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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洪國森 Dick Hung

執業會計師

審計服務

電話: +886 6 292 5888

傳真: +886 6 200 6888

電子郵件: Dick.Hung@tw.ey.com

相關資歷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 輔導公司在臺上巿櫃申請、公開發行
及創櫃板。

►擁有豐富的永續報告書輔導及確信等
工作經驗。

► 擁有豐富的審計服務經歷，查核客戶
產業經驗主要包括高科技業、綠能產
業、食品業、零售業、農業及生技業
等。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

►成功大學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講師。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課程講師。

學歷

►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中正大學會計學系

專業資格

►中華民國會計師

審計服務經驗

►東陽實業廠

►堤維西工業

►保瑞藥業

►京城銀行

►國統國際

►奇鋐科技

►三星科技

►岱稜科技

►嘉威生活

►台虹科技

►萬在工業

►富世達

永續服務經驗

►京城銀行

►臺鹽實業

►南寶樹脂

►統新光訊

►崧騰企業

►奇鈦科技

►東南實業

►日揚科技

►長榮大學

mailto:Dick.Hung@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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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相關資歷

►擁有豐富的企業永續和審計領域的工作經驗，主要負責業務包含ISSB永
續準則、永續與淨零策略、國際ESG永續指數諮詢、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SBTi科學基礎減量倡議、可持續發
展債券、綠色與永續金融、影響力衡量與管理、供應鏈永續議題(含人
權)等

►曾擔任證交所、銀行、保險、證券、投信投顧及期貨公會的氣候變遷
財務揭露、氣候變遷情境分析與財務碳排放之委託研究案計畫主持人

►曾參與多項國際知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債券、綠色債券發行專案

►具有豐富的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持續進修課程講師經驗，授課
題目涵蓋公司治理、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等，邀請單位如：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中華獨立董事協會等

►代表安永參加多項外部永續相關領域的協會組織，包含：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中
國民國工商協進會、Green Climate Fund (GCF)等

►曾於美國安永巴爾的摩分所工作十八個月，期間擔任全球財星百大能
源公司之主要查核團隊審計組長

曾于哲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
暨執業會計師

TEL ：2757-8888 # 88852
Email：Roger.Tseng@tw.ey.com

學歷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博士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會計系學士

專業資格及經歷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永續準則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

►工商協進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美國會計師考試及格

► GARP – SCR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Risk) 
Certificate

►多項ISO環境系列標準LAC認證

► SVI 社會投資報酬率執業師 AP1

► GCF 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民間觀察員

mailto:Roger.Tseng@tw.ey.com


IFRS S2揭露實作工作坊議程

4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13:00-13:05 主辦單位致詞 主辦單位

13:0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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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國森執業會計師

14:00-15:10 實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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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于哲執業會計師

15:10-15:25 中場休息

15:2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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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國森執業會計師

16:00-17:00 實作演練
-情境分析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于哲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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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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2025年修正草案

▪ 金管會於2025年5月13日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修正重點如下

6

條號 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7條 年報編製內容應記載事項如下：
…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其年報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並應以專章方
式記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所稱一定條件，由
本會另定之。

配合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接軌IFRS永續揭
露準則時程而修改

第10-1條 符合第七條第二項一定條件之公司，其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編製及
揭露，應依下列各款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定者，依本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辦理…
七、氣候相關財務資訊中有關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方法，除依氣候
變遷因應法規定應盤查之排放源另依環境部所定之方法外，應依溫
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導準則或本會所定之方法衡量，
並應揭露所適用之方法及衡量作法、輸入值及假設等資訊；範疇三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應依本會所定時程揭露。

• 新增條文。
• 於各款明定永續揭露準則之重要規

定 (如得適用過渡規定、比例原則、
氣候優先等)。

• 第七款係考量範疇三GHG排放涉及
價值鏈之GHG排放衡量，各企業價
值鏈之永續發展程度不一，故金管
會另定範疇三GHG排放揭露

第23條 符合第七條第二項一定條件之公司，其年報應與當年度財務報告同
時申報，並將年報之電子檔傳至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但未及
編製完整年報內容者，得先申報永續相關財務資訊專章，再依前項
第一款規定申報完整年報。

考量公司實務上恐未及於時限內編製完
整年報，爰於但書允許公司得先就永續
相關財務資訊專章先予申報，嗣再於明
定期限內申報完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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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永續揭露

資訊落差

IFRS S2揭露

由現行永續資訊連結至S2範例揭露─課程目的

▪ 了解IFRS S2之基本架構(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與揭露規定

▪ 解讀IFRS S2揭露範例、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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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報告書
✓ GRI Standards
✓ 永續指標(依產業別)
✓ 氣候相關資訊

• 股東會年報

• TCFD報告書

• 治理：個體用以監控、管理及監督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之治理流程、控制及程序

• 策略：(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2)經營模式及價值
鏈；(3)策略及決策；(4)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
流量；(5)氣候韌性

• 風險管理：個體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之流程

• 指標與目標：與個體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有關之績效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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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框架 揭露指標

SASB(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準則)

分為11個行業別、77個行業(其中
68個與氣候相關)

氣候相關機會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
風險

轉型
風險

IFRS第S2號「氣候相關揭露」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續)

▪ 上市櫃公司目前年報附表/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VS IFRS S2 之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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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年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IFRS S2

目的 主要依GRI Standards，強調組織對經濟、
環境、人權的影響

聚焦於對財務決策有用的氣候資訊

對象 利害關係人 財務報告之主要使用者
(現有及潛在之投資者、貸款人、其他債權人)

揭露內容 揭露內容較為概括。偏重對影響之描述，
較無強制的財務量化揭露

揭露更細。例如須揭露氣候風險對財務狀況、
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的目前及預期影響，亦強
調與財務報表關聯性。

確信 應於報告書內註明各揭露項目是否取得
第三方確信或保證

不涉及確信議題

情境分析 未強制使用情境分析 對於氣候韌性應使用情境分析，且需揭露關鍵
假設、參數、財務影響等



▪ TCFD與IFRS S2之主要差異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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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TCFD IFRS S2

治理 a）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 大致一致。
• 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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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於該(各)治理單位
或(各)個人所適用之職權範圍、授權、職責之描述及其
他相關政策。

b）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和
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
角色。

大致一致。

參考來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S2號「氣候相關揭露」與TCFD建議之比較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2.html


▪ TCFD與IFRS S2之主要差異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續)

11 參考來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S2號「氣候相關揭露」與TCFD建議之比較

核心 TCFD IFRS S2

策略 a）描述組織所辨認
之短期、中期及長期
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

• 大致一致。
• 額外規定：

➢ 個體於辨認風險與機會時，應參考行業基礎指引中之行業基礎之揭露主題並考量適用性
➢ 揭露風險與機會集中於個體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何處之描述之更詳細資訊

b）描述組織在業務、
策略和財務規劃上與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的衝擊。

• 大致一致。
➢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影響：更詳細。
➢ 有關風險與機會對個體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目前及預期影響：S2訂定何

時需要提供量化及質性資訊之條件。
➢ 預期財務影響：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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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規定採用與個體情況相稱之作法。

c）描述組織在策略
上的韌性，並考慮不
同氣候相關情境 (包
括2˚C或更嚴苛的情
境)。

• 大致一致。但S2未明定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中必須使用的特定情境
• 對韌性應有額外資訊：

➢ 不確定性之重大領域
➢ 隨時間調整及調適其策略及經營模式之能力
➢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如何及何時執行之細節

