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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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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首席副秘書長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系兼任助理教授
⚫中鼎教育基金會CSR顧問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博士、國立臺北大學資源管理碩士

評審
⚫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評審(2015年迄今)、GCSA全球企業永續獎評審(2018年迄今)、台
灣循環經濟獎評審委員(2018年迄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企業類評審委員(2020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企業環保獎評審委員(2021年)

經歷

⚫財團法人中鼎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
⚫黎明技術學院觀光休閒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經理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研究員、理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辦公室/減量規劃組高級環境技術師
⚫誠品、安永(EY)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組長兼專案經理
⚫豐鏵、惠元、中聯環境工程顧問公司副總經理、經理

專長
⚫生命週期評估、永續性評估、物質流分析、環境教育、企業永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永續
報告、產業/工業生態學、環境影響評估(SEA/EIA)

開授課程

⚫企業社會責任(CSR)/企業永續(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全球氣候變遷
⚫環境教育
⚫永續觀光/低碳旅遊/生態旅遊
⚫職場倫理/國際禮儀/消費者行為



致力於永續發展的 TAISE

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企業永續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永續能源
Sustainable Energy

五大工作主軸

242 項活動

25,099人次(實體參與)

來自37國家

2020 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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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永續
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23,270人次(線上參與)



2020第三屆全球企業永續論壇 (GCSF)

千人大會開幕式
2020年11月18~19日於臺北圓山大飯店共舉辦 18 場工作坊與研討會

實體論壇參加人數 3,100 人；線上論壇參與人數逾20,000人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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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業能夠長青嗎?

世界500大公司40年的存活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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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1985 20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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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1985 20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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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30年台灣長青百大企業

100％

32％

5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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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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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企業長青越來越難！



貳、劇變的大時代 2015－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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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極端氣候所產生的災難不斷地成長

Climatological events
(Extreme temperature,
Drought, forest fire)

Hydrological events
(Flood, mass movement)

Meteorological events
(Tropical storm, extratropical 
storm, convective storm, 
local storm)

1980-2018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Source: ©  2019 Munich Re, Geo Risks Research, NatCatSERVICE. As of March 2019.



改變世界里程碑 - 巴黎協定和永續發展目標

150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 次締約國大會(COP21)全力支持巴黎協定

2030永續發展議程(2015-2030)

1.5
Celsius

巴黎協定(2015-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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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帶來人類生存與文明的兩大威脅

轉型
危機

實體
危機實體

危機



加速邁向碳中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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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

2020年9月

2020年10月

2020年10月

2021年

歐盟

中國

日本

韓國

美國

全球碳排放量排名

* 2060年碳中和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美國拜登總統氣候變遷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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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前國務卿John Kerry為氣候特使
⚫ 上任第一天申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並啟動氣候融資計畫據以制訂美國「NDC

國家自主貢獻」
⚫ 2021年1月27日簽署行政措施應對國內外

氣候危機，創造就業機會、建設基礎設施
並實現環境正義
◼ 將氣候危機視為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之核心
◼ 政府總動員對付氣候危機



美國氣候變遷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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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總統氣候特使
⚫至2050年實現全經濟的零排放
⚫至2035年建立無碳污染的電力部門
⚫至2030年將海上風能裝置容量增加一倍
⚫聯邦資金不直接補貼化石燃料；從2022年及其後的預算中刪
除化石燃料補貼

⚫暫停在公共土地或近海水域上簽訂新的石油和天然氣租賃及
鑽探協議

⚫對與公共土地上化石燃料開發相關的現有租賃和許可作法進
行嚴格審查

⚫至2030年保護至少30％的陸地和海洋的目標
⚫《科學誠信和循證決策備忘錄》指示各機構在可獲得的最佳
科學和數據指導下做出基於證據的決策

⚫建立總統科學和技術顧問委員會



Source: SDSN,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and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參、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過渡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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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風險一：政策與法規

Source: https://www.carbonbrief.org/mapped-climate-change-laws-around-world,

全球氣候變遷相關立法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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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汽、柴油車時代的開始

資料來源： Zhang Chun, 2017/09/12. “China Considers end to petrol and diesel cars,” China Dialogue,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blog/10061-China-considers-end-to-petrol-and-diesel-cars/en> (Last visited 09/19/2017)

過渡性的風險二：科技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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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發布日期 生效日期 禁令內容

挪威 2016.05 2025 禁售燃油車

荷蘭 2017.10
2025
2030

禁售燃油車
首都禁止燃油車上路

愛爾蘭 2018.02 2030 禁售汽、柴油車

德國 2016.10 2030 禁售汽、柴油車

印度 2017.06 2030 禁售燃油車

蘇格蘭 2017.09 2032 禁售汽、柴油車

法國 2017.07 2040 禁售汽、柴油車

日本 2020.12 2035 禁售汽、柴油車

英國 2020.11
2030
2035

禁售汽、柴油車
所有汽車零碳排

台灣 2017.11 2040 禁售汽、柴油車



告別燃煤：歐洲國家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廠
英國 葡萄牙 法國 芬蘭 奧地利

過渡性的風險三：市場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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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風險四：知名品牌減碳引領價值鏈變化

