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应全球气候变迁趋势，以及让利害关系人了解因应作为，富乔工业参考金融

稳定委员会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建议书(TCFD)架构，揭露因应气候变迁的

治理、策略、风险管理及指针和目标。 

治理 

富乔工业董事会为气候相关风险与机会管理的最高治理单位，负责审查与监督

策略发展与政策拟订，遵循政府减碳计划，订定减碳目标与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信息。将气候变迁的可能冲击，纳入整体营运考虑，预估风险及影响程度，并

建立应变机制，且在调适气候变迁时，思考公司的竞争力掌握商机。 

公司治理单位统筹搜集气候变迁议题与资料，邀集相关部门参与讨论评估判断

气候变迁机会对于未来的市场机会与公司营运状况的影响程度，以及如何因应

可能发生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减缓与措施。 

策略、风险管理 

面对因温室效应引发之气候变迁现象，频繁的天灾皆有可能造成厂区断电或停

水，将造成营收减少、营运成本增加与资产价值降低等潜在财务影响。为减少

对营运面之冲击，根据法规、实体与经济三个面向，参考 TCFD指引，全球风

险评估报告，台湾地区气候变迁研究报告对于 2050年的预估情况，并考虑所

营运市场的实际情况后，鉴别分析出下列风险类型： 

风险类型 项目 风险 机率 冲击 机会 因应策略 

法规面 

(转型风险) 

配合欧盟碳边

境调整机制

（CBAM）修

正相关法令制

度 

1. 提高温室气体

排放定价 

2. 强化排放量报

导义务 

3. 诉讼风险 

4. 营运成本增

加、管理费用

增加、再生能

源供不应求、

设备投资提

短期 高 ◼ 促进绿能产业

发展提升企业节

能 

◼ 加速企业减碳

且争取碳权额度 

◼ 减缓产能扩

张，藉此改善产

业体质 

◼ 导入内部碳定

价，针对温室气

体排放加收碳费 

◼ 与政府针对政策

进行沟通让制度

公平合理 

◼ 设定再生能源目

标及关注再生电

力凭证制度 

◼ 每年进行温室起



高、产能受限 体排放，订定减

碳目标 

实体面 

(实体风险) 

极端气候造成

停工影响 

灾害发生机率、

影响生产及营运

与防灾相关成本 

中、长

期 

中、高 ◼ 针对极端气候

提升企业生产竞

争力 

◼ 提升厂址防护

能力 

◼ 建立紧急应变程

序，减少人员及

财物损失 

◼ 节约用水及导入

气侯调适作为如

建置回收水系统 

◼ 针对极端气候发

展企业营运计划 

海平面上升 

平均温度提升 

霾害 

经济面 

(转型风险) 

商誉 影响销售 中期 低 ◼ 积极碳管理满

足客户要求 

◼ 减缓产能扩

张，藉此改善产

业体质 

◼ 提高低碳能源及

低碳制程 

◼ 提高使用再生能

源比例 

◼ 建立与利害关系

人对话管道 

供应链减碳要

求 

减碳不佳影响客

户转向或提前终

止合作 

中期 中 

碳税造成原物

料成本增加 

价格提高利润减

少 

中期 中 

转型风险：因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市场复杂化和影响，需透过供需结构改变进行调节，调节方法

包括政策、法律、技术和市场变化，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迁的需求。 

实体风险：长期性气候变迁和立即性极端天气灾害带来的实际风险，对产业可能造成直接性冲击和

供应链中断等影响。 

评估原则说明： 

 急迫性 发生机率 冲击程度 各项风险与机会评估结果与处理原则 

1 短期(1-3年) 

高  高  列为短期必须处理的风险，并透过各部门做为进行管

控 

中  中  评估未来发展情况再决定如何处理 

低 低 暂时不处理 

2 中长期(3-10年) 

