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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永續環境重�記事

2019 2021 2023

2020 2022

依TCFD建議的框�
����變�相關�訊

訂定減�⽬�和再⽣�源使⽤��

�動Ocean Hugs

產品�步��再⽣��

TCFD �三⽅�合性�核
Level-5 Excellence grade

�合單⼀���⽤戶計劃

���部實現����轉供

��產品⼀年環境效益

約為1.7座⼤��林����量

�球再⽣�源使⽤率�27.73%

減�⽬��� SBTi�核

成⽴「企�永續發展�員會」

為��議題�⾼治理單位

建置�平��理��

���部�得ISO 14064-1：2018 

治理

�略

�險�理

��和⽬�

該組織針對��相關�險��會的治理

��相關�險��會對於組織的����略和財�規劃的實�和�在衝擊

組織�別�評估和�理��相關�險的��

⽤�評估和�理���相關�險��會的��和⽬�

3

TCFD框�

�年來在��變�的影響下��球���源使⽤��改變��為各個經濟��來

��上的挑戰�為使��相關�險��會之�訊�明����科技⾃ 2 0 1 9年�企
� 永 續 報 告 書 依 T C F D （ T a s k  F o r c e  o n  C l i m a t e - R e l a t e d  F i n a n c i a l
D i s c l o s u r e s）建議的框�����變�相關�訊���續��各項計劃之實�
�因應��變��來的��挑戰��會�同��由��變�相關�訊�����

投���中�增���變���⽅�的實現�並�⼒於��溫室���放量��

實企�社會責��本報告�依�T C F D之�構�明��科技對��相關的治理��
略�



2.1 �事會參���理�層�責

02
��治理�構��責

��議題�理組織�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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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永續發展�員會」為��議題�⾼治理單位���員會�屬於�事會下的

功�性�員會�由四位�事組成�由�理�層�⾼主�執⾏⻑為��議題負責

⼈�負責評估和�理��相關議題��經理���副�經理���員�並��獨

⽴�事負責督��每年⾄少召開兩�會議�由永續⻑每年⾄少⼀�向�事會報

告� 2 0 2 2年「企�永續發展�員會」共召開兩�會議���⼀��報�事會⽇期
為2 0 2 3年2⽉2 2⽇�

�事會

企�永續發展�員會

�理�層�⾼主�為��議題負責⼈

�險�督

�險��

風險評估 永續發展辦�室

永續⻑

永續�源�環境⼩組
協�各廠��成減�⽬����規劃

產品企劃

�������技�

研發�應⽤

⼯�技�

制定具競爭��之產

品�略�規劃��

構���成市場⽬�

 

事�本部

回應客戶��議題�

������求

 

供應��理

��放����

供應�減��理

 
 

 

市場宣傳企劃

規劃��減�措�

⼈⼒�源

��議題績效發布提

升企�價值

 

法�

評估��可��成的

���險�因應

 

財�

回應投�⼈��議題

評估���險�會對財

�衝擊

 
 

 

�險回應



��科技�短中⻑期�間軸�別定義為�1 - 3年�3 - 5年�5年�上�所�別之�險
��轉型�實��包括現�法規��興法規�技��市場��������性�

��⻑期���� 2 0 2 2年�別出對��或財��顯�衝擊的��相關�險�轉型
�型為主�其中技�轉型發⽣的可�性和衝擊度較⼤�其�為供應��求轉變�

�再⽣�源使⽤趨����������法規�險���量�制 /�放交易��
���源��再⽣�源法規����為實��險的衝擊��溫度���的改變�

平�溫度改變��依� I P C C  A R 6評估報告�球暖��在短期（ 2 0 2 1 - 2 0 4 0年）
�升溫⾄1 . 5 ° C�因�為�制升溫�淨�趨�從2 0 5 0提�⾄2 0 4 0年�各國為提升
減��制�對產品的������準�越趨�格�淨�趨��產品�源效率法規

�準（C B A M）是我們關注的兩項主��興�險�市場對於產品�服��求的不
確性��影響�司的中⻑期�略規劃�

3.2 �險評估��理

03
���險�略�評估

3.1 �險�略�規劃

「永續發展辦�室」每年⾄少⼀�依�球�險評估報告��識出價值�之上游�

組織�下游之�險��會��年來����險已成為�球�險評估報告中受到關

注的重��險之⼀� 2 0 2 2年�別出未來淨�趨�的加���定價的�⾏更為普�
���財�衝擊����險的�續���理���源的�理���⾃��源變�

�成的上漲和����並��整��險評估制定�理計劃�由企�永續發展�員

會�議各項�理計劃�⽬��報�事會��事會在��或���司的⽣產�研

發�供應��理�客戶關�������相關議題��考量����相關計劃之

執⾏�推動���科技 2 0 2 0年訂定了減�⽬�和再⽣�源使⽤���並提⾄�事
會報告�2 0 2 3年為��E S G績效�理�訂定包�產品���製�減��⽬��並
確實�結⾼�經理⼈ (�C E O�各功��廠端�⾼主�� )���依⽬��成�況
核定變動���

在��相關的�會⽅⾯�因應��變�除臺灣�溫�法升�為��變�因應法�

各國��出許���限����盟C B A M���議題已不拘限在⼀個���⽽是
�球性的影響�並�供應�的效應��到每⼀個企��產品�服�的減��價值

�環環相扣�為���科技⽬�正����理平台���位��⾃動�⽅式收�

組織�供應�的�放��做為��理的依���續布局��採購�未來�建廠�

亦會�先考��建�的設計�並積�投��型���技��整合��⽅�的開

發��得市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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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強度

中⾼

中

中�

轉型

�險 溫室���放成本

�交易市場

產品技�轉型

⽣產製�技�轉型

再⽣�源使⽤趨�

供應�減��理

利�關�⼈關注

��放��

1.
2.
3.
4.
5.
6.
7.
8.

