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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1 年 11 月，⻑興公司經董事會通過成立「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並於

2022 年 3 月 11 日更名為「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在委員會下設「淨零碳排工作小

組」，依各部門的職能及工作重點，從研發、事業部、減碳技術及客戶端各面向，循序漸進的

落實環境友善及節能減排的目標；同時啟動再生能源投資，進行大規模設置太陽能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並将採取⾃發⾃⽤的運作模式，逐步提⾼公司再生能源使⽤比例。另⼀⽅面，我們在台

灣全面導入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依新修訂公布的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ISO   

14064-1:2018 重新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據以細化評估可加強減碳的⽅向以及積極取得碳楼

抵换量，並透過綠⾊研發持續深化蓄積成⻑動能，從源頭端逐步建立產品碳足跡的評估機制。 

在全球化的氣候變遷議題，除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

規範，因其對企業運營的影響及對環境產生風險確實與日俱增，⻑興公司 2022 年以跨部門合

作共同導入氣候風險鑑別與評估，盤點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並為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

之風險及轉化為機會的種種面向加以評估；以透過特定情境的設定⽅式評估對公司財務管理風

險及機會的影響，擬定因應程序並執行風險減緩行動策略。 

 

2. 治理 

2.1 ⻑興公司永續治理架構 

公司E(環境)S(社會)G(治理)之治理架構以「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最⾼治理組織，

協助董事會訂定公司永續發展目標及策略，鑑別須關注的永續議題與擬定行動⽅案，追蹤執行

成效與建立改善⽅案，每年至少召開 1 次委員會議。 

    由董事⻑擔任委員會主席，獨立董事及總經理、行政管理⻑擔任委員會委員；總經理亦擔

任執行單位最⾼主管，負責統籌管理各單位，各單位則依職能推動 E、S、G 等各工作項目，

並定期監控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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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公司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2.2 ⻑興公司氣候治理架構與管理權責 

面對氣候變遷及捍衛地球的議題與風險，⻑興公司採取積極閉環管理、主動發揮企業社會

責任的態度。除了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並依功能需求於委員會下設淨零碳排工作小組

制定各式永續發展、淨零碳排等指標、監控包含淨零碳排及氣候減緩的各類改善措施；管理範

疇涵蓋全球所有生產基地，由總經理擔任最⾼層級領導，每季審議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推動狀況，

每年由工作小組直接向董事會報告氣候變遷相關指標執行成果。 

⻑興公司依照「經營策略暨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書」，每年盤點氣候變遷對企業經營相關風

險，由委員會定期每季向董事會報告氣候變遷對企業經營之風險與因應對策。並訂有相關辦法，

有關資本支出暨經費預算管理具明確之核決權限，若達⼀定金額以上則須向董事會報備或核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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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公司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委員會權責 

 

董事會對氣候變遷議題之監督 

 

會議日期 會議內容 決議事項 

2021 年 11 月 5 日 
董事會通過成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

任委員會」 

通過第⼀屆委員會委員

委任案 

2022 年 3 月 11 日 
董事會「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更名案 

更名為「公司治理及永續

發展委員」 

2022 年 11 月 11 日 
集團淨零碳排之戰略規劃、溫室氣體排放

管理指標報告、產品綠⾊研發策略 
 

依計畫執行 

2022 年 12 月 28 日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指標報告 
 

依計畫執行 

2022 年 12 月 28 日 
2023年永續發展年度計畫及策略⽅向

案。 
 

依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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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氣候變遷管理相關會議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時數(hr) 參與人員／職稱 

2022 年 10 月 13 日 TCFD 外部顧問輔導會議 3 總經理及各級主管 

2022 年 8 月 2 日 
⻑興公司 2021 年 ESG 報告導讀-

因應氣候變遷 
3 總經理及各級主管 

2022 年 12 月 19 日 

第二屆第二次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

委員會議-2023 年永續發展年度計

畫及策略⽅向案 

3 總經理及各級主管 

2022 年 3 月 17 日 
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趨勢對企業經

營的風險與機會 
3 ESG 委員會小組 

2022 年 8 月 16 日 ESG 治理面面觀-從知道到做到 3 獨立董事/董事 

2022 年 10 月 25 日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解讀-以董事責

任為核心 
3 獨立董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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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管理 

