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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氣候變遷對環境及人類生存所帶來的威脅已無法忽視。依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今年3月發布之報告（AR6 Synthesis Report：Climate Change 2023），氣候變遷

對陸地、淡水、冰凍圈、沿海及海洋生態系造成重大破壞，影響糧食及水資源之安全，

並對人類健康、生計及重要基礎設施帶來嚴重損害。 

所幸，全球已有130多國宣示推動淨零排放政策，相信眾志定可成城。歐洲「綠色新政」、

英國「淨零策略」、美國「邁向2050淨零長期策略」及日本「綠色成長策略」等各國淨

零轉型計劃將為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成長動能。再者，為加速關鍵領域技術之研究與創

新，引導產業轉型，確保順利過渡至零碳經濟，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於2022年3月正

式公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十二項關鍵戰略」，就能源、產業、生活轉型政

策等重要領域制定行動計畫。預計在2030年前，臺灣政府及國營事業將投入新臺幣9千

億元，帶動的民間投資機會將達新臺幣4兆元以上，實為金融業千載難逢之機遇。 

為與各界攜手齊力達成全球淨零之目標，本行將確實執行去碳化政策並積極尋找低碳轉

型關鍵科技相關之投融資機會。2022年本行擔任彰濱工業區某第三號電廠聯貸案之主辦

行，開發興建裝置容量67 MW(兆瓦)之水面型太陽能電廠，合計一號及二號電廠之總裝

置容量高達248 MW，創全球最大海上型太陽能電廠規模之紀錄。截至2022年底，本行

承作再生能源專案融資授信餘額約新臺幣52億元，裝置容量合計約1,508 MW；其中，

2022年底前已開始運營之再生能源電廠其裝置容量約308 MW，若與火力發電相較，每

年可為地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3,61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60座大安森林公園之碳

吸附量1，日後待其他興建中之再生能源電廠陸續開始運轉後，將對減排帶來更大的正面

效益。 

此外，為強化本行之氣候韌性，本行考量自身業務之規模、性質及複雜程度，建立氣候

治理架構，增修訂相關內部規範與管理機制並逐步落實執行；另本行亦將碳管理列為氣

候治理重點之一，除定期辦理範疇一、二溫室氣體盤查，通過外部第三方查證，確實執

行各項減碳措施之外，並於2022年聘請專業顧問協助本行導入PCAF2溫室氣體盤查方法

論，建立投融資部位(範疇三第15類)溫室氣體盤查流程，及研擬減碳路徑之初步規劃，

期能透過投融資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發揮本行之低碳轉型影響力，為邁向全球淨零做

出更大貢獻。  

                                                      
1 依經濟部能源局資料，一座大安森林公園每年的碳吸附量約 389 公噸。 
2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碳核算金融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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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治理 

(一)本行氣候治理架構及陳報流程 

鑒於氣候變遷之影響日益嚴重，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強化氣候風險管理已成為全

球趨勢，本行依循我國主管機關相關規範、本行「風險管理政策及指導準則」及「永

續金融政策」訂定「氣候風險管理準則」，並建立相關管理機制，俾將氣候風險整合

至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中。 
 

本行氣候治理相關規範 

風險管理政策及指導準則 永續金融政策 

氣候風險管理準則 

 信用 市場及流動性 作業及其他 

 推動企業授信永續金融

實施須知 

 促進永續金融商品與服

務發展實施要點 

 企業授信 ESG 風險評級

作業須知 

 授信案件適用赤道原則

作業須知 

 鼓勵客戶落實 ESG 優惠

貸款實施要點 

 股權投資 ESG 風險評級

管理細則 

 股權投資 ESG 管理作業

手冊(含 ESG 風險調查表

及檢核表) 

 海外股權投資風險控管

注意事項 

 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

畫作業細則 

 

 災害(危機)應變防救作業

要點 

 資訊安全作業要點 

 資訊處災害（危機）應變

防救管理手冊 

 資訊處營運持續營運衝

擊分析及風險評鑑管理

手冊 

 供應商永續發展管理要

點 

本行「氣候風險管理準則」係由董事會核定後自 2022/1/1 施行，該準則明定全行氣

候風險之治理架構，包括董事會、高階管理階層及三道防線各相關單位之職責。 

董事會為本行氣候相關議題最高治理單位，職責包括： 

 核定全行氣候風險管理之策略、政策、目標以及重要氣候風險管理規章。 

 監督氣候風險管理組織之運作以及目標之執行狀況。 

 監督氣候風險情境分析之辦理情形及執行結果等。 

風險管理委員會隸屬董事會，職責包括： 

 審議本行氣候風險相關政策與重要規章。 

 審議本行年度風險管理目標及執行情形。 

 審議本行氣候風險相關管理機制執行情形。 

 審議氣候相關重大損失事件之檢討與因應措施。 

高階管理階層之職責包括： 

 督導經董事會核准之氣候風險管理策略、政策、目標之執行。 

 核定氣候風險辨識、評估、管理等作業規範。 

 核定氣候假設情境並監督氣候風險情境分析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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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ESG 執行小組 

兆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轄下設有環境永續、永續金融、員工關懷、社會共榮

及公司治理五個工作小組，其中「環境永續小組」負責綠色營運、氣候變遷風險管

理、供應商管理及環境績效管理，「永續金融小組」負責綠色金融業務及低碳轉型策

略。為配合金控推動執行 ESG 相關任務，本行於 2021 年 1 月成立「銀行 ESG 執行

小組」，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企劃處擔任議事單位，每季召開乙次會議(自 2023 年

起改為每 2 個月召開乙次會議)，定期陳報永續發展推動計畫相關項目之辦理情形。 

銀行 TCFD 執行小組 

本行於 2022 年成立「TCFD 執行小組」，負責推動本行氣候相關管理機制，研議可

行之實務做法，及強化氣候變遷相關資訊揭露內容。本行「TCFD 執行小組」召集

人為風控處處長，成員包括：風控處、授審處、徵信處、估價中心、企劃處、企金

處、消金處、投資處、財務處、海業處、業管處、資訊處、總務暨安全衛生處等單

位。「TCFD 執行小組」每季召開乙次會議，陳報工作進度，並就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本行氣候治理架構及陳報流程圖 

 

兆豐金控董事會 

(主席：金控董事長) 
 

銀行董事會 

(主席：董事長) 

 
 

   

兆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金控總經理) 
 

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董事長) 

 

環境永續小組 永續金融小組   
  

 
  

  

銀行 ESG執行小組 
(召集人：銀行總經理) 

  
  

 
 

銀行 TCFD 執行小組 

(召集人：風險控管處處長) 

  

 
 

   

總處管理單位 

(第二道防線) 

   

營業單位 

(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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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行 2022 年度氣候相關重大議題 

風險控管處及總處相關單位每季將氣候風險相關重要議題陳報風險管理委員會、董

事會，2022 年度重大議題摘要如下： 

組織名稱 本行 2022 年度氣候相關重要議題 

董事會 

(主席：董事長) 

 本行「氣候風險管理準則」經董事會討論通過後自2022/1/1

施行。 

 陳報本行氣候風險管理實務進展，「TCFD 執行小組」之設

立及「氣候風險相關財務揭露」相關事宜。 

 陳報「TCFD 執行小組」各項工作進度，主要包括「投融

資溫室氣體盤查及減碳路徑規劃」顧問案進度說明，及氣

候策略擬定、風險胃納和風險限額/指標、實體風險及轉型

風險之管理措施等國內外金融同業實務作法。 

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董事長) 

 陳報國內外主管機關對氣候風險之監理趨勢及兆豐金控

推動 ESG 進程。 

 陳報同業實務發展進程及本行相關規劃。 

 陳報本行「TCFD 執行小組」會議紀錄及工作進度。 

 陳報本國金融監理趨勢以及本行參與法規制定情形：風控

處代表本行參與銀行公會氣候變遷風險管理專案小組，協

助編撰「本國銀行氣候變遷風險管理實務手冊」，另參與

聯徵中心專案小組，共同研議我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壓力

測試之具體作法，並研擬本國銀行氣候變遷壓力測試作業

規劃草案。 

ESG 銀行執行小組 

(召集人：總經理) 

 「企金 ESG 推動諮詢專案」顧問遴選案。 

 採行使用綠電或汰換老舊機器設備等減碳措施，達成 2022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及範疇二)之減量目標。 

 油電混合車或電動車數達當年度採購公務車總數 50%。 

 響應環境永續倡議及活動。 

 推動國內營運據點「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之導入及

驗證。 

 推動自有大樓「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導入及驗證。 

 訂定綠建築標章目標。 

 落實責任採購，優先購買綠色商品及服務。 

 落實供應商永續經營管理。 

 加強推廣電子對帳單、電子保單，提升數位化服務比率。 

 建立 ESG 評級機制。 

 強化永續綠色授信業務。 

 投資發行承銷國內綠色、社會責任或可持續發展債券。 

 發行環保材質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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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 本行 2022 年度氣候相關重要議題 

TCFD 執行小組 

(召集人： 

風險控管處處長) 

 確認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之工作項目及各單位分工。 

 國內外實務分享：投融資氣候風險控管機制及差異化風險

管理措施。 

 方法論分享：投融資部位(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 

 「投融資溫室氣體盤查及減碳路徑規劃」顧問案進度說

明。 

 知識分享：氣候策略之擬定。 

 知識分享：風險胃納和風險限額/指標。 

 知識分享：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之管理措施。 

 PCAF 方法論及本行 2021 年投融資溫室氣體初步盤查結

果。 

 盤查結果之業務應用。 

 

(三)氣候變遷及淨零議題相關教育訓練 

為瞭解氣候變遷帶來之風險與機會，並由上而下凝聚淨零共識，本行積極尋找相關

專業課程，持續提供全體同仁接受教育訓練的機會。2022 年本行實施氣候變遷及淨

零議題相關教育訓練合計 3,162 人次/ 9,762.3 小時，其中，董監事小計 24 人次/ 71.6

小時、副總級以上高階管理階層小計 19 人次/ 57.0 小時、單位主管小計 229 人次/ 

670.8 小時、其他行員小計 2,890 人次/ 8,962.9 小時。(詳次頁 2022 年度本行氣候變

遷及淨零議題相關教育訓練統計表) 

(四)氣候績效連結制度 

母公司兆豐金控擴大 2022 年度氣候績效連結考核之範疇，並修訂「子公司年度考

核實施規則」、「子公司風險管理考核辦法」，將 ESG 業務及管理績效指標列為核給

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獎金及酬勞之重要依據。 

此外，為強化氣候因素與績效之連結程度，本行已修訂「事業群及營運管理中心經

營績效考評準則」、「總處單位經營績效考評準則」、「國內營業單位經營績效考評要

點」、「國外營業單位經營績效考評要點」…等相關規範，將 EGS 推動情形、綠電及

再生能源產業放款餘額成長率、綠色授信及永續績效連結授信放款累積平均餘額…

等作為績效考評之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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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本行氣候變遷及淨零議題相關教育訓練統計表 