Microsoft
100%用電為再生能源
在加州園區設置了2,288片太陽能面板

Apple
23個國家營業據點採用100%再生能源(含美國、中國)
目標是所有據點都用100%再生能源
正在中國設置200MW太陽能

Google
訂定所有廠房運作於2017年全採用100%再生能源
直接採購在地生產再生能源

Facebook
預計2018年所有資料中心採用50%再生能源
長期目標為100%再生能源

Amazon
預計2018年所有服務中心採用50%再生能源
長期目標為100%再生能源
於德州籌建253MW風力電廠

Well Fargo 2017年訂定全球廠房運作採用100%再生能源

Johnson & Johnson
擁有54MW在地再生能源電力
目標所有廠房100%使用再生能源

Walmart
2025年自主生產50%營業用電 (目前25%)
要求供應商共同減碳，目標2030年前減碳10億公噸

IKEA
目前自主產電超過50%
擁有超過300座風力發電廠；70,000片台陽能面板
預計2020年可以售出額外再生能源

Source: The Business of 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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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風險五：外部成本內部化，全面改變產業價值

全球各國碳價水準

Source: World Bank (2020).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

( 2020.04. 名目價格 )  ( US$/tCO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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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809


氣候領袖及撤資效應

2014年

洛克斐勒兄弟基金會退出8.7億美金投
資，僅餘0.1%煤及焦炭和1.7%化石燃料

資料來源：The Sierra Club (Michael Brune)

2015年

代表345宗教團體及5億基督教徒的「普
世教會協會」排除投資化石燃料

2017年

世界第一大、擁1兆美金的挪威主權基
金退出所有石油投資

2015年

全球最大保險集團、亦是全球第三大國際
資產管理安盛集團
2015年退出5億歐元煤礦投資
2017年增加至24億歐元煤礦投資

退出7億歐元石油煤礦投資
2020年投資清潔能源至120億歐元

過渡性的風險六：聲譽影響投資與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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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風險七：Z 世代將永續行動衝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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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風險八：生活方式及基本建設趕不上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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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達暴雨，40萬人流離失所2003年歐洲熱浪造成35,000人死亡

西亞面臨缺水窘境，陷入水資源爭奪戰 加州野火使空汙加劇，17.5萬人撤離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肆、內在的永續風險



下場無法想像的CEO治理

同遭 起訴

吹哨者

法務長－英雄檢察官金勇澈
的良心告白；2004年辭去職
務、2007年出書揭發內幕

2006

圖片皆擷取自網路



集體造假釀成公司名利雙輸治理

假的排放數據

假的公司盈利數字

德國福斯汽車(Volkswagen)2015年間造
假排氣數據被抓包、排放超標10～40倍
污染物，美國正式裁定福斯必須繳出28
億美元(約850億台幣)的詐欺犯罪罰金
(2017.4/蘋果日報)共有8名福斯前任或現任高
階主管因此案在美國被起訴。

圖片皆擷取自網路



血汗工廠的罵名社會

2013年孟加拉Rana Plaza成衣工廠倒塌；
死亡人數達1,127人、約2,500人受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90年代Nike被控訴代工廠雇用童工
和剝削勞工，抗議最後演變成「反
血汗工廠」運動。(圖片來源：UNICEF)



天災與人禍動搖公司根本環境

極端氣候(2011年泰國)2018年強颱「飛燕」直搗日本製造業心臟，
關西機場、製造業廠商被迫暫時關廠，

造成供應鏈大亂

圖片皆擷取自網路



做好企業永續發展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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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環境永續社會公益



公司的目標與願景必須根植於經濟發展、
社會正義與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理念

組織
治理

公平運
作實務

人權

社區參與
與發展

勞動
實務

消費者
議題

環境

核心
主題

• 策略、目標
• 有效率使用財務及人資
• 雙向溝通管道

• 符合法規
• 投訴處理
• 公民權、工作基本權

• 工作條件&社會保護
• 工作健康與安全
• 人力發展與訓練

• 污染預防
• 永續資源利用
• 環境保護 • 反貪腐

• 公平競爭
• 尊重智財權

• 就業機會創造與技術發展
• 教育與文化
• 社會投資

• 資料保護與隱私
• 教育與認知
• 公平行銷

資料來源：2010, ISO26000社會責任指引

●治理 ●社會 ●環境



普遍缺乏短中長期願景與策略

公司

機會

願景

策略

短中長期
計畫

風險

全球化

科技躍進

氣候變遷

亞洲崛起



台灣的企業老闆年齡超高：
憂爆接班與組織人才的危機

上市公司家族企業統計

台灣

70%

中國

33%

香港

40%

上市公司老闆平均年紀

台灣

62歲

中國

47歲

面臨接班難題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2018年1月11日



領導人決心與宣示 塑造企業永續發展文化

董事會

CEO

各部門
主管

CSR願景
與策略

ESG績效
KPI+CSR

(經理人薪酬)
C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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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推動步驟