�端���成危�1.
      影響企���
   2.�球增溫�海平⾯
      上升���不�定

可�性⼀定�度可� 可� �常可� 確定

���險�陣

6

永續發展辦�室」�下設置「永續�源�環境⼩組」�各單位�⾏��議題�

��  並考量���變�相關現���興的法規�求���「��變�因應法」
�「再⽣�源發展��」�「各���城市⾃治��」��依發⽣可�性�衝擊

�度�⾏�陣�析�  再依S S P  P u b l i c  D a t a b a s e、T C C I P未來�境推估���
��國�產�趨�報��確���變��險��會�對�司財��成的衝擊註�

定期�蹤���略�⾏動⽅針�續�理狀況�  執⾏⻑��「永續�源�環境⼩
組」⽉會����相關議題�  由永續⻑每半年向「企�永續發展�員會」報告�

轉

型

�

險

國
�
�
法
規

溫室���放成本
中 組織本� 短期 ��成本增加�費⽤增加 ���平台�理�建置��放�

����掌握�在的�成本�

�交易市場 中 組織本� ⻑期 �收��

技
�
轉
型

產品技�轉型 中⾼ 組織本� 中期 研發⽀出提⾼�開發成本

增加

本�司�續����技����產

品�製�須⼤幅轉型�來的�在成

本��更⾼效�的����⽅��

協助客戶��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發展永續��中
⼼�

⽣產製�技�轉型 中⾼ 組織本� 中期 �本⽀出增加�直�成本

增加

供
應
�
�
求

再⽣�源使⽤趨� 中⾼ 上游或供應��組

織本��下游或客

戶端

短期 �源成本提⾼�費⽤增加 ��掌握再⽣�源趨��已相對

��採購成本����平台�

��整合供應�������效

推動減�計劃�
供應�減��理 中 上游或供應��組

織本�

中期

⻑期

成本上漲�費⽤增加

減
�
表
現

利�關�⼈關注 � 組織本��下游或

客戶端

短期

中期

⼈事成本增加��理費⽤

增加

���平台�理�整合供應��

���理��明�����元減

�效益�年�現減�成果�提升

正向�司品������放�� 中 組織本� 短期

實

�

�

險

�

性

�端���成危�

影響企���

中 組織本� 短期 危�員⼯��影響企��

動成本��理成本增加�

⽣產⼒下��使�收下

���產減損�成�本⽀

出增加

本�司建置BCM�續���理�
��項BCP�理計劃�預計��
相關制度�演練計劃須�費�台

幣100�⾄�台幣200 �的費
⽤�為�效�制��中斷�險�

防���中斷�成的財損或⼈員

受傷�

性

�球增溫�海平⾯

上升���不�定

� 組織本� ⻑期 間�成本增加

項⽬ �險�� 發⽣位置 發⽣�間 衝擊/財�影響 �理做法

轉型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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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強度

中⾼

中

中�

�源�效�⽤

��產品或服�

���源

�客⾏為轉變

1.
2.
3.
4.

可�性⼀定�度可� 可� �常可� 確定

���會�陣

�

會

�源�效�⽤ 中 組織本� 短期

中期

�源效率提升��費下

��費⽤減少

⽬�正在建置中的⾺來西亞

廠����建����效益

預估可�30.37%�約可省下
6,361,646度� (1度�NT3
元)�每年可�省�台幣
0.191億元�
2022年��減�措�經估�
每年可�省224,188度�⼒
使⽤�同�減少約NT0.0085
億元的�費⽀出�

��產品或服� ⾼ 組織本��下游

或客戶端

中期 �⾜客戶對��產品�

求�增加�收

本�司已�續在產品上����

專���48V�54V�⾼�源轉
�效率�再⽣���液���

��2022年經估�可�省
355,253.88度��670.3噸CO e
減�效益�

���源 中 上游或供應� 中期 提⾼再⽣�源使⽤���

未來�⽯��價格上升的

費⽤�

⽬�再⽣�源使⽤率為

27.73%�預計��年提升�掌
握�在�會�

�客⾏為轉變 � 下游或客戶端 中期 提升投�⼈⻑期投�意

願�����價值⼤幅波

動�率

��元減�效益�年�現減�成

果�提升正向�司品����

7

�會

項⽬ �險�� 發⽣位置 發⽣�間 衝擊/財�影響 �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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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成轉形�境
  ��法規�險

  �成技�成本

RE�略�境
  法規�險(RE�略)

  ��市場�險

  �略技�成本

BAU情境
  法規�險

  市場�險

  ���險(定性)

�境���型

SSP�境
國��源參�

其�

�部參�

��科技轉型�境�構�下(�1)所��主����科技現�����IPCC AR6 SSP
�國��源參�設定為���境��析��科技在���境下的溫室���放基線

