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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變遷挑戰，氣候行動失敗、極端氣候事件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

已被世界經濟論壇（WEF）列為當前面臨的十大全球風險前三名。隨著第 26 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COP26）對於 2050 淨零排放和能源轉型的強調，全球對於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及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共識日漸增強。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扮演著關鍵角色，通

過資金的有效配置，推動經濟轉型，朝向低碳、永續的未來發展。 

 

統一期貨認識到，建立健全的氣候治理架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及前瞻性的氣候策

略，對於提升企業競爭力、保障股東價值至關重要。因此，我們依據氣候相關財務資訊

揭露工作組（TCFD）的建議，撰寫本氣候風險財務揭露報告，旨在向投資者、客戶及所

有利益相關者，提供我們在識別、評估與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和機會方面的進展與成效。 

 

本報告深入介紹了我們在氣候治理、風險管理、策略制定以及指標與目標設定等方面的

實踐與努力。透過持續的工作，我們期望不僅促進資金投向減碳及永續發展領域，同時

強化金融業及產業鏈的氣候韌性，共同迎接低碳轉型的挑戰。 

 

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行動的加速以及國家政策的演進，我們明白，提升氣候風險管理和透

明度是一個持續進化的過程。統一期貨攜手母公司統一證券，將持續深化我們對於氣候

變遷的承諾，透過創新與合作，推動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的最佳實踐，為我們的股東

與社會創造長期價值。 

 

TCFD 揭露分為以下四大部分 

一、治理 說明本公司治理架構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之權責 

二、策略 說明統一期貨透過低碳轉型、責任採購及供應商管理、議和與溝通

及永續金融策略來因應並減緩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 

三、風險管理 說明風險管理三道防線架構、實體與轉型風險辨識、高氣候風險產

業鑑別、情境分析及壓力測試分析結果 

四、指標與目標 揭露 2023 年指標達成情形及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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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治理 

 

一、治理架構 

 

 

二、執掌分工 

（一） 董事會 

董事會應認知公司營運所面臨之風險（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

作業風險、法律風險、模型風險、聲譽風險 、氣候風險 及其他與公司營運有

關之風險等），並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故應負責下

列事項： 

1. 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體系，作業流程及全公司的風險管理文化，並配置必

要之資源以利執行運作。 

2. 注意個別單位所承擔之風險，並應從公司整體角度考量各種風險彙總後所

產生之效果。同時亦應考量主管機關所定法定資本適足之需求，以及各種

影響資本配置之財務、業務相關規定。 

3. 對於氣候風險之管理，應督導公司氣候風險策略及業務計畫之擬定與執

掌，並檢視氣候風險所衍生之新興監管措施與其對公司聲譽及法律義務之

影響。 

 

（二） 永續發展委員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為氣候風險與機會的領導者，負責永續

經營的落實執行及監督。為使管理階層能持續且有效的掌握永續發展及氣候變

遷相關議題，委員會底下設置「公司治理推動組織」及「環境保護推動組織」

等任務編制小組，以推動制定戰略和政策、財務揭露、教育和專業發展等作

業。 

董事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

公司治理推動組織

氣候風險管理小組

環境保護推動組織

溫室氣體盤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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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風險管理小組 

公司治理推動組織轄下之氣候風險管理小組，主要任務為能源使用之指標與目

標設定及追蹤。未來將持續關注氣候議題變化，訂定並推動更完善的政策。 

氣候風險管理小組主要權責如下： 

1. 確實監督暨掌握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之執行狀況。 

2. 建立公司衡量、監控及評估可量化財務風險之整體架構。 

3. 負責領導公司之風險衡量、監控與評估作業之執行。 

4. 監控業務單位之風險限額，於發現業務單位之風險承擔有違反限額之情事

時，應督促採取相關改正措施。 

5. 進行業務單位風險調整後之績效衡量（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RAPM）或提供進行風險調整後績效衡量所需之風險性資

