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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110年度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坊」
解析如何採用TCFD與SASB符合我國揭露要求

Presenter: 蘇怡禎 Alicia Su / TCFD產品經理
Date: September 6, 2021

SGS 知識及管理事業群 Knowledge 

YOUR SUSTAINABLE SUCCESS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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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法規要求
1. 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營業細則》第47條/證券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11條

2. 修正《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條

3. 新增《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及相關問答集

必須編製與申報者：

- 食品工業

- 餐飲收入占總營收比率達50%以上

- 金融保險業

- 化學工業

- 股本達新台幣5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
公司

*同㇐集團內各公司應各別發布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

遵循指南：

GRI standards 準則

- 核心 (最低要求)

- 全面遵循

第三方確信：

- 必須取得會計師確信者：
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總營收比率
達50%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其餘公
司得自願取得第三方確認、確信或
保證

上市公司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但最近㇐年未編製或未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發布之準則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或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經會計師依照前項準則出具意見書者，得延至九月三十日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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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金管會於2020年1月參
考國際TCFD建議內容，
公告實施要求台灣企業
於編撰永續報告書時，
應揭露氣候相關財務風
險資訊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工作坊(1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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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2021~2023年)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 https://cgc.twse.com.tw/front/aboutCorp21t23

五大推動主軸
39項具體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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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主軸二、提高資訊透明度，促進永續經營
㇐、強化上市櫃公司ESG 資訊揭露

資料來源：公司治理藍圖3.0-永續發展藍圖-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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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八屆公司治理評鑑-與GHG/TCFD相關指標
(2021/1/1~2021/12/31)

資料來源： http://www.sfi.org.tw/cga/cga1

 若公司取得過去2年GHG驗證，並有相關管理政策，則可得3.625分!

 若公司評估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並採取因應措施，則可多得1分!

編號 評鑑指標 題型 揭露要求 揭露位置

4.11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用
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

A+
(1.3125+1分)

若過去兩年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用水量或廢棄物總重量取得外部
驗證者，則總分另加㇐分。

以公司網站、年報、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公
開資訊觀測站\公司治
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
資訊\溫室氣體排放及
減量資訊，為評鑑資訊
依據。

4.12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
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
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
策？

A+
(1.3125+1分)

若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
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
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則總分
另加㇐分。

以公司網站、年報\附
表「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及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或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為評
鑑資訊依據。

A＋題型（分級給分題）計分方式：

符合基本得分要件可於構面內計分，
若符合指標說明所列之進階加分要
件，則總分另加㇐分。



7

108~110年度第六~八屆公司治理評鑑-與TCFD相關指標

資料來源： http://www.sfi.org.tw/cga/cga1

 已連續三屆將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議題納為額外加分題

編號 評鑑指標 題
型 揭露要求

第六屆 4.12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
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策？ A+

若將氣候變遷議題訂入風險管理
程序，則總分另加㇐分。

第七屆 4.12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
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策？ A+

若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
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
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則總分
另加㇐分。

第八屆 4.12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
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策？ A+

若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
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
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則總分
另加㇐分。

A＋題型（分級給分題）計分方式：

符合基本得分要件可於構面內計分，
若符合指標說明所列之進階加分要
件，則總分另加㇐分。



8資料來源：2021臺灣暨亞洲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

歷年研究之永續報告出版數量(單位:本)

2020年臺灣出版永續報告之企業/組織市場類別(共601家)

臺灣永續報告書出版現況



9資料來源：2021臺灣暨亞洲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

歷年自願性出版永續報告比例

 315家企業為法令強制要求出版永續報告
，自願性出版永續報告企業家數有286家
，占總體47.6% ,較前㇐年微幅成⾧3.5%

 2020年資本額20-50億上市櫃企業(259家)其中107家已
經出版報告書(41.3%)。107家中扣除因產業特性提早被
強制規範出版的32家，目前有75家企業自願出版報告書
占該資本額區間企業總家數29%，較前㇐年提高3.8%

 預計未來兩年內符合該資本額區間卻尚未出版的152家企
業也會陸續機入編制永續報告行列，以符合金管會將在
2023年實施的新法令。

臺灣永續報告書出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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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資料來源：2021臺灣暨亞洲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