（Business As Usual, �下�稱BAU）�式所可�⾯臨的財�衝擊�並針對已實�或
�實�之�略�⾏�在成本估���較兩者之間的���

4.1 轉型�險�境�析�評估

04
�境�析�因應對�

��科技針對轉型�險�實��險�⾏質��量�的�境�析���不同�境評估�在

影響��定因應對��

�1. ��科技轉型�險評估�構

4.1.1 轉型�境的�構

財�成本�險

�

�

�

析

SSP�境
SBT-NZ

   �境額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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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C

SSP1-1.9

SBT-NZ

�⽬�臺灣提出的淨�⽬�為評估依�

IPCC AR6中的SSP1-1.9路徑

依�SBT�成淨�準則的�境估�

��科技
法規�險

市場�險

技��險

�疇1+�疇2

�疇1+�疇2

�疇1+�疇2

�部轉型�境 �明 �⽤�圍 評估�險 �放源

4.1.2 ⽬���疇定義

主��討轉型�險的�部�境�三種��⼀種為NDC��⼆種是�成 IPCC AR6中的
SSP1-1.9路徑��三種則是�為��的轉型�境��就是�實科學基礎減�⽬�中�
求的2050年���成淨��每年減少4.2%的淨�⽬�(SBT-NZ)。

9

主��討��科技⾯臨��變�轉型�險下的財�衝擊評估�依�不同�險項⽬可�

��的財�衝擊不盡相同�轉型�險可��為法規�市場����險�依�不同�境

��⽤�疇之�明�下�

  (1)  法規�險主�影響企���成本��本⽀出項⽬（財�衝擊）
  (2)  市場�險主�影響企�預期�收的損失（財�衝擊）
  (3)  轉型�略的�理成本估�
        A. RE�略（企�預期的再⽣�源採購�RE100�略）
        B. �成轉型�境的��成本�析

評估�界��疇2

依���科技基礎��估�未來�放量�並依��放量��現�的�略��討可�的

�險（��科技的BAU�略）；同��考量企�具�的再⽣�源�定發展計畫（定義
為額��略）�宣告的RE100�略（�下�稱RE�略）��析企�在執⾏RE�略�
�三種轉型�境⽬�的��成本；���依序產出�下�境�析結果���終結果�

⾏�較��了�不同�略下在不同�境可�的財�衝擊�

  (1)  BAU（只考�現�⽅�執⾏下的�境）在三種�部轉型�境的財�衝擊
  (2)  企�RE�略（額��略�RE100�略）在三種�部轉型�境的財�衝擊
  (3)  企��成三種�部轉型�境⽬�下的財�衝擊

�部轉型�境

評估⽬�1

表1. �境�析評估�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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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境下�依企�的單位��課��收
  �部�由於�制���⼤�因�不確定性�⾼�本�評估主�考量2種��的���
   1. 政府淨�路徑���300 NTD/tCO e（約為10 USD/tCO e）
   2. SSP1-1.9�SBT-NZ：SSP1-1.9的�價（2050年�到650 USD/tCO e左右）

��成本

  �量�制   
  ��罰鍰

  ⽬�國�法規�趨�上�傾向�收��⽽�採⽤�罰鍰或�量�制�因�僅�政府淨�   
  路徑會�額�考��罰鍰（不超�1500 NTD/tCO e的法規）

��成本

 再⽣�源
 建置成本

  ⾃�設⽴再⽣�源發�裝置的裝置成本�並�部��為當年度的�本⽀出成本�再⽣� 
  源裝置成本由IRENA再⽣�源報告2022得知

�本⽀出

 再⽣�源
 ��成本

  再⽣�源��成本由IRENA再⽣�源報告2022得知 ��成本

 再⽣�源
 採購成本

  臺灣再⽣�源採購成本由⽬��售台�再⽣�源平�價格加上��費⽤（源⾃於台�）
  ��台幣元計�

��成本

 採購台�
 之成本

  1. 採購台�成本�效益��每度��⽤�價估��約為3.758 NTD/kWh計�
  2. 海��價�IEA的��0.103 USD/kWh估�

��成本

 ��除
 成本

  

  依�IEA的��顯��會因為不同�況
  下採⽤的CCUS成本並不相同�由於本
  �析是���除作為�終�成淨�的⼿
  段�因�採⽤�貴的��直�捕捉的技
  ��其成本為85-345 USD/tCO e左右
  �因�基於三種�況假設�

  1. 技�不成熟�340 USD/tCO e
  2. 平�價格�235 USD/tCO e
  3. 技�成熟�130 USD/tCO e

��成本

 ��產品   
 市占率�� 
 的�險

  

  1. 假設參�１
      市場�險的估�是�當企�沒��到轉型⽬���對��⽬�重視的�在客戶�失�
      �預期市占率��的狀況
     (1) 政府淨��1%的�收會�失�
     (2) SSP1-1.9�SBT-NZ：25%的�收會�失�

  2. 假設參�２
      本�析假設�企��放�轉型⽬�的�異���即為��市場�險

預期�收

50 200 350

Direct Air Capture

Power generation

Cement

Iron and steel

Compression only

Hydrogen (SMR)

Ethylene oxide

Bioethanol

Ammonia

Coal to chemicals

Natural gas processing

1501000 250 300 400

法

規

技

�

市

場

SSP1-1.9世界

SSP1-2.6世界

SSP2-4.5

�境��的參�因⼦3

�險 �明 成本�別

��/�價格

表2. 轉型�境�析的考量因⼦�假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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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2

