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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審計及專案審計工作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會計準則及

企業會計準則專案研究及諮詢

⚫ 客戶合約之收入

⚫ 企業合併、長投、集團組織重組

⚫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 表達及揭露

⚫ 金融工具

⚫ 資產減損

⚫ IFRS永續揭露準則研究

知識管理組執業會計師
KPMG 安侯建業

個人經歷簡述

⚫ KPMG台灣所執業會計師

⚫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會計問題研議小組顧問

⚫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臺灣財務報導準則委員會顧問

⚫ 證券主管機關IFRS永續揭露準則推動工作小組KPMG代表會計師

⚫ KPMG亞太地區IFRS議題研究小組(IFRS Topic Teams)台灣所代表會計師

• 收入及負債準備議題小組(RRPTT)/企業合併議題小組(BCTT)員工福利議題小組(EBTT)

代表性客戶

⚫ 友達集團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公司

⚫ 台灣證券交易所

行業專長

⚫ 工業產業

⚫ 消費與零售產業

⚫ 科技、媒體與電信產業

⚫ 基礎建設、政府產業

⚫ 健康照護與生技醫療產業

學歷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

王美齡
Jean Wang

國家/地區服務經驗

⚫ 台灣

專長領域

著作

⚫ IFRS永續揭露準則導讀與解析- KPM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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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
執業會計師
KPMG 安侯建業

個人經歷簡述

⚫ 主管機關ESG小組會議代表

⚫ KPMG學苑、大專院校、會研基金會、會計師公會、公司治

理協會等機構之ESG議題講師

⚫ KPMG ESG確信團隊及碳資源團隊主持人

⚫ KPMG台灣所審計部協理

⚫ KPMG中國之亞太區台灣業務發展中心協理

專業服務經歷

⚫ ESG 報告書確信服務，以及包裝材減量成果確信服務

⚫ IFRS 永續接露準則導入服務

⚫ 申請公開發行及上市櫃案件之輔導

⚫ 財務報表簽證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申報

⚫ 內部控制制度諮詢及輔導

⚫ IFRS轉換服務

代表性客戶

⚫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集團

⚫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集團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台第一上市)

⚫ 銘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領域

⚫ ESG報告書確信服務

⚫ 溫室氣體確信服務

⚫ 包裝材減量成果確信服務

行業專長

⚫ 電子商務、消費及零售產業

⚫ 財報之確信服務、審計服務、稅務

服務

⚫ 科技、媒體與電信產業

專業資格

⚫ 中華民國會計師

⚫ 中國註冊會計師

學歷

⚫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

⚫ 淡江大學會計系

黃郁婷
Lotus Huang

國家/地區服務經驗

⚫ 台灣

⚫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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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部協理
KPMG 安侯企管

個人經歷簡述

⚫ KPMG台灣所顧問部協理

⚫ KPMG Global AI in Credit Risk 

Working Group

⚫ 台灣經濟研究院淨零轉型(NZTD)計畫

合作顧問

⚫ 金融研訓院永續職能實作坊講師
⚫ 中小及新創署「臺馬永續財務金融支

援線上論壇」最佳實踐經驗臺方講者
⚫ 證券公會會計主管研習班講師
⚫ 逢甲大學金融科技教師群客座講師

專業服務經歷

⚫ 導入新巴賽爾資本協定服導 - 模型
建置 (現售)、驗證、監控、業務應
用機制、政策辦法訂定

⚫ 資產負債管理、國家風險法定申報
報表系統及儀錶板網頁建置

⚫ 永續報告書編製輔導

⚫ TCFD報告書編製輔導

⚫ 氣候情境分析

⚫ 綠色金融科技趨勢與框架

⚫ 金融業投融資減碳目標、策略之擬
定、執行與管理

⚫ 金融業範疇三類別15盤查與管理

⚫ 大數據分析

代表性客戶

專長領域

⚫ 氣候與環境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
理、利率風險管理、國家風險管理、
模型覆核、 TCFD 情境分析與策略

⚫ 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銀行授信管理
與業務策略

⚫ 合規檢視/導入、系統建置、數據分
析

行業專長

⚫ 金融服務產業

⚫ 製造業

⚫ 營建業

⚫ 倉儲、運輸業

⚫ 中藥、醫材業

專業資格

⚫ TCSA 志工評審員

⚫ ISO 10002 Internal Auditor

學歷

⚫ 政治大學統計所
⚫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政勳
Steven Chen

國家/地區服務經驗

⚫ 台灣/中國

⚫ 臺灣銀行

⚫ 中華郵政

⚫ 中國輸出入銀行

⚫ 高雄市政府

⚫ 兆豐銀行

⚫ 合作金庫

⚫ 華南銀行

⚫ 農業金庫

⚫ 玉山銀行

⚫ 永豐銀行

⚫ 亞東證券

⚫ 廣東省南海農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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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主講人

01:00~01:05 開場

01:05~02:10

• 由現行永續資訊連結至S2範例揭露

• 由S2實務指引介紹連結至S2範例揭露-治理、風險管理、
策略上半部分

安侯建業王美齡會計師

02:10~03:20

• 實作演練（包括下列主題之講解與實作）

✓現行永續資訊與S2規範的落差分析

✓因應風險與機會之策略及相關財務影響

安侯建業黃郁婷會計師

03:20~03:35 中場休息

03:35~04:20                                    
• 由S2實務指引介紹連結至S2範例揭露-策略下半部分、
指標與目標

安侯建業王美齡會計師

04:20~05:00
• 實作演練（包括下列主題之講解與實作）

✓情境分析
安侯企管顧問部陳政勳協理

IFRS S2揭露實作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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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揭露架構 行業基礎指標

SASB(永續會計準則)

• 產業指標 (共有11個行業大類
別，細分為77個行業，
其中68個行業與氣候相關)

◆納入IFRS會計準則所採用之觀念及原則：

• 重大性定義

• 其他實務觀念

◆ IFRS S2並未規定公司應該如何管理其業務，而是確保公司對其現行之氣
候相關流程及政策保持透明，並提供符合使用者資訊需求之揭露。

IFRS永續揭露準則

IFRS永續揭露準則之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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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IFRS永續揭露準則非從零開始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及目標

範圍及目的

內容規範

報導之基本概念

S2
氣
候
準
則

S1一般規定準則

由現行永續資訊揭露出發，了解差異

永續報告書
（G R I準則、
參酌S A S B準則）

股東會年報
（附表2 - 2 - 2 &

附表2 - 2 - 3）

TC F D報告書

現行永續資訊

實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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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CFD至IFRS S2

◆ 主要揭露內容大致一致。 治理 策略

風險
管理

指標與
目標

TCFD
四大構面

◆ 除風險外，IFRS S2亦要求

揭露機會之風險管理流程。

◆ IFRS S2要求考量並參考適用之行業基礎指

引與揭露主題。

◆ IFRS S2對韌性評估及情境分析有額外揭露

要求。

◆ IFRS S2要求揭露轉型計畫及如何達成氣候

相關目標。

◆ IFRS S2進一步說明如何決定揭露財務影響

之量化或質性資訊

◆ IFRS S2要求揭露跨行業指標及其適用之行

業基礎指標。

◆ IFRS S2要求揭露範疇3排放資訊。

※企業首年度可適用豁免規定不揭露，
未來揭露時亦可運用比例原則

※適用時程主管機關將另行評估

※可運用比例原則

※可運用比例原則

※指標計算可運用比例原則

年報附表2-2-3主要參考TCFD揭露規範，公
司於編製IFRS永續資訊時，亦可多加利用。



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則專區

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則專區─網站地圖&編製年報永續資訊專章重要資源彙總

新聞發布

活動訊息

法規資訊

最新消息

我國接軌藍圖

推動計畫與專
案小組

IFRS網站

課程影音

溫盤及確信資
源

其他資源

國際準則

金管會

證交所

櫃買中心

我國接軌架構 IFRS永續揭露準則 實務指引及問答 宣導專區 客製化查詢 永續知識

SASB(英文)

◆ 底線為超連結項目；

◆ 紅框為本次實作研習主要使用之資源；

◆ 接軌專區持續更新中，公司可適時關注以取得最新資源。

SASB(中文)

GRI(中文)

TCFD(英文)

金管會IFRS下載專區

會計基金會永續準則
專區

IFRS永續揭露準則(英文)

實務指引及範例

問答集

差異分析

徵求意見函

相關指引

ISSB knowledge hub(英)

推廣分享

IFRS永續導入計畫參考範例

IFRS S2揭露範例(鋼鐵業)

IFRS S2自評表(鋼鐵業)

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

IFRS S2實務指引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
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IFRS永續揭露準則問答集

導入計畫第一階段宣導會問
答集

IFRS S2與TCFD比較

董事進修課程

經認可確信機構

盤查宣導影音

盤查工具與資
料庫資源

專屬路徑圖

模擬路徑圖
(預計IPO)

上市上櫃公司
路徑圖

SASB產業分類
查詢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news/news_releas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news/event_info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news/regulatory_info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news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IFRS_Compliant/blueprint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IFRS_Compliant/Projects_and_Groups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IFRS_Compliant/Projects_and_Groups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disseminate/course-video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IFRS_Compliant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IFRS_SDS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disseminat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sustainable-information
https://navigator.sasb.ifrs.org/login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hom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sustainable-information/sasb-translate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how-to-use-the-gri-standards/gri-standards-traditional-chinese-translations/
https://www.fsb-tcfd.org/
https://ifrs.sfb.gov.tw/ifrs/index.cfm
https://www.ifrs.org/issued-standards/ifrs-sustainability-standards-navigator/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PG_exampl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FAQ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difference_analysis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html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2.html
https://www.ifrs.org/sustainability/knowledge-hub/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3.html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01/8a828e1792ae226a0192e591c1ec000b_IFRS%E6%B0%B8%E7%BA%8C%E6%8F%AD%E9%9C%B2%E6%BA%96%E5%89%87%E5%B0%8E%E5%85%A5%E8%A8%88%E7%95%AB%E5%8F%83%E8%80%83%E7%AF%84%E4%BE%8B_%E9%81%94100%E5%84%84%E5%85%83.pdf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64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36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6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8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https://isds.tpex.org.tw/download/20250402IFRS永續準則問答集.pdf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01/8a828e1792ae226a0192e593e94d000d_證交所_IFRS永續揭露準則導入計畫第一階段企業宣導會問答集.pdf
https://cgc.twse.com.tw/static/20241101/8a828e1792ae226a0192e593e94d000d_證交所_IFRS永續揭露準則導入計畫第一階段企業宣導會問答集.pdf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S2&TCFD.pdf
https://cgc.twse.com.tw/training/chPage?isDirector=true
https://cgc.twse.com.tw/agency/chPag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disseminate/cfv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disseminate/inv-db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disseminate/inv-db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exclusive-roadmap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sim-roadmap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sim-roadmap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SASB_Inquiry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customized-query/SASB_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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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架構
與範例章節安排



11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IFRS S2 概覽
治 理 架 構

策 略 & 行 動風 險 管 理 指 標 與 目 標

治理單位 S2 §6  (a) 技能與專業能力 頻率 監督個體策略、重大交易之決策如何考量氣候風險與機會 薪酬政策

管理階層 S2 §6  (b)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監督如何與其他內部職能整合

氣候風險

氣候機會

風險
事件 對經營

模式、
價值鏈
之目前
及預期
影響

對策略的影響
氣候轉型計畫

行動
方案

當期

對財務狀況、財務
績效、現金流量之

影響

短中長期

經營模
式變動

直接減
緩與調
適

間接減
緩與調
適

氣候相
關轉型
計畫

達成目
標之方
法

計畫/行動需要的資源

計畫之進展

情境分析 – 氣候韌性

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的
流程及政策

情境分析-風險辨認、性質/可
能性/影響程度、與其他類型風
險排序、監控程序、相較前期 

短中長期 跨
行
業
指
標

基準 進展里程碑 驗證

1. 範疇1, 2, 3 溫室氣體排放
2. 氣候相關轉型風險 (數額及百分比)
3. 氣候相關實體風險（數額及百分比）
4. 氣候相關機會（數額及百分比）
5. 資本配置（金額）
6. 內部碳價格
7. 薪酬連結(高階主管、百分比)

氣候相關目標

特定產業指標 (金融業、S2行業指引)

S2 §9-13

S2 §9-11

S2 §14

S2 §15-21

S2 §22, B1-B18

S2 §24-26

S2 §29

S2 §33-37

S2 §32
B58-63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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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永續揭露準則並未規範企業應依何種既定揭露架構（如標題、表格、揭露順序）進行揭露，主管

機關目前發布之兩版本IFRS S2範例提供兩種可能之揭露架構供企業參考，並非強制須依循之架構。

年報永續揭露專章之揭露架構

2025年1月21日發布之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 2025年４月18日發布之簡易版揭露範例：以鋼鐵
製造商為例 本

次
實
作
研
習
將
以
簡
易
版
揭
露
範
例
為
主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架
構

治理

風險管理

策略

指標與目標

架
構

✓前提：案例公司已就氣候議題建置較全面之管理實務，
例如使用內部碳價格協助評估重大投資決策之成本效益。

✓就氣候風險與機會舉較多例子。

✓多以量化資訊表達，部分以質性資訊表達。

✓揭露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前提：案例公司對氣候之因應管理尚在發展階段，例如
未使用內部碳價格、薪酬政策未將氣候因素納入考量。

✓就氣候風險與機會僅各舉一例。

✓運用較多比例原則，多以質性資訊表達。

✓首年度採豁免揭露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64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6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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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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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IFRS S2範例（簡易版）框架與章節安排
主章節 子章節 章節對應IFRS S1規範 章節對應IFRS S2規範

1.前言

1.1範例公司介紹

1.2遵循聲明 72

1.3通過永續資訊專章之日期及程序

1.4 豁免規定之適用 E3、E5-E6 C3-C5

2.治理 2.1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治理的角色 6

3.風險管理 3.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74-75 25

4.策略

4.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55(b)(iii)、59、74-75 9(a)-(b)、10-13

4.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策之影響 78(b) 2、9(c)-(d)、14-16、21

4.3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9(e)、22

5.指標與
目標

5.1跨行業指標類別之攸關資訊(氣候相關指標)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目
標

28(a)、28(c)、29、33-36、B19、B26、
B30-B31、B40、B55-B57、C4(b)

5.2行業基礎指標 74-75 28(b)、32

※本簡易範例保留反藍部分應揭露內容，

刪除多數反灰條文之非必要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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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基
礎