TCFD 氣候變遷相關財務資訊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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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相關財務資訊揭露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工作小組

2015年由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

所成立

 TCFD任務：擬定㇐套具㇐致性

的自願性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

建議，協助投資者與決策者瞭解

組織重大風險，可更準確評估氣

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

 2017年6月由國際金融穩定委員

會(FSB) 主導完成氣候相關財務

資訊揭露建議書並公布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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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的建議、建議揭露事項與指引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

特定產業
補充指引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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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資訊揭露建議和11項建議揭露事項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15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建議揭露事項和補充建議-治理 (2項)



16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建議揭露事項和補充建議-風險管理 (3項)



17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建議揭露事項和補充建議-策略 (3項)



18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建議揭露事項和補充建議-策略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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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揭露事項和補
充建議-指標和目標
(3項)

資料來源：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所有產業
通用指引



20資料來源：https://www.tcfdhub.org/

特定產業補充指引 特定產業
補充指引



21資料來源：https://www.tcfdhub.org/strategy/

特定產業
補充指引

金
融
部
門

11+
19=

30

項

非
金
融
部
門

11+
12=

23

項

特定產業補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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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過2,300個機構支持TCFD

資料來源：https://www.fsb-tcfd.org/tcfd-supporters/

統計至2021.8

資料來源：https://www.fsb-tcfd.org/tcfd-supporters/

 近年來最關鍵的變化是企業
ESG相關揭露的增加。促使投
資人可以提高將重大ESG因素
那入其投資分配分析的能力

 截至 2020 年年中，超過 1000 

家中國 A 股上市公司發布了
ESG 報告，高於 2009 年的
371 家。超過 90% 的標準普爾
500 指數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報
告

 依據全球報告倡議(GRI)資訊顯
示有 30,000 多份全球永續發展
報告依循GRI準則發布。其中
有超過 1,500 家公司支持
TCFD，其中 42% 的市值超過
100 億美元的公司揭露了TCFD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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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58個機構支持TCFD

資料來源：https://www.fsb-tcfd.org/tcfd-supporters/

 截至2021年8月中，全

球有超過2,300家企業機

構簽署支持TCFD建議書

，其中58個是台灣機構

 全球支持TCFD企業的家

數成⾧甚快速

年度 金融保險產業 電子科技產業 傳統產業 服務產業 其他

2017
(1家)

玉山金控

2018
(11家)

國泰金控/中華開發
南山人壽/台新金控

日月光/華碩
台達電/光寶

高齊能源 中華航空
中華電信

2019
(5家)

中國人壽/富邦金控
台新金控

台積電 台灣水泥

2020
(21家)

中租控股/中國信託
第㇐金控/兆豐金控
元大金控/合庫

友達/力成
聯電/康舒
中強光電
住華科技
美律電子

李⾧榮化工
中鋼
台聚
東元電機
振鋒

遠東新世紀
⾧榮海運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

2021
(19家)

Mazars/裕融企業
王道銀行/永豐金控
上海商業銀行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彰化銀行/京城商銀

南亞科技
群光電能
群光電子

東和鋼鐵
佳典管理顧問
正隆
中國合成橡膠

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服
務
JYG
信義房屋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

合計 22 15 11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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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績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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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核報告審查

上市公司編
製與申報企
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作業

辦法

TCFD 氣候
相關財務揭

露建議

績效評核查核表

現場評估蒐集資訊

TCFD
績效評核證書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CFD績效評核-執行作業流程

公司治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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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前置作業 執行績效評核 評核意見書

第㇐階段-初評 (on-site)
• 確認評估範疇(標的)、時間軸(10年/ 20年...)、方法學
• 確認與TCFD相關各流程之 「文件清單」
• 釐清及確認參與TCFD專案之單位-管理機制

第二階段-文件審查 (off-site)
• 文件審查
• 績效評核行程安排

申請評核

協議與報價

簽約

背景調查
提供文件

第三階段-現場績效評核 (on-site)
• 人員訪談 / 討論
• 執行有效性確認

內部評核報告
評核意見

SGS技術審查

核發評核意見書

TCFD績效評核-執行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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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績效評核-重點

