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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時間 課程 課程大綱

13:30~14:20
(50分鐘)

國際碳定價趨勢
◼ 國家或區域碳定價(碳費、碳稅及碳交易平台)
◼ 企業內部碳定價應用簡介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50分鐘)

碳足跡量化標準
◼ GHG Protocol value chain (Scope 3) standard簡介
◼ 建築業碳足跡管理趨勢

15:20~15:30 休息

15:30~16:20
(50分鐘)

碳與能源管理
◼ 碳揭露專案(CDP)簡介
◼ 科學基礎減量倡議(SBTi)簡介
◼ 淨零排放路徑與碳減量措施

16:20~16:30 Q & A / 賦歸

1



2



碳定價的由來

圖資料來源:今周刊電子報

為遏止氣候變遷持續惡化，減緩全球氣溫上升速度，各國政府透過政
策、法規及市場機制為碳排放訂立價格，以經濟活動誘導方式，推動
已開發國家朝低碳或減碳科技發展。

3



強制性碳管制機制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redits/cooper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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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額度市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redits/cooper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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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總量(公噸CO2e)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redits/cooper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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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redits/coope
rative-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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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涵蓋率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
.worldbank.org/credits/coopera
tive-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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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收入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24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World Bank Working 
website.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credits/cooper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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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目的：將與排碳有關的成本 (包括減排成本、碳稅費等碳價) 納
入企業營運策略和財務分析中，使得排碳外部成本得以成為企業的
內部成本，確實進入各部門生產與決策的過程之中。

◼發展趨勢：根據碳揭露計畫 ( CDP，2021) 報告顯示，全球已有超
過 2,000 家公司正在使用或是計劃在兩年內使用內部碳定價。內部
碳定價即是企業訂定自身碳排放價格，以作為向內部各單位收取碳
排放費用之基準，藉以促使企業在排放量上自我節制，推動更低碳
的生產流程、研發技術，或重新調整內部供應鏈，讓更多上游廠商
因此邁向低碳生產，並進一步降低下游廠商產品碳足跡。

◼資訊揭露規範：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標準」列為揭露項目之一；

➢ 我國金管會年報揭露事項亦列為非強制揭露項目。

企業推動內部碳定價趨勢

邱凡玶，110 年 5 月專題，來源:國際企業內部碳定價作法初探，經濟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推動辦公室 10



內部碳定價的效益：

• 透過收費的誘因，讓各部門減少碳排放，促使企業內部在排放量上自我節制，藉以刺
激導入更低碳的生產流程、研發技術，或重新調整內部供應鏈等，幫助企業轉型。

• 企業導入內部碳定價後，由於各部門所有產生碳排放的行為都會在內部被收取排碳費
用，為了降低成本、維繫部門績效，內部同仁會更在意自己的採購是否符合低碳標準、
檢討有無過多不必要的差旅、產銷設備耗能效率是否優化、營運據點如何節能⋯⋯等，
進而採取實際措施，進行減碳。

• 成立特定專款專戶基金，限制在特定用途，以展現公司在淨零排放目標的決心。

• 事前規劃轉型過程 (淨零轉型) 所需資金，有效管理現金流量風險。

內部碳定價的意義
碳定價的意義：

• 所謂碳定價（CARBON PRICING），
是為排放的二氧化碳訂出價格，以每
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作為計價
單位，計算碳排放的成本費用。

內部碳定價的意義：

• 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ICP）則是指企業將排放溫

室氣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在企業

內部訂定一個排碳價格，並向排碳的相

關單位實際收取排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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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部溫檢辦公室專刊;
CDP (2017)，How-To Guide to Corporate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影子價格係指納入氣候風險管理和長期策略
的評估作業，以協助企業在評估投資案時，
估算潛在的碳成本，以做出有關能源、設備
與材料等生產成本的決策。影子價格為一估
算的成本並非實際支出項目，主要用來反應
投資案進行期間，隨著公共政策和管制法規
演變，公司預期為碳排放支付的費用。亦即
內部預設碳價、不實際徵收、僅用以評估碳
排成本。

