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以及讓利害關係人了解因應作為，富喬工業參考金融穩

定委員會發佈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CFD)架構，揭露因應氣候變遷的治

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和目標。 

治理 

富喬工業董事會為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的最高治理單位，負責審查與監督策

略發展與政策擬訂，遵循政府減碳計畫，訂定減碳目標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資

訊。將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納入整體營運考量，預估風險及影響程度，並建立

應變機制，且在調適氣候變遷時，思考公司的競爭力掌握商機。 

公司治理單位統籌蒐集氣候變遷議題與資料，邀集相關部門參與討論評估判斷氣

候變遷機會對於未來的市場機會與公司營運狀況的影響程度，以及如何因應可能

發生的風險並採取適當的減緩與措施。 

策略、風險管理 

面對因溫室效應引發之氣候變遷現象，頻繁的天災皆有可能造成廠區斷電或停

水，將造成營收減少、營運成本增加與資產價值降低等潛在財務影響。為減少對

營運面之衝擊，根據法規、實體與經濟三個面向，參考 TCFD 指引，全球風險評

估報告，台灣地區氣候變遷研究報告對於 2050 年的預估情況，並考量所營運市

場的實際情況後，鑑別分析出下列風險類型： 

風險類型 項目 風險 機率 衝擊 機會 因應策略 

法規面 

(轉型風險) 

配合歐盟碳邊

境調整機制

（CBAM）修

正相關法令制

度 

1. 提高溫室氣體

排放定價 

2. 強化排放量報

導義務 

3. 訴訟風險 

4. 營運成本增

加、管理費用

增加、再生能

源供不應求、

設備投資提

高、產能受限 

短期 高  促進綠能產業發

展提升企業節能 

 加速企業減碳且

爭取碳權額度 

 減緩產能擴張，

藉此改善產業體

質 

 導入內部碳定

價，針對溫室氣

體排放加收碳費 

 與政府針對政策

進行溝通讓制度

公平合理 

 設定再生能源目

標及關注再生電

力憑證制度 

 每年進行溫室起

體排放，訂定減



碳目標 

實體面 

(實體風險) 

極端氣候造成

停工影響 

災害發生機率、

影響生產及營運

與防災相關成本 

中、長

期 

中、高  針對極端氣候提

升企業生產競爭

力 

 提升廠址防護能

力 

 建立緊急應變程

序，減少人員及

財物損失 

 節約用水及導入

氣侯調適作為如

建置回收水系統 

 針對極端氣候發

展企業營運計畫 

海平面上升 

平均溫度提升 

霾害 

經濟面 

(轉型風險) 

商譽 影響銷售 中期 低  積極碳管理滿足

客戶要求 

 減緩產能擴張，

藉此改善產業體

質 

 提高低碳能源及

低碳製程 

 提高使用再生能

源比例 

 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對話管道 

供應鏈減碳要

求 

減碳不佳影響客

戶轉向或提前終

止合作 

中期 中 

碳稅造成原物

料成本增加 

價格提高利潤減

少 

中期 中 

轉型風險：因應氣候變化造成的市場複雜化和影響，需透過供需結構改變進行調節，調節方法包括政

策、法律、技術和市場變化，以緩解和適應氣候變遷的需求。 

實體風險：長期性氣候變遷和立即性極端天氣災害帶來的實際風險，對產業可能造成直接性衝擊和供應鏈中斷

等影響。 

評估原則說明： 

 急迫性 發生機率 衝擊程度 各項風險與機會評估結果與處理原則 

1 短期(1-3 年) 

高  高  列為短期必須處理的風險，並透過各部門做為進行管

控 

中  中  評估未來發展情況再決定如何處理 

低 低 暫時不處理 

2 中長期(3-10 年) 

高 高 視發生機率與衝擊程度進行評估，考量是否與短期風

險管理相吻合。 

中  中  評估未來發展情況再決定如何處理 

低  低  暫時不處理 

衝擊：高度衝擊表示帶來大幅度的財務成本支出或資本支出；中度衝擊表示帶來中等財務成本支出或資本支

出；低度衝擊表示帶來些許財務成本或資本支出。 

機率：短期表示三年內頻繁發生、中期表示三至五年至少發生一次或可能發生、長期表示五年後可能發生。 

TCFD 風險衝擊評估可能帶來的財務衝擊說明 

 風險類別 對富喬工業的影響 後續財務計算需求 

1 轉型風險:  

原物料成本增加 

 

因為氣候變遷導致原物料供應出現

短缺，原物料供不應求，進而導致

採購成本上升。最後導致製造成本

上升。 

(1)可能受影響的原物料品項與影

響幅度；(2)受影響產品與範圍 

(3)影響起始時間 

2 轉型風險: 

供應鏈減碳要求 

環保意識抬頭，市場對於節能減碳的

產品會更關注，研發部門需投入更多

資源研究，導致營運成本增加。 

(1)持續營運規劃成本 

(2)替代方案成本 

3 實體風險: 極端氣候導致颶風或驟雨等機率增 (1)持續營運規劃成本 



颶風，洪水等極端天

氣事件嚴重程度增加 

加，可能造成廠區或附近社區淹水，

廠區對外運輸受到阻礙，導致停工、

收入減少或成本上升。 

(2)替代方案成本 

４ 轉型風險: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修正相關

法令制度 

全球已經確定淨零排放目標，COP27

之後，預計 2025 年全球達碳達峰，

相關法令對於減碳要求將越來越高，

導致必須採取更多低碳技術轉型的發

展，整體改善技術導致成本上升。 

(1)低碳技術導致整體成本上升 

(2)設備更新導致整體成本上升 

 