2

��市場�險 =                                           × BAU�境下的市場預期損失
BAU�轉型�境���放量

RE�略�轉型�境���放量



基礎�境的�放預估參�

2

1
�疇⼀�放成⻑率��0%成⻑估�

1

3 4

�⼒�放��

4.1.3 基礎�境的�放預估

 �3. �⼒���� (尚未考量政府淨�政�)

11

台灣廠� SSP1-2.6 亞�

海�廠� SSP1-2.6 �球

⽤�成⻑預估百��

�2. 未來�放的�⼒成⻑參�

⽤�成⻑率�

成⻑率�臺灣�SSP1-2.6亞�的�值估��海�廠��SSP1-2.6�球成⻑率
估��其變�量�� 2所��

臺灣���⼒��汽��放��依

�政府�源政�計�2019年-2050
年�不同�境下的臺灣���⼒�

�變�

2030年�成⽬�政府的預測⽬�
（30%���50%���20%再⽣
�源）�且直到2050年�續成⻑⾄
再⽣�源 50%並�代��發�
（50%���50%再⽣�源）

海��⼒��的變�則參考SSP1-
1.9的�⼒�強度路徑變�

由基準年依�相同路徑����⼒

���� 3

台灣廠� (政府�源政�)

海�廠� SSP1-1.9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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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轉型�境

預估��科技�成政府淨��SSP1-1.9�SBT-NZ三種不同的企�⼼�
�的�放額度���預估的原��放量（不�⾏����不購買再⽣�
源�況下）��4所���2021年為基準年依�境�相關參�推估��
�科技於2050年�放量��到1.2�噸⼆氧��當量�其中�臺灣廠�
的�放量為�⼤��

基礎�境的預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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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BAU

0

200

300

500

400

100

0

0.2

0.3

0.5

0.4

0.1

市場�險 - ��產品市占率��

BAU_政府淨��境(僅考�台灣��)�險�析

百
�
�
⾦

�5. BAU於政府淨��境的財�衝擊

百
�
�
⾦

���略(BAU)下(並未考量RE100�略)的財�衝擊
��科技�團��的BAU�未來預估�放在不同�部轉型�境的財�衝
擊評估�下��論�部�境為何�市場�險為主�因素�即沒��成下
可�損失的預期�收�⽽其�法規�險���即使在���⾼的SSP1-
1.9或SBT-NZ�境下�財�衝擊僅千��⾦�⽽市場預期損失的�收則
可�⾼�上億�⾦�

 �4. �成各�境��放額度��預估的溫室��原��放量

BAU_�放量估�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法規�險 - �罰鍰 法規�險 - ��

額度 SSP1-1.9

額度 SBT-NZ

台灣廠� BAU

額度 政府淨�(僅考�台灣��)

12

1
�
噸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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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

0.6

0.4

4.1.5 RE�略

�7. 政府淨��境下的�理成本

��科技��採購�略�依⽬�合約所定之採購⾦額�年限��⽀出65��⾦的採購
成本��免了49���⾦的台�採購成本��成本約為16��⾦�

�評估�焦在��科技的RE�略在三種轉型�境下�⾯臨不同�在�境所��到的轉
型�險變��考量到市場�險�政府淨��RE�略�實的減�效果在2025年��都
�⾜⽬��使得市場�險趨�於��但��政府淨�⽬�額度越�下�原�RE�略並
�法�⾜�求���市場�險上升��除市場�險�⼤約��台幣40�的成本�險�
其中約�台幣15�是�理成本(再⽣�源採購�包�採購成本��免台�採購效益)，
�台幣25�為����罰鍰 (RE100採購成本�參考�  6) ；相較市場�險仍是�常
⼩�

RE100�略_政府淨��境(僅考�台灣��)�險�析

百
�
�
⾦

百
�
�
⾦

4.1.6 RE100�略下的財�衝擊�析

12

4.1.4 義�容量的成本

��科技⽬��約容量未�到法規⾨��因��相關法規�險�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2022
0

200

300

500

400

100

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市場�險 - ��產品市占率�� ��法規�險 - �罰鍰 ��法規�險 - ���理成本 - 額��略

RE�略_台灣廠�

額度 SSP1-1.9

額度 SBT-NZ台灣廠� BAU

額度 政府淨�
(僅考�台灣��)

RE�略_�放量估�

��團     BAU

採購效益

採購成本

�6. 再⽣�源採購效益�RE�略�的�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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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0.09

為�⾜政府淨�⽬�下的��放額度����原�RE�略付出更�的再⽣�源
採購成本但繳�更�的����終僅��費約138��⾦的成本(�2050為��
�採購491��⾦的再⽣�源�但可��免355�的台�採購成本)�同��成政
府淨�⽬�下並不������除的成本�由於�成政府淨�⽬���並不��

額����罰鍰�市場�險的財�衝擊�

�8. SBT-NZ�境下財�衝擊

SSP1-1.9�SBT-NZ的財�衝擊相當���因�僅�析SBT-NZ�境(�８)�市場�
險�⾼��除市場�險��主�財�衝擊都來⾃於����終可�⾼�上百�的�

