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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

與標的

前言 

面對氣候急遽變遷，人類生活也遭受到劇烈的影響，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

華電聯網也積極推動氣候治理、低碳技術轉型和企業營運調適等積極作為。為了

能更明確且堅定地朝減碳目標邁進，本公司依據 TCFD （Tac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1 四大核心要素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
目標分別制定以下行動方向： 

圖 1：四大核心要素之關聯與行動方向說明 

 

 

 

 

 

 

 

 

 

 

 

 

 

 

 

 
 

1 TCFD 的目標是推動全球金融機構在其財務報告中，揭露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以促進金融體
系對氣候變化的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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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與標的： 

組織用以評估和管理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指

標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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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理方面：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由本公司總經理陳國章擔任主任委員，
並於永續發展委員會下設立專責功能小組，負責評估氣候變遷風險對本公司

營用之影響，並推定因應之作為。 

2. 策略方面： 

a. 減緩：採購綠電，節能減碳，全力降低本公司之碳排放量。 

b. 調適：對極端氣候造成日趨嚴重的天災（包括水災、旱災、風災），本公司開
發新的系統整合技術，做好防災因應措施，降低災害帶來的損害。 

c. 與合作供應商共同建立綠色供應鏈。 

d. 配合政府推動 2050 碳淨零排放。 

3. 風險管理方面：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本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並由專責之功
能小組監控風險發生之機率，並制定因應之對策。 

4. 指標與目標方面：制定量化之減碳 KPI 指標，並定期檢視執行成果。本公司
也以 2020 年為基準年，預訂於 2030 年之碳排放量將較基準年降低約 
10%，另就長期而言，預估到 2050 年能減少約 50% 之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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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經營者的宣言 

2022 年 11 月 6 日於埃及夏姆錫克 （Sharm El-Sheikh）召開的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 27）2中即指出，若再不積極改善，預期到本世紀

末，全球升溫將會到達攝氏 2.7 度，若無法控制全球溫度的上升，全球人類和
生物將會面臨到生存與滅絕的抉擇。 

而溫室效應對台灣也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根據環保署 2019 年的研究指
出，台灣近 10 年來，每年氣溫上升有愈來愈快的趨勢，若再不設法加以防治，
到了本世紀末，台灣地區平均氣溫將會增加約攝氏 3 度，未來每年的極端高溫
也可能超過 100 天，甚至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沒沿海地區3。 

極端氣候引起的問題，除了造成土地被海水淹沒外，也將會造成資源和糧

食短缺、海水酸化和生態改變等，最後會影響到人類既有的社會體系等，而這些

問題也必將衝擊我們現有的生存環境。台灣、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將來還要繼續

傳遞給我們的子孫，若我們這一代不正是極端氣候的影響，勢必會限縮了人類未

來的生存空間。 

華電聯網 2021 年首度揭露氣候相關財務報告書，也宣示本公司對氣候議
題的重視。除了強化本公司對氣候變遷的風險管理外，也同時透過「減緩」與「調

適」之行動，降低氣候變遷風險可能對本公司營運所灶成的危害。另外，在執行

面部分，本公司將以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氣候變遷管理的最高指導中心，由轄下之

公司治理小組專責監控氣候幣千可能發生之風險，並排除可能發生之風險因素，

降低風險可能造成之營運損失，並每季定期向董事會成報 ESG 執行相關結果。 

此外，本公司自 2010 年起，每年皆有執行碳盤查，盤查範圍包括範疇一、
二、三，並定期檢討碳排放量增減變化的原因，同時也訂定了每年減碳目標。為

 
2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又稱《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於巴
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開放簽署，明文「承認地球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是人類共同關心

的問題」，而 1995 年起召開的年度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則是 COP 縮寫的
來源。目前歷年 COP 大會確定，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設定的 1.5 度已經失效，取而
代之的是 2015 年的「巴黎氣候協定」改為要求各國控制全球暖化控制於攝氏 2 度以下，現
已升溫超過攝氏 1.1 度。 
3 根據環保署研究成果，若 2050 年求求升溫超過攝氏 2 度時，台灣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沒的
土地面積，約達 1,398 平方公里（約等於 5 個台北市），其中受創最嚴重的為西南沿海一代，
台南地區被淹沒的土地面積約達 400 平方公里，而台北市可能從淡水河沿岸，經過關渡一直淹
沒至總統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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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本公司也擬定了多項節能減碳計畫，例如省電競賽、購買