課程名稱 
受訓對象 

授課人員 

董監事 副總級以上 單位主管 其他行員 

人次 人次*時數 人次 人次*時數 人次 人次*時數 人次 人次*時數 

國際 ESG 及淨零排放潮流下

會計師之機會與挑戰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務長

申永順先生 
1 3       

ESG 系列進階課程 

邁向淨零排放的碳管理趨勢

與因應之道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林泉興先生 3 9       

ESG 淨零轉型商機 安侯碳資源服務(股)公司董事總經理黃力

家先生、安侯建業執行副總陳其愷先生 
  1 2 21 42 16 32 

永續發展高峰論壇： 

淨零轉型暨氣候變遷 

金管會胡則華處長、環保署簡慧貞處長、

Dr. Vicky Saporta, Executive Director of 

Prudential Policy Directorate, Bank of 

England 

1 3       

建構永續 DNA 邁向淨零大未

來 

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暨國立臺北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博士 
      1 3 

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政策對企

業經營的風險與機會 

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暨國立臺北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博士 
1 3       

淨零轉型 ESG 系列講座 

1.企業在ESG浪潮之機會與挑

戰 

勤業眾信風險諮詢管理(股)公司副總經理

陸孝立先生 1 2.5       

淨零轉型 ESG 系列講座 

2.各類型太陽能光電案場工程

技術等議題 

辰亞能源(股)公司總經理游祥益先生及副

財務長謝宗翰先生、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

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俊旭先生 

15 45 10 30 168 504 325 975 

邁向淨零排放(Net-Zero)的碳

管理趨勢與因應之道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執行副

總經理林泉興先生 
1 3       

淨零排放系列課程:「全球淨零

排放核心課題與行動」等 

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暨國立臺北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博士 
1 3.1 8 25.0 40 124.8 2,548 7,952.9 

小計 
 

24 71.6 19 57.0 229 670.8 2,890 8,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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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策略 

兆豐銀行氣候策略 

審慎管理 

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 

全力支持 

轉型至低碳/零碳經濟 

擴大議合 

發揮兆豐淨零影響力 

 依三道防線將氣候因

子整合至全行風險管

理架構，建立妥適的

政策與管理流程，並

落實執行。 

 建立氣候相關資料庫

並提高資料品質。 

 聘請專業顧問協助導

入方法論、建立量化

工具，俾有效評估風

險。 

 定期辦理防災教育訓

練，落實執行天然災

害之預防措施，以降

低可能發生的損失並

確保災後之復原能

力。 

 建立監控指標。 

 將氣候相關指標納入

績效考核。 

 配合全球再生能源發

展趨勢及「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劃」之

相關規劃，發掘業務

發展機會，俾協助產

業突破技術瓶頸。 

 積極辦理綠色授信與

綠色投資，協助碳捕

捉、綠色大地工程、再

生能源等相關技術之

加速發展。 

 針對已擬具轉型計畫

之高碳排企業提供低

碳轉型資金。 

 協助企業實現轉型計

畫，以利整體社會轉

型至低碳/零碳經濟。 

 不再新增僅開採煤炭

礦業及非傳統油氣業

公司之投融資 

 不再新增燃煤發電占

比大於 50%之電廠投

資、不再新增燃煤電

廠之專案融資。 

 2040 年前全面退出燃

煤電廠投融資。 

 為協助客戶加速低碳

轉型，持續強化與客

戶的議合，並訂定議

合相關短中長期目

標。 

 積極推動永續指數連

結貸款。 

 促請投融資對象簽署

永續發展宣言。 

 舉辦 ESG 講座，與企

業攜手邁向淨零的美

好未來。 

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GFANZ)認為，金融

機構所採取的不同策略將為社會整體減碳行動帶來不同的效果；對高碳排企業撤資

或將其列在負面清單等策略並非協助低碳轉型之有效方法，議合策略對減碳反而較

能產生正面效果。對此，本行亦保持相同看法。本行將審慎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全

力支持轉型至低碳/零碳經濟，並擴大議合，積極發揮正向影響，俾引領永續發展，

成為金融業之永續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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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相關機會與風險 

1.時間範圍(Time Horizons)之定義 

本行投融資暴險天期不長，約 66.0%的放款其原始承作天期在 7 年以內，約 99.9%

的公司債及金融債剩餘天期在 7 年以內，約 58.9%的主權債剩餘天期在 7 年以內，

逾 7 年者多為我國政府公債及美國政府公債。此外，投資部位大多具高度市場流動

性，可隨時於市場出售。 

考量我國淨零轉型時程規劃及主管機關對氣候相關陳報之定義與要求，本行策略規

劃與減碳目標之具體時程以及本揭露報告之時間範圍定為：短中期(2030 前)、長期

(2031〜2050)。 

我國淨零轉型之時程規劃及主管機關對氣候相關陳報之定義及要求如下： 

(1)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50 淨零排放路徑」，我國未來整體淨零轉型規劃分為二

階段： 

○1短期(2030 前)達成低碳 

執行目前可行減碳措施，致力減少碳排放。透過能源轉型，增加綠能，優先推

動已成熟的風電和光電，並布局地熱與海洋能技術研發，增加天然氣以減少

燃煤的使用。 

○2長期(2050 前)朝零碳發展 

布局長期淨零規劃，使發展中的淨零技術可如期到位，並調整能源、產業結構

與社會生活型態。 

 能源系統：極大化布建再生能源，並透過燃氣機組搭配碳捕捉再利用及封

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以及導入氫能發電，來建

構零碳電力系統。燃煤則基於戰略安全考量轉為備用。 

 極大化各產業部門及民生用具之電氣化：減少非電力之碳排放，集中改善

電力部門零碳能源占比。 

 積極投入各種技術開發：包括高效率的風電及光電發電技術、碳捕捉再利

用及封存(CCUS)、氫能發電及運用之技術 。 

(2)我國金管會規定，本國銀行需依「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作業規畫」辦

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評估在「有序轉型情境」、「無序轉型情境」及「無政策情

境」下本行於 2030、2050 之預期損失，並將分析結果之申報表格向金管會及中

央存保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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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候相關機會 

歐洲「綠色新政」、英國「淨零策略」、美國「邁向 2050 淨零長期策略」及日本「綠

色成長策略」等各國淨零轉型規劃，若順利付諸實行，將為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成

長動能。此外，為逐步落實 2050 淨零轉型路徑規劃，我國政府已擬定風電/光電、

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

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等十二項關鍵

戰略計畫；在 2030 年之前，臺灣政府及國營事業預計將投入新臺幣 9 千億元，而相

關規劃所釋出或帶動的民間投資機會亦將達到 4 兆元以上。 

本行將配合全球再生能源發展趨勢及「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相關規劃，發掘適

合本行之業務發展機會，並在兼顧各類風險之前提下，積極協助產業突破技術瓶頸，

與各界攜手達成社會淨零及能源轉型目標。 

各國淨零轉型規劃所帶來之綠色投融資機會 

短中期(NOW〜2030) 長期(2031〜2050)  

 風電：風機、塔架等發電設施，海纜、

變電站等輸電設施。 

 太陽能光電：屋頂型、地面型、水面

型、風雨球場等光電設施及相關設

備。 

 智慧電網：智慧電表、能源資通訊技

術、微電網等相關技術設備。 

 儲能系統：儲能組件、電力轉換、電

能管理系統。 

 運具電動化：電動公車/汽車/機車，

以及充電樁、建築充電安全等基礎

建設之技術研發與建置。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之技術或設備。 

 植樹造林、土壤碳匯、海洋固碳 

 碳循環相關技術或設備：例如將製

程中產生之二氧化碳轉變為甲醇、

甲烷等化學品原料。 

 綠建築及相關綠能設施。 

 永續航空燃料。 

 新材料：生物基材料石墨烯。 

 

 低碳及負碳技術。 

(如：碳捕捉再利用、碳封存) 

 氫能。 

 海洋能。 

 生質能。 

 非傳統地熱發電。 

 產業化石燃料設備電氣化。 

 家用設備及服務業設備電氣化。 

 運具無碳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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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相關風險 

本行營運總部及 7 成以上的營運據點設立於臺灣。臺灣為亞熱帶島嶼，面積約 3.6

萬平方公里，位於太平洋西岸，四面環海，受洋流調節，氣候溫暖潮濕，平均年雨

量約為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依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統計分析，颱風、豪雨是臺灣主要的天然災害，

且相關災損有逐年增加之趨勢，而乾旱問題在臺灣相對較不明顯。臺灣總雨量充沛，

各季節、地區降雨不平均致部分地區水資源供需不平衡之情況，過去透過水資源調

度便能降低衝擊。惟近來氣候變遷加劇，加上在臺灣都市化與產業回台投資趨勢集

中下，未來「旱澇並存」所引起的災害可能愈發顯著。 

就可取得之行內資料，對照臺灣天災大事記(詳第 11 頁)，過去 40 年來，本行自有

行舍及營運設備並未因颱風、豪雨、乾旱等天災而造成嚴重損害，僅偶有少數授信

戶因天災導致擔保品價值降低，惟本行皆能依規確保債權，並未發生重大的信用損

失。主要係本行在取得不動產前，除聘請建築師或營建專業公司進行審慎評估之外，

並由使用單位或業務主政單位依規評估標的物，再經由本行「行舍評鑑專案小組」

實地履勘，共同確認標的物座落地點之妥適性；且資訊設備及儲存媒體亦均依規安

置在適當的地點並予以保護。 

另為瞭解氣候變遷未來對本行現有 146 個營運據點可能造成之影響，母公司兆豐金

控與專業顧問合作並導入全球氣候模型資料庫，考量河流氾濫、沿海淹水、極端高

溫、風力侵蝕、乾旱所導致的地層滑動、地表淹水等 6 項風險因子，評估在 RCP 8.5

的嚴峻情境下，本行於 2030 年及 2050 年的預估資產減損並不顯著(詳第 16 頁)。未

來本行規劃營運據點之新增或遷址事宜時，除考量市場發展潛力之外，亦將考量氣

候變遷之可能影響。 

在氣候變遷之影響下，未來本行將面臨各種不同的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且該等風

險可能觸發聲譽、法令遵循、作業、信用、市場、流動性等各類風險，細節請參閱

第 12 頁附表，而本行就表列之氣候相關風險所採行之策略及措施請參閱第 13 頁附

表。 

 

氣候相關風險附表 

 1980〜2022 臺灣天災大事記(第 11 頁) 

 短中長期下本行面臨之氣候風險及其可能觸發的各類風險(第 12 頁) 

 因應氣候相關風險本行採行之策略及措施(第 1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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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22 臺灣天災大事記 

時間 影響區域 影響描述 

1984 年 6 月 3 日 

(六三水災) 

臺灣 

北部 

嚴重水災，鋒面發展出來的強烈對流造成暴雨，造成

臺北公館、木柵、景美、新店、中和、永和、桃園淹

大水，損失慘重。 

1997 年 8 月 18 日 

(八一八風災) 

臺灣 

東北部 

嚴重風災，溫妮颱風侵襲臺灣，造成臺北天母、內湖、

汐止地區嚴重積水及山崩、林肯大郡崩毀。 

2001 年 7 月 11 日 

(七一一水災) 

