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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面對氣候變遷、國際減碳與淨零趨勢，永豐金控展現高度行動

力，擘劃及開展各項氣候減緩及調適具體方案、增加自身氣
候韌性，依循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 (FSB) 發布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建議架構 (TCFD)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本國銀行氣候風
險財務揭露指引」，以氣候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揭
露並管理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持續健全營運。

構建氣候治理架構，共同邁向淨零未來
我們設有永續發展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構建永豐金控氣

候治理架構。永豐金控董事會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在永續承諾及提
升氣候韌性執行上經常給予指導與資源支持。而針對淨零議題，我
們更在 2022 年 3 月獲得董事會的全力支持、通過淨零目標，用國
內外業內最高標準，承諾在 2030 年達成自身營運淨零排放、2050
年達成全資產組合淨零排放。

擬定氣候策略，回應情境分析潛在財務風險與機會
我們辨識短、中、長期氣候風險與機會，考量「發生可能性」

和「影響程度」，鑑別其對營運與財務之潛在影響。同時參考聯
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國際能源署（IEA）、
國際組織綠色金融體系網絡（NGFS）等發布的氣候情境，評估並
分析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之潛在財務影響，據以擬定相應之氣候
策略。

落實氣候風險管理，穩健前行
我們已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風險管理架構中，也已建立氣候風

險與機會鑑別及管理流程，包括彙整氣候風險及機會清單、鑑別金

控及子公司層級之風險 /機會、提出減緩或調適措施、對外揭露及
溝通等四步驟。並透過內部控制三道防線，劃分各防線之氣候風險
管理職責與管理機制，以堅實氣候風險管理基礎。

設定氣候指標與目標，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我們深知企業對在地與全球環境的責任，期透過氣候相關指標

與目標之設定，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措施、維持穩健營運。在
碳盤查上，永豐金控已完成範疇一、範疇二及 8項範疇三溫室氣體
排放之盤查並獲第三方查驗證，也自 2021 年起依循 PCAF 方法學
進行範疇三投融資部位碳盤查。永豐金控並已承諾不再新承作燃料
煤及非常規油氣相關之專案融資，既有部位到期亦不再續做，同時
已經加入 SBTi 並於 2022 年底完成提交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SBT)，
並透過內部營運管理，朝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前進；也
將持續精進去碳化承諾，積極與投融資標的議合、強化盡職調查，
攜手利害關係人低碳轉型，致力達成 2050 年淨零目標。

邁向淨零願景，共創永續繁榮
邁向永續、淨零這條路沒有終點，我們持續關注國際永續發

展脈動，與時俱進並有相應作為，持續提升氣候韌性。同時，為了
保護地球的永續發展，為自然與生物多樣性盡一分心力，我們在
2022 年底參與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成立的「自然與生物多
樣性倡議平台」成為發起成員之一，支持協會各項推廣行動與培育
相關專業人才，並將透過論壇的舉辦以及支持自然資本相關管理工
具之推廣等作為，增進國內企業對此議題的認知，進而採取行動，
提升企業風險韌性。永續的道路需要大家齊心協力，攜手前進；
Together,	we	can	make	a	better	life。

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思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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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績效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22	Buying	Power 經濟部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 -首獎」。

▼ 	第三度榮獲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間企業團體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序號 項目內容說明（以下資料盤點截至 2023 年 3月份）

一 相關評鑑、評量或認證 ( 外界肯定 )

1

▼ �永豐金控連續二年入選道瓊永續世界指數 (Dow�Jones�Sustainability�World�Index) 及新興市場指數
(Dow�Jones�Sustainability�Emerging�Market�Index) 成分股

▼ �永豐金控連續二年榮獲 S&P�Global 永續年鑑�(Sustainability�Yearbook) 銀行產業銀獎

2 永豐金控MSCI�ESG 評等獲調升為 AA級

3 永豐金控 FTSE�Russell�ESG 評比成績連續二年名列國內金融同業第二

4 永豐金控 Sustainalytics 評比連續二年為「低風險」評級�

5 永豐金控 ISS�ESG 評比調升至 C+，為全球商業銀行及資本市場產業獲得的最高評級，同時也是臺灣金
融業唯一獲此最高評級的機構

6 永豐金控連續三年獲全球《碳揭露專案（Carbon�Disclosure�Project，CDP）》評比「領導等級 A-」

7 永豐金控獲 ISO�14064-1:2018 溫室氣體盤查認證，範圍涵蓋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 ( 與合併財報數據
邊界一致 )

二 獲獎殊榮

整體永續發展

1 永豐金控連續三年名列《天下雜誌》「天下永續公民獎」大型企業組前 50 強

2
永豐金控榮獲《臺灣金融研訓院》第十一屆臺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最佳人力發展獎 - 特優」；永
豐銀行榮獲「最佳消費金融獎�-�優等」、「最佳數位金融獎�-�優等」、「最佳法人信託金融獎�-�優等」、
「普惠金融推動獎」

3 永豐金控連續三年榮獲《The�Asset》「最佳 ESG企業白金獎」

序號 項目內容說明（以下資料盤點截至 2023 年 3月份）

4 永豐金控連續三年榮獲《HR�Asia》「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5 永豐金控連續二年榮獲《1111 人力銀行》幸福企業「金獎」

6 永豐金控榮獲《亞洲企業商會（Enterprise�Asia）》「2022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AREA）」企業永續
報告獎、綠色領導獎、人力投資獎、社會公益發展獎

7 永豐金控榮獲《2022�TCSA臺灣永續獎》臺灣百大永續典範企業獎、永續報告書白金獎、氣候領袖獎、
性別平等領袖獎、創新成長領袖獎

8 永豐銀行連續二年榮獲《Asiamoney》「臺灣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獎」�

永續 /創新商品與服務

1 永豐銀行連續七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優良太陽光電系統 - 光鐸獎」

2
永豐銀行榮獲《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22�TSAA 臺灣永續行動獎「SDG4 教育品質金獎�-�藝起進
劇場」、「SDG8 就業與經濟成長銀獎�-�豐收款：線上收款服務」、「SDG17 全球夥伴金獎�-�永豐公益
捐款平臺」，以及 2022�亞太永續行動獎「SDG10�消除不平等金獎�-�外籍移工金融服務專案」

3 永豐銀行榮獲《卓越》雜誌 2022 卓越銀行評比之「最佳綠色金融成就獎」

4 永豐銀行榮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新創重點產業放款績優銀行－再生能源產業特別獎」

5 永豐金證券榮獲《國際商業雜誌》「永續發展目標行動獎—臺灣年度最佳金融案」

6
永豐金控旗下之子公司永豐金證券、永豐投顧、永豐投信分別獲頒《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辦
第二屆「Taiwan�SIA�臺灣永續投資獎」「機構影響力證券組 -典範獎」、「個案影響力 -ESG 創新銀級
獎」，以及「機構影響力投信組 - 績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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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關於本報告書

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子公司涵括銀行、證券、投信、

租賃及創業投資等金融產業；海外服
務點遍及香港、澳門、南京、上海、
廣州、重慶、成都、銀川、天津、東莞、
昆山、廈門、越南、泰國、緬甸、洛
杉磯及倫敦等地，金融版圖完整，提
供客戶完善、全方位的金融解決方案。 永豐金控自 2022 年起，依循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發布之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建議架構 (Recommendation	of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本國銀行氣候風險財務揭露指引」，鑑別氣候變遷對於本公司造成之風險與機會，
並揭露於 TCFD 報告書中。

此報告書為永豐金控首本 TCFD 報告書，涵蓋範圍為本公司暨旗下五家主要子公司：永豐銀行、永豐金
證券、永豐投信、永豐金租賃及永豐創業投資，簡稱永豐金控，並以臺灣營運活動做為主要報告範疇（若有
範疇不一致之情形將於報告書中特別說明），旨在讓社會大眾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瞭解本公司針對 TCFD 提出
的四個基本架構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上的評估與相關措施，並特別專章說明實體及轉型風
險的情境分析，藉此檢視氣候策略的進展，期能攜手各方利害關係人推動企業永續發展。

第一部分為氣候治理：說明本公司的氣候治理權責單位與職責內容及相關評估方法。

第二部分為氣候策略：說明本公司針對氣候造成之風險與機會的因應方式及財務影響，提出短中長期評
估與規劃，同時陳述獲得的成果。

第三部份為氣候風險管理：說明本公司對於風險鑑別後的管理流程，及相應之持續營運計畫，並說明投
融資如何納入氣候議題。

第四部分為實體及轉型風險的情境分析：詳述本公司在不同氣候情境下的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之風險
與機會，檢視本公司制定策略的韌性。

第五部分為氣候指標與目標：除了揭露基本的環境相關資訊外，亦針對低碳投融資與資產暴險深入說明。

本報告書報導期間為 2022 年度（2022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本報告書由第三方機構進行 TCFD
符合性查核並出具聲明書，所揭露環境數據皆已通過 ISO14064-1、14001 與 50001 查驗證，往後將逐年更
新及發行此報告書，中	 	英	 	文版皆可於永豐金控官網下載。

總部 臺灣台北市

成立時間 2002 年 5 月 9日

實收資本額 113,938

資產總額 2,588,763

員工人數 9,027

產業別 金融保險業

股票代號 2890

佰萬元（截至 2022 年底）

永豐金控基本資料

永豐金租賃主要營業項目為融資租賃業務，高品質的服務觸角遍布各
地，在臺灣、大陸、香港、東南亞共設有	12	處據點，並積極擴展亞
太地區業務。

永豐金
租賃

永豐創投以創業投資及提供被投資公司輔導諮詢服務為主要業務；針
對全球經濟及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尋求掌握核心知識、關鍵成功因
素、及具成長潛力之海內外企業及創業團隊進行資本投資，且對被投
資事業提供具附加價值之企業經營管理諮詢服務，共有 1處據點。

永豐
創投

永豐投信在公募基金、ETF、全權委託業務及私募基金等領域，提供
多元化及創新的商品與服務，目前於台北、台中、及高雄共設置 3個
營運據點。2014 年與大陸地區廈門國際信託公司合資設立圓信永豐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永豐
投信

永豐金證券業務範圍涵蓋經紀、自營、承銷、國際、債券及新金融商
品等，為擁有 47 個營業據點之大型綜合證券商，於香港、上海、倫
敦等地設立服務據點，並包含期貨等子公司在內，各項業務排名均位
居業界領導地位。

永豐金
證券

永豐銀行主要業務範圍含法人金融、零售金融、財富金融、財務金融、
數位金融等。臺灣設有125家分行（含營業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國外分支機構則包括香港、九龍、澳門、洛杉磯、胡志明市等分行與
位於河內的越南代表人辦事處，加上大陸地區子銀行－永豐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含南京總部、上海、廣州、成都、南京分行）等共計
11 個據點。

永豐
銀行

永豐金控各子公司介紹

TCFD
風險管理

策略

指標與目標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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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治理與行動歷程
亮 點 績 效

公司治理評鑑：連續 2年名列前 5%

持續獲選納入公司治理	100	指數、臺灣永續指數

銀行、證券及投信完成盡職治理政策制訂

CDP：獲 A-	領導等級

赤道原則：永豐銀行簽屬赤道原則

可持續發展債券：永豐銀行發行全臺首檔可持續發展債券

漁電共生：永豐銀行率先推動漁電共生專案融資

太陽光電融資：市占率 24%

綠電交易：永豐銀行促成全臺首件綠電交易融資專案

DJSI：首度進入DJSI 新興市場成分股

	公司治理評鑑：連續 3年名列前 5%

氣候治理：氣候變遷風險概況每季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
董事會

CDP：連續二年獲 A-	領導等級

TCFD：正式簽署成為 TCFD	Supporter

太陽光電融資：總裝置容量 1,929.14MW，市占 25%

綠電交易平台：提供創新融資及金流服務模式

綠能電廠資訊管理系統：導入電廠四大評估功能並獲專利
認證

綠建築都更：銀行承作首宗綠建築都更聯貸案

DJSI：入選 DJSI 世界指數成分股並持續納入DJSI 新興市
場指數

MSCI	ESG 評比：獲領導地位之 AA評級

CDP：連續三年獲 A-	領導等級

去碳承諾：建立更積極的去碳承諾	註

GSS 債券：GSS 債券累計發行金額 84 億元

SBT：完成提交 SBTi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

淨零承諾：2030 年以前達成自身營運淨零排放、2050 年
以前達成全資產組合淨零排放

溫室氣體盤查：100%完成國內外據點溫室氣體盤查

綠電導入：永豐金控於 2022 年簽訂 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合約，規劃每年導入 330 萬度綠電

內部碳定價：導入內部碳定價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註：自2022年 7月 1日起不再新承作燃料煤及非常規油氣相關之專案融資 (包含開採、發電、加工、貿易、運輸與物流、設備製造、基礎設施等 )，既有專案融資到期亦不再續約。永豐金控持續發展更為積極的去碳承諾，最新進展請見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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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氣候治理架構
永豐金控以董事會為氣候相關議題之最高治理以及督導單位，負有核定、指導氣候

風險政策之權責。永豐金控董事長轄下有「風險管理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永豐金控風險管理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金控獨立董事 (1 人 )、總經理、

及銀行董事長等擔任委員，管理氣候變遷相關之風險，以強化氣候韌性。永豐金控將「氣
候變遷風險」納入「風險管理政策」，並建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要點」，以健
全氣候風險與機會的管理機制。2021 年起，永豐金控風險管理處每季於風險管理報告內
揭示氣候變遷風險 ( 包含實體風險、轉型風險各項指標 ) 概況，並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
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下設置「TCFD 執行小組」，以風險管理處為統籌單位，擬訂氣
候風險管理準則、建立氣候風險管理機制，每季追蹤進度、檢視 KPI 執行狀況，並呈報
風險管理委員會與董事會。TCFD執行小組依循TCFD四大構面：治理、策略、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揭露並管理氣候資訊。

TCFD執行小組有4項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具體量化之情境分析及財務衝擊」、「相
應營運策略與財務規劃氣候韌性之減緩及調適措施」、「指標及目標」及「TCFD報告書」，
如下表說明：

TCFD 執行小組主要工作內容

設置 TCFD 執行小組，依據 TCFD 四大構面，
整合氣候相關財務資訊及財務量化之衝擊，據
以評估並調整金控整體永續金融發展、永續商
品服務、綠能與環境能源管理等策略與政策，
以提升氣候韌性。
金控風險管理處並於風險管理報告內揭示氣候
變遷風險概況及相關專案執行進度，每季呈報
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設置公司治理、顧客關係、員工照顧、環境永
續、社會參與等五個推動小組，持續關注氣候
變遷對公司營運帶來的風險與機會，擬具行動
方案並設定目標，據以落實永豐金控「減緩與
調適氣候變遷」之永續承諾。
委員會每季追蹤管理執行情形，每半年呈報董
事會。

金控風險管理處

具體量化之情境分析及財務衝擊
 	依客戶或資產組合，以氣候風險評估方法及流程，辨識與其他風險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作業風險及流動
性風險等 )之傳導路徑。
 	執行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具體量化之情境分析及財務衝擊。

相應營運策略與財務規劃氣候韌性之減緩及調適措施
 	透過不同路徑之氣候變遷情境分析，辨識氣候風險對營運、策略、產品與財務規劃等之影響，擬具相應營
運策略與財務規劃氣候韌性之減緩及調適措施。
 	訂定高氣候變遷風險客戶及資產之管理措施。

指標及目標
 	依風險胃納設定投融資組合關鍵指標及訂定短 /中 / 長期之目標。
 	建立整合性氣候風險管理儀表板，持續進行指標及目標之管理及監控。

TCFD 報告書
 	以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等四個揭露架構編制獨立之 TCFD 報告書

金控董事會

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

永豐金控氣候治理架構

主任委員：金控董事長
委員：金控總經理 /證券董事長、銀行董事長、
租賃董事長、投信董事長、銀行總經理、證券
總經理

主任委員：金控董事長
委員：金控總經理、金控獨董（1人）、銀行
董事長、金控風險管理處處長

金控風險管理委員會

金控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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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於2015年成立「CSR推動核心小組」，嗣於2018年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2022年更名為「永續發展守則」)，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由金控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
總經理及主要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擔任委員。委員會下設有公司治理、顧客關係、員工照顧、環境永續、社會參與五個推動小組，管理金控及各子公司營運活動及其對經濟、環境
及社會的風險與影響，委員會每季追蹤管理執行情形，每半年呈報董事會。永續發展委員會持續關注氣候變遷對公司營運帶來的風險與機會，擬具行動方案並設定目標，據以落實永豐
金控「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之永續承諾，2022 年執行成果如下表。請參見「永豐金控 2022 永續報告書」