綠電等，即希望藉此喚起公司所有同仁對於 ESG 的重視。 

華電聯網近年來積極推動數位轉型及物聯網加值服務，並協助客戶建置雲

端服務、遠距服務和無接觸服務，而這些努力的方向即是希望以數位化達成減碳

目標，以配合政府所推廣的綠色行動。同時本公司也攜手供應商夥伴，共同推動

綠色產品，已達成永續低碳的共榮社會。 

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華電聯網義無反顧，我們肩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建立

企業永續文化，昂首闊步邁向永續目標，希望本公司的投入，能帶動一起為永續

發展共同努力的朋友們，為我們的後代建立一個綠色的地球。 

 

 

 

 

 

 

Credit: 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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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氣候治理 

一、氣候治理架構 

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轄下的公司治理小組，為負責監督氣候變遷風險的

專責單位，該小組除了分析氣候變遷可能帶來之營運風險，亦需制定因應風險之

可行對策。另外，為了嚴密監控本公司的碳排放量，由環境保護小組每年定期對

本公司進行碳盤查，同時為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該小組亦制定各項節能省電的

措施，並訂定每年減碳之 KPI 指標。 

圖 2：華電聯網永續發展委員會架構藍圖 

 

二、 管理權責和監督機制 

「永續發展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另由副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

員，除了制訂公司發展的永續願景外，亦需制定公司短、中、長期的發展目標，

並需每季召開一次檢討會議，討論公司目前和未來可能面度的風險環境，評估風

險可能對公司營運產生的衝擊，並制定可行之因應對策。此外， ESG 推動中心
則設置執行委員（秘書）一人，負責推動本公司各項永續發展工作，並編製「永

續報告書」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報告書」。 

而本公司董事會則負責監督永續發展委員會，對於氣候變遷風險和永續發

展策略之執行結果，除了審閱永續發展委員會所要執行的各項計畫外，也兼具指

導員的角色，若執行計畫有不妥之處，董事會亦可提出修正方案或參考策略。

永續發展委員會

公司治理小組 環境保護小組 員工關心小組 社會參與小組 資通安全小組

ESG推動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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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情境策略 

一、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 

本公司依據 TCFD 架構鑑別與氣候有關之風險和機會，對於可能發生的實
體風險和轉型風險研擬可行之解決方案，期望能透過積極的減緩和調適行為，降

低氣候變遷可能對本公司造成之營運面和財務面的衝擊。經以問卷和訪談本公司

高階主管後，整理出以下可能存在之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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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體、轉型風險與機會對財務影響之分析 

1. 實體風險 
表 1：華電聯網面對氣候變化之實體風險與機會4 

華電聯網面對氣候變化之實體風險與機會 

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水災風險 

實際情勢分析 

1. 華電聯網總公司位於新北市汐止區，雖
然基隆河上游已經過整治，但是雨量超

過 78 毫米，仍有淹水之可能。 

2. 總公司位置在東方科學園區較高樓層 
（12 樓），即使淹水也應該不會造成立
即損失，但員工可能正常上下班，將造

成營運中斷。 

本公司其他各營運據點亦有可能遭受水災

之影響，而造成營運損失。 

評估各種災害可能發生之機率，並制定各

種預防災害發生和可行之補救措施。 

 
 

4 本表所列出之風險與機會、對財務之潛在影響、風險因應策略，乃透過針對本公司之管理階層與訪談而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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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風災風險 

實際情勢分析 

1. 海水溫度上升導致颱風發生的強度、與
發生頻率。 

2. 颱風侵蝕時，員工無法正常上下班，亦
可能導致停電雨停水。 

評估各種災害可能發生之機率，並制定各

種預防災害發生和可行之補救措施。 

旱災風險 

實際情勢分析： 

1. 台灣因有梅雨季節和颱風水氣，發生旱
災機率不高，但 2020 年因梅雨短缺，
導致 2021 年發生百年來最大旱災；
2022 年又因梅雨遲到，也發生全國各
地出現限水危機。 

