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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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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氣候變遷該如何治理

GRI –重大議題與管理方針

DJSI –國際投資者看的是什麼

TCFD –風險與機會的財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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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8全球三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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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

2017



臺灣氣候變遷績效指數全球倒數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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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watch,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18.



臺灣氣候變遷風險指數全球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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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watch, 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2018.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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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問題 風險評估 方法學 情境要求

1988
~

1992
氣候變遷是問題嗎？

確認範圍
風險鑑別

敏感度分析
主要氣候變數的
增量情境

1988
~

2001

未管理的氣候變遷
會有什麼衝擊？

風險分析 衝擊分析
全球和區域範圍
內多個變數的氣
候模型情境

1995
~

2007

如何有效地
適應氣候變遷？

風險評價
風險與
脆弱度評估

多變數模型
整合情境

2001
~
今

哪種調適方式
最為有效？

風險處置
風險管理
進行調適

氣候與其他驅動
力的動態情境

2007
~
今

看到哪些效益？ 實施與監測
實施、監測
與檢視

透過觀測與學習
的進階情境

Jones R.N. and Preston B.L., Adapt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2011.

調適出現

考量利害關係人

發展大量分析方法

納入減量

調適+減量



企業執行調適的效益

提升營運與競爭優勢

提升整體效率並降低營運成本

協助企業做長期的風險管理

保護價值鏈
確保價值鏈不被氣候變遷影響到
企業的營運

建立企業品牌
協助社會進行調適有利於企業品
牌建立

新的商業機會
企業驅動新的科技研發與創新服
務解決氣候變遷，可望為企業帶
來新的商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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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C et al., The Business Case for Responsible Corporate Adaptation: Strengthening Private Sector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2015.



調適可能遇到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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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落差與風險不確定性：
➢ 缺乏對風險的意識
➢ 難以獲得相關數據
➢ 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
➢ 缺乏指引或方法學

政策法規與社會文化：
➢ 政策與法規的矛盾
➢ 社會文化不鼓勵調
適

企業長期規劃的整合挑戰：
➢ 氣候變遷是長期的風險
➢ 調適效益被認為太遙遠

缺乏調適行動的獎勵：
➢ 難以量測與量化企業
調適的效益

➢ 缺乏獎勵措施
➢ 缺乏投資公共建設的
獎勵

資金獲得具有難度：
➢ 長期的韌性計畫難以獲得資本
➢ 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資本
➢ 氣候融資的不確定性

UNGC et al., The Business Case for Responsible Corporate Adaptation: Strengthening Private Sector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2015.



從 GRI、CDP與 DJSI看風險管理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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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I -重大議題與管理方針



為何報告書需要作重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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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議題是否重大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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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組織相關
的永續議題

3.組織對經濟、
環境與社會
的衝擊程度

2.利害關係人
對議題的
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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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重大議題的管理方針要求

鑑別重大議題可能
帶來之風險與機會



釐清重大議題與邊界進行價值鏈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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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管理組織與
上中下游之風險



重大議題的價值鏈邊界範例（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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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的管理方針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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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管理方針制訂
來有效管理風險



政策

重大議題之摘要、總結
或公開涵蓋重大議題之
政策

承諾

管理議題之衝擊的立場、
意向宣告或說明

目標和標的

目標與標的基線和背景，
以及包含的範圍及所在
地

責任

管理議題的負責人或單
位，是否與績效評估或
獎勵機制相連結

資源

管理議題所分配的資源，
如財務、人力或技術資
源

申訴機制

機制的管理、涵蓋的活

動、處理與解決申訴的

流程

特定行動

涵蓋範圍與持續時間、
考量的國際規範或標準

如何制訂完整的管理方針

18

I

II

III IV

V VI

VII



檢視重大議題目標來評估管理的有效性

19

Phase 1
重大性分析

Phase 2
重大性議題KPI

Phase 3
重大性議KPI目標

Phase 4
確認符合程度

Phase 5
設定未來目標

Phase 6
報告書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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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P -氣候變遷該如何治理



CDP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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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2年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如美林證券（Merill Lynch）、高盛
（Goldman Sachs）與匯豐銀行（HSBC）等發起成立之獨立非營利組織，
藉由與世界上主要投資機構合作，期望以市場力量推動永續經濟發展。