第1章:編製氣候相關揭露之核心要素

1.1 IFRS S1觀念基礎

1.2 IFRS S2之內容及其目的與範圍

1.3 IFRS S1、IFRS S2減輕揭露負擔之
比例原則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1.前言

1.1範例公司介紹

1.2遵循聲明

1.3通過永續資訊專章之日期及程序

1.4豁免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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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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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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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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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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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來源：第1.1節

報導個體

依IFRS S1的規定，永
續相關財務揭露的報
導個體應與相關財務
報表的報導個體相同。

01

揭露位置

依IFRS S1的規定，個
體須將 IFRS永續揭露
準則所規定的揭露，
作為其一般用途財務
報告的一部分。依我
國金管會「推動我國
接軌 IFRS永續揭露準
則藍圖」，揭露位置
應為股東會年報的永
續資訊專章。

適用日

我國規劃自2026年會
計年度起分三階段適
用IFRS永續揭露準則。

02

報導時間

依IFRS S1的規定，永
續相關財務揭露的報
導時間應與其財務報
表的報導時間相同。
依我國金管會「推動
我國接軌IFRS永續揭
露準則藍圖」，上市
櫃公司應於發布年度
財務報告時，同時發
布包含永續相關財務
揭露之股東會年報。

03

遵循聲明

IFRS S1 規 定 ， 遵 循
IFRS永續揭露準則的
所有規定編製永續相
關財務揭露的個體，
應作明確且無保留的
遵循聲明。反之，除
非已遵循 IFRS永續揭
露準則的所有規定，
否則個體不得聲稱永
續相關財務揭露已遵
循IFRS永續揭露準則。
此外，IFRS S1也不允
許個體作出「保留」
的遵循聲明。

04

• 資本額達100億元以上：會計年
度終了後75日內，即次年3/15
或3/16

• 未達資本額100億元：會計年度
終了後3個月內，即次年3/31

上市櫃公司發布年度財報時程

IFRS S1觀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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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本集團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認可

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永續揭露準則（以下簡稱「IFRS永續揭露準則」）編製，

民國115（2026）年度為首份採用IFRS永續揭露準則之報告。【S1.72】

1.2 遵循聲明

應作明確且無保留
之遵循聲明

1.3 通過永續資訊專章之日期及程序

本永續資訊專章已於民國116（2027）年3月15日經XXX（例如董事會或永續管理委員會等權責單位）

通過發布。

⧫ 主要業務範圍：主營鋼構製品之生產、加工及銷售，在我國鋼鐵產業結構中處於中上游位置。

⧫ 主要營運廠區：

⧫ 兩大願景：

1.1 範例公司介紹

2050年淨零排放與低碳轉型 營運持續目標

台南廠 高雄廠

1.前言：案例公司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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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之資訊

公司揭露永續資訊

時，為有助於投資

者了解不同風險與

機會如何相互影響，

應確保資訊之間有

連結性，包括可合

理預期將影響個體

展望之各種永續風

險與機會間的連結，

以及永續揭露與公

司財務報表之間的

關聯性。

05

過渡規定

IFRS S1及IFRS S2皆

對適用第一年的報導，

提供過渡放寬，其中

我國上市櫃公司適用

的過渡規定如下：

適用第1年，公司：

•無須揭露比較資訊

•得僅揭露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

•得繼續使用 GHG 

Protocol以外的準

則衡量溫室氣體

•得不揭露範疇3溫室

氣體排放

06

1.1 IFRS S1觀念基礎(續)

1.4 豁免規定之適用

豁免項目 說明
IFRS永續揭露
準則對應段落

本簡易範例採用豁
免規定情形

比較資訊
適用IFRS S1之第一個年度報導期間無須揭露
比較資訊（包括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有關
者）。

IFRS S1.E3& 

E6(a)、

IFRS S2.C3

採用此豁免

僅揭露

氣候議題

適用IFRS永續揭露準則的第一個年度報導期
間，得僅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資訊(依
IFRS S2)，且僅適用IFRS S1中與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資訊揭露有關之規定。

IFRS S1.E5 採用此豁免

商業敏感

資訊
當符合IFRS S1第B35段所列條件時，可省略
與永續相關機會有關之商業敏感資訊。

IFRS S1.B34-

B36
採用此豁免

使用其他

方法衡量

溫室氣體

排放

若個體受到司法管轄區主管機關或其上市交
易所規定使用不同衡量方法來衡量其溫室氣
體排放，則個體得於該司法管轄區或交易所
之規定適用於該個體之期間內使用該方法，
而不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
與報導準則(2004年版)」。

IFRS 

S2.29(a)(ii),B24

採用此豁免，依環境
部發布之「事業應盤
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
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屬環境部納管之廠區，
使用該部規定之辦法
衡量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3溫室

氣體排放

於IFRS S2初次適用日之第一個年度報導期間，
個體無須揭露其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包括有
關其財務碳排放之額外資訊（若個體參與資
產管理、商業銀行或保險之活動）。

IFRS S2.C4(b) 採用此豁免

S2簡易範例來源：第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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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因應比例原則挑戰之機制

「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
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之觀念

技能、能力及資源
之考量

風險與機會之辨認 【S2.11】

價值鏈範圍之決定 【S2.B36】

目前財務影響

預期財務影響 【S2.18】 【S2.20】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 【S2.B1】 【S2.B8】

範疇1及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

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 【S2.B39】

於特定跨行業指標類別中指標之計算 【S2.30】

「 」表示該機制適用之領域。

減輕揭露負擔之比例原則

預期財務影響運用比例
原則：

未來若電弧爐碳捕捉技
術測試成功，符合無形
資產認列條件，預計將
使非流動資產(無形資
產)增加，並致每年攤
銷費用增加。惟發展無
形資產之部分預計支出、
可行性達成時間及估計
耐用年限等參數宥於資
源限制，取得精確數值
成本過高，故無法提供
量化資訊。

運用比例原則，說明其為

何未提供量化資訊，並提

供有關該等財務影響之質

性資訊。 【S2.21 (a)&(b)】

S2簡易範例

來源：第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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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2.1 治理單位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治理的角色

2.2 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治理的角色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2.1 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治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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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治理的角色

辨認負責監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各）治理單位

公司應辨認及揭露對監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具有最終責任的治理單

位或個人。此等角色例如董事會、永續發展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等單位。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責任與職權範圍

公司應具體揭露這些單位或個人在氣候風險和機會管理中的角色與責

任，並反映在職權範圍、授權與職責等文件。例如，公司設立「永續

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推動並定期檢討永續發展政策、計畫及策略；

設立「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規劃、執行與監督風險管理相關事務等，

並由董事會負責監督。

技能與專業能力發展

公司應揭露其治理單位或個人如何判斷當前或未來是否具備適當的技

能和專業能力，以便有效執行氣候變遷因應策略。例如，公司可揭露

現有的專業人才發展計畫，並提供專業培訓方案。

風險與機會之權衡

公司應揭露在監督策略、重大交易決策及風險管理流程時，如何考量

氣候風險與機會，並說明是否權衡這些風險與機會間的衝突與利益。

例如當公司考慮一項重大收購案時，董事會應確保對方公司的氣候風

險被納入決策評估中，若該收購可能導致公司氣候風險增加，其是否

作出相應權衡。

目標設定，及績效指標與薪酬政策之連結

公司應揭露其治理單位或相關個人如何監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目

標設定並監控進度，並說明是否及如何將績效指標與薪酬政策連結。

例如，管理階層薪酬與績效連結，薪資結構由固定薪資及變動薪資組

成，其中變動薪資與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連結。

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治理的角色

公司應說明是否將相關職責委派給特定的管理職位或委員會、這些職

位或委員會如何受到監督，以及管理階層是否有使用控制和程序。

例如，若管理階層使用特定的控制和程序來監控碳排放，公司應說明

這些控制和程序如何在內部職能（如財務、法務、營運部門等）中運

作與協同合作。

溝通之頻率及方式

其相關揭露可能包括：

(1)告知方式(如定期開會，以及由誰向治理單位或個人報告)。

(2)告知頻率(如開會頻率為每月、每季、每年)。

(3)告知內容(如氣候相關議題的因應措施、目前執行進度、未來計畫等)。

本集團自114年起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建立
「永續資訊之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將其納入稽核計畫，稽核事宜係
由內部稽核職能於每年底執行，並由治理單位（審計委員會）督導…

來源：第2.1~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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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揭露其治理架構的程度，應足
以讓使用者了解個體對氣候相關風
險及機會的監督，該等揭露應：

1.包括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有監
督責任的所有治理單位及個人。

2.描述委派予每一單位或個人的特
定責任，其可能反映於職權範圍、
授權、角色描述或其他政策（例
如透過架構圖表達）。

3.描述治理單位或個人如何行使其
監督責任。

依IFRS S2編製有關治理之揭露時，個體應依IFRS S1規定避免不必要之重複。

例如，儘管個體應提供第6段所規定之資訊，當其對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監督係以

整合之方式管理時，個體將藉由提供整合之治理揭露（而非對每一永續相關風險與機

會提供單獨揭露）以避免重複。【S2.7】

治理架構之揭露
來源：第2.1~2.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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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治
理
單
位

管
理
階
層

永續發展委員會

• 每季召開會議

• 檢視可能影響公司未來展望之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

• 制定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監控及管理機制

• 統籌及協調各部門永續相關事務及資訊管理

董事會

• 每季召開會議

• 複核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監督及管理機制

• 考量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制定重大決策

審計委員會

• 每季召開會議

• 聽取內部稽核主管有關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內部
控制制度及稽核發現事項

氣候風險管理小組

• 每季召開會議

• 鑑別、彙編及排序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

• 偕同永續環境小組制定因應對
策

永續環境小組

• 每季召開會議

• 擬定環境管理制度並統籌各部
門對永續事項之職責

• 偕同氣候風險管理小組制定因
應對策

2.1 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治理的角色

2.1.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及管理架構 2.1.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技能與
專業能力發展

2.1.3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政策之權衡

2.1.4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目標設定，
及績效與薪酬政策之連結

註：本範例假設未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攸關

績效指標納入薪酬政策中。

本集團董事會於制定重大交易之決策時，已參

酌永續發展委員會之建議事項，將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納入考量。

…本年度本集團負責監督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

董事均已進修XX小時至XX小時之永續課程並通

過評定測驗，…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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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之辨認、評
估、排序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4.2 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流程整
合至整體風險管理流程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4.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4.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
策之影響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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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發
生
機
率

影響

04風險監控01 風險辨認 02 風險評估 03風險排序

公司於報導日使用合理且可佐證資訊辨認與

業務攸關的氣候相關風險，此資訊包括過去

事件、目前情況以及對未來情況預測。

鑑於氣候相關風險的獨特性，公司除考量發生可能性及
影響程度外，亦可進一步考量「脆弱性」以及「發作速
度」兩種標準，或將其結合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 脆弱性係指公司應對風險的準備程度、靈敏度以及適應

能力。
• 發作速度係指從此風險事件發生至公司首次感受到事件

影響時點。

對於辨認出的氣候風險及機會，公司應設置監控

機制及相關衡量指標，並定期檢視，同時應考量

如何管理此類風險，並擬定因應策略。該因應措

施具體取決於其風險承受能力及管理方法，例如

預期惡劣氣候風險增加時，公司可能採取強化受

洪水影響的建築物結構以降低風險。

4.1 辨認、評估、排序以及監控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流程

在確定風險評估標準後，公司可將「脆弱性」和「發作速度」標準

結合「發生可能性」和「影響」標準應用於氣候相關風險優先排序。

如右下圖所示，一家公司的風險以發生機率（y軸）和影響（x軸）

繪製，機率最高和影響最大的風險分佈在右上象限。

01 

02

03

04

風
險
與
機
會
辨
認
之
流
程

公
司
可
利
用
右
列
事
項
加
強

公司內部自行發展

• 評估公司設定新目標或因應法規要求所產生

• 使用情境分析考量前瞻資訊予以辨認

• 由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產生之風險與機會

使用外部來源的相關資訊

• 藉由攸關永續報導準則或架構

• 評估公司的競爭對手或同業所辨認

• 觀察環境與社會趨勢之變化

• 社群媒體或新聞對公司的看法

• 專家或其他權威機構發布的資料(例如IPCC)

來源：第4.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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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步驟1：理解氣候變遷概念

確認公司對氣候變遷概念以及潛在
影響有整體的了解。

步驟2：確定流程及功能

辨認將氣候相關風險整合可能需調
整特定風險管理流程及要素，以及
負責該等流程及要素之職能及部門。

步驟3：更新風險分類

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目前公司所使
用的風險分類及風險清單。此包括
將氣候相關風險與現行風險分類與
類型進行比對。

步驟4：調整風險管理要素

基於前述步驟中獲得的資訊以及氣
候相關風險的特性，調整目前風險
管理流程及關鍵要素。

氣候相關風險整合至整體風險管理

風險分類、風險類型及氣候相關風險之釋例

在多數情況下，氣候相關風險可作為現有風險的驅動因素，
公司可將氣候相關風險比對至其現有風險分類。

分類 類型（次分類） 氣候相關風險

財務

信用風險

流動性風險

租稅策略

• 貸款人考量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營運風險持續升級，
借款人的信用可能受損及利率上升

• 碳稅或碳費導致之成本增加

營運

供應鏈

原料可得性

業務持續

• 供應鏈所在地區受乾旱或極端天氣影響，導致供應
鏈中斷

• 由於永續林務的實務要求，導致原料成本增加

• 天氣模式改變與自然災害增加，對日常經營活動帶
來的影響

策略
競爭

客戶偏好改變
• 客戶偏好轉向低排放或環保生產的產品

整合步驟

S2簡易範例

本集團自民國111（2022）年起用於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流程與

相關政策，以「圖3.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與評估」之流程圖表示。本集團已將前述

流程納入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以確保氣候變遷能適當反映於公司整體政策中【S2.25(c)】。

來源：第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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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 IFRS S2未要求於辨認風險與機會時，須考量情境分析
之結果，此處僅提供一種可能的辨認及評估流程。

◆ 擬定因應對策時，公司可能根據其風險胃納而對不同風
險採取不同行動，包括接受風險、避免風險、降低風險、
轉移風險、風險轉化為機會等。公司可參考S2實務指引
第4章「風險管理」以進一步了解前述行動。

S2實務指引

圖3.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與評估

3.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本集團已將左圖流程納入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以確保氣
候變遷能適當反映於公司整體政策中。此外，本年度未有修
改辨認與評估流程之情事。

3.1.1 氣候風險的使用資料來源之輸入值及參數之資訊

…初步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範圍涵蓋本集團之合併個
體及價值鏈上下游，其中負責產品生產與製造之廠區（台南
廠及高雄廠）著重於實體風險與氣候相關機會之辨認；負責
技術研發及新產品設計之廠區（台南廠）亦著重於轉型風險
與氣候相關機會之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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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類別 次類別 排序 氣候風險/機會敘述
發生可能性
（Y）