訊。 

6. 採行適當的方法進行模型有效性之評估與回溯測試，以確保各項估計結果

之正確。 

7. 確保風險管理技術能與時俱進。 

8. 其他風險管理相關事項。 

 

（四） 稽核主管與人員若發現重大異常事項應揭露於稽核報告。 

 

參、策略 

 

一、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本公司積極遵循國際機構的指引，特別是 TCFD 的建議，以進行氣候風險與機會的

鑑別，並採取相對應的管理策略，期許降低因氣候變遷給公司帶來的營運與財務衝

擊，以提升公司經營組織之韌性。 

本公司鑑別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係依據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評估方法學，定義

短期為未來 3 年之內、中期為 3 至 5 年，長期為 5 年至 10 年之時間區間，影響之

評估期間。 

 

（一） 氣候變遷之風險 

轉型風險方面，由於社會對低碳轉型的需求增加，企業需要調整其業務模式以

適應此一變化，否則將因未能建立低碳轉型的形象而導致聲譽風險；同時，減

碳政策與法規因應成本的提高可能導致長期投資標的之營運成本增加，進而降



4 
 

低公司盈利能力。若長期投資標的之低碳轉型技術開發失敗，則會於中期開始

對盈利能力產生不利影響。此外，市場對高碳排產業的投資興趣下降，可能因

長期投資標的價值減少，而產生長期影響。 

實體風險方面，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水資源短缺、旱災等自然災害，使得長期投

資標的之資產損失或營運成本增加，進而降低其盈利能力。平均氣溫上升對公

司的營運設施和投資項目可能產生長期的實體風險，導致設施受損，進一步影

響公司的業務。 

 

根據氣候風險的影響程度與發生的可能性，進行氣候相關風險重大性之排列，

相關風險矩陣顯示如下： 

 

 

（二） 氣候變遷之機會 

隨著氣候變遷問題在全球日益突顯，統一期貨應更深入地探索氣候變遷所帶來

的機會，並積極運用這些機會以推動永續經濟增長。氣候變遷機會的發展不僅

可以促進企業的競爭力，還可以對環境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公司在短期已經開始調整服務以提升客戶體驗，中期著重節能減碳，提高資源

使用效率，長期則看好綠色金融商品和綠色服務的發展，以及可能出現的碳權

交易需求和相關的新興期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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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 機會 

類別 

【轉型風險】 

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發生與

政策和法規、技術、市場、

社會和經濟狀況改變相關之

風險 

【實體風險】 

氣候變遷帶來的實體風

險，其氣候模式可為立即

性或長期性。實體風險可

能對組織產生財務衝擊，

例如直接損害資產和中斷

供應鏈所導致的間接影響 

為減緩與適應

氣候變遷而所

做出的努力將

會為組織創造 

機會 

短期 

2023 

~26 

 減碳政策與法規因應成本

提高→影響長期投資部位 

 未能建立低碳轉型之形象

→聲譽受損 

 水、旱災增加→對長期

投資部位影響 

 低碳數位

服務之研

發 

中期 

2026 

~28 

 低碳轉型技術開發失敗 

→長期投資部位價值影響 

 水、旱災增加→對自身

營運及長期投資部位之

影響 

 提升資源使

用效率 

長期 

2028 

~33 

 市場偏好改變→長期投資

部位價值產生變化 

 平均氣溫上升→對自身

營運及長期投資部位之

影響 

 永續金融相

關商品之商

機 

 

（三） 傳導至期貨商風險路徑 

在過去的幾年中，氣候變遷已成為一個全球性議題，對各個行業和經濟體系產

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統一期貨作為金融市場的一份子，也無法避免地受到

氣候相關風險的影響。 

統一期貨需要採取一系列行動，以應對氣候變遷，這些轉型舉措可能需要額外

的投資和成本，且會對公司的盈餘產生負面影響；而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統

一期貨也可能須調整業務模式，例如開發氣候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或者重

新評估風險評估和監管要求。這些調整可能會對市場、信用、作業等風險產生

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風險暴露及業務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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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營運、策略和財務規劃上的衝擊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統一期貨深刻認識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公司營運、