2. 雖然本公司並無工廠，對水源要求強度
不高，但缺水仍會造成員工工作上的不

便，例如飲用水和廁所清潔之需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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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續） 

 潛在財務負向影響： 

1. 營運中斷導致減少營收，或因天災造成
其他財產損失。 

2. 旱災時因水源不足可能造成員工上班
所飲用之桶裝水價格上漲，導致營業費

用增加。 

評估各種災害可能發生之機率，並制定各

種預防災害發生和可行之補救措施。 

機會：提升對天災之應變能力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面對各種可能發生之天災，建立遠距上班

機制，降低營運中斷發生之可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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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供應商因天災（水災、風災、旱災）而無

法正常運作 

實際情勢分析： 

供應商的地理位置可能因天災，而發生無

法正常營運的現象。例如廠區淹水；或因大

雨產生土石流；或因旱災缺水、或停電等因

素無法正常交貨。 
1. 評估供應商知地理位置和防災措施。 

2. 建立良好暢通和多選性的供應鏈。 
潛在財務負向影響： 

供應商無法正常供貨導致本公司對客戶所

執行之計畫，無法於合約期間內完成，可能

導致商譽受損或產生賠償損失。 

機會：開發新的供應商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降低斷貨（缺料）風險，避免衍生賠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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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氣溫上升 

實際情勢分析： 

1. 台灣近 20 年（2002 – 2022）各年之年
平均氣溫都較 1970 – 2002 之平均溫
度高。 

2. 氣溫上升會造成用電量增加，同時造成
碳排放量上升。  

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訂定減碳 KPI 指
標，並提出各項節電方案。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用電量增加將會導致營業費用增加。 

機會：推行節能減碳計畫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全體同仁節約用電，降低營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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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限制 

實際情緒分析： 

1. 本公司依照「氣候變遷因應法」及「上
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之規定，於 
2026 年起，接受溫室氣體盤查， 2028 
年起須接受溫室氣體查證。 

2. 未來將對上市櫃公司徵收碳費。 

每年定期執行碳盤查，並檢討減未達標之

原因，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改進方案。 
潛在財務負向影響： 

碳查證和徵收碳費將會增加營業成本。 

機會：購買綠電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購買綠電將會降低碳排放量，減少碳費支

出。 

潛在財務負向影響： 

購買綠電將會增加營業成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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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開發系統整合新技術之不確定性 

實際情勢分析： 

智慧城市的打造，需要開發 5G 寬頻網路、
AI 人工智慧、大數據和車聯網等新技術，
必須進行大量測試，勢必提升用電量。 

1. 由公司全體員工進行省電競賽，並鼓
勵員工提出更好省電方法。 

2. 提升系統整合技術，滿足客戶對新產
品間的整合需求。 潛在財務負向影響： 

開發技術提高用電量，導致營業成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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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之潛在影響 風險因應策略 

2050 淨零排放趨勢 

實際情勢分析： 

1. 長期而言，依據現行之氣候變遷因應
法，2050 年我國必須達成碳敬零排放。 

2. 就中期而言，本公司 2026 年即須面對
該法令對於碳盤查之規定。 

1. 本公司為了降低用電量和碳排放量，必
須碳換老舊空調和電器用品。 

2. Scope 1 範圍之碳排放主要來自公務
車，目前皆為汽油車，為了降低碳排放，

未來將逐步碳換為電動車。 

潛在財務負面影響： 

為了降低碳排放量，公司必須汰換老舊電

器設備（採用之冷媒並非環保冷媒）和公務

車，必須增加資本支出。 

機會：推動綠色供應鏈 

潛在財務正向影響： 

1. 碳換老舊電器設備可節省電費支出。 

2. 碳換老舊公務車可降低碳排放，並減少
碳費支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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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風險對財務影響的量化估計 

