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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真相…

全球溫度變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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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真相…

全球溫度變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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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真相…

全球溫度變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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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人類專家在示警…



※我們該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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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後大量使用石化燃料、濫伐

森林及工業活動等，造成溫室氣體濃

度升高、溫室效應增強，使全球溫度

升高，此即「溫室效應」。

－地球變暖4℃，則全球平均損失

預估達全球GDP的1~5%。

－19世紀末以來，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0.3~0.6℃

－過去100年來，海平面上升10~25公分

各國設定減量目標 (v.s 2005年)－美國

減量17% －中國

每GDP減量40~45% 

－印度減量24%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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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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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溫室氣體管理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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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部影響力法規(溫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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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法規調適並已三讀通過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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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12月15日公布碳標籤圖示

➢ 99年5月6日公布「推動產品碳足跡

標示作業要點」

➢ 成為全球第11個推動碳標籤國家

※台灣推動產品碳標籤

➢ 促使碳排放來源透明化

➢ 驅動企業加快減碳作為

➢ 讓消費者從需求端對抗氣候變遷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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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民國103年起推動碳足跡減量標籤，又稱減碳標籤
(Carbon Reduction Label) 。
申請減碳標籤使用權之產品，其五年內碳足跡減量需達3%
以上，經審查通過後即可取得減碳標籤使用權，讓消費者在
購物時即考量減緩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優先選購減碳
標籤產品。

※與進一步的產品減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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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對於上市櫃公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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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因應對策



28



29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GHG)種類

▪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
氮(N2O)、氟氫碳化物(HFCs) 、全氟
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
化氮(NF3)

▪ 計算產品或組織在生命週期中所產生
的碳排放量，使用ISO 
14067/ISO14064的方法計算每單位
產品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溫室氣體管理的工具



天然氣系統

垃圾掩埋

畜牧養殖

汽車排放

工廠排放

化肥生產

絕緣產品

製鋁產業

半導體製造

石化燃燒

煤炭與石油

30

NF
3

面板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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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分成很多種

個人碳足跡

• 以個人生活的食、衣、住、行等消費行為之碳排放量為計算標的

城市碳足跡

• 以資源投入與污染產出分析的方法計算城市產生的碳排放量

組織碳足跡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

• 企業因生產、製造或投資衍生的碳排放量，常使用ISO14064-1的

方法計算企業貢獻的碳排放量。

產品碳足跡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 源於個人、組織、活動、產品、服務、工程等所產生之直接與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皆稱為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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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鋁業為例





※碳管理執行要點

明確碳管理目標及適用的執行規範

 (ISO14064-1/盤查作業指引等)

碳足跡三步驟-鑑別(LCI)、量化(LCIA)、碳盤查報告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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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               量化              報告



把這些排放溫室氣體的設備找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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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固定、移動燃
燒與逸散)

間接排放：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購電、購氣）

3. 運輸中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員工通勤、貨物與廢棄
物運輸）

4. 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上游生產）

5. 與使用產品有關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下游使用）

6.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等(外包承攬產生的活動)

如果間接排放活動不納入量化，請以風險管理方法
做排除

※碳盤查鑑別 (LCI)



38

類別
直接排放源
(類別1)

能源間接排放源
(類別2)

其他間接排放源
(類別3~6)

定義
直接來自於本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
排放源

進口/外購電力、熱或蒸
氣產生有關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本公司其他的間接排放活動所產
生的其他間接排放，排放源是由他
方所擁有或控制的，可透過風險管
理，最終進行排放定性

排放溫
室氣體種
類

CO2、N2O、CH4、HFCs、

SF6
CO2

CO2、N2O、CH4、HFCs、

PFCs、SF6、NF3

排放源

⚫ 固定式燃燒源：

       緊急發電機(柴油)
⚫ 移動式排放源：公務車
⚫ 逸散式排放源：冷煤、化糞池(污
水)、電力裝置(SF6)、CO2滅火器

⚫ 外購電力
   (台電、綠電)

⚫ (類別3)員工通勤、商務旅行
⚫ (類別3)委外運輸：如廢棄物清運、

原料運輸
⚫ (類別4)外購水(台水)、原物料
⚫ (類別4)電力及燃料間接碳排放
⚫ (類別5)公司便利商店、販賣機

⚫ (類別5)人力仲介提供的宿舍
⚫ (類別6)自然災害(如野火、昆蟲

入侵)
⚫ (類別6)自然進化(如生長、分解)
⚫ (類別6)委外維修與施工

※將碳盤查鑑別之項目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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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鑑別(LCI)-間接風險評估

別人的排放這麼多，都算我家的?

