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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近十年，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而人類的活動，正是導致地球暖化、氣候急遽改變的原因。全球共

同面臨極端氣候的威脅，我國也於 2020 年，由金管會推動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期望借此提

醒企業重視 ESG 議題，並參考國際相關準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規範(TCFD)、美國永續會計準則委員

會(SASB)發布之準則)強化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資訊。  

工信工程自 2014 年起開始編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21 年更名為「永續報告書」，與國際 ESG

和 SDGs 接軌，並於報告書中揭露氣候變遷對公司的風險與機會，和對財務影響等相關資訊，由 ESG

工作推動小組負責，每年向董事會報告。  

2022 年底，我們規劃在 2023 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鑑別利害關係人關注之永續議題，將 ESG 工

作推動小組列於其下，負責 ESG 相關推動與執行。ESG 工作推動小組每年召開二次會議，向永續發展

委員會報告執行情形，由委員會進行督導工作，半年審議一次並向董事會報告。  

綜上，為順應趨勢，我們參考國際 TCFD 規範之四大面向，編製本報告書，進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治理：董事會為最高監督單位，管理階層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策略：辨認出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及氣候相關議題對公司營運和財務的衝擊。  

風險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評估和管理流程。  

指標與目標：評估指標是否與公司策略和風險管理一致，揭露範疇一、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和 相關風  

                        險。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前言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行動方案規劃執行                  附錄 

工信官網 永續報告書 

https://www.kseco.com.tw/tc/index.aspx
https://www.kseco.com.tw/tc/responsibility.aspx?cid=27&cchk=A3450C32-ACF0-4D13-81C1-976EF7C5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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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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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治理架構  

工信工程以董事會為氣候變遷管理最高監督單位，負責審查年度風險管理運作與執行。氣候變遷帶

來之衝擊，為本公司重大風險之一，董事會透過風險管理監督機制，監督管理階層管理氣候變遷帶

來之風險與機會相關議題。  

2022 年(含)以前，由總經理授命行政部組成 ESG 工作推動小組， 負責協助及組織其他部門進行

ESG 相關工作之推動、資料收集與執行，並向公司最高治理機構(董事會)報告，2023 年將成立永續

發展委員會(預計 6 月底設立)，由該委員會研討與擬定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之管理方案，監督 ESG

工作推動小組之執行狀況，並直接向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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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含)以前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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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組與公司治理組共同負責氣候變遷風 險與機會相關 
   議題。  

*環境友善組增加碳盤查相關工作。  

2023 年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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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監督機制  

工信工程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

員會，2023 年新增永續發展委員會(預計 6 月底

設立)，負責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督

導與管理，董事會為各功能性委員會之最高監

督單位。  

董事會 

監督公司在永續管理上的方針、策

略與執行成果。 

每年 5 月審閱前一年度

ESG、TCFD 執行成果。 

每年 12 月審閱當年度風

險管理。 

管理階層權責  

永續發展委員會是工信工程 ESG 與氣候變遷管理最高組織，負責訂定 ESG、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之短中長期目標與發展策略，每半年審議一次，並向董事會報告。  

ESG 工作推動小組，由公司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下設四個組別，收集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進行分

析與審查，列出具衝擊性之重大關注議題，並將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和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納入管

理與執行，每季進行會議討論，並每半年向永續發展委員會進行報告。  

永續發展委員會 

開會頻率：每半年 

權責： 

由獨立董事組成，指導經營團隊訂

定公司 ESG、TCFD 之願景與策略，

推動公司永續發展、創造多元之綜

合績效，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  

ESG 工作推動小組 

開會頻率：每季 

權責：  

由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擬定公司

ESG、TCFD 之願景與策略，推動

其下四個組別執行 ESG(含 TCFD)

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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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管理期程：短期 1-3 年(2022~2024)、中期 3-10 年、長期為 10-25 年。  

分析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發生可能性及對財務影響程度，探討公司的經營機會，研議因應策略。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  

實體 
風險 

轉型
風險 

機會 

1.極端天氣事件造成 的營運 

   中斷或損失 (如：颱風/水 

   旱災)  