1.領導人的
決心與宣示

2.鑑別利害
關係人

3.鑑別重大
性及排序

4.擬定策略 5.建立機制
6.訂定行動
方案及執行

7.監測與反
饋

8.資訊揭露



沒有員工參與的CSR僅是公關而已

• CSR – HR = PR

倘若員工未參與，企業社會責
任就淪為公共關係中的一項練
習；當一家公司顯然不是「坐
言起行」的時候，組織的可信
度就會受到損害。

A quote by Adine Mees and Jamie Bunham of Canadian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DRIVING SUCCESS: 
Human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www.cbsr.ca/
http://www.wbcsd.org/plugins/DocSearch/details.asp?type=DocDet&ObjectId=MTcxMDQ


企業永續報告整合零散的觀念與做法
成為一個可成而完整的架構

企業永續

企業社會責任

公
司

執
行

議
合

策
略

揭
露

反
饋

監
測

企業永續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做中學



企業策略與企業社會責任結合

企業核心能力與社會責任相結合，據以研訂
永續藍海策略，創造產品價值與企業競爭力

策略 創新 價值
經濟

環境 社會

三大挑戰



伍、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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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議程：目標、標的、指標

17項目標

169個標的

232指標



永續發展的五大元素

Source: http://un.org.au/2015/09/02/un-sustainable-development-summit-25-27-september/

People
人

Prosperity
繁榮

Planet
地球

Partnership
合作

Peace
和平



ESG+SDGs 在台灣成為企業界的顯學

Governance

公司治理

Environmental

環境永續

Social

社會責任

ESG SDGs

+

42©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陸、躍昇中的台灣永續發展



以獎勵帶動台灣永續發展

44

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全球企業永續獎GCSA

金鵰微電影展 氣候變遷繪畫比賽CSR學術論文獎



以鼓勵帶動永續發展，台灣企業永續蓬勃發展

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簡又新董事長與十大永續典範企
業獎獲獎企業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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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為 145%

台灣大型公司積極投入企業永續發展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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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37位董事長、38位總經理、20位副總等企業代表及
12國使節代表出席開幕式，現場匯聚千人嘉賓觀禮。

歷年累計364家參獎

公司

316

大學

30

醫院

18



永續發展成功，獲利成績傲人

資料來源：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製造業)公司的2019年EPS為上市公司平均的2.41倍

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服務業)公司的2019年EPS為上市公司平均的1.16倍



以志工評審培養企業永續人才

2017

349 人參與
志工評審

2019

373 人參與
志工評審

2015-2020

5,343人次接受
志工評審培訓計畫

2018

343 人參與
志工評審

2020

486 人參與
志工評審



2020 DJSI道瓊永續指數-台灣企業入選成分股

48

Source: CSRone報告平台



台灣企業永續發展表現亮眼

49

2020年DJSI 世界指數成分股

Source: www.robecosam.com

2020年DJSI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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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DP (氣候變遷)

50製表：汎永企管顧問公司CDP產品總監陳耀德博士



2020 CDP (水安全)

51製表：汎永企管顧問公司CDP產品總監陳耀德博士



柒、國際趨勢重點摘要



BlackRock(貝萊德)2021年致CEO信

53Source: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larry-fink-ceo-letter

⚫變化的開始
― 2020年投資者在全球投資2,880億美元於永續資產，比2019年全年增長96％
― 2020年佔全球排放量60％以上的眾多政府刻正考慮或已經啟動實現淨零排放

的承諾
― 歐盟、中國、日本和韓國都做出實現淨零碳排放的歷史性承諾
― 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邁向零淨轉型
― 向零淨經濟的轉型是Larry Fink給CEO信的核心；幾乎每家公司都會在某種

程度上受到向零淨經濟轉型的影響

⚫數據的重要性
― 提高氣候透明度可以帶來更多收益的投資；更好的永續發展資訊揭露對公司

和投資者都有利
― 公司應發布符合行業特定的SASB標準的掲露資訊，或以與業務相關的方式

揭露類似的數據，並同時揭露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與TCFD的建議

⚫零淨承諾
― 制訂計畫和採取主動措施邁向零淨經濟時，環境和社會議題不應分開



2021 ESG Trends to Watch(MSCI)

• 氣候現實問題：吾人無法期待一直都有2015年巴黎協定的共

識氛圍；緩慢的行動阻礙投資者邁向限制升溫攝氏2度的世界。

• 超越繁榮與蕭條：ESG投資成顯學，諸多新發現和新工具

出爐。

• To Bee or not to Bee：投資者應對生物多樣性危機，昆明

會談能否成為下一個巴黎協定？

• ESG數據氾濫：投資者可以跟上嗎？

• 調整尺度：社會不平等考驗投資者的創造

力，針對系統性問題亦需(聲譽)風險的度量機制

54



2021年永續、ESG和供應鏈報導趨勢

55

1. ESG投資者要求上升：投資者對ESG數據的要求呈指數成長；

主係TCFD、SASB和CDP等架構，以及歐盟分類法和歐盟永續金融揭露
法規等立法推動，強調報告財務影響以及氣候風險的重要性

2. 範疇3排放和供應鏈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組織希望報告所

有GHG範疇3排放，若無準確的供應鏈排放數據，組織將難以設定SBTi

要求的範疇3目標

3. 全面的報告體系：對簡化公司報告，同時提升其相關性、可靠性

和可比較性的措施要求的認知有所提高(五個國際架構和標準制定機構：
CDP、CDSB、GRI、IIRC及SASB共同宣示致力更全面的永續報告)