0 1 2 3

活動數據
品質(A)

沒有相關
資訊無法
推估

可推估 可計算 可量測

GWP與係
數品質(B)

無依據 推估值 國際係數 國家係數

占總排放
量比例(C)

未排放
單一排放
源<0.5%

單一排放
源<3%

單一排放
源>3%

備註-總排放量比例之公式：單一排放源之「概算」
除以類別一及二之排放總合

A*B
C

0 1 2 3 4 6 9

0 0 0 0 0 0 0 0

1 0 1 2 3 4 6 9

2 0 2 4 6 8 12 18

3 0 3 6 9 12 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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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鑑別(LCI)-風險決策原則

別人的排放這麼多，都算我家的?



數據蒐集，有憑有據

41

實體性證據：電表量測、流量表、冷媒灌輸、含GHG用品年均消耗
量
文件性證據：收據、帳單、發票、文件表單

準確度高

準確度低

印象中的用量
往年經驗

透過採購金額推
算GHG排放量

電費收據、購油
發票、員工人數

統計

※溫室氣體量化(LCIA)



數據從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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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單、採購單、領料單、月度請款單
都可以拿來盤查

※溫室氣體量化(L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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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溫室氣體排放活動 盤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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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五大原則

※溫室氣體量化(LCIA)



常用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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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量化(LCIA)



數據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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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算法：7000千度電(活動數據) X 0.509(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溫室氣體排放：3563 TCO2e(二氧化碳當量)

公務車算法：2000KL(柴油用量) X 2.606(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2000KL(柴油用量) X 0.000106(甲烷排放係數) X 27.9 (暖化潛勢)

                  2000KL(柴油用量) X 0.000021(一氧化二氮係數) X 273 (暖化潛勢)

溫室氣體排放：5229.82 TCO2e(二氧化碳當量)

R143a 冷媒算法：0.001T(年均填充量) X 1(係數) X 5810 (暖化潛勢) = 5.81 TCO2e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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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7,000千度電(活動數據) X 0.495(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溫室氣體排放：3,465 TCO2e(二氧化碳當量)

電力：作為大部分企業排放之大宗，

可說是牽一髮動全身，稍有不慎就容易
陷入「實質差異」

適用活動：台電電力、綠能 (僅太陽能)、
電力間接碳足跡(類別四)

排放係數：
通常引用台電最新碳排係數、
如最新為111年度的 0.495 KG/度
間接電力：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最新公告
數值，目前為110年度的 0.0882 KG/度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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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包含汽柴油、天然氣、煤油、

噴燈、試驗氣體等。由於燃料燃燒，通
常伴隨著甲烷及一氧化二氮的產生，量
化時必須將這三項GHG數據進行加總。

適用活動：公務車、發電機、製程排放、
供暖設備、燃料間接碳足跡(類別四)等

排放係數：目前引用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以及台灣產品碳足
跡資訊網之最新數據。

公務車算法：2000L(柴油用量) X 2.606(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2000L (柴油用量) X 0.000106(甲烷排放係數) X 27.9 (暖化潛勢)

                          2000L (柴油用量) X 0.000021(一氧化二氮係數) X 273 (暖化潛勢)

溫室氣體排放：5229.82 KG CO2e(二氧化碳當量)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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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媒：常見氣體類別為CO2、HFCs、
PHCs，另外也包含HCHCs及CFCs等
早已被蒙特婁公約禁用之氣體。因其暖
化潛勢高於其他氣體數十至數千倍，因
此儘管用量小，來源雜，但其GHG排
放量不可小覷。