• 對於氣候相關情境分析，個體應採用與個體情況相稱之作法，並考量於報導日無需過度成
本或努力投入即可取得之所有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2.html


▪ TCFD與IFRS S2之主要差異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續)

12

參考來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S2號「氣候相關揭露」與TCFD建議之比較

核心 TCFD IFRS S2

風險管理 a）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
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 大致一致。但IFRS S2有要求更詳細揭露
• 對用以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機會之流程提供額外揭

露。

b）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
險的管理流程。

• 大致一致。
• 聚焦於提供有關用以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流程之資訊。

c）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
別、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整
合在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制
度。

• 大致一致。
• 規定應提供用以辨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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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2.html


核
心

TCFD IFRS S2

指
標
與
目
標

a）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險
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 規定揭露與個體經營模式及活動攸關之行業基礎指標

b）揭露範疇1、範疇2 和範疇
3(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
風險。

• 大致一致。
• 對GHG排放應有額外揭露，包括：

➢ 單獨揭露(1)合併會計集團， (2)未包含於合併會計集團中之關聯企業等之範疇1及範疇2溫室
氣體排放；

➢ 範疇2使用地點基礎之作法及影響使用者了解之任何合約工具之必要資訊
➢ 就範疇3而言，若個體具資產管理、商業銀行或保險之活動，應包括有關財務碳排放之額外資訊
➢ 對範疇3排放中所使用之衡量作法、輸入值及假設之資訊。

• IFRS S2訂定範疇3衡量架構

c）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
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整合在組
織的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 大致一致。
• 最新之氣候變遷國際協定如何影響該目標、該目標是否由第三方驗證
• GHG排放目標之更詳細資訊，包括有關所規劃使用之碳信用額以達成個體GHG淨排放量目標之額外資訊
• 揭露有關設定及複核每一目標之作法之資訊，以及其如何監控每一目標之進展，包括該目標是

否係使用行業去碳法推導而得

▪ TCFD與IFRS S2之主要差異

從既有基礎出發，接軌IFRS永續準則(續)

13 參考來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S2號「氣候相關揭露」與TCFD建議之比較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2.html


IFRS S2揭露範例
（鋼鐵製造商）

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
（鋼鐵製造商） IFRS S2實務指引

2025.01.21發布 2025.04.18發布 2025.04.18發布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近期新增

▪ 本次使用之實務指引及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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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63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7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9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 IFRS S2揭露範例

▪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並未規定四項核心內容應以何種順序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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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

• 公司已建置較完整的氣候管理實務(如已有內部碳定
價等管理工具)

• 辨認較多氣候風險與機會(涵蓋供應鏈、技術、法規等)
• 較多量化資訊
• GHG排放量資訊包含範疇3

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

• 公司尚在發展氣候管理實務(如尚未建立內部碳定
價、薪酬政策未納入氣候因素)

• 辨認較少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 較多質性資訊(應用比例原則)
• GHG排放量首年度豁免揭露範疇3
• 刪除多數非必要之揭露內容(即一般版之灰底者)

治理

指標與目標

風險管理

策略

治理

指標與目標

策略

風險管理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63
https://isds.tpex.org.tw/IFRS/front/api/fileresource/download/77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 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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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章節 IFRS S1相應規定 IFRS S2相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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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B36 C3-C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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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永續資訊連結至S2範例揭露
─將現有永續報告書銜接至IFRS S2

17

參考來源：中鋼2023年永續報告書

氣候變遷因應與調適
2.1 氣候治理
2.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2.3 氣候變遷因應行動

公司治理
6.1 策略目標與誠信經營
6.2 董事會職能
6.3 營運財務
6.4 風險管理



現行永續資訊連結至S2範例揭露(續)
─將現有永續報告書銜接至IFRS S2

18

1-1 ESG 運作與績效
1-2 利害關係人溝通
1-3 重大主題分析
1-4 重大永續議題回應
1-5 永續目標與績效
2-2 公司治理
3-2 風險管理
3-3 氣候變遷風險及機會之管理與策略

附錄四、TCFD 對照表
附錄五、氣候變遷對公司造成之風險與機
會及公司採取之相關因應措施
附錄六、SASB 對照表- 鋼鐵製造業

參考來源：東和鋼鐵2023年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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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觀念基礎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一章：編製氣候相關揭露之核心要素

▪ IFRS S1觀念基礎

20

連結之

資訊

過渡

規定

報導個體

報導時間

遵循聲明

適用日揭露位置

報導個體
合併財報個體

連結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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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位置
股東會年報的永續資
訊專章

報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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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本額達新臺幣100

億元以上：會計年度
終了後75日內，即次
年3/15或3/16

• 未達資本額新台幣
100億元：會計年度
終了後3個月內，即
次年3/31

適用日
自2026年會計年度起分三階段適
用IFRS永續揭露準則

遵循聲明
應作明確且無保留
的遵循聲明(除非已
遵循IFRS永續揭露準
則的所有規定，否
則不得聲稱已遵循)

過渡規定
適用第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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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衡量溫室氣體排放
• 得不揭露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一章：編製氣候相關揭露之核心要素

▪ IFRS S1觀念基礎

21

IFRS S1對重大之定義 觀念架構/IAS 1對重大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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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資訊之遺漏、誤述或模糊可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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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特定報導個體
之財務資訊）為基礎所作之決策，則該等資訊係屬重大。

定義相同，但判斷上有些微差異。就永續資訊而言：
(1) 不受限於符合資產及負債的定義及認列條件。
(2) 通常需考量較長期間的財務影響。
(3) 需考量其於整體價值鏈中互動的財務影響。

• 未明定重大性門檻
• 應同時考量「量化因

素」與「質性因素」

量化因素(影響程度)
• 個體通常藉由考量永續相關風險或機會之影響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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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因素(影響的性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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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一章：編製氣候相關揭露之核心要素

▪ IFRS S1觀念基礎

22

基本 
品質特性 

強化性 
品質特性 

額外資訊 (若遵循 IFRS永續揭露準
則對主要使用者仍不足) 

可了解性  

可比性  

時效性

可驗證性 

攸關性 

忠實表述  

對所有可合理預期將影
響個體展望之永續相關
風險與機會之允當表達 

攸關性
攸關之永續相關
財務資訊能讓主
要使用者所作之
決策有所不同

忠實表述
描述應完整、
中立及正確

可比性
讓主要使用者能辨認
並了解項目間的相似
處與相異處

可了解性
資訊應清楚且簡潔

可驗證性
資訊本身或用以推導資
訊之輸入值可被佐證

時效性
決策者可及時取得資
訊俾能影響其決策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一章：編製氣候相關揭露之核心要素

▪ IFRS S2減輕揭露負擔之比例原則─IFRS S2. B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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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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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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1.前言

➢主要業務範圍：鋼構製品之生產、加工及
銷售等事業，處於產業中上游位置。上游
煉鋼採用電弧爐製程；中游主要從事型鋼
及鋼筋之生產

➢營運區：台南廠、高雄廠

➢願景：「2050年淨零排放與低碳轉型」、
「營運持續目標」

24

參考來源：中鋼公司2023年永續報告書

◼中鋼2023年永續報告書摘錄

➢ 0.2.2 業務與規模

中鋼為粗鋼年產能近1,000萬公噸的世
界級鋼廠。…中鋼主要產品為鋼板、棒
線、熱軋、冷軋、電鍍鋅鋼捲、電磁
鋼捲及熱浸鍍鋅鋼捲等鋼品…

1.1範例公司介紹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1.前言

25

現行永續揭露 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

本報告書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出版之GRI準則2021及證交所《上市公
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進行編製，並參
考、呼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
領、聯合國全球盟約(UNGC)、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引、永續會計準則委員
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及國
際鋼鐵同業非財務資訊揭露報導要點。