行動方案 關鍵 KPI 2022 年目標 達成狀況

導入並持續深化
氣候風險管理 掌握氣候變遷造成之財務風險

1 ��建立上游供應商氣候風險之鑑別、衡量、監控與報告
2 ��鑑別短中長期氣候風險傳導路徑，具體掌握對營運策略
與財務規劃之影響並評估氣候韌性

已達成

提升氣候意識
（員工）

「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員工簽署率 100% 已達成

教育訓練
舉辦場次 2 場 已達成

員工參與率 100% 已達成

環保活動日舉辦場次 1 場 已達成

年度宣導文章數 至少 2篇 已達成

支持綠能科技
產業發展

永豐銀行再生能源融資貸款餘額 750 億元 已達成

永豐創投綠色產業投資金額 6,000 萬元 未達成	註 1

永豐金租賃太陽能電廠建置期或專案融資業務累計往來電廠數 530 個電廠 已達成

提升氣候意識
（客戶）

建置綠色融資標準 責任授信導入綠色授信（支出）之衡量標準 已達成

ESG講座 / 論壇場次 4 場 已達成

至機構法人辦理 ESG評鑑教育訓練課程 12 場 已達成

「碳足跡計算器」功能普及度 簽帳卡 /信用卡導入「碳足跡計算器」功能 已達成

提升零售客戶 ESG智識 加強零售客戶 ESG/ 綠色相關商品的資訊揭露與行銷活動 已達成

加強 ESG溝通與議合 建置 ESG/ 綠色概念之基金專屬網頁，加強與客戶溝通 已達成

推動氣候變遷
減緩行動

第三方環境相關認證

海外據點溫室氣體盤查教育訓練 1 場 已達成

ISO14001 認證覆蓋率 20% 已達成

ISO	50001 認證覆蓋率 30% 已達成

累計節電、用水與減碳率（以 2020 年為基準）	 2% 已達成

範疇三經第三方驗證項目數 8 項 已達成

參與 CDP評鑑	 完成第三次回覆 已達成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5% 未達成	註 2

內部碳定價機制 建立內部碳定價機制 已達成

提升氣候意識（社會大眾） 「永豐生活」推廣觸及人數 50,000�人次 已達成

註 1：�部分案件評估不承作，故未達成目標，累積投資金額 4,113 萬。
註 2：�因受電廠綠電轉供不及之影響，2022 年自 9月起實際導入 23.5 萬度綠電，約占金控一年用電量之 0.7%。

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 2022 年目標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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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淨零 PMO 架構

永豐金控深知做為資金引導者的影響力與責任，於 2021 年 12 月經永續發展委員
會同意新增「布局淨零排放」之短中長期工作目標並經 2022 年 1 月董事會通過，嗣於
2022 年 3 月由董事會通過「2030 年達成自身營運淨零排放、2050 年達成全資產組合
淨零排放並於 2年內提出執行計畫」之淨零目標，致力以永續金融助攻臺灣淨零。於治
理面，永豐金控於 2022 年第一季設置跨子公司及跨部門之淨零專案工作小組（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依營運淨零、風險管理、投資組合淨零、授信資產淨零及淨零
倡議五大淨零策略，設置 8個工作分組（詳下圖），並擬定至 2027 年之短中長期目標，
將透過每兩個月召開之淨零雙月會及每季召開之永續發展委員會，管理淨零相關工作之
推動與執行，滾動式檢討專案進度與成效，同時併同整體永續發展工作執行情形，每半
年向董事會報告。詳細內容請參見「永豐金控 2022 永續報告書」

1.2  董事會職責
1.2.1 董事會對氣候議題的監督

永豐金控董事會為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最高治理單位，對氣候相關議題負最終監督與
管理責任，為充分了解氣候風險對金控本身之衝擊，永豐金控董事進修永續與氣候相關
課程、參與 ESG 論壇，同時聘請外部顧問協助氣候治理架構建置以及推動永續發展，以
利督導本公司推動企業永續以及管理氣候議題之作業。

永豐金控第八屆董事會列有 7席董事（其中 3席為獨立董事），成員具備深厚的永
續背景，其中董事長陳思寬擔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監事，獨立董
事潘維大亦擔任財團法人臺中市 ESG 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董事，引領公司全體積極
投入企業永續發展與 ESG領域，持續關注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議題。

永豐金控定期監控氣候變遷風險概況及相關專案執行進度，每季於風險管理報告中
揭示，並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時為落實「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之永續承諾，
每季於永續發展委員會追蹤管理執行情形，並每半年呈報董事會。

1.2.2 2022 年氣候治理決策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納入董事會議程之頻率為每半年一次，惟 2022 年因議題需要共提

董事會三次。

另，董事會亦於 2022 年 3 月通過「2030 年達成自身淨零排放、2050 年達成全資產
組合淨零排放，並於兩年內（2024 年前）提出執行計畫」，同時承諾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新承作燃料煤及非常規油氣相關之專案融資（包含開採、發電、加工、貿易、
運輸與物流、設備製造、基礎設施等），既有專案融資到期亦不再續約。

永豐金控永續發展委員會

淨零專案負責人

營運
淨零

個金法金

投資
組合
淨零 共識

凝聚

風險
管理 產品

與服務

授信資產淨零 淨零倡議

品牌
經營

承諾提出 2050 淨零計畫
自身營運
2030
淨零

對外
承諾

淨零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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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外部顧問
永豐金控先後於 2022 年以及 2023 年聘任

外部顧問提供 TCFD 諮詢服務、實體 / 轉型風
險之財務影響評估、氣候風險熱點圖、完備氣
候風險管理制度、TCFD 教育訓練等服務。並
於 2022 年設置淨零專案工作小組後，透過外
部顧問協助公司協助淨零專案的推展，進行投
融資部位之 PCAF 碳盤查、SBT 之設定及通過
SBTi 驗證等。

永豐金控已於 2022 年 8 月加入 SBTi，並
於 2022 年底完成提交 SBT，預計將於 2023 年
7月進行驗證，詳請見金控官網

1.2.4 董事會教育訓練
永豐金控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成員 2022 年

進修時數共 61 小時，其中 6小時為氣候相關
進修時數，包含公司治理 3.0 揭露需求，以及
綠色產業發展動向相關課程。同時，永豐金控
董事與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也參與 ESG論壇，
積極因應金融業淨零作為與商機。

單位：小時

參與董事
(永豐金控 ) 進修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時數

潘維大 快速解讀與準備公司治理 3.0
之 ESG 揭露要求

 �壹、主管機關與機構投資人關注的 ESG,�TCFD,�SASB 資訊揭露趨勢及商業意涵
 �貳、公司治理 3.0、綠色金融 2.0、公司治理評鑑等 CSR/ESG 相關典範實務解析
 �參、提升企業形象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有效性－價值化、法規趨勢、工具及案例

3

潘維大 綠色產業的發展動向 -
低碳投資展望與因應商業策略

 �壹、全球風險速覽
 �貳、氣候治理及 ESG揭露的商業意涵
 �參、低碳投資與永續金融

3

參與董事
( 永豐金控及子公司 ) 參與 ESG論壇名稱 課程大綱 時數

陳思寬、曹為實、陳嘉賢、
林玉芬、蘇志正、江偉源、
蔡鴻賢、許如玫、李國豪、
林文雄、魏哲弘、吳委勵、
龔鍾嶸、歐陽子能、黃蔭基

2022 永豐 ESG論壇：
「以永續金融助攻臺灣淨零」  �與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協會共同主辦，分享金融業的淨零作為與商機。 3

陳思寬、潘維大、曹為實、
蘇志正、朱士廷、江偉源、
蔡鴻賢、許如玫、林文雄、
李文宏、林佳亨、龔鍾嶸、

歐陽子能

2022 永豐 ESG論壇：
「淨零轉型策略研討成果發表」

 �與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協會共同主辦，分享淨零轉型相關的能源、循環和生活轉型
策略建議。 1.83

董事氣候相關進修

10

附錄氣候治理前言 實體及轉型風險
之情境分析

氣候策略 氣候指標與目標氣候風險管理 未來展望永豐金控   TCFD報告書    2022

https://www.sinopac.com/Sustainability/20220419163155155823/20220419163334390253.html
https://www.sinopac.com/Sustainability/20220419163155155823/20220419163334390253.html


1.3  高階管理階層職責
1.3.1 永續績效連結

永豐金控之高階薪酬政策包含短期以及中
長期績效目標設置。總經理 2022 年度績效目
標設有淨零指標 10%，且該指標連結至當年度
變動獎酬。公司各部門則設置 KPI 永續指標佔
比至少 10%，按各處職掌規劃永續經營指標，
並納入一階主管年度績效目標且連動當年度績
效獎金。除短期績效及獎酬外，金控亦對金控
及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高階主管）設有
「長期激勵獎酬計畫」，其中將「永續指標」
權重佔比15%列入2022~2024年度評估目標，
以鼓勵中長期永續各項行動（含淨零及永續金
融）持續優化以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發揮金
融影響力。( 氣候績效指標請參見 5.2	氣候績效
與薪酬制度	 )

1.3.2 高階管理階層教育訓練
高階管理階層進修時數共 3,672.6 小時，

其中 349 小時為氣候相關進修時數，包括金融
永續策略、碳淨零趨勢研討，以及企業社會責
任等系列課程。

課程大綱

 	從金融業裁罰談金融監理與公司治理

 	永豐 ESG論壇【以永續金融助攻臺灣淨零】

 	二氧化碳捕獲封存及再利用

 	臺灣綠電與儲能市場商機

 	永續發展趨勢與綠色商機

 	風電產業趨勢與供應鏈

 	BCSD 永續未來學院 _企業氣候轉型評估

 	BCSD 永續未來學院 _金融業投融資組合碳盤查 PCAF

 	BSCD 永續未來學院 _淨零轉型趨勢暨永續分類法應用

 	淨零轉型策略研討成果論壇

 	儲能設備之運作、用戶端參與輔助服務之商機

 	碳權議題研討會

 	太陽光電建置成本、躉售費率、新的政策方向之說明

 	複合型利用光電案場 -漁電共生型 _系列 1&2

 	數位金融發展趨勢：從 AI 到 ESG

 	斷捨離減碳生活&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簽署

 	低碳飲食與健康生活氣候相關進修

共34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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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氣候策略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2�1�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2�1�2� 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2.2	 氣候策略行動
2�2�1� 綠色營運
2�2�2� 綠色投融資
2�2�3� 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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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於企業及社會環境造成顯著影響，為掌握氣候變遷之具體影響，強化氣候相關議題，由永豐金控風險管理處每年定期提供之氣候相關風險、機會評估表，參考國內外機
構所發布有關氣候相關管理之法規、報告等資訊，由各子公司風險管理單位執行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氣候風險與機會管理流程如下圖：

永豐金控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流程

 �子公司透過質化或量化方式，評估發生可能性。

 �子公司透過質化或量化方式，評估衝擊影響程度。

 �子公司辨識營運及業務應關注之氣候相關風險和機
會，並研擬減緩或調適措施�/�因應策略。

 �子公司風險管理單位呈送氣候相關風險、機會評估表
予金控風險管理處。

 �金控彙整各子公司之氣候相關風險�/�機會，綜合考量
發生可能性及衝擊影響程度，辨識金控層級之氣候變
遷風險�/�機會。

 �回饋予子公司再次檢視後，確認金控層級之氣候相關
風險�/�機會。

 �對於金控層級之氣候相關風險�/�機會，擬具減緩或調
適措施�/�因應策略。

 �金控將辨識出之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及減緩或調適措
施�/�因應策略，併同本公司每年之永續報告書或 TCFD
報告書呈核核准後對外揭露。

子公司進行氣候相關風險 / 機會評估 鑑別金控層級之
氣候相關風險 / 機會及減緩或調適措施 呈報氣候相關風險 / 機會

風險 / 機會評估衡量 報告風險 / 機會辨識 風險 / 機會回應
減緩或調適措施 /因應策略

STEP

2
STEP

4
STEP

1
STEP

3

 �參考 TCFD 建議書及產業標竿企業之永續報告書等，
做為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鑑別、評估及管理之指引。

 �金控每年通知子公司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

金控啟動氣候相關風險 / 機會鑑別程序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為建立整合性的風險管理架構，本公司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風險管理政策」，

並制定「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要點」，以評估集團自身業務氣候風險相關風險與機
會，衡量相關風險與機會對財務、業務規劃及策略之影響，並且擬定因應氣候變遷採取
減緩及調適行動。此外，訂有「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建立緊急通報程序與應變
處理指導方針，強化面對天然災害等重大緊急事件時之緊急應變處理能力。

永豐金控於氣候風險與機會辨識流程中，針對所蒐羅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議題，
綜合考量「發生時間」、「發生可能性」和「影響程度	註 1」，將各維度之鑑別分數相乘
計算，再依各子公司淨值為權重得出金控整體鑑別結果，以作為風險與機會重大性之排
序依據。從中分別篩選出風險與機會排序前三大項目，鑑別其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
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之營運與財務之潛在影響衝擊、可能發生時間，以及與
金融業既有風險之關聯性（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等），作為相關減緩與
調適因應策略擬定與風險管理之依據。

2023 2024 2025 2050

●	短期 ●	中期 ●	長期

短期
2023 年底以內可能會發生

中期
2024~2025 年 ( 含 ) 可能會發生

長期
2025 年 ( 不含 ) 後可能會發生

發生時間

氣候風險與機會 - 時間範圍

註 1：�「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分為 5個等級，1為最低、5為最高。其中「影響程度」將重大偶發事件遵
循事項中規範之預期損失達一千萬美金 ( 約新臺幣三億元 ) 設為影響程度極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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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針對所蒐羅之風險事項中，依實體風險、轉型風險、責任風險類型，綜合考量發生

可能性、影響程度後，對永豐金控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
有相對重大影響的風險類型如下。

 A-1	 		溫室氣體減量或節能耗電政策或法規趨嚴，可能增加營運成本。

 A-2� �溫室氣體減量或節能耗電政策或法規趨嚴、未能遵循而遭受裁罰。

 A-3� �碳價與碳稅 /排放、減碳目標與報告義務之政策或節能耗電政策或法規趨嚴，可能導致授信及投資對象營
運獲利減少、影響公司債權或收益。

 B-1� �未能成功發展金融科技並透過數位金融、電子化服務引領無紙化及節能減碳之綠色金流，導致顧客與本公
司往來意願降低、影響營收。

 B-2� �企業為因應轉型，因技術判斷錯誤或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新技術開發未能成功導致成本增加、獲利減少。

 C-1� �環境永續意識提高或極端氣候導致高耗能 /高碳排企業受影響，造成授信債權回收困難或投資價值減損。

 C-2� �未能適時推出相關永續金融產品服務，恐失去氣候變遷主題相關市場，造成業務及客戶流失、營收下滑。

 D-1� �公司被認定相對不環保或未提供綠色產品而影響公司信譽，造成業務及客戶流失、營收下滑。

 D-2� �若未能積極投入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氣候變遷議題，可能影響公司形象及信譽。

 R1� �1 ��主管機關加強對低碳投融資的激勵機制，以至於央行再融資相關業務資格之標準發生變化，包括提升
棕色資產風險權重等，可能會阻礙銀行再融資戰略。

� �2 ��碳排放價格上升，會導致高碳排產業的股票波動造成金融市場帶來連鎖反應，包括大量拋售高碳排資
產和隨之引發流動性風險。

 R2� �政府推行的低碳政策，使得大量高碳排產業 (ex 化石燃料產業 ) 之設備將受人為加速折舊而在使用周期中
提前沖銷，價值下跌而形成“擱淺資產”(stranded�asset)。

 R3� �新型低碳行業之低碳技術發展成熟，相較於新型行業導致傳統產業營利不利，導致公司債權或收益受影響
（例：煤電不具競爭力）。

 E-1� �颱風、強降雨等極端氣候引起的異常事件，造成營運處所或設備損害、營運中斷或人員傷亡。

 E-2� �颱風、強降雨等極端氣候引起的異常事件，造成授信擔保品價值貶落而影響債權、或衝擊投資部位價值。

 E-3� �颱風、強降雨等極端氣候引起的異常事件，造成授信或投資企業之營運總部、據點、廠房、資產等 ... 受
損而影響債權、或衝擊投資部位價值。

 E-4� �因降雨分布不均，導致如:製造業、農業或半導體業等用水較大產業可能因缺水遭受損害，影響公司債權。

 E-5� �因乾旱 / 缺水機率增加，使營運處所因缺水導致營運中斷、設備損壞。

 F-1� �平均氣溫上升或海平面上升，造成營運處所或設備損害、營運中斷或人員傷亡。

 F-2� �海平面上升，造成授信或投資企業之營運總部、據點、廠房、資產等...受損而影響債權、或衝擊投資部位，
並且造成授信擔保品價值貶落、影響債權。

 F-3� �平均氣溫上升，使空調用電或用水增加，導致公司營運成本增加。

 R4� �受自然災害影響的企業和居民會迅速增加從銀行提取存款 ( 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客戶透支信用 )，以滿足
災後突然增加的資金需求，而銀行短期內對於受災群眾的信貸供給能力十分有限，這些提款可能會給銀行
自身的流動性帶來壓力，並導致銀行內部的流動性風險具體化。