影響程度
（X）

風險

氣候 1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 5.0 4.5

氣候 2 極端天氣事件之嚴重程度持續提升 4.5 4.0

其他 3 職業安全衛生 4 4.5

氣候 4 極端溫度改變而限制用電 3.4 3.3

其他 5 資產減損 2.8 3

機會

氣候 1 成功開發低碳製程 4 4.3

其他 2 人才吸引 3.9 4

其他 3 責任消費與生產，打造永續供應鏈 4 3.8

氣候 4 改良產品，進入電動車產業相關供應鏈 3.8 3

其他 5 市場地位提升 3 3.4

3.1.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排序及其方法

本集團已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及評估流程整合至公司整體風險流程中，並將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併同其他風險或機會進行排序。本集團根據風險或機會之發生可能性（Y軸）
及影響程度（X軸）分別給予乘數1至5之權重，進行排序並繪製關鍵風險與機會之矩陣圖。
本集團將關鍵風險及關鍵機會定義為在Y軸及X軸同時達3.5以上者。

3.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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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3.1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3.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
及價值鏈之影響

3.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
策之影響

3.4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財務狀況、
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

3.5 氣候韌性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4.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4.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
與決策之影響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
析與評估

實作演練

實作演練



29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治
理

策
略

風
險
管
理

指
標
與
目
標

核
心
要
素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辨認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

SASB準則特定
行業之揭露主題

IFRS永續揭露準則

CDSB架構應
用指引（例
如水或生物
多樣性等）

行業或
當地實務

以投資人爲中
心的其他架構

公司「應」考量 公司「得」考量

辨認所有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展望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

IFRS S1.54–55, B7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時參考資訊：

 應參考行業基礎施行指引(IBG)之
揭露主題辨認氣候風險與機會：
公司應根據其所屬行業的特性，
選擇適用的揭露主題。

 可參考同業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可參考於相同行業或地區營
運之公司所辨認之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並考量其適用性。

 可參考S2實務指引：該指引提供
有常見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清
單。

③

②

①

S2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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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常見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以及對個體經營模式及價值鏈的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機會之類型 對經營模式之影響 對價值鏈之影響

實
體
風
險

立即性
實體風險

◼天氣相關事件（例如暴風雨、洪水、旱災或熱浪）
資產毀損或價值下跌
對勞動力的影響（例如：員工安全）
對營運環境的負面影響（例如：水資源不足、能源

短缺）

位於高風險區域資產難以投保
營運中斷導致產出/銷售減少
產能下降（例如：供應鏈中斷）

長期性
實體風險

◼氣候模式長期轉變所產生之風險（例如：降水量、氣溫之
轉變、海平面上升）

轉
型
風
險

政策法律

◼碳費費率提高
◼對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揭露要求
◼對現有產品及服務的強制監管
◼面臨訴訟風險

法規變化導致現有資產之使用年限縮短
為符合法規要求而採用新的營運模式或製造流程

預期對高碳排之產品/服務需求
下降

技術風險
◼難以取得新技術
◼低碳轉型成本
◼以低碳商品替代現有產品和服務

技術改變導致現有資產之使用年限縮短
新技術開發需投入大量資金
採用新的營運模式或製程

預期對高碳排之產品/服務需求
下降

市場 ◼客戶行為改變
◼原材料成本上漲

投入成本（如原材料、能源、水）改變
能源組合改變

消費者偏好改變
銷售產品組合改變

聲譽 ◼消費者偏好改變
◼利害關係人關注度提升

員工管理和規劃（如員工的招募和留任）之改變
籌資能力改變

預期對高碳排之產品/服務需求
下降

機
會

資源效率

◼使用更有效率的物流/交通方式
◼使用更有效率的生產/配銷方式
◼回收再利用
◼建造能源效率更好的建築或廠房
◼減少水資源消耗

 提升生產/配送效率  提高產能

能源來源
◼使用溫室氣體排放較低的能源
◼新技術的使用
◼積極參與自願碳市場

 透過改變能源組合避免受石化燃料價格上升影響
 籌資能力上升(因投資人偏好綠色公司）

 預期低碳產品的需求增加

市場 ◼進入新市場  進入新興市場  與新的供應商合作

韌性 ◼參與發展新能源，採取能效提升之措施  對基礎設施、廠房設備加強韌性規劃
 提高供應鏈的可靠性，確保在

不同條件下之營運能力

來源：第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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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個體對資源及關係之依賴及影響可能
產生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展望之永
續相關風險與機會。

• 個體可能判斷永續相關風險或機會
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展望（基於
外部之一方之預期），即使個體本
身可能並無該預期。

• 個體展望係指個體於短期、中期或
長期之現金流量、其對籌資之可得
性或資金成本。

1. 評估價值鏈之範圍
2. 考量價值鏈中之

資源及關係
3. 辨認對資源及關係之

依賴及影響
4.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評估公司價值鏈之範圍並考量其
與利害關係人、社會、經濟及自
然環境之互動。公司可考量：

 其經營模式，即公司營運中與
創造價值及產生現金流量相關
之層面；及

 其外部環境，即影響公司營運
之外部狀況及事件。

 其於產品或服務之完整生命週
期中所使用及依賴者為何。

個體所依賴及影響之
資源及關係存在於其
價值鏈中。資源及關
係可能具有多種形式。

一鋼鐵製造公司考量於其製
造流程中與自然環境之互
動。

該鋼鐵製造公司考量於
其生產流程中對人力資
源及廠房設備之使用。

該鋼鐵製造公司考量其對人力
資源及廠房設備之依賴。亦即，
公司依賴此等資源以產生現金
流量。

該鋼鐵製造公司辨認一氣候相關風
險：颱風等極端天氣事件。該風險
可能造成人員停工及廠房設備受損，
進而使營運中斷。

個體考量其如何直接及間接依
賴及影響資源及關係：

• 依賴資源及關係以產生現金
流量。

• 透過其活動及產出影響資源
及關係。

此等依賴及影響有助於資源及
關係之保存、再生及發展，或
導致其退化及折耗。

釋
例

※ 可運用比例原則※ 可運用比例原則

報導個體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及應揭露的重大資訊時，不宜僅考量子公司個別營運規模或當期財務比例，亦應納入其他質性指標。例如，多
角化經營之甲集團內屬資訊服務業之子公司當期營收及資產占比雖顯不重大，但甲集團若已制定全力發展雲端數位服務之策略方向，計畫因應低
碳經濟投入資金開發新服務以符合消費者偏好，此氣候相關之機會亦可影響集團未來展望，故在判斷上除量化門檻，亦應將質性因素納入考量。
【多角化經營辨認風險與機會之相關釋例，詳IFRS S1第IE9至IE15段，以及S2實務指引第3.1節、第5.2節】

辨認風險與機會時，應同時考量量化及質性因素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相關流程來源：第3.1節

註：除參考S2實務指引外，酌修案例為鋼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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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評估價值鏈之範圍（包括其廣度及組成）

註：除S2實務指引外，此頁面亦參考ISSB
於2024年11月19日發布之「永續相關
風險與機會及重大資訊之揭露」教育
文件，並酌修案例為鋼鐵業。

評估價值鏈範圍之考量因素（以鋼鐵製造商為例）

經
營
模
式

外
部
環
境

與「創造」產品之
生命週期有關

之考量

與個體價值鏈中資
源及關係有關之考

量

構思及製造

煉鋼並設計及製造鋼
構製品

交付

運輸鋼構製品予客戶

耗用

持續使用鋼構製品

生命終結

廢鋼回收再冶煉、
廢棄物除役

個體之營運

從事鋼構製品之設計、生
產製造及行銷所需者—例
如，人力資源。

通路

採購廢鋼、行銷及配銷產品通
路—例如，用於煉鋼之廢鋼
來源（供應商）。

環境

提供個體營運條件之環境—
例如，客戶可取得融資以購
買所需之鋼構製品。

上游 下游

釋例：在「營運」層面，考量其經營模式及外部環境

經營模式：本鋼鐵製造公司相對其他行業屬碳密集行業，因屬電弧爐煉鋼，故主要排放來自用電（範疇2排放）。此等製程攸關於該公司營
運中產生現金流量相關之層面，屬於其經營模式。

外部環境：碳費徵收法規將影響鋼鐵行業，該法規要求就範疇1及範疇2排放徵收碳費，而可能影響公司營運。因此，公司營運所處之監管環
境係其價值鏈之一部分。

來源：第1.1節、第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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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永續相關重大資訊

辨認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重大資訊

SASB準則特定
行業之揭露主題之有關指標

IFRS永續揭露準則明定及必要之額外資訊

CDSB架構應
用指引（例
如水或生物
多樣性等）

以投資人爲中
心的其他架構

行業或當地實
務

公司「應」考量 公司「得」考量

揭露所有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重大資訊

GRI準則

ESRS

IFRS S1.58, C2-C3

重大性定義與IFRS會計準則
相同

重大性定義

若資訊之遺漏、誤述或模糊，可合理預期將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告之主要使用者以該等報告（其包括財務報
表與永續相關財務揭露，以提供有關特定報導個體之資訊）為基礎所作之決策，則該資訊係屬重大。

儘管重大性的定義相同，對永續相
關財務揭露與財務報表的重大性判
斷仍有些微差異，例如：

(1) 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資訊，
不受限於符合資產及負債的定
義及認列條件。

(2) 編製永續相關財務揭露時，通
常需考量較長期間的財務影響 。

(3) 編製永續相關財務揭露時，需
考量其於整體價值鏈中互動的
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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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大性判斷時之考量

量化因素 質性因素

個體通常藉由考量永續相關風險
或機會之影響大小（相較於其他
相關衡量之影響大小），以評估
資訊是否係量化上重大，量化因
素之例可能包括考量對現金流量、
資源消耗量、投資報酬或市場份
額之影響。

辨認個體進行此量化評估所依據
之衡量數係屬判斷事項。例如，
當考量有關影響員工群體之永續
相關風險之資訊之重大性時，個
體可能考量受影響員工數量相對
於員工總數量。

個體作重大性判斷時考量之質性因素係個
體之一種特性，諸如其治理，以及其與利
害關係人、社會、經濟及自然環境在個體
價值鏈中之互動，此最終產生永續相關風
險或機會。

僅因質性因素之存在不必然使資訊重大，
但可能增加主要使用者對該資訊之興趣。
惟某些資訊因有質性因素存在，基於其本
質而可能係屬重大。例如，個體如何建構
其治理功能以管理氣候風險主題之資訊，
基於其本質，對暴露於可合理預期將影響
個體展望之氣候相關風險之所有個體而言，
可能係屬重大。

來源：第1.1節

• 若某一資訊不重大，無須
揭露IFRS永續揭露準則明
定之最低要求。

• IFRS永續揭露準則未明定
但會影響使用者之資訊，
亦應揭露

•無需完全精確，用於估計
之假設為真實資訊免於重
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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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於辨認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公司展望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時，本集團參考「IFRS S2行業基礎

施行指引第9冊—鋼鐵製造商」中各揭露主題並考量其適用性【S2.12】，判斷適用之揭露主

題包括「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管理」；….；而揭露主題「供應鏈管理」則因為該揭露主題

聚焦於高爐煉鋼面臨之鐵礦石開採及煤炭生產議題而不適用。【S1.59、S1.74】【S1.75(a)-

(b)】

…除前述揭露主題外，本集團亦參考於相同地區營運之鋼鐵同業所辨認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因各廠區地理位置及所蒐集有關未來天氣之預期性資料，判斷「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之

嚴重程度持續提升」此立即性實體風險亦可能影響本集團展望。…【S1.55(b)(iii)】

同業

IBG

依S1.74揭露對公司所報
導資訊具重大影響之判斷

4.1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IFRS S2
IBG 第9冊
鋼鐵製造商
（EM-IS）

揭露主題 適用與否

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管理

水管理 不適用

供應鏈管理 不適用

辨認適用之揭露主題

4.1.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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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考慮時間區間的定義時可考量之因素

06

行業特性
土地開發公司可能會採用較長的時間區間，因為通常土地取得及規劃會需要較長的
期間執行；而零售業或消費性電子行業屬於市場趨勢快速變動之行業，公司採用的
時間區間則可能較短。

預期資產耐用年限
個體可依據其資產之預期使用年限，考量時間區間。

氣候相關風險的性質
個體可依風險類型設定時間區間，例如個體暴露在海平面上升的實體風險時，可能
考量較長的時間區間來對應長期性的氣候風險。

投資週期
個體可考慮對投資持有的期間設定時間區間。

司法管轄區適用的永續相關政策
個體可考慮營運地點的司法管轄區之永續政策，例如我國於2022年3月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落實淨
零轉型目標。因此，公司可考量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步調設定時間區間。

策略目標
公司參考現有的氣候目標，例如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來制定符合其營運與
減碳需求的策略。

來源：第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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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4.1.3 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公司展望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以及其對公司經營模式與價值鏈之可能影響

揭
露
主
題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對經營模式的影響
【S2.13(a)】

對價值鏈的影響
【S2.13(a)】

風險與機會集中於經營模式
/價值鏈的何處【S2.13(b)】

可能影響之
時間區間

【S2.10(c)】類型【S2.10(b)】 描述【S2.10(a)】 目前 預期 目前 預期 上游 本集團 下游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轉型風
險

政策
與法
規

溫室氣
體排放
量管制
徵收碳

費

我國自民國115(2026)年起針對高碳
排產業之前一年度範疇1及範疇2排
放開徵碳費，鋼鐵業亦屬受法規控
管之產業。鋼鐵製造業相對其他行
業屬碳密集行業，主要排放來自用
電(範疇2排放)，排放成本因碳費開
徵而大幅提升，致營運成本增加。

訂定低碳
轉型計畫，
具體內容
參 見
「 4.2.1
氣候轉型
計畫」。

加速公司
低碳轉型
政策之推
進。

下游機械設備及模
具等金屬製品生產
商，其能源耗用多
源自用電，排放成
本亦因碳費開徵而
大幅提升，致營運
成本增加。

下游客戶營
運成本持續
增加，可能
導致其調整
生產製程。

◎
(台南廠、
高雄廠)

◎ 短期、中期
及長期

以下茲舉【轉型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為例S2簡易範例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評估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的目前及預期影響