��相較之下�RE的�理成本��僅15��⾦(�理成本��6相同)。 

RE_SBT-NZ �境�險�析

4.1.7 �成轉型�境的�理成本�析

�9. �成政府淨�下的�理成本�析

0

5000

7500

12500

10000

2500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2022

百
�
�
⾦

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百
�
�
⾦

0

2.5

10

7.5

5

市場�險 - ��產品市占率�� ��法規�險 - ���理成本 - 額��略

0.25 0.25 0.24 0.26 0.32 0.38 0.42 0.47
0.68

1.11
1.38

2030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0

1

5

4

3

2

-1

-2

-3

-4

�⾜政府淨�⽬�下的�理成本�析1

�成政府淨�⽬�(僅考�台灣��)成本�析

�理成本 - 
補⾜��再⽣�源成本

�理成本 - 
補⾜��再⽣�源效益

法規�險 - ��

�理成本 - 額��略

�成本

百
�
�
⾦

14

2

       �⾔ 治理�構��責 �險�略�評估 �境�析 ���⽬� 附�



為�成SSP1-1.9⽬��企�尚
��購買更�再⽣�源才��成

⽬��因�再⽣�源的額�採購

成本仍��⾼�且由於���放

發⽣�因�主�成本結構���

和購買再⽣�源為主�當��

2050 年 � � 由 於 已 經 � 成
RE100�因�僅�����除
來���疇1�放��成SSP1-
1.9⽬�(�10)。

但由於海�的再⽣�源��⼒價

格相�更��使得海�採購具�

�更⾼的成本效益�終��企�

�成本��的結果�

0

10

15

5

-15

-5

-10
百
�
�
⾦

�10. �成SSP1-1.9下的�理成本�析

為�成SBT-NZ的財�衝擊��理成本����異僅在於SBT-NZ��更早�成淨
��因�採購的再⽣�源更��

�11. �成SBT-NZ的�理成本�析

�成SSP1-1.9下的�理成本�析2

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2030

3.36

0.56

1.491.14
1.80 2.08 2.31 2.53 2.76

2.96
3.47 3.01

2.49

�理成本 - 
補⾜��再⽣�源成本

�理成本 - 
補⾜��再⽣�源效益

法規�險 - ��

�理成本 - 額��略 �成本

��除成本(for scope 1)
平�費⽤

�成SBT-NZ的�理成本�析3

2.40

0.56
1.13 1.48 1.79 2.05 2.27 2.50 2.72 2.90 3.07

2.03 2.16

2030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2029 2035 2040 2045 205020252022

�理成本 - 
補⾜��再⽣�源成本

�理成本 - 
補⾜��再⽣�源效益

法規�險 - ��

�理成本 - 額��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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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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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成本(for scope 1)
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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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由危�度（Hazard）�暴�度（Exposure）��弱度（Vulnerability）
所組成�依��合國��變�專⾨�員會（ IPCC）之定義�危�度為���相關事
件之�動⼒�可����的物之損��損失；暴�度為�的物可��受不利影響的位

置���受損失之�度；�弱度則包���⼒�敏�度�定義為�的物容易受到��

之傾向或�度�依���定義��危��暴���弱度��量���可推估�險�意

即�危��暴���弱度����得�計��險���並作為�續界定��順序�⼿

段的重�依��

��科技���變�下�端��當作危�度��端��所引發之�⽔�⼭崩和⼟⽯�

作為�弱度��點位置為暴�度�⾏各�點實��險�值�析�其中針對危�度之評

估�採⽤�種���式（GCM/ESM）��RCP2.6、RCP4.5、RCP6.0�RCP8.5
四種�境之���險���免��結果�於�端；�弱度則根�政府�告���⾏�

��圍�����度之�析；暴�度則根���科技⾃��產�供應�共45��點坐
�之位置����各�點三種�弱度之�險��依��險�陣��為��險���

險�中�險�⾼�險四種�險�����險則�三種�弱度�險值�⾼之��代表

之�

�險(Risk)評估

��������

確��析�點�單

4.2 實��險�境�析�評估

危�度(Hazard)

�弱度(Vulnerability)

暴�度(Exposure)

�12. ���險�� (Climate Risk Template)

4.2.1 ���險評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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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技⾃��點/�產在 RCP2.6 �境下�險值 �14. ��科技⾃��點/�產在 RCP4.5 �境下�險值

�15. ��科技⾃��點/�產在 RCP6.0 �境下�險值 �16. ��科技⾃��點/�產在 RCP8.5 �境下�險值

�險值�� 因應措�
⾃��產

短期 中期 中⻑期 ⻑期

    ��險 維��點/�產 10 10 10 10

    ��險 維��點/�產 0 0 0 0

    中�險 維��點/�產�加強關注����變� 0 0 0 0

    ⾼�險 制定應�計畫和�險�理措� 1 1 1 1

合計 11

�析結果

��科技⾃��點/�產在RCP2.6、RCP4.5、RCP6.0�RCP8.5�境下�產出完�
相同之結果�共1��點��⼭崩���質敏���使得該�點之�險���到⾼�
�險之�度�我們採�加強�坡�定��強��險�理�措�因應������減輕

可�發⽣的��對該�點�成的損失；相較之下�共10��點不具�⽔�⼟⽯��⼭
崩���故��在��險���惟即使在��險之�況下���科技仍會定期檢討�

理措��並考��⼀步增強其建�結構之耐⽔性和�險�理����減少未來可�發

⽣之�險和損失�確�員⼯的��和財產之���

4.2.2 ⾃��點/�產實��險之�析結果

註1�RCP2.6、RCP4.5、RCP6.0�RCP8.5�境�析結果�為相同
註2�短期�中期�中⻑期�⻑期�別代表西元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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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科技⾃��點/�產�點實��險��計畫