4. 基於科學目標邁向淨零：已有1,100餘公司與SBTi合作，以根

據氣候科學減少排放，企業將在2021年持續設定積極減排目標；全球行
動、邁向淨零排放的競賽成為趨勢

5. 邊界和目標之重新檢視：隨著COVID-19，組織被迫審查其減

排目標和基準年。當後COVID時代到來時，企業運作方式將有巨大差異，
這意味著以前設定的氣候目標須重新檢討

Source: Greenstone+ Ltd, 2021



SBTi 2020年進度報告

56Source: From ambition to impact: How companies are cutting emissions at scale with science-based targets (SBTi, 2021)

⚫ 將全球排放量減少一半（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僅剩10年，企業在推動政
府企圖心和減少排放量方面必須發揮關鍵作用，以避免不可逆和災難性的氣候
變遷事件。

⚫ 透過努力實現積極減量目標並每年揭露其進展情況，企業發揮重要影響力，並
向政府明確發出訊號

⚫ 遍布60個國家和近50個行業的1,100餘家公司(包括1/5占比之500強企業)正與SBTi

合作，以防止氣候變遷嚴重衝擊的必要步伐及減少排放規模
⚫ 報告發現以科學為基礎設定減量目標的公司已有大規模的減排成果；其針對338

家公司進行分析，發現在2015年至2019年之間共減少了25％的年排放量，相差
3.0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78個燃煤電廠的年排放量

⚫ 報告提醒《巴黎協定》簽署已有5年，在COVID-19面臨的緊迫挑戰中，2021年
是加快採取氣候行動的關鍵年，也是商業領袖抓住機會的一年

⚫ 與SBTi合作企業未來計劃的減排行動，預計將在未來十年內有高達259億美元的
新投資用於減緩氣候變遷

⚫ 基於科學基礎的減量目標含括範疇3排放已屬常見(幾乎有94％的合作企業已將其
納入其中)，同時推展至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 蒐集可靠數據並將其透明揭露將變得非常重要



氣候零容忍
Zero Tolerance on Climate

報導的融合或混亂
Reporting Convergence or Confusion

動態的重大性
Dynamic Materiality

掌握ESG大數據資訊
ESG Big Data Control

維持關聯互動
Staying Relevant

檢視多元、公平及包容性
DE&I Scrutiny

預估自然足跡
Foregrounding Natural Footprints

擴大循環性
Scaling Circularity

聚焦B2B供應商
Spotlight on B2B Suppliers

有別於以往的工作型態的配套
Work: But Not as We Know It

Source: 2021 Actions for Business, CORPORATE CITIZENSHIP

2021年企業聚焦的關鍵行動



全球風險一覽

58

傳染病

生計危機

極端氣候

網絡安全失靈

數位不平等

恐怖攻擊

經濟 環境 地緣政治 社會 科技

社會凝聚力下降

人為環境損害

年青人的失落

經濟長期停滯短期風險
（0-2年）

明確存在
的危險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全球風險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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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環境 地緣政治 社會 科技

資產泡沫破滅

IT基礎建設中斷

價格不穩定

商品波動衝擊

債務危機

國際關係瓦解

國際爭端

網絡安全失靈

資源的地緣政治化

科技治理失靈

連鎖反應

中期風險
（3-5年）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全球風險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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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環境 地緣政治 社會 科技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國家崩潰垮台

生物多樣性喪失

自然資源危機

氣候行動失敗

不利技術的進步

社會安全體系崩潰

多邊主義崩潰

產業崩潰

反對科學（科學懷疑論）

存在威脅

長期風險
（5-10年）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全球風險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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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

可能性
最大的風險

影響
最大的風險

生計危機

數位影響力集中

數位不平等

國際關係瓦解

網絡安全失靈

生物多樣性喪失

傳染病

人為環境損害

氣候行動失敗

傳染病

IT基礎建設中斷

人為環境損害

生計危機

極端氣候

債務危機

自然資源危機

生物多樣性喪失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氣候行動失敗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十大最可能發生的風險

62

極端氣候 氣候行動失敗 人為環境損害 傳染病 生物多樣性喪失

經濟

環境

社會

科技

地緣政治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數位影響力集中 數位不平等 國際關係瓦解 網絡安全失靈 生計危機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第九位 第十位



十大衝擊最大的風險

63

傳染病 氣候行動失敗
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
生物多樣性喪失 自然資源危機

經濟

環境

社會

科技

地緣政治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1 全球風險報告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人為環境損害 生計危機 極端氣候 債務危機 IT基礎建設中斷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第九位 第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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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風險預測

未預料之戰爭 無政府狀態的興起 腦機介面的利用

既有民主之崩潰 地磁干擾
強化人體的
基因編碼

神經化學控制
永凍土融化釋放
遠古微生物

部署小型核武器



捌、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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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金融2021年的10大趨勢