高 高 视发生机率与冲击程度进行评估，考虑是否与短期风

险管理相吻合。 

中  中  评估未来发展情况再决定如何处理 

低  低  暂时不处理 

冲击：高度冲击表示带来大幅度的财务成本支出或资本支出；中度冲击表示带来中等财务成本支出

或资本支出；低度冲击表示带来些许财务成本或资本支出。 

机率：短期表示三年内频繁发生、中期表示三至五年至少发生一次或可能发生、长期表示五年后可

能发生。 

TCFD风险冲击评估可能带来的财务冲击说明 

 风险类别 对富乔工业的影响 后续财务计算需求 

1 转型风险:  

原物料成本增加 

 

因为气候变迁导致原物料供应出现

短缺，原物料供不应求，进而导致

采购成本上升。最后导致制造成本

上升。 

(1)可能受影响的原物料品项与影

响幅度；(2)受影响产品与范围 

(3)影响起始时间 

2 转型风险: 环保意识抬头，市场对于节能减碳的 (1)持续营运规划成本 



供应链减碳要求 产品会更关注，研发部门需投入更多

资源研究，导致营运成本增加。 

(2)替代方案成本 

3 实体风险: 

飓风，洪水等极端天

气事件严重程度增加 

极端气候导致飓风或骤雨等机率增

加，可能造成厂区或附近小区淹水，

厂区对外运输受到阻碍，导致停工、

收入减少或成本上升。 

(1)持续营运规划成本 

(2)替代方案成本 

４ 转型风险: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修正相关

法令制度 

全球已经确定净零排放目标，COP27

之后，预计 2025年全球达碳达峰，

相关法令对于减碳要求将越来越高，

导致必须采取更多低碳技术转型的发

展，整体改善技术导致成本上升。 

(1)低碳技术导致整体成本上升 

(2)设备更新导致整体成本上升 

 

为了进一步评估组织韧性，考虑了以下三种情境，来评估可能的减碳策略:  

⚫ BAU (business as usual)：表示最糟情境，不做任何改变 

⚫ 2℃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所发展的

全球升温 2℃内之模拟情境 

⚫ 1.5℃：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所发展的

全球升温 1.5℃内之模拟情境。为最积极的减碳目标，表示将寻求更积极

的减碳做法。因积极布局低碳转型故于初期将投入较高的转型成本，但拥

有最高及长期的竞争优势。需要付出比 2℃更多更快的努力，目标是 2050

年净零排放。 

⚫  

风险/

机会 

描述 不同情境之风险与机会评估 

2℃ 1.5℃ 对富乔工业的意涵 

风险 原物料成本上涨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变化可能不大 

风险 飓风，洪水等极端天气事

件严重程度增加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变化可能不大 

风险 海平面上升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变化可能不大 

机会 加速企业减碳，争取碳权

额度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当气候行动脚步更大时，成本会增

加，但长期会带来更多收益。 

机会 减缓产能扩张，改善企业

体质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变化可能不大 

机会 促进绿能产业发展，提升

企业节能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当气候改变加速时，成本会增加，但

长期会带来更多收益。 

*影响幅度说明: +++影响幅度高，++影响中等；+影响幅度小 

指针与目标



富乔工业自 2014年起即依据环保法令进行母公司温室气体盘查与查证作业，

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公司治理时程，将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管制，并将采

取每年进行风险评估，针对目前鉴别出的气候相关风险与机会进行管理，将结

果揭露于永续报告书。 

富乔工业于能源管理及温室气体管理上，利用 ISO 14064-1温室气体排放管理

系统，范畴以公司各工厂(斗六厂和虎尾厂)每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并委

托取得环保署认可合格温室气体机构完成年度查证，藉此了解厂内温室气体排

放源及排放量信息，掌握排放现况，作为建构温室气体减量能力及厂内排放量

管理工作之基础。 

2023年各厂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表:  

范畴 1(直接排放):包含固定排放、制程排放、移动排放、逸散排放 

范畴 2(间接排放):外购电力 

最近两年度产品排放密集度 

 斗六厂(布制程) 斗六厂(纱制程) 虎尾厂(纱制程) 