對於上述所鑑別之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在考量公司內、外部環境可能之

影響外，並參考國內外企業對於風險財務量化之揭露方式，本文將氣候風險可

能衝擊本公司之財務數據彙整如下： 
 
表 2：華電聯網針對氣候風險評估與風險財務量化表 
實體風險 評估內容 風險財務量化 

天災（水災、風災、

旱災） 

1. 員工無法正常出勤。 
2. 工程單位無法正常施
工，恐延誤計畫完成。 

預計到 2030 年底，年
平均營收將會減少 

0.5% - 1%。 

氣溫上升 
氣溫上升導致冷氣空調的使

用量增加，並增加電費支

出。 

預計每年營業費用增加

約 0.1%。 

開發新技術之不確定

性 

1. 測試新技術導致用電量
增加。 

2. 招募新人以符合新技術
之需求。 

預計每年營業費用增加 
1% - 2%。 

2050 淨零排放趨勢 

1. 汰換老舊電器設備。 
2. 汰換公務車（改以電動
車取代）。 

3. 補助並鼓勵員工改以電
動車輛通勤。 

預估 2030 年起每年之
營業成本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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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緩與調適 
表 3 2022 年華電聯網面對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做法 

項目 主要碳排放源 政策方向 
量化目標（以 

2020 年基準年） 

範疇一 
本公司公務車出

勤。 

逐步將公務車由目

前汽油車汰換成電

動車。 

預計至 2030 年
底，本公司能降低

碳排放量約 
10%。 

範疇二 本公司用電。 

1. 公司同仁推行
節能減碳運

動。 
2. 購買綠電。 

範疇三 

主要來源有三： 
1. 員工通勤。 
2. 員工出差。 
3. 快遞與貨運。 

1. 員工通勤部分
顧立員工搭乘

大眾運輸，而

開車或騎車的

同仁若欲換車

者，則鼓勵購

買電動車輛。 
2. 減少員工非必
要出差。 

3. 快遞貨運則盡
量優先選擇以

電動車輛運送

者。 

供應鏈部分 
 要求供應商出具綠

色產品證明或產品

檢驗報告。 

供應商減少碳排放

量約 10%。 

調適 

 1. 開發系統整合
新技術。 

2. 建立極端氣候
下之遠距辦公

機制。 

2022 年，並無因
氣候災害造成之營

運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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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境韌性分析 

有關前述之實體和轉型風險，本公司 TCFD報告書建議應模擬在氣候災害
最嚴重的情境之下，分析個情境可能對公司營運和供應鏈所灶成之衝擊。2021 
年 8月 9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公佈了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並於該
報告中提出了當氣後在 SSP1-1.95和 RCP 8.56情況下，水災和旱災可能發生的
平率。台灣氣後變遷科學團隊7也依循該方法模擬了台灣氣候在 RCP 8.5最壞的
情況下，各地水災、旱災發生的機率。 

1. 實體風險情境分析-水災與旱災 

在水災方面，經由「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查詢結果，在 
RCP 8.5 情境下，台灣地區以台北、宜蘭、台南、高屏等四個區域在本世紀末8

淹水情況最為嚴重。 

 

 

 

 

 

 

 
5 在 IPCC AR6科學評估報告中之 SSP1-1.9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上升溫度控制在攝氏 1.5°C以
內，並於 2050 年全球達到淨零排放。 
6 在 IPCC AR6科學評估報告中之 RCP 8.5是指，當溫室氣體在無任何減量與控制下，大氣輻射
力曾大道 8.5 W/m2時，於本世紀末全球最大升溫將會達到 4°C。 
 
7 包含國科會「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Hon 
InformaHon Project, TCCIP）」等研究團隊。 
8 模擬情境隻雞其為 1985 – 2041年，世紀中為 2015 – 2065年，世紀末闈 2066 – 2100 年。 

宜蘭地區	台北地區	全台地區	 台南地區	 高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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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採用之產品大多由國外供應商提供，約佔本公司採購總數量之 
70%。但在台灣地區供應商的部分，經比對結果有 34 家供應商為於淹水嚴重地
區9，本公司將這些供應商列為淹水風險評估對象，並要求這些供應商提出改善

措施（例如加裝防水閘門、遷廠、或提高工廠庫存等）。此外，為了避免供應商

因淹水停工而使得本公司的工程地度延宕，本公司意需另尋可合作之供應商。 

另外，在旱災方面，雖然台灣發生旱災的機率並不高，但在 2020 年卻因
梅雨季降雨量不足，以致於 2020年底到 2021年 5月發生了台灣百年以來最大
旱災。而在該平台所發佈之模擬 RCP 8.5 的情況下，台灣於本世紀末新竹縣發
生旱災的機率較其他地方高出 4 %。本公司在新竹地區的供應商有 3 家，因此
亦將其列為旱災風險評估對象，並要求供應商提出改善措施（例如採用回收水源、

