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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之三                                                                                           113.04 版 

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1 氣候相關資訊執行情形 

項目 執行情形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註:請依公司實際情況增刪） 

1. 敘明董事會與管理階

層對於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之監督及治

理。 

合併公司（註：請依據集團目前適用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溫室氣體盤查的規範主體調整，

例如法令僅規定個體公司時，可調整為本公司。以下同）為因應氣候的高度不確定性與政策、市場的

快速變化，並及時掌握和推估氣候變化造成的可能影響，定期召集各部門高階主管辨識重大氣候風險

與機會。同時也進一步評估洪水、乾旱、颱風與高溫可能對各營運據點帶來的風險，期能掌握外在環

境的氣候變化與市場動態，更全面地考量整體的營運策略規劃。 

董事會轄下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具備企業永續專業知識與能力之董事會成員二

名及永續長所組成（註：此係參考OO股份有限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舉例，公司可自

行依實際情況調整），每季召開會議，負責制定、推動及強化集團內各公司永續發展（包括氣候相關

議題）重要政策之行動計畫與資本支出，檢討、追蹤與修訂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並提報董事會。

委員會下亦設有由一級主管組成之工作小組，包括永續環境小組，負責環境管理制度、遵循環境相關

法規及國際準則等、評估永續轉型、提升資源使用率、氣候變遷因應機制，及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

或人員，並不定期召開跨部門會議彼此討論協調，以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以及風險管理小組，負責

集團內各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包括氣候相關風險議題、產業氣候風險之最新法令規定，更新

氣候風險與機會之鑑別結果等。風險管理小組已於民國109（2020）年訂定「風險治理核心政策」，將

氣候變遷風險管理納入合併公司整體風險管理之流程。 

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委員會亦負責部分氣候相關議題之治理，包括： 

「審計委員會」每季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題，定期聽取內部稽核主管報告內部稽核部門對氣候相關

風險之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有效性所執行之工作，以及稽核發現事項。 

https://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202203031544210.pdf&filedisplay=%E6%96%B0%E8%81%9E%E7%A8%BF%E9%99%84%E4%BB%B6-%E8%B7%AF%E5%BE%91%E5%9C%96%E6%8E%A8%E5%8B%95%E8%A6%8F%E5%8A%83.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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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每半年召開會議討論、評估與審閱經理人在ESG相關績效之報酬（包含氣候變遷相

關議題管理），將氣候相關目標及目標達成程度納入高階主管之績效評估與薪酬制度中，以監控氣候相

關議題目標之實現。透過獎酬制度與氣候變遷管理之相關成果連結，促使管理階層以同時使公司獲利且

達成永續經營之方式經營公司業務；如此，將可實現公司之永續目標，並為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帶來價

值。 

2. 敘明所辨識之氣候

風險與機會如何影

響企業之業務、策略

及財務(短期、中期、

長期)。 

 

合併公司積極研擬解決方案，期望能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營運與財務衝擊，提升組織氣候韌性。

並定義短期為 3 年以內，中期為 3 至 5 年，長期為 5 年以上（註：公司應依自身營運狀況定義短中長

期），評估相關氣候風險與機會為公司帶來的潛在營運與財務影響，以規劃各項行動因應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 

 風險類別與機會 短期（1~3 年） 中期（3~5 年） 長期（5 年以上） 

風險 轉型風險 

著力於轉型至低

碳經濟所產生之

風險。轉型風險包

括政策、法律、技

術、市場及聲譽風

險 

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與碳稅、碳費 

 消費者需求和

偏好轉變 

 轉 型 至 低 碳

／減塑技術 

 新增再生能

源法令規範 

 氣候因應行

動不足，造成

品牌聲譽下

降 

淨零排放趨勢 

實體風險 氣候模式的極端 旱災增加造 成 平均氣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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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驅動（立即

性實體風險）或

來自氣候模式之

長期轉變（長期

性實體風險）之

氣候變遷所導致

之風險。立即性

實體風險源自天

氣相關事件， 

例如暴風雨、洪

水、旱災或熱

浪，其嚴重性及

頻率日趨增加。

長期性實 

體風險源自氣候

模式之長期轉

變，包括降水

量、氣溫之轉

變，可能導致 

海平面上升、水

資源可得性降

低、生物多樣性

喪失與土壤生產

力之變化。 

變化造成水災增

加，損害自身營

運資產 

供應鏈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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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機會 