�動檢討�每年針對所�⾃��產�⾏���險評估����險�理之⽬��

⾼�險廠�應�計畫�制定緊�應變���包括��計畫和物��救計畫��確�員⼯的

��和財產的���

設置�險提����建⽴�險提�����便在��頻率較⾼之�期���得�險�知和

相應之應對措��

短期 (1-3年)

中期 (5-10年)

⻑期 (>10年)

建⽴防洪���研�廠�之�理和⽔⽂�況�並建⽴�當的防洪���減少

�⽔��之影響�

加強建�耐⽔性�加強辦�室建�結構之耐⽔性��減少�⽔對建�物之損

壞�

重建或���點���坐�⾼�險之�點�考�重建或���點���免危險��的�

險�

永續發展計畫�制訂永續發展計畫�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源�約�減少�放和

�環再利⽤�⽅式��確�⻑期之經濟和環境�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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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科技供應�在 RCP2.6 �境下�險值

RCP 2.6
�險值��

因應措�
供應�

短期 中期 中⻑期 ⻑期

    ��險 正常合作 24 24 24 24

    ��險 正常合作 9 7 9 9

    中�險 正常合作�加強關注����危�度⾛向 1 2 0 1

    ⾼�險 
依產�性質⽽定�於合約������險相關�套

��約賠償制度�評估⻑期性專�合作的�在損失
0 1 1 0

合計 34

�析結果

註�短期�中期�中⻑期�⻑期�別代表西元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年

��科技之供應�在RCP2.6之�境
下�共計10家供應�具�⽔���其
中���險���點�量介於5⾄8�
之間�主�位於台�市���市�桃

�市��⽵�和台南市���對於短

期⾄⻑期�間尺度下之�險�平�供

應�可�會受到短��強���事件

的影響�但�在之�險相對較��

4.2.4 供應�實��險之�析結果

對於��險�域���科技建議供應�應加強防�措����加強�⽔���整�防

洪�堤���應對�端天�事件之發⽣�
       

相�之下�中�險��供應��量較少�介於2⾄5�之間�主�坐�於台�市�桃�
市��⽵�之�點�針對中�險之供應�建議加強防�措���強��域之�測和預

�����應對�端事件之發⽣�⾼�險��供應��量較少�介於0⾄1�之間�為
位於�⽵�之�點�因�該�域��更加�謹之�險評估和防�措���應對可�發

⽣之�端天�事件�建議該供應�實�更加積�的防�措����加強�⽔��和改

�建�物之結構���減少可�之斷�損失�其�24��點為��險���惟��於
��險��之�點���科技��每年檢討各供應�之�險�⾏�動式�整�

供應� RCP2.6 �境下實��險之�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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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科技供應�在RCP4.5�境下�險值

RCP 4.5
�險值��

因應措�
供應�

短期 中期 中⻑期 ⻑期

    ��險 正常合作 24 24 24 24

    ��險 正常合作 9 8 5 8

    中�險 正常合作�加強關注����危�度⾛向 0 2 5 2

    ⾼�險 
依產�性質⽽定�於合約������險相關�套

��約賠償制度�評估⻑期性專�合作的�在損失
1 0 0 0

合計 34

�析結果

註�短期�中期�中⻑期�⻑期�別代表西元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年

��科技之供應�在RCP4.5之�境
下�共計10家供應�具�⽔���其
中���險���點�量介於5⾄8�
之間�主�位於台�市���市�桃

�市��⽵�和台南市���對於短

期⾄⻑期�間尺度下之�險�平�供

應�可�會受到短��強���事件

的影響�但�在之�險相對較��

對於��險�域���科技建議供應�應加強防�措����加強�⽔���整�防

洪�堤���應對�端天�事件之發⽣� 

相�之下�中�險��供應��量較少�介於2⾄5�之間�主�坐�於台�市�桃�
市��⽵�之�點�針對中�險之供應�建議加強防�措���強��域之�測和預

�����應對�端事件之發⽣�⾼�險��供應��量較少�介於0⾄1�之間�為
位於�⽵�之�點�因�該�域供應���更加�謹之�險評估和防�措���應對

可�發⽣之�端天�事件�建議該供應�實�更加積�的防�措����加強�⽔�

�和改�建�物之結構���減少可�之斷�損失�其�24��點為��險���惟
��於��險��之�點���科技��每年檢討各供應�之�險�⾏�動式�整�

供應� RCP4.5 �境下實��險之�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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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技供應�在RCP6.0�境下�險值

