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明： 

一、 使用本報告，表示已同意將資料授權予本資料庫，且僅供資料提供者利用。 

二、 本報告是依據收集到貴單位經核實之問卷填答內容進行診斷分析。 

名詞解釋 

 重 置 成 本 ： 該營業據點需重新建置達到維持原據點生產、存放或營運功能所需

之不動產(廠房)、設備等合計金額。 

 設 備 價 值 ： 該營業據點需重新租、購達到維持原據點生產、存放或營運功能所

需之設備金額。 

 再 生 能 源 ：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中對於再生能源之定義，發電來源屬太

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

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以下簡稱綠電。 

 非  綠  電 ： 非屬綠電之用電。 

 逸 散 排 放 ： 包含甲烷、石油/天然氣甲烷洩露、冷媒外洩(冰水主機/冷氣機/除濕

機/飲水機/冰箱/冷凍冷藏設備/冷凍室乾燥機/冷飲販賣機...)、滅火

器、廢水/汙泥/厭氧或廢棄物、管線/閥件/儲槽/化糞池等逸散源。 

 碳  足  跡 ： 根據環保署的定義，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指的是一項活動

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中，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

就是從一個產品的（或一項活動所牽涉的）原物料開採與製造、組

裝、運輸，一直到使用及廢棄處理或回收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都要列入碳足跡的計算。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溫室氣體是指大氣中促成溫室效應的氣體成分，包含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等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其中主要來自於燃燒以煤炭、石油與天然

氣為主的化石燃料，因組成以二氧化碳為主，以下簡稱為「碳排放」。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日期：2024.11.18
問卷調查日期：2024.11.18

 



 

 
 

名詞解釋 

 碳  有  價 ： 計算邏輯是依企業目前的碳排量 × NGFS 公告的 2050 年國際碳價

格。其中 NGFS 碳價格是根據臺灣現今社經狀況，採用較符合臺灣

現況及國際展望之兩情境：Delayed transition 和 Net Zero 2050，

計算 G20（歐盟以經濟部國貿局之我國貿易統計，採取對臺灣貿易

影響較大之國家）之平均碳價。 

實體風險-立即性：  淹水風險等級：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考量三個構面危害度、

脆弱度及暴露度所建立。其情境包含 24 小時最大降雨量

650mm 模擬全台範圍及人口密度等。 

 旱災風險等級：為經濟部水利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公布之枯

旱預警資料並經過資料處理所建立。 

 風力風險燈號：為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颱風歷年資料並經

過資料處理所建立。 

實體風險-長期性：  氣溫風險燈號：為中央氣象局公布之氣候月平均資料並經過資

料處理所建立。 

 海平面上升風險燈號：由國際氣候科學分析組織 Climate 

Central 所建立之海平面上升資料庫並經過資料處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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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現況 

 

公 司 名 稱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資 本 額 ( 萬 元 ) ：30,000
行 業 別 ：金融保險業

：

能源使用(每年)
排放
類型

排放源
型式

電力（非綠電）： 189,828 　度 94  (93.2%)
綠　　　　　電： 0 　度 0  (0.0%)
天　　然　　氣： 0 　度 0  (0.0%)
桶　裝　瓦　斯： 0 公升 0  (0.0%)
　　　煤　　　： 0 　噸 0  (0.0%)
車　用　汽　油： 3,000 公升 7  (6.8%)
柴　　　　　油： 0 公升 0  (0.0%)
用　　水　　量： 448 　度 101 (100.0%)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號9樓之2

電力

公司基本資料

能源
間接

產業分類：金融保險業
主營業務/產品、獲利來源

碳排強度：0.57　tCO2e/佰萬營收 (同產業目標參考值：0.25)
碳排放當量
(tCO2e/年)

直接
固定

營 業 活 動 據 點

前二大產品主要外銷國占總營收合計：0%

5.

2.