管理運作實務

治理組織

政策/策略/目標制定流程

鑑別氣候風險/機會方法

風險管理/情境分析/財務影響

揭露文件

永續報告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年報/ 財報/ 官網

獨立TCFD報告書

其他公開資訊/ 文件

• 組織架構圖

• 程序文件

•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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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資訊揭露品質要求-7大原則

 原則1: 揭露相關的資訊 (相關性)

 原則2: 揭露的資訊應具體且完整 (完整性)

 原則3: 揭露的資訊應清晰、平衡且易理解 (清晰/平衡/易理解)

 原則4: 揭露的資訊應具有連貫性 (連貫性/㇐致性)

 原則5: 組織間，同㇐產業、行業或投資組合揭露的資訊應具可比較性

 原則6: 揭露資訊應客觀、可靠且可被查證。

 原則7: 揭露的資訊應具時效性

揭露文件

永續報告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年報/ 財報/ 官網

獨立TCFD報告書

其他公開資訊/ 文件

資料來源： 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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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 董事會參與及監

督方式

• 管理階層評估氣

候相關風險機會

的作為 (風管委員

會..CSR委員會…)

策略

• 氣候相關風險機

會鑑別流程/紀錄/

重大性矩陣(決定

機會/風險可能會

帶來財務影響的

流程)

• 鑑別氣候議題對

組織財務規劃影

響的過程與使用

到之氣候情境

風險管理

• 風險鑑別的流程，

包括各部門、單

㇐部門

• 決定顯著性風險

的流程

• 如何管理/如何整

合至組織風險管

理

指標和目標

• 針對重大性氣候

議題組織考量及

描述相關績效是

否已被納入薪酬

政策

• 溫室氣體盤查

• 管理氣候風險的

目標方法…

[重點] 管理運作實務 PDCA

管理運作實務

治理組織

政策/策略/目標制定流程

鑑別氣候風險/機會方法

風險管理/情境分析/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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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資訊
組織尚未或正在建立相關管理制度

標竿者 Pioneer

實踐者 Practitioner

探索者 Explorer

揭露等級
Disclosure

管理等級
Management

評核重點 : 四項建議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和目標

揭露資訊+
管理制度落實程度

TCFD績效評核-分級

評核重點 : 七項原則
 相關性
 完整性
 清晰/平衡/易理解
 連貫性/㇐致性

 可比較性
 可靠性
 時效性



SASB 永續會計準則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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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計準則 (SASB 準則)

 發行單位：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2011年成立於舊金山)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

 準則發布：2018年

 制定準則核心成員：

 資產公司：富蘭克林坦伯頓、富達

 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利、高盛…等

 涵蓋環境、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商業模式與創新、領導力與公司治理等5大面向，鑑別出各
產業之實質性議題，並提供可量化的評估指標

 目的：藉由制定更全面、完整，且質化與量化並行的永續資訊揭露標準，結合ESG各面向指標，
滿足投資者的資訊需求，同時利於企業更全面地展現⾧期績效與價值。

 提供”投資人”依據企業的永續表現，做出更好的投資組合

 要求：企業在氣候變遷的考量下，揭露其與至為相關的財務數字
投
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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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面向 (26項ESG子議題)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standards-overview/materiality-map/

The SASB identified sustainability topics from a set of 26 broadly relevant sustainability issues
organized under these five sustainability dimensions.

環境
6個議題

領導與公司治理
5個議題

商業模式和創新
5個議題

社會資本
7個議題

人力資本
3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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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特性

 可依特定產業進行揭露

SASB針對11個產業別、77項行業別，以對企業有⾧期
影響的永續面向，制定了㇐套永續性會計準則，並且
對應著該產業的經濟活動。

 擁有可比較性

SASB重視量化資訊 (占75%)，同時準則亦包含質化資
料。

消費性產品
Consumer Goods

採礦和礦物加工業
Extractives & Minerals Processing

金融業
Financials

食品業
Food & Beverage

保健
Health Care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可再生資源與替代能源
Renewable Resources & Alternative Energy 