氣候變遷所產生

對個體之前在正

面影響。氣候變

遷減緩及調適之

努力，可為個體

創造氣候相關機

會 

新低碳產品與服

務之研發與創新  

 

 
 

提升資源使用效

率  

提升企業聲譽 

合併公司針對上述風險進行評估，提出可能造成重大財務影響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以及

因應策略如下：  

轉型風險／氣候機會 

R風險 /O機會  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 

R：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

碳稅、碳費 

－繳納碳費使營運成本

增加 

－再生能源電力憑證採

購，營運成本增加 

－違反法規要求須繳納

罰款，造成營業費用

增加 

 強化綠色研發與創

新  

R：新增再生能源法規規

範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並投資綠色能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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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淨零排放趨勢 －減碳設備設置與運轉

成本增加 

 持續執行溫室氣體

減量行動 

 興建綠色廠房取得

綠建築證照 

 鼓勵供應商採取氣

候減緩和調適行動  

 

R：消費者需求和偏好

轉變 

O：新低碳品與服務之

研發與創新 

－市場銷售降低，造成

營收下降（R） 

＋提升低碳產品銷售比

率，進而提升營收

（O） 

 

 持續投入研發低碳產

品 

 採用低碳足跡之原

物料，重新配置產品

成分 

 綠色產品之研發創

新  

R：轉型至低碳/減塑技

術 

－開發低碳新製程及減

塑技術，會提高研發

成本，若開發失敗將

造成財務損失 

 成立專案研發團隊，

並尋求外界研究團隊

共同研發最適化、低

碳且利於管理之低碳

減塑技術  

R：氣候因應行動不足， －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  積極關注並因應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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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品牌聲譽下降 期待，造成企業聲譽

損害，導致市場銷售

降低 

 

相關議題，強化企業

公益形象，增加客戶

認同感  

O：提升企業聲譽 ＋提高籌資可得性並降

低資金成本 

 透過透明揭露提升企  

業綠色形象 

 強化公司治理，建立公

司重視氣候相關議題且

投入行動之文化 

  提升永續評比成績，建

立良好形象 

  

  

 

實體風險／氣候機會 

R風險 /O機會  財務影響－ /＋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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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氣候模式的極端變

化造成水災增加 

R：供應鏈中斷（旱災） 

－營運據點停工造成營

收下降 

－機器設備受損造成財

產損失 

－原物料價格上漲，導

致營運成本增加 

－產品產量減少導致營

收下降 

 新設營運據點之

地點考量水災風險 

 評估生產據點水災 

風險，並執行風險

減緩措施 

 開發替代原物料 

 尋找其他地區供應商 

R：平均氣溫上升 

O：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電量上升造成營運費

用增加（R） 

－原物料缺少造成價格

上漲（R） 

－成本增加，或是產量

下降造成營收減少

（R） 

＋用電成本下降（O） 

 興建綠色建築 

 使用再生能源 

 開發替代原物料 

 採購節能設備 

 採用環境管理系統，

追蹤能源使用狀況 

 

3. 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

轉型行動對財務之影

響。 

極端氣候事件對財務之影響 

合併公司透過內部討論、盤點及評估，辨識出洪災、旱災，以及降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等對生產或運輸階段有潛在風險。強降雨造成的洪災會造成營運據點停工以及設備損壞導致短暫無法出

貨；而乾旱缺水則會影響產線正常運作，缺水時須透過降低用水、水車跨區運水或是與他廠調貨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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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供貨，造成營運成本的提升。在降水模式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部分，主要影響中國大陸華南地區

生產基地，該地區仰賴江運，降雨強度增加且雨季集中的狀況，將使江運水位變化增加，過高水位會使

碼頭設施淹沒，而過低水位則使運輸乘載量下降，皆不利於原物料與成品運輸，須改由陸運運輸，造成

效率不彰，且運輸成本提升。 

針對颱風所造成淹水及降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之風險，合併公司已分別根據臺灣氣候變