策略及財務規劃的深遠影響。氣候變化不僅帶來了直接的實體風險，如極端氣候事

件對資產的損害，同時也伴隨著轉型風險，包括政策變動、市場偏好的轉變以及新

技術的出現。這些風險對期貨交易、投資決策、成本結構乃至整個產業鏈的穩定性

均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與此同時，氣候變遷亦創造了諸多機會，尤其是在綠色金

融、可再生能源投資和創新技術應用等領域，為期貨商開拓新的業務模式和收入來

源提供了可能。 

 

風險／機會 因應策略 

轉

型 

風 

險 

R 

減碳政策與法規 

因應成本提高 

面對主管機關對能源使用及氣候變遷議題的管理力度

加強，統一期貨需了解自身及投融資對象排放情況，

透過情境分析了解預期損失，擬定適切之管理策略。 

未能建立低碳 

轉型之形象 

1. 審慎評估被投資公司政策以維護統一期貨良好聲

譽。 

2. 透明公開氣候行動，並積極參與永續和環保相關

的公益活動，加強與公眾的互動和溝通。 

低碳轉型技術 

開發失敗 

在投資評估過程中，應加入低碳轉型技術開發情況的

因子，評估結果屬風險重大者，應減少涉入或避免投

資。 

市場偏好改變 

因應數位金融趨勢與營運減碳思維，統一期貨將以低

碳服務模式作為主要發展目標，期望成為吸引客戶與

迎合當前服務需求之營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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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機會 因應策略 

轉

型 

機 

會 

O 

低碳數位服務 

之研發 

低碳轉型為統一期貨永續政策的重點，公司將積極發

展數位金融服務以達成低碳轉型的目標，並使客戶能

夠享有更加便利的服務，以增加營收。 

永續金融相關 

商品之商機 

積極開發和推廣永續金融產品，滿足投資者對於負責

任投資的需求，同時提升統一期貨的市場競爭力。 

實

體 

風 

險 

R 

水災、旱災增加 

統一期貨設有備援機房及營運持續計畫來因應水、旱

災造成之營運據點價值減損或營運中斷產生的營業損

失。 

平均氣溫上升 

（海平面上升） 

統一期貨檢討公司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並實施

減量計畫；未來亦將關注被投資公司出具之氣候變遷

相關風險揭露報告，避免投資缺乏永續經營理念或不

重視氣候風險管理的公司。 

機 

會 

O 

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 

為對社會追求環保節能減碳之目標盡一份心力，統一

期貨於請購、採購管理辦法中明訂採購標的原則，須

以符合綠色環保、永續發展及防輻射等標準，以提升

能源效率貫徹環境保護政策。 

 

三、策略韌性 

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深刻意識到建立策略韌性是確保長期成

功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統一期貨採取的策略韌性規劃，特別考慮到了不同氣候相

關情境，從而確保本公司的業務模式、營運策略及財務規劃能夠在面對未來可能的

氣候變化時保持靈活性和適應性。 

 

（一） 有關未來氣候情境的設想 

不同於傳統壓力測試通常關注的短期事件，氣候變遷呈現為一種橫跨十年甚至

更長時間的持續情境，並且涉及到必須對政府可能採納的各種氣候政策做出回

應的考量。因此，許多機構已開始預測和規劃未來可能出現的多樣化情境。 

 

1. 氣候變遷跨政府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透過「代表性濃度途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定義了四組基於不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未來氣候變化情

境，並以輻射強迫力（Radiative Forcing）在西元 1750 年與 2100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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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異量當作指標性的數值來區分，總結如下： 

(1) RCP 2.6 是低度排放情境，假設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在本世紀中葉達到