僅考慮企業過去因遵守管制法規所
支出的費用，例如，企業遵守採用
一定比例綠電之規範或汽油稅等費
用支出，則視為隱含價格。

碳定價三種主要模式

企業直接對相關活動的碳排放收取費用，
影響財務報表利潤與損益，提升企業認
知氣候風險對企業營運的影響。
採用這種模式的企業，係根據每個事業
部門所消耗能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向
部門收取碳費，並將其收入用於獎勵減
碳績效最佳的單位，藉以達成碳排放目
標；或是進一步投資低碳選項讓企業更
永續環保。

目前業者多採行「內部碳定價 (收取內部碳費)」
或「影子價格 (不實際收費)」

航空業目前多採行影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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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碳定價模式對內部營運活動的影響

營運活動項目
內部碳定價形式

內部碳費 影子價格 隱含價格

收取用於氣候行動或獎勵低碳策略的費
用

●

作為商業決策中的基準(如比較計入內部
碳定價前後，對內部收益投資再生能源
或支付化石能源的預期收益差異的影響)

● ●

作為總體成本中之財務指標 ● ●

在決策過程中提供量化數據 ●

追蹤符合法規的價格，而不直接影響策
略

●

影響程度

小

大

資料來源：CDP (2017)；經濟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推動辦公室，國際企業內部碳定價作法初探，2021年5月專題 13



內部碳定價在產業界的應用概況

根據CDP統計結果，2020年相較2018年，
導入碳定價制度的企業約增加43%。

至2020年止各產業別導入狀況如下，多數產業呈現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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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碳定價模式

•影子價格(Shadow price)

•隱含價格 (implicit price)

•內部碳費(internal carbon fee)

𝑅 =
𝐶 + 𝑃 + 𝐸

𝑽𝐴
•R:碳風險

•C:減排成本

•P:排放權或抵換額度購買成本

•電價轉嫁成本

•VA:附加價值
碳風險公式

目的

• 檢視企業承受轉型風險的最佳壓力測試方法

• 企業管理碳風險及評估企業承擔減碳責任的衝擊參考。

• 提高能源效率、推動低碳投資

❖ARTCOM PT重點事業領域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 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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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碳費運作模式

DEPARTMENT OR 
BUSINESS UNIT

DEPARTMENT OR 
BUSINESS UNIT

國際排放限額與交易體系

INSETTING
Emission reductions in a 
company’s supply chain

OFFSETTING
Emission reductions 

outside a company’s own 
value chain

EMPLOYEES

交易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專案

公司氣候基金

基於GHG排放
績效的薪酬

CO2

稅法上的認定
涉及利關人交易是否符合常規交易

引用來源:CD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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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碳定價執行流程

• 排放量計算

• 碳相關轉型

成本與實體

損失成本

碳排影響

評估

• 依部門別計

算預期成本

• 設定每噸碳

定價

計算內部

碳定價價

格

• 減碳目標設

定

• 減碳策略設

定

訂定減排

策略及投

資策略

• 擬定與成立基金
管理辦法及監督
機制

• 獎酬制度訂定，
包含可考慮與績
效考核整合

成立減碳
（碳費）
基金

基金的運
用與管理

• 減碳專案的審查與
核准

• 減碳績效評估

• 獎酬

參考CDP建議
之企業內部碳
費運作模式

➢ 需要財務及人力資源部門訂定與管理
相關規章制度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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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碳定價標竿企業案例說明-台達電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hKS7iZswY&list=PL2C3ARaghuS7tTBkTYDpPcr7KiQXXIo_m&index=3
資料來源：台達電子內部碳定價導入經驗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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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內部碳定價運作模式模擬-不考慮薪酬獎勵制度