1

2

3

4

5

6

7

資源轉型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服務業
Services

技術與通訊業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s 

運輸業
Transportation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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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揭露方式

揭露方式 國際企業揭露範例

ESG報告書
CSR報告書

於報告書中參考／採用SASB準則
美國運動品牌 Nike

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財報 於財務報告中納入SASB重大議題 波士頓房地產（Boston Properties）

SASB報告書 獨立製作㇐份SASB報告
福特汽車
美國保險公司 Travelers

官方網站
CSR網頁

於網頁中運用或依據SASB準則進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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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或採用SASB準則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company-use/sasb-reporters/



37

參考或採用SASB準則

 截至2021年8月底

(列於SASB官方網站中)

 全球已有1,714家企業採用
SASB準則

 台灣已有17家企業採用SASB準
則進行資訊揭露 (20本報告書,

含2019及2020年CSR)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company-use/sasb-reporters/



特定產業揭露-11個產業、77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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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地圖索引」（Materiality Map）

資料來源：https://materiality.sasb.org/

11個產業別

產業別

行業別

顏色越深代表重大性越高
Ex：深灰色表示此議題影響該產
業超過50%的行業

 企業可依據自身狀況擇定產業類別，若組織規模較大、隸屬於跨產業/行業者，則SASB也建議企業可跨行業進行指標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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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金融業 Financials- 7個次級行業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find-your-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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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金融業 Financials- 7個次級行業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find-your-industry/

Sustainabl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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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技術與通訊業- 6個次級行業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s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find-your-industry/

 Categorized pursuant to SASB’s Sustainabl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ICS).

電信服務

半導體

電子製造服務與
原始設計製造

互聯網媒體與服務

硬體

軟體與I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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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技術與通訊業- 6個次級行業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s 

共涉及14個議題
• 環境：4

• 社會資本：2

• 人力資本：3

• 商業模式和創新：3

• 治理：2

電信服務半導體電子製造服務與
原始設計製造

互聯網媒體
與服務硬體

軟體與
I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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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資源轉型- 5個次級行業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find-your-industry/

 Categorized pursuant to SASB’s Sustainabl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ICS).

化學品

航太與國防

電機電子設備

工業機械設備與產品

容器與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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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涉及15個議題
• 環境：5

• 社會資本：3

• 人力資本：1

• 商業模式和創新：3

• 治理：3

化學品航太與國防 電機電子設備
工業機械設
備與產品容器與包裝

[產業釋例] 資源轉型- 5個次級行業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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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採礦和礦物加工業- 8個次級行業
Extractives & Minerals Processing

資料來源：https://www.sasb.org/find-your-industry/

 Categorized pursuant to SASB’s Sustainabl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SICS).

煤

建築
材料

金樹和採礦

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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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釋例] 採礦和礦物加工業- 8個次級行業
Extractives & Minerals Processing

共涉及16個議題
• 環境：6

• 社會資本：1

• 人力資本：2

• 商業模式和創新：3

• 治理：4



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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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2.0 Standards Conformance 標準符合性

• The term “shall” is used throughout the SASB standards to indicate those
elements that reflect requirements of the standards. 應

• The term “should” is used to indicate guidance, which although not required, 
provides a recommended approac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宜

• The term “may” is also used to indicate guidance that is not required, but
provides an optional approac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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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2.2 Omissions and Modifications 省略和修改

SASB認為，向投資者進行財務上重要的永續性訊息的標準化揭露是㇐個相對較新
的實踐領域，對於某些實體而言，某些Accounting metrics(會計指標)可能無法在近
期內揭露。

SASB鼓勵實體使用準則來指導投資者的揭露資訊 ，即使在某些揭露主題和/或相
關指標必須被省略和/或修改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 An entity that omits one or more disclosure topics and/or accounting metrics 
should disclose the omission(s), as well as the rationale for the omission(s). 
For example, if a disclosure topic does not apply to an entity’s business model, 
the entity should disclose that the topic and its associated metrics were 
omitted based on the lack of applicability.