適用活動：飲水機、冰箱、冰水主機、車
用冷媒等製冷設備、特殊半導體製程等。

排放係數：以平均逸散率或採購當量進行計算。
暖化潛勢：引用IPCC公告之GWP數據

R143a 冷媒算法：100(年均填充量) X 0.003(逸散率) X 5810 (暖化潛勢) = 1743 

CO2e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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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設備：常見GHG氣體成分為
CO2、HALON1211、FM200等，由於
後兩者早已被蒙特婁公約禁用，因此僅
需鑑別但可以合理之理由說明不列入量
化。適用活動：CO2滅火器及系統、海龍滅火
器、消防偵測用設備等。

排放係數：以平均逸散率或採購當量進行計算。
暖化潛勢：引用IPCC公告之GWP數據

CO2滅火器算法：10T (採購量) X 1(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 10 TCO2e

CB設備：變電設施之氣體SF6，

作為高壓電力之絕緣保護氣體。

適用活動：變電站、高壓變壓器等。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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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糞池：由於企業化糞排汙設備未進行

市政納管，進而在槽體進行生物發酵產生
CH4的GHG排放，通常伴隨著水肥抽取活
動。

排放係數：公式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表六逸散排放源
之化糞池。
BOD排放因子 ×  平均污水濃度 ×  工作天數(天) ×  每人每天工作時間(小時) 

×  每人每小時廢水量(公升/小時) ×  化糞池處理效率。
BOD排放因子引用環保署預設之數據為0.6；平均污水濃度引用環保署預設之
數據為200 mg/L；工作天數(天)則引用公司行事曆之數據為248天/年；每人每
天工作時間(小時)則為法定之8小時；每人每小時廢水量(公升/小時) 引用環保
署預設之數據為15.625L/hr.；化糞池處理效率引用環保署預設之數據為85%。

化糞池算法：
100 (公司員工人數(人-年) ) X 0.003(排放係數) X 27.9 (暖化潛勢) = 8.37TCO2e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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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間接排放(類別三)：私人或

供應鏈運輸載具產生的溫室氣體，由於並
非公司所有，但因應公司營運需求進而產
生的排放。

活動算法：
廢棄物運輸：100 運輸重量(噸數) X 100(公里) X 0.00131(排放係數) = 

13.1TCO2e

高鐵通勤：200 (人數)X 250(公里)X 0.000034(排放係數) = 1.7TCO2e

適用活動：員工通勤、洽公拜訪、供應鏈
上下游運輸等。

排放係數：以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最新公告之數值計算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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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使用商品之間接GHG (類別四)：
可視為上游排放，除了前述的電力及燃料
常見的間接排放，還包含了清運商的清運
排放、原物料的碳足跡等上游間接排放。

活動算法：
廢棄物焚化處置：100 清運重量(噸數)X 360(排放係數) = 36000KGCO2e

PVC原料： 1000T(活動數據) X 2.40(排放係數) = 2400TCO2e

尼龍6,6  ： 1000T (活動數據) X 9.31(排放係數) = 9310TCO2e

聚脂纖維： 1000T (活動數據) X 5.00(排放係數) = 5000TCO2e

排放係數：以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最新公告之數值計算



各項排放活動 量化實例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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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來自組織產品之間接GHG(類別五)：
可視為下游排放，例如出租空間之排放、
產品使用排放等碳足跡活動。

廠房出租-使用方之電力：
2000千度電(活動數據) X 0.509(排放係數) X 1 (暖化潛勢)

溫室氣體排放：1018 TCO2e(二氧化碳當量)

排放係數：以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最新公告之數值計算



量化數據彙整後，公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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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報告書

產品碳足跡盤查表單(福容)v5-2nd查證版.xls


工作項目
共3-6個月

1ST月 2ND月 3RD月 4TH月 5TH月 6TH月

1
召開啟動會議

基礎知識與條文說明

2 協助排放鑑別、量化

3 制定相關程序及規範

4 產出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5 內部查證及矯正作業

6 外部查證(依後續實際需求而定)

7 取得聲明書(依後續實際需求而定)