66

1) 投資者議合
更好的永續數據和能源轉型計畫據以強化
投資決策

2) 影響力投資

投資者積極鑑別諸多永續挑戰

3) 電力運輸

至2040年，交通運輸業將幾乎完全脫碳
/去碳化

4) 零排放

停止對化石經濟的新投資以實現減碳
目標

5) 石油巨擘

石油巨擘自行重塑並成為解決方案的
一部分

6) 多樣性

增加多樣性和包容性

7) 素肉

預計到2025年將比2019年增
長三倍

8) 氣候壓力測試

重新估算高碳和低碳公司之
間的資金成本

9) 永續資料

推動相關數據和服務市場的
規模

10) 透明度革命

更好的品質、更多的資料，以及
更具可比較性的永續數據

Source: Sustainable Finance – Ten trends for 2021 | UBS Global



（一）金融寧靜革命已然發生

67

我們所需要的金融體系:大勢所趨亟需轉型

2016年



68

• 傳統核心目標一直是服務實體經濟 –
為家庭、企業及公共機構提供多種重要服務

• 因應永續發展轉型重新定義這一歷史關係，
於金融業體系和實體經濟之間建立全新、穩
固的動態關係，關注實現共同繁榮，消弭貧
窮和尊重地球環境

重新定義金融體系的目標



（二）永續金融逐漸形成主流

Source︰ Sustainable Finance - High-level definitions, ICMA 69

從低碳金融到永續金融



央行營運目標開始加入氣候變遷議題

營運目標中出現「永續」、「支持經濟發展」或「支持經濟政策」的字眼，
應能為央行保留於貨幣政策考量氣候變遷的政策空間。

55 % 45 %
調查全球107個貨幣區的央行，

45% 以「維持幣值穩定」為唯一目標，55% 具多項同層級的主要目標。

23%
23%明確以永續相關面向為營運目標，
5%將之列為首要目標之一

5%

53%

22%

31% 53%明確以「支持經濟發展」或
「支持政府經濟政策」為營運目標，
.

22%將之列為首要目標之一；
31%列為次級目標。

Source︰ Survey on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and climate change, NGFS, 2020 ; Textual analysis of central banks’ statements 70

僅少數明確提及「永續」，
提及「經濟發展」較為常見



（三）金融體系邁向綠色化（Greening Finance）

71

邁向永續金融體系-轉型途徑

➢ 金融機構與市場作為領頭羊角色:

☉ 全球綠色債券市場擴張迅速

☉ 越來越多證券交易所承諾改進對市場中永續因素的揭露

☉ 世界六大信用評比機構公開承諾對永續採取共同一致行動

☉ 環境風險成為銀行是否放款的評估重點

Source: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Need: From Momentum to Transformation



（四）金融推動綠色產業（Financing Greening）

72

涵蓋七大產業、七十餘種經濟活動 涵蓋六大環境目標

1. 農林漁業

2. 製造業

3. 電力、天然氣、蒸汽和空調系統供應

4. 水、污水、廢棄物和污染整治

5. 運輸及倉儲業

6. 建築和房地產活動

7. 資訊與通訊技術

1. 氣候變遷減緩

2. 氣候變遷調適

3.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

4. 循環經濟導入

5. 污染防治

6.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復原

Source: Using The Taxonomy: Supplementary Report 2019，EU 2019

歐盟分類標準規則範圍



（五）央行與全球監理機構成為要角

73

1. 2017年為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由各國中央銀行及監理機構
組成綠色金融體系網絡 (Network in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 ，以金融監理手段來引導資金到減碳企業，並減少金融穩定風
險。

2. 2020年，歐洲央行 (ECB) 總裁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承諾 2021年
完成以氣候變遷作為戰略評估的關鍵部分，考慮放棄「市場中立」
原則，QE減少購買高排碳產業。

3. 2020 年六月，由「全球央行的央行」地位的國際清算銀行 (BIS) 發表
「綠天鵝報告」(The green swan) 警示下一個系統性金融風險很可能
就是氣候變遷衝擊所造成的，建議央行們超前佈署以預防發生。

4. 2019年全球金融監理單位開始要求金融機構提出「氣候相關財務風
險揭露建議書」(TCFD) ，並納入金檢項目。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六）ESG投資成為金融投資的主流

資產管理
股市或基金投資考
量公司的ESG績效

責任投資原則

銀行業
銀行投信考量公司
的ESG績效

赤道原則

保險業
保險公司產檢業務
考量公司的ESG績
效

永續保險原則

機構投資人
所有金融業務整合
氣候風險與機會

國際機構投資人
氣候聯盟

74©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金管會綠色金融2.0

75

金管會

綠色金融2.0

資訊揭露 壓力測試
金融機構授信/

投資 綠色債券

將現行「50億資
本額以上的上市
櫃公司強制編制
CSR報告」規定
下修。

金融機構壓力測
試情境納入氣候
變遷，藉此合理
反映在授信、投
資等決策上。

透過政策誘因，
將金融機構的投
資與投信資金，
引導到有助 ESG
的永續產業。

檢討放寬綠色債
券資金用途，或
研議另推出永續
債券。

Source:金管會「綠色金融2.0」；應該將氣候變遷視為「風險」而不是「社會責任」，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881