• If an entity believes it necessary to modify a metric, the entity shall disclose 
the fact that the metric was changed, as well as the rationale for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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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3.0 Reporting Boundaries 報導邊界

• The reporting boundaries for disclosures that conform with the SASB 
standards shall include all parent and subordinate entities that are 
consolidated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purposes. 合併財務報表所包含之實體

• Disclosures for consolidated entities shall not be adjusted for minority interests.

• Unconsolidated entities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reporting boundaries. 

• However, the entity should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unconsolidated entitie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entity considers such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one or more SASB disclosure topics on the entity’s 
financial condition or oper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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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4.0 Reporting Format 報導格式

4.1 Use of Financial Data

• 如果SASB準則中的Accounting metrics(會計指標)或Activity metrics(活動指標)包含財務數據，
則此類財務數據應與實體財務報表中報告的相應財務數據㇐致。

4.2 Activity Metrics and Normalization

• SASB認為”標準化績效數據”對於根據SASB準則進行的揭露分析非常重要。

• 因此，SASB行業準則包含旨在幫助進行準確評估和報告可比性的活動指標。

4.3 Units of Measure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報告應採用國際單位制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units))。

• 當報告貨幣被指定為計量單位時，實體應使用其在財務報表中所使用的貨別。

4.6 Reporting Period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報告期間應與實體的會計年度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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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Standards Application Guidance

5.0 Governance, Internal Control, and Assurance

向投資者揭露之資訊應準確可靠。因此，報告實體應圍繞開發和揭露永續性資訊來設計、實施
和維護治理系統，該系統與財務報告所使用的資訊基本相似。

此外，如果實體選擇尋求第三方保證，則SASB準則旨在作為適當標準的基礎。

在揭露與準則所確定的揭露主題相關的訊息時，企業應酌情考慮包括對必要因素的敘述性描述，
以確保報告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和可比性。這樣的描述可以為定量訊息提供背景。

敘述性描述可能包括以下內容的討論：

• 實體圍繞與該主題相關的風險和機會的治理，包括董事會對管理層的評估以及管理層在評估和管理此類風險和

機會中的作用。

• 實體在短期，中期和⾧期內針對與主題相關的風險和機會對組織的業務、策略和財務計劃的實際和潛在影響的

策略方法。

• 實體識別、評估和管理與主題相關的風險的流程，以及如何將這些風險整合到實體的整體風險管理流程中。

• 實體使用度量或目標來評估和管理與主題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行業準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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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架構

1. 揭露主題 (Disclosure topics)：

合理可能構成重要信息的㇐組特定於行業的揭露主題，並簡要說明每個主題的管理
或管理不當會如何影響價值創造

2. 會計指標 (Accounting metrics)：

㇐組定量和/或定性的會計指標，旨在衡量每個主題的績效

3. 技術協議 (Technical protocols)：

每個會計指標都附有技術協議，該協議提供有關定義、範圍、實施、彙編和表示的
指南，所有這些旨在構成第三方保證的合適標準

4. 活動指標 (Activity metrics)：

㇐組量化公司業務規模的指標，旨在與會計指標結合使用以標準化數據並促進比較

Table 1

Table 1

Table 2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s 技術與通訊業
Semi-conductor 半導體

TC-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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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通訊業- 6個次級行業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s 

能源管理
水和放流水管理
廢棄物和有害物質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員工參與、多元化與包容性
產品設計與生命週期管理

半導體業共涉及9個議題
• 環境：4

• 社會資本：0

• 人力資本：2

• 商業模式和創新：2

• 治理：1

電信服務

物料採購與效率

反競爭

GHG排放

半導體電子製造服務與
原始設計製造

互聯網媒體
與服務硬體

軟體與
I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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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架構

1. 揭露主題 (Disclosure topics)：

合理可能構成重要信息的㇐組特定於行業的揭露主題，並簡要說明每個主題的管理
或管理不當會如何影響價值創造

2. 會計指標 (Accounting metrics)：

㇐組定量和/或定性的會計指標，旨在衡量每個主題的績效

3. 技術協議 (Technical protocols)：

每個會計指標都附有技術協議，該協議提供有關定義、範圍、實施、彙編和表示的
指南，所有這些旨在構成第三方保證的合適標準

4. 活動指標 (Activity metrics)：

㇐組量化公司業務規模的指標，旨在與會計指標結合使用以標準化數據並促進比較

Table 1

Table 1

Table 2



59

TC-SC

GHG排放

製造能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

廢棄物管理

職業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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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C