內部碳定價 $. XXXX /頓CO2e

事業單位
（各事業部
或子公司）

利害關係人

節能小組

減碳承諾

碳費
基金

碳費運用（減碳策略）

SAF、再生能源 碳抵換、碳捕捉 燃油效率提升

各事業單位提案

管理組織

通過
撥款
執行

呈報
審核



套用內部碳定價運作模式模擬-考慮薪酬獎勵制度

內部碳定價 $. XXXX /頓CO2e

事業單位
（各事業部
或子公司）

利害關係人

節能小組

減碳承諾

碳費
基金

各事業單位提案

管理委員會

減碳績效評估

績效考核或
發放獎勵金

碳費運用

SAF、再生能源 碳抵換、碳捕捉 燃油效率提升 薪酬獎勵

通
過
撥
款
執
行

呈
報
審
核



目前符合稅法之制度面作法-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每年減碳目標

每年減碳目標換算排放量
X

每噸碳定價

提撥特別
盈餘公積
（取代碳
費基金）

各部門減碳提案

審查各部門減碳
提案

核可撥款

審
核
未
通
過
退
回
原
單
位

特別盈餘公積又稱任意公積，係指公司於法定公積外，得以章程
訂定或股東會決議，並於盈餘分配前，另提之盈餘公積。特別盈
餘公積，應視其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積存之目的如何而定，嗣後用
途如有變更，自可依變更章程方法，或股東會決議變更之，但與
第三人有利害關係者，則不得變更。

目前公司章程已訂有特別盈餘公積提撥條款，
但因與之前之提撥目的不同，仍應提報董事會

同意，故建議分段實施，如下頁說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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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又稱任意公積，係指公司於法定公積外，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決議，另提之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
應視其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積存之目的如何而定，嗣後用途如有變更，自可依變更章程方法，或股東會決議變更之，但與
第三人有利害關係者，則不得變更。我國公司法對於特別盈餘公積，設有明文規定。例如：一、作為資產折舊準備者，
謂之折舊公積；或二、係填補損失者，謂之填補損失公積；或三、係平衡盈分派者，謂之分派平衡公積；或四、作為償
還公司債所用者，謂之償還公司債公積；或五、作為改良、修繕、保險等之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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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報告和
驗證 (MRV)GHG

政策制定者的
重要見解

瞭解利害相關者
關切議題

識別風險
和機會

將氣候變遷
納入公司戰略

儘早建立知
識和技能

內部碳定價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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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方式選定評估工具

碳如何定價
僅用於評估投資機會

(影子價格)
應用於排放收費

(碳費)

用於評估投資機會及
應用於排放收費

(影子價格及碳費)

收取多少費用 採用特定國家的社會碳成本
制定企業特定的碳價格，以反映減排目標、收入目標和
標竿目標

多久評估一次費用

是否回收

什麼是回收機制

所收費用是否指定用途，或
不受限制

引用來源:Internal Carbon Pricing policy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24



內部碳定價四步驟

STEP !
將業務結合至

ICP

STEP 2
設計最佳ICP
實施方法

STEP 3
ICP實施

STEP 4
ICP實施的監
督與量測

高度
碳價格層級

寬度
溫室氣體排放覆蓋面

深度
業務影響力

時間
發展旅程

設定明確且能確保碳定價
水平應達到的目標

涉及相關部門和價值鏈夥
伴，可能受到碳定價的影
響

早期建立與取得董事會和
相關部門的支持

設計一個計畫，通過碳定
價制度以使業務策略與轉
向低碳經濟路徑一致

確定為了達到目標所需設
定的碳價個水準

確定碳定價計畫與方法將
覆蓋的溫室氣體排放

確定改變的機制以及該方
法將對決策產生的影響

規劃其他三個維度如何隨
著時間發展

清楚說明碳定價水準背後
的合理性及如何使用

對應用該方法的不同部門
進行碳定價計畫的測試

確定內部如何推行該方法，
以提高其採用率和可接受
度

尋求適當時機，制定實施
計畫，以隨著時間的推移
增加及維持採用率

評估淡定價水準是否仍能
實現其目標

確定是否應調整溫室氣體
排放的覆蓋範圍，以確保
該方法能持續實現目標

評估如何改進碳定價計畫
方法，使其能實質性地改
變業務決策的影響力不斷
增加

監控碳定價計畫方法隨著
時間的推移對公司決策和
發展的影響

資料來源：How-to guide to corporate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for dimensions to best practice approaches, December 2017 25



減碳目標設定-以國家淨零路徑為例

短、中、長期所需
支付的轉型成本

透過TCFD評估

計算每噸內部碳定價

圖片來源：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報告書 26



內部碳定價績效評估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目標
ICP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內部碳定價4架構

1.高度衝擊 碳定價受否需調高或調低，以符合ICP積極的減碳目標?