─中鋼2023年永續報告書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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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1.72下，公司若遵循IFRS永續揭露準
則所有規定編製永續相關財務揭露，應作
明確且無保留之遵循聲明。

1.2遵循聲明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揭露範例(簡易版)

▪ 1.前言

➢本永續資訊專章已於民國116 (2027) 年3月15日經XXX 通過發布。

26

豁免 內容 相關段落 簡易版揭露範例

比較資訊 適用之第一個年度報導期間：無須揭露比較資訊 S1.E3&E6(a)、S2.C3 採用

氣候優先 適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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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E5 採用

商業敏感
資訊

符合條件時可省略與永續相關機會有關之商業敏感資訊(IFRS 
S1.B35)

S1.B34-B36 採用

其他GHG
衡量方法

若個體受主管機關規定使用不同溫室氣體排放衡量方法，則
個體得於該司法管轄區使用該方法，而不使用 GHG Protocol

S2.29(a)(ii),B24 採用(廠區依環境部規
定之辦法衡量溫室氣
體排放)

範疇3 適用之第一個年度報導期間：
無須揭露其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

S2.C4(b) 採用

1.3 通過永續資訊專章之日期及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修正草案規定，
應以專章方式記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1.4 豁免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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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治理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二章：治理

28

技能與

專業能

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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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機會之治理
單位

溝通之頻
率及方式

目標設定，
及績效指標
與薪酬政策
之連結

風險與
機會之
權衡

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
治理責任與
職權範圍

辨認治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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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董事會、永續發
展委員會、風險管理委
員會、審計委員會等)。

技能與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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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有效地執行應對氣
候變遷風險的策略

溝通頻率及方式
如告知方式(是否透過定
期開會的方式告知、由
誰報告)、告知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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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與職權
治理單位在氣候風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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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與薪酬
治理單位如何監督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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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階層
是否將相關職責委派給
特定的管理職位、其如
何受監督、管理階層是
否有使用控制和程序

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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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二章：治理

29

揭露治理架構的程度，應足以讓使用者了
解個體對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的監督。應
包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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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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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某架構
圖表達) 。

✓ 描述治理單位或個人如何行使其監督
責任。

參考來源：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實務指引(P.22)

• 確保高品質、
及時揭露，包
括氣候相關議
題

• 確保遵從新法
令規定

• 制定薪酬架構
及政策

• 將氣候相關議
題融入高階工
作表現評估及
薪酬待遇

• 監管業務營運
的風險

• 將相關風險融
入企業風險管
理架構

• 追蹤違規事件

• 制定並檢討氣候相
關策略及管理方法

• 監管氣候相關議題
，包括風險

• 就影響公司的最新
氣候相關議題與委
員會溝通

• 協調氣候相關工作
• 定期核准及檢討氣
候相關目標及主要
舉措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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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及管理架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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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理
單
位

管
理
階
層

永續發展委員會

揭露負責監督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之治
理單位

揭露管理階層在用以
監控、管理及監督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
治理流程、控制及程
序中之角色

參考來源：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簡易版揭露範例(P.6)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2.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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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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技能與專業能力發展

• 「本集團董事會9名董事中，具備永續相關專業能力之董事計5位(每位均有取得永續相關專業證

照或具有永續相關實務經驗)，前述專業能力之分布請詳下列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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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政策之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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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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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易版範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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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另參考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EM-IS)



現行永續資訊與S2規範的落差─以鋼鐵製造商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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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及管理架構

32

現行永續揭露 IFRS S2揭露範例(鋼鐵製造商)

─中鋼2023年永續報告書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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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風險管理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四章：風險管理

▪ 4.1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評估、排序以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3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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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過去事件、目前情況以
及對未來情況預測)

• 內部發展可考量:公司設
定之新目標、法規、情
境分析、產品生命週期
評估等

• 外部來源:可考量準則規
定、同業、環境與社會
趨勢變化、媒體評價、
專家或權威機構資料等

2.
應制定評估氣候相關風險
之標準
• 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及「影響」。
•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

「發作速度」Speed of 
onset

脆弱性：
公司應對風險的準備程度、靈
敏度以及適應能力。與「可能
性及影響」相關

發作速度：
從此風險事件發生至公司首次
感受到事件影響時點

1.初步辨認 2.評估 3.排序 4.監控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四章：風險管理

▪ 4.1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之辨認、評估、排序以及監控流程與政策

35

1.初步辨認 2.評估 3.排序 4.監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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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將「脆弱性」和「發
作速度」標準結合「發
生可能性」和「影響」
標準，應用於優先排序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四章：風險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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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氣候相關風險整合至風險管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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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氣候風險特性(例如影響因地理位置及活動不同、較長的時
間區間及長期影響、新型及不確定之性質等)，因特性將影響整
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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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風險管理如何與策略規劃相結合，並辨認主要利害關係人。
在此過程中，應檢視關鍵治理結構、策略制定與風險管理之要素，
並辨認支持策略規劃之風險管理活動所牽涉的各種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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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一致的風險分類有助於公司辨認、評估及管理風險。例如分
類包含
• 財務(次分類如：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租稅策略)
• 管理(次分類如：供應鏈、原料可得性、業務持續)
• 策略(次分類如：競爭、客戶偏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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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的過程中，公司可能須考量風險承受度、風險辨認及與評估
方法，以及所使用的風險管理工具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3.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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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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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來源：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簡易版揭露範例(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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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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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氣候風險的使用資料來源之輸入值及參數之資訊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3.風險管理

38
參考來源：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簡易版揭露範例(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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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排序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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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策略(1)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三章：策略

▪ 個體應揭露之資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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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公司展望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
之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公司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目前及預期影響

對策略及決策之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個體策略及決策之影響，包括其氣候相關轉型計畫之資訊

財務之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個體於報導期間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影響，
以及在考量該等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如何納入個體財務規劃中之後，對個體短期、
中期及長期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預期影響

氣候韌性
在考量公司所辨認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後，公司之策略及其經營模式對氣候相
關變遷、發展與不確定性之氣候韌性

實
作
演
練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
▪ 3.1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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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辨認對資源及關係之依賴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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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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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該服裝品牌公司考量其依賴大
量水資源以生產其產品。亦即，公司
依賴此資源以產生現金流量。

例如，服裝品牌公司辨認之機會為，
於生產中使用將減少用水密集流程之
新技術，進而將重大減少生產成本

1.評估價值鏈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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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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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量價值鏈中之資源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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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服裝品牌公司考量於其供應通
路中與自然環境之互動

例如，服裝品牌公司考量於其生產流
程中對水之使用

可運用比例原則 可運用比例原則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

▪ 3.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影響

➢ 各行業於價值鏈中的經營活動範例

42

行業 進料物流 營運作業 出貨物流 銷售作業 售後服務

製造業 採購與運輸原材料
產品生產(涵蓋設計至製
造階段)