建立標準化資訊揭露流程，藉要求企業填寫問卷以收集所需資訊並進行分
析及評比，再提供給相關投資者參考。

提供數種不同類型專案及問卷類型，包含
• 氣候變遷專案（Climate Change Program）
• 水揭露專案（Water Program）
• 森林專案（Forests Program）
• 碳行動專案（Carbon Action Program）
• 供應鏈（Supply Chain）
• 城市（Cities）

截至2018年，已集結全球658家法人投資機構（管理總資產高達87兆美
元），回覆問卷之公司數量達6,300家。



投資者與客戶並行的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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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p.net/en

要求公開減量目標及
達成情況，並投資於
具正投資報酬率的減

量計畫

投資者專案 供應鏈專案

Carbon Action
329簽署人

總資產25兆美金

Climate Change
658簽署人

總資產87兆美金

要求供應鏈公司提供氣候變遷
和水資源風險及管理資訊

自願提供
氣候變遷報告

提供氣候變遷資料
分析及政策建言

Forest Disclosure
380簽署人

總資產29兆美金

Water Disclosure
639簽署人

總資產69兆美金

要求提供氣候變遷
風險及管理等資料

要求提供水風險
及管理等資料

要求提供伐林
相關風險等資料

政府與
政策制定者

城市

合作

伙伴

100家企業



來自國際資本市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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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ers
CDP asks companies for 
data on thei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CDP
CDP transforms that data into 
detailed analysis on critical 
environmental risks, 
opportunities and impacts.

Decision-makers
Investors, businesses and policy 
makers use CDP data and insight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manage risk 
and capitalize on opportunities.

6300+
companies
Over 6,300 companies responded to CDP
climate change, water, forests and supply
chain questionnaire in 2017.

$87tn
investors
658 investors with US$87 trillion in assets
request information on climate change,
water or forests.

https://www.cdp.net/en/info/about-us



CDP氣候變遷問卷設計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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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監督

科學基礎

氣候變遷最高管理階層

營運商業策略與風險管理程序

政策/法規
影響力

填答檢視

外部溝通

情 境 分 析

風險/機會
鑑別

風險/機會
分析

風險/機會
排序

風險/機會
處置

風險/機會
財務關連

範疇一盤查

範疇二盤查

範疇三盤查

內部
能源使用

數
據
查
證外部

能源使用

減
量
目
標

內部碳價

減量計畫

再生能源
生產/使用

低碳產品

排放績效

排放交易

價值鏈議合 獎勵機制



氣候變遷治理權責範例（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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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管理階層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鑑別範例（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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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鑑別風險與機會點



碳管理架構範例（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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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減量、調適、管理
系統、查/驗證、監測，

缺一不可。



水風險評估範例（Johnson &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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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或善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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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SI -國際投資者看的是什麼



認識 DJ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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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SI是美國道瓊公司與瑞士的SAM永續集團於1999年9月8日所共同推出。
該指數成分股之篩選主要係以道瓊全球指數中2500家公司作為篩選對象，
包含60個產業之領先公司，目前所涵蓋的家族指數共有九大類。其以結合
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面向的準則去評等企業在策略、管理及行業別特定

要素等方面的永續商機與風險，而依指數不同篩選出永續績效為前

10%~30%的績優公司。

 DJSI評等的考量準則區分為經濟、環境與社會面，其資料來源以問卷為主
要基礎，再配合下列幾項：

✓ 公司文件（整合性報告書、永續報告書、環境報告書、健康安全衛生到

告書、社會面報告書、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司管理有關的特定報告、或

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 媒體、利害相關者報告或其他公開資訊

✓ 個人對公司的接觸



DJSI 的家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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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名稱 邀請家數 入選門檻（每個產業） 入選家數（2017）

DJSI World 2,500 家 永續績效前 10% 320

DJSI Europe 600家 永續績效前 20% 149

DJSI Asia Pacific 600家 永續績效前 20% 152

DJSI North America 600家 永續績效前 20% 152

DJSI MILA 150家 永續績效前 30% 42

DJSI Korea 200 家 永續績效前 30% 45

DJSI Australia 200 家 永續績效前 30% 48

DJSI Chile 60家 永續績效前 30% 26

DJSI Emerging 
Markets

800 家 永續績效前10% 91



DJSI評的是企業的風險與機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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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機構可能遭遇的氣候變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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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England, 2017, The Bank of England’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轉型風險 受轉型風險衝擊的公司

• 影響獲利
• 估值變動

投資機構：如銀行、保險、
機構投資人

物理風險 不動產、農產、員工等

• 資產價值降低
• 生產能力降低

顛覆性的新技術

政府的氣候政策

極端的氣象事件

變化的氣候條件

曝險

曝險



2011泰國水災對廠區與股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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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2017, Measuring physical climate risk in equity portfolios.