17

金管會推動綠色金融2.0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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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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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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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賭局

⚫氣候變遷的特性
• 市場外部性
• 全球性

⚫整體政策及行動建議
• 提高公共意識
• 為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訂價
• 加速進行「經濟去碳科技」

⚫議題名詞進化
•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 Global heating 全球加熱

•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 Climate crisis 氣候危機
→ Climate emergency 氣候緊急(狀態)

→ Climate breakdown 氣候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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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循環缺口報告

• 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0指出，全世界的天
然資源年消耗量首度突
破1,000億公噸，然而
全球原物料循環率只有
8.6％(2018年報告為
9.1%)，代表有將近91
％的比例無法回收再利
用，長期下終將造成供
應鏈最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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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2025年打造「碳中和」政府

⚫ 2017年：全面中止紐西蘭海域的石
油及天然氣鑽探

⚫ 2019年：
➢通過「零碳法案」（Zero Carbon 

Act 2019），依此成立氣候變遷
委員會，使紐西蘭成為全球少數
以法律推動2050年零碳排目標
（但將甲烷排除在外）的國家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於2035

年前全數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
⚫ 2020年：宣布國家進入「氣候緊急
狀態」，並矢言公部門將在2025年
達成碳中和目標。

紐西蘭總理雅頓（Jacinda Ar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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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最大產油國丹麥宣布於2050年停產

⚫ 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國之一的丹麥2020年12

月4日宣布，將於2050年前終止所有北海
的石油勘探合約

⚫ 議會協議將取消原定的石油開採許可證的
申請流程，而議會投票前已發下的許可證
將至2050年失效

⚫ 丹麥自1972年以來一直在從北海開採石油
和天然氣，生產的收入大幅帶動整體經濟，
幫助丹麥成為頂尖的福利國家(據估計，
丹麥將可能為此損失約21億美元、約新台
幣588億元)

按：歐盟2020年10月投票通過，承諾於2030年前，將溫室氣體
排放量減少至1990年代的水平的60％，終止石油和天然氣
的開採是丹麥未滿足歐盟的氣候協議的唯一途徑

(左)丹麥氣候及能源部長喬根森
(Dan Jorgensen)、丹麥總理佛瑞德
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



SBTi發表金融產業科學減碳目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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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驅動金融業透過投資與放貸加速
全球經濟朝向淨零碳(net-zero carbon)世
界轉型，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於
2018年正式啟動金融業科學基礎減量
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以下簡稱
SBT)架構專案。SBTi於2020年10月正
式發表適用於金融產業之SBT方法學與
目標設定指引
✓ 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 

(SDA)部門別去碳化
✓ SBT Portfolio Coverage Approach 投

融資組合共同設定SBT

✓ Temperature Rating Approach 氣溫
評等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 : 指導原則

一、應根據相關性
和重大性原則彙整

環境資訊

二、須如實揭露資
訊

三、相關揭露應與
其他主要報告中的
資訊進行連結

四、揭露應保持一
致且具有可比較性

五、揭露應清晰易
懂

六、揭露應可查證

七、揭露應具有前
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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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 : 報導要求

REQ-01 治理
REQ-02 管理階
層的環境政策，
策略和目標

REQ-03 風險與
機會

REQ-04 環境衝
擊來源

REQ-05 績效與
比較分析

REQ-06 展望
REQ-07 組織邊

界
REQ-08 報導政

策

REQ-09 報導區
間

REQ-10 修訂與
重製報表

REQ-11 一致性
/符合性

REQ-12 確信/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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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G20

財政部長

中央銀行總裁

PRI

證券交易所

基金管理機構

會計師

2017年6月公佈

G20 政府立法

後實施

影響單位

銀行

保險公司

投資者

利害相關者

TCFD：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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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

物理風險

科技

政策與法規

立即性

長期性

商譽

市場
風險 機會

資源利用效率

能源來源

創新產品與服務

市場

韌性

策略計畫
風險管理

財務衝擊

營收

支出

資產
負債表

現金流
量表

綜合
損益表

資本與融資

資產與負債

全方面的評估與量化
氣候相關風險、機會與財務影響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

88
Sourc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June 2017 Overview of Recommendations



Support for the TCFD Continues to Grow

785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committed to 
support TCFD

340
Investors with nearly 

$34 trillion in AUM are

asking Companies to

report under TCFD

180
Out of 198 preparer 
survey respondents 

have decided to 
implement TCFD

36
central banks / 

supervisors 
encourage TCFD 

reporting

5

Governments support
TCFD : Belgium, Canada,
France, Sweden and 
the UK

2019 TCFD Status Report: Additional Themes and Findings 

在調查的1,126家企業中，採用TCFD 發布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指引的企業，2年來成
長了將近15%。簽署支持TCFD的組織(TCFD Supporters)自2018年9月以來成長50%，共增至785
家，其中671家為企業，佔總體的85%，其餘114家為產業協會或政府機構。