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及中國大陸中科院研究資料，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

員會（IPCC）第五次科學報告（AR5）之「代表濃度途徑」（RCP）8.5 最嚴重暖化情境下，分析對各據

點營運與財務影響。在此情境下，世紀中期影響台灣颱風個數會減少 15%，但強颱比例會增加 100%；華

南地區營運所在地之枯水期於世紀中期增加 54%，由現況平均 2.67 個月，拉長至 4.11 個月，分析結果顯

示其所承受的風險皆會上升。 

合併公司將持續精進實體風險情境分析，未來將選用 IPCC 最新的第六次科學評估報告（AR6）中，

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1－2.6 理想減緩情境與 SSP5－8.5 非常高排放情境進行營運據點之風險變化

評估，此外，規劃除評估既有風險議題外，預計也納入高溫風險，據以強化合併公司之氣候調適管理與

策略。 

轉型行動對財務之影響 

轉型風險下，低碳經濟轉型可能需面臨廣泛的政策與法規丶技術及市場變化。根據上述變化之性質、

速度與重點，在分析之時間範圍內，碳費與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再生能源法規規範，以及消費者喜好轉

變等，可能使營業成本增加或使銷售量降低。考量目前合併公司已有部分低碳產品之銷售且持續研發創

新並拓展相關產品之多元性，各情境下市場銷售並未有重大影響，因此公司著重於營業成本之分析。於

低碳轉型的情境下，碳定價對合併公司之財務影響，將導致公司自身營運和供應鏈成本增加。 

合併公司藉由導入節能減碳專案，對營運及供應鏈追求最大限度以減少能源消耗、水源消耗及廢棄物

等對氣候之影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投資綠色能源設備；以及投入綠色產品研發創新符合消費者需

求，來因應此等轉型風險。此專案對合併公司之財務影響，將導致公司自身資本投入及營運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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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敘明氣候風險之辨

識、評估及管理流程

如何整合於整體風險

管理制度。 

董事會為集團內各公司風險控管的最高決策單位，直接監督集團內各公司風險治理架構。為健全風

險評估及強化管理機能，董事會於民國 109 年決議於「永續發展委員會」轄下設置風險管理小組，負責

辨識和管理企業營運之風險，包含氣候變遷可能帶來之實體與轉型風險，並主導相關因應措施之規劃。

同年並訂定「風險治理核心政策」，將各項業務可能產生之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範圍內，建立健全之風

險管理作業原則。風險管理小組依據各部門業務範疇，進行營運、財務、國家、法遵、ESG、人事及資

安等七大面向風險鑑別與分析，及年度主要風險辨識矩陣更新，並根據風險識別結果，由各部門進行因

應策略規劃，整合及管理可能影響營運與獲利的風險，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提出管理執行情形與風險

控管報告，監督並追蹤檢討經營團隊風險管理執行情況，以期強化企業體質。 

5. 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

面對氣候變遷風險之

韌性，應說明所使用

之情境、參數、假

設、分析因子及主要

財務影響。 

雖然情境分析不能預測未來，但能讓公司更好地了解氣候變遷如何影響公司。基本上，情境分析是

策略規劃、風險管理與評估公司策略彈性之重要工具。合併公司自民國111年開始，在整個價值鏈中

進行氣候模型之質性與量化分析，以評估在不同外部條件下面對氣候變遷風險的韌性。 

參數、假設及分析因子 

1. 合併公司當前之營運及價值鏈狀況，是使用歷史數據模型所得。因此，模型中並未考量公司在近

期發布之「淨零路徑圖」中所述未來行動的潛在影響。 

2. 該模型結合合併公司的實體與商業數據： 

 實體數據，包括原物料的數量與採購地點、營運場所位置及成品的生產量與運送方式。 

 商業數據，包括按市場劃分的銷售金額及利潤。 

3. 情境分析是採用公開可得之數據來源所建構，包含由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及國際

能源署（IEA）對能源淨零排放路徑的評估與報導。 

4. 考量到一項風險如何影響其他風險的複雜及不確定性，每個風險因子都是獨立模型，並未考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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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依賴及抵換。 