將產品運輸至銷售通路 產品銷售與推廣
產品維修與售後服
務

鋼鐵製造業
採購與運送鐵礦石、
煤炭等原料

鋼鐵冶煉、加工與成型 鋼材配送至客戶或經銷商
鋼鐵產品銷售與
市場推廣

提供技術支援與產
品諮詢

半導體業
採購矽晶圓、化學材
料與設備

晶圓製造、封裝與測試 晶片運輸至客戶或代工廠
半導體產品市場
推廣與銷售

提供技術支援、產
品測試與應用服務

建築業 原材料採購與運輸 建築施工或基礎建設工程 清理與處理施工廢棄物
建築項目的交付
與驗收

建築維護與管理

金融業
金融產品開發及採購
相關設備

金融交易與服務提供 無適用項目
金融服務及產品
的推廣與銷售

客戶支援與售後服
務

零售服務業 產品進貨與倉儲管理 店面經營與庫存管理 商品配送至門市或客戶
促銷活動與顧客
服務

售後服務與退換貨
管理

於發生重大事件或情況之重大變動時，個體應重新評估其價值鏈中所有受影響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範圍，包括
重新評估其價值鏈中哪些範疇3類別及個體將納入其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

▪ 3.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影響

➢ 常見的氣候相關風險，以及對個體經營模式及價值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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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類型

氣候相關風險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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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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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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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3.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影響

➢ 常見的氣候相關風險，以及對個體經營模式及價值鏈的影響

44

風險
類型

氣候相關風險之類型 對經營模式之影響 對價值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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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3.2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經營模式及價值鏈之影響

➢ 常見的氣候相關機會，以及對個體經營模式及價值鏈的影響

45

氣候相關機會 對經營模式之影響 對價值鏈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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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4.策略

▪ …本集團參考「IFRS S2之行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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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

判
斷
適
用
之
揭
露
主
題

水管理：著重描述供水短缺
情況，本集團所在廠區均供
水無虞→不適用
供應鏈管理：該主題聚焦於
高爐煉鋼面臨之鐵礦石開採
及煤炭生產議題→不適用

依S1.74揭露對公司所報導資
訊具重大影響之判斷

不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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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4.1.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認

▪ 4.策略

▪ 「溫室氣體管理」：

➢風險：鋼鐵製造業相對其他行業屬碳密集行業，又本集團考量主管機關為因應氣候變遷開徵
碳費，故辨認出「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此轉型風險。

➢機會：減少製程之直接排放亦有助於達成低碳生產並進而開拓市場之目標。本集團綜合考量
該等揭露主題並辨認出「成功開發低碳製程」此機會

▪ 「能源管理」：鋼鐵製造流程屬能源密集型生產，其中因本集團採電弧爐煉鋼，故最大宗使用
能源為電力，取得再生能源以減少製程中間接排放將符合消費者期待並有利於擴張市場。

▪ 「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之嚴重程度持續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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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此立即
性實體風險亦可能影響本集團展望。

S2
行
業
基
礎
指
引

(IBG)

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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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策略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4.1.2 時間區間：定義及與策略性決策規劃時程之連結

期間 定義 與策略性決策規劃時程之連結

短期
• 2年以下
• 2027年至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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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9年至2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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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37年至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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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48

• 時間區間之考量因素
✓ 行業特性
✓ 預期資產耐用年限
✓ 氣候相關風險的性質
✓ 投資週期
✓ 司法管轄區適用的永續相關政策
✓ 策略目標

• IFRS S1與S2允許企業依其情況決定短期、中
期、長期之時間區間。

S2實務指引



▪ 4.策略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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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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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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
氣體
管理
＆能
源管
理

機
會

產品及
服務

成功開
發低碳
製程

低碳轉型為目前市場趨勢，本集團之
用電為主要排放源，若能減少該等間
接排放，另輔以製程之直接排放減量，
將可開拓低碳產品及服務之市場。

暫無影響。

下游廠商可能
因低碳製程而
選擇本集團之
鋼鐵製品，以
降低產品整體
碳足跡。

◎
台南廠

◎
短期、中期及長

期

辨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評估對經營模式與價值鏈之目前與預期影響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 本集團已發展轉型計畫因應所辨認之轉型風險及相關機會，具體行動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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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氣候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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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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長期再生能源企業購
電協議(Corporat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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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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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
策略與決策之影響
• IFRS S2要求揭露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對其策略及決
策之影響，包含經營模式
之變動、直接及間接減緩
與調適努力、氣候相關轉
型計畫(包括所使用之關
鍵假設資訊)，以及其他
為了達成氣候目標的計畫。

S2實務指引



3.3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與決策之影響 S2實務指引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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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氣候相關
風險

減緩與調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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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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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策略及決策之影響
領域 釋例

經營模式及資源分
配之變動
【S2.14(a)(i)】

•增加投資低碳排公司或自碳密集公司撤資
•重新選擇供應商產生之資源分配改變
•開發新產品或新服務致資源分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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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廠房設備防洪設施，防止因強降雨
造成營運中斷

•搬遷高風險地區之廠房
間接減緩與調適努
力【S2.14(a)(iii)】

•提供客戶氣候變遷議題之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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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檢視員工職責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三章：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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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目前及預期財務影響

5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目前及預期財務影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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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颱風是否導致或營運中斷，進一步影響維護成本及收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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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應揭露量化與質性資訊，以使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顯著氣候風險的辨

認及其對資產與負債之可能影響，若預期在下一年度出現重大財務變動，

應說明其潛在影響。如資產減損或新增負債的可能性。

• 可參考IFRS S2簡易版揭露範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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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體應：
✓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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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與個體可取得用以編製該等揭露之技

能、能力及資源相稱之作法
• 若判定該等影響無法單獨辨認、衡量不

確定性過高，或個體不具備提供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預期財務影響量化資訊之
技能、能力及資源時，則無需提供該等
量化資訊。

基於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策略，預期其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
量於短期、中期、長期之改變
• 考慮預期財務影響時，IFRS S2要求個體考慮實施其策略的投資、處分計畫

和計畫的資金來源。例如，與低碳經濟相關之產品與服務之收入增加；因氣候
事件對資產造成之實體損害所產生之成本；以及與氣候調適或減緩相關之費用
等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4.策略

▪ 以「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徵收碳費」之氣候風險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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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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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期間財務影響 預期財務影響
【碳費相關本期財務影響】
本年度首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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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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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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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預計透過簽訂CPPA逐年提升再生能源使用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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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內淘汰柴油車，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預計新設備支出造成XXX仟元之非流動資產
增加及現金流出，後續短中長期產生相應之折舊費用大約每年XXX仟元；中期內預計持
續投資電動式輸送台車…；長期則主要為折舊及維護費用之支出。惟中期及長期之投資
設備金額及折舊費用將視短期內成效決定投資數額，故尚無法提供量化衡量。

【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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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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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

註：本集團不預期上表任一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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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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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演練

─現行永續資訊與S2規範的落差分析



從年報附表2-2-3至IFRS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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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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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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6】
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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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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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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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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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10(a)-(c)、S2.14、S2.15(a)-(b)、S2.16(a)(c)(d)、S2.21】
• 在揭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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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何時需提供量化及質性資訊之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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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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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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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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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S2&TCFD.pdf


從年報附表2-2-3至IFRS S2 (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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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辨認、評估、
排序及監控流程政策
3.1.3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排序及其
方法