RCP 6.0
�險值��

因應措�
供應�

短期 中期 中⻑期 ⻑期

    ��險 正常合作 24 24 24 24

    ��險 正常合作 9 9 8 7

    中�險 正常合作�加強關注����危�度⾛向 0 1 2 2

    ⾼�險 
依產�性質⽽定�於合約������險相關�套

��約賠償制度�評估⻑期性專�合作的�在損失
1 0 0 1

合計 34

�析結果

註�短期�中期�中⻑期�⻑期�別代表西元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年

��科技之供應�在RCP6.0之�境
下�共計10家供應�具�⽔���其
中���險���點�量介於7⾄9�
之間�主�位於台�市���市�桃

�市��⽵�和台南市���對於短

期⾄⻑期�間尺度下之�險�平�供

應�可�會受到短��強���事件

之影響�但�在之�險相對較��

對於��險�域���科技建議供應�應加強防�措����加強�⽔���整�防

洪�堤���應對�端天�事件之發⽣�
 

相�之下�中�險��供應��量較少�介於0⾄2�之間�主�坐�於台�市�桃�
市��⽵�之�點�針對中�險之供應�建議加強防�措���強��域之�測和預

�����應對�端事件之發⽣�⾼�險��供應��量較少�介於0⾄1�之間�為
位於�⽵�之�點�因�該�域��更加�謹之�險評估和防�措���應對可�發

⽣之�端天�事件�建議該供應�實�更加積�的防�措����加強�⽔��和改

�建�物之結構���減少可�之斷�損失�其�24��點為��險���惟��於
��險��之�點���科技��每年檢討各供應�之�險�⾏�動式�整�

供應� RCP6.0 �境下實��險之�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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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科技供應�在RCP8.5�境下�險值

RCP 8.5
�險值��

因應措�
供應�

短期 中期 中⻑期 ⻑期

    ��險 正常合作 24 24 24 24

    ��險 正常合作 8 8 7 7

    中�險 正常合作�加強關注����危�度⾛向 1 2 3 3

    ⾼�險 
依產�性質⽽定�於合約������險相關�套

��約賠償制度�評估⻑期性專�合作的�在損失
1 0 0 0

合計 34

�析結果

註�短期�中期�中⻑期�⻑期�別代表西元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年

��科技之供應�在RCP8.5之�境
下�共計10家供應�具�⽔���其
中���險���點�量介於7⾄8�
之間�主�位於台�市���市�桃

�市��⽵�和台南市���對於短

期⾄⻑期�間尺度下的�險�平�供

應�可�會受到短��強���事件

之影響�但�在之�險相對較��

對於��險之�點���科技建議供應�建議加強防�措����加強�⽔���整

�防洪�堤���應對�端天�事件之發⽣� 

相�之下�中�險��供應��量較少�介於1⾄3�之間�主�坐�於台�市�桃�
市��⽵�之�點�針對中�險之供應�建議加強防�措���強��域之�測和預

�����應對�端事件之發⽣�⾼�險��供應��量較少�介於0⾄1�之間�為
位於�⽵�之�點�因�該供應���更加�謹之�險評估和防�措���應對可�

發⽣之�端天�事件�建議該供應�實�更加積�的防�措����加強�⽔��和

改�建�物之結構���減少可�之斷�損失�其�24��點為��險���惟��
於��險��之�點���科技��每年檢討各供應�之�險�⾏�動式�整�

供應� RCP8.5 �境下實��險之�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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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科技供應�實��險��計畫

�動檢討�每年針對��科技所�供應��⾏���險評估����險�理之⽬��

應�計畫�制定緊�應變���確�供應不中斷�

設置�險提����建⽴�險提�����便在�險出現����得�險�知和相應之應

對措��

短期 (1-3年)

中期 (5-10年)

⻑期 (>10年)

建議供應�建⽴防洪��或加強建�耐⽔性�

�援供應�計劃

建議供應�重建或���點�

�援供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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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科技�⼒於產品�服�研發���積�佈局永續產品�為客戶提供��產品的�擇

並實現��效益���為�軌國�減�路徑�減�⽬�於2023年1⽉��SBTi�核�為
�步�成減�⽬���製�為主打���⽣產��球再⽣�源使⽤率�27.73%；同��
由��理平台的����⼿供應�上下游�建置����理�評估供應�減�的成熟

度�制定相關訓練計劃提升減��⼒���永續供應�的建⽴�協同供應�⼀同為環境

共�正⾯效益�

 產品�服�研發��
��科技的產品服��正是推

動各種�位願景成真的動⼒�

同�⽤��的⽅式來確��在

推動�位發展的同��兼�環

境的永續發展��到對社會環

境的關懷�共�的⽬��

布局永續產品

��產品設計�驗證�⽣命�期�

理�����省�效率��⽤���

再⽣物��減少環境�規劃易���

可回收的產品�性���產品⽣命�

期對環境的影響�

 ��變���源�理打���⽣產

 永續供應��理
�⼿供應�上下游�建置��

��理�評估供應�減�的成

熟度�制定相關訓練計劃提升

減��⼒�推動永續供應��

�同共��

評估��變�的�會��險；�定溫室�

�減量��源�理計劃����設計��

製�規劃�減少溫室���放�

本�司依�SBTi減�路徑計作為計�推估��減緩和��的相關����2021年為基
準�每年�疇 1+2�放量絕對減量 2.5%� 2031年�疇 1+2減少 25%��疇 3減少
12.3%�除�之����科技亦��在2030年再⽣�源使⽤量�30%�2022年�球再
⽣�源使⽤率為27.73%��成率92.43%。2023年��科技更�⼀步設定2030年百�
之百再⽣�源使⽤���2040年淨��放兩⼤⻑期⽬��

5.1 溫室���放���⽬�

�疇別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疇1   33.9434   44.0779   361.1265   1,186.6308