5. 使用的時間範圍係民國112（2023）年至139（2050）年。 

合併公司採用之風險分類與TCFD建議一致，並模擬評估轉型和實體風險因素對公司之潛在影響。 

轉型風險 

轉型風險下，低碳經濟轉型可能需面臨廣泛的政策與法規丶技術及市場變化。根據上述變化之性

質、速度與重點，在分析之時間範圍內，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費、再生能源法規規範，以及消費者

需求和偏好轉變等，可能使營業成本增加或使市場銷售降低。考量目前合併公司已有低碳產品之銷售

且持續研發創新並拓展相關產品之多元性，各情境下市場銷售並未有重大影響，因此公司著重於營業

成本之分析。 

IPCC 發布之評估報告中，係以代表性濃度途徑(RCPs)提出四種氣候變遷的情境，總結如下 1 : 

(1) RCP2.6是低度排放情境，將全球暖化的升溫輻度限制在2°C以內（與工業化前相比），也被稱

之為2°C情境。 

(2) RCP4.5是中度排放情境，沒有達到2°C的限制和1.5°C的目標，被認為可能產生約2.4°C的升

溫。 

(3) RCP6.0是中高排放情境，温室氣體排放在2060年左右達到顛峰，並在本世紀末期開始下降，被

認為可能產生2.8°C的升溫。 

(4) RCP8.5與現行政策一致，是高度排放的情境，升溫幅度可能達到4.3°C，也被認為代表「一如往

常」的情境。 

1 IPCC 於 2021 年發布了第六次評估報告(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 )，同時考量共享社會經濟路徑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與 RCP 的組合，並增加其他情境，惟在此分析中，以第五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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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排放情境作為討論基礎。 

評估轉型風險於不同情境下之主要財務影響 

合併公司選擇其中兩種不同的氣候變遷情境進行評估如下： 

情境 估計可能之財務影響 

RCP8.5 高度排放情境 

除各國現行政策之外，無新增減碳行為 

全球碳價格 2—每噸 2.63 美元  

增加之營業成本約占年

營收0.3至0.5% 

RCP2.6 低度排放情境 

民國 139(2050)年，全球達到淨零排放之目標 

全球碳價格 2—每噸 268.13 美元 

增加之營業成本約占年

營收3.5至5% 

2  碳價格係參考 NGFS 所發布之情境參數，採用 RE MIND－ MAgPIE 2.1－4.2 模型於全球 2035 年

假設之碳價格。資料來源：NGFS Phase 4 Scenario Explorer (iiasa.ac.at)。 

合併公司藉由導入節能減碳專案，對營運及供應鏈追求最大限度地減少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及廢棄

物等對氣候之影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投資綠色能源設備；以及投入研發創新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綠

色產品，來因應此等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實體風險可能為立即性或長期性，立即性風險已然於現在發生，例如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造成水災

增加，致使營運據點營運中斷而導致營收下降或財務損失；以及旱災增加造成供應鏈中斷，且預期將更

https://data.ene.iiasa.ac.at/ngfs/#/login?redirect=%2Fworkspaces%2F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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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極端與頻繁。長期性風險將更有可能於本世紀中葉及以後出現。預測民國 139（2050）年以後之氣候

變化是一項挑戰，一個可行的假設為氣候型態之長期（且可能不可逆）變化將隨時間推移而增加（例如

平均氣溫上升）。 

合併公司對其營運進行實體風險的情境分析，以了解公司在 RCP8.5 及 RCP2.6 情境下，與氣候相

關風險對業務、策略及財務規劃上的衝擊。合併公司在整體價值鏈中於原料與製造階段與水資源的關

聯性較高，不僅部分原料來自農作物，其中尤以水作為自身產品的一環，更是重要關鍵。儘管臺灣地

區降水豐沛，但因高度空間與時間的分配不均，且取水來源係源自水庫供給，因此有些臺灣地區長期

供水不穩定。合併公司參考由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發布之研究資料，了解各取水來源發生