3.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評估流程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流程 

 

氣候相關議題歸納與評估 

 

參考 TCFD 架構建議之風險與機會類別（轉型風險、實體風險及機會）進行分類與盤點，

由各部門進行討論，釐清現有措施、可解決之⽅案、財務量化數據取得之形式、可行性與來源

等相關問題後，彙整出⻑興公司可能之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氣候風險評估流程係以氣候變遷對公司整體營運的衝擊為基礎，並參考 TCFD 報告架構及

日本環境省發佈的氣候關聯風險．機會情境導入分析指引 ver2.0 進行流程設計。首先鑑別出

⻑興公司內部作業的關鍵單元與設備設施，如能源需求、法規要求與減碳目標等，進行有關的

可能影響與衝擊程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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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氣候相關議題歸納與評估 

 

3.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流程 

針對公司可能之氣候風險與機會，以該議題對營運衝擊程度與發生機率兩項因素為考量，

對照公司衝擊程度量表與發生機率量表定義之分數等級進行評分，其中進行營運衝擊程度評分

時優先考量對財務面向的影響；在量化為財務資訊不可行之狀態下，才以非財務面向考量其衝

擊程度。 

完成衝擊程度與發生機率評估後，參考「風險機會等級分級矩陣指引」，進⼀步將風險與

機會依其落點級距進行分級，鑑別出應處理之風險與機會，並擬定執行策略。 

氣候情境設定 國際減碳路徑 內、外部議題分析 可能的風險 可能的機會

國際減碳路徑: 

• EU 綠⾊政綱
減碳目標-55
套案。 

台灣法令: 

• 能源大⽤戶之
要求。 

• 2050 年淨零
排放目標。 

市場競爭: 

• 競爭對手減碳
目標。 

• 客戶要求。 

ESG 投資 

公司治理 3.0 

低碳移轉相關政策、法令
與協議 

• 碳稅導入，以實現淨零
碳排放。 

• 再生能源使⽤的導入。 

• 能源費及化石燃料費的
徵收。 

用電效率提升 

• ⽤電大戶再生能源強制
使⽤ 10%。 

• 重大能源設備⽤電量監
督量測，如冰水機群組
效率申報。 

市場需求 

• 利害相關者對環境關心
意識提⾼。 

• 客戶對綠⾊設計、綠⾊
生產的要求。 

‧ 供應鏈成本增
加。 

‧ 極端⾼溫及夏
季日數增加造
成的空調能源
成本增加。 

‧ 綠⾊產品研發
成本。 

‧ CBAM 邊境碳
關稅及國內碳
費徵收。 

‧ 再生能源轉型
成本。 

‧ 實體風險(淹
水、乾旱、天災
阻斷交通)。 

‧ 耗水費。 

‧ 永續管理與溝
通成本的增加。 

‧ 國

 吸引 ESG 投
資，提升公司商
譽及市值。 

 提⾼韌性 

 提升能源效率。 

 供應鏈風險降
低（韌性）。 

 取得耗水費折
減優惠 

 降低碳稅成本 

 降低採購成本 

科學報告: 

• IPCC AR6 

• SSP1-1.9 

• SSP2-4.5 

• SSP5-8.5 

• B2D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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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機會等級分級矩陣指引 
等級 落點 程度 決策 

3 12~25 ⾼ 應處理 

2 6~10 中 視情況決定 

1 1~5 低 可暫時不予處理 

 

風險與機會矩陣 

5 10 15 20 25 

4 8 12 16 20 

3 6 9 12 15 

2 4 6 8 10 

1 2 3 4 5 

 