為了進一步評估組織韌性，富喬工業考量了以下三種情境，來評估可能的減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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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所發展的全球升溫 2℃內之模擬情

境 

 1.5℃：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所發展的全球升溫 1.5℃內之模擬

情境。為最積極的減碳目標，表示將尋求更積極的減碳做法。因積極布局低碳轉型故於初期將投入

較高的轉型成本，但擁有最高及長期的競爭優勢。需要付出比 2℃更多更快的努力，目標是 2050

年淨零排放。 

 

風險/

機會 

描述 不同情境之風險與機會評估 

2℃ 1.5℃ 對富喬工業的意涵 

風險 原物料成本上漲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變化可能不大 

風險 颶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

件嚴重程度增加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變化可能不大 

風險 海平面上升 成本上升: ++ 成本上升: + 不同情境下成本上升的變化可能不大 

機會 加速企業減碳，爭取碳權

額度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當氣候行動腳步更大時，成本會增

加，但長期會帶來更多收益。 

機會 減緩產能擴張，改善企業

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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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可能不大 

機會 促進綠能產業發展，提升

企業節能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成本上升: ++ 

收入增加 ++ 

當氣候改變加速時，成本會增加，但

長期會帶來更多收益。 

*影響幅度說明: +++影響幅度高，++影響中等；+影響幅度小 

指標與目標

富喬工業自 2014 年起即依據環保法令進行母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作業，未

來將配合主管機關公司治理時程，將子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管制，並將採取每

年進行風險評估，針對目前鑑別出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進行管理，將結果揭露

於永續報告書。 

富喬工業於能源管理及溫室氣體管理上，利用 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系統，範疇以公司各工廠(斗六廠和虎尾廠)每年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並委託



取得環保署認可合格溫室氣體機構完成年度查證，藉此了解廠內溫室氣體排放源

及排放量資訊，掌握排放現況，作為建構溫室氣體減量能力及廠內排放量管理工

作之基礎。 

 

2021 年各廠區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表: 

範疇 1(直接排放):包含固定排放、製程排放、移動排放、逸散排放 

範疇 2(間接排放):外購電力 

最近兩年度產品排放密集度 

歷年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196,134 206,387 208,857 204,627 216,288 
203,386 

158,039 
175,465 

114,060 118,513 120,732 123,529 125,150 
112,943 

77,522 93,155 82,075 87,873 88,124 81,098 91,137 90,444 
80,517 

82,310 

 20,000

 60,000

 100,000

 140,000

 180,000

 220,000

 260,0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公
噸

C
O

2
e
/年

年份

總公司和各廠-溫室氣體排放 公司 斗六廠 虎尾廠

各廠溫室氣體範疇別及範疇一排放型式排放量統計表 

廠

別 

 

範疇一 

(直接排放) 

範疇二 

(間接排放) 

排放量總計 

斗 

六 

廠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35,938 57,216 93,154 

氣體別占比(％) 38.58% 61.42% 100% 

虎 

尾 

廠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38,752 43,557 82,310 

氣體別占比(％) 47.08% 52.92% 100% 

各廠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廠 

別 

 CO2 CH4 N2O HFCs 總排放當量 

斗

六

廠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92,007 1,098 48 1 93,154 

氣體別占比(％) 98.77% 1.18% 0.05% 0.00% 100 % 

虎

尾

廠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80,918. 1,374 18 0 82,310 

氣體別占比(％) 98.31% 1.67% 0.02% 0.00% 100% 

 

 

單位 

斗六廠(布製程) 斗六廠(紗製程) 虎尾廠(紗製程) 

109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總排放量 公噸-CO2e 25,450 30,066 52,714 63,089 80,517 82,310 

產品總量 公噸 11,105 11,593 19,760 29,433 31333 32262 

產品密集度 
每單位產量的二氧

化碳排放公噸 
2.29 2.59 2.67 2.14 2.57 2.55 



溫室氣體減碳目標與相關措施 

(一) 減量目標： 

依據溫室氣體盤查之結果，得知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供現為電力使用

及製程燃料使用所產生溫室氣體佔了整體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大部分，故目前

公司將從能源管理、製程改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進而強化產業競爭力，預

計減量目標約 2%。 

(二)減碳措施： 

   1.製程改善: 

斗六廠於 109 年新建純氧系統，導入純氧燃燒製程，將原製程使用一般空氣

助燃將改為純氧助燃，因純氧助燃將會大幅提高火焰溫度，藉由使用純氧，

更多的熱會被產品吸收，並且燃燒製程變得更具效率及減少整體燃料使用，

此項製程改善預計約減少 3100(公秉)燃料油年使用量，將減少排放量

9,600(公噸 CO2e/年)。  

 
 

2.電力改善 

虎尾廠於 110 年底完成建置太陽能再生能源發電容量約 1,855KW，預計產

生度數為 2,320(千度/年)，預計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1,180(公噸

CO2e/年 )。 



 

 

 

為了減少製程中產生的空氣污染物，並符合環保署所規定之排放標準，除設置排

煙脫硫設備與袋式集塵處理設施外，亦落實空氣污染預防之操作規範，且依設備

特性施行定期保養及維護，由權責部門定期巡檢。 

最近兩年度各廠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如下表： 

污染物種類 單位 
斗六廠 虎尾廠 

109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粒狀污染物 

公噸 

3.042 1.078 7.268 4.378 

硫氧化物 8.1 9.909 10.073 25.583 

氮氧化物 61.579 74.063 22.073 22.157 

揮發性有機物 16.012 20.391 0.004 0.003 

※依據煙道定期檢測與空污費計算方式推估，定期檢測結果均低於環保署訂定之排放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