2.寬度衝擊 ICP是否須調整以涵蓋企業GHG主要排放量?

3.深度衝擊 ICP是否已整合至企業商業決策制定的程序中?

4.時間衝擊 ICP是否隨時間演進強化，以反映企業現況或外部氣候政策的發展?

行政負擔 執行ICP示範計畫參與人員，是否須減輕其行政負擔?

策略依循 ICP是否和企業的其他政策或重點規劃具一致性?

資料來源：CDP (2017)；經濟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推動辦公室，國際企業內部碳定價作法初探，2021年5月專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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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範疇3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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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排放-1
類別 類別描述 最小邊界

1. 採購貨物
與服務

不包括在第2至第8類中，在報告年度內由報告
公司購買或取得的商品和服務的開採、生產和
運輸

所有採購的貨物及服務的上游(搖籃到大門)排放

2. 資本財 在報告年度內，公司所購買或取得的資本財的
開採、生產及運輸

所有採購的貨物及服務的上游(搖籃到大門)排放

3. 燃料和能
源相關活
動（未包
括在範疇1
或2中的）

不包括在範疇1及範疇2中，在報告年度內由報
告公司所購買或取得的燃料和能源，包括以下
各項：
• 報告公司消耗的燃料的上游排放（即燃料
的開採、生產和運輸排放）

• 所購買電力的上游排放（即在發電、蒸汽、
供暖和供冷過程中消耗的燃料的開採、生
產和運輸排放）

• 傳輸和輸配電（T&D）損失（在傳輸和配
電系統中消耗（即損失）的電力、蒸汽、
供暖和供冷的發電）

• 已售給最終用戶的購買電力的發電（由報
告公司購買並銷售給最終用戶的電力、蒸
汽、供暖和供冷的發電）——僅由公用事
業公司或能源零售商報告

• a. 對於所購買燃料的上游排放：所有所購買燃料的上
游（從原料開採到生產終點，但不包括燃燒）排放

• 對於所購買電力的上游排放：所有所購買燃料的上游
（從原料開採到生產終點，但不包括電力發電廠燃燒
排放）排放

• 對於傳輸和配電（T&D）損失：傳輸和配電系統中消
耗的所有能源的上游（從原料開採到生產終點，包括
燃燒排放）

• 對於已售給最終用戶的購買電力的發電：購買能源的
發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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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排放-2
類別 類別描述 最小邊界

4. 上游運輸及配
銷

• 報告年度內由報告公司購買的產品在公司的一級供應商
和公司自身營運之間的運輸和配送（在報告公司未擁有
或控制的車輛和設施中）

• 報告年度內由報告公司購買的運輸和配送服務，包括入
站物流、出站物流（例如已售產品的物流）以及公司自
有設施之間的運輸和配送（在報告公司未擁有或控制的
車輛和設施中）

• 在使用車輛和設施期間由運輸和配送提供商產生
的範疇1和範疇2的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項目：與製造車輛、設施或基礎設施相關
的生命週期排放

5. 廢棄處理 • 報告年度內報告公司營運產生的廢棄物的處置和處理
（在報告公司未擁有或控制的設施中）

• 在處置或處理過程中由廢棄物管理供應商產生的
範疇1和範疇2的排放

• 非強制項目：廢棄物運輸排放

6. 商務旅行 • 報告年度內員工因業務相關活動而進行的交通（在報告
公司未擁有或經營的車輛中）

• 在使用車輛期間由運輸承運商產生的範疇1和範疇
2的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性項目：與製造車輛或基礎設施相關的生
命週期排放