S2實務指引
4.1.2時間區間：定義及與策略性決策規劃時程之連結

IFRS S2並未規定公司應使用的時間區
間，而是允許公司依自身實際情況及環
境適當地定義短期、中期、長期。

實務上公司可能參考公司整體風險分析
或營運決策使用的時間週期，以定義永
續揭露準則採用的時間區間。

期間 定義 與策略性決策規劃時程之連結

短期
• 2年以下
• 民國116年至117年

本集團重大決策之規劃週期平均約為兩年重新檢視
與調整。

中期
• 3年以上至10年以下
• 民國118年至125年

本集團策略性決策通常在10年內會有明顯成效。

長期
• 11年以上
• 民國126年至139年

本集團配合國家「2050年淨零排放路徑」及相關
政策，規劃於民國139年達成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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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揭露氣候相關轉型計畫，包括所使用之關鍵假設資訊。

◆轉型計畫是個體整體策略的一層面，訂定個體轉型至低碳經濟的目標（例如2050淨零排放）及如何在規劃的時間
區間實踐目標的措施及活動，轉型計畫包含財務計畫、預算及相關的財務目標，使用在轉型計畫之關鍵假設應與
報導個體在投資決策或財務會計上所作之假設一致。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策之影響

氣候轉型計畫之具體行動 說明

簽訂再生能源企業購電協議(CPPA)
本集團本年度已與台南之太陽能電廠簽訂20年之長期CPPA，未來預計持續提升
CPPA購電比例。

綠色運輸計畫

綠色運輸為本集團低碳轉型計畫下之近期首要執行事項，由於以往使用柴油貨
車在工廠內部搬運鋼筋，除了高碳排亦可能導致空氣汙染，本集團為因應此議
題，目前已陸續將柴油運輸車汰換為電動式輸送台車，預計持續至汰換完畢為
止。

持續投資電弧爐碳捕捉技術
本集團持續開發「碳捕捉、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之負排放技術，其係針對
電弧爐已產生之含碳廢氣做碳捕捉，並將捕獲的碳進行封存或再利用之技術性
碳移除。就現階段而言，該技術之開發甫進入試行階段。

S2簡易範例

4.2.1氣候轉型計畫 【S2.14(a)(iv)】

本集團於轉型計畫中所使用之關鍵假設包括電弧爐碳捕捉技術於兩年內可正式啟用等，惟「客戶對低碳產品之需求量」
此重要假設之資料可得性過低，相關衡量數以質性方式表達。

來源：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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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及決策之影響(節選)

領域 釋例

經營模式及資
源分配之變動
【S2.14(a)(i)】

•增加投資低碳排之公司或自碳密集公
司撤資

•降低對碳密集行業之融資活動

•重新選擇供應商產生之資源分配改變

•開發新產品或服務導致資本支出及資
源分配改變

直接減緩與調
適努力
【S2.14(a)(ii)】

•改善產品設計、製造流程或生產設備

•增加廠房防洪設施避免營運中斷

•搬遷高風險地區之廠房

間接減緩與調
適努力
【S2.14(a)(iii)】

•提供客戶氣候相關培訓課程

•與供應商合作因應極端氣候

個體計劃如何
提供資源
【S2.14(b)】

•聘僱專業人員執行氣候分析及管理

•重新檢視員工職責以應對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

氣候風險/機會 減緩與調適努力【S2.14(a)(i)-(iii)】

描述 目前 預期

颱風、洪水等極端天
氣事件之嚴重程度持

續提升

針對損壞風險較高之財物投保產險，
以避免廠區損失。

定期維護營運持續管理（BCM）系
統，以確保營運穩定性與復原能力。

持續投保產險，並改
善BCM系統，妥善規
劃備援及復原程序。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
徵收碳費

本年度已陸續執行轉型計畫，包括：
簽 訂 再 生 能 源 企 業 購 電 協 議
(CPPA)及執行綠色運輸計畫。

此外，亦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
(SLB) 以支應該等計畫之執行。

未來預計繼續執行左
列轉型計畫及相關因
應對策。

4.2.1氣候轉型計畫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SLB），該債券本息支付條件
與本集團排放減量目標相連結，所取得之資金將用於執行轉型計畫。
…
5.1.3資本配置
本集團為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配置之資本支出、籌資或投資主要涉及低碳轉
型計畫下之各項子計畫，本年度投入該等子計畫之金額共計XXX仟元，其中
XXX仟元來自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未動用金額未來將持續投入於氣候
相關轉型計畫），占年度投入金額XX%；其餘投入金額源於自有資金。

S2簡易範例

4.2.2因應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以及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財務影響(擷取)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策之影響(續)
來源：第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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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S2.9(d)】

報導期間財務影響【S2.16(a)】

【碳費相關本期財務影響】

• 本年度首次依環境部公布之碳費三子法申報並繳交碳費，負
債準備減少及現金流出共計XXX仟元，占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XX%；估列次年度繳交碳費之費用及負債準備增加XXX仟元。

【轉型計畫相關本期財務影響】

•簽訂再生能源CPPA產生費用與現金流出共計XXX仟元，占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XX%。

• 本期因淘汰部分柴油車致其耐用年限縮短，並增加折舊費用
XXX仟元，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之新設備支出造成XXX仟元
之非流動資產增加及現金流出，占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XX%。

【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SLB)相關本期財務影響】

• 本期發行SLB使負債及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增加XXX仟元，並
導致相關利息費用。

本集團不預期此氣候相關風險存有重大調整下一年年度財務
報告中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的顯著風險。【S2.16(b)】

以下茲舉【轉型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為例：

報導期間（本期）財務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下一報導年度

資產及負債作重大調整具顯著風險

公司需提供量化及質性的資訊揭露，以使財務報表

使用者了解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中，下一年度有顯

著風險對本期財務報表資產或負債之帳面金額作重

大調整者。【S2.16(b)】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報導期間

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

說明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在報導期間內，如何影響

公司的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例如，氣

候事件（如颱風）是否導致或營運中斷，進一步影

響維護成本及收入。

公司需提供量化及質性的資訊揭露。說明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如何在當期財務報表中反映，例如收入

減少、成本增加或資金運用變動。

來源：第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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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無需揭露所有期間(短中長期)之預期財務影響，僅需考慮預期的

財務影響是否會在這些期間發生。

例如，若某個體計劃將在幾年後完成一項重大投資以減輕氣候相關
風險之暴險，但該風險在短期內被評估為不重大，則該個體可能僅
需揭露長期風險及預期財務影響，但無需揭露短期之預期財務影響。

S2簡易範例

以下茲舉【轉型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為例：

預期財務影響（基於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策略）

對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S2.9(d)】

預期財務影響 【S2.2、S2.16(c)-(d)、S2.21(a)-(c)】

【假設部分量化及部分質性資訊】

【碳費相關預期財務影響】

• 碳費可能因政策而逐期上升，惟本集團亦預計因減碳成效而取得
優惠費率並減少碳費整體支出，預期短期每年可能產生XXX仟元
至XXX仟元之費用及現金流出。就中期及長期而言，因低碳製程
漸趨成熟穩定，導致碳排放量下降，預期將使營業費用受影響，
並進而影響營業損益及淨利。惟未來政府環境法規可能更趨嚴格
擴大課徵對象及提高碳費費率等因素，導致未來碳費支出不確定
性高，無法量化衡量。

【轉型計畫相關預期財務影響】

• 本集團預計透過簽訂再生能源CPPA逐年提升再生能源使用占比，
此計畫將導致費用與現金流出。惟因未來市場對綠電需求，以及
政府對再生能源補貼政策等不確定高，故無法量化衡量。

【發行SLB相關預期財務影響】

•預期發行SLB將使負債及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增加，以及債券存續期
間每年利息費用增加。惟因預計募集金額將取決於未來資金需求
情況，此金額因不確定高尚無法量化衡量。

(略)

量化資訊得以單一數額或區間
揭露呈現 S2.17

此處運用比例原則，以質性資訊表達

此處運用比例原則，以質性資訊表達

此處運用比例原則，以質性資訊表達

考量事項 說明

投資及處
分計畫

包括資本支出、重大收購及撤資、合資、業務轉型、創新、
新事業領域及資產報廢之計畫等，該等計畫無需經過正式
核准而形成承諾，但通常會正式納入個體的營運計畫中。
例如，某公司規劃在未來三年內關閉一座舊廠房，以減少
能源消耗並進一步降低碳排放。

計畫之資
金來源

計畫的資金來源通常是來自營運資金、發行債務或權益工
具。

基於其管理氣候之策略，預期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如何於短中長期改變

考量財務狀況之改變

考量財務績效＆現金流量之改變

舉例而言，某公司已計劃五年內將部分工廠遷移至氣候風險較低的地
區，並投資綠色能源設施，降低能源成本及碳排。短期內，遷移計畫
會增加資本支出及營運成本；但預期中期內營運成本將降低，且長期
將能受益於綠色產品需求增長的機會。
另外亦須考量對籌資可得性及資金成本的影響

無需揭露所有期間之財務影響

來源：第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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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以下茲舉【轉型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為例：

預期財務影響（基於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策略）-續

對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S2.9(d)】

預期財務影響 【S2.2、S2.16(c)-(d)、S2.21(a)-(c)】

【假設部分量化及部分質性資訊】

【碳費相關預期財務影響】

• 碳費可能因政策而逐期上升，惟本集團亦預計因減
碳成效而取得優惠費率並減少碳費整體支出，預期
短期每年可能產生XXX仟元至XXX仟元之費用及現
金流出註。就中期及長期而言，因低碳製程漸趨成
熟穩定，導致碳排放量下降，預期將使營業費用受
影響，並進而影響營業損益及淨利。惟未來政府環
境法規可能更趨嚴格擴大課徵對象及提高碳費費率
等因素，導致未來碳費支出不確定性高，無法量化
衡量。

(略)註：受高度不確定性影響之數額：【S1.78(b)】
碳費估計：本集團所有廠區（台南廠及高雄廠）已於民國114年取得經環境部審查之自主減量計畫，且屬該部認定之高碳洩漏
風險行業。就碳費之估計而言，相關重大假設包括每年執行進度均依自主減量計畫中所設定之路徑達成減量目標。相關參數則
包括每年度本集團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估計及主管機關未來公告之碳費假設（預期未來考量國際碳定價經驗及國際評估報告分階
段調漲）等。前述假設及估計基礎之變動，均可能導致碳費估計金額之重大調整。

◆當永續相關財務揭露所報導的數額無法直接

衡量且僅能估計時，即產生衡量不確定性。

◆ IFRS S1規定應揭露影響所報導數額最重大不

確定性的資訊，亦即需要個體作成最困難、

主觀或複雜判斷的估計有關的資訊。

【S1.74-76、S1.77-82】

來源：第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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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附表2-2-3：

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對應至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簡易版揭露範例－以鋼

鐵製造商(EM-IS)為例
IFRS S2相關條文.，以及IFRS S2與附表2-2-3之主要差異

(參考S2與TCFD建議之比較）

治
理

項目
1

敘明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對於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監督及治
理。

【S2.6】
• S2規定揭露更詳細之資訊，例如，治理單位或個人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之責任如何反映其職權範圍等。

策
略

項目
2

敘明所辨識之氣候風險與機會
如何影響企業之業務、策略及
財務(短期、中期、長期)。

【S2.10(a)-(c)、S2.14、S2.15(a)-(b)、S2.16(a)(c)(d)、S2.21】

• 在描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影響時，S2要求提供更詳細之資訊。例如，
已(或計畫)如何回應風險時，須揭露相關轉型計畫及計劃如何達成其氣
候相關目標。

• 於揭露風險與機會之目前及預期財務影響時，S2要求提供更詳細之資訊，
另訂定何時需提供量化及質性資訊之條件。

• 公司在某些情況可僅提供質性資訊，例如，當個體無法單獨辨認風險或
機會之影響，或衡量不確定性過高時，某些情況下可僅提供質性資訊。

• S2要求揭露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之所有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
並規定採用與個體情況相稱之作法。

※提醒：依S1.78，受高度衡量不確定性影響之數額，應揭露該不確定性來
源，及衡量該等數額時所作假設、概估及判斷。

項目
3

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轉型行動
對財務之影響。

項目
5

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面對氣候
變遷風險之韌性，應說明所使
用之情境、參數、假設、分析
因子及主要財務影響。

【S2.22】

• S2規定須就韌性提供額外資訊，包括對不確定性重大領域之考量、調適
其策略及經營模式之能力等。

• S2對氣候相關情境分析如何及何時執行要求提供更詳細之資訊。

2.1治理單位及管理階層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治理的角色

4.1.3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公司展望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以及其對公司經營模式與價值鏈可能影響

4.3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從年報附表2-2-3至年報永續資訊
專章

◆ 附表2-2-3之永續資訊可作為年報永續資訊專章的良好基礎，

惟兩者規範並非完全一致，公司應回歸IFRS永續揭露準則

檢視是否符合規範(亦可參考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

4.2.1氣候轉型計畫

4.2.2因應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以及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財務影響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S2&TCFD.pdf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6


45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面
向

附表2-2-3：
上市上櫃公司氣候相關資訊

對應至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簡易版揭露範例－以鋼鐵製造
商(EM-IS)為例

IFRS S2相關條文.，以及IFRS S2與附表2-2-3之主要差異
(參考S2與TCFD建議之比較）

風
險
管
理

項目
4

敘明氣候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管理流程如何
整合於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S2.25】

• 除風險外，S2亦明確規定提供用以辨認、評估、排序及
監控機會之流程，在何種程度上及如何整合至並影響個體
之整體風險管理流程之額外揭露。

指
標
與
目
標

項目
6

若有因應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之轉型計畫，說
明該計畫內容，及用於辨識及管理實體風險
及轉型風險之指標與目標。

【S2.14(a)(iv)、S2.29(b)-(c)、S2.33】

• S2針對轉型計畫及目標的揭露要求，有更具體的規範。

項目
7

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劃工具，應說明價
格制定基礎。

【S2.29(f)】

• S2規定另需揭露所制定的碳排放價格。

項目
8

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標，應說明所涵蓋之活
動、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規劃期程，每年達
成進度等資訊；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能源憑
證(RECs)以達成相關目標，應說明所抵換之
減碳額度來源及數量或再生RECs數量。

【S2.14(a)(iv)、S2.29(a)(i)-(ii)、S2.33】

• S2並未要求溫盤資訊需經確信，相關確信規範依主管機
關推定，亦可參考IFRS 永續揭露準則問答集問答集第1-
2-8題。

項目
9

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與減量目標、策略
及具體行動計畫。

3.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流程政策

4.2.1氣候轉型計畫

5.1.1.1報導期間溫室氣體絕對總排放量及減量目標設定

5.1.4內部碳價格

5.1.2易受氣候相關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或機會影響之
資產或經營活動之數額及百分比

◆ 附表2-2-3之永續資訊可作為年報永續資訊專章的良好基礎，

惟兩者規範並非完全一致，公司應回歸IFRS永續揭露準則

檢視是否符合規範(亦可參考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

從年報附表2-2-3至年報永續資訊
專章(續)