3.3 組織整體風險管理機制整合 

 ⻑興公司將氣候議題之風險與機會鑑別與整合，以有效整合管理機制，依「公司治理及

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委員會具永續發展年度計畫、永續發展專案及相關活動計畫之執

行成效之追蹤與檢討之職權，並對董事會負責；每年⼀次透過內外部環境議題風險評估程序，

主要由淨零碳排工作小組共同評估，以各種角度審視並評估各議題與公司營運風險之相關性與

風險大小。總經理向委員會每年提報氣候風險與機會執行內容，並由委員會向董事會提報相關

績效，持續改善與落實各項管理作業。 

  

4. 策略 

4.1 氣候相關情境模擬（1.5℃） 

⻑興公司 2021 年 TCFD 採⽤ IPCC 最新之第六次評估報告（AR6），其採⽤更細膩的「共

享社會經濟路徑」（Shared social-economic pathways， SSP），將質性的社會經濟條件併

入整合評估模式，例如人口、人類發展、經濟、生活型態、政策與機構、科技、環境與⾃然資

源等基本要素與驅動因素的真實情況等。因此產生出 SSP1-1.9、 SSP1.-2.6、SSP2-4.5、

SSP2-7.0、SSP5-8.5 五種從負碳到非常⾼碳排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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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5 種情境中 SSP1-1.9 與 SSP1.-2.6，及 SSP2-7.0 與 SSP5-8.5 情境影響差異不大，

故採⽤氣候情境在考慮 1.5℃之相對應期間的 SSP1-1.9、SSP2-4.5、SSP5-8.5 三種情境進行

分析。 

 
2021 年氣候情境示意圖 

 
⻑興公司氣候情境設定 

年份 

   情境 
2022-2023 2024-2025 2026-2030 2031-2040 2041-2050 

SSP1-1.9 

B2DS 
1.5℃ 1.5℃ 1.5℃ 1.5℃ 1.5℃ 

SSP2-4.5 

2DS 
1.5℃ 1.5℃ 1.5℃ 1.5℃ 2℃ 

SSP5-8.5 1.5℃ 1.5℃ 1.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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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分析結果 

氣候變遷之營運衝擊議題評估 

氣候變遷衝擊評估係考量對損益、資本支出、現金流量之營運衝擊程度及發生機率作為

評估依據。然而部分風險與機會因無法量化為財務資訊，則該議題考量非財務面向之衝擊。

風險與機會之營運衝擊程度考量下列面向。 

風險 財務面向 NT(因應風險可
能採取之對策的投資金額) 

財務面向 NT(因氣候風險所增加
之成本、費⽤對營收影響的比例) 

非財務面向(無法評估財務影響時
使⽤) 

機會 
財務面向 NT(可增加之營
業收入或可減少之轉型成
本金額) 

財務面向 NT(投資機會可增加的
獲利或費⽤支出減少的影響) 

非財務面向(無法評估財務影響時
使⽤) 

風險與機會之營運衝擊程度考量之面向 

 

短中⻑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矩陣 

本次評估設定短期為 2023 年，中期為 2024~2025 年，⻑期則為 2026~2030 年，針對

可能之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議題，依現有措施、情境模擬及議題關聯強度判定該議題對營運

衝擊程度與發生機率，並繪製風險與機會矩陣圖。圖中綠⾊區塊屬於低度風險與機會區域；

黃⾊為中度風險與機會區域；粉橘⾊屬於⾼度風險與機會區域，依據各議題得分落點及發生

時程期限，擬定風險與機會因應策略。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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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期對財務產生重大影響之相關議題 

 短期：無⾼度風險議題。 

 中期：⾼風險議題為碳費成本(每噸 300NT 估算)。 

 ⻑期：⾼風險議題為碳費成本(每噸 300NT 估算)。 

 

4.3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組織的業務、策略和財務影響 

氣候變遷議題對財務影響評估 

 