投資人逐漸重視企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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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的驅動力：
➢ 注重長期績效
➢ 企業SDG行動
➢ 年報揭露

政府角色：
➢ 政策、領頭、溝通、影響力

基金：
➢ 發展評估工具
➢ 投資組合考量SDG

企業：
➢ 標準化的高品質永續報告
➢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責任投資

UNGC, UNCTAD, PRI and UNEPFI, 2015,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從傳統與責任投資到影響力投資

36

PRI,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themed investing.

Traditional Screening
ESG

Integration

Themed Impact First Philanthropy

具目標性的社會和/或環境影響

競爭性報酬

有限或完全沒
有關注相關投
資的ESG因子

依據各種方式
（如產品、活
動、部門、國
際規範）之標
準，進行負面
或排他性篩查，
並進行正面或
最佳的篩選。

在投資組合層
面考量與ESG
相關的趨勢，
或在股票、發
行人或被投資
方層面使用定
性和定量ESG
資訊。

選擇有助於解
決氣候變遷或
水安全等永續
性挑戰的資產。

低於市場回報
率的環境或社
會議題投資機
會

關注於一個或
一類社會和環
境的需求議題，
是零回報率和
投入資本損失。

影響力投資

責任投資



DJSI的風險治理題組（高階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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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SI的氣候策略題組（整合的風險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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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FD -風險與機會的財務連結



TCFD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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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TCFD全名為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由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2015年
建立，主要是發展更有
效益與效率的氣候相關

揭露之建議。

目的

提供一個清晰、有效率
以及自願性的揭露架構，
用以促進氣候相關之財
務揭露與使用者間的溝
通，使投資者、貸款者、
保險業者以及其他利害
關係人能夠直接使用的
資訊。

重要

組織可以更有效率地衡
量與計算自身、供應商
以及競爭者所面臨的風
險。投資者也將更容易
了解該如何分配其資本
於投資決策。貸款者、
保險者以及承銷商也將
更容易評估短、中、長
期暴露的風險。



建議與揭露指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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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分為四部分：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

Recommended Disclosures
建議組織在財務報告中具體揭露之項
目，以提供有用的決策資訊

Guidance for All Sectors
建議具體揭露項目之指引，通用於
所有組織

Supplemental Guidance
For Certain Sectors

有些受到高度關注之部門，針對潛
在性的氣候相關衝擊，建議揭露更
完整或特有資訊的指引，分為金融
與非金融部門



資訊揭露的四大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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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下的治理

策略：
立即與潛在的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對組織業務、策略
與財務規劃的衝擊

風險管理：
組織用以鑑別、評估、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指標與目標：
組織用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的指標與目標

治理

策略

風險
管理

指標

與目標



各部門附加揭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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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部門 行業 a b a b c a b c a b c

金
融
部
門

銀行 -

保險公司 -

資產所有者 -

資產管理者 -

非
金
融
部
門

能源 油/氣、煤、發電

運輸
航空、海運、鐵路、運輸
服務、汽車、運輸設備

材料與建築
金屬與採礦、化學、建築
材料、資本貨物、房地產

農業、
食品與森林

飲料、農產品、包裝食品
與肉類、紙與森林產品



風險/機會與財務衝擊之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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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

技術

市場

商譽

立即性

長期的

風險 機會

資源效率

能源來源

產品/服務

市場

韌性

營收

支出

綜合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資產與負債

資本與融資

轉型

物理

現金流量表

財務衝擊

策略計畫
風險管理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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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背景資料

風險鑑別

風險分析

風險評價

風險處置

溝通與諮詢 監測與檢視

風險評估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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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資
料