 R5� �長期氣候變化（如平均溫度升高、海平面升高、降雨模式變化、水壓力 /缺水或乾旱）導致部分氣候敏感
型資產（如農業、房地產相關）的預期價值下降。

 R6� �由於極端天氣事件（颱風，暴雨，泥石流，森林火災等），運營及其外包安排可能會被迫中斷、數據中心
的設備遭受損害而丟失關鍵客戶數據，由此涉及的相關法律風險會升高。

 G-1� �未建立氣候治理架構、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氣候相關風險揭露內容不夠充分、未調整營運策略或授信 /
投資對象對環境造成損害或造成第三人財產損失，而遭受訴訟或面臨責任風險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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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氣候風險分析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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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H-1	 	資訊機房搬遷至更具效率之建築、採購新型節能設備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節省營運成本。

 H-2� �行舍或自有建築導入綠建築設計，節省能源成本。

 I-1� �配合政府政策與法規，對再生能源或綠色產業擴大投、融資及創新發展永續金融商品及服務，擴大商
機。

 I-2� �優化數位金融服務提升使用便利性，有利於增加客源、拓展商機。

 I-3� �推廣都市更新或改造綠建築專案，取得投融資商機。

 J-1� �增加發行、投資綠色債券或參與綠能相關產業承銷案件，有利於進入新市場、爭取循環經濟新商機。
 K-1� �投資組合增加氣候變遷相關商品、有助於掌握市場動向、增加營運彈性。

 K-2� �積極參與內外部節能 / 環保競賽活動、建立獎勵措施以及參與永續評比機構（如：天下公民獎、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永續指數…等）得到好成績，將觀念落實於具體實踐達到公司節能減碳目的，
媒體因此對此進行正面報導，將進而提升整體企業形象。

 O1� �因應國際綠色金融趨勢，市場上曾對其他非綠色產業採負面表列提高門檻或婉拒業務往來。本公司若
能建立客戶端 ESG 溝通角色，藉由貸放協助與輔導客戶低碳轉型，改善營運策略，將創造環境友好及
穩固既有客戶關係雙好局面，提升企業形象。

 O2� �本公司投入再生能源使用，於自有大樓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以自發自用配合餘電出售，達到減排成
效，將有機會透過市場機制交易，賺取營業外收入。另，響應經濟部推出之「綠色租賃 2.0 方案」，協
助商辦大樓或同類型集合式場域的承租企業，透過轉供電力模式，取得綠電與再生能源憑證。H-2

H-1

I-1

I-2 J-1

K-1 K-2O2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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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氣候策略行動
永豐金控針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議題，鑑別其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之影響期間與潛在之財務影響，以及與金融業既有風險之關聯性（如：

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等），以作為相關因應對策與風險管理之依據。以下依其重大性排序，分別篩選前三名主要風險與機會進行分析。

2022 年度重大氣候風險、潛在財務影響及因應措施，彙整於下表。

TCFD
風險類型

TCFD 氣候變遷
相關風險選項 項次 氣候相關

風險事項
影響
層面

潛在衝
擊影響

與其他風險
之關聯性

對營運策略、潛在業務 /產
品與財務規劃影響衝擊評估 減緩或調適措施 /因應策略 可能發

生期間

轉型
風險

政策
和法規

A-3

碳價與碳稅 /排
放、減碳目標與報
告義務之政策或節
能耗電政策或法規
趨嚴，可能導致授
信及投資對象營運
獲利減少、影響公
司債權或收益

授信
/投
資 /
承銷
業務

債權損
失增加 /
投資收
益減少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投資或授信對象若屬高耗能、
高汙染或高氣候風險產業，因
能源法規變動、國內外課徵碳
費或碳稅 ( 如 : 歐盟及美國碳
關稅 ) 等因素增加營運成本而
影響獲利，導致本公司債權回
收困難或投資收益減少。

1 ��「顧客關係」小組負責規劃永續金融商品的發展藍圖、推動責任投資、持續深化並落實
責任授信。

中期

2 ��呼應國際趨勢與國家宣示 2050 淨零目標，永豐金控董事會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正式通
過我們企業的淨零目標，承諾在 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運淨零排放，在 2050 年以前
達成全資產組合的淨零排放，並且成立跨子公司、跨部門的淨零專案工作小組 (Project�
Management�Office;�PMO) 擬定短中長期工作目標。

3 ��金控訂定「責任投資管理要點」作為推動與執行責任投資之指導方針。

4 ��金控風險管理處統籌「TCFD�情境模擬財務衝擊量化分析」及成立 TCFD 執行小組，依
財務量化之衝擊，評估並調整金控整體永續金融發展、永續商品服務、綠能與環境能源
管理等現行策略與政策，提升氣候韌性。

R-2

政府推行的低碳政
策，使得大量高碳
排產業 (ex 化石燃
料產業 ) 之設備將
受人為加速折舊
而在使用周期中
提前沖銷，價值
下跌而形成“擱淺
資產”(stranded�

asset)

授信
/ 投
資 /
承銷
業務

債權損
失增加 /
投資收
入減少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投資或授信對象若屬高耗能、
高汙染或高氣候風險產業，因
能源法規變動、國內外課徵碳
費或碳稅等因素增加營運成
本而影響獲利，進而導致債權
確保困難或投資收入 /承銷利
益減少，及市場流動性問題。

1 ���呼應國際趨勢與國家宣示 2050 淨零目標，永豐金控董事會在 2022 年 3 月 15 日正式
通過企業的淨零目標，承諾在 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運淨零排放，在 2050 年以前達
成全資產組合的淨零排放，並且成立跨子公司、跨部門的淨零專案工作小組 (Project�
Management�Office;�PMO) 擬定短中長期工作目標。

長期

2 ��金控風險管理處統籌「TCFD�情境模擬財務衝擊量化分析」及成立 TCFD 執行小組，依
財務量化之衝擊，評估並調整金控整體永續金融發展、永續商品服務、綠能與環境能源
管理等現行策略與政策，提升氣候韌性。

實體
風險 立即性

E-1

颱風、強降雨等極
端氣候引起的異常
事件，造成營運處
所或設備損害、營
運中斷或人員傷亡

自身
營運
風險

營運成
本增加 作業風險

1 ��因颱風或強降雨造成停
班，導致營運中斷，公司
仍需負擔人事成本

2 ��員工因業務需求，需在颱
風假期間出勤，增加人員
受傷風險及增加人事成本

3 ��颱風警報發佈，同仁至公
司檢查門窗、招牌、防水
閘門等安全措施，或確認
災損時途中造成職災

1 ��本公司訂定「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劃分權責及建立緊急通報程序，把握關鍵時
機迅速採取積極有效應變行動，以防止損害擴大、消弭災害危機，儘快恢復正常營運。

中期

2 ��達停班標準即依主管機關規定停止上班、以保障員工生命財產安全；颱風警報發佈前均
通知各單位檢查門戶、疏通排水、備妥防災設備，建立緊急事件通報名冊，做好事前防
範及事後處理措施，以儘速恢復正常營運。

3 ��行舍地點優先考量排水系統建置完整之都會區，並以屋齡短、設備建材新穎、耐震係數
高且非低窪地區之建築物為主，使發生災害時之影響減至最低。

4 ��投保天然災害險，以因應極端氣候產生之風險。

5 ��各單位平時擬妥任務編組，及緊急聯絡電話以備緊急狀況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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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重大氣候機會、潛在策略及管理措施，彙整於下表。為進一步掌握氣候機會，永豐金控以過去相關業務營運績效，擬訂機會發展管理措施與因應策略，訂定相關氣候機會
目標，詳「5.1	氣候指標與目標	 」。

TCFD 氣候變遷
相關機會選項 項次 氣候相關

機會事項 影響層面 潛在機
會影響

對營運策略、潛在業務 /
產品和財務發展機會評估 (機會事項 ) 機會發展管理措施 /因應策略 可能發

生期間

產品
與服務

I-1

配合政府政
策與法規，
對再生能源
或綠色產業
擴大投、融
資及創新發
展永續金融
商品及服
務，擴大商
機

授信 /投
資 / 承銷
業務

收入增加

1 ��以金融專業扶持產業發展創能、儲能及節能相關融資，以增加營收。
2 ��考量自營業務對再生能源或綠色產業擴大投資，增加收入
3 ��對產業應建立監控管理機制及商品架構規劃
4 ��辨識營運及業務應關注之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並研擬減緩或調適
措施 /因應策略。

5 ��國發會宣示 2050 年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其中十二項關鍵戰略包
括風電 / 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
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
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每個策略分別訂出 2025 年、
2030 年至 2050 年的達成目標。以十二項關鍵戰略產業為潛在新增
投資項目，以金融專業創造新的投資機會。

6 ��透過承銷綠色債券和綠色基礎設施獲取商機增加營業收入。
7 ��開發氣候調適和保險風險解決方案。
8 ��開發新產品服務研發與創新。
9 ��隨全球低碳綠能趨勢，對環保永續、氣候變遷題材之商品需求增加

1 ��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持續關注國內外永續發展議題與氣候變遷趨勢，
制定具體永續方針，並透過委員會下設置的五個推動小組擬定具體行動
方案及短中長期目標，呼應「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之永續承諾，並每
年滾動式調整。

中期

2 ��承銷綠色債券和綠色基礎設施之業務，其募集資金用途、綠色項目的評
估與篩選、募集資金管理與定期向投資人揭露與報告資金運用情形及對
環境效益的報告制度符合本國綠債作業要點，且具備完善之資金管理計
畫，確保資金確實運用於所約定的綠色投資計畫，並應持續追蹤資金運
用情形，將其定期揭露予投資人。

3 ��研發更多儲能、節能及綠電等交易機會，開創綠色創新金融科技服務 (如
數位認證 )，提升客戶使用體驗及滿意度。

4 ��「顧客關係」小組負責規劃永續金融商品的發展藍圖、推動責任投資、
簽署與導入赤道原則，以期結合金融核心本業推動永續發展，持續關注
市場及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相關主題商品，擬訂短
中長期規劃及年度重要工作計畫。

市場
J-1

增加發行、
投資綠色債
券或參與綠
能相關產業
承銷案件，
有利於進入
新市場、爭
取循環經濟
新商機

產品及銷
售服務 /
客戶服務
/授信業
務 /投資

收入增加 增加發行或投資綠色債券之金額，有利於進入新市場、爭取循環經濟
新商機。

1 ��掌握新市場機會，了解投資者、消費者對於氣候變遷議題關注及對綠色
金融產品服務需求偏好，持續開發以永續發展為標的主軸之綠色 /ESG�
基金、債券、貸款產品及服務，適度增加綠色債券之投資餘額。

短期

2 ��提供低碳產品與服務，太陽能、風力、水力、生質能等再生能源方案，
並支持電動摩托車、電動腳踏車、電動汽車代步方式。

3 ��訂定公司內商品綠能化創新提案活動，鼓勵同仁發揮創意。

4 ��積極參與綠能相關業務提升公司形象，吸引更多投資人增進業務機會。

5 ��為響應主管機關「綠色金融 3.0」及「信託 2.0」，永豐銀行於近年陸續
發行綠色債券及可持續債券，並創新推出地方回饋金信託機制，以協助
綠能產業發展，未來將持續透過信託、融資等多樣化金融工具，擴大提
供綠色及永續金融服務。

產品
與服務

I-3

推廣都市更
新或改造綠
建築專案，
取得投融資
商機

授信 /投
資 / 承銷
業務

收入增加 政府積極推動都更與老屋翻新，對於金融業之金流、授信、信託保證、
不動產投資、承銷綠色債券等增加商機。

1 ��永豐銀行為協助優化都市景觀，打造健康、節能的居住空間，已推出綠
建築專屬房貸服務。

中期

2 ��將持續尋求聯貸案件主辦機會與提升價金信託收益，推廣綠色融資商機，
以成為市場領先者。

3 ��制定內部資產管理 / 投資以及授信相關管理規則，明訂將支持都更、改
造綠建築專案，專業績效與人員考績產生連結，鼓勵業務之發展和推廣。

4 ��持續尋求相關專案聯貸案件主辦或協辦機會，獲得更多投融資機會，並
提升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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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綠色營運
永豐金控已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宣示將於 2030 年

達成自身營運淨零，2050 年達成全集團投融資組合淨
零之目標。在營運上，永豐持續推動綠色低碳作為，包
括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範圍、建立 SBT 減量目標、優化內
部能源管理、推動節能減碳措施、導入內部碳定價，以
及推行廢棄物管理與節約用水等措施。在 2020 年擴大
國內 ISO14064-1:2018 溫室氣體盤查範疇至 100%後，
2021 年 8 月完成海外據點盤查，並於 2022 年通過第三
方驗證，使國內外盤查範疇與驗證皆達 100%，有鑑於
外部認證國內外覆蓋率於 2022 年達 100%，整體溫室
氣體排放盤查邊界更佳完整，故於 2022 年滾動式調整
基準年設定，由原訂 2020 年調整為 2021 年。2022 年
亦將 ISO50001:2018 能源管理系統範疇擴大至 35%、
ISO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範疇擴大至 35%，
且取得第三方認證。此外，永豐金控於 2022 年簽訂
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合約，規劃每年導入
330 萬度綠電；永豐銀行並於自有辦公大樓展開建置屋頂

型太陽光電實驗計畫，完成建置屋頂型太陽能板光電系
統 13.5 瓩	(KW) 建置，年發電量約 1.6 萬度 ( 約當於 8噸
減碳量 )，以此啟動綠能、低碳轉型計畫，邁向永續金融
願景。

能源管理
永豐金控於 2019 年首度導入 ISO	50001:2018 能源

管理系統，以優化能源管理效率；2022 年永豐金控除完
成第四棟自有大樓 ( 南京 ) 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
統目標外，另新增第五棟自有大樓 ( 台開 ) 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導入事項，優於原訂目標，覆蓋率提升
至 35%，預計於 2024 年全數完成七棟自有大樓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導入事項，並持續針對節能目標及
作業關鍵特性進行監督與量測，以落實各種節能方案。
證書連結	

環境管理
永豐金控於 2019 年首度導入 ISO	14001：2015 環

境管理系統，以改善環境風險；2022 年永豐金控除完成

第三棟自有大樓 (城中 ) 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目
標外，另新增第四及五棟自有大樓 ( 南京及台開 ) 之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事項，優於原訂目標，覆蓋率
提升至 35%，預計於 2024 年全數完成七棟自有大樓之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事項，並持續控制、減少重
大環境因素影響，建立長期和創建可行性措施，以促進
氣候永續發展。證書連結	

溫室氣體管理
永豐金控 2018 年開始以營運控制權法進行溫室氣體

盤查，2019 年起導入 ISO	14064-1:2018，逐步規劃金控
及子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盤查工作，並依照 SBTi 金
融業指引訂定範疇一與範疇二短中長期減量目標，將透
過自身節能減碳與使用再生能源和憑證等方法達成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2022 年已完成金控及旗下 5
家主要子公司國內及海外據點之全數盤查範疇，覆蓋率
100%，後續將依減碳路徑規劃，持續執行溫室氣體盤查，
以結合綠能、低碳轉型計畫，邁向永續金融願景。( 請參
見 5.3 溫室氣體排放量 )	證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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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opac.com/upload/event/csr_pdf/ISO50001_Energy_Management_System.pdf
http://www.sinopac.com/upload/event/csr_pdf/ISO50001_Energy_Management_System.pdf
http://www.sinopac.com/upload/event/csr_pdf/SPH_ISO14001_E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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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opac.com/upload/event/csr_pdf/SPH_ISO14064-1_GGIC.pdf
http://www.sinopac.com/upload/event/csr_pdf/SPH_ISO14064-1_GGIC.pdf


子公司 節能項目 說明 年節用電
(MWh, 千度 )

減量溫室氣體
( 公噸 CO2e)

 銀行 空調冷卻水塔用電 建北大樓空調冰水管合併 ( 含冷卻水塔汰換 ) 工程，
可節省主機與水塔風扇電力 70.75 36.01

 銀行 空調主機用電 東湖及信義分行原空調水冷式冰水主機汰換為變頻分
離式冷氣機 20.14 10.25

 銀行 空調主機用電 屏東分行汰換空調冰水主機 68.88 35.06

 銀行 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 分行及辦公室傳統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 302.55 154.00