中⻑期目標為達到低於平均溫升攝氏 1.5℃要求 2030 年前總減碳排放量達 2020 基準年

排放量 30%，訂定集團減量目標，每月定期檢討⽤電、⽤水、熱能、排碳等使⽤效率及減量

作業，持續投入綠⾊產品研發、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及汰換老舊設備提升能源效率等積極作

為，且配合政府相關法令規章，工廠徹底執行各項節能⽅案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各項氣

候風險議題短、中、⻑期對營業收入影響均小於 0.3%，並逐年提⾼綠⾊產品開發成本之投

資比例。 

 

氣候變遷議題對財務影響評估 

氣候風險／機會議
題 

營收 成本/費用 資本支出 損益 現金流量 
營業收入影響 

短期 中期 ⻑期 

碳費成本(路竹廠)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 <0.06% <0.04% 

CBAM 碳關稅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 / <0.01% 

上游供應商轉型成
本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 <0.15% <0.18% 

設備能源改善投資 無影響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0.19% 0.06% 0.03% 

再生能源投資-太
陽能發電設施 

無影響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0.24% 0.15% / 

太陽能發電設施維
護費⽤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 / <0.01% 

永續管理及溝通成
本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0.02% 0.02% 0.01% 

耗水費(路竹廠)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 <0.01% <0.01% 
綠⾊產品研發成本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0.01% <0.01% <0.01% 
⾼溫所增加之空調
成本 

無影響 增加 無影響 減少 減少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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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研發趨勢圖 

⻑興公司著重綠⾊產品研發，綠⾊產品研發課題占比逐年增加，在 2021 年綠⾊產品研發費
⽤為 6.9 億元(佔整體研發費⽤ 45%)；綠⾊產品研發費⽤每年預估以 5%成⻑，2030 年的綠
⾊產品研發費⽤估將達 10.7 億元。 

 

減碳路徑對財務之衝擊影響 
 

依據氣候風險鑑別結果，將可量化為財務數據之議題，分析對其營收之占比結果。 

 
⻑興公司減碳路徑對財務之衝擊 

需⻑期關注之實體風險 

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相較 1900 年約⾼ 20 公分，依據 IPCC AR6 之評估報告推估，至

2100 年平均海平面將因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低之影響，約將再上升 30 公分至 1 公尺，甚

6.9 7.2 7.6
8.4

10.7

2021(基準) 2022 2023(預估) 2025(預估) 2030(預估)

綠色產品研發費用(億元)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興材料轉型成本對營收占比(%)

轉型成本增加下限對營收比例(%) 轉型成本增加上限對營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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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    

本年度⻑興公司採⽤美國中央氣候研究組織之海平面上升評估軟體「Surging seas 

MAPPING CHOICES」進行評估，⻑興公司主要營運據點包括台灣⾼雄路竹區、⾼雄大寮區

大發工業區、屏東屏南工業區、大陸廠區及⾺來⻄亞廠區，於全球平均溫升 1.5℃下，未受

海平面上升之影響，然而若全球平均溫升達 4℃時，⾼雄總公司需⻑期關注可能淹水的風險。 

 

  

總公司 路竹廠 

  

大發廠 屏南廠 

主要據點在 1.5℃及情境下受海平面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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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策說明    