2.水資源短缺  

3.強制性節水效率、 再循環 

   等標準要求  

4.全球暖化造成水電 用量增 

   加、員工熱傷害  

1.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與碳 

   稅、碳費  

2.再生能源相關法規 增加  

3.節能減碳施工技術 發展的 

   不確定性  

4.使用再生能源設備 增加  

5.環境評估承諾及自願 性協 

   議  

1.減少紙張使用量  

2.施工所使用節能建築  

3.使用低碳能源  

4.公共部門獎勵辦法增加  

5.成為綠色供應鏈，取得曝光度和得  

   標機率  

6.提升企業聲譽  

7.提升氣候適應能力及緊急應變能力  

1 

財 

務 

影 

響 

程 

度 

發生可能性 

2 

3 

4 

1 

2 

3 

4 

5 

1 
3 

2 

7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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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  

由公司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之 ESG 工作推動小組，鑑別出 4 個實體風險、5 個轉型風險以及 7 個機會，

風險類型 項目 時間範圍 
發生可能

性成度 

財務影

響程度 

對公司衝

擊程度 

實體風險 

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營運中斷或

損失(如：颱風/水旱災) 
短期 低 低 低 

水資源短缺 長期 低 低 低 

強制性節水效率、再循環等標準

要求 
長期 中 中 中 

全球暖化造成水電用量增加、員

工熱傷害 
長期 中 中 中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短期 高 高 高 

再生能源相關法規增加 短期 高 高 高 

節能減碳施工技術發展的不確定

性 
中、長期 中 中 中 

使用再生能源設備增加 中、長期 高 低 低 

環境評估承諾及自願性協議 短、中、長期 中 低 低 

機會類型 項目 時間範圍 
發生可能

性成度 

財務影

響程度 

對公司衝

擊程度 

資源與能

源 

減少紙張使用量 短期 低 低 低 

施工所使用節能建築 中、長期 中 中 中 

使用低碳能源 長期 低 低 低 

市場 

公共部門獎勵辦法增加 中、長期 高 低 中 

成為綠色供應鏈，取得曝光度和

得標機率 
中、長期 中 高 高 

聲譽/韌

性 

提升企業聲譽 中、長期 高 高 高 

提升氣候適應能力及緊急應變能

力 
中、長期 中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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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機會財務影響及因應措施  

由公司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之 ESG 工作推動小組，依據鑑別出之各風險類型與機會，研議出因應策略。  

風險類型 項目 
風險說明/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  

實體風險 

極端天氣事件造

成的營運中斷或

損失(如：颱風/

水旱災) 

1.影 響 員 工 工 作 ( 衛 

    生、安全、缺勤)。 

2.影響工期進度。 

3.資產價值降低。  

擬定防颱防洪等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可能

遭遇的狀況及處置措施)。 

成立防颱防洪等緊急災害應變小組(各項

任務人員編組及造 冊 與日夜輪班表安

排)。 

建立防颱防洪等災害通報及應變處理流

程(緊急災害與事故通報各單位電話及窗

口) 

定期進行防颱防洪等緊急災害應變演練

及訓練。  

水資源短缺 營運成本增加。  

設置辦公室及宿舍屋頂雨水收集回收設

施。 

設置工地土方開挖降水作業之地下水收

集回收設施。  

強制性節水效率、

再循環等標準要

求 

營運成本增加。  

設置省水馬桶、噴霧式水龍頭及蓮蓬頭之

淋浴設備。 

各雨水及地下水回收後經過濾再利用。 

設置浴室及洗滌設備之廢水收集回收設

施經過濾再利用。  

全球暖化造成水

電用量增加、員工

熱傷害 

營運成本增加。  

使用省電 LED 燈泡、節能空調設備。 

辦公室及宿舍屋頂設置灑水系統，室內空

調搭配電風扇以降低室內溫度。 

工地室外通道照明採用太陽能蓄電設備。 

工地作業場所設置遮陽休息站，提供作業

勞工飲水及鹽片，設置中暑等熱處理必要

緊急處理設備及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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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型 項目 
風險說明/ 

潛在財務影響  
因應策略  

轉型風險 

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與碳稅、碳費  

政府已於 2022 年提

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修正草案，預計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目標，並研擬碳交易市