 銀行 太陽能板建置 北高大樓頂樓建置太陽能板，年發電量約 16 仟度 16.03 8.16

 證券 空調主機用電	註 1
財務管理處與期貨公司之冰水主機與冷卻水塔汰
換，板橋、中和、桃園及彰化等 4 家分公司分離式
冷氣汰舊換新

55.82 28.41

 證券 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	註 1 辦公室傳統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分公司招牌汰換
LED燈管 27.96 14.23

合計 562.13 286.12

註 1：係以 2年間總用電差額估算之節電效益。

2022 年節能減碳方案及成效

ISO 50001證書連結	 ISO 14001證書連結	 ISO 14064證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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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綠色相關融資商品與服務

1 	法人金融	 單位：新臺幣元

分類 2022 年底融資餘額 占比
綠色貸款 /永續貸款 87,274,084,062 11.64%
永豐銀行環保紡織產業融資 3,242,707,395 0.43%
節能儲能設備融資 1,152,630,641 0.15%

永豐金租賃電動車分期付款業務融資 70,485,901 0.01%
永豐金租賃 ESCO節能設備融資 24,396,063 0.00%
永豐銀行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 1,057,748,677 0.14%

綠色基礎建設融資 82,878,746,026 11.06%
永豐銀行企業戶太陽光電設備融資 77,622,164,040 10.36%
永豐銀行「漁電共生」專案融資 4,214,672,779 0.56%
永豐銀行綠電交易融資專案 292,276,679 0.04%
永豐金租賃太陽能電廠建置期之設備融資 749,632,528 0.10%

永續發展連結貸款 13,686,155,429 1.83%
總計 100,960,239,491	 13.47%

整體商品線規模 749,569,467,779	 -

2 	消費者金融	 單位：新臺幣元

分類 2022 年底融資餘額 占比

提供給消費者的永續貸款與房貸 892,840,392 0.14%

永豐銀行綠建築房貸 533,077,944 0.08%

節能設備 359,762,448 0.06%

永豐銀行家戶太陽光電設備 261,220,545 0.04%

永豐銀行個人電動車 98,541,903 0.02%

整體商品線規模 652,795,714,089 -

2.2.2.3 綠色相關顧問服務	 單位：新臺幣元

分類 發行總金額 通過外部認證比例 占比

固定收益商品承銷	–	綠色債券 3,500,000,000 100% 4�41%

整體商品線規模 79,350,000,000 - -

2.2.2 綠色投融資
為響應格拉斯哥氣候協定之減碳目標，並回應金管會 2022 年發布的「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 3.0」，永豐金控旗下各子公司發揮金融核心業務，推動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之節能
減碳商品與服務，以實際行動減緩氣候變遷，期許能成為綠色金融加速器，帶動價值鏈
永續轉型。永續金融請參見「永豐金控 2022 永續報告書」

2.2.2.1 綠色相關投資商品與服務

1 	自營永續投資商品	 綠色相關為主  單位：新臺幣元

分類 2022 年底 AUM 占比

ESG整合 428,763,214 0.90%

永豐投信永豐臺灣 ESG永續優選基金 428,763,214 0.90%

ESG 標竿企業投資 6,234,172,439 13.12%

永豐投信台灣 ESG永續優質 ETF 基金 6,234,172,439 13.12%

總計 6,662,935,653 14.03%

整體商品線規模 47,505,055,883 -

2 	第三方提供之永續投資商品	 綠色相關為主  單位：新臺幣元

分類 2022 年底 AUC	 占比

ESG整合 1,829,257,566 1.57%

ESG 標竿企業投資 491,257,497 0.42%

總計 2,320,515,063 2.00%

整體商品線規模 116,245,275,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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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綠色採購
永豐金控於環境營運管理上的努力備受內外利害關係人肯定，2022 年度永豐金控第三年參與回覆 CDP 氣候變遷問

卷，連續三年獲得領導等級 A- 的卓越成績，為了維持良好環境績效管理，永豐金控慎選合作的供應商，每次採購前都必
須進行供應商風險鑑別、現場稽核，並建置供應商評核平臺，期望透過綠色採購與供應商永續管理機制，以具體行動支
持提供低碳、永續產品的供應商。

4.39%

6.67%6.95%

103,822,239

134,749,359	
149,261,543	

■	綠色採購金額（新臺幣元）   綠色採購占比

2021 年 2022 年2020 年

永豐金控綠色採購成果

永豐金控綠色採購成果�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2020 2021 2022

該項目總支出金額 屬綠色採購金額 該項目總支出金額 屬綠色採購金額 該項目總支出金額 屬綠色採購金額

營繕工程 352,394,896� 12,838,049� 434,558,532� 25,992,442� 396,320,211 11,613,044

電腦資訊 1,152,474,723� 34,942,900� 1,319,566,014� 47,765,780� 1,528,147,601 23,756,510

事務用品 56,888,759� 52,867,375� 84,623,917� 48,279,193� 72,734,925 33,490,463

物業保全 139,015,419� 0� 154,932,328� 0� 127,244,960 0

印刷品 104,552,179� 11,213,852� 103,173,601� 10,902,264� 94,492,124 9,464,182

行銷服務 132,166,940� 22,887,183� 139,936,728� 16,321,864� 146,253,757 25,498,040

總採購金額 1,937,492,916	 134,749,359	 2,236,791,120	 149,261,543	 2,365,193,578 103,822,239

綠色採購比例 6.95% 6.67%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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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管理
3.1	 風險政策架構
3.2	 投融資風險管理
3�2�1� 責任投資
3�2�2� 責任授信
3�2�3� 氣候議合
3.3	 氣候營運風險

CHAPTER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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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辦理相關業務時，
應評估氣候風險，將
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業
務考量

 �辦理各項業務與營運活動時，將氣候風險納入業務考量，辨識
氣候風險與其他風險之關聯性，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
風險及流動性風險等，控管日常營運之業務，採取適當辨識、
評估與管理程序，以確保風險在初期就能被適當控管。依據所
辨識或評估之氣候風險高低或風險次序，對於氣候風險高之業
務或交易採行差異化風險管理措施。

有效監控第一道防線
對於氣候風險管理之
執行，並應確保相關
作業均遵守法令規範

 �訂定整體政策及建立管理制度，協助各相關單位落實氣候變遷
風險管理及監督第一道防線管理風險執行情形。
 �追蹤新增修法令予相關單位檢視，以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
均配合主管機關所公布之氣候風險相關法規進行適時更新。
 �執行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之情境分析以評估氣候風險對其業務
之影響及韌性，並每季於風險管理報告中揭示，呈報風險管理
委員會及董事會。

應評估第一道及第二
道防線進行氣候風險
監控之有效性，並適
時提供改進建議

 �應評估第一道及第二道防線進行氣候風險監控之有效性，並適
時提供改進建議。

情境分析相關文件保管方式
針對永豐金控所執行之情境分析及策略相關資訊留存，包括分析中所使用之關鍵假

設及變數，將由	TCFD執行小組依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本國銀行氣候風險財務
揭露指引」以文件化形式保存，若相關資訊因氣候風險管理工作之推展或參考最新的氣
候科學研究而有所更新，TCFD 執行小組亦會將更新內容定期呈報高階管理階層。

3.1  風險政策架構
永豐金控於董事長轄下設有「永續發展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

永續經營及氣候變遷等相關重要議題。本公司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風險管理政策」，
並制定「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要點」，以健全氣候風險與機會的管理機制。2021 年
起，本公司風險管理處每季於風險管理報告內揭示氣候變遷風險 ( 包含實體風險、轉型風
險各項指標 )概況，並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永豐金控透過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劃分各防線之氣候風險管理職責與管理機制： 本公司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 ( 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 )	在不同氣候情境
及時間尺度，分別進行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氣候情境分析，實體風險以「立即性實體風
險：強降雨淹水」、「立即性實體風險：乾旱」及「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轉型風險以「碳成本繳納」、經濟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管理辦法」及「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等風險因子進行相關情境分析及
財務衝擊量化評估，以評估其針對本公司之潛在財務影響，並由負責單位擬具相應業務、
策略與財務氣候韌性之減緩及調適措施，以提升氣候韌性。（請參見 4實體及轉型風險
之情境分析 )

面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帶來的挑戰，本公司採取務實做法，從降低自身碳排放做
起，透過包括設定 SBT、逐步提高綠電使用比率、擴大替代能源融資、綠債發行等計畫
來推動，並將逐步透過投融資業務策略調整（例如：關注與追蹤高碳排產業融資、支持
清潔能源與新創技術、協助客戶減碳與低碳轉型節能等方案）擴大涵蓋層面，進一步發
掘氣候相關機會，以推動整體價值鏈之低碳轉型。氣候治理、策略及風險管理 ( 實體風險
及轉型風險 ) 相關指標與目標皆已具體納入本公司短中長期重點工作中，並透過本公司永
續發展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每季檢視及追蹤各項指標及目標之達成情況，並視實際
發展趨勢採滾動式調整。

本公司透過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劃分各防線之氣候風險管理職責與管理機制。
針對氣候風險與機會之鑑別的管理流程可分為彙整氣候風險及機會清單、辨識子公司層
級之風險 /機會、鑑別金控層級之風險 /機會並提出減緩或調適措施、對外揭露及溝通等
四步驟，以辨識出氣候風險與機會如何影響企業之業務、策略及財務 (短期、中期、長期 )
請詳見 2氣候策略	

第一道
防線

第二道
防線

第三道
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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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投融資風險管理
永豐金控於2022年訂定整體集團之永續金融聲明，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

因子納入法人金融、零售金融、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及投資銀行與經紀等各項業務之中，
各項業務據以訂定相關管理要點。請參見「永豐金控 2022 永續報告書	 」

3.2.1 責任投資
永豐金控於 2019 年主動依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之六大原則，制定「責任投資管理要點」作為永豐金控集團投資、資
產管理與理財業務的綱領，適用於上市股權、固定收益、私募股權、基礎建設、設施資產、
衍生性金融商品等資產之資金管理運用及顧問業務，將 ESG 議題與相關風險納入相關業
務之決策流程，建立禁止投資爭議性產業以及審慎評估投資之敏感性產業，逐步深化責
任投資之執行。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已簽署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
則」，並於 2020 年訂定「盡職治理政策」，於投資評估流程納入 ESG 要素，並將氣候
變遷相關議題納入投票政策。2022 年永豐投信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
作業流程暨 ESG 資訊揭露實務指引」，修訂「永豐投信盡職治理政策」，強化董事會及
高階管理階層對 ESG投資與風險管理監督責任。

永豐金控責任投資與責任授信管理原則

禁止承作爭議性產業	 ▼ �爭議性產業如：色情、爭議性軍火武器等。

審慎評估敏感性產業
/經濟活動

▼ �敏感性產業如：火力發電產業、石油及天然氣產業、水泥與混凝土製造業、
鋼、鐵及其他金屬製造業等高碳排產業。

▼ �敏感性經濟活動係指涉及博弈、食安疑慮、有害放射性物質、非醫療或有
害人類發展基因工程、非黏合石綿纖維及多氯聯苯製造等。

不再新承作燃料煤及
非常規油氣專案融資	

▼ �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不再新承作燃料煤及非常規油氣相關之專案融資，
既有專案融資到期亦不再續約。

高碳排產業指引

▼ �將高碳排產業（如：石油及天然氣產業、火力發電產業、水泥與混凝土製
造業、鋼、鐵及其他金屬製造業）之 ESG表現及碳排放資訊納入投融資
流程評估。

▼ �積極與相關企業進行議合，如經多次溝通後客戶仍無相關轉型計畫，將審
慎評估是否持續提供資金。

投票政策

▼ �原則反對：違反重大氣候相關議題之議案。

▼ �原則反對或棄權：發行公司因不健全經營而損害股東權益，或有違反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等永續經營等重大情事遭受相關主管機關裁罰者。

委外投資	/	
銷售機構管理政策

▼ �「盡職治理政策」中明定若有委託外部專業服務機構，例如：股權研究代
理機構或保管銀行，代為進行部分盡職治理活動時，仍將透過溝通、約定
或監督，確保受託之服務機構依要求行事，以保障股東之權益，並依規定
揭露，並不因此而解除永豐金證券對自身股東既有之責任。

▼ �國內合作之投信機構應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境外
合作之基金資產管理機構應遵循責任投資原則。

其他企業議合
與股東行動

▼ �2022 年寄送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 永續議題調查問卷給被投資公
司，了解其對國際氣候相關倡議之認知程度以及在各個永續議題上的管理
現況與目標。

▼ �與被投資公司就其陌生之 ESG議題進行議合。

2018 年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2019 年	 金控及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依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之六大原則，制定「責任投資管理要點」

2020 年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訂定「盡職治理政策」，於投資評估流程納入ESG要素，
並將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納入投票政策

2021 年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完成「盡職治理政策」與「責任投資管理要點」修訂，
建立高碳排產業標的試行，包括石油及天然氣、火力發電等訂定產業指引

2022 年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三家子公司新增高碳排產業，包括水泥與混凝土製造業及鐵、鋼
及其他金屬製造業等

永豐金控責任投資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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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業務 CDD 及 KYC 程序
永豐金控將 ESG 因子納入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業務之客戶盡職調查（Client	Due	

Diligence,	CDD）及認識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程序，針對客戶屬性及商品
適合度進行分析及分級管理。

將 ESG 要素納入商品審查流程
 	2022 年於永豐銀行及永豐金證券分別上架基金之 35 家及 24 家國內投信公司，已
100%全數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此外，於永豐銀行及永豐金證
券分別上架基金，其境外基金資產管理機構為 33 家及 6家，合計共 39 家已 100%全
數遵循責任投資原則（PRI）。

 	因應金管會於 2021 年發布之《ESG投信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永豐投信
旗下 ESG 主題基金「永豐臺灣 ESG 永續優選基金」、「永豐台灣 ESG 永續優質 ETF
基金」及「永豐 ESG全球數位基礎建設基金」均已獲證期局同意 ESG資訊揭露事項，
並定期於投信官網揭露與 ESG相關重要發行資訊。

業務範疇

客戶管理

客戶
屬性

財富管理及資產管理業務

▼ �監控金流 /交易是否異常或有無重大新聞警訊 ▼ �定期查詢比對客戶身分有無異常

▼ �財務狀況、資金
來源（如是否為
舉債投資）

▼ �客戶對商品風險
的認知及適合度

▼ �不予受理

▼ �承擔潛在虧損的
能力

▼ �加強審視

▼ �提高核准層級

▼ �高 ESG 風險客戶
清單檢核（AML
檢核、弱勢族群
檢核）

▼ �一般審視

辨識客戶身分及商品適合度

一般客戶爭議性客戶 弱勢 /特定客戶

 商品上架達出席評審成員
3/4 以上同意者

 無法上架未達出席評審成員
3/4 以上同意者

商品 ESG審查

永豐金控財富管理商品上架審查流程
提案單位初步進行發行機構 ESG審查

▼ �國內投信已簽署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 �境外基金資產管理公司具永續報告書或永續投資政策或自願遵循責任投資原則（PRI）等
認同 ESG投資理念之佐證

優先評選具 ESG 要素基金

▼ �基金投資標的屬 ESG主題

▼ �基金具 ESG管理方針

其它項目

▼ �投資策略

▼ �費用合理性

▼ �風險報酬

▼ �過去績效

▼ �適合之客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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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後管理
永豐金控對於投資後之管理遵循「盡職治理政策」中之投票政策，原則上反對違反

重大氣候相關議題之議案，並與投資標的以議合方式關注其可能面臨之 ESG 相關議題，
同時定期檢視其 ESG相關表現。

永豐金控各子公司實際執行則以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高層議合等方式關注被
投資公司之營運狀況，每年定期對外揭露盡職治理報告，且持續與被投資公司進行 ESG
議合，藉由 E-mail、電話訪談、發放問卷或實體訪廠，關注被投資公司 ESG 相關機會
及風險，如：公正轉型、節能減碳的具體作法和承諾或 ESG 永續發展規劃及揭露等，倘
被投資公司因違反 ESG 相關法規受裁罰而未有效改善者，將逐步減降或處分對該公司之
投資。

3.2.2 責任授信

法人金融授信 KYC 及 CDD 流程
永豐金控將 ESG 因子納入授信業務之認識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及客

戶盡職調查（Client	Due	Diligence,	CDD）程序，分級管理法人金融之客戶，依風險分級
進行審核與管理作業。此外，大型專案融資案件更加強 ESG 風險審查，並於核准後持續
監測其環境與社會風險。

註 1：��請詳「永豐金控 2022 年永續報告書	 」、2.2.3.4�客戶盡職調查
註 2：��專案融資達 1,000 萬美元以上者須依循赤道原則進行風險分級