峰值後逐漸減少，並在 2100 年之前實現凈零排放。旨在將全球平均

氣溫升高限制在攝氏 2 度以內，以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2) RCP 4.5 是中度排放情境，假設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在本世紀中葉達到

峰值後趨於穩定，未達巴黎協定中 2°C 的限制及 1.5°C 的目標，被認

為可能產生約 2.4°C 的升溫。 

(3) RCP 6.0 是中高排放情境，假設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在本世紀中葉達到

峰值，並在本世紀末期開始下降，被認為可能產生 2.8°C 的升溫。 

(4) RCP 8.5 是高度排放的情境，假設沒有有效的氣候政策介入，溫室氣

體排放量持續增長，升溫幅度可能達到 4.3°C，經常被用作氣候變化

「最壞情境」的參考，用於強調不採取行動的潛在風險。

 
［資料來源：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 

 

2. 由全球各國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理機關所組成的「綠色金融體系網路（The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簡稱 NGFS）」依據實體風

險和轉型風險的高低劃分了四大類情境，分別是有序轉型 （Orderly）、失

序轉型（Disorderly）、全球暖化失控（Hot house world）及為時已晚

（Too-little-too-late），並依據不同轉型目標及假設進一步區分為七項情

境，各情境之假設內容如下表所列。目前細分為七項氣候變遷情境，旨在

將氣候變遷對金融機構的衝擊情境標準化、幫助金融機構評估和管理氣候

變化可能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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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GFS Scenario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November 2023］ 

 

 
［資料來源：NGFS Phase 4 Scenario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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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PCC 和 NGFS 提出的情境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氣候相關的風險情境設定

與傳統的總體經濟或突發事件有顯著差異。IPCC 提供的氣候變遷情境有助於評

估實體風險所導致的損失，而 NGFS 通過融入政府氣候政策的情境，使得評估

氣候變遷帶來的轉型風險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IPCC 和 NGFS 所提出的情境假設雖然角度不同，但都凸顯了跨學

科、跨行業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到地方各層級上制定包容、靈活和遠見

的策略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這些情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未來可能路

徑的框架，促使各界積極行動，共同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二） 轉型風險 

1. 衡量指標：碳排放對財務的影響 

全球貿易將會因重視碳排放以降低氣候變遷對地球環境的影響，而採取積

極措施，例如歐盟即將推出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日本及美國也將同

步跟進，歐盟在 2023 年試行 CBAM 的管制範圍，主要以水泥、電力、肥

料、鋼鐵、鋁業的五大高碳排產業為主，未來也會擴大至不同產業。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日益凸顯，碳排放成為了全球貿易關注的焦

點。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減少碳排放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生

態的必要行動，也是塑造國際市場新規則、促進綠色經濟轉型和保持全球

貿易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因此，全球貿易各方都開始重視碳排放、積極展

開應對措施，以期達成更環保、更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歐盟已於 2021 年正式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計畫，並自 2023 年起試行，首先要求水泥、鋼

鐵、鋁、肥料及電力五大高碳排產業申報碳排放量，並闡明歐盟 27 國將

在 2030 年前達成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相較於 1990 年減碳標準減少 55%的

目標。 

 

台灣則於 2023 年公佈《氣候變遷因應法》、2024 年 4 月 29 日公佈《碳

費徵收辦法》草案，預計於 2025 年起分階段徵收碳費，首當其衝的對象

則是每年碳排 2.5 萬噸以上的排碳大戶，將是所謂的高碳排產業，包括電

力、鋼鐵業、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煉油業、水泥業等。因此，統一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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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上公布各企業「溫室

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的資訊，作為對公司進行長期投資評估和決策

的依據。 

 

另外，由荷蘭、北美銀行金融產業為主導的「碳核算金融聯盟」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於 2015 年