Resources Available



TCFD report playbook

91

安永(EY)、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金融倡議(UNEP FI)以及國
際金融協會(IIF)共同出版
《TCFD report playbook》作
為提供金融產業推動氣候相
關財務揭露建議 (TCFD)的指
引，旨在奠定金融產業的共
識，以實現低碳轉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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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抗氣候變遷--淨零排放

CO2

℃

3

2018年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特別報告

欲控制升溫1.5°C以內，2050 年左右全球須達到淨零排放

淨零排放

指各種溫室氣體排放活動，需藉由等量移除計畫(如植
樹造林，碳捕捉與封存等負排放技術)，達到排放平衡。

2015年巴黎協定

在本世紀控制升溫在攝氏2度以內，盡量維持在攝氏1.5度以下，且為達此目標，

全球應於本世紀下半葉達到淨零排放 (Net-zero emission)

Global Temperature
LATEST ANNUAL AVERAGE: 2019

0.98 °C



4

Global GHG emissions continued to grow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19,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52.4 GtCO2e (range: ±5.2) without  

land-use change (LUC) emissions and 59.1 GtCO2e (range: ±5.9) when  

including L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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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減碳路徑規劃

溫管法第四條
明定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

國家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規劃（基準年西元2005年）

✓ 第一期（2016-2020年）目標：2020年較基準年減 2%

✓ 第二期（2021-2025年）目標：2025年較基準年減 10%

✓ 第三期（2026-2030年）目標：2030年較基準年減 20% 為努力方向，滾動式檢討

260,717 M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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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巴黎協定：遵循「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目標，並信守其原則，包括

以衡平為基礎，並體現 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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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38.378 MtCO2e

• 主要來自發電及汽電共生廠、

煉焦工場/煤製品業、高爐工場

及煉油廠

運輸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36.785 MtCO2e

• 主要來自公路運輸

住商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57.9 MtCO2e

• 主要來自住宅與服務業之電力使用
註：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皆依溫暖化潛勢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換算為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52.24%

19.52%

12.40%

12.94%

1.96% 0.93%

部門
排放
占比

農業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5.806百萬公噸
(MtCO2e)

製造部門

• 2018年製造部門排放量

約為 154.925 百萬公噸 (MtCO2e)

• 排放量來源前三名分別為

1) 化學材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2) 金屬工業

3) 電子業

環境部門
• 2018年排放量約為 2.752 MtCO2e

• 掩埋、堆肥、焚化、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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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成長與GHG排放脫鉤

資料來源：2020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排放統計資料更新自1990至2018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內政部戶政司

排放密集度 CO2e/GDP

每賺一塊錢新臺幣要排放多少溫室氣體

人口

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 2005年起，臺灣排放密集度 (CO2e/GDP) 降低約 37%，而 GDP成長約63%。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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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3年來我國排放量呈現平緩，以2005年為基準，

我國年平均成長率為0.2%，優於韓國2.2%、新加坡2.0%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註：年平均成長率之計算為算術平均，將每年排放量成長率加總後平均

2005年起能源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增減率

中國年平均成長率 4.5%

韓國年平均成長率 2.2%

新加坡年平均成長率 2.0%

臺灣年平均成長率 0.2%

日本年平均成長率 -0.5%

-20%

-10%

0%

10%

20%

30%

40%

60%

50%

70%

80%

2005 2006 2007 2008 2015 2016 2017 20182009

日本

2010 2011 2012

韓國 新加坡

2013

臺灣

2014

中國

我國燃料燃燒CO2排放趨勢與鄰近國家比較



歐美碳邊境調整機制(碳關稅)

•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 2019歐盟執委會提出綠色政綱(green deal)，規劃對各國輸入至歐盟的產品（特

別是未採取積極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或高耗能者）課徵碳稅或要求購買歐盟境內溫

室氣體減量額度。以降低碳洩漏風險，期望最遲於2023年前實施。

• 可能的實施方式：

✓ 結合歐盟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ETS)，規定境外企業進口產品至歐盟時，必

須購買歐盟排放交易額度(EUA)，並繳回註銷；

✓ 根據不同產品碳含量訂定稅基及徵收級距統一徵收；

✓ 針對未實施減碳政策的國家，對其進口至歐盟的產品徵收一致的進口稅率

•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氣候政策亦有類似主張：「碳調整費或配
額」(carbon adjustment fees or quota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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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自主加入減碳倡議

百分百再生能源倡議(RE100) 國際電動車倡議 (EV100)

能源生產力提升倡議 (EP100) 氣候行動 (CA100+)

降低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

⚫ 國內- 台達電
⚫ 國際 - 高盛集團、惠普公司、宜家家居等

25年內提升能源生產力2倍、
10年內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 國內- 大江生醫、科毅研發

⚫ 國際- H&M、希爾頓酒店、香港國際機場

EP: Energy Productivity

EV: electric vehicles

強化氣候變遷治理、針對價值鏈
採取減排行動、揭露氣候相關財
務資訊

⚫ 國內- 鴻海
CA: Climate Action

2020至2050間達成100%使用綠電

⚫ 國內-台積電、葡萄王生技、

歐萊德、大江生醫、科毅研發

⚫ 國際- 3M、蘋果公司、Google、

Facebook等

RE: Renewables

加入全球水泥及混凝土協會(GCCA) 共同發起2050年氣候願景，宣示2050年

水泥產品達到碳中和
台灣水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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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已請各部會啟動淨零排放路徑評估