4.2.1氣候轉型計畫

3.1.3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排序及其方法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S2&TCFD.pdf
https://isds.tpex.org.tw/download/20250103IFRS永續準則問答集.pdf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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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揭露項目 公司目前揭露情形 公司自評結果

S2段落
（節選）

項目（擷取自「IFRS S2自評表-
以鋼鐵製造商為例」）

揭露內容（文字／截圖／連結等）
來源

(TCFD報告、永續報
告書、年報等)

揭露情形
(下拉式選單)

如為不適用，
填具原因

分析/影響

治理

S2.6(a)(ii)

GO2.1.2公司是否揭露該治理單位
或個人判定可取得或將發展適當
之技能與專業能力，以監督公司
回應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策略
之方式？

本集團持續推動治理單位培養永續智識，
首年度著重於氣候變遷議題。

例：安珀鋼鐵年報
(連結)，第XX頁

部分揭露 N/A

將依本公司實務明確揭露
如何判定董事具備專業能
力。例如描述判定時會考
量本公司董事永續相關經
歷，或者具備永續相關證
照等。

S2.6(a)(v)
GO2.1.5.3公司是否揭露其相關績
效指標有無納入薪酬政策？

實作演練：落差分析

公司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則並非從零開始，藉由與現行已揭露永續資訊進行落差分析，公司可更有效率地了解在編

製IFRS永續揭露資訊時尚需補強的領域。此為落差分析底稿呈現的一種例子，非為主管機關規範之必要格式或內容。

此欄無需填寫，已參照接軌專區

發布之IFRS S2自評表節選數條

應揭露項目供實作演練。

 
填寫公司目前已發布之永續資訊中，

是否及如何揭露。


公司自我評估目前揭露情形的揭露程度，

如為部分揭露或未揭露，

分析尚須補足的部分。

提醒：公司後續宜持續追蹤所辨認之差異。

落差分析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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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等釋例源自實務案例，部分案例進行調整以利教學呈現，不代表案例公司實際揭露情況。

講師版
應揭露項目 公司目前揭露情形 公司自評結果

S2段落
（節選）

項目（擷取自「IFRS S2自評表-以鋼鐵製造商
為例」）

揭露內容（文字／截圖／連結等） 揭露情形 分析/影響

治理（GO）

S2.6(a)(ii)
GO2.1.2公司是否揭露該治理單位或個人判定
可取得或將發展適當之技能與專業能力，以監
督公司回應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策略之方式？

本集團持續推動治理單位培養永續智識，首年度著重於氣候變遷議
題。

部分揭露

尚需明確揭露如何判定董事具備專業
能力。例如描述判定時會考量本公司
董事永續相關經歷，或者具備永續相
關證照等。

S2.6(a)(v)
GO2.1.5.3公司是否揭露其相關績效指標有無
納入薪酬政策？

XX公司以全體員工當責機制推動低碳轉型，各廠減碳績效與高階主
管及同仁獎金連結，每季度及年終結合各廠EPS及減碳目標達成率
分別計算季獎金及年度績效獎金。...

完全揭露 目前揭露已符合準則要求

策略（ST）

S2.13(b)
ST4.2公司是否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集中於
哪些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例如，地理區域、設
施及資產類型）？

風險：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描述：EU ETS 要求在歐盟境內運營的船舶購買碳排放配額(EUA),這
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包括船舶節能技術等。
風險衝擊位置：上游、本公司

部分揭露
尚需揭露較明確之風險集中位置，例
如地理區域、設施及資產類型之明確
資訊。

S2.16(a)
ST7.1公司是否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其於
報導期間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
影響方式之量化與質性資訊？

【立即性實體風險】熱帶氣旋
財務影響說明：
※費用成本增加 - 購買天災保險之費用
※營收維持 - 對策後減少的毛利損失

部分揭露
尚需揭露重大之短/中/長期財務資訊，
如未能提供量化資訊，應提供質性資
訊並說明理由。

S2.22(b)
ST13.2公司是否揭露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之執行
方式及時間？

未揭露 未揭露
尚需揭露執行方式及時間，例如「每
兩年執行一次，本年度適逢執行年度」
此類敘述。

實作演練：落差分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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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揭露項目 公司目前揭露情形 公司自評結果

S2段落
（節選）

項目（擷取自「IFRS S2自評表-以鋼鐵製造商
為例」）

揭露內容（文字／截圖／連結等） 揭露情形 分析/影響

風險管理（RM）

S2.25(a)(ii
i)

RM2.1.3公司是否揭露其對該等風險之性質、可
能性及影響程度（例如，公司考量質性因素、
量化門檻或其他條件）之評估方式？

XX公司於氣候風險與機會辨識流程中，針對所蒐羅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議
題，綜合考量「發生時間」、「發生可能性」和「影響程度」註，將各維度
之鑑別分數相乘計算，再依各子公司淨值為權重得出金控整體鑑別結果，以
作為風險與機會重大性之排序依據。

註：「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分為 5 個等級，1 為最低、5 為最高。
其中「影響程度」將重大偶發事件遵循事項中規範之預期損失達一千萬美金
( 約臺幣三億元 ) 設為影響程度極大值。

完全揭露 目前揭露已符合準則要求

S2.25(b)
RM2.2.2公司是否揭露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之使用
方式，以影響其對氣候相關機會辨認之資訊？

XX公司透過年度重要性評估、定期更新的《氣候願景2050》、策略及業務
規劃流程、以及持續監察市場發展，辨認與永續及氣候相關的機會。氣候變
遷情境分析有助了解潛在機會，尤其在應對能源系統和市場的演變方面。相
關機會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電力供應、提供能源效益服務、支持
電氣化發展，以及推動電池儲能等。...

部分揭露
尚需新增敘述如何將氣候情境分
析之結果用於辨認氣候相關機會

指標與目標（MT）

S2.B28(a)
MT5.1公司是否揭露其用於決定溫室氣體排放
之適用方法及衡量作法？

XX公司依據環境部公告之相關盤查指引及規定，進行每年溫室氣體盤查查證
及登錄，XX事業202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範疇1XXX,XXX.XX噸CO2-e，範
疇2(市場基礎)XXX,XXX.XX噸CO2-e。

部分揭露
除目前已揭露之衡量方法外，尚
需揭露衡量作法(權益份額法/控
制法等)

S2.29(b)
MT12公司是否揭露易受氣候相關轉型風險影響
之資產或經營活動之數額及百分比？

台灣納入環境部碳費徵收名單之工廠數，及占台灣總廠區數之百分比

完全揭露 目前揭露已符合準則要求

S2.29(f)(i)
MT16.1.1公司是否揭露其是否應用碳價格制定
決策（例如，投資決策、移轉訂價及情境分
析）？

本公司內部碳定價採用國家碳費之價格。 部分揭露
尚需新增揭露每公噸溫室氣體排
放價格。

實作演練：落差分析（解析）

註：該等釋例源自實務案例，部分案例進行調整以利教學呈現，不代表案例公司實際揭露情況。

講師版

環境部碳費徵收名單之工廠數(A) 總工廠數(B) 碳費徵收工廠占比 (A/B)

A產品廠 2 2 100%

B產品廠 0 20 0%



實作時間-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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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到財務資訊揭露連結
個體應揭露使一般用途財務報導之使用者，能了解可合理預期將於短期、中期或長期影響個體之經營模式、策略或現
金流量、其對籌資之可得性及其資金成本之重大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資訊。

可能影響個體未來
展望之外部永續風

險事件

鑑別受永續風險事
件影響之價值鏈環

節、營運活動

評估永續風險事件
之可能性與影響

回應永續風險與機
會之策略與決策

相關策略與決策對
財務資訊之影響

外部永續風險事件鑑別 財務資訊衝擊路徑圖

分析範疇
(標的、地區等)

檢視財務報表項
目間之連結性

分析方法
(期間、情境等)

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揭露

質性揭露

量化揭露

盤點因應做法

評估對財務
報表影響

目前財務影響

預期財務影響

針對鑑別出之外部永續風險事件，盤點公司已執行及預計執行之因應策略及作法，了解當期及未來相關財
務影響，並透過建立之重大性分析方法梳理應揭露資訊。

財報科目
(財務狀況及績效)

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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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財務面向思考方向

收入

費用

資產耐用年限

資產減損

存貨

1. 是否有因應辨識出之永續風險或是機會所產生之相關收入?
銷售低碳產品產生之
營業收入

釋例考量說明 

1. 是否因永續風險將產生相關費用或損失(未有因應做法)?

2. 因應作法所產生之相關費用?

1. 碳費之徵收

2. 買碳權進行抵換

1. 是否因應策略對非流動資產的估計耐用年限或殘值產生影
響?

提前報廢或更換現有
資產

1. 是否相關永續風險將造成資產、現金產生單位或商譽產生
減損跡象，或對未來現金流量評估產生改變?

位於高實體風險地區
之資產

1. 是否造成存貨成本上升/下降?

2. 是否將造成存貨淨變現價值變動?

3. 是否將造成存貨流動性改變?

產品製造涉及違反勞
工人權造成客戶拉貨
意願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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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財務面向思考方向(續)

無形資產

公允價值衡量

準備&
或有負債

資本
與融資

(包括繼續經營) 

金融工具

1. 是否取得可能認列為無形資產之項目? 取得自願性碳權

1. 是否應認列新的負債準備、重新衡量現有負債準備或已揭
露的或有事項?

1. 環境/除役負債

2. 氣候變遷的公開
承諾

1. 是否因永續風險造成以市場法或收益法衡量公允價值時之
假設或參數等之變動?

預估未來現金流量之
變動(收益法)

1. 是否相關永續風險與機會造成籌資可得性之變動?

2. 是否造成資金成本之變動?

1. 公司聲譽下降

2. 綠色債券

1. 是否造成金融工具價值或評價方式變動?

2. 是否需認列衍生性金融工具?

1. 預期信用損失

2. 永續發展連結債

考量說明 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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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演練：本期財務影響

風險/機會描述

本期財務影響

考量項目
收入 費用

流動
資產

非流動
資產

短期
負債

長期
負債因應策略/風險或機會之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
制徵收碳費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淘汰柴油車，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 Ｖ V V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SLB) Ｖ

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 V V V

風險/機會描述

本期財務影響
考量項目

對現金流量的影響 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對財務狀況的影響因應策略/風險或
機會之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
管制徵收碳費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淘汰柴油車，投資電動
式輸送台車

-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之新設備支出造
成XXX仟元之投資活動現金流出

-本期因淘汰部分柴油車致其耐用年限
縮短，並增加折舊費用XXX仟元

-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之新設備支出造
成XXX仟元之非流動資產增加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
券(SLB)

-本期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使籌資
活動現金流入增加XXX仟元。

-相關利息費用XXX仟元。 -負債增加XXX仟元。

風險或機會之本期
財務影響

NA
-首次繳交碳費，營業活動現金流出共
計XXX仟元

-估列次年度繳交碳費之費用增加XXX
仟元

-首次繳交碳費，負債準備減少共計
XXX仟元
-估列次年度繳交碳費之負債準備增加
XXX仟元

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下拉式選單】
選擇「因應策略」或「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若左欄選擇「因應策略」，

說明該因應策略。

(選擇「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
則無需填寫此格)


初步評估左列「因應策略」或

「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可能涉及

本期哪些財務資訊。

④ 至下一表單，進一步評估可能影響之單行項目及量化數字(實作時可使用XXX代替)。

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頁籤：

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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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機會描述

預期財務影響

考量項目

收入 費用
流動
資產

非流
動
資產

短期
負債

長期
負債

籌資
可得
性

資金
成本因應策略/風險或機會之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
制徵收碳費

預期因應策略 持續將剩餘柴油車汰換為電動式輸送台車 Ｖ V V
預期因應策略 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SLB) V Ｖ Ｖ Ｖ Ｖ

考量上述因應策略後，
風險或機會之預期財務影響

- V V V

實作演練：預期財務影響

風險/機會描述

預期財務影響

考量項目

對現金流量的預期影響 對財務績效的預期影響 對財務狀況的預期影響
對籌資之可得性
及資金成本的預

期影響
因應策略/風險或機會之

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
管制徵收碳費

預期因應策略
持續將剩餘柴油車汰換為電
動式輸送台車

-[短期]新設備支出造成XXX仟元
現金流出
-[中期]新設備支出…

[短期]折舊費用大約每年XXX
仟元
[中長期]…

-[短期]新設備支出造成XXX
仟元之非流動資產增加。
-[中期]…

無重大影響

預期因應策略
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
(SLB)

-預期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增加(*金
額尚無法量化)

-預期債券存續期間每年利息費
用增加(*金額尚無法量化)

-預期負債增加(*金額尚無法
量化)

正面影響(*金額
尚無法量化)

考量上述因應策略後，
風險或機會之預期財務

影響
NA

-[短期]每年可能產生XXX仟元至
XXX仟元現金流出
(*金額尚無法量化)

-[短期]每年可能產生XXX仟元
至XXX仟元之費用
-[中長期]…

預計無重大影響
不利影響(*金額
尚無法量化)

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下拉式選單】
選擇「預期因應策略」或「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若左欄選擇「預期因應策略」，

說明該因應策略。

(選擇「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
則無需填寫此格)


初步評估左列「預期因應策略」或

「風險/機會之財務影響」在未來

短中長期可能涉及哪些財務資訊。

④ 至下一表單，進一步評估可能影響之單行項目及量化數字(實作時可使用XXX代替)。

註:此列應為考量因應策略後之財務影響

頁籤：

頁籤：

※ 可運用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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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續)

3.1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3.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
及價值鏈之影響

3.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
策之影響

3.4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財務狀況、
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

3.5 氣候韌性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4.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4.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
與決策之影響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
析與評估

實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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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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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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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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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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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與
目
標

核
心
要
素

情境分析與韌性評估區分

情
境
分
析

可能運用之領域
IFRS S2強制須運用情

境分析

風險與機會之辨認
及評估

否

預期財務影響 否

策略面：個體可能
發展轉型至低碳經
濟之計畫

否

韌性評估

情境分析應用範圍【S2.BC59】

個體於考量下列因素後，使用能使其考量個體於報導日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之所有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之氣候相

關情境分析作法：

(a) 個體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暴險；及

(b) 個體可取得以使其能執行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之技能、能力及資源。【S2.BC64】

※情境分析可運用比例原則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韌性評估

情境分析

韌性評估係管理階層對各種
可能但不確定之氣候結果、
對個體經營模式及策略之影
響，以及其調適或因應之能
力之評估。

係用以協助韌性評估之分析
性工作

【S2.B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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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使用氣候情境分析評估氣候韌性