成立，旨在協助各國金融業衡量、揭露投融資的氣候變遷影響；並於 2020 

年發布《金融業全球溫室氣體盤查和報告準則》（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作為

量測之指引，也是全球第一套針對金融業提出的免費標準化工具，主要可

量測金融機構全部投融資組合或個別標的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能應用在

7 種資產類別：上市公司股權和公司債、商業貸款、非上市櫃股權、專案

融資、房地產、抵押品、機動車貸款。 

 

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的關注持續升溫，金融機構不僅須因應股東和監管

機構的要求，更需要積極參與到尋找和實施氣候變遷解決方案中。利用

PCAF 提供的全球性標準，金融行業能夠就其在氣候行動中的角色和影響

達成更廣泛的共識。隨著透明度的提高和資料品質的進步，這套方法學對

於分析和量化金融活動對氣候的具體影響變得尤為關鍵。本公司預計依據

PCAF 所規範之方法學，進行相關投資的碳盤查，2023 年底的統一期貨投

資部位為基準，扣除 ETF 及基金後，計算財務碳排放量為 7.104 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𝑡𝐶𝑂2e)。 

 

2. 情境分析 

根據 NGFS 的架構，本公司，首先從七種氣候變化情境中選擇了三種特定

情境進行深入分析，分別是：2050 淨零排放（Net Zero 2050）、遞延轉

型（Delayed Transition）及政策維持現狀（Curr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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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情境 
政策 

目標 

政策 

反應 

技術 

變化 

減碳 

技術 

各國政

策差異 

有序 

轉型 

2050 

淨零碳排 
1.4°C 即時 快速 中 中 

失序 

轉型 
遞延轉型 1.7°C 延遲 

2030 後 

增快 
中 大 

全球 

暖化 

失控 

政策 

維持現狀 
2.9°C 無 緩慢 低 低 

 

在進行碳價格預估時，統一期貨透過 GCAM6.0 NGFS 氣候模式，來模擬

這些情境下的碳價格變化。 

情境 

碳價 

（參考 NGFS 所發布之情境參數， 

採用 1.a GCAM6.0 NGFS 模型對於台灣地區設定的價格）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2050 淨零碳排 
142.19 

美元／噸 

448.07 

美元／噸 

938.14 

美元／噸 

遞延轉型 0 美元／噸 
145.58 

美元／噸 

387.22 

美元／噸 

政策維持現狀 0 美元／噸 0 美元／噸 0 美元／噸 

 

為了掌握在低碳轉型期間的市場趨勢，統一期貨對轉型風險進行的情境分

析覆蓋了 2030 年、2040 年及 2050 年三個時間點。這一分析基於 PCAF

方法學，計算了公司投資組合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並結合 GCAM6.0 

NGFS 氣候模型對台灣地區碳價格的預估，來模擬碳排放成本，進而評估

碳排放對投資成本的影響。 

 

情境 
淨值減少（約）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2050 淨零碳排 0.01％ 0.04％ 0.09％ 

遞延轉型 0％ 0.01％ 0.04％ 

政策維持現狀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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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低碳轉型的挑戰和機會，統一期貨計劃減少對高碳排放產業的投資，

並調整投資策略以符合全球低碳政策趨勢。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公司將審

慎評估投資對象的減碳措施成效，以及該企業對於降低碳排放的重視程

度，從而降低公司財務碳排放風險。此外，情境分析還包括了對公司淨值

影響的評估，以確保在追求環境目標的同時，也保障公司的財務健康和長

期發展。透過這些細緻的情境分析，統一期貨不僅能夠應對當前和未來的

氣候變遷挑戰，同時也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 實體風險 

1. 衡量指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的「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及「災害