【S2.25】
除風險外，S2對用以辨認、評估、排序及監控機
會之流程要求額外揭露，例如在何種程度上及如
何整合至並影響個體之整體風險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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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氣候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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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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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內部碳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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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憑證(RECs)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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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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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填於1-1及1-2)。

https://www.ardf.org.tw/sustainable/S2&TCFD.pdf
https://isds.tpex.org.tw/download/20250103IFRS%E6%B0%B8%E7%BA%8C%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pdf
https://isds.tpex.org.tw/download/20250103IFRS%E6%B0%B8%E7%BA%8C%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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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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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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欄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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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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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公司自行填寫，依現行已發布之永續資訊中，是否、如何
及在何處揭露

頁籤：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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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籤：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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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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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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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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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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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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落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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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影響之

面向

財務報

表表達 無形

資產

不動產、

廠房及

設備

資產

減損

負債

準備

存貨融資

金融

工具

公允價

值衡量

費用

收入

可能涉及之議題包括：

收入

如極端氣候事件可能降低生產或
需求；氣候相關機會(如低碳產
品)則可能創造新市場

費用

如支付碳費、因應氣候風險需之
保險費增加等

公允價值衡量
如投資性不動產可能須調整其評
價模型假設或參數（如折現率、
未來現金流量預測）等。

金融工具

如氣候風險可能影響衍生性金融
工具、市場信用風險或債券評等

融資

如氣候相關風險提高信用風險，進而
增加資金成本或限制融資可得性等

財務報表表達

如重大性判斷、財報之附註揭露
衡量不確定性、考量繼續經營等

無形資產
如購買碳權、因應氣候議題發展
技術專利等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如汰換產生高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設備，或為提升氣候韌性投資
之資本支出等

資產減損
如產生高度溫室氣體排放設備因
政策轉型或市場致產能閒置，依
其現金產生單位考量是否減損等。

負債準備
因氣候相關事項相關訴訟、碳費
而提列負債準備或考量或有負債
等。

存貨
極端天氣或供應鏈中斷影響原物
料取得或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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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下年度報
導期間內對資產
及負債帳面金額
作重大調整之顯

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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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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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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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風險/機會描述
與價值鏈上游/公司本身/下

游是否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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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司本身、下游客戶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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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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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拉式選單)

選擇「已執行之因應策略」或「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③初步評估可能涉及本期哪些財務資訊②若左欄選擇「已執行因應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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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實作演練：本期財務影響-1

頁籤：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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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評估是否有下年度報導期間內對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作重大調整之顯著風險。



風險/機會描述
與價值鏈上游/公
司本身/下游是否

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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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司本身、下
游客戶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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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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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備支出造成現金
流出(*金額尚無法量化)

[短期]折舊費用大約每年XXX
仟元
[中長期]主要為折舊及維護
費用之支出。(*金額尚無法
量化)

-[短期]新設備支出造成XXX仟
元之非流動資產增加。
-[中期]持續投資電動式輸送台
車，新設備支出造成非流動資
產增加(*金額尚無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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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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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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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尚無法量化)

預計無重大影響
不利影響(*金額尚
無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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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拉式選單)

選擇「預期因應策略」或「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③初步評估在未來短中長期可能涉及哪些財務資訊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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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實作演練：預期財務影響-1

頁籤：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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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運用比例原則

考量因應對策後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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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下年度報導
期間內對資產及負
債帳面金額作重大
調整之顯著風險？

因應策略/風
險或機會之財

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實體風險/颱
風、洪水等
極端天氣事
件之嚴重程
度持續提升

已執行之因應
策略

針對損壞風險較
高之財物投保產險

-本期因投保天災相關產險而產生保費支
出，營業活動現金流出約XXX仟元。

-保險費用列為本期營業費用，
影響淨利約XXX仟元。

-除現金外，暫無其他影響（經評
估無資產減損之情況，亦未產生
相關負債準備）。

否

已執行之因應
策略

維護營運持續管
理(BCM)系統

-本期因維護BCM系統而產生相關費用，
營業活動現金流出約XXX仟元。

-相關費用列為營業費用，影響
淨利約XXX仟元。

-除現金外，暫無其他影響（經評
估相關支出無須資本化）。

否

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本期因颱風而產生停工及損害修復費用，
考量保險理賠後，營業活動現金流出增加
約XXX仟元。
-本期因颱風導致設備提前報廢，故增添
新設備替換，致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增加約
XXX仟元。

-營運中斷導致產能減少、產線
人員加班及修繕費用，本期營
業成本與營業費用分別增加約
XXX與XXX仟元
-保險理賠列為營業外收入，金額
約XXX仟元。
-因設備受損而提前報廢，本期
營業外損失增加約XXX仟元

-除現金外，新設備支出造成XXX
仟元之非流動資產增加

否

風險/機會描述
與價值鏈上游/公司本
身/下游是否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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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策略/風險或機會之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之描述

實體風險/颱風、洪水等極
端天氣事件之嚴重程度持續
提升

與價值鏈上游、公司
本身、下游客戶攸關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針對損壞風險較高之財物投保產險 Ｖ V
已執行之因應策略 維護營運持續管理(BCM)系統 V V

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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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拉式選單)

選擇「已執行之因應策略」或「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③初步評估可能涉及本期哪些財務資訊②若左欄選擇「已執行因應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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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籤：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實作演練：本期財務影響-2

頁籤：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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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評估是否
有下年度
報導期間
內對資產
及負債帳
面金額作
重大調整
之顯著風
險。



風險/機會描述
與價值鏈上游/公司本身/

下游是否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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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風險/颱風、洪水等極
端天氣事件之嚴重程度持
續提升

與價值鏈上游、公司本身、
下游客戶攸關

預期因應策略 為持續提高韌性與調適能力，將持續投保天災險 V V
預期因應策略 每年定期維護BCM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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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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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風險/颱
風、洪水等極
端天氣事件之
嚴重程度持續
提升

預期因應策略
為持續提高韌性與
調適能力，將持續
投保天災險

-預計短期、中期及長期皆產生
保費支出並導致營業活動現金
流出。(*金額尚無法量化)

-預計短期、中期及長期皆持續投保，故將增
加營業費用並影響淨利。
(*金額尚無法量化)

-預計短期、中期及長期之保費
支出將導致現金減少。(*金額
尚無法量化)

無重大影響

預期因應策略
每年定期維護BCM
系統

-預期每年產生維護費用之現金
流出，未來可能因系統升級或
合規要求調整而增加。(*金額
尚無法量化)

-BCM系統維護費用將導致營業費用逐步增加
並影響營業損益及淨利。
(*金額尚無法量化)

-隨時間可能增加之維護費用將
導致現金減少。
(*金額尚無法量化)

無重大影響

考量上述因應策略後，風險或機會之預
期財務影響

預計短期、中期及長期皆產生現
金淨流出。
(*金額尚無法量化)

投保產險與維護BCM系統之費用將持續產生營業費
用，極端天氣事件亦可能使廠房及設備受損而產
生處分損失，或產生相關現金產生單位之減損損
失，故對短期、中期與長期之損益將產生負面影
響。惟相關保險理賠及BCM系統預期可降低損失之
金額。(*金額尚無法量化)

除現金外，極端天氣事件可能導
致廠房及設備受損而提前除列、
認列減損或增添非流動資產。(*
金額尚無法量化)

無重大影響

實作演練─因應風險與機會之策略及相關財務影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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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拉式選單)