乾旱風險之可能性，並輔以民國 110（2021）年用水影響資料，進而鑑別各營運據點之整體用水風

險。其中，楊梅地區及中壢地區雖水情風險較高，惟綜合考量用水影響占比及各廠區營運經驗等資訊

後，各營運據點整體用水風險皆評估為低度風險，因此兩種情境損失預估無顯著差異。隨著時間推

延，預期發生旱災的頻率將會增多。合併公司在持續進行的農業創業計畫基礎上，支持農民實施再生

農業之實踐對農民進行減緩氣候變遷影響方法之訓練，包括解決土壤退化和水源短缺等問題，並實施

節水專案，提高用水回收率。此外，合併公司已採取行動開發替代原物料，並尋找其他地區之供應商

以分散風險，因此在兩種情境下預估成本金額增加幅度差異不大。 

評估實體風險於不同情境下之主要財務影響： 

情境 估計可能之財務影響 

RCP8.5 高度排放情境 

旱災 

原料價格上漲，營運成本每年增加約新臺幣 3,500 萬

元。 

RCP2.6 低度排放情境 

旱災 

原料價格上漲，營運成本每年增加約新臺幣 3,0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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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有因應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之轉型計畫，

說明該計畫內容，及

用於辨識及管理實體

風險及轉型風險之指

標與目標。 

為了達成淨零排放，合併公司已擬定低碳轉型計畫，將分別針對營運活動的直接排放（範疇

一）、能源使用的間接排放（範疇二），以及價值鏈產生的間接排放（範疇三）進行減量。執行內容

包含： 

1. 持續積極自主減碳：研發先進技術、提升能源生產力及使用效率，將製造及產品使用階段之碳

排降到最低。 

2. 採用再生能源：大幅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並推廣至價值鏈，以實際行動支持低碳能源轉

型。 

3. 投資淨零技術：投資淨零排放技術及參與碳抵減相關專案，以抵減不可避免或尚有削減技術限

制的碳排放。 

合併公司以民國109年為比較基期，用以辨識溫室氣體排放之指標與目標請詳第9點說明，用以辨識及管理

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之指標與目標如下： 

1. 轉型風險：易受低碳經濟轉型影響之經營活動影響之數額及百分比。以當年度易受影響之商品其營業

成本佔總營業成本之百分比為指標，自民國109年佔比為32%，逐步於民國114年下降至22%、119年再

下降至15%。 

2. 實體風險：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包括洪水及乾旱)之資產影響之數額及百分比。以當年度易受影響之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其帳面金額佔總資產之百分比為指標，自民國109年佔比為17%，逐步於民國114年下降

至12%、119年再下降至5%。 

7. 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

為規劃工具，應說明

價格制定基礎。 

為驅動低碳投資、強化能源使用效率及增進內部減碳行動力，合併公司設有內部碳定價制度。依據

民國 109 年環保署委託倫敦政經學院針對台灣碳定價制度之研究建議，設定每噸碳價為新臺幣 XXX

元，作為資本投資策略和重大決策參考依據。透過每日 AI 減碳管理平台即時數據與達標情形警示，每

月高階經營會議匯報及每年與績效獎金連結的方式具體落實減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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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減碳管理平台係透過生命週期評估方法（LCA）計算產品之碳足跡，將廠端生產數據每日回傳，

輔以自動化程式計算原物料及使用能源的碳排放，分析排放熱點，提供廠區最適化減碳建議與決策，進

一步結合 KPI 與高階主管及同仁獎金，確保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未來將連結核心事業，延伸管理集團

整體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合併公司下一階段減碳行動重點為建置內部碳交易系統平台，預計於民國 113 年起先以台灣

地區試行，由營運總部根據各營運據點產能分配碳配額，並參考碳交易等機制，訂定碳強度目標與碳排

放量上限。各營運據點可於平台提出碳權配額交易需求，交易價格為搓合價格，年終結算則採用 EU 

ETS 碳市場（註：請依公司實際情況說明）現價，以與變動薪酬連結，持續驅動內部減碳強度。 

8. 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

標，應說明所涵蓋之

活動、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規劃期程，每

年達成進度等資訊；

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

能源憑證(RECs)以達

成相關目標，應說明

所抵換之減碳額度來

源及數量或再生能源

憑證(RECs)數量。 

合併公司長期致力於環境保護，期望以「生產效率極大化、環境衝擊極小化」的綠色營運模式，創

造經濟與環境的和諧雙贏。自民國108年起推動的三階段綠色行動，透過源頭減量與使用效率提升，分

別在節能、省水、減廢與溫室氣體減量四方面提升生態效益，為永續環境做出貢獻。民國111年底由母

公司總經理親自揭示第二階段計畫－挑戰於2030年節電30%、省水30%、減廢50%及依據營運控制權法

彙總包括合併公司之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目標，由「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季監督