氣候風險與機會分析及其對應措施 

氣候衝擊影響事件 風險類型 潛在財務損害風險 機會類型 潛在財務效益機會 管理措施/待提升因應作為 

法規或協議要求 

轉型風險 

-強制法令、協議、

官⽅政策要求 

-技術風險 

法令、政策、減量、

再生能源比例目標： 

(1)2050 淨零排放 

(2)公司治理 3.0 

(3)永續指標揭露 

(4)碳費、碳關稅、耗

水費 

韌性 

-提⾼企業韌性 

資源效率 

-降低碳稅、耗水費成

本 

商譽 

-提升企業商譽 

提⾼公司 ESG 績效

及市場投資價值 

‧ 持續完善能源管理系統。 

‧ 製程設備及公⽤設備持續汰舊換新 

‧ ⾃有再生能源占比逐漸提⾼。 

‧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

作業辦法」之永續揭露指標的應對與揭露。 

‧ 持續滾動式管理短、中、⻑期 TCFD 風險與機會。 

‧ 落實企業內部碳定價&碳交易機制。 

‧ 國內/國際碳權交易所開戶。 

‧ 氣候及環保投資建議 TCFD 可導入系統化(如會計

科目統⼀化作業)作業，以提升數據之品質。 

供貨中斷 
實體風險 

-立即／⻑期性 

供應鏈管理： 

(1)原物料供應中斷 

(2)供應鏈異常 

韌性 

-供應鏈風險降低 

提⾼供應鏈的可靠

度及應變韌性 

‧ 導入採購/客戶/財務供應鏈管理，可提⾼管理韌性

及強化 ESG 報告內容。 

原料成本波動 
轉型風險 

-市場 

上游供應商轉型成本

轉嫁 

韌性 

-降低採購成本 

降低因原料價格增

加或市場預估偏差

造成的成本增加 

‧ 導入採購/客戶/財務供應鏈管理，可提⾼管理韌性

及強化 ESG 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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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偏好轉變 

轉型風險 

-市場 

-技術 

市場偏好改變： 

客戶對綠⾊設計的要

求 

產品服務 

-營收提升 

-市占率提⾼ 

-新市場開發 

可提升客戶之信賴

度，提升競爭力及營

業收入 

‧ 提⾼綠⾊產品研發投入與綠⾊產品市占率。 

‧ 對外媒體宣傳公司永續經營態度。 

颱風、洪水、海平面

上升等極端天氣事

件嚴重程度提⾼ 

實體風險 

-⻑期性 

極端天氣事件影響： 
極端天氣強降雨、颱

風等造成而造成淹

水，生產或上下游供

應中斷 

韌性 

-提⾼企業韌性 

提⾼供應鏈的可靠

度及應變韌性 

‧ 公司已投保相關災害保險。 

‧ 保持生產區域即時彈性調度。 

平均氣溫上升 
實體風險 

-立即／⻑期性 

因⾼溫造成辦公室與

工廠空調或冷卻系統

運轉需求增加，而提

⾼能源使⽤量，或是

被迫停止生產 

能源來源 

-提⾼能源效率 
減少能源成本衝擊 

‧ 持續完善能源管理系統，落實能源使⽤管理。 

‧ 製程設備及公⽤設備持續汰舊換新。 

‧ 保持生產區域即時彈性調度。 

降雨（水）模式變化

和氣候模式 

實體風險 
-立即／⻑期性 

(1)減/停產損失 

(2)限/停水使外部購

水成本增加 

資源效率 

-降低水資源成本 

降低旱災造成的水

資源成本增加 

‧ 依水情燈號因應策略執行調控。 

‧ 實施水資源回收系統，提⾼⽤水回收比率。 

海平面上升 
實體風險 
-立即／⻑期性 

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淹

水 

韌性 
-提⾼企業韌性 

提⾼供應鏈的可靠

度及應變韌性 

‧ 公司已投保相關災害保險。  

‧ 保持生產區域即時彈性調度。 

‧ 海平面上升潛在衝擊列入廠址選擇評估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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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標與目標 

5.1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配合國際間對氣候變遷及節能減排的議題與風險，依 ISO 50001 設定能源基線與能源績

效指標⽅法，⻑興公司全球的節能及減碳管理目標如下: 

1)節能管理目標：以 2016 到 2020 年度各種能源單耗平均值為基線，至 2030 年合計各

種能源使⽤單耗減量合計 15%。 

2)減碳管理目標：2030 年每單位產品碳排放量比 2020 年減少 1.5%。 

3)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興公司全球再生能源履行義務容量，2030 年達成 2020 年全球