選擇「預期因應策略」或「風險或機會之本期財務影響」
註:單一風險與機會可能對應至多個因應策略

③初步評估在未來短中長期可能涉及哪些財務資訊

②若左欄選擇「預期因應策略」，說明該因應策略

頁籤：財務影響1（初步判斷）

實作演練：預期財務影響-2

頁籤：財務影響2（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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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運用比例原則

考量因應對策後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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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策略(2)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三章：策略

▪ 3.5 氣候韌性

氣候韌性係指公司就氣候相關變遷、發展或不確定性作調整之能力。氣候韌性涉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並自
氣候相關機會獲益之能力

➢ 韌性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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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S2.BC59)

➢ 情境分析：用以協助韌性評估之分析性工作(IFRS S2.B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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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

(比例原則)

可能應用之領域
是否強制使用情境分析

(依IFRS S2)

風險與機會之辨認及評估 X

預期財務影響 X

策略面：個體可能發展轉型至低碳經濟之計畫 X

韌性評估 是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

▪ 3.5 氣候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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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分析
範圍

(2)選擇用於分析的氣
候情境與資料

(3)確定用於情境分
析的假設與變數

(4)執行分析
(5)作為調整策略
之基礎與揭露

(6)重新進行氣候
情境分析

決定氣候風
險分析範圍
的考量因素
包含：
•公 司 業 務
範 圍 與 影
響程度
•地理位置
•可 取 得 的
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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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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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量因素包含：產
業類別、評估的氣
候風險類型

主要假設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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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擇適當的輸
入值─質性或量
化揭露

2. 作分析性選擇─
整合資料並選
擇方法
重視個別輸入
值的重要性、
整合各項輸入
值與風險暴險
程度

• 依韌性分析結果
作為策略調整之
基礎。

• 揭露IFRS S2第22
段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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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評估是否
重啟氣候情境分
析流程。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續)

▪ 第三章：策略

▪ 3.5 氣候韌性

➢ 可公開取得的氣候情境分析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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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簡介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 主要提供全球氣候變遷的科學評估，幫助政府與企業了解氣候變遷的
風險與影響，並進行政策規劃。

• 專注於實體氣候變遷
• 預測2100年之前的全球氣候變化

國際能源署 (IEA)

• 主要分析能源系統如何影響氣候變遷，並評估未來能源使用趨勢與碳
排放狀況。

• 主要用於評估轉型風險
• 分析2050年前能源系統轉型的趨勢

綠色金融網絡 (NG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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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供相關情境分析。
• 模擬每 5 年更新一次的金融風險變化，最遠可追蹤至 2100 年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 自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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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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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I AR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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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氣候韌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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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
3.5氣候韌性
Q:是否需每年進行氣候相關情境分析?
A:個體應依據策略規劃週期，適時更
新其氣候相關情境分析模型。雖然不
要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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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分析範圍時考量

• 公司業務範圍與影響程度：哪些業務、
產品線或資產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
影響

• 地理位置

• 可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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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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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中使用之時間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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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中期 長期

2027~2028年 2029~2036年 2037~2050年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4.3.2 策略與經營模式之情境分析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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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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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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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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實務指引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4.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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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評估氣候韌性時考量之不確定性重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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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短中長期之氣候變遷策略與經營模式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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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降低實體風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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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FRS S2實務指引與簡易範例
─指標與目標



IFRS S2之核心內容─指標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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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業指標
類別

行業基礎指標 氣候相關目標

個體為降低或調適氣候相關
風險，或利用氣候相關機會
所設定的目標，以及法令規
範所規定須達成的目標(包括
治理單位或管理層用以衡量
目標進展之指標)

與行業特有經營模式、活動或
其他共同特性有關之行業基準
指標。共有68個行業基礎施行
指引(IBG)，包含：行業描述、
揭露主題、指標、技術協定、
活動指標。

7項跨行業指標類別攸關的資訊，
適用於所有行業和經營模式的個
體：
1. 溫室氣體排放
2. 氣候相關轉型風險
3. 氣候相關實體風險
4. 氣候相關機會
5. 資本配置
6. 內部碳價格
7. 薪酬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相關資源

▪ 目前接軌IFRS永續揭露準則專區已就溫室氣
體提供相關資源，可作為上市櫃公司執行溫
室氣體盤查之參考。

▪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及常見
問答集」

包含

➢盤查方法總論

➢範疇3排放量化方法

➢溫室氣體排放之報導

➢ GHG Protocol與ISO 14064-1：2018之比較

▪ 「範疇3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參考指引(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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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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front/#/main/practi
calGuidance/PG_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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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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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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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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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溫室氣體有關之氣候相關指標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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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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本集團本年度範疇1及範疇2之溫室氣體排放盤

查結果尚未經第三方機構進行確信 (或查證) ，

完整溫室氣體確信資訊將刊載於本年度永續報告

書中。另就排放減量目標之設定及方法論而言，

本年度亦尚未經由外部第三方機構驗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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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溫室氣體有關之氣候相關指標及目標

80

5.3 碳信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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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哪些第三方機制驗證或認證

S2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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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植被

農業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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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實務指引

▪ 第五章：指標與目標

▪ 5.1.1 跨行業指標-溫室氣體

81

參考來源：IFRS S2「氣候相關揭露」實務指引(P.82)

組織邊界之方法選用

• 權益份額法：依股權比例計算

• 財務控制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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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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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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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衡量作法、輸入值及假設

由於行政院環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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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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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作法、輸入值與假設

82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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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 範疇1、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

83

溫室氣體排放 (tCO2e)
範疇1 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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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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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29(a)(iv)規定，對範疇1及範疇2 應細分
為: (1) 合併會計集團；及 (2) 未包含於第29 
段(a)(iv)(1)之其他被投資者 (例如，就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之個體，此
等被投資者將包含關聯企業、合資及未
納入合併報表之子公司) 

母公司+合併子公司

相同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本集團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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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相關指標，該等指標係根據財務報表本
期金額或內部詳細資訊計算，且現階段尚未經第三方驗證。相關資訊詳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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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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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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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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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量化 XX%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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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資本配置

85

項目
民國115年

（仟元新台幣）
攸關之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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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如何提供資源，以及

計劃如何提供資源之資訊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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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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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內部碳價格

86

S2實務指引5.1.3 跨行業指標-內部碳價格

• 內部碳價格機制類型包含：

✓ 影子價格(最常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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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發行人的業務單位能夠根據各自的排放量

交易其獲分配的碳信用額

S2實務指引

步驟1：
跨部門參與討
論並建立內部
碳價格的商業
模式

步驟2：
設計最適合公司之
內部碳價格方法
• 收集為設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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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並執行內
部碳價格的機
制

步驟4：
監督及評估內
部碳價格執行
的方法



下列係就氣候相關薪酬績效衡量之舉例：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續)

▪ 5.指標與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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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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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薪酬

87

S2實務指引

5.1.4跨行業指標-高階主管薪酬與氣候相關考量之連結

• 將氣候考量納入高階主管薪酬的步驟，例如

✓ 1. 將氣候優先與業務策略連結

✓ 2. 期中氣候目標與淨零策略及轉型計畫連
結

✓ 3. 尋求適當利害關係人參與

✓ 4. 選擇適當指標

✓ 5. 薪酬激勵機制設計

✓ 6. 薪酬委員會參與

✓ 7.清楚揭露

✓ 8.複核並隨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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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實務指引