進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規劃期程及每年達成進度請詳以下第9點1－2說明。 

合併公司於民國111年度使用於國外碳權交易平台購買由森林自然保育專案產生之碳額度計1,617噸

CO2e抵換國外子公司之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合併公司現階段不以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為減碳手段，目前針對再生能源仍以自發自用優先，盤點各

營運據點可利用的空間陸續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民國111年再生能源自發自用量為20,923度。 

9. 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

情形與減量目標、策

略及具體行動計畫(另

填於 1－1 及 1－2)。 

請詳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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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近二年度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1－1－1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敘明溫室氣體最近兩年度之排放量（噸 CO2e）、密集度（噸 CO2e/百萬元）及資料涵蓋範圍。 

請說明依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規定至少應揭露之資料涵蓋範圍（相關時程規劃可參考上市上櫃公司專屬路徑圖網址：

https://isds.tpex.org.tw）： 

1. 母公司個體應自民國(下同)     年開始盤查。 

2. 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應自     年開始盤查。 

合併公司依照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發布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國際標準組織（ISO）發布之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敘明適用之盤查標準）建立溫室氣體盤查機制。自109年

起，每年定期盤查本公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註：依公司實際情況調整，有排除部份併同說明）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完

整掌握溫室氣體使用及排放狀況，並驗證減量行動之成效。 

此外，最近兩年度溫室氣體盤查數據係依據營運控制法（或公司實際採用之其他方法，如股權比例法/權益份額法、財務控制法

等）彙總包括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告所有子公司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說明如下： 

 

 

 111年度 112年度 

 排放量 

（噸CO2e） 

密集度 

（噸 CO2e/營業額新

臺幣百萬元） 

 

排放量 

（噸 CO2e） 

密集度 

（噸 CO2e/營業額

新臺幣百萬元） 

https://isds.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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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84,782 

 76,945  

範疇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28,870 

128,776 

小計 213,652 205,721 

合併財務報告所

有子公司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42,391 

38,473 

 

範疇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64,435 

64,388 

小計 106,826 102,861 

總計 320,478 4.9944 308,582 4.4856 

 

註1：直接排放量（範疇一，即直接來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能源間接排放量（範疇二，即來自於輸入電力、熱或蒸氣而

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排放）及其他間接排放量（範疇三，即由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

或控制之排放源）。 

註2：直接排放量及能源間接排放量資料涵蓋範圍，應依本準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其他間接排放量資訊得自願揭露。 

註3：溫室氣體盤查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或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發布之ISO 14064－1。 

註4：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密集度得以每單位產品/服務或營業額計算，惟至少應敘明以營業額（新臺幣百萬元）計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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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溫室氣體確信資訊 

敘明截至年報刊印日之最近兩年度確信情形說明，包括確信範圍、確信機構、確信準則及確信意見。 

請說明依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規定至少應執行確信之涵蓋範圍（相關時程規劃可參考上市上櫃公司專屬路徑圖網址：

https://isds.tpex.org.tw）： 

1. 母公司個體應自民國(下同)     年開始執行確信。 

2. 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應自     年開始執行確信。 

範例1 

合併公司於1－1－1揭露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中，XX年度及XX年度執行確信範圍屬本公司個體者，分別占各該年度本公司個體

總排放量之OO%及OO%；XX年度執行確信範圍屬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有排除部份併同說明）者，占該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子公

司總排放量之OO%，業經〇〇確信機構依照確信準則3410號「溫室氣體聲明之確信案件」/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發布之ISO 14064－3:2019（敘明版本）執行確信，確信意見（皆）為合理確信/