總耗電量 10%。 

⻑興公司至今持續紮實的製程技術研發與完善的環安衛管理系統，採⽤各種⽅式全面性

推動工廠節能減碳措施，提升能源使⽤效率，加強能源及溫室氣體管理，以期善盡企業社會

公⺠責任，減少對全球環境氣候變遷之衝擊。 

                                 ⻑興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噸 CO2e 

年度 2022 年 

地區 台灣 大陸 ⾺來⻄亞 總排放 

範疇⼀ 27,629 48,268 7,437 83,333 

範疇二 35,540 121,097 4,839 161,475 

總排放 63,168 169,365 12,275 244,808 

範疇三 363,973 1,237,747 140,931 1,742,651 

 

另依台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範，⻑興公司應揭露之排放量及密

集度資訊如下： 

2022 年 
總排放量 

(公噸 CO2e) 
密集度 

(公噸 CO2e/百萬元) 

範疇⼀ 

⺟公司 

路竹廠 14,767 1.717 

大發廠 5,171 2.588 

屏南廠 7,691 1.404 

4%

8%

88%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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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 

⺟公司 

路竹廠 18,937  2.201  

大發廠 8,053  4.030  

屏南廠 8,550  1.561  

範疇三 

⺟公司 

路竹廠 178,360  - 

大發廠 31,989  - 

屏南廠 153,624  - 

以上溫室氣體排放量為⻑興公司台灣廠區⾃ 2005 年及其他地區廠區⾃建成開始每年⾃

主盤查之結果(見溫室氣體管理章節)，台灣廠區依據 ISO14064-1 每年執行第三⽅查證及確

信，均依照相關法令規範期程執行。 

5.2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之指標 

為降低氣候變遷帶來之營運衝擊，除節能及溫室氣體目標，針對電能、熱能、取水、排

水、再生能源等設定各項節能減碳管理目標，每年檢視達成情形，並進⼀步研擬改善計畫。 

氣候相關指標 

指標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30 年階段性目標 

能源使用單耗 

節電率（%） 0.23% 0.55% 1.42% 2030 年止合計各種能源使

⽤單耗比基準年

(2016~2020)平均值減量達

15%。 

節熱率（%） 0.32% 5.15% 2.03% 

取水量（百萬公升） 1,114.59 1,227.72 1,073.67 

再生能源發展 

再生能源建置（kW） 0 15 15 2030 年前履行再生能源使

⽤量達基準年(2020)總⽤量

10%。 

再生能源使用（kWH） 0 17,305 621,465 

碳密集度 

(物理強度) 

電子材料能源密集度

(MJ/m2) 
0.85 0.81 0.79 

至 2030 年比基準年(2020)

減少 15%。 

碳密集度 

(經濟強度) 

樹脂材料能源密集度

(MJ/ton.) 
3,456.59 3,369.14 3782.71 

至 2030 年比基準年(2020 減

少 30%。 

累積減量作為 累積減碳量(TCO
2
e) 1,665 8,272 12,948 

2030 年前累積總減碳量達

基準年(2020)排放量 30%。 

範疇三 

排放總量 

排放量(TCO
2
e) - 2,330,668 1,707,558 

2030 年前比基準年(2021)減

少 20%。 

每滴水 

使用次數 

⼀滴水使用次數 1.02 1.30 1.48 全球 2030 年前達 2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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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TCFD 揭露對照表 

面向 TCFD 建議揭露項目 本報告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2.2 ⻑興公司氣候治理架構與管理權責 2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的角⾊ 

2.1 ⻑興公司永續治理架構 

2.2 ⻑興公司氣候治理架構與管理權責 

1 

2 

策略 

描述組織所鑑別的短、中、⻑期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 
4.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分析結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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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組織的業務、

策略和財務影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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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氣候相關情境模擬(1.5℃） 7 

風險 

管理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3.1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評估流程 5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3.2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流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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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組織整體風險管理機制整合 7 

指標與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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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之指標 16 

揭露範疇⼀、範疇二和範疇三（如適⽤）溫室

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5.1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15 

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的

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的表現 

5.1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4.4 對策說明 

15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