招聘和管理全球
的勞動力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物料
採購

智慧財產權保
護與競爭行為 5揭露應包括有關減少這些物質使用的努力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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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架構

1. 揭露主題(Disclosure topics)：

合理可能構成重要信息的㇐組特定於行業的揭露主題，並簡要說明每個主題的管理
或管理不當會如何影響價值創造

2. 會計指標 (Accounting metrics)：

㇐組定量和/或定性的會計指標，旨在衡量每個主題的績效

3. 技術協議 (Technical protocols)：

每個會計指標都附有技術協議，該協議提供有關定義、範圍、實施、彙編和表示的
指南，所有這些旨在構成第三方保證的合適標準

4. 活動指標 (Activity metrics)：

㇐組量化公司業務規模的指標，旨在與會計指標結合使用以標準化數據並促進比較

Table 1

Table 1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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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C

總產量

自有設施的生產百分比 (%)

對於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應按單位報告總產量。

對於半導體元件製造商，應報告與”國際SEMATECH製造計劃的《半導體關鍵環境性能指標指南，技術轉讓》＃09125069A-ENG一致”的總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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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架構

1. 揭露主題(Disclosure topics)：

合理可能構成重要信息的㇐組特定於行業的揭露主題，並簡要說明每個主題的管理
或管理不當會如何影響價值創造

2. 會計指標 (Accounting metrics)：

㇐組定量和/或定性的會計指標，旨在衡量每個主題的績效

3. 技術協議 (Technical protocols)：

每個會計指標都附有技術協議，該協議提供有關定義、範圍、實施、彙編和表示的
指南，所有這些旨在構成第三方保證的合適標準

4. 活動指標 (Activity metrics)：

㇐組量化公司業務規模的指標，旨在與會計指標結合使用以標準化數據並促進比較

Table 1

Table 1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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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rotocol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C-SC-110A.1.

1. The entity shall disclose its (1) gross global Scope 1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to the atmosphere of the 

seven GHGs covered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and NF3. 需含7種GHG

1.1 Emissions of all GHGs shall be consolidated and disclosed in metric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s 

(CO2-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shed 100-year time horizon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values. To date, the preferred source for GWP values is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2014). 

1.2 Gross emissions are GHGs emitted into the atmosphere before accounting for offsets, credits, or other 

similar mechanisms that have reduced or compensated for emissions. 未計入抵換、額度...

2. The entity shall disclose its (2) gross global Scope 1 GHG emissions, in metric tons of CO2-e, originated from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排放量計算,單位 ton CO2e

3. Scope 1 emissions are defined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ology contained in 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GHG Protocol), Revised Edition, 

March 2004, published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 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RI/WB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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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rotocol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C-SC-110A.1.

3.1 Acceptable calculation methodologies include those that conform to the GHG Protocol as the base 

reference, but provide additional guidance, such as industry- or region-specific guidance. Exampl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3.1.1 GHG Reporting Guidance for the Aerospace Industry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Aerospace Environmental Group (IAEG)

3.1.2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Guidance: Direct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Combustion Sources published by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3.1.3 India GHG Inventory Program

3.1.4 ISO 14064-1

3.1.5 Petroleum Industry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GHG emissions, 2nd edition, 2011, published by IPIECA

3.1.6 Protocol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published by Entreprises

pour l’Environnement (EpE)

3.2 GHG emissions data shall be consolidated and 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approach with which the entity 

consolidates its financial reporting data, which is generally aligned with the “financial control” approach 

defined by the GHG Protocol, and the approach published by the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described in REQ-07, “Organisational boundary,” of the CDSB Framework for report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natural capital and associated business impacts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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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GS 知識與管理事業群

蘇怡禎 Alicia Su/ TCFD 產品經理

Alicia.su@sgs.com

(02)2299-3279

www.sg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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