                  单位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总排放量 公吨-CO2e 23,860 19,574 63,105 38,426 83,442 76,784 

产品总量 公吨 7,379 5,052 25,144 16,145 39,855 29,055 

产品密集

度 

每单位产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公吨 
3.23 3.87 2.51 2.38 2.09 2.64 

历年温室气体排放情形 

各厂温室气体范畴别及范畴一排放型式排放量统计表 

厂

别 
 

范畴一 

(直接排放) 

范畴二 

(间接排放) 
排放量总计 

斗 

六 

厂 

排放当量 

(公吨 CO2e/年) 
28,555 46,019 74,574 

气体别占比(％) 38.30% 61.70% 100% 

虎 

尾 

厂 

排放当量 

(公吨 CO2e/年) 
37,640 39,144 76,784 

气体别占比(％) 49.02% 50.98% 100% 

各厂温室气体排放量统计表 

厂 

别 
 CO2 CH4 N2O HFCs 总排放当量 

斗

六

厂 

排放当量 

(公吨 CO2e/年) 
73,395 1,144 33 1.7 74,573.7 

气体别占比(％) 98.42% 1.53% 0.04% 0.00% 100 % 

虎

尾

厂 

排放当量 

(公吨 CO2e/年) 
75,376 1,392 16 0 76,784 

气体别占比(％) 98.17% 1.81% 0.02% 0.00% 100% 



 

温室气体减碳目标与相关措施 

(一) 减量目标： 

依据温室气体盘查之结果，得知本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供现为电力使用

及制程燃料使用所产生温室气体占了整体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大部分，故目前

公司将从能源管理、制程改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强化产业竞争力，预

计减量目标约 2~5%。 

(二)减碳措施： 

   1.制程改善: 

斗六厂于 109年新建纯氧系统，导入纯氧燃烧制程，将原制程使用一般空

气助燃将改为纯氧助燃，因纯氧助燃将会大幅提高火焰温度，藉由使用纯

氧，更多的热会被产品吸收，并且燃烧制程变得更具效率及减少整体燃料

使用，2023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9,634公吨(CO2e/年)。  

      2.电力改善 

虎尾厂于 2021年底完成建置太阳能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约 1,854KW，

2023年度实际产生度数为 2,331.6(千度/年)，依据 2023年公告系数

(0.494公斤 CO2e/度)计算，2023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1,152公吨

(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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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年度温室气体盘查及确信情形 

温室气体盘查信息 

  数据涵盖范围 总排放量 (公吨 CO2e)  密集度 (公吨 CO2e/百万元) 

范畴一 母公司 

(斗六厂与虎尾厂) 

111年度 75,818.71 111年度 18.45 

112年度 66,195 112年度 22.99 

范畴二 母公司 

(斗六厂与虎尾厂) 

111年度 97,114.35 111年度 23.63 

112年度 85,613 112年度 29.38 

 

温室气体确信信息 

斗六虎尾两厂温室气体盘查委由艾法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ISO14064-

3:2006及行政院环保署现行规定执行查验，未违反实质性规限制，符合行政院

环保署认可之合理保证等级。2023年度两厂查验声明如下图： 



 

为了减少制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并符合环保署所规定之排放标准，除设置

排烟脱硫设备与袋式集尘处理设施外，亦落实空气污染预防之操作规范，且依

设备特性施行定期保养及维护，由权责部门定期巡检。 

最近两年度各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如下表： 

污染物种类 单位 
斗六厂 虎尾厂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粒状污染物 

公吨 

2.103 1.967 1.265 1.011 

硫氧化物 13.475 6.312 33.302 19.833 

氮氧化物 54.896 42.018 11.494 18.771 

挥发性有机物 12.809 76.341 0.003 60.012 

※依据烟道定期检测与空污费计算方式推估，定期检测结果均低于环保署订定之排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