的地獄之

路，而巴基斯坦1／3的國土埋在洪水當中，更是給人類一記當頭棒喝。2023年的開始，希望藉

由ESG的重視和推動，讓永續的精神不僅更深植在未來的經濟活動之中，也傳遞給我們的下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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