確認分析範圍之考
量因素包括：

 公司業務範圍與影
響程度：判斷哪些
業務、產品線或資
產最容易受到氣候
變遷的影響，優先
納入分析。

 地理位置：根據營
運所在的主要地理
區域來決定分析範
圍

 可取得的資料：考
慮資料可取得性如
未來氣溫變化或碳
排放。若資源有限
使用簡化估算方法。

1. 確認分析範圍
2.選擇用於分析氣
候情境與資料來源

選擇明確之氣候情
境分析方法與所採
用的情境，參考公
開可得的情境資料

• 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
（IPCC）

 國際能源署（IEA）
常用於轉型風險E）

 綠色金融網絡
（NGFS）

選擇上述氣候情境分
析資料來源重要考量：
• 產業類別
• 評估的氣候風險

類型
• 企業營運所在地

與法規要求
• 預測時間區間

公司於情境分析中所
作之主要假設，包括
有關下列事項之假設：

• 個體營運所在之司
法管轄區之氣候相
關政策；

• 總體經濟趨勢；

• 國家或地區層級變
數（例如當地氣候
模式人口統計等）；

• 能源使用與組合；

• 科技發展。

3.確定用於情境分
析假設與變數

公司依據自身業務
性質辨認氣候風險
與機會後，於進行
情境分析時，應優
先考量對公司影響
最大的變數。

• 選擇適當的輸入
值─質性或量化
揭露
✓質性分析：評

估氣候政策變
動對營運之潛
在影響

✓量化分析：模
擬 不 同氣 候 路
徑 對 財務 績 效
的影響

• 作分析性選擇─
整合資料並選擇
方法
重視個別輸入值
重要性，並整合
各項輸入值與風
險暴露程度。

4.執行分析
5.作為策略調整
之基礎與揭露

6.重新進行氣候
情境分析

執行氣候韌性
之分析後，企
業可依此作為
策略調整之基
礎。此外揭露
包含：
•如何回應氣候
相關情境分析
所辨認之影響。
•評估氣候韌性
時考量之不確
定性重大領域。
•短中長期之氣
候變遷策略與
經營模式調適
能力。例如：
公司透過自有
資金及發行可
持續發展連結
債券，以重新
配置節能設備。

•公司應持續關注
重大營運變動、
政策法規更新或
外部情境變動之
可能影響。
•評估是否需重新
啟動氣候情境分
析流程，以確保
分析結果持續具
有決策攸關性與
準確性。

來源：第3.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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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可公開取得之氣候情境分析資料來源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IPCC）

綠色金融網絡（NGFS）

國際能源署（IEA）

實體氣候情境:其中結合「代表濃度途徑」（RCP）與共享社會經濟路徑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列式五種溫室氣體排放程度的
情境，主要用於評估實體風險。

時間區間： 預測2100年之前的全球氣候變化。

轉型情境：為了控制特定升溫幅度，不同政策結果及其相應的技術部署，
對能源供需及經濟的影響。主要用於評估轉型風險。

時間區間：主要分析2050年前能源系統轉型的趨勢。

由各國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組成，專注於金融市場的氣候風險與機會，

時間區間：模擬每 5 年更新一次的金融風險變化，最遠可追蹤至 2100 年。

選擇氣候情境分析資料來源之重要
考量：
• 產業類別
• 評估的氣候風險類型
• 企業營運所在地與法規要求
• 預測時間區間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來源：第3.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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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自民國111（2022）年起，本集團每兩年度運用氣候情境分析評估企業在面臨

氣候風險時所具備之韌性。本集團主要參考國外科學報告與國內政策報告，分

析氣候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對本集團的影響。【S2.9(e)】本節分別就氣候相關

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各考量一種潛在氣候情境（而非包含廣泛之各種可能情

境），分敘本集團所辨認之氣候相關風險相應之韌性評估【S2.22(b)(i)(2)】

4.3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個體應每年評估其氣候韌性，無須每年重新進行完整的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但建議根據最新的指標和環境變化
檢視現有的情境分析。

S2實務指引

就實體風險而言，本集團考量可能有哪些實體影響、實體風險的後果可能嚴重

到何程度，以及可能發生的時間、地點及對象等因素後，採用聯合國政府間氣

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第六次

評估報告（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提出之極高度排放情境（SSP5-8.5）

用於實體氣候情境分析。就轉型風險而言，本集團考量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之管制方向以及自身「2050年淨零排放與低

碳轉型」之策略性目標，採用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提出之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NZE）用於轉型情境分析【S2.22(b)(i)(1)、

S2.22(b)(i)(4)】。前述兩種情境中，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NZE）符合巴黎協

定將全球溫度在本世紀末控制在1.5°C升幅以內之目標。【S2.22(b)(i) (5)】

• 準則規定個體應揭露分析所使用氣候相關情境是否
與轉型風險或實體風險有關

• S2實務指引提供更多轉型風險或實體風險有關清單

• S2實務指引提供可公開取得之氣候情境分析資料來
源（詳下一頁）

S2實務指引

※情境分析可運用
比例原則

情境分析確認分析範圍之考量因素：

• 公司業務範圍與影響程度：判斷哪些業務、產品線
或資產容易受氣候風險影響

• 地理位置

• 可取得的資料

S2實務指引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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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短期 中期 長期

民國116（2027）年
至

117（2028）年

民國118（2029）年
至

125（2036）年

民國126（2037）年
至

139（2050）年

表4.3.1 情境分析所使用之時間區間

允許個體執行與多年期策
略規劃週期一致之情境分
析，而非在每一報導日更
新分析。 【S2.BC64】

IPCC情境與 IEA情境分別提供截至民國189（2100）年及民國139

（2050）年合理可信的假設情境。為了更佳地運用該等情境以辨認最

攸關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及相關財務影響，本集團於情境分析使用

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相同之時間區間（詳「4.1.2時間區間：定義及

與策略性決策規劃時程之連結」），並將分析範圍設定於主要營運地

點（臺灣），情境分析時間區間列示如下表所示：【S2.22(b)(i)(6)、

S2.22(b)(i)(7)】

4.3.1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中使用之時間區間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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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4.3.2策略與經營模式之情境分析與評估

風險類型
及描述

【S2.22(b)

(i)(3)】

選用情境
【S2.22(b)

(i)(1)】
情境描述

主要假設
【S2.22(b)(ii)】

風險程度 評估影響
【S2.22(a)(i)】

韌性能力
【S2.22(a)(i)】

短期 中期 長期

轉型風險
／溫室氣
體排放量
管制徵收
碳費

IEA

2050年淨
零排放情
境(NZE)

該 情 境 為 全 球 能
源 業 描 繪 一 條 在
2050（民國139）
年 達 成 淨 零 排 放
的 路 徑 。 於 此 情
境 下 ，能源業不
依賴源自外部之
排放減量以達成
淨零排放目標，
並 有一半以上機
率在 2100 （ 民 國
189）年將全球平
均 升 溫 控 制 在
1.5°C以內。

主要假設包括：

1. 我 國 將 持 續 採 行
「2050淨零排放路
徑」且本集團達成
自訂減量目標；

2. 本集團達成自主減
量計畫中鋼鐵業指
定削減率並適用優
惠碳費費率，後續
達成2050年淨零排
放；

3. 營運所在地均已建
立供電穩定之綠電
儲能案場等。

高度 高度 高度

根據情境分析結果，
本集團於此情境下，
不論短期、中期或長
期均很可能發生溫室
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
碳費費率上升之風險。
此情境下短期每年可
能產生XXX仟元至
XXX仟元之碳費支出，
後期碳費支出因減碳
成效逐步下降。

本 集 團 目 前 就
風 險 與 機 會 所
作 之減緩與調
適努力預 估可
充分因應碳費
徵收在NZE情
境下所帶來之
影響。

S2實務指引

韌性評估之揭露
•質性分析：評估氣
候政策變動對營運
之潛在影響。
•量化分析：模擬不
同氣候路徑對財務
績效的影響。

S2實務指引

公司依據自身業務性
質辨認氣候風險與機
會後，於進行情境分
析時，應優先考量對
公司影響最大的變數
作為假設。

以下茲舉【轉型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為例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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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4.3.3評估氣候韌性時考量之不確定性重大領域

在進行氣候韌性評估時，本集團根據不同情境考量不

同不確定性重大領域。在極高度排放情境（SSP5-8.5）

下，主要不確定性重大領域包含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

頻率及強度，其不確定性源自氣候預測的變數較大，

且氣候模式及天氣狀況不斷改變而導致極端天氣的潛

在未預期變化。在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NZE）下，

不確定性重大領域主要為淨零政策之變動，包括未來

碳費費率及相關優惠費率之設定及變動趨勢等 。

【S2.22(a)(ii)】

不確定性重大領域

例如由於洪水頻率與強度的

預測具有估計性質，因此在

評估資產的洪水風險時，可

能存在不確定性。公司在揭

露此類資訊時，應說明所採

用的衡量方法、資料來源、

假設與近似值，以及在評估

過程中作出的專業判斷。

S2實務指引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舉例而言，個體可能揭露其韌性評估受到未來氣候驅動之遷移影響所產生之重大
不確定性之影響，氣候驅動之遷移可能會影響其供應鏈之穩定性或其於特定地區
之資產及營運之韌性。【S2.B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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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4.3.4短中長期之氣候變遷策略與經營模式調適能力

本集團評估自身調整及調適策略及經營模式之能力，包括財務資源之

可得性及彈性、資產重新配置與升級之能力，以及對氣候相關減緩、

調適及氣候韌性機會的投資之影響，說明如下：【S2.22(a)(iii)】

實體風險／

IPCC極高度排放情境（SSP5-8.5）

轉型風險／

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NZE）

就 氣 候 變

遷 調 整 或

調 適 其 策

略 及 經 營

模 式 之 能

力

相較於現行調適與減緩努力之資
金投入，可能需籌措更多資金投
入營運持續管理（BCM）系統以
降低實體風險影響。

針對可能受到水源需求或水災影
響的地區，本集團將評估新舊廠
區設置或遷移可行性，確保營運
穩定性與長期發展。

本集團目前及未來規劃之調適
與減緩努力、預期投入之資金，
以及對資產重新配置與升級之
能力，可充分因應轉型風險之
影響。

S2實務指引

於執行氣候韌性之分析後，企
業可依此作為策略調整之基礎。
此外，應揭露短中長期之氣候
變遷策略與經營模式調適能力
（目前及計劃中對氣候相關減
緩、調適及氣候韌性機會之投
資之影響等）。

例如，公司透過自有資金及發
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以重
新配置節能設備；或是公司預
計短期逐步淘汰柴油公務車，
並預計中、長期逐步以電動車
取代柴油車。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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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氣候相關指標-跨行業指標

1. 溫室氣體排放

2. 轉型風險

3. 實體風險

4. 氣候相關機會

5. 資本配置

6. 內部碳價格

7. 薪酬

5.2 氣候相關指標-行業基礎指標

5.3 氣候相關目標

S2實務指引 S2簡易範例

5.1跨行業指標類別之攸關資訊
(氣候相關指標)及溫室氣體
排放量相關目標

5.2行業基礎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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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為協助上市櫃公司於2026年起分批接軌IFRS S2，已公告之《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及《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懶人包)》可作為上市櫃公司執行溫室氣體盤查工作之參考依據。

該指引聚焦較具挑戰性的範疇3，提供盤查方法架構，以溫室氣體盤查標準-GHG Protocol及企業價值鏈（範疇
3）標準，搭配相關計算技術指引，摘取其重點，以利掌握溫室氣體盤查要旨，並說明GHG Protocol與ISO
14064-1標準兩者間的異同，且於附錄提供「不同產業範疇3排放之主要類別」及「常見問答集」，以協助上市
櫃公司進行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懶人包)

溫室氣體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相關資源：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問答集

路徑：
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則專區/
實務指引及問答/
實務指引及範例
https://isds.tpex.org.tw/IFR
S/front/#/main/practicalGu
idance/PG_example

來源：第5.1節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39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40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40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39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PG_exampl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PG_example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main/practicalGuidance/PG_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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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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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溫室氣體排放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資本配置
內部碳價格
薪酬

依據IFRS S2第33段規定，個體應揭露：

(1)【自訂之氣候相關目標】為達成策略性目標（strategic goals）所設定相關的量化與質性氣候相關目標（target）；及

(2)【法令規範要求其符合之目標】法令規範所規定須達成之目標（target），並定期加以監控。

個體應提供其自身氣候相關目標之詳細描述，並連結至用於衡量及監控該等目標之指標，亦需揭露法令規範要求其符合之目標。

IFRS S2段落 項目 舉例說明

33 策略性目標（strategic goals） •配合國家政策實現2050淨零排放。

33 ,36(c),B68–69氣候相關目標（targets）
•公司訂定2050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總排放目標為減碳XXX(tCO2e)，並規劃透過購買碳信用額

XXX(tCO2e)進行抵減。

33(a),34(c) 指標（metric） •因應氣候相關目標的指標為範疇1、範疇2及範疇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33(b) 目標之目的 •氣候相關目標之目的為符合科學基礎倡議，減少自有業務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實現淨零排放。

33(c),36(a)–(b) 適用範圍 •氣候相關目標之適用範圍為集團整體，包含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涵蓋之7類氣體。

33(d) 時段 •適用於基準年至目標期（2050年）。

33(e) 基期（base period） •以2022年為基準年。

33(f) 里程碑及期中目標

•期中目標為2030年。

•範疇1及範疇2絕對排放量：相較2022年基準年減少28%。

•再生能源：30%直接能源消耗（kWh）來自再生能源。

33(g),36(d) 目標性質
•配合國家政策訂定之絕對目標。

•氣候相關目標未使用行業去碳法。

33(h)
最新之氣候變遷國際協定對目標

之影響
•公司之2050淨零排放目標係響應「COP26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來源：第5.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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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5.1.1溫室氣體有關之氣候相關指標及目標

指標(Metrics)【S2.33(a)】
基期

(110年)
【S2.33(e)】

目標(Targets) 

指標名稱
（單位：tCO2e）

指標
種類

本期
數額

目標
目的

【S2.33(b)】

目標
範圍

【S2.33(c)】

目標
類型

【S2.33(g)】

目標
期間

【S2.33(d)】

里程碑/
期中目標
【S2.33(f)】

範疇1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S2.33(a)】

量化
XXX.XX

XX
XXX.XX

XX
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

台南廠、
高雄廠

絕對
目標

至139年
• XXX.XXXX
• XXX.XXXX

範疇2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S2.33(a)】

量化
XXX.XX

XX
XXX.XX

XX
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

台南廠、
高雄廠

絕對
目標

至139年
• XXX.XXXX
• XXX.XXXX

範疇1及範疇2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合計數）

量化
XXX.XX

XX
XXX.XX

XX
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

台南廠、
高雄廠

絕對
目標

至139年
• XXX.XXXX
• XXX.XXXX

本集團所有廠區（台南廠及高雄廠）已於民國114年取得經環境部審查之自主減量計畫，且屬該部認定之高碳洩

漏風險行業。該自主減量計畫參考環境部發布之《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附表一「行業別指定削減