移動

備註：
1. 溫室氣體排放計算方法為活動數據 x 排放係數 x GWP 值，其中排放係數值引用環境部【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 版】，GWP 值則是引用 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量化方法採排放係數
法。
2. 碳排強度為利用能源使用換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未涵蓋逸散或製程排放。
3. 碳排強度代表每1佰萬的營收產生的碳排放量，此數值越低越好，表示能源獲利率高。資料來
源為台灣經濟研究院2023年對於臺灣中小企業之調查、分析、修勻之結果。

合　計

1.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號9樓之2

3.

4.

 
 

  



 

2 
 

 
氣侯變遷風險評估 

 

低 中 高

政策和法規
政策措施、碳定價和排放活
動造成營業費用上升

✔

技術
低碳技術投資與低碳技術轉
型的成本

✔

市場
生產原料成本增加或客戶消
費行為改變

✔

名譽
產業污名化、投資人資金投
入程度減少

✔

立即性
淹水、颱風、旱災造成營運
場所、倉庫損害的成本增加

✔

長期性
平均溫度上升導致營運成本
增加、或海平面上升造成營
運場所損害的成本

✔

實體
風險

已辨識出【市場/立即性】為優先控管的風險構面，應擬定風險調適計畫。

轉型
風險

風險
類別

風險情境風險構面
財務衝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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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 
 

轉型風險分析矩陣 

3-2碳交易市場 3-1使用能源成本增加

2-1低碳轉型成本 1-3自主減碳 1-1排放量報導義務

1-4歐盟貿易活動
1-5歐盟55套案合規
4-1產業污名化

1-2碳定價和排放活動 3-3客戶行為變化

 
影 響 程 度 

 

 

政策和法規 

對應轉型風險項目：1-1、1-2、1-3、1-4、1-5。 

我國於 112 年 2 月 15 公布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並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減量於 2050

年達成平衡之「淨零排放」目標正式入法。本次修法亦確定將啟動碳費徵收機制，碳費將

採取分階段對排放源的「直接排放量」及「能源間接排放量」按一定單位費率徵收，第一

階段鎖定年排放量逾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的產業，惟開徵時間點（預計在

2025 年）、具體徵收費率等規定，仍待環保署制定徵收子法而定。 

貴司屬尚未受台灣碳費徵收之企業：隨著碳費徵收的推行，參照其他國家經驗，課徵對象

及範圍之擴大、費率逐年提高等，都可預期，建議宜持續關注碳費徵收發展，並透過企業

碳足跡分析，找出企業排碳熱點，持續降低企業碳排放以提升競爭力。 

 

貴司屬尚未受 CBAM 規範之企業：隨著 CBAM 的推行，有可能逐步擴大管制產品，建議

宜持續關注 CBAM 發展，並透過產品碳足跡分析，找出產品排碳熱點，持續降低產品碳

排放以提升競爭力。 

 

高 高度風險
中高 中度風險
低 低度風險

發

生

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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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對應轉型風險項目：2-1。 

貴司未來兩年無【提升製程能效】之相關計畫，但因並未達到碳中和，仍應規劃長期之減

碳目標與計畫。 

 

市場 

對應轉型風險項目：3-1、3-2、3-3。 

貴司所在產業鏈的直接（間接）往來下游廠商有包含國內上市櫃公司和國外上市櫃公司。

知名品牌為了達成本身減碳目標，陸續開始對供應鏈碳排狀況進行規範，紛紛要求供應鏈

在一定時間內達到碳中和或淨零排放，而在減碳壓力下，不少企業開始關注「碳交易」，

但目前國際間對企業購買碳權進行碳抵換的作法，仍還需要具體完備的規定與監理。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全球能源供應」問題，由於全球政府與企業對「減碳」的承

諾，必須削減傳統能源的使用量，導致傳統能源產量不足，但新能源的供應又趕不上，最

終使得能源短缺或價格上漲。存貨和生產成本可能因碳排放管制、能源供給、生產流程的

改變、抑或是改採較環保的原料而上升。 

可預見的未來若全球供應鏈傾向環保及永續發展產品的趨勢可能促使不綠色的產品需求

下降，進而導致存貨跌價的產生。 

 