16

• 設定2025年後能源政策，再生能源、氫氣等潔淨能源極大化。

• 能源轉型需注意智慧分散式能源系統與儲能系統，能源需求部門大幅轉用電

力， 並注意新興能源之法規。

• 需 100% 使用零碳燃料並提升燃料使用效率。

• 電廠及煉鋼、水泥、煉油等高耗能產業裝設碳捕捉封存(CCS)設備。

• 投入零碳建築設計、發展建築體循環經濟固碳技術，修改相關建築法規。

• 全面零碳能源化，電力完全取代天然氣瓦斯之使用，改變人類生活習慣。

• 運輸運具朝電動化發展，全面電氣或氫能化，電動化友善環境基礎建設之創新投入

與相關法規發展。

• 大幅改變交通道路結構，提高「非機動載具 (人行道與腳踏車道)」與公共運輸之比例。

• 大量進行森林濕地集水區復育，提升我國單位土地面積之碳匯能力。

• 健全金融系統與綠色投資，引導資金投入綠色或永續產業。



針對自願減量意見

• 應制定獎勵措施，以鼓勵積極

推動減量之業者

• 已執行的減量作為應採認額度

➢有別於以往將修正草案預告後，再辦理研商公聽會之作法，本次於提出修正條文前，即積極辦
理9場次產業座談會與各產業溝通

針對碳定價意見

• 同意徵收碳費，但應有折扣、退費或獎勵補
助機制

• 初始費率不應過高，可參考鄰近國家

• 應擴大碳費徵收對象，不宜僅針對製造部門

• 碳費收入用途應專款專用，補助徵收對象之
減碳作為

• 建議先徵收碳費，總量管制應再審慎評估

針對排放源管理意見

• 不建議以許可制度管制企業＼若有

許可制度應由中央統一核發

• 效能標準多與能源效率有關，應與

能源局討論，避免重複管
18

制

9/9
水泥、造紙
玻璃業

7/21

鋼鐵產業

7月 8月 9月

10/7

電力業、
蒸氣供應業

10月

8/5、19

電子業

9/16、23
煉油、石化
人纖業

10/14、28

電子、鋼鐵、
其他行業

18

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近期提出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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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 World Bank Group

韓國

北京

新加坡
上海

日本

歐盟

碳價:美元/噸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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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規劃

現行規定➢ 市場規模小

➢ 排放量集中在少數事業，
可能造成市場流動性不佳

➢ 納管對象對於實施ETS有疑
慮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 落實污染者付費精神，將外

部排放成本內部化

➢ 專款專用，提供減碳誘因：
• 補助或獎勵產業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補助或獎勵住商及運輸部門減量

• 溫管法已授權訂定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現已完成盤查登錄、抵換專案管

理等辦法，其餘子法尚在研擬中。

• 依我國國情現況，推動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尚需研擬更加完備之配套作法，

避免市場流動性不佳等問題發生。

增加收費機制

修法規劃--收費制度先行



21 21



22

目前重要工作--第二期階段目標

0.555 0.554

0.509

配合國家能源轉型規劃，訂定2025年 電力排放係數目標為0.388 公斤CO2/度

2020年發電結構規劃

• 燃煤43%

• 燃氣36%

• 再生能源9%
2025年發電結構規劃

• 燃煤30%以下

• 燃氣50%

• 再生能源20%

2019年發電結構實際值

• 燃煤46%

• 燃氣33%

• 再生能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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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草案)

第二期(2025年)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規劃

✓ 2025年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2005 年再減少 10% ( 241.011 MtCO2e )

✓ 2025年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0.388 公斤CO2e/度

第二期部門
階段管制目標

(MtCO2e)

較基準年
降幅

能源 製造 運輸 住商 農業

環境

34.000 144.000 35.410 41.421 5.006 2.564

-4.16% -0.22% -6.79% -27.90% -30.00% -65.00%



國內首份碳定價報告

109

環保署與英國在台辦事處共同合作，委由國
際知名氣候政策研究智庫－倫敦政經學院格
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針對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及碳定價制度設計研議。這份「臺灣碳定價
之選項」（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
報告已正式發表且登載於倫敦政經學院網站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

ation/carbon-pricing-options-for-taiwan/）



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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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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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國內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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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簽署支持TCFD
(目前44家/製造業及原物料傳產僅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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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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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與設定

115



鑑別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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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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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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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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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電腦/中華航空

120

-2025年前將產品能源效率提升
50%（以2013年為基準）以降低
能源效率可能造成的財務影響
- 2025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50%（以2008年為基準）

-氣候議題對於華航短、中長期影響
分析，共有7項風險議題；中長期則
有10項，其中永續航空燃料為長期最
主要之高風險議題。
-提出「建立TCFD資訊系統」、「提
升用油效率」、「強化緊急應變體
系」、「參與國際碳管制措施」等核
心策略，並於TCFD四大構面中推展
13大項作業對策



迎接2030世界的大翻轉

思想與共識

行為與行動

發展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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