擴建集水設備等），並另尋奇替代能力之廠商，以避免因供應商缺水而罰法準時

交貨之情事。 

2. 轉型風險情境分析 

面對日益惡化的氣候環境，對全球成員而言，減碳不只是責任，也是義務。

雖然華電聯網並非排碳大戶，但本公司仍謹守本分，想方設法地降低碳排放量，

及希望能拋磚引玉，帶動本公司的供應鏈、員工、家人和朋友們一起守護地球。 

本公司已 IPCC AR6科學評估報告中 SSP1-1.9之減碳模擬情境，推估本
公司現在和未來所進行之技術轉型、減碳運動等作為皆納入分析，評估對財務可

能產生的衝擊。面對政府相關法令的限制和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本公司除了
發展低碳之系統整合技術，以打造新北市智慧城次，並汰換老舊且不符合環保要

求芝電器設備和公務車，並持續尋求各種可行之減碳方法。本公司以 2020 年為
基準年，每隔 5 年作為一次衡量的基準點，模擬邁向 2050 年淨零排放期間，
本公司可能發生之財務支出占營收之比重。並對可能發生之財務衝擊設定最大

（上限）和最小（下限）之可能支出金額，而上限和下限之間距極為模擬預估之

誤差。 

 

 

 

 
9 由於各家公司之據點可能不止一處，為了簡化計算各公司營運據點之基礎，此處僅以各公司
之總公司登記地址做為分類是否為於淹水嚴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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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轉型風險對華電聯網財務衝擊之評估（SSP1-1.9 減碳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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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風險管理政策 

華電聯網以董事會為風險管理之最高層級，為了強化風險管理之功能，由

永續發展委員會轄下之公司治理小組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執行單位。對於本公

司營運過程中可能發生之風險，包括策略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財務風險、

資訊風險、天災（包括氣候變遷風險）及人為災害之風險，由各單位於日常營運

中，隨時評估各項風險可能發生之機率，若發現可能危害本公司營運之風險因素

時，應立即向公司治理小組回報，由公司治理小組與個功能單位主管研討控制或

排除風險之可行方案。公司治理小組每季想董事會回報執行成果，另由稽核是定

期稽核公司治理小組之作業。 

而就氣候變遷可能發生之風險型態，由公司治理小組以「氣候變遷風險與

機會矩陣」評估氣候風險之發生機率和對企業可能之衝擊程度，並提出可行之策

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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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指標與目標 

1. 現有之碳排放量 
本公司為系統整合服務業，非高耗能、高污染之製造業，為製造實體產

品，故無使用原物料、水資源、所在地影響生物多樣性、排放量與廢污水及廢

棄物及因環境污染而遭受申訴或罰款等問題。但本公司仍全力配合政府節能政

策，降低碳排放量，並獲得良好成效。本公司 2022 年總碳排放量約為 982
公噸，各範疇之碳排放量彙整如下： 

表 4 華電聯網 2022 年碳排放量明細（依範疇分類） 

華電聯網 2022 年碳排放量明細 

範疇一（Scope 1） 153 公噸 

範疇二（Scope 2） 575 公噸 

範疇三（Scope 3） 254.08 公噸 

總計 982.08 公噸10 

 

圖 4 華電聯網 2021-2022 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圖(公噸) 

 

 
10 根據定義，「範疇一」指的是公司的公務車碳排放量；「範疇二」指的是公司所用電力所伴隨
的碳排放量；「範疇三」指的是公司的物流車、員工通勤過程所產生之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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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22 年自查之碳排放量共計 982.08 公噸，而範疇一的碳排放量
共計 201.499公噸，較 2021 年的 152.552 公噸明顯增加不少11；而在範疇二

部分，2022 年碳排放量共計 1326.667公噸，較 2021年都稍微偏高，同樣因為 
COVID 的疫情，在 2022 年得到緩解，不過在本公司鼓吹節能減碳的努力下，
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如範疇一增加來的明顯；而在範疇三的部分，同樣因為 
COVID 疫情減緩，因此本公司的物流車出勤的大幅增加，使得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 254.205 公噸，較 2021 年增加不少。 
 