臺灣 

南部 

嚴重水災，潭美颱風引進西南氣流，造成高雄及屏東

地區降下豪雨。 

2001 年 9 月 17 日 

(九一七水災) 

臺灣 

北部 

嚴重水災，納莉颱風停留時間過久、特殊路徑，以及

其環流強勁，造成全臺降下豪雨，以北北基地區最為

嚴重。 

2004 年 7 月 2 日 

(七二水災) 

臺灣 

中南部 

嚴重水災，敏督利颱風引進西南氣流，造成高雄及屏

東地區降下豪雨。 

2008 年 7 月 18 日 

(七一八風災) 

臺灣 

中南部 

嚴重水災，卡玫基颱風侵襲臺灣，造成嚴重豪雨、山

崩、土石流等災情。 

2009 年 8 月 8 日 

(八八水災) 

臺灣 

中南部 

東南部 

嚴重風災，莫拉克颱風及其西南氣流帶來創紀錄的雨

勢，造成水患及土石流，為臺灣自 1959 年八七水災

以來最嚴重的水患，引發阿里山及南橫公路多處坍

崩，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數百人遭到活埋。 

2018 年 8 月 23 日 

〜 

2018 年 8 月 30 日 

臺灣 

南部 

暴雨致水患，熱帶低氣壓及其消亡後衍生位於華南的

大低壓帶與西南風輻合，導致近年來影響持續時間最

長久的水患，前後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 1 人失蹤。 

2021 年初〜6 月下旬 

 

臺灣 

西部 

受反聖嬰現象等因素影響，2021 年春雨創下最低紀

錄，水庫蓄水量持續下探，5 月高溫少雨，梅雨遲到

且帶來的雨量遠低於往年，西半部水庫陸續進入警戒

下限。臺灣西部的大規模乾旱導致各地區進入不同程

度的減壓供水、限水、停耕、歇業等情況，此為臺灣

自 1947 年以來最嚴重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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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長期下本行面臨之氣候風險及其可能觸發的各類風險 

氣候 

風險類型 
風險描述 時點 

聲譽 

風險 

法令遵
循風險 

作業 

風險 

信用 

風險 

市場 

風險 

流動性 

風險 

轉

型
風
險 

政
策
法
規 

R1 碳稅或碳費之施行導致投融資對象營收減少、獲利能力下降。 短中期    V V  

R2 未遵循氣候相關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損害主管機關對本行之評價，可能影

響營業據點之申設。 
短中期 V V     

技

術 

R3 本行投融資對象如未能積極轉型或採取減碳措施，其營收、獲利可能下降，

進而導致其違約機率上升，或影響其發行之金融商品價格。 
長期    V V  

市
場 

R4 能源價格飆漲導致部分投融資對象之營運或財務產生明顯負面影響。 長期    V V  

名
譽 

R5 投融資對象溫室氣體減排成效不彰，致本行範疇三之減碳目標無法達成。 長期 V      

R6 本行未能實現環境目標及減碳承諾，損害本行企業形象。 長期 V      

實
體
風
險 

立
即 

R7 颱風及洪水等天災對自有行舍、機器設備、資料中心等造成毀損，或使日常

營運中斷、生產力下降，進而導致費用或損失。 
短中期 V  V    

R8 颱風及洪水等天災導致投融資對象產能下降、運輸中斷、供應鏈中斷、或擔

保品價值減損，進而導致特定產業/地區之暴險違約機率及違約損失率增加。 
短中期    V V  

R9 突發性極端氣候事件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之正常運作或發行機構之日常營運，

導致金融市場商品價格發生巨幅波動，進而使本行投資組合發生價值減損。 
短中期   V  V V 

長
期 

R10 氣候模式極端變化或海平面上升，導致位於高風險地區的資產或擔保品毀損。 長期    V V  

R11 長期高溫使資訊系統故障率上升或人員工作效率下降，進而導致本行營運成

本增加。 
長期   V    

R12 乾旱發生頻率增加，水力發電站水量不足，或核能/火力發電廠冷卻水不足，

導致缺水缺電，進而使營運成本增加。 
長期   V V V  

註：短中期(NOW〜2030)、長期(203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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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相關風險本行採行之策略及措施 

 風險(R6)  未能實現環境目標及減碳承諾，損害本行企業形象。 

策略  承擔、控制 

措施  響應環境永續倡議及活動。 

 確實執行本行環境保護政策，透過安裝雨水回收系統、使用具節水標章

之省水器具或宣導正確用水觀念，以達用水減量目標。 

 確實執行無紙化、取得綠建築標章、使用綠電、汰換老舊機器設備、提

升設備能源效率、節約用電、減少公務車用油等減碳措施，積極確保範

疇一及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減排目標之達成。 

  
風險(R2)  未遵循氣候相關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損害主管機關對本行之評價，可

能影響營業據點之申設。 

策略  承擔、控制 

措施  依本行規模及業務特性建立妥適之氣候風險治理架構並逐步落實。 

 遵循金管會「本國銀行業氣候風險財務揭露指引」及相關國際標準，定

期依四大面向揭露本行氣候相關資訊。 

  
風險 

(R7、R10、

R11、R12) 

 乾旱、洪水、颶風、長期高溫、海平面上升…等氣候事件可能導致自有

行舍、機器設備、資料中心等造成毀損，或使日常營運中斷、生產力下

降，或間接導致營運成本增加等其他財務影響。 

策略  承擔、控制 

措施  為降低氣候事件對本行設備、財產或日常營運造成之影響，本行已制定

天然災害危機緊急應變對策，並依「災害(危機)應變防救作業要點」及

「資訊處災害（危機）應變防救管理手冊」等相關規範，定期辦理防災

教育訓練及緊急應變處置演練。 

 落實執行天然災害之預防措施，可提升生產力、降低財務損失，並確保

災後之復原能力。 

 
風險(R8)  天災所造成之營運損失或擔保品價值減損可能影響特定產業或特定地

區暴險部位的違約機率及違約損失率。 

策略  承擔、控制 

措施  將實體風險列為投融資徵審流程考量因素之一。 

 提供資金協助客戶改善財產設備之安全防護，以調適實體風險。 

 
風險(R9)  突發性極端氣候事件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之正常運作或發行機構之日常

營運，導致金融市場商品價格發生巨幅波動，進而使本行投資組合發生

價值減損。 

策略  承擔、控制 

措施  持續監控氣候風險對現有之市場風險部位以及未來投資之影響，並維持

良好之流動性及多元籌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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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R4)  能源價格飆漲導致部分投融資對象之營運或財務產生明顯負面影響。 

策略  控制 

措施  短中期：高耗能產業較易受能源價格影響，由於該等產業多數亦屬高碳

排產業，故本行於新做/續約授信、授信定期覆審與重大事件發生時，透

過 ESG風險評級作業與高碳排產業檢核機制管控企業轉型風險觸發之信

用、市場風險。 

 長期：透過議合簽署永續發展宣言或於授信條件增訂節能減排等 ESG利

費率調整機制，促使企業轉型，降低能源對其營運/財務之負面影響。 

  
風險(R1)   碳稅或碳費之施行導致投融資對象營收減少、獲利能力下降。 

策略  控制 

措施  本行於 112年起於徵審流程全面採行 ESG綜效調查表、ESG風險評級表，

就高碳排產業進行檢核，並透過覆審管控信用風險。另針對受國內外碳

稅或碳費影響之產業，本行持續追蹤相關法規變動，適時發布產業動態

報告，進行教育訓練，並納入徵審評估考量。 

  
風險(R3)  本行投融資對象如未能積極轉型或採取減碳措施，其營收、獲利可能下

降，進而導致其違約機率上升，或影響其發行之金融商品價格。 

策略  短中期：承擔；長期：控制 

措施  短中期：擴大議合對象，並透過永續聯結貸款等誘因，促使投融資對象

積極轉型。 

 長期：若投融資對象未能積極轉型，導致違約機率上升或金融商品價格

大幅跌落時，將採減額、不再續約或出售等管控措施。 

  
風險(R5)  投融資對象溫室氣體減排成效不彰，致本行範疇三之減碳目標無法達

成。 

策略  控制 

措施  本行聘請 FCS顧問公司協助進行減碳路徑之初步規劃，已草擬三個方案

作為本行未來制定減碳目標之參考。母公司兆豐金控亦聘請顧問協助集

團建立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預計 2024年完成，

本行將配合集團整體減碳規劃，制定範疇三減碳目標，據以調整投融資

組合，逐步降低減排不彰之對象之暴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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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與風險對本行業務、策略及財務規劃之影響 

1.重大性評估結果 

經蒐集研析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行政院環保署臺灣氣候變遷調適平台、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等國內外專業機構之研究報告，並參酌本行氣候情境分析結果，將本行所面臨之

各項氣候相關風險(詳第 12 頁)之重大性排序如下列風險矩陣圖，前 4 大風險為： 

TOP 1  ○R4 能源價格飆漲導致部分投融資對象之營運或財務產生明顯負面影響。 

TOP 2  ○R1 碳稅或碳費之施行導致投融資對象營收減少、獲利能力下降。 

TOP 3  ○R3 本行投融資對象如未能積極轉型或採取減碳措施，其營收、獲利可能下

降，進而導致其違約機率上升，或影響其發行之金融商品價格。 

TOP 4  ○R5 投融資對象溫室氣體減排成效不彰，致本行範疇三之減碳目標無法達成。 

氣候相關風險矩陣圖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預 期 影 響 程 度  

  

R4 

R7 

R10 R11 

R8 

R1 

R6 

R12 

R2 

R3 R5 

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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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行自有行舍(總處及營運據點)之實體風險 

為瞭解氣候變遷未來對本行現有 146 個營運據點可能造成之影響，母公司兆豐金

控與專業顧問合作，導入全球氣候模型資料庫，考量河流氾濫、沿海淹水、極端

高溫、風力侵蝕、乾旱所導致的地層滑動、地表淹水等 6 項風險因子，評估在 RCP 

8.5 及 RCP 2.6 二個假設情境下，本行營運據點之實體風險地域分布及預估資產

減損(如下表)。 

評估結果顯示，本行僅有極少數的營業據點坐落於高風險區域，氣候變遷對本行

自有行舍所造成之預期損失不高，不至於對本行帶來明顯衝擊。 

本行營運據點之實體風險地域分布及預估資產減損 

RCP 2.6 情境 

實體風險
等級 

營業據點 
家數 

營業據點 
各等級占比 

2030 
預估資產減損 

(新臺幣百萬元) 

2050 
預估資產減損 

(新臺幣百萬元) 

高 7  4.79   0.02   0.02  

中高 7  4.79   2.37   2.31  

中 14  9.59   4.63   4.60  

中低 63  43.15   23.10   22.64  

低 55  37.67   7.31   6.64  

合計 146  100.00   37.43   36.21  

 

RCP 8.5 情境 

實體風險
等級 

營業據點 
家數 

營業據點 
各等級占比 

2030 
預估資產減損 

(新臺幣百萬元) 