行業基礎指標：決定SASB行業

▪ 5.指標與目標

88

IFRS 
S2
IB8

IB8 本行業基礎指引係依永續行業分類系統®(SICS®)
所劃分。當依本行業基礎指引編製揭露時，個體須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S1 號第 59 段(b)之規定，辨
認其編製永續相關財務揭露時所適用之特定一冊或
多冊。首先，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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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S2 
IB9 

某些個體參與活動之範圍可能橫跨超過一個行業。
對於跨行業水平整合(諸如企業集團)或透過價值鏈垂
直整合其營運之個體，就完整性而言，超過一冊之
行業基礎指引可能係屬必要。使用超過一冊之行業
基礎指引將使該個體能詳細描述可合理預期將影響
個體展望之全部範圍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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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輸入公司名稱、查詢所適用的SICS行業別
(2)依所顯示之主要行業分類，參考IFRS S2行業基礎施

行指引相關冊數並考量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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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軌IFRS永續準則專區─IFRS S2揭露範例(簡易版)

▪ 5.指標與目標

5.2行業基礎指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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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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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適用IFRS S2行業基礎
施行指引第9冊所述之揭露主
題及相關行業基礎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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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不適用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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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做為工業之源，國際能源署 (IEA) 表示，要達到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應立即停止對化石燃料的新增投資，2050年再
生能源供應占比提高到70%，且各部門應採取具體新減碳技術措施。

資料來源：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IEA

► 超過85%建築已達到可淨零排放

► 超過90%工業製程已轉為低碳生產

► 約70%電力來自太陽能和風力發電

► 所有新建築可達到近零排放

► 電動車占全球新售車60%

► 重工業低碳生產技術達到量產示範階段

能源

建築

運輸

工業

其他

全球碳中和所需要的關鍵行動
全球淨零排放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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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2023 EY Global Climate Risk Disclosure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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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P/DDPP Greenpeace S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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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S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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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2023 EY Global Climate Risk Disclosure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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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四種常用情境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1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透過合理的社會發
展軌跡，針對經濟成長、全球化程度、土
地利用變化、技術發展、受教育機會等議
題進行情境描述。

代表濃度路徑RCP是指根據未來溫室氣體
濃度變化情景的預測，來模擬溫度變化與
氣候變遷的可能性結果。

2

94 參考資料： Coastal climate change infographic series, UK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四種常用情境(續)

3 4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綠色金融網絡NGFS致力於促進綠色金融和氣
候風險管理。NGFS利用多種模型模擬出各種
情境下，溫度變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趨勢。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國際能源署IEA為政府間組織，致力於確保穩
定和永續的能源供應。為政府和企業提供能
源政策、戰略數據及情景分析。

95 參考資料：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NGFS

https://coastadapt.com.au/sites/default/files/infographics/15-117-NCCARFINFOGRAPHICS-01-UPLOADED-WEB%2827Feb%29.pdf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86ede39e-4436-42d7-ba2a-edf61467e070/WorldEnergyOutlook2023.pdf
https://www.ngfs.net/en


代表濃度路徑RCP是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用於氣候變遷研究和政策制定。
根據未來溫室氣體濃度變化情景的預測，來模擬溫度變化與氣候變遷的可能性結果。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RCP

情境
至2100年

溫度上升狀況

至2100年
海平面上升

多少

RCP8.5
高排放情境

3.7°C 0.63m

RCP6.0
中高排放
情境

2.2°C 0.48m

RCP4.5
中排放情境

1.8°C 0.47m

RCP2.6
低排放情境

1.0°C 0.40m

96 參考資料： Coastal climate change infographic series, GRIDA 

https://coastadapt.com.au/sites/default/files/infographics/15-117-NCCARFINFOGRAPHICS-01-UPLOADED-WEB%2827Feb%29.pdf
https://www.grida.no/resources/15562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

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為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使用的社會經濟情境框架，描述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和環
境未來發展路徑。透過合理的社會發展軌跡，針對經濟成長、全球化程度、土地利用變化、技術發展、
受教育機會等議題進行情境描述。

情境 情境描述

SSP1永續發展
以全球合作、永續發展為主，
並致力減少不平等狀況。

SSP2中間路徑
延續目前的發展趨勢，社會經濟
發展逐漸穩定，氣候挑戰適中。

SSP3地區競爭
全球化減弱，地區性競爭加劇，

社會發展不均衡。

SSP4不平等
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和經濟不平
等加劇，部分地區發展快速。

SSP5強化化石燃料
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化石燃料，
科技發展快速、環境退化嚴重，

全球變暖問題加劇。

97
參考資料： UK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Climate Data for a Resilient Canada

https://uk-scape.ceh.ac.uk/our-science/projects/SPEED/shared-socioeconomic-pathways
https://climatedata.ca/resource/understanding-shared-socio-economic-pathways-ssps/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RCP+SSP

CMIP6 (第六期耦合模式比對計畫)是
氣候科學中極為關鍵的國際合作項目，
旨在提供全球氣候變遷的多模式模擬
數據。CMIP6引入了SSP情境，並同時
結合了RCP情境，模擬出不同的溫室
氣體排放對氣候的影響。

制定有效的氣候政策、長期規劃和風險管理。在應對未來可能的實體風險和社會經濟挑戰時，
也為決策者提供了不同的氣候變遷應對路徑，制定相應的減排和適應策略。

SSP-RCP結合，可得到更全面的氣候變遷評估，有助於理解在不同社會經濟發展下，氣候變遷的潛在影響

98 參考資料： TCCIP, PCMDI

https://tccip.ncdr.nat.gov.tw/ds_02_06_ar6_eng.aspx
https://pcmdi.llnl.gov/CMIP6/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國際能源署IEA為政府間組織，致力於確保穩定和永續的能源供應。為政府和企業提供能源政策、策略數據
及情景分析。

淨零排放 (NZE) 情境：在 2100 年將全球氣溫上升限
制1.5°C 之內。NZE 情境也滿足與能源相關的關鍵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到 2030 年實現普遍獲得可靠的
現代能源服務，並且空氣品質得到重大改善。

宣告承諾情境 (APS)：假設政府全面並及時地履行所
宣布的所有與氣候相關的承諾，包括國家自定貢獻
(NDC)及能源取得等相關承諾。企業與其利害關係人
也達成所做的承諾。

既有政策情境(STEPS)：根據目前的政策格局，以能
源系統發展為主要方向。STEPS詳細了解他們為實
現目標而實際採取的行動以及整個能源經濟的目標。

99 參考資料：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86ede39e-4436-42d7-ba2a-edf61467e070/WorldEnergyOutlook2023.pdf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

綠色金融網絡NGFS致力於促進綠色金融和氣候風險管理。利用多種模型模擬出各種情境下，溫度變化與氣
候變遷的發展趨勢。目的是通過加強金融體系的氣候風險管理，推動向綠色和永續發展的適應。

Orderly
假設氣候政策快速成形，並逐漸
變得更加嚴厲。面對氣候相關實
體風險與轉型風險都相對較小。

Disorderly
探討由於國家和部門間的政策延
遲或分歧，而導致的更高的轉型
風險。對於既定的溫度結果，碳
價通常較高。

Too little, too late
反映氣候政策的延遲和
嚴重國際分歧，導致國
家的轉型風險較高且無
應對政策，因此所有國
家的實體風險都很高。

Hot house word
假設氣候政策在地方實施，
但全球化不足導致嚴重的
全球暖化。溫度超出臨界
閾值，導致嚴重的實體風
險和海平面上升等不可逆
的影響。

100 參考資料：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86ede39e-4436-42d7-ba2a-edf61467e070/WorldEnergyOutlook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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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 (續)