場和碳費。  

擬定短、中、長期節能減碳策略，預計短

期(1-3 年內)將公務車半數汰換為油電混

合車；中期(3-10 年)公務車全數汰換為

油電車；長期(10-25 年)將公務車全數汰

換為電動車，以達節能減碳之目標。 

於分包承攬契約將公司短、中、長期節能

減碳策略寫入，要求廠商之出入工地車輛

及 機 具 需 符 合 本 公 司 節 能 減 碳 策 略 

。  

再生能源相關法

規增加  
營運成本增加。  

工地臨時電契約容量申請低於法規規定

800kW(瓩)，若有不足採分區申請方式；

工地盡可能採太陽能蓄電設備，如：警示

燈、路燈照明等；耗電設備採用省電一級

產品，如：空調與冷凍；本公司及分包廠

商使用機具設備皆使用省電產品。  

節能減碳施工技

術發展的不確定

性  

1.營 運 成 本 增 加。 

2.資本支出增加。  

使用已成熟之節能減碳施工技術，如：以

鋼棧橋取代臨時 RC 施工便道。 

採用爐石粉取代一定比例水泥用量之混

凝土配比。 

建築圬工項目之水泥砂漿改採「預拌砂

漿」。 

使用再生能源設

備增加  
資本支出增加。  

採太陽能蓄電設備，如：警示燈、路燈照

明等。 

環境評估承諾及

自願性協議  
營運成本增加。  

「環境評估承諾」在營建業為業主或起造

人之允諾，本公司屬承攬人或承造人須配

合之契約要求達成上述業主或起造人之

允諾，相關費用必包含雙方契約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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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類型 項目 
機會說明/潛在財

務影響 
因應策略 

資源與 

能源 

減 少 紙 張 使 用

量 

1.文 件 電 子 化， 

    改 變 並 增 進 管      

    理 模 式，強 化 

    資訊安全。 

2.營 運 成 本 降 

    低。 

電子化管理，建立電子化文管中心，將契約文件、

施工圖、收發文、簽呈及查驗與查核報表等原書

面資料轉成電子檔提供施工現場人員及相關人

員利用 IPAD 等設備於線上讀取、查驗與查核、

簽署、簽收、簽辦、會辦及儲存。 

施 工 所 使 用 節

能建築 
營運成本降低。 

將節能建築之相關建料及設備導入建築開發案。 

使用低碳能源 營運成本降低。 

透由碳盤查收集、分析及歸納施工過程各類材料

與機具之碳能源量，進而選擇低碳能源之材料與

機具。 

市場 

公 共 部 門 獎 勵

辦法增加 
營運成本降低。 

要求工地與各部門積極參加公共部門各項獎勵

投稿及競賽。 

成 為 綠 色 供 應

鏈，取得曝光度

和得標機率 

營收增加。 

從採購、施工、安全衛生管理、環境保護等過程

符合綠色化。 

採購時選擇對環境友好之原料供應商，以供應環

保節能之材料。 

施工過程選擇節能性、可拆卸性、可重複使用性、

壽命長、可回收性之施工機具與零組件。 

安全衛生管理方面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造成或減

少對人體的危害，如：減少輻射、噪音、異常高

低溫、異常氣壓、有害固氣液體之化學物質對人

體的傷害。 

環境保護方面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對或減少環境

的污染，如：減少營建廢棄物、餘土、粉塵、廢

水及油汙等對空氣與水域等汙染。 

聲譽/韌性 

提升企業聲譽 營收增加。 
積極參加各項綠色供應鏈有關認證及 ISO 等驗

證。 

提 升 氣 候 適 應

能 力 及 緊 急 應

變能力 

1.營 運 成 本 降 

   低。 

2.資 本 支 出 減 

   少。 

針對各類氣候異常及變遷的形式對工程施工過

程之作業影響情形，透過風險分析作衝擊分級歸

類，並依衝擊情形作緊急應變措施以降低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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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最主要之目的是為了在損失發生前，能夠以最經濟、有效的原則，來降低其影響範圍，並且在損