2050 
預估資產減損 

(新臺幣百萬元) 

高 10  6.85   0.03   0.03  

中高 7  4.79   2.51   2.59  

中 23  15.75   9.77   10.19  

中低 65  44.52   24.92   25.59  

低 41  28.08   2.05   2.07  

合計 146  100.00   39.28   40.45  

(2)本行自身營運之轉型風險 

2022 年本行總處大樓及國內外所有營運據點之範疇一、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

為 14,078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碳強度為 0.261(公噸/新臺幣百萬)，短中期內應不

至於對本行帶來明顯衝擊。 

然而為控管自身營運之轉型風險，本行仍將逐步提高綠電使用比例，並以 2025

年總部使用 60%以上綠電、2030 年國內自有營運據點 100%使用再生能源、2050

年全球營運據點 100%使用再生能源為目標。 

此外，依據母公司兆豐金控 2021 年再生能源憑證(T-RECs)採購成本，2022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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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碳價訂為每公噸新臺幣 3,671.93 元，本行於採購租賃油電車時，綜合考量採購

成本、耗能及耐用年限等因素，估算累計碳成本，並進行減碳效益分析，俾落實

綠色營運。 

(3)投融資業務之實體風險 

本行氣候情境分析結果顯示，以授信對象之主要營運地來看，授信暴險主要分布

於「低」風險地區，不至於對本行暴險帶來明顯衝擊。 

以不動產擔保品之坐落位置來看，企業授信及個人房貸暴險主要位於「低」及「中

低」風險地區，整體而言，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實體風險對本行授信擔保品價值造

成之負面影響不大，且營業單位皆須依規採取必要之風險抵減措施，應不至於對

本行帶來明顯衝擊。 

以投資對象之主要營運地點來看，本行票債券及股權投資暴險主要分布在「低」

風險之區域，不至於對本行帶來明顯衝擊。 

(4)投融資業務之轉型風險 

依據本行投融資溫室氣體盤查結果，「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碳排量(2,439,338 公

噸)及碳足跡(49.97)皆排名第一，惟其投融資餘額僅占整體投融資組合 2.1%，占

比不高。投融資暴險集中度較高產業(占比逾 8%)為「金融服務業」、「不動產開發

業」，其碳排量占比(0.10%、1.66%)及碳足跡(0.03、0.69)均不高。 

另本行氣候情境分析結果顯示，本行授信部位主要分布於「低」及「中低」風險

之產業，預期影響不大。國內投資部位占總暴險部位比例約一成，主要分布在「石

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等「高」轉型風險產業，在「無序轉

型」情境下於 2050 面臨之轉型風險較高，可能對本行帶來衝擊，為降低轉型風

險，本行將確實執行去碳化策略。 

(5)氣候相關機會影響之重大性 

氣候變遷將為金融機構帶來許多投融資機會。社會淨零及能源轉型之相關產業未

來發展潛力雄厚，然而，由於相關技術尚在發展中，目前就相關機會其影響之重

大性難以量化估計。依本行 2022 年永續發展相關投融資統計來看，目前以低碳

運輸、再生能源等產業之金額較高，本行將持續關注相關產業關鍵科技之未來發

展，俾掌握市場先機。 

重大性評估結果附圖及附表 

 投融資轉型風險-產業別分布(第 19 頁) 

 本行投融資組合中碳排量及碳足跡較高之產業(第 20 頁) 

 本行投融資集中度較高產業之碳排量及碳足跡(第 21 頁) 

 本行永續發展相關投融資金額及綠色資產占比(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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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方式與因應策略 

目前看來，氣候變遷所帶來之風險對本行業務似無重大影響，然而，鑒於氣候變遷

相關風險因子之未來變化難以預料，為確保在惡劣情境下本行仍可永續經營，本行

將持續採取策略調整(詳第 31〜32 頁)，積極推展永續金融，提高本行投融資組合中

綠色資產之占比，俾降低未來之轉型風險並掌握社會淨零及能源轉型所帶來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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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類農、牧業, 8,784.16 

03中類漁業, 3,238.46 

05中類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7,356.40 

26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39,169.42 

35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8,819.78 

38中類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

源物回收處理業, 3,481.12 

46中類批發業, 91,848.72 

64中類金融服務業, 332,703.80 

-5

5

15

25

35

45

55

-200,000  300,000  800,000  1,300,000  1,800,000  2,300,000

投融資轉型風險-產業別分布碳足跡

(公噸CO2e/百萬元)

碳排放量(公噸CO2e)

 
該產業之投融資餘額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67 中類 不動產開發業,  205,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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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投融資組合中碳排量及碳足跡較高之產業 

基準日：2022 年 12 月底 

產業別(中類) 

碳排量 碳足跡 

(公噸/新臺幣
百萬元) 

投融資餘額 

公噸 占比 
金額(新臺幣
百萬元) 

占比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439,338  28.53% 49.97  48,819.78  2.06% 

水上運輸業  612,431  7.16% 12.16  50,365.40  2.13% 

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註 2  491,603  5.75% 9.82  50,063.69  2.1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註 2  473,368  5.54% 3.40 139,169.42  5.87% 

基本金屬製造業
註 2  414,869  4.85% 9.41  44,066.09  1.86% 

農、牧業  325,689  3.81% 37.08  8,784.16  0.3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79,993  3.27% 24.44  11,456.33  0.4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註 2  244,948  2.86% 14.79  16,566.04  0.7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244,532  2.86% 33.24  7,356.40  0.31%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註 2  233,546  2.73% 11.11  21,019.36  0.89% 

航空運輸業  174,804  2.04% 10.86  16,097.76  0.68%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物回
收處理業  157,283  1.84% 45.18  3,481.12  0.15% 

紡織業註 2  140,472  1.64% 5.71  24,597.19  1.04% 

塑膠製品製造業  129,846  1.52% 5.02  25,868.96  1.09% 

機械設備製造業  116,471  1.36% 2.04  57,232.07  2.42% 

漁業  87,700  1.03% 27.08  3,238.46  0.14%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64,902  0.76% 2.59  25,032.97  1.06%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註 2  55,721  0.65% 4.67  11,932.99  0.50% 

土木工程業  52,514  0.61% 8.80  5,964.39  0.25% 

木竹製品製造業  36,379  0.43% 17.73  2,052.08  0.09%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28,775  0.34% 1.55  18,519.51  0.78% 

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18,647  0.22% 12.62  1,477.74  0.06% 

家具製造業  18,016  0.21% 3.45  5,222.12  0.22% 

註 1：上表係依據本行投融資部位(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列出碳排量百分

位排名及碳足跡百分位排名皆在前 40%之產業。 

註 2：依金管會永續金融評鑑分業指標(銀行業) E1-1-2 定義，經濟部查核六大高耗能及

高碳排產業為化工業、電機電子業、金屬基本工業、非金屬礦製品業、紡織業、

造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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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投融資集中度較高產業之碳排量及碳足跡 

基準日：2022 年 12 月底 

產業別(中類) 

投融資餘額 碳排量 碳足跡 

(公噸/新臺
幣百萬元) 

金額(新臺幣
百萬元) 

占比 公噸 占比 

金融服務業 332,703.80 14.04% 8,689 0.10% 0.03 

不動產開發業 205,441.49 8.67% 141,898 1.66% 0.69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39,169.42 5.87% 473,368 5.54% 3.40 

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99,109.68 4.18% 3,795 0.04% 0.04 

批發業 91,848.72 3.88% 18,143 0.21% 0.2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58,816.12 2.48% 55,428 0.65% 0.94 

機械設備製造業 57,232.07 2.42% 116,471 1.36% 2.04 

金屬製品製造業 52,568.97 2.22% 65,075 0.76% 1.24 

水上運輸業 50,365.40 2.13% 612,431 7.16% 12.16 

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50,063.69 2.11% 491,603 5.75% 9.8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8,819.78 2.06% 2,439,338 28.53% 49.97 

註 1：金管會永續金融評鑑分業指標(銀行業) E1-1-1 對集中度較高之定義為逾 8%。 

註 2：2022 年 12 月底本行投融資暴險占比逾 8%者為「金融服務業」、「不動產開發

業」，其碳排量占比(0.10%、1.66%)及碳足跡(0.03、0.69)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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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永續發展相關投融資金額及綠色資產占比 

基準日：2022 年 12 月底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永續發展產業或對象 
授信 投資 

家數 金額 家數 金額 

再生能源 

太陽能、風力、地熱、水力發電、
海洋能等能源業。2022 年度授
信 案 場 總 裝 置 容 量 達
1,700MW。 

80  10,313  1 24  

能源科技 
提高發電量或再生發電量及其
使用之輸電、配電及儲能設施。 

10  1,297  1 10  

低碳運輸 

電動、氫氣及其他替代化石燃

料運輸工具、客貨運系統轉換
及效率提升、大眾運輸等之運
輸業。 

112  52,861  4 7,037  

水資源利用 

水監測智慧網路及預警系統、
蓄水、水循環處理、防洪節水等
水力基礎設施。 

37  7,944  1 246  

永續建築 
綠建築、建築節能系統或產品
等建築業。 

9  5,875  0 0  

溫室氣體減量 
能源效率、非能源產生的溫室
氣體減量、清潔生產等產業。 

69  6,663  1 10  

循環經濟 
廢棄物清理回收及汙染控制與
碳封存。 

125  7,453  3 98  

智慧資通訊科技 
光纖寬頻、數據中心與智慧電
網等資通訊科技。 

24  914  0 0  

永續農林漁牧業 
永續、可驗證有減碳效益相關

農林漁牧和水產養殖業措施。 
4  51  0 0  

永續績優企業 

MSCI AA 級以上、入選 DJSI、
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及符
合臺灣永續分類標準之企業。  

127  96,866  35 13,874  

其他從事有助
於 減 少 碳 排
放、循環經濟
及提升 ESG 之
業務或活動 

其他從事有助於減少碳排放、
循環經濟及提升 ESG 之業務或
活動。 

613  32,515  29 11,630  

合計(A) 註 1 1,210  222,752   75 32,928  

總額(B) 註 2   2,251,851    689,415  

綠色資產占比(A/B) 註 3   9.89%   4.78% 

註 1：2022 年底本行永續發展產業授信餘額新臺幣 222,752 百萬元占全行企業授信餘額(新臺幣

1,282,323.6 百萬元)之 17.4%。 

註 2：授信總額新臺幣 2,251,851 百萬元包含企金及消金。 

註 3：上表「綠色資產占比」係依母公司兆豐金控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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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情境分析 

1.氣候情境分析之目的、框架及方法論 

(1)氣候情境分析之目的 

氣候情境分析之目的係為協助本行瞭解，在現行業務模式下，未來本行面對氣候

變遷風險時的韌性及潛在預期損失，並藉由衡量分析氣候相關暴險及評估潛在預

期損失之過程，探討合理可行的風險管理機制與策略調整。 

(2)氣候情境分析之框架 

(3)氣候情境設定 

由於氣候變遷具高度之不確定性，故分析前須先設定氣候情境，藉以描繪轉型風

險衝擊經濟及社會之路徑、或實體風險衝擊環境之預期。而轉型與實體風險彼此

間又會產生複雜的交互作用，故須將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情境透過氣候經濟模型

轉化為對總經、金融市場、產業或企業之衝擊影響。 

氣候變遷 
情境 

轉型風險 
(採 NGFS 情境) 