�疇2
  ��基準   3,689.3964   5,913.0248   14,785.6430   25,961.5777

  市場基準   -   -   -   19,170.5147

�疇1+2�計
  ��基準    3,723.3398    5,957.1027   15,146.7695   27,148.2085 

  市場基準   -    -   -   20,357.1455 

單位�收�放量

 (噸 CO e/NTD億元)
  ��基準   2.28 3.19   7.86   9.27

  市場基準   -   -   -   6.95

溫室���放量�計表

24

       �⾔ 治理�構��責 �險�略�評估 �境�析 ���⽬� 附�

單位�噸CO e2

2



墨西哥⼦�司2019年02⽉14⽇成⽴�於2021年下半年��功��⼤為具⽣產製�功
��為對⿑�放�界�採經濟����⽅式��2019年⾄2021年墨西哥⼦�司年度�放
���單位產量�放量��三個年度為0.012�為積�實現減�⽬��2022年����
採購�使單位產量�放量下�⾄0.009。 

�年溫室���放量�計表(�整�放�界)

�疇別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疇1 733.6264 1,127.6788 1,115.9605    1,186.6308

�疇2
  ��基準 14,649.8611 17,464.5190 23,581.8583    25,961.5777

  市場基準   -   -   -   19,170.5147

�疇1+2�計
  ��基準 15,383.4875 18,592.1978 24,697.8188    27,148.2085 

  市場基準   -    -   -   20,357.1455 

單位產量�放量
 (噸 CO e/單位產量PCS)

  ��基準 0.036 0.012 0.012 0.012 

  市場基準   -   -   - 0.009

�疇三主��放源為購買的產品和服���售出產品的使⽤���續強�供應��理�
�供應�議合減�⽬�實現減�路徑�並�客戶合作開發具�環境效益之產品��續提
⾼產品�源效率�

�年溫室���疇三�放量

  �疇3 �放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購買的產品和服�* 4.04 14.95 1,848,446.65 1,408,286.77

�本產品*   -    - 4,306.39 133,171.11 

���和�源�關的活動* 348.82 1,266.25 1,306.64 1,656.48 

上游的��和��*   -   -  393.96 1,084.20 

��中產⽣的廢物 1.05  17.18 8.25  3.63 

��旅⾏ 492.64 30.84 13.36  144.34 

員⼯�勤* - - 3,433.37 5,335.03

上游租��產 - - (註1) (註1)

下游��和��* - - 13,115.94  5,735.47

售出產品的加⼯* - - 1,526.51  1,769.36

售出產品的使⽤* - - 2,310,467.87 2,588,632.28

售出產品的�終�理* - -  13,093.07 21,016.04

下游租��產 - -   (註2)   (註2)

�許經� - -   (註2)   (註2)

投�* - -   91.01 238.94

合計 846.55 1,329.22 4,196,203.02 4,167,073.65

註�*未���證/當年度�證�圍未完整�
註1�已計�在�疇1��疇2中�因�不重�計��
註2�未�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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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部辦�室C8F冰⽔主�汰�
�型往�式主�2021年�⽤�度� 166,480 kWh
�型磁浮�主�2022年�⽤�度� 129,040 kWh
年��共計37,440 kWh

37,440 19.06

2022年實⾏之��減�措�經估�每年可�省528,067度�⼒使⽤�同�減少約�台幣
184�的�費⽀出�相當於減少268.79噸CO e�放量���科技��續提⾼設�效率�
使�源�效利⽤�

5.2 ��減�措�

台����部�櫃整合測試實驗室�⾃���⽅式��溫度

⾃���PUE 1.41
傳���PUE 1.77
年��共計303,888 kWh

303,888 154.68

 MAU��  MAU出�溫度由15℃→14℃減少MAU加�器⽤�量
MAU加�器出�溫度��15℃→14℃
實測��預估年�省=103,494.3 kWh / 年 103,494 52.68

MAU冰⽔��  MAU出�濕度由75%→85%減少MAU冰⽔⽤量
MAU�路��量158CMH
當MAU出�濕度由75%�⾄85%,預估可��省�量5%
預估可�省冰⽔57,259CMH
���⼒83,245 kWh

83,245 42.37

��度�

(kWh/年)
減少溫室���放量

(噸CO 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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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對��相關�險��會的�督 2.1 �事會參���理�層之�責 4

�理�層在評估��理��相關�險��會之⾓⾊ 2.1 �事會參���理�層之�責 4

��組織依��略��險�理���⾏評估��相關�

險��會的��
5.1 溫室���放���⽬�     24

���疇1��疇2��疇3（��⽤）溫室���放和
相關�險

5.1 溫室���放���⽬�     24

組織在�理��相關�險��會之⽬�����實相關

⽬�之表現

5.1 溫室���放���⽬�    
 5.2 ��減�措�

24
26

��相關�險的�別和評估�� 3.2 �險評估��理 5

�理��相關�險的�� 3.2 �險評估��理 5

��相關�險�別�評估和�理的���何�現��險

�理制度整合

3.1 �險�略�規劃 
3.2 �險評估��理

5

�別出之短�中�⻑期的��相關�險��會 3.1 �險�略�規劃 5

����略�財�規劃上���相關�險��會所產⽣

的衝擊
3.2 �險評估��理 5

���境�析(包括2˚C或更��的�境) 
4.1 轉型�險�境�析�評估
4.2 實��險�境�析�評估

8
16

治理

附� - TCFD對照表

�略

�險�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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