7. 員工通勤 • 報告年度內員工在家和工作地點之間的交通（在報告公
司未擁有或經營的車輛中）

• 在使用車輛期間由員工和運輸提供商產生的範疇1
和範疇2的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性項目：員工遠程工作產生的排放

8. 上游租賃資產 • 報告年度內租賃給報告公司（承租方）的資產的運營
（不包括在範圍1和範圍2內）——由承租方報告

• 報告公司的租賃資產期間由出租人產生的範疇1和
範疇2的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性項目：與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的生
命週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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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排放-1
類別 類別描述 最小邊界

9. 下游運輸及配銷 • 報告年度內由報告公司出售的產品在報
告公司的營運和最終消費者之間的運輸
和配送（如果不是由報告公司支付），
包括零售和儲存（在報告公司未擁有或
控制的車輛和設施中）

• 運輸提供商、分銷商和零售商在使用車輛和設施期間產生的範
圍1和範圍2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項目：與製造車輛、設施或基礎設施相關的生命週期排
放

10. 已銷售產品的加
工

• 在報告年度內由下游公司（例如，製造
商）出售的中間產品的加工

• 下游公司在加工過程中產生的範圍1和範圍2的排放（例如，來
自能源使用）

11. 銷售產品的使用
階段

• 報告年度內報告公司出售的商品和服務
的最終使用過程

• 已售產品在其預期壽命內的直接使用階段排放量（即，最終用
戶使用過程中發生的範圍1和範圍2排放，來自以下用途：在使
用過程中直接消耗能源（燃料或電力）的產品；燃料和原料；
以及含有或形成在使用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和產品）

• 非強制性項目：已售產品在其預期壽命內的間接使用階段排放
量（即，來自間接消耗能源（燃料或電力）的產品使用過程中
的排放）

12. 銷售產品的最終
處置階段

• 報告年度內報告公司出售的產品（在其
壽命結束時）的廢棄物處置和處理

• 已銷售產品所發生的廢物處置或處理的範疇1和範疇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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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排放-2
類別 類別描述 最小邊界

13. 下游租賃資產 • 報告年度內報告公司擁有的資產（出租
方）的運營，並出租給其他實體，不包
括在範圍1和範圍2內——由出租方報告

• 承租人在租賃資產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範疇1和範圍2排放（例如，
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性項目：與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

14. 特許經營/經銷
商/代理商

• 在報告年度內特許經營店的運營，不包
括在範疇1和範疇2內——由特許經營者
報告

• 特許經營者在特許經營店運營期間產生的範圍1和範圍2排放
（例如，來自能源使用）

• 非強制項目：與特許經營店製造或建造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

15. 投資 • 在報告年度內對投資（包括股權投資、
債務投資和專案融資）的運營，不包括
在範疇1或範疇2內

• 第15類主要針對私人金融機構（例如商業銀行），但也適用於
公共金融機構（例如多邊開發銀行、出口信貸機構）和其他具
有不包括在範圍1和範圍2內的投資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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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類型與計算方法

34

所有數據來自供應商特定數據

範疇1和範疇2數據來自於特定於供應商，其他
上游排放則是供應商特定數據或平均值

所有排放量係依據二級數據

所有排放量係依據EEIO的二級數據



上游運輸與下游運輸

35

將銷售產品運送到零售商的運輸費用
非由公司支付

將銷售產品運送到零售商的運輸費用
由公司支付

下游運輸

上游運輸



建築規劃設計流程

36
資料來源：建築研究簡訊第109期,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09.9.26



PAS 2080:2023標準

•建築與基礎建設碳管理標準，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減少建築環境
(Built environment)從設計、營建、營運到拆除的生命週期碳排
放管理國際規範。其重要性，被世界經濟論壇譽為「改變營建業
遊戲規則的國際碳管理規範」。

•涵蓋角色

•資產擁有者、建設公司

•建築師和設計師

•工程顧問公司

•承包商

•材料和產品供應商等

•監管機關與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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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080標準架構