實體風險 
(採 IPCC 情境) 

情境描述 

有序轉型 

(2050 淨零轉型) 
Net Zero 2050 RCP2.6 

評估在全球循序漸進達到
2050 淨零排放之路徑下，
銀行之潛在風險。 

無序轉型 
Delayed 

Transition 
RCP2.6 

評估在延遲轉型但仍須達
到 2050 淨零排放之路徑
下，銀行之潛在風險。 

無政策 Baseline RCP8.5 
評估在無轉型政策情境
下，銀行之潛在風險。 

註：情境產製時期及評估時點：203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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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候情境分析之主要變數、假設及方法論 

本行氣候情境分析係依「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作業規畫」辦理，方法

論係參酌國際實務，採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GFS)3「Net Zero 2050」、「Delayed 

Transition」及「Baseline」之情境假設，作為總經因子(GDP 成長率、失業率以及

長期利率等)依據；並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4之 RCP2.6、

RCP8.5 情境假設作為環境因子(溫度變化數值)之依據，用以產製實體風險相關因

子；最後對應整合為「有序轉型(2050 淨零轉型)」、「無序轉型」和「無政策」三

種氣候變遷假設情境。 

○1轉型風險因子包括碳價模擬資料、企業碳排放資料及總經因子模擬數據，並透

過「總體經濟途徑」及「個體影響途徑」造成影響。 

 「總體經濟途徑」：由聯徵中心產出基準情境違約率表及 IAM 及 NiGEM 模

型產出之總經因子，估計總經影響 PD 加壓乘數，並產出各情境 PD 表格，

反映不同情境下整體違約率水準。 

 「個體影響途徑」：由碳稅價格變化及個別企業的排放量，估計不同的碳稅

水準對企業所造成的營收損失。 

○2實體風險途徑：「極端降雨/淹水」可能造成企業資產毀損、停班損失及擔保品

之價值減損，「乾旱」可能使企業用水支出上升，皆促使銀行信用風險增加。 

○3以財務彈性及擔保能力二個面向鏈結個別暴險對象之風險，透過個別標的之風

險鏈結指標在各情境下的變化，取得違約機率估計值。 

此外，氣候情境分析假設，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兩者間存在著此消彼長之關係。

在轉型行動/政策較為消極的情境下，轉型風險較低，但劇烈的氣候變遷將帶來較

高的實體風險；反之，在轉型行動/政策較為積極的情境下，轉型風險將較為顯著，

實體風險則較低。 

(5)計算基礎與範圍 

○1風險別：銀行簿信用風險。 

○2計算基礎：以 2022 年底經會計師複核之資產負債表為基礎，包括國內外分行

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不包括海外子行。 

○3資產類別：表內外授信（含放款、保證、承兌、應收帳款承購、應收信用狀款

項、遠期信用狀買斷與信用卡等業務及其相關墊款與催收款項，不含追索債權）、

票債券、股權投資。 

○4排除部位：對國內政府機構與金融服務業之授信及投資、對多邊開發銀行之債

權、以及附條件交易(RP/RS)。  

                                                      
3 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係

由全球一百多家央行與金融監理機關共同組成，以對抗氣候變遷風險為目標。該組織產製轉型情境因

子，同時也產製溫度、降雨量等基礎環境因子。 

4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係國際氣候科學研

究資訊彙整之標竿組織，負責彙整全球權威文獻並定期發表工作進度報告，該報告提供之 RCPs(代表性

濃度途徑)可作為情境區別之依據，係產製實體情境因子之常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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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候情境分析結果(基準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1)投融資部位實體風險分布 

○1以授信對象之主要營運地來看，授信暴險主要分布於「低」風險地區(在不同情

境及評估時點下，占比皆超過 76%)，EAD 加權平均營業額損失率介於 2.5%〜

2.7%之間，整體而言，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實體風險對本行國內企金授信造成之

營業額損失不大。 

實體 

風險 

有序轉型、無序轉型 

(RCP 2.6) 

無政策 

(RCP 8.5) 

營業額損失率(%) EAD 分布(%) 營業額損失率(%) EAD 分布(%)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低 1.6 1.7 78.3 76.7 1.6 1.7 77.8 77.2 

中低 3.9 4.1 5.4 5.7 3.9 3.8 6.0 4.4 

中 5.4 5.6 10.2 9.0 5.4 5.5 10.0 9.8 

中高 6.2 6.2 3.1 5.7 6.3 6.3 4.6 7.0 

高 9.9 9.7 3.0 3.0 10.4 10.3 1.6 1.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營業
額損失率 
-EAD 加權 

2.5 2.7   2.5 2.6   

○2以不動產擔保品之坐落位置來看，企業授信暴險主要位於「低」及「中低」風險

地區(在不同情境及評估時點下，占比皆超過 68%)；個人房貸暴險亦主要分布在

「低」、「中低」風險地區(在不同情境及評估時點下，占比皆超過 77%)。本行辦

理不動產擔保品評估時，均依規將不動產擔保品坐落位置之安全性納入考量，

應可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擔保品價值貶落之影響。 

實體 

風險 

企業授信 EAD 分布(%) 個人房貸 EAD 分布(%)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RCP 2.6) 

無政策 

(RCP 8.5)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RCP 2.6) 

無政策 

(RCP 8.5)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低 18.2 10.9 17.2 10.3 26.3 12.9 24.7 12.4 

中低 54.1 57.3 51.7 58.8 55.8 64.2 53.7 65.9 

中 7.2 9.8 7.8 9.0 3.8 7.4 5.4 6.9 

中高 9.9 10.3 11.9 11.5 6.2 7.4 8.1 8.4 

高 10.6 11.6 11.3 10.4 7.9 8.1 8.1 6.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擔保
品價值 

損失率 

-EAD 加權 

20.6 23.5 21.6 23.4 17.9 21.7 19.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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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投資對象之主要營運地點來看，本行票債券及股權投資暴險主要分布在「低」

風險之區域(在不同情境及評估時點下，占比皆逾 90%)，EAD 加權平均營業額

損失率介於 1.9%〜2.2%之間，顯示實體風險對投資對象之營收損失影響有限，

風險較低。 

實體 

風險 

有序轉型、無序轉型 

(RCP 2.6) 

無政策 

(RCP 8.5) 

營業額損失率(%) EAD 分布(%) 營業額損失率(%) EAD 分布(%)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低 1.6 1.7 91.2 90.3 1.6 1.7 91.1 90.9 

中低 3.9 4.1 2.0 2.8 3.9 3.8 2.0 2.0 

中 5.4 5.6 3.1 2.2 5.4 5.5 3.1 2.7 

中高 6.2 6.2 0.2 1.3 6.3 6.3 3.8 4.4 

高 9.9 9.7 3.5 3.5 10.4 10.3 0.0 0.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營業
額損失率 

-EAD 加權 

2.1 2.2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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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融資部位轉型風險分布(地理分布、產業分布、投融資類型分布) 

○1 碳價及企業碳排放為評估投融資部位轉型風險之主要因素。國內企業授信占總

暴險部位約三、四成，以產業別來看，國內企業授信戶屬「高」轉型風險產業者，

其營收受碳價衝擊相對顯著，在「有序轉型」、「無序轉型」二情境下，2050 年

之碳價營收損失比率分別達 108.8%、206.4%。惟本行授信暴險主要分布於「低」

及「中低」風險(占比 65.9%)，「高」風險部位僅占 5.0%(主要為航空運輸業、海

上運輸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國內企業授信整體之 EAD 加權平均營業額損

失率介於 4.9%〜25.8%之間。 

轉型 

風險 

碳價營收損失比率(%) EAD 

分布 

(%)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2030 2050 2030 2050 

低 0.7 1.8 1.6 3.5 59.1 

中低 2.4 6.7 5.7 12.7 6.8 

中 5.7 15.9 13.6 30.2 18.6 

中高 12.4 34.9 29.9 66.1 10.5 

高5 38.8 108.8 93.4 206.4 5.0 

合計     100.0 

平均營業額 

損失率-EAD 加權 
4.9 13.6 11.7 25.8  

○2國外企業授信占總暴險部位比例不高(約二成)。若以行業別來看，國外企業授信

暴險主要分布在不動產經營相關服務、金融服務業等「低」轉型風險之產業(占

56.0%)；若以國家別來看，主要分布在澳洲、越南等「中」風險國家(37.1%)，

及美國等「中低」風險國家(26.7%)。另若以產業別及國家別二維度來看，主要

分布在風險次低的「B」級(41.0%)與風險最低之「A」級(22.9%)。 

 

 

 

 

 

 

 

 

 

  

                                                      
5
 「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作業規畫」所定「高」轉型風險產業包括：農牧業、漁業、石油及天

然氣礦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水上運輸業、航

空運輸業。 

註:授信對象為主權國家者，以其他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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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投資部位占總暴險部位比例不高(約一成)。若以行業別來看，國內投資部位

屬「高」轉型風險者之占比達 44.5%，主要分布在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8.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25.0%)。國內投資部位 EAD 加權平均營業額損失率介於

20.2%〜107.5%之間，在「無序轉型」情境下於 2050 面臨之轉型風險較高。 

轉型 

風險 

碳價營收損失比率(%) EAD 

分布 

(%)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2030 2050 2030 2050 

低 0.7 1.8 1.6 3.5 16.9 

中低 2.4 6.7 5.7 12.7 9.5 

中 5.7 15.9 13.6 30.2 15.1 

中高 12.4 34.9 29.9 66.1 13.9 

高 38.8 108.8 93.4 206.4 44.5 

合計     100.0 

平均營業額 
損失率-EAD加權 

20.2 56.7 48.6 107.5  

○4國外投資部位占總暴險部位比例不高(約一成)。若以行業別來看，國外投資部位

主要分布在金融服務業等「低」轉型風險之產業(占 53.5%)；若以國家別來看，

主要分在美國等「中低」風險之國家(占 58.6%)。另若以產業別及國家別二維度

來看，主要分布在風險次低之「B」等占 56.3%、風險最高之「E」等僅占 0.8%，

顯示國外投資部位面臨之轉型風險較低。 

 

 

 

 

 

 

 

 

 

 

  

註:投資對象為主權國家為主權國家者，以其他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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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情境分析預期損失估算結果 

氣候情境分析預期損失估算結果顯示，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影響隨時間推進而加劇，

在「無序轉型」情境下，全球執行轉型計畫之啟動時間延遲且政策執行過程中遭

遇較多挑戰，致 2030 年前轉型步調緩慢，但之後碳價急遽上升，導致 2050 年預

期損失為各情境中最高者。若再以業務類別的角度，細部觀察「無序轉型」情境

下 2050 年預期損失占暴險金額比率(詳次頁)，則以企業授信、企業投資之預期

損失比率較高，分別為 1.5%、1.1%。 

各業務類別之暴險金額/占比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業務類別 暴險金額 占比(%) 