業務範疇
法人金融

核准後風險管理

▼ �監控金流異常，或有
重大新聞警訊須列報
預警戶

▼ �針對大額還款之客
戶，定期評估是否具
疑似洗錢及資恐風險

▼ �定期查詢比對客戶身
分有無異常

▼ �持續監測環境與社會
風險

▼�財務資訊 ▼�信用資訊 ▼�負面新聞 ▼�AML 檢核註1 ▼ �永續風險檢核 ▼�專案規模註2

辨識客戶身分及商品適合度
投資後管理檢核

面向 投票 定期檢視

▼ �原則上反對倘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有不
健全經營（如經營權爭議）而有損害公
司或股東權益之虞。

財務面

▼ �分析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營運能力、
盈利能力等被投資公司目前經營結果，
並追蹤重大新聞事件。

▼ �原則上反對違反重大氣候相關議題（如
重大污染環境之投資、擴建高污染性生
產線、對整體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造成
不可逆、永久性衝擊之議題）之議案。

▼ �被投資公司有違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等永續經營等重大情事遭受主管機關
裁罰，則棄權或反對。

▼ �棄權已發生公司治理爭議事件之公司董
事選舉相關議案。

非財務面

▼ �每年檢視既有部位 ESG 評等，針對未
達任一項評等標準或無任何評等之標
的，填寫「ESG 風險評估表」，評估後
若屬高風險，將要求一定期限內出清持
股；若為中低風險，將訂定投資比例限
額。

▼ �追蹤 ESG 治理評鑑結果、違反 ESG 裁
罰紀錄、ESG重要議題追蹤，以及 ESG
議題提升敦促等。

客戶
風險層級

▼ �加強審核

▼ �提高案件之核准層級

▼ �降低高風險擔保品融資成數

▼ �執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盡職審查
(敏感性產業 /活動、
高碳排產業 /活動 )

▼ �一般審核

中、低風險客戶

▼ �不予受理

爭議性產業 /活動 高風險客戶

永豐銀行盡職治理政策�  永豐銀行 2022 年盡職治理報告�  永豐金證券盡職治理政策�  永豐金證券 2022 年盡
職治理報告�  永豐投信盡職治理政策與盡職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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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責任授信發展脈絡

永豐銀行訂有「責任授信管理要點」，並參考全球三大貸款協會：英國貸款市場協
會（LMA）、亞太區貸款市場協會（APLMA）及美國聯貸交易協會（LSTA）及主管機關
函示，於 2022 年增訂「永續發展連結貸款業務要點」規範，在授信流程中加入 ESG 相
關考量，並以提供綠色授信、社會責任授信及永續績效連結貸款等永續產品作為資金正
向引導。

永豐銀行法人金融授信案件，除皆落實 KYC 與 CDD 機制外，亦針對客戶進行 ESG
風險評估檢核與要素審查，由第一線法人金融業務人員向客戶說明永豐 ESG 理念，促
請客戶認同並遵守「授信及交易申請書」中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氣候變遷等相關須
知。另針對呈送董事會授信委員會、授信暨投資審查委員會案件（即申請一定金額以上
之案件），揭露客戶 ESG 風險訊息與改善行動方案，提供核貸委員准駁參考依據。永
豐金控已訂定高 ESG 風險之產業排除清單（如色情、爭議性軍火武器），對敏感性產
業（如：博弈、食安疑慮、有害放射性物質、非醫療或有害人類發展基因工程、非黏合

石綿纖維及多氯聯苯製造等）強化 ESG 風險分析，將 ESG 要素納入徵審系統之「徵信
風險訊息揭露檢核項目」檢核清單。包含環境、社會、治理及氣候變遷風險各面向等如
下因子：

1  	環境風險：空氣、土地及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能源管
理及環境法規遵循等。

2  	社會風險：職業安全衛生、人權議題、供應商管理、社區關係等。

3  	治理風險：公司治理、誠信經營、法令遵循、風險管理等。

4  	氣候變遷風險：因短期氣候變異與極端氣候事件或長期氣候模式變化造成資產減損、
經營中斷等所產生之實體風險；以及因應低碳經濟趨勢下相關政策、法律、技術和市
場變化等所產生之轉型風險。

2014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1 年2020 年 2022 年

▼ �法人金融授信規範中納
入赤道原則精神，作為
專案融資審核評估標準。

▼ �所有授信案皆進行 ESG 風險
因子檢核，並明定不予承作的
對象及承作限額之規範。

▼ �制定「責任授信管理要點」，
明文規範排除政策，避免承作
爭議性產業。

▼ �關注授信客戶對於氣候變遷
的風險及機會的因應策略。

▼ �參與金管會推動《臺灣永續分
類標準》試作工作坊。

▼ �針對呈送「董事會授信委員
會、授信及投資審查委員會」
案件（即達一定金額以上案
件），揭露客戶 ESG 風險訊
息與改善行動方案，提供核貸
委員准駁參考依據。

▼ �業務單位應向客戶說明永豐
銀行 ESG 理念，促請客戶認
同並遵守「授信及交易申請
書」中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
氣候變遷等相關須知。

▼ �成立專責「環境與社會風險小
組」，協助赤道原則案件之風
險評估及覆核作業，並提交第
一年導入赤道原則報告。

▼ �完成赤道原則簽署。

▼ �專案融資業務針對「高碳排」
產業 / 活動之 ESG 風險建議
或鼓勵客戶提供溫室氣體排
放強度數據，或與利害關係人
就氣候變遷議題進行溝通議
合，以強化氣候韌性。

▼ �依循赤道原則第四版內容
（EP4），將進一步強化專案
融資中對於人權、生物多樣性
及氣候變遷等風險的評估。

▼ �修訂「責任授信管理要
點」，增訂綠色授信及
社會責任授信之正向績
效指標。

▼ �修訂「法金業務手冊 - 赤
道原則篇」，由「環境
與社會風險小組」負責
赤道原則案件之環境與
社會風險評估覆核作業。

▼ �修訂「燃料煤及非常規
油氣相關專案融資」排
除政策，自 2022 年 7 月
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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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專案融資審核情形

大型專案融資
永豐銀行 2020 年 2月正式完成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簽署，於 2021

年公布首份赤道原則報告，揭露包含 EP導入流程機制、教育訓練及公開揭露相關資訊，
並於 2021 年成立專責「環境與社會風險小組」作為內部顧問協助赤道原則案件之風險評
估及覆核作業。該小組現由 9位具授信管理專業背景之成員組成，擁有赤道原則案件徵
審流程實作經驗，並已完成赤道原則第四版 (EP4) 課程培訓，其中 2位小組成員已取得
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且為赤道原則協會窗口，2022 年 10 月亦有 3位小組成員出席赤道
線上年會。高風險案件則會依據赤道原則要求，尋求第三方外部顧問協助，並自 2022 年
12 月起，將赤道原則案件納入定期自行查核項目，由總行第三人進行查檢。2022 年依循
赤道原則審核專案融資案件共計 18 案，迄今 7案已動撥，剩餘案件尚在進行中。

整體專案
融資數量

18

完成融資協議（Financial	
close）之專案數量

7

依赤道原則檢視
之專案占比

100

婉拒之
專案數量

1

涉及敏感性產業 /經濟活動（包含燃料煤、非常規油氣、菸草等）

永豐金控 2022 年法人金融授信 ESG 審查情形

永豐銀行赤道原則環境與社會風險小組組織與權責

件數

5
件

件數

2
件

2022.12.31 餘額

1,184,660,262
元

申貸金額

1,658,232,000
元

婉拒議合後有條件通過（含核減、限制性條件）

ESG 要素審查過程中，若徵信報告中「徵信風險訊息揭露檢核項目」有勾選 ESG風
險時，永豐銀行會全數進行 ESG議合，深入了解情況，並協助客戶改善，評估擬具減緩
及補償措施以為因應。如客戶情況嚴重或長期無法改善，則審慎評估是否繼續業務往來。

法金授信
管理部

法金授信
風險管理處

環境與社會風險小組

採功能性編組
現由 9位具授信審查實務背景之內部專家同仁組成

主要權責：

▼ �建立環境與社會風險評估制度及流程，並修訂「法
金業務手冊 -赤道原則篇」為執行校準

▼ �負責檢視赤道原則案件準則遵循及覆核專案之環境
與社會風險評估結果（含持續性監控）

▼ �每年於赤道原則協會官網公開揭露案件執行情形、
相關數據報告與出席年會

▼ �負責提供國內外分行、子行及總行相關人員赤道原
則教育訓練課程，與同業進行赤道原則實務交流

法金審查
一、二部

法金
債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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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後

3 業務 / 總行單位
對赤道原則案件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定期檢核

（含年度審查檢核報告）

環境與社會風險審查

高風險 A 類案件：
由第三方獨立單位確認客戶的

環境與社會風險評估及盡職調查報告

赤道原則案件徵授信流程圖

案件進件

申貸進件

徵提文件

風險審查

貸後管理

核貸與簽約

案件適用性判斷

徵提文件

案件風險分類

環境與社會風險檢核

承諾性條款與簽約 業務單位

總行徵信單位

業務單位

總行徵信單位

總行審查

單位

( 併現行審查流程 )

信用風險審查

赤道原則年度定期檢核

負責單位

環境與社會風險流程節點說明

環
境
與
社
會
風
險
小
組
，
覆
核

2022 年有一港埠興建石化油品 ( 天然氣 ) 儲運及附屬設施之大型專案融資聯貸案件，因主辦行尚未簽署赤道原則且客戶亦無法提供第三方獨立環境與社會風險報告，經第一線業務
同仁與客戶及主辦行三方溝通後，仍無法被採納，故永豐銀行已婉拒參與此次聯貸。該客戶目前與本行有其他業務往來，未來永豐銀行將持續與客戶溝通議合，與其溝通赤道原則與環
境社會相關風險概念。

業務單位 總行單位

業務單位 總行單位

貸中

2 總行單位
集中徵審對赤道原則案件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檢核與審查

（含資料檢查表暨評估報告）

貸前

1 業務單位
申貸時須進行案件適用性判斷與風險分類

(含赤道原則文件徵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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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氣候議合
各子公司為衡量在氣候議題上對價值鏈發揮之影響力和提升自身聲譽，對外議合其

投融資對象加強氣候相關議題的因應。

議合情形

投資對象議合情形
方式 永豐銀行 永豐金證券 永豐投信 總計（次數）

就 ESG議題資訊進行
溝通次數註 3 4 556 563

出席股東會 81 852 110 1,043

參加法說會 20 98 253 371

寄送永續議題調查問卷 30 42 100 172

其他

不定期
拜訪公司
75 次

定期安排至
機構法人分享
ESG評鑑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
共 21 場次

股東會
資訊掌握及電話 /
書面互動次數
共 318 次

註：�永豐銀行及永豐金證券就自有資金長期投資之被投資公司為主要議合對象，就 ESG 議題進行溝通，證券透過
實地拜訪，交流溝通財務面及非財務面 (如：ESG) 議題；銀行主要針對高碳排公司以碳排相關題目進行提問，
外銷概念股則以供應鏈綠色管理進行議合，中小型個股則以領先政府法令規範要求，以自發性規劃發展進行討
論。永豐投信資產管理業務透過與被投資公司對話了解被投資公司 ESG相關政策與執行情形。

零售金融授信－將 ESG 要素納入商品審查流程
永豐金控將ESG要素納入各項零售金融業務考量（包括房貸、車貸、信貸、信用卡），

如有零售金融申貸案件，除皆落實 KYC 與 CDD 機制外，亦於客戶申貸時主動調查 ESG
相關資料，以其可能面臨之 ESG風險作為風險分級、估價以及貸款條件調整之考量。

此外，若申貸相關人（公司、公司負責人或個人）涉入因 ESG 相關爭議遭受主管機
關裁罰，或有相關爭議，如環境污染、違法吸金等情事，將與客戶洽談提出合理說明或
改善措施，視個案調整貸款條件，若屬重大危害或污染裁罰事件且未提出具體有效改善
措施，將拒絕核貸。

於零售金融業務徵授信審查流程中考量永續風險

▼ �於房貸審查過程中，針對位於法令限制區域、淹水區、土石流、土壤液化等（具有高氣候實體風險）之不
動產，於估價審查流程中，考量擔保品非屬目標案件類型，要求應避免承作；若因特殊因素考量爭取承作者，
應降低貸款成數並提高案件之核准層級。

▼ �於不動產承作區域分級時，將重大地震、天災等影響因素納入不動產 A、B、C分級及區域範圍，以做為估
價之考量因子。

▼ �於車貸企業案件審查過程中，均須加查「企業重大污染裁罰處分資訊」，若企業涉入污染裁罰事件，需請
客戶提供合理說明及改善措施，視個案調整貸款條件。

零售金融業務徵授信審查流程之排除 / 婉拒要件

▼ 	如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
人、法人或團體，一律婉拒其各項貸款申請。

▼ 	於徵信過程中，發現客戶曾售未上市股票不法獲利交易，經查證屬實後，婉拒該案件申請。

▼ 	於公司信用卡審查過程中，發現公司為從事線上博弈違法吸金，經查證屬實後，婉拒該案件申請。

▼ 	於車貸企業案件審查過程中，均須加查「企業重大污染裁罰處分資訊」，若企業涉入重大污染裁罰事件且
未提出具體有效改善措施，將婉拒申請。

投資對象議合情形

銀行、證券、投信子公司於 2022
年寄送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 永
續議題調查問卷予被投資公司，盤點後
總計發送給 172 家公司填寫永續議題
調查問卷。

融資對象議合情形

業務單位向客戶說明永豐銀行ESG
理念，促請客戶認同並遵守「授信及交
易申請書」中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氣
候變遷等相關須知，議合比例佔總融資
部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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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可對本公司營運造成之潛在風險包含如因實體風險災害導致營運中斷或人
員傷亡，為能妥善降低實體風險可能帶來之安全疑慮及財物損失，永豐金控訂有持續營
運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金融
機構經營危機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設有經營危機應變措施，並自主性訂定「緊急事
件因應要點」與「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該要點涵蓋範圍包含如風災及水災等
天然災害，針對各項天然災害訂定相應緊急應變對策及天然災害緊急事件通報程序；預
設因系統性風險危機而致發生突發性資金需求、資金鉅額流失，或重大偶發、突發事件
出現使本公司產生經營危機時，劃分權責及建立緊急通報程序與應變處理指導方針，把
握關鍵時機迅速動員各項人力、物力、資源，發揮統合機制，採取積極有效應變救援行動，
以防止損害擴大，消弭災害危機，恢復正常營運。

緊急通報程序圖

事件發生 /權責單位或子公司

發言人

公關

主任秘書

總稽核

董事會

成員
董事長

召 	 集 	 人：總經理

成 員：	財務管理處處長、數位科技處處長、	

資訊處處長、資訊安全處處長、	

人力資源處處長、風險管理處處長、	

法令遵循處處長、總經理辦公室主任

執 行 秘 書：營運管理處處長

通報單位

決策單位

3.3  氣候營運風險
除投融資業務可能面臨的實體與轉型風險，永豐金控亦檢視自身可能遭遇之潛在實

體風險，並採取相關減緩或因應行動，以降低面臨實體風險可能對本公司造成之損失。

永豐持續營運計畫

經營危機應變措施

緊急事件因應要點

天然災害緊急
應變作業要點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

永豐金控與各子公司自身營運實體風險管理作為
負責單位 項目 執行作為

營運管理處

營運所在地及
自有不動產

1 ��已完成「商業火險 ｣及「電子設備綜合險 ｣( 附加颱風洪水險 )�投保，據以轉移
損失。�

2 ��辨識之高風險地區行舍，除加強疏濬管道，並進行相關防水與電力設施盤點 ( 例
如：防水閘門、不斷電設備、緊急發電機、機房位置等 )，檢視防災韌性。目前
已完成防水與電力等相關設施盤點，後續將持續與風險管理處討論精進高風險行
舍之辨識方法及掌握風險傳導過程。

上游供應商
營運所在地

1 ��提升供應商承諾書簽署比例至 90%，以掌握供應商氣候相關作為，截至 2022 年
底簽署家數達 95%，達成目標。�

2 ��深化供應鏈 ESG 溝通：2022 年已舉辦 2場供應商 ESG 教育訓練，參與廠商共
55 家，比例達 41.35%；7/14 舉辦第二屆供應商大會，逾百家供應商參與，8/9
進行供應商循環經濟教育訓練，持續深化供應商溝通。

3 ��優化供應商分級制度，盤點高碳排供應商，2021年已完成實地稽核10家供應商。
4 ��金控整體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僅於世紀末 RCP8.5 情境
下１家供應商座落於海平面以下屬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其採購金額約新臺幣
23 萬元，評估其可替代性高，屬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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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及轉型風險之情境分析
4.1	 實體風險
4�1�1� 強降雨淹水
4�1�2� 乾旱
4�1�3� 海平面上升
4.2	 轉型風險
4�2�1� 碳成本繳納
4�2�2� 能源轉型
4�2�3� 自身營運淨零
4.3	 氣候機會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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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實體風險
永豐針對實體風險提出三種情境分析：強降雨淹水、乾旱、海平面上升，其中強降