失發生後，能以最快速的方式因應，改善不良的影響，以維持企業的穩定收益。 在國際局勢和社會經濟環

境持續變動下，企業經常面臨許多不確定性的變數，也為企業的經營帶來許多風險的挑戰。有鑑於此，企

業風險應自始至終都需進行不間斷的評估與管理，才可使損失降至最低，讓企業獲得應有的利益；其相關

評估分析的依據，應該是清楚的認識風險事件、進而了解並予以分析歸類，依客觀的記錄統計，再給予正

確的、科學的、系統的、有條理的評估，提供給公司經營管理之決策者，以期能夠明確地瞭解各種風險的

影響範圍，進而訂出最佳的管理策略方針，俾使公司能達成風險控制及永續經營之目的。  

氣候風險評估、鑑別與管理流程  

氣候相關風

險資料蒐集 

由 ESG 工作推動

小組蒐集國內外

氣候變遷相關資

訊，進行風險分

類。 

風險識別與 

分析評估 

分析可能對公司造成影響

之氣候風險，按風險類型

及發生程度進行辨識，並

對公司財務影響程度進行

評估後，從中分析評估可

能獲得的機會。 

風險部分：實體風險 4

項和轉型風險 5 項。 

機會部分：分為資源與能

源 3 項、市場 2 項以及

聲譽/韌性 2 項。 

風險控制與

應對策略 

風險監控及 

報告 

將 9 項風險和 7 個

機會研議風險控制

和因應策略，以進

行持續改進及檢討 

。 

ESG 工作推動小組

執行前述流程，每

半年將執行情形向

永續發展委員會進

行報告，由永續發

展委員會持續監控 

，並每半年向董事

會報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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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的整合  

為確保公司之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本公司於 2020 年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辦法」，以建立整體

風險管理制度，並由本公司風險管理最高監督單位─董事會，及權責單位：審計委員會、總經理、 稽核

室、各風險管理單位共同參與推動執行，每年定期由各風險管理單位辨識可能影響企業永續發展的相關

風險，篩選出風險管理範疇，並依據最新內部稽核之發展及準則要求，監測潛在風險並實行預防措施，

以強化風險管理。  

本公司審視本身業務及經營特性，將下列風險類別全部納入管理：  

項次 風險項目 

一 利率變動風險  

二 匯率變動風險  

三 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  

四 職業安全風險  

五 原料價格與供應鏈風險  

六 資訊安全風險  

七 策略及營運風險  

八 資本支出風險  

九 法律風險  

十 管理風險  

十一 企業形象風險  

因應國際 TCFD 指導原則，工信工程於 2023 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由其下設

置之 ESG 工作推動小組，以 TCFD 架構進行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辨識，並將原「風險管理政策與

程序辦法」之風險項目第三項「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更為精進分析評估出氣候變遷之 4 項實體風

險、5 項轉型風險，以及 7 種機會，並管理相關因應措施及行動方案，委員會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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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與目標 

溫室氣體排放指標與目標  

因應環保署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修法工作，除了修正法案名稱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把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入法，政府也將啟動「碳定價」及完備「碳盤查」的機制，臺灣也正式將

減碳趨勢向國際接軌。  

工信工程自 2018 年起，母公司之所有營運範圍全面統計溫室氣體範疇二之排放量，當時以範疇二為本

公司之排碳大宗，故以 2018 年為基準年，規劃未來減碳目標。2021 年起，將範疇一納入統計，並自

2022 年起規劃推動碳盤查，並每季向董事會報告規劃執行情形，陸續規劃將範疇三也納入統計範圍。  

截至 2022 年底，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如下：  

 範疇一(汽、柴油) 範疇二(台電電力) 範疇一  + 範疇二 

年  /  地區 總用量 

(公升) 

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 CO2e )  

總用電(度) 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 CO2e )  

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 CO2e ) 

2022 年 140,826.45 327.004 1,694,980 857.231 1,184.235 

2021 年 93,083.52 240.828 1,017,559 510.815 751.643 

2020 年 (未統計) (未統計) 1,019,938 512.009 512.009 

2019 年 (未統計) (未統計) 3,705.891 1,886.299 1,886.299 

2018 年(基準年) (未統計) (未統計) 6,069,237 3,234.903 3,234.903 

備註 

 以上數據來自本公司加油單、台電電費單數字統計。 

溫室氣體計算方式： 

2021 年以前：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排碳係數計算。 

2022 年：台電電費單、加油單據上揭示之碳排放數字加總。 

*所有統計僅母公司，尚不包含子公司。所有溫室氣體計算單位將公斤轉換為公噸(1 公噸=1000 公斤) 

單位： 
公噸 CO2e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000 

2,000 

3,000 

4,000 

0 

3,234.903 

1,886.299 

 512.009  240.828  510.815  327.004 
 857.231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範疇二排放量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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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 
2022 年 

目標率 
(註 1) 

2022 年 

實際達成率 
達成 √ ;  

未達成 X 

較基準年 

減碳率 
35% 63.39% √ 

註 1 ： 2022 年目標訂在 35%，因去年度已

達成原中期目標累計減量 30%，故今年以較

基準年減量 35%為溫室氣體減量達成目標。

並修正 2030 年累計減碳達 50%之目標。 

註 2 ： 2022 年範疇一、二皆較去年度增加，

主因淡江大橋、木瓜溪橋等工程進入工程中

期階段，外籍勞工增加，工程使用機具、電力

大增，故使溫室氣體排放增加。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資訊 

項目 
溫室氣體排放(CO2e) 
範疇一+範疇二(公噸) 