授信 

部位 

企業  1,519,740  56.2 

個人  571,927  21.2 

投資 

部位6 

企業  352,410  13.0 

主權國家  127,379  4.7 

預期損失金額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情境 

業務類別 
基準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無政策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授信 

部位 

企業  12,646   18,619   20,349   16,544   22,882   16,616   16,765  

個人  472   1,330   1,311   1,533   1,206   1,363   1,442  

投資 

部位 

企業  1,896   2,969   3,224   2,699   3,716   2,858   2,899  

主權國家  26   134   216   28   220   26   26  

 

  

                                                      
6
 投資部位含國內外銀行簿票債券及股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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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損失占各業務類別暴險金額之比率 
單位：% 

情境 

業務類別 
基準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無政策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授信 

部位 

企業 0.8 1.2 1.3 1.1 1.5 1.1 1.1 

個人 0.1 0.2 0.2 0.3 0.2 0.2 0.3 

投資 

部位 

企業 0.5 0.8 0.9 0.8 1.1 0.8 0.8 

主權國家 0.0 0.1 0.2 0.0 0.2 0.0 0.0 

預期損失占基準年度稅前損益之比率 
單位：% 

情境 

業務類別 
基準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無政策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授信 

部位 

企業  47.3   69.6   76.1   61.9   85.6   62.2   62.7  

個人  1.8   5.0   4.9   5.7   4.5   5.1   5.4  

投資 

部位 

企業  7.1   11.1   12.1   10.1   13.9   10.7   10.8  

主權國家  0.1   0.5   0.8   0.1   0.8   0.1   0.1  

註：本行(個體)2022 年稅前損益為新臺幣 26,734 百萬元。 

預期損失占淨值之比率 
單位：% 

情境 

業務類別 
基準 

有序轉型 無序轉型 無政策 

2030 2050 2030 2050 2030 2050 

授信 

部位 

企業  4.4   6.4   7.0   5.7   7.9   5.7   5.8  

個人  0.2   0.5   0.5   0.5   0.4   0.5   0.5  

投資 

部位 

企業  0.7   1.0   1.1   0.9   1.3   1.0   1.0  

主權國家  0.0   0.0   0.1   0.0   0.1   0.0   0.0  

註：本行(個體)2022 年淨值為新臺幣 289,957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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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維持氣候韌性本行採取之策略調整與相關規劃 

1.依三道防線模式，將氣候風險相關控管機制整合至全行風險管理架構，建立妥適的

政策與管理流程，並落實執行，俾有效管理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 

2.將氣候變遷納入本行營運據點規劃及財產設備管理之考量 

為適應氣候及環境的不確定性，本行在取得不動產前均聘請建築師或營建專業公司

進行審慎評估，並由使用單位或業務主政單位依規評估後，再經由本行「行舍評鑑

專案小組」實地履勘，共同確認標的物座落地點之妥適性；且資訊設備及儲存媒體

均依規安置在適當的地點予以保護。 

為降低氣候事件對本行設備、財產或日常營運造成之影響，本行已制定天然災害危

機緊急應變對策，並依「災害(危機)應變防救作業要點」及「資訊處災害（危機）應

變防救管理手冊」等相關規範，定期辦理防災教育訓練及緊急應變處置演練。此外，

未來本行規劃營運據點之新增或遷址事宜時，除考量市場發展潛力之外，亦將考量

氣候變遷之可能影響。 

3.審慎進行擔保品評估及相關風險管理 

在擔保品管理部分，本行與資料庫廠商合作，將「淹水潛勢區」、「土壤液化區」、「地

質敏感區」等相關資訊導入擔保品管理系統，供各單位評估擔保品安全性時參考。

營業單位須依相關規範進行事前調查，若擔保品有管理處分不易、易於變質毀損等

情形，除另有規定者外，非經總處核准，營業單位不得徵提作為授信擔保品。 

此外，為減緩氣候變遷所引發的信用風險衝擊，本行已於授信契約之條款中約定，

當擔保品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得減少授信額度、縮短借款期限或主

張債務提前到期。 

4.積極推展綠色金融以協助相關產業及關鍵技術之加速發展 

本行已成立「陽光小組」負責推展太陽光電、風電、儲能及循環經濟等專案融資。

此外，考量金融機構於經濟體系中擔任引導資金分配之重責大任，本行將配合全球

再生能源發展趨勢及「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相關規劃，積極尋找適合本行之業

務發展機會，協助再生能源、低碳運輸、永續城市、綠色大地工程7、碳捕捉再利用

及碳封存…等相關產業及關鍵技術之加速發展，俾利整體社會轉型至低碳/零碳經濟。 

5.全力支持企業實現轉型計畫 

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GFANZ)認為，金融

機構所採取的不同策略將為社會整體減碳行動帶來不同的效果，對高碳排企業撤資

或將其列在負面清單等策略並非協助低碳轉型之有效方法，議合策略對減碳反而較

能產生正面效果。對此，本行亦保持相同看法。 

                                                      
7
 綠色大地工程係指：低衝擊開發(如綠屋頂、透水性鋪面、雨水儲集或自然排水設計等)及生態工法(如

河道整治、綠色建材等)等永續工程相關技術，可減少工程對環境之衝擊，降低都市洪災及水汙染，並

可兼顧環境、生態、景觀、減碳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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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高碳排產業未來可能面臨較高之轉型風險，但影響程度仍視未來產業技術發展

及個別企業是否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及策略調整而定。在淨零行動的前期，本行將

對已擬具轉型計畫之高碳排企業提供低碳轉型資金，協助其改善製程設備、採取適

當之策略調整、實現其轉型計畫，以利整體社會轉型至低碳經濟。 

6.針對高轉型風險之投融資部位採取差異化管理措施並加強監控 

考量氣候變遷之影響廣泛、深遠，且在時間上具高度不確定性，在現階段，本行採

取之管理方式係先盤點現有部位，評估風險對本行現有部位在短中長期下之影響，

針對「高環境衝擊產業/對象」、「高碳排產業」等高風險部位採取差異化管理措施，

並訂定指標，定期監控陳報。對於未能有效管理自身氣候風險之客戶，本行將重新

評估與其之往來關係。 

7.擴大客戶議合以發揮兆豐淨零影響力 

本行將持續舉辦 ESG 講座並積極與客戶議合，將永續指標納入投資及授信條件，並

促請投融資對象簽署永續發展宣言，引導客戶進行永續轉型。 

8.落實執行「去碳化策略」並於 2040 年前全面退出燃煤電廠投融資 

本行將遵循母公司兆豐金控所定之「去碳化策略」，不再新增僅開採煤炭礦業及非傳

統油氣業公司之投融資、不再新增燃煤發電占比大於 50%之電廠投資、不再新增燃

煤電廠之專案融資，於 2040 年前全面退出燃煤電廠投融資。惟客戶若能提供轉型計

劃執行情形之明確佐證、資金用途係為永續發展之用者，則不在此限。 

9.加強碳管理 

碳管理為本行氣候治理重點之一，除定期執行範疇一、二溫室氣體盤查，通過外部

第三方查證，確實執行各項減碳措施之外，並於 2022 年聘請專業顧問協助本行導入

碳核算金融聯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之溫室氣體盤查

方法論，建立投融資部位(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流程，研擬減碳路徑之初步

規劃；期能透過投融資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發揮本行之低碳影響力，為邁向全球

淨零做出更大貢獻。 

10.本行氣候策略及相關措施對環境之影響 

為維持氣候韌性，本行採取多項策略調整並持續落實執行相關措施，相關環境影響

目前尚難以量化估計，惟隨著時間經過，成效必將逐漸顯現。 

為量化本行對促進全球淨零所作之貢獻，本行依 PCAF 方法論計算再生能源專案融

資之「避免碳排量(Avoided Emissions)」。截至 2022 年底，本行承作再生能源專案融

資授信餘額約新臺幣 52 億元，裝置容量合計約 1,508MW(兆瓦)；其中，2022 年底

前已開始運營之再生能源電廠其裝置容量約 308MW，若與火力發電相較，每年約可

為地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23,616 公噸 CO2e，待其他興建中之再生能源電廠陸續開

始運轉後，將對減排帶來更大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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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風險管理 

(一)氣候風險辨識評估流程 

1.日常管理之整合程度(產業別層級) 

本行訂有信用、市場、流動性、作業等各類風險管理規章，並依客戶別、產業別、

國家地區別等訂定全行整體暴險之集中度控管機制；此外，總處各業務主政單位並

依業務特性制訂各類業務之產業別承作標準及風險限額供營業單位遵循。 

鑒於氣候風險為信用、市場、流動性、作業等各類風險之驅動因素，各單位辦理投

融資案件之徵信審查時，除考量各類風險外，並確實依循相關規範進行氣候相關風

險之辨識評估，俾落實執行本行氣候風險管理及永續金融之相關政策。 

2.綠色資產與棕色資產之分類標準以及風險辨識評估架構 

為區分綠色資產及棕色資產，「兆豐金融集團 ESG 永續發展產業及高風險產業管理

要點」已針對「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對象」、「高環境衝擊產業/對象」及「高碳排產

業」訂定明確標準(詳次頁「本行綠色資產及棕色資產之分類標準」)。 

本行為落實執行該要點，特訂定「企業授信 ESG 風險評級作業須知」、「股權投資

ESG 風險評級管理細則」，並聘請專業顧問協助開發 ESG 風險評級工具(其中包括適

用高環境衝擊產業、高碳排產業之「高敏感性產業 ESG 風險調查表」)，將投融資對

象依 ESG 風險高低進行分級管理，並落實 ESG 風險審查。 

ESG 風險辨識評估流程圖 

此外，本行已於 2021 年簽署赤道原則，對於大型專案融資全面依循 10 項赤道原則

進行貸前貸後之審慎評估，並在合約加入赤道原則之承諾條款，要求企業必須落實

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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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綠色資產及棕色資產之分類標準 

綠色及永續發展 

產業或對象 

高環境衝擊 

產業或對象 

高碳排 

產業 

 太陽能、風力、地熱、水力發電、

海洋能等能源業。 

 提高發電量或再生發電量及其使

用之輸電、配電及儲能設施。 

 電動、氫氣及其他替代化石燃料運

輸工具、客貨運系統轉換及效率提

升、大眾運輸等之運輸業。 

 水監測智慧網路及預警系統、蓄

水、水循環處理、防洪節水等水力

基礎設施。 

 綠建築、建築節能系統或產品等建

築業。 

 能源效率、非能源產生的溫室氣體

減量、清潔生產等產業。 

 廢棄物清理回收及汙染控制與碳

封存。 

 光纖寬頻、數據中心與智慧電網等

資通訊科技。 

 永續、可驗證有減碳效益之相關農

林漁牧和水產養殖業。 

 MSCI AA 級以上、入選 DJSI、公

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及符合臺

灣永續分類標準之企業。 

 從事其他有助減碳、促進循環經

濟、提升 ESG 之相關經濟活動者。 

 曾因環境汙染事

件受主管機關裁

罰仍未改善者。 

 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 

 野生動物皮革及

毛皮整治、皮草買

賣。 

 染整。 

 農藥及環境用藥

製造。 

 含鎘、汞、鉛、砷、

鎳等有害人體健

康重金屬之化學

製品。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化學原材料製造

業。 

 塑膠原料製造業。 

 水泥製造業。 

 鋼鐵冶鍊業。 

 電力供應業。 

3.風險辨識評估工具 

個案准駁除參酌外部信評及本行信用風險模型評等結果外，亦將外部 ESG 評分及本

行 ESG 風險評級納入考量。為維持本行 ESG 風險評級之有效性，本行將視國際倡

議及 ESG 相關規範之演進，適時調整 ESG 風險評級工具之因子及權重。另已規劃

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足跡(排放強度)等相關轉型風險量化資訊導入徵審流程，作

為投融資個案徵審評估之參考，俾使信用風險評估與氣候風險評估有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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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風險控管流程 