2. 本公司未來之中長期目標 

本文已於前述之情境策略中說明，將於 2030 年年底達到全公司碳排放量
降低 10% 之目標。然而在更長遠的計劃中，亦即到 2050 年為止，本公司擬定
以下之策略方法以達到減碳目標。 
 
I. 2050年減緩部分： 

本公司依據前述所提及之各項減緩策略，推估於 2050 年時將可達成各範
疇之減碳目標如下： 
範疇一：本公司所採用之公務車都已完成汰換成電動車輛，若以 2020年公務車

使用之里程數 1,601,892 公里而言，若電動車之碳排放係數為 0.04，
本公司範疇一每年將可減少 250 公噸之碳排放量12。 

範疇二：本公司推估於 2050 年時，每年總用電量之 30%將以綠電取代，若依 
2020 年範疇二隻總碳排放量為 651 公噸計算，本公司每年約可降低
約 195 公噸之碳排放量。 

範疇三：員工通勤的部分，本公司推估於 2050 年時，以汽車和機車通勤之員工
大部分都以電動車輛取代以化石燃料為的汽油車輛，預計到 2050 年時，
此部分之碳排放量每年應可減少 137 公噸。 
而在員工出差的部分，由於 2019 年底 Covid-19 疫情的關係，造成 

2020 年起國外出差次數幾乎為 0，因此員工出差僅剩下國內差旅，碳排
放量也相對降低許多。但未來開放國境後，國外差旅勢必增加，碳排放

量也將會上升。本公司將鼓勵員工近量減少不必要的出差，以避免碳排

放量上升。 
而快遞與貨運方面，目前合本公司合作之貨運公司大多為汽（柴）油車，

 
11 增加原因在於，2022 年台灣自 COVID 疫情緩和許多，商業活動明顯增加，因此公務車派出
次數也隨之增加，因此造成溫室氣體產量增加所致。 
12 本公司之公務車皆為 2,000cc之客貨兩用車，2020年之碳排放係數為 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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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此部分之碳排放量無法有效降低。但交通部在 2020 年運輸政策
白皮書中也提到「綠運輸」的觀念，為了促進交通運輸，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自 2030 年起全國郵務車一律以電動車取代。且目前國內部分快
遞和貨運公司已逐漸地改採電動車輛運輸，未來將有機會有效地降低此

部分之碳排放量。預計到 2030 年底與 2020 年碳排放量相較之下，本
公司應可降低 130 頓之碳排放量，而到 2050 年底則應可降低約 260 
噸之碳排放量。 

綜上所述，本公司力行節能減碳作業，若以 2020年為基準年，預估到 2050 
年底，本公司應可降低約 50% 的碳排放量。 
II. 2050 年調適部分： 

本公司持續建立良好的遠距工作辦法，避免因極端氣候導致營運中斷，並

可避免公司員工於危險的天候環境下出門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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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華電聯網並不是指標型大企業，也不是排碳大戶，也許本公司竭盡所能地

推行減碳運動，能減少的碳排放量也相對有限。但我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我們的

努力，也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帶動週邊相關的親朋好友，讓我們攜手共同努力，朝

永續經營與成長邁進，共同守護台灣，守護地球。 

 
附錄一 華電聯網針對氣候變遷、風險應對策略檢索表 

面向 TCFD 建議揭露項目 本報告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董事會如何監督氣候相

關議題 
氣候治理架構 5 

管理階層如何評估與管

理氣候相關議題 
管理權則和監督機制 5 

策略 

公司辨認出的短中長期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 6 

氣候相關議題對公司的

商業模式、策略與財務

規劃的衝擊 

實體、轉型風險與機會

對財務影響之分析 
7 

情境分析（包括 2°C或
更嚴苛的情境） 

情境韌性分析 17 

風險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

程 
風險管理政策 20 說明上述之辨識及管理

風險流程是如何整合至

公司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指標與目標 

揭露範疇一、二、三

（如適用）溫室氣體排

放和相關風險 
現有之碳排放量 21 

管理目標及相關績效 本公司未來之中長期目

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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