防救資料服務平台」所提供的資料，能夠使企業更準確地評估因氣候變遷

引起的實體風險，包括極端天氣事件、海平面上升、洪水和旱災等對其營

運、資產和投資的潛在影響。 

統一期貨特別針對總公司辦公大樓-台北市松山區進行淹水災害風險分析，

以評估淹水可能導致公司資產毀損的修復成本。淹水災害風險等級由低至

高切分為等級 1~5，係採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淹水災害定義，綜合考

量以下三大因子： 

 危害度：24 小時雨量超過 650 公釐發生之降雨機率 

 脆弱度：以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 24 小時降雨量 650 公釐下的第三代

淹水潛勢圖，全臺的淹水深度及淹水範圍做為淹水脆弱度之指標 

 暴露度：以人口密度做為分析 

 

統一期貨採用 RCP2.6（升溫 2℃）及 RCP 8.5 的情境進行分析，其中等級

5 表示該區域的災害風險相對最高；等級 1 表示災害風險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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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 

 

根據指標衡量結果，統一期貨目前面臨的淹水災害風險等級已達第 5 級， 

在 RCP2.6 及 RCP 8.5 情境下，未來預計的淹水災害風險等級亦將維持第

5 級。雖然風險等級居高不下，但本公司已針對包括颱風和淹水在內的各

種災害制定了緊急應對措施，這些措施足以應對和控制可能的負面影響，

具體情境風險詳情見下表： 

 

情境說明 危害度 H 脆弱度 V 暴露度 E 淹水災害風險 R 

現況 第 3 級 

第 3 級 

第 4 級 第 5 級 

未來推估 

RCP2.6 
第 5 級 第 5 級 第 5 級 

未來推估 

RCP8.5 
第 5 級 第 5 級 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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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危害度 未來推估（RCP2.6）／危害度 

  

未來推估（RCP8.5）／危害度 脆弱度 

  

現況／暴露度 未來推估（RCP2.6）／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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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估（RCP8.5）／暴露度 現況／淹水災害風險 

  

未來推估（RCP2.6）／災害風險 未來推估（RCP8.5）／災害風險 

  

  

2. 營業損失情境分析 

統一期貨深知對於營運活動中的實體風險進行周全的情境分析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對公司的業務運作進行了深入的風險評估，特別是考量在 RCP 

2.6 和 RCP 8.5 這兩種不同的氣候變化情境下，氣候相關風險對我們的業

務營運、長期策略規劃以及財務健康可能帶來的影響。通過評估這些情境

下可能遭遇的實體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災害情形，我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

營業損失進行了預估和試算，旨在為公司制定更加穩健的風險管理策略和

應對措施，以減輕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確保公司的持續發展與

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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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風險之營運損失情境分析結果如下： 

分析標的 統一期貨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 

氣候情境 RCP2.6／淹水 RCP8.5／淹水 

2041～ 

2060 年 

淹水發生機率：0.80％ 

平均年度損失：109 萬 

淹水發生機率：2.03％ 

平均年度損失：276 萬 

2081～ 

2100 年 

淹水發生機率：1.06％ 

平均年度損失：144 萬 

淹水發生機率：2.78％ 

平均年度損失：379 萬 

 

肆、風險管理 

 

一、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氣候風險對社會經濟體系的廣泛影響，透過企業的各項業務活動，會直接或間接地

影響到期貨商面臨的傳統風險。統一期貨通過深入分析自身的業務和運營模式，借

助現有的氣候數據及預測模型，對極端氣象事件等因素的發生頻率和強度進行評

估，從而識別出不同風險對公司的潛在影響，這些影響範疇廣泛，包括財務、運

營、聲譽和法律等方面。 

 

為此，永續發展委員會及各工作小組應引入外部專家的見解，並採用定量與定性相

結合的方法來對風險的可能性和影響進行評估，如利用風險矩陣、情境分析和模擬

等方法。透過這一過程，不同的氣候變遷情境下的風險得以被分析和理解，並根據

這些風險對公司抵禦能力的潛在降低程度進行分類和排序，最終形成風險管理策

略。這些策略和相關的氣候風險管理信息需定期報告給董事會，以便於制定更全面

的風險管理和應對措施。 

 