1.控制風險的方法 

投資部分，針對高敏感性(高環境衝擊、高碳排)產業，本行相關單位均依規審慎檢視

氣候變遷對投資對象產生之負面影響，並敘明風險改善方案或投資理由，或採行有

條件交易(例如將抵減風險改善方案納入投資條件或承諾事項)，始可承作，否則不予

投資。 

融資部分，針對高敏感性(高環境衝擊、高碳排)產業，本行依授信對象之「高敏感性

產業 ESG 風險調查表」之風險評級結果進行分級管理，採行差異化風險管理措施，

俾有效控制風險。授信對象受到重大裁罰累計 300 萬元以上且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

限內改善者，比照高 ESG 風險授信對象辦理。本行對高 ESG 風險之授信對象採行

下列控管措施： 

(1)簽報時，營業單位應洽請授信對象提出說明及具體改善方案，若改善方案具合理

性及可行性，應於簽報書敘明承作理由或承作條件(例如：授信對象應完成特定

ESG 檢核指標之改善等)，陳報總處核准後方得敘做。 

(2)ESG 檢核指標評定結果為高風險者，列為貸後管理追蹤項目，並於動撥日起 6 個

月內辦理改善情形之首次追蹤。後續每年追蹤時如知悉授信對象未有效管理自身

ESG 風險，本行得採取風險抵減措施，例如：於風險訂價中反映額外風險成本、

重新評估與客戶往來關係、收回部分授信額度、實施 ESG 議合行動(含氣候議題)

等。 

2.已建置之氣候風管機制及已規劃採行之優化措施 

本行已建立氣候風險辨識評估流程及 ESG 風險評級工具(其中包括適用高環境衝擊

產業、高碳排產業之「高敏感性產業 ESG 風險調查表」)，ESG 風險評級工具之環

境面向已大致考量氣候風險相關因素。另本行已針對本行高敏感性(高環境衝擊、高

碳排)產業或對象之投融資暴險定期陳報監控，未來將逐步降低相關部位占比，配合

能源轉型時程之推進，適時訂定限額，此外，並將確實執行母公司兆豐金控所定去

碳化政策，俾有效控管投融資部位之轉型風險。 

此外，本行已規畫將碳排放量及碳足跡(排放強度)相關資料導入資訊系統，作為評估

投融資轉型風險之重要依據。另將參考國內外研究機構之方法論或藉由專業顧問協

助，逐步發展氣候風險評分工具，作為投融資徵審流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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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行投融資(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方法論、盤查流程及盤查結果 

為使本行氣候風險管理有穩固之基礎，本行聘請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服務有限公司

(Formosa Climate Smart Service Limited，FCS)協助本行導入 PCAF 方法論，建立投

融資部位(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流程及進行減碳路徑之初步規劃。 

本行依據 PCAF 於 2022 年 12 月公布之方法論8，分別就上市櫃公司股票及債券、商

業貸款及非上市櫃公司股權、專案融資、商業不動產、個人房貸、主權債務等六種

資產類別，針對本行 2022 年底國內外投融資部位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盤查結果詳次

頁)，計算之一般原則如下所示。 
 

PCAF 方法論下各資產類別之定義 

資產類別 定義 

上市櫃公司

股票及債券 

包括在市場上交易並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內的所有上市櫃公司債

券及上市櫃股票。 

商業貸款及 

非上市櫃公

司股權 

商業貸款包括：對企業之一般貸款(不含專案融資、商業不動產)。非

上市櫃股權包括：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內對企業、非營利組織的

股權投資。 

專案融資 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內具特定目的專案之所有貸款。 

商業不動產 用於特定商業目的之表內貸款(即商業房地產的購買和再融資)。 

個人房貸 個人住宅之購買及再融資。(僅用於住宅目的不動產) 

汽車貸款 
為汽車(含汽機車、商用卡車、巴士、挖礦及營建等運輸工具)提供融

資之表內貸款。 

主權債務 主權債券及主權貸款。 

                                                      
8 PCAF 方法論係 GHG Protocal(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認可之方法，相關文件可自 

  https:// 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en/standard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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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投融資部位(範疇三第 15 類)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基準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股權投資 債券投資 主權債務 商業貸款 個人房貸 商業不動產 專案融資 合計 

投融資餘額 

（新臺幣百萬元） 
39,380 307,925 110,379 1,475,894 382,333 48,912 4,746 2,369,569 

投融資餘額 

占比 
1.66% 12.99% 4.66% 62.29% 16.14% 2.06% 0.20% 100.00% 

投融資碳排放量 

(公噸） 
322,187 1,813,062 868,037 5,355,772 90,969 96,442 3,453 8,549,922 

投融資碳排放量 

占比 
3.77% 21.21% 10.15% 62.64% 1.06% 1.13% 0.04% 100.00% 

碳足跡 

(公噸/新臺幣百萬元) 
8.18 5.89 7.86 3.63 0.24 1.97 0.73 3.61 

資料品質 2.52 2.19 1.00 3.62 4.00 4.00 3.00 3.36 

註 1.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行(含國內外營業單位及子行)放款總額為新臺幣 2,111,263 百萬元。 

註 2. 2022 年底本行並無消費者汽車貸款餘額，另企金放款案件中資金用途單純作為購買汽機車、商用卡車、巴士、挖礦及營建運具等之用者極少，故

上表未揭露「汽車貸款」此一資產類別。 

註 3.上表股權投資、債券投資、主權債務等三項餘額合計新臺幣 457,684 百萬元，約占 2022 年底本行銀行簿投資部位之 85.5%。本次碳盤查之範圍並

未包括「MBS」、「CMO」、「基金」，致投資部位之盤查覆蓋率(85.5%)未達 100%，主要係因 PCAF 已發布之方法論尚未涵蓋所有資產類別。 

註 4.上表商業貸款、個人房貸、商業不動產、專案融資等四項餘額合計新臺幣 1,911,885 百萬元，約占 2022 年底本行放款總額(新臺幣 2,111,263 百萬

元)之 90.6%。本次碳盤查之範圍並未包括本行 2022 年底之「個人非房貸」放款部位，致融資部分之盤查覆蓋率(90.6%)未達 100%，主要係因 PCAF

已發布之方法論尚未涵蓋所有資產類別。 

註 5.金管會於 2022 年 3 月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分階段推動全體上市櫃公司於 2027 年完成溫室氣體盤查，2029 年完成溫室氣體盤查

之確信。未來隨著上市櫃公司完成盤查、確信及揭露之家數增加，資料品質將日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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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融資組合減碳路徑之初步規劃 

本行聘請 FCS 顧問公司協助進行減碳路徑之初步規劃，已草擬下列三個方案作為

本行未來制定減碳目標之參考。此外，母公司兆豐金控亦聘請顧問協助集團建立科

學基礎減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預計 2024 年完成，本行將配合集團整體減

碳規劃辦理。 

方案一、先側重高碳排產業減碳 

(1)於 2030 前，高碳排產業每

年減碳 7.7%，碳足跡並於

2030 降至與一般產業相同

水準。 

(2)之後，所有產業以相同速度

減碳，每年減碳 2.5%，2050

時一同達成淨零目標。 

 

方案二、依循國家政策減碳 

(1)依循經濟部公布之國家電

力排碳係數推估本行投融

資組合之減碳路徑，截至

2030，本行投融資組合碳排

量約可降低 17.65%。 

(2)剩餘的碳排放量若平均分

配，2031〜2050 需每年減少

4.11%。 

 

方案三、SBTi部門脫碳法 

(1)至 2030 止，發電部門排放

強度較基準年減少 50%；整

體投融資組合減碳 23.53%。 

(2)剩餘的碳排放量若平均分

配，2031〜2050 需每年減碳

3.82%。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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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風險管理之整合情形 

1.如何將氣候風險相關控管機制納入整體風管制度 

考量氣候風險為信用、市場、作業…等各類風險之驅動因子，本行對氣候風險之重

視程度與各類風險相同，並逐步將氣候風險之辨識、評估、管理等相關機制整合至

本行整體風管制度中，例如： 

(1)信用風險管理 

本行已將氣候風險納入投融資之徵審及管理流程中，將投融資對象依信用風險及

ESG 風險高低進行差異化管理，並已訂定去碳化政策及產業政策，屬「禁止承作

產業/對象」者不予承作，對高風險產業/對象則逐步撤資或限制承作，或加強貸

後管理，如知悉授信對象未有效管理自身 ESG 風險時即採取風險抵減措施。 

(2)市場風險管理 

正逐步建立管理機制，將 ESG 及氣候風險納入交易前投資評估及投資後管理機

制，並持續監控氣候風險對現有之市場風險部位以及未來投資之影響。 

(3)作業風險管理 

考量氣候風險事件對本行日常運作可能產生之影響，本行已將實體風險納入災害

(危機)應變、資訊系統管理、資訊安全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其他與作業風險相

關之管理流程中。 

(4)其他風險 

長期而言，氣候風險可能影響本行之營運及業務消長，故本行亦採取必要的策略

調整以掌握潛在機會，確保本行良好聲譽。 

2.氣候風險相關管理職責之分配 

為審慎管理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本行依三道防線模式將氣候風

險相關控管機制整合至全行風險管理架構，建立妥適的政策與管理流程，並逐步落

實執行。相關單位之職責摘要如下： 

(1)總處管理單位(第二道防線) 

 統籌規劃本行氣候風險管理機制，逐步將氣候風險納入整體風險控管制度。擬

訂氣候風險重要規章，包括氣候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管理，作為各業務主政單

位訂定作業規範之依據。 

 增修徵信作業規範，將投融資對象之氣候風險相關資料之蒐集、建檔等導入徵

信作業流程，供執行徵信作業之相關單位遵循。辦理企金授信、投資對象之徵

信調查、財務評估(覆審)及產業調查等徵信作業時，妥適考量氣候風險。 

 增修授信作業規範，將氣候風險導入授信評估、審查、覆審、客戶異常狀況通

報及擔保品管理。針對高氣候風險產業相關授信對象，擬訂加強審查措施。 

 執行擔保品估價作業時，查詢擔保品是否座落於國內高氣候風險與災害影響區

域；並針對座落於國內高氣候風險與災害影響區域之擔保品進行相關資料之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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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統計。 