►情境的特徵在於其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的整體狀況。根據不同情境的溫度變化、政策、科技發展、碳移除
等議題矩陣，來呈現整題情境發展可能性。

參考資料： NGFS Climate Scenario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 Phase IV

https://www.ngfs.net/system/files/import/ngfs/medias/documents/ngfs_climate_scenarios_for_central_banks_and_supervisors_phase_iv.pdf


情境分析介紹與應用
參數、資料的可能樣貌

102

► IPCC AR6於2021年8月公布，將AR5使用之RCP情境(代
表濃度途徑)更改為SSP情境(共享社會經濟路徑)

► SSP情境除原先RCP情境外，額外考量因素包括人口成
長、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公司治理、行為改變等

► 國際評估實體風險主要引用IPCC之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以其所提供之氣候變遷潛在影響以及適應和減
緩選擇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資訊。

AR6情境 情境假設說明
21世紀末

最佳預測上升溫
度

SSP1-1.9 於本世紀中葉達到淨零排放。 1.4℃

SSP1-2.6 於本世紀下半達到淨零排放。 1.8℃

SSP2-4.5
該情境直到2030年為止的碳排放量，基
本上與2020年前各國所定下的國家自定
貢獻(NDCs)目標一致

2.7℃

SSP3-7.0
具有特別高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
氣溶膠排放。

3.6℃

SSP5-8.5 沒有實施額外氣候政策的高排放情境 4.4℃

代表濃度路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s Path, RCP)

參考資料： IPCC Synthesis Report、World Energy Outlook；安永整理



情境分析與風險評估- 實體風險
範圍界定之方法

103

識別風險 考量韌性&調適因素
對實體風險進行評估

並得出結論

► 識別直接的實體風險
(廠址、產業) 

► 識別間接的實體風險
(跨價值鏈) 

► 考量公共基礎設施因素

► 考量業務韌性＆調適能力

► 評估潛在財務影響的整體重要
性

► 完整的實體風險影響評估

識別相關的投資屬性

包括：主要活動、地理位置、部
門/產業、實體資產、

關鍵價值鏈、投資時間範圍

識別直接和間接風險

包括：業務上、下游價值鏈

評估潛在財務影響的重要性

根據現有資訊和分析確定之風險，
考量韌性和調適因素

調查總結

將已識別的重大風險納入
整體投資分析的結論

考量韌性&調適因素

可能可以改善投資的
實體氣候風險狀況

參考資料：Investor Leadership Network, CLIMATE CHANGE PHYSICAL RISK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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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與風險評估- 轉型風險
資料判讀與分析

► 國際能源總署(IEA)歷年通過情境，模擬能源使用與重大技術路徑，提供全球能源部門、運輸部門、工業部門、
建築部門等減量路徑

► 透過各風險情境下參數帶入，IEA以此模型求解能源系統成本最小下的能源配比，模擬淨零排放情境中各產
業排放量

2050 淨零排放(NZE) 宣示目標情境(APS) 既有政策情境(STEPS)

定義
全球能源部門到2050 年實現CO2淨零
排放情境。

假設已宣示的各國減排目標皆實現
的情境，包括國家自主貢獻 (NDC) 
與淨零目標。

針對現階段各國政策，評估實現可
能性後之保守排放路徑。

► 轉型風險模型重要參數:

► 經濟面：GDP、上市櫃公司淨利、物價指數、部門別GVA(或
假設為常數)

► 環境面：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碳稅費價格、能源價格、能
源組合、能源供給、部門別能源消費

► 產業面：電動車占總車輛銷售占比、空、海、鐵路、陸運產
能、建築物能源效率、農業用地面積、畜牧養殖用地面積

參考資料： NGFS database、UK CBES guidance、World Energy Outlook；安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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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與風險評估
氣候風險或機會傳導路徑釋例

氣候風險類別 風險/機會影響因子 對公司既有業務影響

財務衝擊

情境參數

政策與法規

技術

市場

商譽

轉
型
風
險

立即性實
體
風
險 長期性

✓ 轉型因子

✓ 碳稅/邊境碳關稅開徵

✓ 產業客戶對脫碳之需求

✓ 受外在要求須使用一定比例再生
能源

✓ 能源價格變動

✓ 永續評比壓力

✓ 實體因子

✓ 原物料供應中斷使採購價格不穩

✓ 降雨型態改變影響生產

✓ 經營風險

✓ 營運成本增加

✓ 市場銷售降低

✓ 研發成本增加

✓ 資產報廢損失

✓ 策略風險

✓ 供應鏈穩定性

✓ 法規遵循風險

✓ 再生能源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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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行業情境分析現況
農產品、食品、林產品業＆運輸業

106

參考資料：2023 EY Global Climate Risk Disclosure Barometer

►納入之企業：統一企業公司

►風險揭露僅包含立即性風險及現有監管風險

►覆蓋率及品質分數相對其他行業低

►未特別強調其情境分析為定性或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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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情境分析

SBTiIEAIPCC NGFS

►納入企業：長榮海運、和泰汽車、陽明海運、萬海航運

►以實體風險揭露為主

►覆蓋率達100%；品質相對其他行業別低

►其情境分析皆為定量分析

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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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行業情境分析現況
其他金融機構業＆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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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NGFS

►納入之企業：元大金控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

►覆蓋率及品質分數相對其他行業高

►其情境分析皆為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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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國泰金控、富邦金控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

►覆蓋率及品質分數相對其他行業高

►其情境分析皆為定量分析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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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行業情境分析現況
零售、健康和消費品業＆材料和建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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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統一超商、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

►覆蓋率達100%；品質介於60-70%間

►其情境分析50%為定性分析，其餘未特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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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中鋼企業、臺灣水泥、台塑企業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實體風險類型佔比較高

►覆蓋率達100%；品質介於60-70%間

►其情境分析50%為定量分析，其餘未特別註明

SBTiIEAIPCC 其他IEAIPCC 其他

零售、健康和消費品業 材料和建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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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行業情境分析現況
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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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中國信託金控、玉山金控、第一金控、華南金控、兆豐金控、合庫金控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

►覆蓋率達100%；但品質分數與各行業比較後，為倒數第三

►其情境分析多數為定量分析 (66.67%)，16.67%為定性分析，其餘則未特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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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和科技業情境分析

國內各行業情境分析現況
通訊和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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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企業：研華科技、日月光投控、中華電信、仁寶電腦、台達電子、鴻海精密、聯發
科技、廣達電腦、中美矽晶、台灣大哥大、台積電、聯華電子、緯創資通

►所有風險類型均有揭露

►覆蓋率未達100%；品質介於60-70%間

►其情境分析多數為定量分析 (61.54%)，15.38%為定性分析，其餘則未特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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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與風險評估
實作演練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2050淨零排放(NZE)情境時，70%電力使用綠電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2050淨零排放(NZE)情境時，國際貿易碳稅費徵收達US$100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2050淨零排放(NZE)情境時，消費者拒絕購買高碳排放產品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RCP 8.5情境時，海平面平均上升63cm公分 (颱風、暴潮時更高)、或是位於24小時降雨650
毫米潛勢區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RCP 8.5情境時，海外廠區面臨森林大火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2050淨零排放(NZE)情境時，提早更換節能設備的可能影響?

► 請嘗試評估公司在 2050淨零排放(NZE)情境時，提供國際客戶低碳(或低碳足跡)產品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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