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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新論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財務 
支援機制：全球環境機構 

⎯⎯兼論台灣參與之限制與機會  

蘇義淵* 

摘 要 

全球環境機構（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GEF）是聯合國於 1991 年

建立的國際環境金融機構，目的是提供財務支援與無害技術移轉與開發中及

低度開發國家，以協助其針對防止氣候變遷、保護生物物種、保護水資源、

減少對臭氧層的破壞等之能力建置，以保護全球環境。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亦指定此機構作為協助開發中國家之財務支援機構。 

礙於聯合國會員國資格之要求，台灣並無法以政治實體的身分參加並取

得相關之協助，特別是廣泛涉及科學、經濟、社會等相關領域的防止氣候變

遷議題。未能取得此一機構的支援會降低我國環境行政效率及能力、提高我

國實施溫室氣體減量成本而損及全球競爭力。本文擬以討論氣候變遷議題為

主，從國際法之角度檢討並討論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馬拉喀什

協定及全球環境機構等就開發中及低度開發國家申請財務支援的規範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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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從中整理、瞭解對台灣所造成的實質限制，最後將建議我國公、私營部

門如何在既有限制之下規劃策略，以取得實質參與全球環境治理之機會維持

競爭力，並同時落實台灣的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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