名譽 

對應轉型風險項目：4-1。 

貴司已被利害關係人或客戶要求減碳，未採行減碳可能導致未來沒有充足的資金挹注，產

生營運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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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風險 
 

實體風險分析矩陣 

2-1平均溫度上升 1-3淹水

1-1颱風

1-2旱災

2-2海平面上升

 
影 響 程 度 

 

立即性 

對應實體風險項目：1-1、1-2、1-3。 

貴司存在中高等級的立即性實體風險（如果一旦發生災害，將產生立即性的影響），可能

造成營運中斷、庫存損失或短期無法產生獲利等影響。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的研究顯示，隨著未來的暖化，每年平均侵台颱風的個

數將減少但強颱比例增加。 

我國的極端降雨之強度與頻率特性在全臺灣許多地區都有增加之趨勢，而降雨量為淹水

災害很重要的驅動因子。 

初期應辨識自有基礎營運設備（例如，辦公室、工廠、倉庫等）是否位於易受頻繁及嚴重

氣候事件影響的高風險地區，分析相關基礎設備與設施面對氣候事件發生的韌性。相關災

害將影響經濟活動致企業營業收入降低，且颱風亦會帶來實體破壞導致動產價值減損，例

如，太陽能面板、運輸設備等動產價值減損。 

 

淹水情境說明： 

 

;;; 

高 高度風險
中高 中度風險
低 低度風險

發

生

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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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 

對應實體風險項目：2-1、2-2。 

貴司存在中高等級的長期性實體風險（長遠期必然發生的海平面上升或氣溫上升，將會受

到營運上的實體衝擊），可能造成營業成本增加（用電量上升）或額外的資本支出（營運

據點改變）等影響。 

營業所在地之建物若位於易受海平面上升影響的沿海低窪地區，發生海水倒灌等災害的

可能性增加，影響坐落該區域的廠房與設備，削弱自身營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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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衝擊分析 
情境分析–碳有價化：未來可能增加的營業成本 

 

到 2050 年，國際無序情境的營業成本可能增加大約 267 萬/每年，即使國際市場是有

序情境下，營業成本仍會增加 399 萬/每年左右。 

說明： 

目前氣候情境分析之重要文獻主要來自於綠色金融體系網絡（簡稱 NGFS），各項情境之

描述分別如下。 

有序轉型情境： 

描述全球社會採取立即且循序漸進之轉型而達到特定減碳目標之假設情況，使全球升溫

幅度有限，能控制在 2℃以內。 

無序轉型情境： 

描述全球執行轉型之啟動時間延遲，或是政策執行過程中遭遇較多挑戰，然同樣須達成特

定減碳目標下，較急劇之轉型情境，但全球升溫幅度仍能控制在 2℃以內。 

 

 -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碳有價化：未來可能增加的營業成本

國際有序情境 國際無序情境

 
 

增加轉型技術的投資 

 

如無法有效使用減碳設備或改採用再生材料，預計未來每年需額外增加 50 萬至 150 萬

之營運費用設置或外購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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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風險 

 

因已有下游客戶要求付諸綠色永續實際行動，可能每年需額外花費數個人力工時，處理

客戶相關要求之問卷或表單。 

 

實體風險造成營業據點停工 

 

營業據點 1 存在高度風險的淹水/暖化熱災害之災害，應注意可能造成的停工或存貨之

損失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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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建議方案 
自主碳足跡盤查 

 

雖尚未有外銷貿易活動，但因碳留臺灣，仍建議可每年提撥經費至營業費用，透過溫室氣

體減量並申請減量額度，供其他企業使用。 

 

使用能源可減量或改用再生能源 

 

如使用之電力能源可全數減量或改用再生能源，至少半數公務車皆替換為電動車，2050

年國際有序情境的額外減碳（碳費）成本可降至約 9.0 萬。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碳有價化：未來可能增加的營業成本 (減碳後)