依
據
基
礎

目標

工作團隊

使用者

風險準則

危害類型

規模

範圍

風險因子

風險量測

建立基本資料-風險鑑別

危
害

衝
擊

過往危害事件的
頻率與強度

質化

量化

質化

量化

風險

矩陣

風險

曲線

過往危害事件的
損害資料。依據
前一階段之風險
量測，損害必須
要能展現。

風險評價

決定：

需要處置、處置順序、採取行動、殘餘風險、追蹤方式

風險分析



風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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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High Very High Very High Very High

Medium High Very High Very High Very High

Medium High High High High

Low Medium Medium Medium Medium

Low Low Low Low Low

相對可能性

相
對
衝
擊
度



風險矩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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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的關聯

理論上氣溫升溫越高的情境，物理風險的可能性越大，其風險越高。但
由於氣溫越高的情境代表企業可以依循BAU的作為，而不需要承擔任何
轉型風險，因此轉型風險越低。

氣溫越接近2℃以下的情境中，氣候變遷帶來的物理風險便較低，但由於
我們人類需要盡可能控制升溫因此需要進行更多的改變，這時候轉型風
險便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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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

減量



1. 確保治理階層的支持
2.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之重大性

依據市場與科技的轉變、商譽、政策與法規，以及物理性風險等項目進行風險
與機會之重大性分析。

3. 鑑別與定義情境範圍
4. 評估營運衝擊與影響

原物料成本、營運成本

營收的影響

供應鏈可能的影響

對商業活動的干擾

時間性

5. 發掘潛在的因應之道
改變商業模式

產品組合的搭配

科技與能力的投資

6. 紀錄與揭露

重大風險需進行情境分析



主要情境與可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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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2℃ NDC BAU

轉型

法規

碳稅、燃料/能源稅與法規、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強制申報、產品效率法規與標準、產品標示法規與
標準、再生能源法規、空氣污染管制、一般環境法
規、新法規的不確定性、缺少法規或適法性、國際
公約或協定、自願性協議、訴訟

無顯著風險

技術
SBT承諾、低碳產品與服務的需求、新技術投資、
低碳技術轉型

市場
顧客行為轉變、市場訊息的不確定性、引發自然資
源改變

商譽 顧客偏好改變、不良名聲、引起負面回饋

物理
立即 熱帶氣旋、降雨形式、極端溫度、冰雪（BAU > NDC > 2℃）

長期 海平面、平均氣溫、平均雨量（BAU > NDC > 2℃）



各種情境的可能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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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2℃ NDC BAU

轉型

法規 實施日期、適用範圍、罰款金額、訴訟

無

技術 SBT達標方式、減量路徑、研發落後、設備淘汰

市場 GDP變化、產品組合、顧客群、消費能力

商譽 利害關係人溝通、負面報導、社會輿論

物理

立即 極端事件的強度與頻度、能資源供給中斷的機率

長期 氣候現象每年的變化量



不同RCP物理情境下的災害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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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Office and Avoid2, www.avoid.uk.net/indcs/moreinfo



CSR納入 TCFD範例（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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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DP導入 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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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DJSI同步更新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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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與建議



確認組織架構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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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管理單位

董事會

溫室氣體盤查 節能計畫推行 風險/機會管理 應變策略擬定

內外
稽核

執行
單位

盤
查
程
序
書

盤
查
報
告
書

盤
查
清
冊

提
出
節
能
計
畫

評
估
節
能
效
益

制
訂
績
效
指
標

設
定
減
碳
目
標

鑑
別
風
險
機
會

建
立
財
務
關
連

提
出
管
理
計
畫

管
理
成
效
檢
視

情
境
分
析
模
擬

對
外
溝
通
機
制

推
動
外
部
參
與

價
值
鏈
的
議
合

鑑
別
節
能
熱
點

永續發展委員會

監督 執行

重
大
風
險
矩
陣

訂
定
應
變
策
略



建立完整的制度與內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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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 國際評比 客戶稽核

議合機制生態效率

國際趨勢之精進關鍵與推行方向

資
訊
揭
露

制
度
完
善

績
效
展
現

成
果
檢
視

• 減量與調適
• 水資源安全

• 永續供應商
• 與客戶合作

風險/機會

• 評估程序
• 財務關連

資訊公開、問卷填答與繳交

DJSI
永續評比

CDP
問卷填答

CSR
報告書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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