雨淹水與乾旱屬於立即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屬於長期性實體風險。

強降雨淹水因臺灣經常受到颱風的影響，颱風帶來的豪大雨常使低窪區被水淹沒，
近年更因全球氣候變遷，導致部分區域強降雨造成淹水事件頻傳，可能對不動產造成財
務損失衝擊。永豐金控參考RCP	8.5 情境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
投融資業務）分別進行分析，以評估強降雨淹水將造成之潛在財務影響。

乾旱係因臺灣高山地勢高聳，河川短小流急，河川流量變化甚大，水量不易儲存，
近年更因全球氣候變遷導致豐枯差距加大，企業可能停工或為取得水資源（例如：備妥
水車）產生之額外成本對營收之衝擊。永豐金控參考 RCP	2.6、RCP	8.5 等氣候情境針對

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分別進行分析，以評估乾旱將
造成之潛在財務影響。

海平面上升則因臺灣屬海島型地區，長期而言，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及河道周邊地勢
較低窪地區之不動產造成影響。永豐金控參考 RCP	2.6、RCP	4.5、RCP	8.5 等氣候情境
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分別進行分析，以評估海
平面上升將造成之潛在財務影響。

永豐金控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 ( 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 ) 分別進行實體
風險分析，並以可能之預期損失推估對金控資本適足率的潛在影響程度，分為 5個潛在
影響程度如下：

潛在影響程度 低 中 高中低 中高

金控資本適足率
下降影響數 (A)

換算
金額

0%�＜�A�＜�1% 2%＜ A�＜�3.5%1%＜ A�＜�2% A�＞ 5%3.5%＜ A�＜�5%

約

17 以下（含）
新臺幣億元

約

35~62（含）

新臺幣億元

約

17~35（含）

新臺幣億元

約

89 以上
新臺幣億元

約

62~89（含）

新臺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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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子
立即性實體風險

強降雨淹水
立即性實體風險

乾旱
長期性實體風險

海平面上升

參數

降雨量、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之參
數（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營業額影響比率）

經濟部水利署水情燈號、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
境分析文件之參數（營業額影響比率）

海平面高度、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
之參數（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營業額影響比率）

氣候情境 RCP�8.5註 1 RCP�2.6、RCP�8.5�註 3 RCP�2.6、RCP�4.5、RCP�8.5�註 4

時間點

考量不動產的耐用年限大約在 50-80 年，其中如授
信不動產擔保業務可能因轉增貸而與永豐延長業務
往來期間，綜合資料可取得性及不動產受到衝擊時
間點落在世紀中期以後，以下列時間點進行分析。
基期 (1976~2005 年 )、世紀中 (2036~2065 年 )

2030 年、2050 年

考量不動產的耐用年限大約在 50-80 年，其中如授
信不動產擔保業務可能因轉增貸而與永豐延長業務
往來期間，綜合資料可取得性及不動產受到衝擊時
間點落在世紀中期以後，以下列時間點進行分析。
世紀中（2050 年）、世紀末（2100 年）

情境分析方式 依每筆不動產註2 地址之經緯度，以地理資訊系統
(QGIS) 進行疊圖分析強降雨淹水等級。 依每筆不動產座落地之縣市別取得乾旱風險等級。

依每筆不動產�註 5 地址之經緯度，以地理資訊系統
(QGIS) 進行疊圖分析。

以各時間點每個情境之海平面上升以及全臺地勢低
於預測海平面地區分析。

價值鏈
分析

上游供應商營運所在地 作業風險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自身營運所在地 作業風險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自有不動產 作業風險 低度影響  － 低度影響

下游
授信擔保品 信用風險 低度影響  － 低度影響

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 信用風險、市場風險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低度影響

分析結果

於本情境下，金控合計自身營運所在地與自有不動
產、授信擔保品及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之預期損
失將影響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落在
低度。

於各時間點之所有情境下，金控合計自身營運所在
地、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之預期損失對金控資本
適足率之潛在影響程度皆落在低度。

於各時間點之所有情境下，金控合計自身營運所在
地與自有不動產、授信擔保品及投融資客戶工廠所
在地之預期損失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之潛在影響程度
皆落在低度。

註 1：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最新（2020 年）「第三版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圖（僅提供 RCP8.5）」進行評估，採用日雨量超過�650mm/day 時，可能產生淹水的區域及淹水嚴重程度。� ：內含描述
註 2：逐筆評估，評估範疇僅包含座落於臺灣本島之不動產。
註 3：依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之各縣市別乾旱風險等級及經濟部水利署水情燈號，評估企業因停工或為取得水資源產生額外成本對營收之衝擊。
註 4：依美國中央氣候研究組織（Climate�Central）基於 Kopp�et�al.,�2014�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 Earth's�Future�的全球海平面上升預測模型所開發的海平面上升地圖 Climate�Central�Coastal�Risk�Screening�Tool 進行分析。
註 5：逐筆評估，評估範疇僅包含座落於臺灣本島之不動產。

實體氣候風險與情境分析結果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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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供應商
營運所在地

▼ �提升供應商承諾書簽署比例，2022 年簽署比例已達 95%，預計 2025 年比例至 100%，並評估將氣候議題納入承諾書內容中。①②③

▼ �持續強化供應商氣候變遷議題的認知，定期規劃氣候針對性議題的供應商溝通與交流，2022 年已舉辦 3場供應商 ESG/ 氣候變遷議題教育訓練。①②③

永豐整體營運
所在地及
自有不動產

▼ �依據「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外，金控與各子公司訂有營運不中斷計畫，並舉辦異地備援演練，以因應突發性自然災害事件。①②③

▼ �每年針對各項資產分別投保商業火災綜合險及電子設備綜合險，保障範圍包括颱風洪水意外事故，在總量管控下，依保單約定可理賠受災後 9成復原費用，轉嫁大部分損失。①

▼ �對於乾旱易發生地區營運據點，多備有儲水桶，或以租用送水車方式因應，以利縮短營運中斷時間。②

▼ �經辨識高風險地區之行舍，加強防水設施與疏濬管道，預計 2025 年完成高風險地區自有行舍 100%設置防水閘門。①

▼ �持續追蹤觀察實體風險情境分析結果，並將防災中心的氣候歷史資料，納入購置自有不動產的參考資料之一。①

授信
擔保品

▼ �徵信流程中將包含環境風險 ( 含氣候變遷 ) 在內之�ESG 納入評估，檢視客戶 ESG�風險之行動方案。①③

▼ �避免承作易受淹水、土石流、斷層、土壤液化、海嘯溢淹、核災潛勢之不動產標的。①③

▼ �擔保品除土地、保證、存款及有價證券及另有規定外，均由借款人（或提供人）按其鑑估價格並參酌授信金額，以承貸之子公司為理賠款之受益人投保適當之保險，以降低風險。①③

▼ �於不動產承作區域分級時，將重大天災列為考量因子，遇有突發性事件，即時檢視區域情形。①③

▼ �針對不動產擔保品座落區域之實體風險，得視需要審慎評估該區域是否為氣候致災之潛勢區域查詢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臺，作為貸放成數之參考因素。徵提不動產設定往來時，將
氣候相關之實體風險納入考量，如：強降雨、海平面上升等易淹水地區之氣候風險辨識。①③

▼ �已擬定相應之短 /中 / 長期規劃目標，將氣候變遷風險因子導入授信評估流程及規範，作為授信條件、審查層級之參考。①②③

投融資客戶
工廠所在地

▼ �徵信流程中將包含環境風險 ( 含氣候變遷 ) 在內之�ESG 納入評估，檢視客戶 ESG�風險之行動方案。①②③

▼ �應關注客戶是否針對氣候變遷的風險(實體、轉型)與機會進行評估及適當因應，如實體風險係針對客戶主要營運處所或工廠據點，得視需要審慎評估該區域是否為氣候致災之潛勢區域，
作為徵信調查之參考。①②③

▼ �投資前關注潛在被投資公司之環境、社會及治理等面向，並透過法說會、座談會、上下游廠商／經營團隊訪談等方式了解該公司對於氣候變遷所帶來之產業影響、營運衝擊，並將其納
入投資評估之各項要素內。①②③

▼ �已擬定相應之短 /中 / 長期規劃目標，納入投融資客戶營運之非財務風險辨識�/�評估之參考因素。①②③

①
立即性
實體風險

強降雨
淹水

②
立即性
實體風險

乾旱�

③
長期性
實體風險

海平面
上升

風險因子	減緩及調適措施分析對象	

實體氣候風險 – 減緩與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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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強降雨淹水
臺灣經常受到颱風的影響，颱風帶來的豪大雨常使低窪區被水淹沒，近年更因全球氣候變遷，導致部分

區域強降雨造成積淹水事件頻傳，可能對不動產造成財務損失衝擊。永豐金控參考 RCP	8.5 情境針對整體價
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分別進行分析，以評估強降雨淹水將造成之潛在財務影響。

自身營運所在地

自身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營業收入、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引用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以最高實體風險等級 ( 第 5級 ) 之營業
額影響比率，評估整體營運所在地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以預期停工損失金額、資產毀損修復成本
與保險可理賠之金額相抵，計算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1。

分析結果：自身營運所在地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屬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區間為 100
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落在低度。

立即性實體風險：強降雨淹水
情境 RCP8.5
世紀中（2036~2065 年）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註 1：�預期損失�=��( 停工營業損失 +資產毀損修復成本 )�–�保險可理賠之金額。(1)�「停工營業損失」係計算一日之降雨強度達到政府規定各

地停班停課標準，所造成之停工營業損失；(2)�「資產毀損修復成本」該據點 2022 年營運所在地處所年營業收入�×�營業額影響比例；
(3)�「保險可理賠之金額」資產毀損修復成本理賠成數預估為 9成。

「自身營運所在地及自有
不動產」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之氣候敏
感度分布。

「授信擔保品」於強降雨
淹水 RCP8.5 情境下之氣
候敏感度分布。上游供應商營運所在地

供應商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採購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採購金額。

分析結果：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採購金額約 621 佰
萬元，占金控總採購金額之 27.16%。

立即性實體風險：強降雨淹水
情境 RCP8.5
世紀中（2036~2065 年）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占金控
總採購金額比率

27.16%

預期損失

100
佰萬元

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採購金額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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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投融資客戶

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投融資金額、授信 / 投資預期損失
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屬於氣候敏感度「高
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4。

分析結果：於強降雨淹水RCP8.5情境下，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屬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之投融資金額約 8,820 佰萬，占金控整體投融資金額之 0.42%；預期損失約 78 佰萬元，
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立即性實體風險：強降雨淹水
情境 RCP8.5
世紀中（2036~2065 年）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評估方法：以近5年不動產擔保授信承貸案件量及平均利率推估未來5年可能之業務量，
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金控整體不動產擔保品授信，
依內部專家意見調降貸款成數從至少 -5.00%~ 不予承作之情況下，評估利息收入可能之
潛在財務影響	註 2。

分析結果：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財務影響區間約在 24 佰
萬 ~470 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維持在低度。

基準日：2022/12/30�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氣候
敏感度 情境

依內部專家
意見調降
貸款成數

平均利率
世紀中	(2036~2065 年 )

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授信金額

受影響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之潛在財務影響

高風險 RCP8.5
-5.00% 依授信案件類型採用

近 5年平均利率 26,030
24

不承作 470

註 2：受影響利息收入 =�假設影響貸款成數�×�平均利率�×�授信金額。

占金控整體
投融資金額比率

0.42%
預期損失

78
佰萬元

自有不動產

自有不動產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帳面金額、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引用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以最高實體風險等
級 ( 第 5級 ) 之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評估自有不動產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之預期
損失	註 3。

分析結果：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自有不動產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帳
面金額為約 5,736 佰萬元，占金控總資產金額之 0.22%；預期損失為 119 佰萬元，對金
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落在低度。

立即性實體風險：強降雨淹水
情境 RCP8.5
世紀中（2036~2065 年）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註 3：預期損失�=�自有不動產帳面金額�×�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強降雨發生機率。

占金控
總資產比率

0.22%
預期損失

119
佰萬元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自有不動產帳面金額

5,736 

授信擔保品

授信不動產擔保品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授信金額、預期損失金額，依內部專家意見
調降貸款成數從至少 -5.00%~ 不予承作之情況下，推估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影響。

評估方法：依「本國銀行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進階法以授信戶內部評等之 PD，
同時引用「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之 LGD估計方法，評估不動產擔保品
授信於 RCP8.5 世紀中，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1。

分析結果：於強降雨淹水 RCP8.5 情境下，不動產擔保品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
授信金額約 27,149 佰萬元，占金控整體授信金額之 1.86%；預期損失約 396 佰萬元，對
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立即性實體風險：強降雨淹水
情境 RCP8.5
世紀中（2036~2065 年）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註 1：預期損失�=�違約率�×�違約損失率�×�授信金額。

占金控
整體授信金額比率

1.86%
預期損失

396
佰萬元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授信金額

27,149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投融資金額

8,820 

授信擔保品－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財務影響

註 4：預期損失�=�違約率�×�違約損失率�×�投融資金額 ( 內部信評等級風險較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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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乾旱
自身營運所在地

自身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營業收入、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引用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以 RCP2.6 與
RCP8.5 情境下最高實體風險等級 ( 第 5 級 ) 之營業額影響比率，評估整體營運所在地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乾旱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1。

分析結果：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自身營運所在地屬於乾旱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
預期損失區間為 0.7 佰萬 ~3佰萬，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下游投融資客戶

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投融資金額、授信 / 投資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乾旱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2。

分析結果：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屬於乾旱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投融資金額及占金控整體投融資金額比率分
別如下；預期損失在 0.006 佰萬 ~5 佰萬，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上游供應商營運所在地

供應商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採購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之採購金額。

分析結果：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供應商營運所在地屬乾旱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採購金額約 7佰萬元，占金控總採購金額之 0.31%。

立即性實體風險：乾旱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2030 年 2050 年

乾旱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投融資金額

占金控整體投融資
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乾旱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投融資金額

占金控整體投融資
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RCP2.6 589 0.03% 0.006 589 0.03% 0.006
RCP8.5 2,532 0.12% 5 2,532 0.12% 5

立即性實體風險：乾旱

情境
2030 年 2050 年

預期損失 預期損失

RCP2.6 0.7 0.7

RCP8.5 3 3

立即性實體風險：乾旱

情境

2030 年 2050 年

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
採購金額

占金控
總採購
金額比率

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
採購金額

占金控
總採購
金額比率

RCP2.6 7 0.31% 7 0.31%

RCP8.5 7 0.31% 7 0.31%

比率 2030
0.03%

55

2050
0.12%

2030
0.12%

2050
0.03%

2,5
32

2,5
32

58
9

58
9

預期損失（佰萬元）■ RCP2.6 ■ RCP8.5

（佰萬元）■ RCP2.6 ■ RCP8.5

採購金額（佰萬元）■ RCP2.6 ■ RCP8.5

比率

7 77 7

2050
0.31%

2030
0.31%

2050
0.31%

2030
0.31%

2030 年 2050 年

3 3

0.7 0.7

2030 年

2030 年 2030 年2050 年 2050 年

預期損失高風險投融資金額

2050 年

0.0
06

0.0
06

註 1：��預期損失�=�2022 年營運所在地處所年營業收入�×�營
業額影響比例

註 2：�預期損失�=�違約率�×�違約損失率�×�投融資金額 ( 內部信評等級風險較高者 )。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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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海平面上升
上游供應商營運所在地

供應商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採購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供應商營運所在地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氣候敏感度「高
風險」之採購金額。

分析結果：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僅於世紀末 RCP8.5 情境下供應商座落於
海平面以下屬氣候敏感度「高風險」，採購金額約 0.2 佰萬元，占金控總採購金額
之 0.01%。

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2050 年 2100 年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採購金額

占金控
總採購金額比率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採購金額

占金控總採購
金額比率

RCP2.6 - 0.00% - 0.00%

RCP4.5 - 0.00% - 0.00%

RCP8.5 - 0.00% 0.2 0.01%

自有不動產

自有不動產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帳面金額、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引用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以最高實體風
險等級 (第 5級 ) 之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評估自有不動產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
點之預期損失	註 2。

分析結果：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自有不動產座落於海平面以下屬氣候敏感
度「高風險」之帳面金額約 335 佰萬元，占金控總資產金額之 0.01%；預期損失
皆為 7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維持在低度。

註 2：�預期損失�=�自有不動產帳面金額�×�不動產價值損失比率�×�危害發生機率。

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2050 年 2100 年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自有不動產帳面金額