累計減碳量 
(公噸) 

當年度與基準年
比較之減碳率% 

2022 年    1,184.235(註 2) 2,050.668 63.39 

2021 年 751.643 2,483.260 76.76 

2020 年 512.009 2,722.894 84.17 

2019 年 1,886.299 1,348.604 41.69 

2018 年(基準年) 3,234.903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當年度營業額 

*2022 年因部分工程進入中期階

段，電力、機具用量大增，故能

源排放量較去年度增加，但因員

工增加(含外籍勞工)，排放密集

度較去年減少。 

能源排放密集度與人均排放量 

項目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能源排放總量 

(公噸 CO2e) 
3,234.903 1,886.299 512.009 751.643 1,184.235 

員工人數 560 401 261 297 521 

每人平均排放量  
( 公噸 CO2e/ 人 )  

5.78 4.70 1.96 2.53 2.27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 公噸 CO2e/ 營業額)  

0.85 0.45 0.17 0.21 0.26 

短期目標(2022-2024)  中期目標(~2030)  長期目標(~2045)  

1.以 2018 年為基準年，每年減少溫      

   氣體排放 2%以上。  

2.工區採用太陽能警示燈。  

3.將公務車半數汰換為油電混合車。 

4.新分包承攬契約將公司短、中、長  

   期節能減碳策略寫入，要求廠商之  

   出入工地車輛及機具需符合本公司  

   節能減碳策略。  

 

1.預計到 2030 年累計減碳達 50%。 

2.將公務車全數汰換為油電混合車。 

3.所有分包承攬契約將公司短、中、 

   長 期節能減碳策略寫入，要求廠商 

   之出 入工地車輛及機具需符合本公 

   司節 能減碳策略。  

 

1.以邁向淨零排碳為目標。  

2.將公務車全面汰換為電動車。  

3.有效降低營建過程產生的碳排放。  

4.本公司及分包廠商使用機具設備皆 使 

   用省電產品。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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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標與目標  

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管理是我們重視的課題，近年工地將抽取沉沙池裡的水進行工地灑水並達成回收再利用。  

本公司所有用水之水源均來自自來水廠，使用水均排放到一般污水下水道，排水量等於用水量。 

統計範圍包含總公司及各承攬工地，但不含子公司。 

歷年用水量(M³)  

項目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總用水量(M³/公噸)  70,631 45,955 27,475 23,235 27,629 

用水年增率(%)   -34.94% -40.21% -15.43% 18.91% 

員工人數(人)  560 401 261 297 521 

人均用水(M 3/人)  126.13 114.60 105.27 78.23 53.03 

用水密集度(公噸/營業

額) 
18.53 10.93 8.87 6.54 5.97 

備註 因自 2018 年起將統計範圍擴及至所有工地，故以 2018 為基準年，當年用水年增率不計。 

單位： M³ 

80,0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 

0 

60,000 

40,000 

20,000 

     70,631 

     45,955 

     23,235      27,475      27,629 50 

100 

15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 

     126.13 

     114.60 

     105.27 

     78.23 

     53.03 

總用水量(M³/公

噸)  

人均用水量(M³)  

2022 年總用水量 27,629M³，雖較前一年度增加，但因員工人數(含外籍勞工)增加 224 人，故用水量增加，但以用

水強度來看，人均用水量較之 2021 年減少 25.2M³，人均用水減量率超出預期！  

用水量減量資訊 

項目 總用水量(M³)  
總用水累計減量

(M³)  
當年度與基準年比

較之減量率% 
人均用水量(用水

強度 M³/人) 
人均用水累計減

量(M³)  
與基準年比人均
用水量減少比

2022 年 27,629 43,002 60.88 53.03 73.10 57.96 

2021 年 23,235 47,396 67.10 78.23 47.90 37.98 

2020 年 27,475 43,156 61.10 105.27 20.86 16.54 

2019 年 45,955 24,676 34.94 114.60 11.53 9.14 

2018 年(基準年) 70,631   126.13   



16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前言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行動方案規劃執行                  附錄 

水資源減量計畫目標：  

短期目標(2022-2024)  中期目標(~2030)  長期目標(~2045)  