 將氣候風險納入投資評估分析及決策流程之考量，善盡投資管理之責。針對高

氣候風險之投資案件，進行加強審查措施及監控流程。 

 執行氣候風險情境分析。 

 範疇一、範疇二、範疇三溫室氣體之盤查、統計與陳報。 

 定期監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執行情形並彙總陳報相關單位。 

 定期將氣候風險相關重要議題彙總陳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2)營業單位(第一道防線) 

 落實執行總處所定之節能減碳相關政策以及天然災害危機緊急應變對策。 

 瞭解本行客戶其上下游合作廠商是否對氣候變遷及減碳等議題有相關要求，並

瞭解本行客戶是否已對氣候變遷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及策略調整，俾積極掌握

客戶之風險。 

 就其現有暴險部位及未來暴險部位，於敘作前及敘做後評估氣候風險對其暴險

部位之影響。 

(3)稽核處(第三道防線) 

 針對氣候風險管理機制及相關規範，評估總處各業務主政單位、營業單位之落

實情形並提供改善建議。對於查核所發現之缺失或異常事項，揭露於查核報告

並持續追蹤，以確保本行風險管理制度之有效性。 

3.投融資部位之風險減緩機制及措施 

(1)支持企業採行風險減緩措施 

為支持企業採行風險減緩措施，本行提供資本支出貸款協助企業降低實體風險，

並提供設備貸款協助企業改善製程降低轉型風險。另針對已擬具轉型計畫之高碳

排企業提供低碳轉型資金，協助企業實現轉型計畫。 

(2)投融資業務所採取之風險減緩措施(如拒絕承作政策、承作目標等) 

為減緩氣候變遷所引發的信用風險衝擊，本行已將氣候相關資訊導入擔保品管理

系統作為評估擔保品安全性之參考；並於授信契約條款中約定，當擔保品滅失、

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得減少授信額度、縮短借款期限或主張債務提前到

期。 

本行已訂定政策，明確規範屬「禁止承作產業/對象」者不予承作，對「高風險產

業/對象」則逐步撤資或限制承作。另本行將遵循母公司兆豐金控之去碳化策略，

不再新增僅開採煤炭礦業及非傳統油氣業公司之投融資、不再新增燃煤發電占比

大於 50%之電廠投資、不再新增燃煤電廠之專案融資，於 2040 年前全面退出燃

煤電廠投融資。此外，本行亦訂定綠色投融資承做目標，以降低本行投融資組合

之轉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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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承做案件之環境風險評估機制 

本行已針對新承做案件訂定環境風險評估機制，請參閱前述 ESG 風險辨識評估

架構及流程乙節。(詳第 33 頁) 

(4)積極與客戶議合 

研擬有效之議合執行策略積極與客戶議合，將永續指標納入投資及授信條件，並

促請投融資對象簽署永續發展宣言，持續舉辦 ESG 講座，引導客戶進行永續轉

型。 

4.碳排量之抵減工具 

(1)目前本行並未利用碳權交易作為投融資碳排量之抵減工具，未來金融機構若依規

可利用碳權交易抵減碳排量時，本行將研議可行之抵減措施。 

(2)碳核算金融聯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 於 2022 年

12 月公布，金融機構可透過三種方式執行「碳移除(Emission Removals)」。另依

PCAF 方法論，金融機構可透過對〝組織邊界內有碳移除的公司(如：林業公司)

與專案、或有購買與註銷碳移除額度之公司與專案〞進行投融資，以取得可納入

計算之財務碳移除量；惟只適用上市櫃公司股票及債券、商業貸款及非上市櫃公

司股權、專案融資等三個資產類別。 

(3)未來本行進行投融資案件評估時，除考量投融資對象之碳排量及碳足跡之外，亦

將考量其碳移除量，並於揭露時將本行可認列之碳移除量彙總後分開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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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相關指標與目標 

(一)氣候目標 

兆豐銀行遵循母公司兆豐金控所定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及相關政策，積極採取各項措

施，以達成 2030 年減量 25%及 2050 年淨零排放之目標。 

類
別 

項目 短中長期目標 
2022 年 
達成情形 

相關措施 

氣

候

風

險 

溫室氣體 

排放量 

(範疇 1+2) 

以 2020 年為基準 

未達成 

(註 1) 

定期追蹤目標達成情

形，落實執行各項節能

省電方案。 

 2023 年減量 7.5%。 

 2030 年減量 25%。 

 2050 年達淨零排放。 

水資源 

以 2020 年為基準 
已達成 

(註 2) 

宣導正確用水觀念並使

用具節水標章之省水器

具。 

 2023 年減量 1.5% (相當於減少0.87 t CO2e) 

 2030 年減量 5% (相當於減少 2.9 t CO2e) 

再生能源 

 2025 年總部使用 60%以上綠電。 

 2030 年國內自有營運據點 100%使用再

生能源。 

 2050 年全球營運據點 100%使用再生能

源。 

2023 年 

首次訂

定目標 

尋找多元的再生能源供

應管道。 

投融資組合 

去碳化 

 不再新增僅開採煤炭礦業及非傳統油

氣業之投融資。 

 不再新增燃煤發電占比大於50%之電廠投資。 

 不再新增燃煤電廠之專案融資。 

 2040 年全面退出燃煤電廠投融資。 

2023 年 

承諾 

確實執行母公司兆豐金

控董事會核定之去碳化

策略。 

氣

候

機

會 

綠色融資 

(綠能科技產業) 

 2023 年放款餘額新臺幣 833 億元。 

 2025 年放款餘額新臺幣 875 億元。 

已達成 

(註 2) 

積極推展綠能科技及循

環經濟相關產業貸款。 

綠色融資 

(個人) 

 2023 年累積撥款金額增加新臺幣16億元。 

 2025 年累積撥款金額 71.12 億元。 

已達成 

(註 2) 

積極推動綠建築、電動

車、綠企業員工信貸等

消費性貸款。 

永續績效 

連結授信 

 2025 年底餘額新臺幣 640 億元。 

 2028 年底餘額占國內企金總授信餘額

10%。 

已達成 

(註 2) 

鼓勵高碳排客戶設定並

達成減碳相關之永續目

標，並於其目標達成時

給予利費率優惠，以協

助客戶實現淨零轉型。 

綠色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 

 2023 年投資總額新臺幣 34.64 億元。 

 2025 年投資總額新臺幣 38.97 億元。 

已達成 

(註 2) 

積極尋找循環經濟、綠

能科技等相關產業投資

機會。 

永續發展債券 

投資、發行 

 2023 年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25 億元，發

行餘額達新臺幣 20 億元。 

 2025年新增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25億元。 

 2025 年底發行餘額達新臺幣 30 億元。 

已達成 

(註 2) 

持續投資、發行永續發

展債券，協助企業取得

投入永續發展之營運資

金。 

註 1：2022 年較基準年(2020 年)減量 3.42%，未達原定目標(5%），係因基準年(2020 年)盤查範圍

僅包括國內據點，2021、2022 年盤查範圍已逐步擴大至海外營業單位。 

註 2：2022 年已達成，實際數據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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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指標 

為妥善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本行定期監控各項氣候指標數值之變動，並定期

陳報本行 ESG 執行小組、兆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董事會，以確保各項溫室氣體

減量計畫及相關政策之落實執行。 

類

別 
項目 單位 2020 2021 2022 

氣

候

風

險 

溫室氣體排放量 

（範疇 1+2）註 1 
tCO2e 14,577 14,402 14,078 

投融資組合碳排放量 

(範疇3第15類)
註 2 

tCO2e - 8,682,221 8,549,922 

投融資組合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 

tCO2e 
/ NT million 

invested 
- 3.78 3.61 

投融資組合加權平均

碳強度 WACI
註 3 

tCO2e 
/ NT million 

revenue 
- 11.36 10.86 

Loan Exposure to 

Carbon-related Asset
註 4 

% 2.95 2.87 3.54 

水資源 
百萬公升 144.875 127.921 127.103 

較2020年增減比率 - (-11.70%) (-12.27%) 

氣

候

機

會 

綠色融資 

(綠能科技產業) 
新臺幣億元 711.94 812.47 964.09 

綠色融資 

(個人) 
新臺幣億元 19.04 86.60 189.77 

永續績效 

連結授信 
新臺幣億元 - 21.77 319.99 

綠色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 
新臺幣億元 22.48 22.44 49.08 

永續發展債券 

投資及發行總額 
新臺幣億元 30.00 35.80 87.72 

註 1：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 1+2），2020 年外部查證單位為 BSI 英國標準協會臺灣

分公司，2021 年及 2022 年外部查證單位為 SGS 臺灣檢驗科技公司。 

註 2：本行依據碳核算金融聯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

之溫室氣體盤查方法論進行盤查。 

註 3：「投融資組合加權平均碳強度」(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 WACI)係

TCFD 建議揭露指標項目之一，因該比率分母為投融資對象之營收，故僅涵蓋

股權投資、債券投資、商業貸款。 

註 4：參酌 TCFD 指引之相關規範，上表「Carbon-related Asset」包含：石油及煤製

品製造業、電力供應業、化學原材料製造業、塑膠原料製造業、水泥製造業、

鋼鐵冶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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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TCFD 建議揭露項目與本報告揭露項目參考對照表 

面向 
揭露
項目 

一般行業指引 
本行報告 

對應頁碼 

治理 

a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P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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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6 

P39 

策略 

a 描述組織所面臨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P7〜P14 

b 描述組織在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所受之衝擊。 P15〜P22 

c 
描述在不同氣候情境（包括 2°C 或更嚴苛的情境）下，組織

在策略上的韌性。 

P23〜P32 

風險

管理 

a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辨識評估流程。 
P33〜P34 

P12 

b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P35〜P38 

c 
描述如何將氣候風險的辨識、評估和管理流程整合至整體風

險管理制度。 

P39〜P41 

指標 

與 

目標 

a 
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時所使用的指標。 

P43 

b 
揭露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與相關風

險。 

P43 

P36〜P37 

c 
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時所使用的目標，以及

落實該目標的表現。 

P42〜P43 

 

面向 
揭露
項目 

銀行業附加指引 
本行報告 

對應頁碼 

策略 a 
銀行應揭露對碳相關資產的信用暴險集中情形。此外，銀行

宜揭露放款及其他業務活動之氣候風險(實體及轉型)。 

P17〜P22 

風險

管理 
a 

銀行應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傳統銀行業風險(如信用風險、市

場風險、作業風險、流動性風險)之連結性。並宜描述所使用

之風險分類架構。 

P12 

P33〜P34 

指標 

與 

目標 

a 

 

銀行應提供用以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對

放款及其他業務所造成之短、中、長期影響之指標。 

銀行應提供碳相關資產(Carbon-related Asset)之金額及占比，

並提供氣候機會相關投融資之金額。 

P43 

b 

銀行應在資料及方法論允許之情況下，依 PCAF 方法論(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計算投融資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進行揭露。 

P43 

P3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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