占金控
總資產比率

預期
損失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自有不動產帳面金額

占金控
總資產比率

預期
損失

RCP2.6 335 0.01% 7 335 0.01% 7

RCP4.5 335 0.01% 7 335 0.01% 7

RCP8.5 335 0.01% 7 335 0.01% 7

自身營運所在地

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情境
2050 年 2100 年

預期損失 預期損失

RCP2.6 38.87 38.88

RCP4.5 59.06 59.08

RCP8.5 78.52 78.54

自身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營業收入、預期損失金額。

評估方法：引用銀行公會「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以最高實體風
險等級 (第 5級 ) 之營業額影響比率，評估整體營運所在地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
點，以預期停工損失金額、資產毀損修復成本與保險可理賠之金額相抵，計算屬於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1。

分析結果：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自身營運所在地座落於海平面以下屬氣候
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區間為 38.87 佰萬元 ~78.54 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
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預期損失（佰萬元）■ RCP2.6 ■ RCP4.5 ■ RCP8.5

2050 年 2100 年

78
.54

59
.08

38
.88

78
.52

59
.06

38
.87

註 1：�預期損失�=��( 停工營業損失 +資產毀損修復成本 )�–�保險可理賠之金額。(1)�「停工營業損失」係該據點 2022 年營運所在地處所需開門營業之年收入；(2)�「資產毀損修復
成本」該據點 2022 年營運所在地處所年營業收入�×�營業額影響比例；(3)�「保險可理賠之金額」資產毀損修復成本理賠成數預估為 9成。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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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P2.6 ■ RCP4.5 ■ RCP8.5

2050 年2050 年 2100 年2100 年

35
9

32
4

40
2

37
9

17
9

22
1

20
,35
4

17
,92
4

22
,87
6

21
,51
5

9,8
01 12

,20
7

授信擔保品

授信不動產擔保品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授信金額、預期損失金額，依內部專家意見
調降貸款成數從至少 -5.00%~ 不予承作之情況下，推估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影響。

評估方法：依「本國銀行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進階法以授信戶內部評等之 PD，
同時引用「本國銀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文件」之 LGD估計方法，評估不動產擔保品
授信於 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預期損失	註 1。

分析結果：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不動產擔保品座落於海平面以下屬氣候敏感度「高
風險」之授信金額及佔金控整體授信金額比率詳下表；預期損失位在 179 佰萬 ~402 佰萬
之間，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2050 年 2100 年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授信金額

占金控整體
授信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授信金額

占金控整體授
信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RCP2.6 9,801 0.67% 179 12,207 0.84% 221

RCP4.5 17,924 1.23% 324 21,515 1.47% 379

RCP8.5 20,354 1.39% 359 22,876 1.57% 402

評估方法：以近5年不動產擔保授信承貸案件量及平均利率推估未來5年可能之業務量，
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之金控整體不動產擔保品授信，
依內部專家意見調降貸款成數從至少 -5.00%~ 不予承作之情況下，評估利息收入可能之
潛在財務影響註2。

分析結果：於RCP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財務影響區間約在8佰萬~354
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維持在低度。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氣候敏
感度 情境

依內部專家意
見調降
貸款成數

平均
利率

2050 年 2100 年
氣候敏感度高
風險授信金額

受影響
利息收入

氣候敏感度
高風險授信金額

受影響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之潛在財務影響

高風險

RCP2.6
-5.00%

依授信案
件類型，
採用

近 5年平
均利率

9,189
8

11,494
10

不承作 155 192

RCP4.5
-5.00%

16,531
14

19,815
17

不承作 277 330

RCP8.5
-5.00%

18,850
16

21,105
18

不承作 317 354

註 2：受影響利息收入 =�假設影響貸款成數�×�平均利率�×�授信金額。

高風險授信金額 預期損失

註 1：預期損失�=�違約率�×�違約損失率�×�授信金額。

授信擔保品－利息收入可能之潛在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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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投融資客戶

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座落於氣候敏感度高風險地區之投融資金額、授信 / 投資預期損失
金額。

評估方法：評估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屬於氣候敏感度「高
風險」之預期損失。註1

分析結果：於 RCP 各情境在各時間點，投融資客戶工廠所在地座落於海平面以下屬氣候
敏感度「高風險」之投融資金額及占金控整體投融資金額比率如下；預期損失在 10 佰
萬 ~21 佰萬元，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為低度。

長期性實體風險：海平面上升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2050 年 2100 年

氣候敏感度高風險
投融資金額

占金控整體投融
資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氣候敏感度高風
險投融資金額

占金控整體投
融資金額比率

預期
損失

RCP2.6 10,638 0.51% 10 13,106 0.63% 17

RCP4.5 13,979 0.67% 18 18,579 0.89% 18

RCP8.5 19,005 0.91% 18 20,300 0.97% 21

註 1：預期損失�=�違約率�×�違約損失率�×�投融資金額 ( 內部信評等級風險較高者 )。

4.2  轉型風險
2021 年 11 月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上達成之《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Glasgow	Climate	Pact）重申全球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之共識，促使所有產
業加速減碳行動，致力實現淨零排放目標；臺灣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
排放路徑》，「氣候變遷因應法」2023 年 1 月 1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2 月 15 日
經總統公布施行後，在淨零趨勢之壓力下，若企業因應轉型或未能及時轉型，將付
出額外成本（如：採購、建設、碳成本等），對金融業可能造成授信及投資業務上
的潛在財務影響。

因此，永豐金控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供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
分別進行分析，以企業可能額外繳納「碳成本」（如：碳權、碳稅或碳費），或者
配合政府低碳轉型目標（國家自主貢獻（NDC））之義務裝置容量配額所產生之「能
源轉型」，以及依據永豐金控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之三項風險事件在不同氣候
情境及時間尺度下，該年度可能對永豐金控造成的潛在財務影響。

轉型風險對永豐金控潛在財務影響說明：永豐金控針對整體價值鏈不同部位 ( 供
應商、自身營運、投融資業務 ) 分別進行分析，並以可能之增額預期損失推估對金控
資本適足率的潛在影響，分為 5 個潛在影響程度如下：

■RCP2.6 ■ RCP4.5 ■ RCP8.5

2050 年2050 年 2100 年2100 年

1818
21

18

10

17
19
,00
5

13
,97
9

20
,30
0

18
,57
9

10
,63
8 13

,10
6

高風險投融資金額 預期損失

金控資本適足率
下降影響數（A）

0%�＜�A�＜�1% 1%�＜�A�＜�2% 2%�＜�A�＜�3.5% 3.5%�＜�A�＜�5% A�＞�5%

換算金額

約

17 以下（含）

新臺幣億元

約

17~35（含）
新臺幣億元

約

35~62（含）
新臺幣億元

約

62~89（含）
新臺幣億元

約

89 以上
新臺幣億元

潛在影響程度 低 中 高中低 中高

41

附錄氣候治理前言 實體及轉型風險
之情境分析

氣候策略 氣候指標與目標氣候風險管理 未來展望永豐金控   TCFD報告書    2022



風險因子 碳成本繳納 經濟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
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參數 碳成本
契約容量、設備建置成本、再生能源每瓩
售電量、再生能源憑證價格、代金每 Kw
需負擔度數、代金費率�註 2

汰換設備成本、綠電成
本、再生能源憑證成本
註4、聘請外部顧問成本�

氣候情境 ▼ �國際組織綠色金融體系網絡 (NGFS)：Phase�3�模型 REMIND-MAgPIE�3.0-4.4�IntegratedPhysicalDamages�(95th) 之預測碳價
  1 ��Below�2 度 C（相當於 SBT�目標途徑：每年線性減排 2.5%）。
  2 ��Net�Zero�2050/�1.5 度 C（相當於 SBT�目標途徑：每年線性減排 4.2%）。

▼ �國際能源總署 (IEA)：「2021 全球能源
展望」(World�Energy�Outlook�2021) 報
告所揭露之情境預測碳價

  1 ��永續發展情境 (SDS)，約當 Below�2
度 C（相當於 SBT 目標途徑：每年線
性減排 2.5%）。

  2 ��2050 年淨零排放情境 (NZE)，約當
Net�Zero�2050/1.5 度 C（相當於 SBT
目標途徑：每年線性減排 4.2%）。

國家自主貢獻 (NDC) 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
運淨零排放

時間點 2025~2050 年（以每五年為 1期進行分析）【資產預期平均持有年限為 1~7 年】 2023~2025�年�註 3

【資產預期平均持有年限為�1~7�年】

依據永豐金控 2030 年
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
註5，以 2023~2030 年逐
年分析

情境分析方式

▼ �碳成本將影響供應商之銷貨成本，量化供應商將碳成本轉嫁對本公司採購成本之潛在財務影響。

▼ �依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註 1 之高氣候風險產業中，篩選 9個高碳排產業（油氣業、發電業、金屬採礦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傳產製造 - 汽機車製造業、傳產製造 -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水泥業、航運業、航空業）及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評估
投融資對象可能額外繳納「碳成本」，量化對本公司造成的潛在財務影響。( 氣候風險熱點圖與暴險金額請參見 5.4 高氣
候風險產業暴險� )

依外部顧問提供之用電大戶名單，以投融
資對象進行情境分析

依設定減碳目標情境，
計算金控遭受轉型風險
之潛在財務影響，預計
減少之碳排放量計算金
控衍生之減碳成本估計

價值鏈
分析

自身營運 作業風險 — —
於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
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
程度皆為低度

上游供應商
碳成本轉嫁 作業風險

▼ �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 �經分析，僅有 2家供應商屬於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對本公司影響不大。
經分析，僅有 2家供應商為用電大戶，對
本公司影響不大 —

下游投融資
客戶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

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

分析結果

▼ �評估供應商預期碳成本轉嫁金額，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 �評估屬「高碳排產業」與「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之投融資部位，合計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之整體增額預期損失，於各
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評估屬「用電大戶」之投融資部位，合計
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之整體增額預期損
失，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
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評估金控為達成淨零排
放目標增加之減碳成
本，於各時間點，對金
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
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註 1：�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評估範圍涵蓋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國內外投融資部位。
註 2：�「契約容量」以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揭露之間接排放量推估；「設備建置成本」以經濟部公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太陽光電 ( 第一期 ) 屋頂型裝置容量 500 瓩以上之初期設置成本 42,700 元 / 瓩；「再生能源每瓩售電量」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

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太陽光電每瓩年售電量�1,250�度 / 瓩；「再生能源憑證價格」以國家再生能源驗證中心建議�1~2.2 元 / 度之最高價格為 2025 年計算基準；「代金每 Kw�需負擔度數」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公告 2,500�度 / 瓩；「代金費率」以經濟部公告「再生能源義務用戶繳納代金之代金費率」公告 4元 / 度。

註 3：�「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中規範符合對象需於 2025�年完成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或設置儲能設備擇一或混合方式履行義務，故以辦法中規範之年度進行分析。其中再生能源義務裝置容量以該用戶前一
年度平均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計算之，若以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 2023 年前義務履行者，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百分之二十；於 2024 年前完成義務履行者，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百分之十。

註 4：�「再生能源憑證成本」依國家再生能源驗證中心說明，價格多取決於市場機制由買賣雙方自行議定，故以目前市價推估 2030 年為 4元 / 度。
註 5：�淨零目標請詳見永豐金控官網� 。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1.5℃情境碳價 (USD)   2.0℃情境碳價 (USD)

IEA 情境預測碳價

105.96

127.20

132.49

172.24 315.00

492.19

226.11

331.09

173.05

242.83

264.44

402.99

USD/t�CO
2

NGFS Phase 3 碳價預測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1.5℃情境碳價 (USD)   2.0℃情境碳價 (USD)

104.92

149.56

129.05

195.60
278.46

935.61

195.50

482.30

160.14

326.17

234.45

683.79

USD/t�CO
2

轉型氣候風險與情境分析結果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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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子	 	分析對象 減緩及調適措施

碳成本繳納

▼ �供應商碳成本轉嫁

▼ �高碳排產業投融資客戶

▼ �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投融資客戶

▼ �遵循「責任投資管理要點」作為推動與執行責任投資之指導方針。

▼ �遵循「責任授信管理要點」、「法金業務手冊」及「赤道原則」（銀行）、金融市場業務手冊（銀行）、永續發展交易要點（租賃），於投融資
決策過程，審慎評估投融資戶所營事業對於環境、社會、公司治理風險之影響。

▼ �考量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業務發展、風險承擔能力、產業未來發展與景氣循環等因素訂定「高風險產業」之限額，高碳排產業（包括：有色金
屬、航運、油氣開採批發及煤化工、航空）已納入高風險產業進行限額控管。

▼ �深化永續供應鏈管理，優化供應商分級制度，持續進行盤點高碳排供應商作業。進一步擴大綠色採購項目，符合政府綠色採購與金融相關業務之
項目達 60%以上。營繕裝修綠建材使用率達 96%以上。

▼ �本公司於 2022 年 3 月經董事會通過，承諾將於 2050 年達成全資產組合的淨零排放，已於 2022 年 8 月加入 SBTi，且於同年 12 月完成科學基礎
減碳目標（SBT）之設定並提交 SBTi 驗證，期攜手利害關係人啟動低碳轉型，致力「以永續金融助攻臺灣淨零」。為利淨零工作之推進，已設
置淨零專案工作小組（PMO），以管理淨零行動之規劃與執行進程。

▼ �本公司承諾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不再新承作燃料煤及非常規油氣相關之專案融資，既有專案融資到期亦不再續約。

經濟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
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管理辦法」

▼ �受此辦法影響，屬用電大戶之投融資客戶

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 �自身營運

▼ �依據 SBT 減碳目標，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 �導入內部碳定價機制：檢討 /調整台開及北高大樓（自身營運）內部碳定價機制。

▼ �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每年設定目標持續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推動節能減碳方案：提升 ISO14001、ISO50001 管理系統自有大樓盤查範疇及認證率。

風險因子：碳成本繳納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情境 資料來源 業務範疇 採購成本
供應商碳成本轉嫁金額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2040 年 2045 年 2050 年

<	2° C
IEA 採購業務 2,287 18 22 29 38 45 53

NGFS 採購業務 2,287 18 22 27 33 40 47

1.5° C
IEA 採購業務 2,287 22 29 41 56 68 83

NGFS 採購業務 2,287 25 33 55 82 116 159

2025 年 2030 年 2040 年2035 年 2050 年2045 年

■	<	2° C IEA
■	<	2° C NGFS
■	1.5° C IEA
■	1.5° C NGFS

16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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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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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註 1：�預期碳成本轉嫁金額 =永豐對該供應商之採購金額�×�推
估碳排強度�×�升溫情境碳價。(1)�「推估碳排強度」係依
110 年度我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與分析數據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國內生產毛額 (GDP) 推估；(2)�「升溫
情境碳價」使用NGFS或 IEA�1.5° C及 2° C情境預測碳價。

4.2.1 碳成本繳納
上游供應商碳成本轉嫁

以推估供應商碳成本轉嫁金額，評
估對採購成本可能之潛在財務影響。

評估方法：引用「本國銀行氣候相
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評估氣候韌
性之進階作法，依 NGFS(Below	2
度 C 及 1.5 度 C) 與 IEA(Below	2 度
C 及 1.5 度 C) 之預測碳價情境，以
預期碳成本轉嫁金額	註 1 推估潛在財
務影響。

分析結果：供應商碳成本轉嫁金額
如右側圖表，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
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
程度皆為低度。

轉型氣候風險 – 減緩與調適措施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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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中 9 個高碳排產業及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 ( 氣候風險熱點圖請參見 5.4 高氣候風險產業暴險 )

評估方法：引用「本國銀行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評估氣候韌性之進階作法，以NGFS(Below	2 度 C及 1.5 度 C) 與 IEA(Below	2 度 C及 1.5 度 C) 之預測碳價情境，以推估碳成
本	註 1 分析授信及票債券部位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預期損失	註 2 及股權投資部位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跌價損失	註 3。
信用風險（授信及票債券）：以推估碳成本，對既有模型	/	評估工具表之財務因子進行加壓變化比例計算，分析信用風險違約率、內部評等、增額預期損失。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以推估碳成本，計算對企業淨值之影響數，分析相對股價、增額跌價損失。
分析結果：「高碳排產業」與「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之投融資金額如下圖表，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風險因子：碳成本繳納

情境 資料
來源

業務
範疇

投融資
金額

信用風險：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預期損失
市場風險：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跌價損失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	2° C

IEA

信用風險（授信、票債券）（A） 164,805 271 291 318 347 367 403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B） 3,680 27 60 103 139 171 208

整體投融資部位（=A+B） 168,485 298 351 421 486 537 611

NGFS

信用風險（授信、票債券）（A） 164,805 238 257 279 301 323 340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B） 3,680 27 59 97 125 155 188

整體投融資部位（=A+B） 168,485 266 316 376 426 479 528

1.5° C

IEA

信用風險（授信、票債券）（A） 164,805 276 318 365 434 484 501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B） 3,680 48 110 178 267 350 387