國際有序情境 國際無序情境

 
減少範疇二之電力間接排放 

 

依照目前需求之 1 年 189,828 度電，如無法減少電力排放，可另花費每年約 105 萬元

購買綠電憑證。 

或可每年投入 85 萬（攤提後），建置 1 個 192kw 容量之太陽能電廠（需 576 坪面

積），預估平均 1 度電成本為 4.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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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低碳智慧計畫 

登記於工業園區之企業： 

政府針對登記在工業區企業的節能減碳，已有智慧化、低碳化診斷輔導（目前為每年核

定計畫預算，預算有限須盡快報名！），建議可參加計畫，由專家團隊為貴司提供改善

建議，以尋求效率、稼動率更好的營運生產，一方面也可節省能源成本。 

 
 

未登記於工業園區之製造業： 

未登記於工業園區但有工廠屬製造業，可參考單家提案的計畫，業者須自籌 50%，補助

上限為每案 500 萬，並且可用於購置新設備（占總經費上限為 30%）。 

 
 

  



 

11 
 

金管會永續發展路徑 – 2027 年前上市櫃公司須完成盤查 

金管會已發布上市櫃公司 2027 年以前須完成盤查，並於 2029 年完成查證，因此建議

企業可參考此發展路徑，自主訂定企業的永續發展規劃。 

 
依設備別統計減 1 噸碳的成本與回報（ROI） 

釋例說明： 

假設貴司『空壓系統』之碳排放為 100 噸（約等於每年使用 20 萬度電），並由全頻式改

為變頻式空壓機可提升效率 9.5%，代表要減 9.5 噸的碳（大約代表節省電力 19,000 度），

約需投資 1.6 萬×30=48 萬，若 1 度電以 2.5 元計算，回收年限（計算公式：投資金額/

每年節省能源費用）約為 10.1 年。 

 
資料使用聲明： 

此統計表僅是依粗略的設備別分類，統計過往有限案例的保守資訊，實際投資金額、回收

年限須視實際設備規格、型號以及節能能效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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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節能技術案例 

 

空壓機： 

以下是某法人單位實際輔導空壓機節能改善工程案例，貴司可參考計算方式，評估新設

備的節能效果以及節省的能源費用、減碳效果。 

 
另一個案例是效率提升 58.37%，1 年節省 20.5 萬度電，投資 300 萬元，回收年限約 6

年，溫室氣體排放約減少 105 噸（2021 年電力排碳係數為 0.509 公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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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扇葉： 

芮昇企業是高效能扇葉之技術設備提供商，為其他企業改善冷卻水塔風扇，提供節能率

23％，1 台年節省 10 萬度電，以 1 度電 2.5 元計算，約節省電費 25 萬/年，碳排放減

少 49.4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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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媒再生： 

鴻太工程為冷媒再生之技術設備提供商，將空調主機排出的 R-11、R-123 進行冷媒精

製純化再生程序。該企業調研的實證經驗，冷媒因含油份 1%以上的設備效率降低至少

3%以上，透過將其純化精製排除雜質、油質、水氣、不凝結氣以達到效率改善，為其他

企業提高 3%的制冷效率，以 1 台 2,500 RT 的空調主機為例，1 天節省 920 度電，1 年

節省 11,040 度電，1 度電以 2.5 元計算約節省電費 82.8 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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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參考之節能低碳產業設備技術 

 

貴司可依所屬產業別或使用的設備別，於下列網址搜尋相應的節能低碳手冊實際案例。 
https://go-moea.netzerocase.tw/resource 
 

操作說明 1－查詢產業別 

步驟一：登入網站 

 
步驟二：於『產業技術手冊』頁籤，選擇產業別，即可於下方查詢結果獲得相關產業技

術手冊 

 
  

https://go-moea.netzerocase.tw/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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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2－查詢設備別 

步驟一：登入網站 

 
步驟二：於『設備技術手冊』頁籤，選擇設備別，即可於下方查詢結果獲得相關設備技

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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