二、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本公司經過氣候風險鑑別和評估之後，對於風險管理流程設定下列步驟： 

（一） 風險管理策略制定： 

制定針對不同風險的管理策略，包括風險避免、風險減緩、風險轉移和風險容

忍等。 

（二） 考慮氣候變化適應措施： 

例如提高基礎設施的抗性、多元化供應鏈、投保等，以減輕風險的影響。 

（三） 風險策略的實施和控管： 

實施已制定的風險管理策略，並確保相應的措施得以執行，同時建立控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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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追蹤風險的變化，並定期評估策略的有效性。 

（四） 溝通和報告： 

公司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定期溝通，並分享風險管理進展和結果。撰

寫永續風險報告書，將風險管理的情況納入組織的年度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

中，以提供透明度。 

（五） 法規遵循： 

氣候風險管理小組，將適時檢視相關作業是否符合法規規定，以確保公司遵守

相關的法規和法律要求，特別是與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 

 

伍、指標與目標 

一、為進一步有效管理氣候風險與機會，統一期貨以具備管理意義之氣候關鍵指標衡量

各層面的工作進展，而所訂出的氣候關鍵指標亦得作為進一步設定氣候關鍵目標之

依據。統一期貨透過定期檢視機制，利於治理與管理階層做出適當決策，以及權責

單位採取進一步的因應措施，以降低氣候風險對公司可能產生之衝擊。 

2023 年度環境保護工作小組共召開 5 次會議， 會議中針對各範疇進行目標設定、

執行進度控制、及績效檢討等， 主要討論環境議題如下： 

委員會或工作小組 重大議題 績效標的 

環境保護工作小組 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 
 2023 年溫室氣體盤查 

 節能用電專案活動 

 

管理指標 指標衡量方式 短期 中期 長期 

溫室氣體

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一+二） 

碳排放量減少

1% 

碳排放量減少

1% 

碳排放量減少

2% 

節電量 
外購電力 

總用電量 
用電量減少 1% 用電量減少 1% 用電量減少 1% 

綠色採購 - 

 逐步汰換老舊

電器。採購分

離式變頻節能

空調設備、符

合能源效率變

頻式冰箱 

 購買節能設備

外，採購具有

低汙染、可回

收等環保特色

的設備 

 主機逐步虛擬

化 

 請專業公司評

估協助公司節

能輔導及改善

方案建議 

 採購綠能標章

之節能設備，

並申請國稅局

貨物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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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與 

溝通 
- 

落實全體員工與治理單位對永續及氣候議題的了解，持

續規劃相關課程並邀請相關人員積極參與 

 

二、永續環境願景 

因應極端氣候對於地球的影響，「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為統一期貨所鑑別出有關環

境面向的重大性議題，我們思考如何因應，將風險因子轉換成統一期貨的經營契

機。 

 

低碳轉型為統一期貨永續政策的重點，我們盡心發展數位金融以達成低碳轉型的目

標，並配合政府能源、環境相關政策及法規，落實環境永續發展，定期執行各項審

查，持續改善環境績效。 

我們承諾提供相關資源，以持續推動下列環境政策： 

1. 發展數位金融減少碳足跡生成。 

2. 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及在地商品。 

3. 定期宣導環境保護管理政策，持續環境能源改善。 

 

策略 2023 年執行情形及未來目標 

低碳轉型 A. 2023 年統一期貨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578.48ton-CO2e，並將此

年定為基準年，202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較前年度減少 1

％。 

B. 全面檢視業務、行政流程，陸續將紙本作業 E 化，以簡化作業

流程並減少碳排放。 

C. 2023 年開始進行廢棄物管理，2024 年度廢棄物目標較前年度

減量 3％。 

綠色採購 A. 以符合綠色環保、永續發展及防輻射等為採購標準。 

B.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承諾書」整體廠商簽署承諾書比例預計

達 80％。 

C. 「承攬商施工（維護） 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簽署承諾書比例

預計達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