1.以 2018 年為基準年，每年用水年  

   增率減少 2%以上。  

2.工區灑水設備採用回收水。 3.洗車 

   台廢水回收利用。  

 

1.預計到 2030 年累計減少達 10%。 

2.工地辦公室及宿舍採用省水標章衛  

   浴。  

 

1.以每年均不小於基準年 3%為目標。 

2.設置辦公室及宿舍屋頂雨水收集回 收 

   設施。  

3.設置工地土方開挖降水作業之地下 水 

   收集回收設施。  

廢棄物管理  

項目 2022 年土方運送數量(M³) 2021 年土方運送數量(M³) 與前一年比較增加數量(M³) 

土方運棄 59,688 47,344 +12,344 

項目 2022 年廢棄物數量(M³) 2021 年廢棄物數量(M³) 與前一年比較增加數量(M³) 

營建廢棄物 700 0 +700 

地區 2022 年生活廢棄物數量(公噸) 2022 員工人數(含外籍勞工) 人均量公噸/年 

總公司與各承攬工程之工地 913.41 521 1.75 

廢棄物密集度 

項目 廢棄物總量(土方+營建廢棄物+生活廢棄物)公噸 營業額(仟元) 密集度 

2022 109,800.41 4,624,692 23.74 

廢棄物減量計畫目標：  

短期目標(2022-2024)  中期目標(~2030)  長期目標(~2045)  

1.總公司落實減少個人生活廢棄物。 

2.總公司響應台北市政府發起之「禁  

   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1.推動工地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  

   皿餐具」。  

2.推動各工地落實減少個人生活廢棄  

   物。 

1.推動紙本表單無紙化，E 化文件管  

   理。  

 

廢棄物減量我們以 2022 年為基準年，期望以每年減少密集度 2%為減量目標，至 2030 年(中期)

達到減量 10%，中期後以每年減量 3%為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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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規劃執行  

策略 行動方案 

碳盤查規劃 2022 年起訂定碳盤查時程規劃，並每季向董事會報告執行進度。  

導入 TCFD  重視氣候變遷議題，研議各項風險與機會之因應策略。   

供應鏈管理  

規劃建立分包承攬商之減碳機制，契約內容將本公司短、中、長期

節能減碳策略寫入，要求廠商之出入工地車輛及機具需符合本公司

節能減碳策略。  

 

E 化表單  

  

電子化管理，建立電子化文管中心，將契約文件、施工圖、收發

文、簽呈及查驗與查核報表等原書面資料轉成電子檔提供施工現場

人員及相關人員利用 IPAD 等設備於線上讀取、查驗與查核、簽

署、簽收、簽辦、會辦及儲存。  

設立永續發展 

委員會 

加強 ESG 和氣候風險管理，深化管理機制，每半年開會檢討，並向

董事會報告運作執行情形。  

情境韌性分析  

依據 TCFD 建議準則，研擬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可能面臨的最嚴重

情境，選用 IPCC 發表的評估報告 AR5 中的 RCP2.6 及 RCP8.5 兩

種情境，模擬對建築及營造的轉型風險、實體風險和機會。(於

2023 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後探討)  



18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告 

前言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行動方案規劃執行                  附錄 

附錄 

TCFD 揭露對照表  

            面向              TCFD 建議揭露項目                                   本報告書對應章節                              頁數  

治理  

董事會如何監督氣候相關議題  

管理階層如何評估與管理氣候
相關議題  

●氣候變遷治理架構                                 04 

●董事會監督機制                                     05 

●氣候變遷治理架構                                 04 

●管理階層權責                                         05 

策略  

公司辨認出的短中長期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 

氣候相關議題對公司的商業模
式、策略與財務規劃的衝擊 

不同情境對組織業務、策略與
財務規劃之潛在衝擊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                     06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             07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機會財務影 

    響及因應措施                                         08 

●行動方案規劃執行                                 17 

風險

管理  

指標與 

目標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
程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說明上述之辨識及管理流程是
如何整合至公司整體風險管理
制度 

●風險評估、鑑別與管理流程                 11 

●風險評估、鑑別與管理流程                 11 

●風險管理的整合                                     12 

評估指標是否與公司策略與風
險管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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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目標和相關績效 

●溫室氣體排放指標與目標                     13 

●溫室氣體排放指標與目標                     13 

●溫室氣體排放指標與目標                     13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