38

工作專案及計畫

領導

目標設定與基線

去碳化

符合性聲明



PAS 2080 標準與指引對照

39

PAS 條款 指引

領導 (5)

領導 (5.3.1)

系統性思考 (5.3.3)

風險基礎的方法 (5.3.5)

決策整合 (6)

合作/協作 (5.3.2)

系統性思考 (5.3.3)

風險基礎的方法 (5.3.5)

工具與數據/一致性 (5.3.6)

評估 (7) 風險基礎的方法 (5.3.5)

基線與目標 (8) 系統性思考 (5.3.3)

鑑測與報告 (9) 具與數據/一致性 (5.3.6)

採購 (10)
採購 (5.3.4)

風險基礎的方法 (5.3.5)



系統性思考

40

資產所有者/管理者在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系統運營商和價值鏈成員的合作中，必要時須在戰略性需求階段評
估整個生命週期碳排過程，超越項目範圍，以避免意外後果。

Step 1
與在整個系統中具有控制和/或影響力的其他人合作，定義網絡
及在可行的情況下考量更廣泛系統的所需結果。

Step 2

使用碳減排層級結構（第4條款）來評估跨選項提供此結果的高
水平碳減緩機會，考慮系統級別的影響。在系統級別上，不建造
不一定總是最優選擇。例如，如果一個系統消耗高碳強度能源，
建造風力發電場將降低系統的運營碳排放，並導致相對於不建造
而言的淨碳效益。

Step 3 為評估影響界定一個堅固的系統範圍，並將其傳達給價值鏈。

Step 4 確定了系統範圍後，制定系統層級的碳減排目標。



風險基礎的方法

41

傳統的工程標準通常是規定性的，可能會鼓勵保守的方法，這可能導致高碳排。傳統要求對整個生命週期成本和碳
排放的影響應予以考慮。這需要完全改變項目交付模型，包括對安全性和服務性能的定義和監控。鼓勵為整個生命
週期價值而設計，挑戰保守的標準可能會在資產/建築物的運營生命週期以及其所屬系統中降低碳排放。

BREEAM Infrastructure 評估指標在專案的三個階段的配分

資料來源：王祥騮,永續性平等機制,營建知訊 484 期,2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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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CDP主題問卷

43資料來源：宋婉瑜，CDP大中華區供應鏈與報告者服務負責人,回顧2023台灣企業表現展望2024整合揭露框架, 22 Mar 2024



台灣企業CDP揭露趨勢

44資料來源：宋婉瑜，CDP大中華區供應鏈與報告者服務負責人,回顧2023台灣企業表現展望2024整合揭露框架, 22 Mar 2024



CDP 2024年問卷改變重點

45

中小企業
方法的不
斷發展

資料來源：CDP, Corporate Disclosure Key changes foe 2024:, February 2024



問卷的版面設計與架構

46

模組1- 引言

模組2-依賴程度、衝擊、風險與機會的鑑別、評
估及管理

模組3- 風險與機會的揭露

模組4- 治理

模組5- 商業策略

模組12- 環境績效-金融服務

模組13- 更多資訊/簽署

模組7- 環境表現-氣候變遷 模組8- 環境表現-森林 模組9- 環境表現-水安全

模組10- 環境表現-塑膠 模組11- 環境表現-生物多樣性

模組6- 環境表現-整合方法

整合模組

整合模組

環境議題-
特定模組

部門-特定模組

資料來源：CDP, Corporate Disclosure Key changes 
foe 2024:, February 2024



問卷配置：主題分配

47

揭露企業

氣候變遷 所有回覆企業

塑膠及生物多樣性 所有回覆企業(除了中小企業或公共部門）=回覆完整版問卷

森林

揭露企業如果至少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中小企業僅適用#2和#4）：
• CDP的森林產業影響分類；

a. 受投資者要求的企業樣本設定流程
b. 適用於非投資者要求的企業問卷設置

• 由請求機構提出森林請求（例如，供應鏈成員等）；
• 自我評估：企業以鑑別出與森林相關的衝擊、依賴、風險與機會(DIRO)；
• 選擇加入森林

水安全

揭露企業如果至少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中小企業僅適用#2和#4）：
• CDP的水安全產業影響分類；

a. 受投資者要求的企業樣本設定流程
b. 適用於非投資者要求的企業問卷設置

• 由請求機構提出水安全請求（例如，供應鏈成員等）；
• 自我評估：企業以鑑別出與水安全相關的衝擊、依賴、風險與機會(DIRO)；
• 選擇加入水安全



揭露框架整合

➢IFRS S2 氣候相關揭露 –已整合

➢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 Advisory Group (EFRAG) – 進
行中