8 教育訓練

計畫執行方法與流程

項目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課程適用人員

1 溫室氣體管理 基礎知識 3小時 各單位主管或代表

2 ISO 14064-1：2018標準說明 3小時 盤查推行人員

3 內部查證教育訓練 3小時 盤查推行人員



預計產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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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產出項目（廠商得依輔導查證工作推動狀況增補調整）

1
召開啟動會議

基礎知識與條文說明
專案啟動會議、基礎盤查知識管理與ISO14064-1條文等簡報

2 協助排放鑑別、量化 現況診斷及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3 制定相關程序及規範 溫室氣體管理程序

4 產出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5 內部查證及矯正作業 內部稽核/查證管理程序、計畫及報告

6 外部查證 外部查證報告與建議事項

7 取得聲明書 第三方聲明書的取的

8 教育訓練 各項教育訓練簡報



預期成果與執行效益

監控
Detection

定期監控溫室氣體排

放活動的變化與趨勢，

並進行資訊揭露

提升
Promotion

因應全球趨勢與ESG社

會責任，逐步推動減碳

方案與碳中和進展

管制
Control

當出現溫室氣體排放異常

或與基準年數據差距過大，

立即釐清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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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預計2024年開徵碳費，每噸逾300元

台灣最快2024年開徵碳費，立
委詢問環保署長張子敬，未來
每公噸碳費是否高出新台幣
300元？張子敬回應表示：
「非常有可能」，但要等修法
後才能和外界討論。
2023年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碳稅將試行，台灣
則採碳費先行，對於出口為導
向的台灣來說，國內若不收取
碳費，最後仍要繳費給他國，
因此環保署急於修正《氣候變
遷因應法》建立碳費制度，一
旦國內收取碳費，有機會和歐
盟談判不重複徵收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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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的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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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世新大學「二氧化碳與能源發展科普推廣計畫」

https://csr.cw.com.tw/article/42144


低碳工作推動方向

類別 低碳項目（廠商得依輔導查證工作推動狀況增補調整）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固定、移動燃燒與逸散)

1. 替換環保冷媒、製程排放減量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購電、購氣)

2. 節電措施實施

3
運輸中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員工通勤、貨物與廢棄物運輸）

3. 提倡低碳運具與大眾交通

4
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上游生產）

4. 綠色採購與綠色原料管理，包含再生料引入產品

5
與使用產品有關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下游使用）

5. 綠色產品與消費者終端管理

6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等(外包承攬產生的活動)



發展淨零碳排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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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22

(基準年)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總碳排放量
(TCO2e)

45,846.20 44,826.48 43,646.70 42,616.47 41,072.0739,542.07 36,042.07 33,542.07 32,542.07 31,842.07 29,342.07

累積減碳效
益

0%(基準年) 2.22% 4.79% 7.04% 10.41% 13.75% 21.38% 26.84% 29.02% 30.55% 36.00%

減碳投資額
(仟元)

0 70,807 172,227 32,500 40,000 20,500 53,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實施方案
完成碳盤查，
設置基準線
（Baseline)

1. 完成產
品碳足跡
2.RTO焚化
爐之空污防
治及能耗改
善

1.供應鏈碳
盤查
2.平織線低
碳化轉型升
級
3. 製程鍋
爐油改氣及
熱回收系統

1.自製低壓
鑄造機
2.建置
ISO14064-2
3.持續規劃
綠能案場
4.實施碳權
採購及抵換
專案

1.新購節能織
布機機
2.製程設備持
續替換成國產
伺服馬達
3.替換環保冷
媒(20噸)

公用設備
如冰水系
統及空壓
系統的汰
舊換新，
並建置能
耗監控機

制

1. 綠能事業加大投資，同時調整再生能源結構
2. 納入儲能業務與異業同盟合作

碳權交易開
始作為業外

收入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50,000.00

電力 燃料 電力 線性(電力)減碳趨勢線

首年減碳> 4%

第二年減碳> 7%

第五年減碳>20% 減碳十年
低碳企業轉型
減碳達30%

企業碳中和

以2022年碳排放為基準線(Baseline)

TCO2e

縱軸為本公司總碳排量(TCO2e)，橫軸為時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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