率」中鋼鐵業之目標削減率，訂定範疇1及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該目標削減率係參酌國際間科學基礎減量

目標（SBT）之部門減量法訂定。【S2.36(d)】

除「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指定之目標年（民國119年）外，本集團另訂民國139年之長期目標，

並訂有相關轉型計畫，以達成本集團「2050年淨零排放與低碳轉型」之長期策略性目標(Strategic Goals)。此外，

本集團參考附表一「行業別指定削減率」設定基準年為民國110年。【S2.14(a)(v)、S2.28(c)、S2.33(e)、S2.33(h)】

依S2.33(c)揭露適用該目標之個體部分

跨
行
業
七
項
指
標

溫室氣體排放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資本配置
內部碳價格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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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額

碳信用額類型

類型 定義 舉例

自然基礎碳移除

涉及保護、管理、增強和恢復自

然的活動，例如通過植樹造林、

土壤碳儲存以及使用其他生質能

儲量。

• 植樹造林、重新造林及恢復植被

• 農業土地管理

• 改善森林管理

• 減少森林砍伐及退化產生的排放

• 避免轉變草原及灌木林

• 濕地恢復及保護

技術性碳移除
目的在永久消除碳排放，並提供

人工碳封存。

• 生物能碳捕捉與封存

• 直接空氣捕捉與封存

• 增強岩石風化

減少或避免排放 減少或避免溫室氣體排放所產生。

再生能源

如非洲地區潔淨水源計畫，減少偏遠地區取水之

交通碳足跡，或降低燒柴煮水產生之碳排放量

本集團自主減量計畫其中一項要
點為電弧爐碳捕捉技術，截至民
國115（2026）年第4季，該項
目之開發已進入試行階段，預計
XXX年正式啟用後將可抵減碳
排放。本集團捕捉二氧化碳所獲
取之碳信用額擬由經環境部許可
之查驗證機構辦理審查，二氧化
碳捕捉後封存相關事宜將依《氣
候變遷因應法》向環境部申請核
准並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審查及管
理事項辦理。【S2.36(e)】

S2簡易範例

來源：第5.3節

• 碳信用額可由公司自行發展（如自願減量或抵換專案），或透過限額與交易制度產生，亦可出售或買入
碳信用額，以抵銷部分排放量。

• 公司若使用碳信用額達到減碳目標，須揭露該碳信用額類型，包括該標的抵換究係自然基礎（例如植樹
造林）或係基於技術性碳移除，以及該標的抵換究係透過碳減量（例如再生能源憑證）或碳移除達成。

• 公司亦應揭露由哪些第三方機制驗證及認證該碳信用額。 【S2.3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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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邊界方法選用

權益份額法

財務控制法

若個體對該被投資個體具財務控制。

個體能夠主導該被投資個體之財務

及營運政策，以獲取經濟利益時，

則具財務控制。共同擁有財務控制

時，以權益份額計入。

營運控制法

若個體對該被投資個體具營運控制

（個體有權責引入及推動本身營運政

策至該個體），則計入該個體之排放。

將氣候策略目標整合至營運策略及
公司之風險與機會架構。

被投資個體 IFRS會計政策 營運控制法

B個體
由A個體持股80%之子個
體，A個體具營運控制

全數合併 100%計入

C個體
A個體持股50%之合資個
體，A個體未具營運控制

權益法會計 0%計入

D個體
A個體持股50%之合資個
體，A個體具營運控制

權益法會計 100%計入

舉例：A個體投資於多家非100%持股之被投資個體B、
C及D。該集團根據IFRS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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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組織邊界來源：第5.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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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衡量作法、
輸入值及假
設

公司使用的計算方法、碳排放
係數來源（如IPCC、地方政府
資料庫）、假設條件（如員工
通勤排放計算方式）。

02.選擇衡量作
法的理由

公司應解釋為何選擇特定方法，
例如為何特定供應鏈排放被納
入範疇3。

03.報導期間內
衡量方法的
變動及原因

若公司在報導期間改變資料計
算方式，例如更新排放係數、
使用新的資料來源，應說明變
更原因及影響，例如新方法可
能使碳排放量增加或減少多少
百分比。

根據資料係可直接取得（初級資料）、非從個體價值鏈內活動直接取得（次
級資料），或兩者兼有，公司可透過直接衡量或估計量化溫室氣體排放。在
這兩種方法中，在其他條件相等之情況下，個體應優先選擇直接衡量：

直接衡量：採用直接監測等計算方法量化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 排放資料 x 全球暖化潛勢值（GWP值）

估算方法：透過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的相乘以量化溫室

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 活動數據 x 排放係數 x GWP值

排放量量化方法 碳排放計算方法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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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量化方法及相關揭露資訊

來源：第5.1節

※準則並無規定於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時，必須採用哪種計算方法論，公司應
回歸其所適用之衡量方法(例如環境部規範之計算方法、GHG Protocol等)
之要求，目前常見方法論包括排放係數法、質量平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
他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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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5.1.1.4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方法、衡量作法、輸入值與假設

衡量作法、輸入值及假設

由於行政院環境部（改制前為行政院環保署）納管事業者皆依據營運控制法設定盤查邊界，且鋼鐵業屬於「第一
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產業，故在衡量作法之選擇上，為盡可能維持不同期間之一致性，本集
團沿襲先前衡量作法──亦即對於未納入合併報表之轉投資事業，本集團採用營運控制法衡量該等被投資者的溫室
氣體排放，並以此衡量作法下計算出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指標與目標之衡量單位。【S2.29(a)(iii)、S2.B26(b)、
S2.B28(a)(b)】

就溫室氣體排放之量化方法而言，本集團採用排放係數法進行衡量。此方法運用活動數據、排放係數及全球暖化
潛勢（GWP）數值等假設與輸入值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各種排放源之排放係數源自環境部於民國11X（
20XX）年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購買或使用公用售電業電力的部分，則依盤查時經濟部最新公告之電力
排碳係數；全球暖化潛勢（GWP）數值則源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該等
輸入值及假設於報導期間內未有變動事宜。
【S2.29(a)(iii)、S2.B26(c)、S2.B29】

【衡量方法】採用環境部規定之衡量方法進行盤查

本集團所有廠區均符合「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附表應盤查登錄之條件
，故依據行政院環境部所要求之衡量方法及相關指引對範疇1及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進行溫室氣體盤
查作業。本集團考量到我國受環境部納管應盤查登錄之廠區符合IFRS S2第29段(a)(ii)所提供之豁免
規定（得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準則」以外之衡量方法），暨為避免對同一廠區依不同盤
查方法重複報導，本集團採用該豁免規定，於本永續揭露專章中報導依環境部規定之衡量方法執行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之結果。【S2.29(a)(ii)、S2.B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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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之細分

公司應針對不同範疇之溫室氣體排放揭露以下資訊：

範疇1
及

範疇2

• 設定邊界以區分範疇1及範疇2排放之揭露：

－ 會計上列入合併報表之集團企業，例如：對於適用IFRS會計準則之企業，應
包括母公司及合併之子公司；及

－ 其他所有未併入合併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例如：對於適用IFRS會計準則之企
業，應包括關聯企業、合資及未合併之子公司

• 以地點為基礎計算範疇2排放量，並同時表達為管理公司已購買之能源相關合約
工具之資訊。

範疇3

• 係指公司在自身營運範圍之外，但與其價值鏈相關的間接碳排放。這些排放通
常發生於供應商、消費者或投資活動中，因此影響範圍廣泛，涵蓋公司營運前
後端的碳排放。

• 依IFRS S2第C4段過渡規定，於首次適用準則年度無須揭露範疇3排放。

來源：第5.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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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溫室氣體排放（tCO2e）

範疇1

【S2.29(a)(i)(1)】

範疇2

【S2.29(a)(i)(2)】
總量

合併會計集團 XXX.XXXX XXX.XXXX XXX.XXXX

其他被投資者（投資關聯企業） 0 0 0

揭露總量（營運控制法） XXX.XXXX XXX.XXXX XXX.XXXX

5.1.1.5範疇1、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之細分

將範疇1及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細分為合併會計集團及其他被投資者 【S2.29(a)(iv)(1)及(2)】

按地域（電網）別區分之範疇2排放 【S2.29(a)(v)】（接續下頁）

地域別法
範疇2排放總計

台灣廠區 境外廠區（境外區域電網）

範疇2溫室氣體

排放

排放量(tCO2e) XXX.XXXX 0 XXX.XXXX

占比(%) 100% 0% 100%

註：此處假設案例公司未設有臺灣以外廠區，又由於目前臺灣均使用台電電網輸配電力，故地域別之揭露僅會有單一地點。

相同

包含關聯企業、合資及未納入合併報表之子公司

由於案例公司之溫室氣體衡量方法採營運控制法，於合併公司總排放量中計入不

具營運控制之其他被投資者之排放量為0。

如欲參考衡量方法採權益份額法之揭露釋例，可參見IFRS S2.IE3-IE5（釋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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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母公司&
合併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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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5.1.1.5範疇1、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之細分(續)

按地域（電網）別區分之範疇2排放 【S2.29(a)(v)】

地域別法
範疇2排放總計

台灣廠區 境外廠區（境外區域電網）

範疇2溫室氣體

排放

排放量(tCO2e) XXX.XXXX 0 XXX.XXXX

占比(%) 100% 0% 100%

註：此處假設案例公司未設有臺灣以外廠區，又由於目前臺灣均使用台電電網輸配電力，故地域別之揭露僅會有單一地點。

下表列示本集團以地域別揭露之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本集團目前所有廠區均設於臺灣境內，故購買
及使用公用售電業電力的部分均採經濟部公告之單一排放係數 。此外，本集團民國115（2026）年
度與大太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20年之長期再生能源企業購電協議（CPPA），其再生能源來
自台南之太陽能電廠，主要供本集團台南廠使用 。 【S2.29(a)(v)、S2.B30-B31】

依環境部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年版），事業若使用太陽能及風力類型之再生能源，其
排放係數為0公斤CO2e/度，故本集團使用電力來自上述長期再生能源企業購電協議者之範疇2溫室氣體排
放為零，其餘使用電力來自台電者則採用地域別法計算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

（因此本案例中源自合約工具之排放量為０％，源自台電電網之排放量為100％）

IFRS S2第29段(a)(v)及第B30至B31段並未具體規範應就已簽訂合約工具揭露哪些必要資訊，公司可參酌GHG Protocol: Scope 2 Guidance第8章
之揭露建議考量揭露哪些合約工具特性可協助報告使用者了解其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網址：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2023-
03/Scope%202%20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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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GhgDownload/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年版.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Scope%202%20Guidance.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Scope%202%20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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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財務狀況

氣候相關轉型風險

（數額及百分比）

• 來自煤炭開採之收入百分比
• 國際航空碳抵換及減量計畫未涵蓋之客運收入里程數百分比

• 高度暴露於轉型風險之房地產擔保品數量
• 碳相關資產之信用暴險之集中度

氣候相關實體風險

（數額及百分比）
• 與於基線水壓力高或極高區域之取水及耗水有關之收入

• 位於受洪水、熱壓力或水資源壓力影響之區域之不動產、基
礎設施或其他另類資產投資組合之比例

• 暴露於氣候相關危害之房地產之比例
• 抵押品位於百年洪水區之放款之數量及價值

氣候相關機會

（數額及百分比）

• 來 自 支 持 轉 型 至 低 碳 經 濟 之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收 入
(1)零排放車輛，(2)油電混合車，及(3)插電式油電混合車之
銷售數量

• 與能源效率及低碳技術相關之淨承保保費
• 經第三方、多屬性、綠色建築標準認證之交付房屋比例

易受氣候相關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或機會影響之資產或經營活動之

數額及百分比

1.氣候相關風險對其營運及未來績效之影響。

2.基於揭露目的考量不同因素以辨認經營活

動，諸如涉及產生收入或發生成本之各種

活動，或內部經營之各類型活動。

3.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等各類風險可能在個

體營運之不同時間區間顯現。

辨認「經營活動」可考量事項辨認「易受影響」可考量事項

1.個體暴露於氣候相關風險之情況，可能有助於辨認其易受

風險影響之程度。

2.辨認價值鏈(廣度+組成)，對於辨認該等風險對個體經營

可能造成之潛在脆弱性亦可能攸關。

3.S2行業基礎指引可協助個體辨認所屬行業之各種脆弱性。

4.情境分析可為個體暴險及其易受影響之情形提供見解。

5.個體可將基於編製財務報表目的進行資產減損測試之輸入

值，協助評估易受風險影響之資產項目。

實務指引亦參考IFRS第S2號第IG1段，舉例說明特定跨行業指標類別攸關之資訊如下：

來源：第5.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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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之風險/
機會類別

風險與機會之描述
策略性目標

(Strategic Goals)

指標(Metrics)【S2.33(a)】

指標定義 衡量單位 指標種類 本期數額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

收碳費
2050年淨零排放

與低碳轉型 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之碳
費及占營業成本之比例

金額；
百分比(%)

量化 XXX，XX%

實體風險
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
事件之嚴重程度持續提

升
營運持續目標

暴露於極端天氣事件影響之廠
房面積及占總廠房之比例註１

面積；
百分比

量化 XXX，XX%

機會 成功開發低碳製程
2050年淨零排放

與低碳轉型 每單位產品中，低碳能源占製
程總耗能的比例註2

百分比(%) 量化 XX%

註1：「暴露於極端天氣事件影響之廠房面積」係參考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所提供之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臺，在全球暖化1.5℃情境(GWL 
1.5 ℃ )下，淹水之風險等級、危害等級、脆弱度等級及暴露度等級均4級以上的區域中廠房之面積。

註2：「低碳能源」係指製程過程中使用的能源為我國環境部發布「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中所定義之低碳燃料。

5.1.2 易受氣候相關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或機會影響之

資產或經營活動之數額及百分比

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

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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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跨
行
業
七
項
指
標

溫室氣體排放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資本配置
內部碳價格
薪酬

項目
民國115（2026）年
（仟元新台幣）

攸關之財務報表附註【S1.21(b)(ii)】

長期再生能源企業購電協議 XXX 附註X、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柴油運輸車 $XXX 附註X、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電動式輸送台車 XXX 附註X、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 XXX 附註X、應付公司債