➢Task 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 –
部分整合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 進行中

48資料來源：宋婉瑜，CDP大中華區供應鏈與報告者服務負責人,回顧2023台灣企業表現展望2024整合揭露框架, 22 Mar 2024



問卷型態

49

完整版問卷

簡版問卷

完整版問卷

中小企業問卷

2024年

未達年營收2.5億美
元(80億台幣)門檻
的供應鏈企業使用

取代原有簡版問卷



全球應對氣候變遷行動

2021年COP 26會議
升溫控制在攝氏1.5以內的
目標，並在2050年達到
「淨零」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科學減碳目標指引（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 （SDA）產業去碳化做法
SDA方法學參考了IEA ETP 2DS模擬情境，預測若要滿足不升溫超過1.5℃之目標，各產業自2011年至
2050年總累計之碳排放須分別保持在一定總量下，而金融產業碳排總量需低於32 Gt。
針對金融產業，SBTi要求其針對自身營運及自有不動產所產生之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量設定SDA減量目
標。

SBT Portfolio Coverage Approach 投融資組合共同設定SBT做法
•SBT Portfolio Coverage Approach為SBTi針對金融產業發展出的新方法學。此方法學旨在透過鼓勵金融機構承諾
與投融資標的共同設定SBT減碳目標，進而達成全球不升溫超過2℃目標。
•此方法學假設，若金融機構能夠在2040年前實現100%投融資組合皆完成SBT設定，且通過SBTi驗證，則象徵全球
經濟體有機會在2050年成功完成淨零碳排放（net-zero carbon emission）轉型。如採取此方法，意味著金融業
應要求其投融資標的於一定期限完成SBT設定。

Temperature Rating Approach 氣溫評等做法
•Temperature Rating Approach同樣是SBTi針對金融產業發展出的新方法學，透過將所有類型的減碳目標轉化為
與長期溫度結果相關的直觀數值指標，幫助金融機構了解其投融資組合目前對氣候變遷之貢獻規模，並對亟待改
善之企業擬訂溝通策略。
•藉由蒐集投融資標的之碳排放量與其減量目標，此方法學可將所有投融資減碳目標轉化成於世紀末之溫度值
（1.5~5°C間），使金融機構了解其投融資組合目前所代表的減量溫度水準。例如，A公司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是
到2025年將絕對排放量減少30％，表示該公司減碳野心與2.8°C世界保持一致。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BTi)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500人以上企業SBTi減量目標設定流程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申請流程



各範疇目標制定要求



500人以下中小型企業減量目標設定流程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SBTi要求



具備特別要求的行業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費用

資料來源：CDP,邁向淨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簡報



SBTi減碳目標路徑範例

2030減碳42%
2050至少減碳90%，
至多剩餘10%碳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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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目標路徑範例

年 減碳比例

2020為基準，每年減少4.2%



減碳路徑規劃流程

60

Step 1 溫室氣體管理→執行盤查

Step 2 減量目標設定(短、中期目標）

Step 3 低碳轉型

Step 4 減碳路徑規劃(長期目標)

低碳能源

能源效率提升

循環經濟、資源效率提升

供應鏈低碳管理



供應鏈
低碳管理

低碳
能源

資源效率
提升

能源效率
提升

低碳轉型 • 媒轉換為天然氣
• 再生能源，如綠電

• 智慧化生產
• 能源使用監測
• 高效率設備轉換

• 循環經濟
• 降低不良率

http://www.art-co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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