有限確信/合理保證/有限保證程度之無保留結論/意見（依實際結論類型）。 

範例2 

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告部分子公司（包含子公司A及子公司B）之溫室氣體盤查最近兩年度執行確信情形說明如下： 

執行確信之範圍 111年度排放量 

（噸CO2e） 

112年度排放量 

（噸CO2e） 

本公司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84,782 76,945 

範疇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28,870 128,776 

總計 213,652 205,721 

佔前述1－1－1所揭露盤查 100.00% 100.00% 

https://isds.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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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百分比 

合併財務報告部

分子公司 

範疇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21,096 20,737 

範疇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1,908 31,917 

總計 53,004 52,654 

佔前述1－1－1所揭露盤查

數據百分比 

49.62% 51.19% 

確信機構 〇〇確信機構 〇〇確信機構 

確信情形說明 確信準則 3410 號/ 

ISO 14064－3:2019 

有限確信/合理保證 

確信準則 3410 號/ 

ISO 14064－3:2019 

有限確信/合理保證 

確信意見/結論 無保留結論/意見 無保留結論/意見 
 

註1：應依本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若公司未及於年報刊印日取得完整溫室氣體確信意見，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

於永續報告書揭露」，若公司未編製永續報告書者，則應註明「完整確信資訊將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次一年度年報揭露完整之確

信資訊。 

註2：確信機構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訂定之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相關規

定。 

註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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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敘明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其數據、減量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與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及減量目標 

為規劃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合併公司於民國(下同)109年以合併財務報告為邊界完成盤查，故基準年為109年，其範疇一及範疇二

排放量分別為XX噸CO2e及XX噸CO2e，希望透過下列具體行動進一步落實113年度較基準年減量24%，並自基準年起每年至少減量

6%以達成119年(2030年)減量60%之目標。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合併公司將碳管理融入營運策略之中，包含導入內部碳定價機制、碳管理平台、ESG績效連結員工獎酬等機制，尋求減碳突破

點。因應國際碳定價趨勢，合併公司已考量國際碳市場價格、溫室氣體相關法規的碳價及公司內部減碳成本擬定內部碳價，並依此

作為減碳管理與規劃之參考。透過碳定價機制的運作，及早因應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將徵收的碳費、全球各國之碳排放相關監

管機制，以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提升綠電使用比例之要求等內外部帶來的減碳壓力與風險；合併公司亦可藉此機制評估低碳轉

型帶來的機會，滾動式調整相關政策與方案，發展如製程改善、碳捕捉與封存等前瞻減碳技術或低碳投資。此外，亦透過碳管理平

台系統化整合全集團的排放資訊，即時掌握碳管理所需資訊，並可針對多項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展開全方面監管，包含提高能源效

率、購買節能機台、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溫室氣體原物料源頭減量、設置高效率溫室氣體破壞設備、評估採用低碳燃料/能源及負

碳技術開發等措施，確保減量符合進程，以積極態度降低碳排放衝擊並提升營運競爭優勢。 

而為使管理階層、執行團隊、全體員工一同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提升能資源效率，重要計畫目標均已納入營運績效指標當

中，作為員工績效考核與分紅之獎勵依據，落實當責管理精神。同時，每年亦舉辦綠創獎競賽活動，鼓勵同仁發想節能環保相關創

新計畫，並依據減碳量績優單位及個人頒發激勵獎金。另外，合併公司自110年起新增ESG績效與員工酬勞連結機制，於達成全公司

目標績效時額外增加一定比率之獎金透過上述內部碳定價等機制的驅動及永續企業文化的深植，帶動同仁同心齊力，逐步實踐合併

公司的淨零排放路徑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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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截至目前為止各年度排放數據及目標達成情形如下： 

 

 

 

 

 

 

 

 

 

 

 

 

 

 

 

 

 

 

註1：應依本準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所定時程辦理。 

註 2：基準年應為以合併財務報告邊界完成盤查之年度，例如依本準則第10條第 2項規定之令，資本額 100億元以上之公司應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

度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故基準年為 113年，倘公司已提前完成合併財務報告之盤查，得以該較早年度為基準年，另基準年之數據得以單一年

度或數年度平均值計算之。 

註3：揭露內容可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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