電弧爐碳捕捉實驗工廠及相關設備 XXX 附註X、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其他 XXX

5.1.3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資本配置
本集團為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配置之資本支出、籌資或投資主要涉及低碳轉型計畫下之各項子計畫，

本年度投入該等子計畫之金額共計XXX仟元，其中XXX仟元來自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券（未動用

金額未來將持續投入於氣候相關轉型計畫），占年度投入金額XX%；其餘投入金額源於自有資金。
【S2.14(b)】 說明如何提供公司所提出策略及決策相關計畫之資源

實務指引參考IFRS S2.IG2，例舉資本配置（單位：表達貨幣）之跨行業指標如下：

指引亦提醒，參酌IFRS S1及S2施行小組(TIG) 討論，決定上述經營活動揭露之詳細程度，運用重大性判斷至關重要，該等資訊應

以能使一般用途財務報告使用者能了解與個體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有關之績效。

S2實務指引

財務績效 財務狀況

資本配置（表達貨幣） • 年度收入投資低碳產品或服務之研究及發展之百分比 • 投資於氣候調適措施（例如土壤健康、灌溉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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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內部碳價格

公司可就不同的業務單位或不同的決策流程設立多種內部碳價格
模式，舉例如下：

決策 釋例

資本支出

決策

• 在投資報酬率計算中使用內部碳價格，以評估投資項目的氣

候相關法規（climate-related regulatory）成本風險

• 在併購策略的生產據點投資決策中使用內部碳價格，以確定

目標公司的潛在氣候相關負債或資產

營運決策
• 藉由內部碳價格透過對其資產的碳排放應用影子價格來揭示

隱藏的氣候相關成本和機會

監督及評估內部
碳價格執行方法

步驟4

推動並執行內部
碳價格的機制

步驟3

設計最適合公司內部碳價
格方法

• 蒐集為設計內部碳價格
機制所需的資訊

• 內部碳價格採取的機制

• 設定內部碳價格

步驟2

跨部門參
與討論並
建立內部
碳價格的
商業模式

步驟1

進行內部碳價格的工作流程如下圖所示：

內部碳價格機制類型：

◼ 影子價格（最常見型式）：碳排放的假設成本
◼ 碳費：依公司排放的溫室氣體量以每單位收取費用
◼ 隱含價格：幫助量化實現氣候相關目標所需資本投資
◼ 內部交易：促使業務單位根據各自的排放量交易其獲

分配的碳信用額

應用內部碳價格制定決策之例，可參考2025年1月21日發布
FRS S2「氣候相關揭露」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EM-IS)。

參考資訊

5.1.4內部碳價格

本集團本年度尚未使用內部碳價格作
為規劃工具。未來本集團將會考量國
內外碳市場價格、溫室氣體相關法規
及公司內部減碳成本擬定該價格，並
依此作為減碳管理與規劃之參考。
【S2.29(f)】

跨
行
業
七
項
指
標

溫室氣體排放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資本配置
內部碳價格
薪酬

S2簡易範例

來源：第5.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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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將氣候優先與業務策略連結

氣候目標與淨零策略及轉

型計畫連結

氣候目標區分短期及中期里程碑，

作為整體氣候轉型計畫的一部分，

並明確描述各部門明確扮演的角

色及責任。

尋求適當利害關係人參與

確保獎酬、永續、財務以及風險

管理等跨部門的知識交流以及決

策制定，皆有適當的薪酬激勵指

標與設計。

01

02

03

04

05

06

將氣候策略目標整合至營運策略
及公司之風險與機會架構

選擇適當指標

考慮全球去碳及目前薪酬激勵架

構的影響，選擇適當的氣候指標。

薪酬激勵機制設計

參考市場實務及公司本身氣候目

標，以設計薪酬激勵機制及計算

公式。

薪酬委員會參與

參考市場實務及公司本身氣候目

標，以設計薪酬激勵機制及計算

公式。

07 清楚揭露

公司應明確揭露所設計的薪酬激

勵機制及訂定的指標，並與業務

策略及其他氣候揭露保持一致。

08 複核並隨時調整

複核薪酬激勵機制是否有效，並

隨時間調整相關的設計、指標以

及目標。

5.1.5 薪酬

本集團現階段並未將氣候相關考量計
入高階主管薪酬政策中 。【S2.29(g)】

目標類型 氣候相關薪酬績效衡量

營運達成

目標
個體設定的營運減排目標(例如排放強度)

投資目標 投資氣候相關產品的金額。

產品目標 發行可持續或綠色金融產品的金額。

評等目標
達成預訂的永續評等（例如DJSI道瓊永續

指數、S&P永續年鑑等）。

採購目標 採購具認證的永續原料達預定的目標比率。

將氣候相關考量計入高階主管薪酬政策之例，可參考
2025年1月21日發布FRS S2「氣候相關揭露」揭露範
例－鋼鐵製造商(EM-IS)。

參考資訊

下列步驟係介紹個體如何將氣候考量納入高階主管
薪酬：

下列係就氣候相關薪酬績效衡量之舉例

薪酬
跨
行
業
七
項
指
標

溫室氣體排放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相關機會
資本配置
內部碳價格
薪酬

S2簡易範例

來源：第5.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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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IFRS S2第IB8段，公司可於永續會計準則

理事會(SASB)準則網站辨認其主要行業分類

網址：

https://sasb.ifrs.org/find-your-industry/

行業基礎指標：如何辨認SASB行業

步驟：

(1)輸入公司名稱查詢公司適用之SICS行業別

(2)結果顯示案例公司主要行業分類為鋼鐵及製造業，
參考IFRS S2 行業基礎施行指引第9冊「鋼鐵製造商」
並考量其適用性。

上圖擷取自IFRS S2第IB16段表1

(1)

(2)

80

以「鋼鐵製造商」行業為例

https://sasb.ifrs.org/find-your-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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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實務指引 行業基礎指標：如何辨認SASB行業(跨行業集團)

個體若業務廣泛（例如集團內跨行業水平整合或透過價值鏈垂直整合其營運）可能適用特定一冊或多冊之

SASB準則，且應考量該等準則中揭露主題之適用性。個體可能發現其規模較大之業務適用相關SASB準則中

大部分之揭露主題，而規模較小之業務僅適用相關SASB準則中特定之揭露主題。

惟個體亦需考量，雖然某些業務規模相對較小且相關揭露主題不太可能於短期對現金流量有大的影響，但可

能於中長期對公司聲譽會有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公司中長期之現金流量、對籌資之可得性及資金成本。而針

對這些揭露主題，亦須進一步判斷其相對應之指標是否適用。若個體判斷SASB準則中明定的指標有不適用之

情況時，應揭露不適用之原因。 個體於辨認某一風險或機會須揭露的重大資訊時，依據IFRS S1第56至58段

的規定，個體應參考SASB準則中所包含揭露主題有關之指標並考量其適用性，有些情況下個體也有可能判斷

SASB準則中明定的指標不適用。

…本集團採100%電弧爐製程，因此公司於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時，檢視IFRS S2行業基礎施行指引

第9冊之揭露主題，判斷適用揭露主題「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管理」；其中，揭露主題「水管理」

之相關行業基礎指標因著重衡量供水短缺情況，而本集團所在廠區均供水無虞故不適用該等指標；而揭

露主題「供應鏈管理」之相關行業基礎指標及活動指標「鐵礦石總產量」及「煉焦煤總產量」則因為該

等指標聚焦於高爐煉鋼面臨之鐵礦石開採及煤炭生產議題而不適用。【S2.28(b)、S2.32】【S1.74】

【S1.75(c)】

S2簡易範例

來源：第5.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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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簡易範例 5.2行業基礎指標
5.2.1 永續揭露主題及指標

揭露
主題

指標(Metrics)
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數額/敘述

溫室氣體
排放

範疇1之全球總排放量，其中排放限制法規所涵蓋之排放百分
比

量化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tCO2e)；百分比(%)
EM-IS-110a.1. XXX.XXXX，XX%

對管理範疇1排放之長期及短期策略或計畫、排放減量目標，
以及針對該等目標之績效分析之討論

質性 不適用 EM-IS-110a.2
相關討論請詳「跨行
業指標：溫室氣體排
放」

能源管理
(1)總能源消耗量、(2)電網電力百分比，及(3)再生百分比 量化

十億焦耳(GJ)；百分比
(%)

EM-IS-130a.1 XXX，XX%

(1)總燃料消耗量、(2)煤炭百分比、(3)天然氣百分比，及(4)
再生百分比

量化
十億焦耳(GJ)；百分比

(%)
EM-IS-130a.2 XXX，XX%

供應鏈
管理

對環境及社會議題所產生之鐵礦石或煉焦煤取得風險之管理
流程之討論

質性 不適用 EM-IS-430a.1 不適用

若個體判斷SASB準則中明定的指標有不適用之情況時，公司無須揭露該等指標，惟應揭露不適用之原因

5.2.2 活動指標

指標(Metrics)
活動指標 種類 衡量單位 代碼 數額/敘述

粗鋼產量，來自(1)轉爐製程，及(2)電弧爐製程之百分比 量化 公噸(t)；百分比(%) EM-IS-000.A XXX.XXXX，XX%

鐵礦石總產量 量化 公噸(t) EM-IS-000.B 不適用

煉焦煤總產量 量化 公噸(t) EM-IS-000.C 不適用



轉型風險情境分析實作

✓ 基礎版本風險情境

✓ 情境分析的氣候參數、財務影響

✓ 善用公開的資訊平台

✓ 企業的轉型因應(韌性)



84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近期發生的氣候相關風險或機會事件

類型 日期/氣候因子 氣候事件 營運影響 財務影響 應變行動/未來措施

範例：
實體風險[立即性]

暴雨 淹水50公分以致停班、車輛無法進
出

產品和服務中斷
(產品和服務、供應鏈和 / 
或價值鏈、調適和減緩活動、
研發投資、業務經營（包括
業務類型和設施所在地）、
收購及資產分割、資本的取
得)

XXX造成營收下降 採購遠距上班工具
(減緩、調適、轉移、承受、控制)

轉型風險[政策法
規]

2024.01.25/法規
要求

發布金融業減碳目標
設定與策略規劃指引

研發投資 須投入人力研發減碳
目標與策略等合規相
關程序、系統等

透過外部專家諮詢，
並跨部門討論減碳目
標

實體風險[立即性] 2024.07.24/颱風 凱米颱風以致停班2天 產品和服務中斷
2天

產能減少、延至次一
營業日造成人員加班
費提高

營運持續計畫(BCP)優
化緊急事件之人員任
務調配要點

實體風險[立即性] 2024.10.31/颱風 康芮颱風以致停班 產品和服務中斷
1天

產能減少、下單量延
至次一營業日造成人
員加班費提高

營運持續計畫(BCP)優
化緊急事件之人員任
務調配要點

轉型風險[政策法
規]

2024.12.25/法規
要求

來函要求範疇三投融
資之揭露

研發投資 須投入人力研發範疇
三計算與合規相關程
序、系統等

透過外部專家諮詢，
並規劃範疇三投融責
任地圖

已納入本公司『實體風險[立即性]』『轉型風險[政策法規]』之風險項目，其餘無新增的風險或機
會事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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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重大氣候相關事件/行為影響損益/金流

營

運

投

資

籌

資

淹水

能源

碳利用

自身 交易對手 …不動產價值下跌、設備損毀或影響營收、
影響運輸交貨、購買保險、氣候韌性不足
導致借款減少現金不足…

自產再生能源、外購再生能源、汰換低效
設備、採購高效設備、採購低碳設備、低
碳轉型減少能源成本、能源供應中斷、未
低碳轉型導致能源成本提高、建置能源管
理系統…

建置碳捕捉設備、販售碳/碳權、取得碳權、
擴增碳利用設備…

攤銷、折舊
、利息費用

創新綠色產品
增加部位

應收/應付
投入防災措施
而減少、原物
料成本增加

增加氣候保險
費用

自身 交易對手 …

取得/處分
金融資產(PL)

購買綠色產品 購買綠色產品

自身 交易對手 …

取得/處分
不動產、設備

設備損毀 設備損毀

增加/減少
借款

創新綠色產品
增加部位

綠色績效不佳
價值下跌

償還公司債
創新綠色產品
增加部位

(

雙
重)

重
大
性
評
估

財務 非財務

財務變動 5%... 利害關係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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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情境分析的標竿案例-框架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12年度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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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情境分析的標竿案例-衝擊與因應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12年度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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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情境分析的標竿案例-情境分析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12年度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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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傳導路徑示例

資料來源：(2022)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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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選擇 (NGFS)

選擇推估模型
  REMIND-MAgPIE 3.2-4.6

  GCAM 5.3+ NGFS

  MESSAGEix-GLOBIOM 1.1-M-R12

資料來源：(2024)NGFS、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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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討論

03 與公司內部
數據結合 04

解讀結果並
分析對公司
的影響

02 風險/機會事
件/因子/變數01 設定

情境

題目：

運用綠色金融體系網絡 (NGFS) 資料，依評估的風險/機會項目，選定風險鏈結因子 (碳價、能源價格) ，

串接公司資料，計算並分析結果。

在2050淨零 (Net 
Zero 2050) 的情
境下，選用
「GCAM 6.0 
NGFS」模型假設。

◼ 填寫風險機會
事件。(確定對
應所屬的風險
機會項目)

◼ 設定鏈結因子
(變數) 。

◼ 蒐集公司內部
數據以及假設
(例如，規模不
變、一切照舊
(BAU)) 。

◼ 按照設定的鏈
結因子，填具
影響數。

◼ 影響時程、程
度。

◼ 因應方案、計
畫(如何達成)。



實體風險情境分析實作

✓ 如何設定風險情境

✓ 情境分析的氣候參數、財務影響

✓ 善用公開的資訊平台

✓ 企業的氣候韌性(減緩/調適/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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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風險情境分析的案例

根據氣候風險鑑別結果進行實體風險情境分析，暴雨或海平面上升所造成「淹水」是常見作為營運所

面臨氣候事件評估。

除了評估公司據點受
影響，還需考量什麼
風險情境？

倉庫、運輸、上下游
物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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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選擇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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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討論

03 引用公開氣
候資訊 04

解讀結果並
分析對公司
的影響

02 決定
風險因子01 設定

情境

題目：

運用國家災害防救中心 (NCDR) 網址https://dmap.ncdr.nat.gov.tw/，選定公司

重要廠址，找出公司情境發生的情況，並完成對公司的影響評估。

在SSP5-8.5的情
境下，暴雨發生
機率變多導致強
降雨發生次數多
且造成淹水，公
司出入困難(停工
天數)且造成設備
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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