整體投融資部位（=A+B） 168,485 324 428 543 701 834 888

NGFS

信用風險（授信、票債券）（A） 164,805 280 325 405 506 647 720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B） 3,680 56 120 226 374 565 696

整體投融資部位（=A+B） 168,485 336 445 631 880 1,213 1,416

註 1：�額外碳成本�=��(BAU碳排放量�-��升溫情境碳排放量 )�×�升溫情境碳價。(1)�「BAU碳排放量」依 IEA預測產業別無作為下之碳排成長率推估；(2)�「升溫情境碳排放量」以SBT�1.5° C及 2° C情境減排路徑，每年分別須減排2.5%及 4.2%
推估；(3)�「升溫情境碳價」使用NGFS 或 IEA�1.5° C 及 2° C 情境預測碳價。

註 2：�增額預期損失 (ΔEL)�=�ΔPD�×�LGD�×�EAD。其中 ΔPD係依額外碳成本對財務數據影響，以既有模型�/�評估工具表計算加壓後 PD值，再計算與原始 PD之變化程度。
註 3：�增額跌價損失�=�持有部位金額�×�跌價損失率。(1)�跌價損失率�=�對淨值影響數�/�預測淨值；(2)�對淨值影響數�=�額外碳成本�×�(1�-�稅率 )。

IEA (Below 2 度 C 及 1.5 度 C) 碳價情境－預期損失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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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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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340

2025 2030 20402035 20502045

■	信用風險 (	授信、票債券 ) 增額預期損失 (A) ■	市場風險 (	股權投資 ) 增額跌價損失 (B)

2025 2030 20402035 20502045

■	信用風險 (	授信、票債券 ) 增額預期損失 (A) ■	市場風險 (	股權投資 ) 增額跌價損失 (B)

下游投融資客戶

NGFS (Below 2 度 C 及 1.5 度 C) 碳價情境－預期損失

 IEA	<	2° C ■ IEA	1.5° C

 NGFS	<	2° C ■ NGFS	1.5°	C

基準日：2022/12/30�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44

附錄氣候治理前言 實體及轉型風險
之情境分析

氣候策略 氣候指標與目標氣候風險管理 未來展望永豐金控   TCFD報告書    2022



4.2.2 能源轉型

供應商屬用電大戶之採購金額。

評估方法：統計金控 2022 年期間供應商名單，比對屬於用電大戶之供應商家數及採購金
額。

分析結果：供應商屬於用電大戶之供應商家數及採購金額如右圖表，佔金控總採購金額
比率為 3.01%。

上游供應商

評估方法：引用「本國銀行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評估氣候韌性之進階作法，依
取得之用電大戶名單，評估投融資客戶之額外付出的採購或建設成本	註 1，分析授信及票
債券部位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預期損失	註 2 及股權投資部位受氣候風險影響之增額跌價
損失	註 3。

信用風險（授信及票債券）：以推估能源轉型成本，對既有模型	/	評估工具表之財務因子
進行加壓變化比例計算，分析信用風險違約率、內部評等、增額預期損失。

市場風險（股權投資）：以推估能源轉型成本，計算對企業淨值之影響數，分析相對股價、
增額跌價損失。

分析結果：投融資金額如右側圖表，於各情境在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
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註 1：�據該用戶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計算能源轉型額外成本。(1)�
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之額外成本�=�( 契約容量�×�10%�×�提前完成扣減
額度�×�太陽能設備建置成本 )�/�成本平均攤提 20 年；(2)�購買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之額外成本�=�契約容量�×�10%�×�太陽光電每瓩年售電量�×�
太陽光電憑證價格；(3)�繳納代金之額外成本�=�契約容量�×�10%�×�代金
每瓩需負擔度數�×�代金費率。

註 2：�增額預期損失 (ΔEL)�=�ΔPD�×�LGD�×�EAD。其中 ΔPD 係依能源轉型額
外成本對財務數據影響，以既有模型�/�評估工具表計算加壓後 PD值，
再計算與原始 PD之變化程度。

註 3：�增額跌價損失�=�持有部位金額�×�跌價損失率。(1)�跌價損失率�=�對淨值
影響數�/�預測淨值；(2)�對淨值影響數�=�能源轉型額外成本�×�(1�-�稅率)。

下游投融資客戶

基準日：2022/12/30

用電
大戶 2戶 採購

金額 69 佰萬元
占金控總
採購金額
比率

3.01%

■	信用風險 (	授信、票債券 ) 增額預期損失 (A)
■	市場風險 (	股權投資 ) 增額跌價損失 (B)
	整體投融資部位 (=A+B)	

信用風險 ( 授信、票債券 )(A)

投融資金額

53,469

市場風險 ( 股權投資 )(B)

10,741

整體投融資部位 (=A+B)

64,210

2023
設置太陽能
設備

2024
設置太陽能
設備

2025
設置太陽能
設備

2025
購買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

2025
繳納代金

1.0

0.6

1.0

0.7

1.0

0.7

1.1

0.9

1.4

3.4
4.8

2.0
1.81.71.6

風險因子：經濟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風險因子：經濟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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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自身營運淨零

依據永豐金控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評估自身營運之低碳轉型風險下的潛在財
務影響。

評估方法：引用「本國銀行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實務手冊」評估氣候韌性之進階作法，依
據永豐金控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估計金控為減少碳排量而增加之汰換設備成
本、購買綠電成本、再生能源憑證成本以及聘請外部顧問成本，評估潛在財務影響。

分析結果：評估於各時間點對金控資本適足率下降之潛在影響程度皆為低度。

風險因子：自身營運淨零 基準日：2022/12/30 單位 : 新臺幣佰萬元

自身營運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運淨零排放－潛在財務影響

59

81
102

123
144

166

211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35

業務範疇 轉型風險情境
潛在財務影響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自身營運 2030 年以前達到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59 81 102 123 144 166 211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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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氣候機會情境分析 氣候機會情境分析
淨零浪潮由一般產業持續擴大至金融產業，金管會與環保署合作公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規範 2023 年起上市櫃公司應分階段揭露溫室氣體盤

查並於 2029 年完成查證；金融業方面則推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引導金融機構發展辦理永續投融資、簽署國際永續原則或倡議、進行永續金融評鑑等，
以促使企業重視與落實 ESG，建構永續金融生態圈。永豐金控積極推動淨零行動與協助廠商減碳布局，多方發展包含以下項目：

全球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淨零趨勢持續加速，臺灣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後，《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草案也於 2023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重大內容
包含 2050 年淨零排放正式入法，2024 年將針對年碳排量超過 2.5 萬公噸之排碳大戶開徵碳費。企業不僅國內面臨碳費風險，外銷則面臨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帶來的碳關稅與碳盤查壓力。永豐金控 2021 年以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中高氣候風險產業及投融資金額最高之「傳產製造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為試行對象，2022
年將範疇擴大至 9個高碳排產業及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模擬推估投融資企業因應氣候變遷風險進行轉型所需之額外成本，將之視為企業潛在的資金需求及本公司的業務機會。推估
2025 年整體市場約可達千億轉型商機，永豐金控發揮行業影響力，扮演資金供給者角色，規劃提供低碳轉型資金協助客戶，如發行及投資綠債或貸予低碳轉型資金，期以金融力量，攜
手企業低碳轉型。

中心廠商碳盤查服務

新興再生能源融資

綠電交易信託平臺

綠色財務顧問服務

因應廠商供應鏈碳管理需求，永豐與外部機構合作，除了內部人員教育訓練，主要目標為協助企業碳管理流程，包含碳盤查、查證服務
與滿足後續綠能需求，降低客戶淨零過程摩擦力，提升企業減碳轉型流暢度。

臺灣全力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永豐除了耕耘太陽能以外，也逐步規劃儲能設備、地熱、生質能等
多種專案與授信服務，提供企業全方位再生能源選項與能源規劃。

為解決企業取得綠電的困境，永豐運用自身太陽能案場融資優勢設立綠電交易平臺，建置收付信託機制，積極媒合購、售、發電方需求。

因應再生能源案場建置與併購交易，積極開發與媒合市場上買賣雙方之需求。

金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 期望充分發揮金融能量，導向 ESG正面影響行動。永豐針對關注 ESG與公司治理評鑑之企業提供綠色存
款相關服務，未來資金將投入綠色產業發展，以達成企業邁向綠色減碳、金融業協助企業減碳的雙贏成果。

綠色存款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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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深知對在地與全球環境的責任，除已於永續發展委員會各工作小組積極推動永續策略及相關目標、定期審視達成情形，並依外在環境趨勢滾動調整，更期望能藉設定氣候相關
指標與目標，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作業、維持正常穩定營運。同時透過加強獎酬與氣候績效連結，積極鼓勵高階主管在氣候承諾上的付出。

5.1  氣候指標與目標
面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帶來的挑戰，永豐金控採取務實做法，從降低自身碳排放做起，透過設定 SBT、逐步提高綠電使用比率、擴大替代能源融資、綠債發行等計畫，並將逐步

透過投融資業務策略調整（例如：關注與追蹤高碳排產業融資、支持清潔能源與新創技術、協助客戶減碳與低碳轉型節能等方案）擴大涵蓋層面，進一步發掘氣候相關機會，以推動整
體價值鏈之低碳轉型，期能達到「2030 年達成自身淨零排放、2050 年達成全資產組合淨零排放」之目標。

永豐金控已審視 2022 年執行成果請參見 1.1 氣候治理架構	 ，並擬定短、中、長期氣候相關目標。

氣候相關指標 短期目標（2023 年） 中期目標（2024-2025 年） 	長期目標（2025-2027 年）

氣候
治理

建立薪酬連結機制

▼ �規劃將 ESG中淨零減碳目標納入總經理年度績效目標，並
規劃權重占比。

▼ �強化薪酬與永續績效連結，實施對象納入高階主管，並規劃權
重占比。

▼ �單位 KPI 與淨零目標連結：評估及研擬連結項目及比重。

▼ �研擬淨零減碳目標納入個人「行為考核指標」。

▼ �強化薪酬與永續績效連結實施對象擴及主管級人員。

▼ �單位 KPI 與淨零目標連結：確認連結項目及比重，於 2027 年
前列入單位 KPI。

▼ �研擬淨零減碳目標納入個人「行為考核指標」。
董事會氣候教育訓練 ▼ �董事會成員接受年度氣候相關教育訓練時數達�3�小時 / 年。 ▼ �董事會成員接受年度氣候相關教育訓練時數達�4�小時 / 年。 ▼ �董事會成員接受年度氣候相關教育訓練時數達�5 小時 / 年。

氣候
機會

永豐銀行再生能源融資
貸款餘額

▼ �NT$900 億元 ▼ �NT$1,100 億元� ▼ �持續提升再生能源產業及符合氣候目標之相關業務規模

永豐創投綠色產業投資
金額

▼ �NT$6,000 萬元 ▼ �新增投資金額不低於當年度總新增投資金額 10% ▼ �新增投資金額不低於當年度總新增投資金額 15%

永豐金租賃綠能周邊設
備及其供應鏈撥款量

▼ �NT$15 億 ▼ �NT$16 億 / 年 ▼ �NT$17 億 / 年

發展符合低碳轉型定義
/淨零趨勢之金融產品

▼ �每年接案兩檔綠能環保股票輔導 /承銷

▼ �投信每年至少發行 /再銷一檔低碳基金註1

▼ �推動線上信貸

▼ �每年接案兩檔綠能環保股票輔導 /承銷。
▼ �投信每年至少發行 /再銷一檔低碳基金。

▼ �優化信貸線上申請介面/補件 /撥款 /對帳單 /繳息資料等功能。

▼ �每年接案兩檔綠能環保股票輔導 /承銷

▼ �投信每年至少發行 /再銷一低碳基金。

▼ �持續擴大低碳之金融商品

綠色
採購 –

▼ �擴大綠色採購項目，符合政府綠色採購與金融相關業務之項
目達 80%以上

▼ �持續獲選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民間企業團體推動
綠色採購績優單位」並積極爭取其他相關獎項 ( 如 Buying�
Power)

▼ �營繕裝修綠建材使用率達 65%

▼ �擴大綠色採購項目，符合政府綠色採購與金融相關業務之項目
達 90%以上。

▼ �持續獲選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民間企業團體推動綠色
採購績優單位」並積極爭取其他相關獎項 ( 如 Buying�Power)

▼ �營繕裝修綠建材使用率達 70%

▼ �擴大綠色採購項目，符合政府綠色採購與金融相關業務之項目
達 100%以上

▼ �持續獲選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民間企業團體推動綠色
採購績優單位」並積極爭取其他相關獎項 ( 如 Buying�Power)

▼ �營繕裝修綠建材使用率達 75%

綠色
營運 –

▼ �重大環境主題，包含用水及用電量，以 2021 年為基準年設
定減量達 2%

▼ �完成 8項範疇三項目盤查，並經外部驗證

▼ �完成 CDP 第四次回覆

▼ �重大環境主題，包含用水及用電量，以 2021 年為基準年設定減
量達 4%

▼ �完成 10 項範疇三項目盤查，並經外部驗證

▼ �持續精進 CDP碳揭露管理事項

▼ �重大環境主題，包含用水及用電量，以 2021 年為基準年設定
減量達 6%

▼ �維持具重大性的範疇三共 10 項類別盤查比率為 100%並經外
部驗證

▼ �CDP 評分達到 A領導等級

資本
配置

發行綠色、社會責任與
可持續發展 (GSS) 債券

▼ �持續評估發行 GSS 債券，目標每年增發NT$�20�億元。 ▼ �持續評估發行 GSS 債券。 ▼ �持續評估發行 GSS 債券。

註 1：�低碳基金以碳密集度（碳排放量�/�年度營業收入）為指標，依金融與非金融產業分群，剔除碳密集度指標前 20%高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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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指標 短期目標（2023 年） 中期目標（2024-2025 年） 	長期目標（2025-2027 年）

內部碳
定價 – ▼ �檢討 / 調整內部碳定價機制。 ▼ �檢討 / 調整內部碳定價機制。 ▼ �持續推動內部碳定價機制。

氣候
風險
管理

擱淺資產風險
胃納控管與監督

▼ �建立擱淺資產風險胃納控管與監督機制 - 盤點擱淺資產之內部
資料源及釐清邏輯定義。

▼ �建立擱淺資產風險胃納控管與監督機制 - 建置擱淺資產之部位資
料庫，以建立擱淺資產風險胃納控管與監督機制。

▼ �建立擱淺資產風險胃納限額與目標 - 與各子公司建立擱淺資產風
險胃納，依風險胃納設定關鍵指標及訂定短 /中 / 長期之目標。

▼ �建立整合性氣候風險管理儀表板，持續進行指標與目標之
管理及監控。

導入並持續深化
氣候風險管理

▼ �持續強化TCFD治理/策略/風險管理之氣候相關指標之揭露。

▼ �持續強化營運及業務氣候變遷轉型風險短 /中 / 長期之鑑別及
分析潛在財務衝擊影響。

▼ �依風險胃納設定投融資組合指標之短 /中 / 長期目標，以強化風
險管理三道防線。

▼ �建立整合性氣候風險管理儀表板，持續進行指標與目標之
管理及監控。

▼ �將氣候風險的考量納入其他風險管理機制中，包括信用風
險之壓力測試、市場風險 ( 如 Climate�VaR）、流動性風險
與作業風險等。

高風險地區自有行舍設
置防水閘門比率

▼ �50% ▼ �100%

▼ �持續精進高風險行舍之辨識方法及掌握風險傳導過程，完
成高風險地區行舍設置防水閘門。

建立特定產業
去碳政策

▼ �評估規劃擱淺資產 ( 燃煤 / 非常規油氣 ) 之去碳承諾。 ▼ �建立擱淺資產 ( 燃煤 /�非常規油氣 ) 退場程序並承諾退場時程。 ▼ �落實退場規劃並滾動式進行調整。

氣候
議合

1 �提升氣候意識 (員工 )

推動辦公室
環保節能守則

▼ �員工簽署「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100%�。 ▼ �優化辦公室環保節能守則共同承諾方式，員工簽署率達 100%�。 ▼ �推動生活環保節能守則，擴大對象範疇及人次。

推動 ESG素養認知 ▼ �研擬推動 ESG素養調查方案。 ▼ �推動 ESG 素養調查方案。 ▼ �推動 ESG 認知檢測機制 1項，�平均成績提升 20%�。

研擬 ESG學程 – – ▼ �研擬 ESG 學程，鼓勵全員奠基。

舉辦氣侯主題微課程

▼ �舉辦氣候主題微課程 1場次 (含淨零倡議目標 )，點閱率 1,000
人次。

▼ �舉辦氣候主題微課程2場次 (含淨零倡議目標 )�，點閱率達2,000
人次。

▼ �推動氣候主題微課程 2場次，�點閱率成長 10%/ 年。

推動氣候主題課程
/活動

▼ �舉辦氣候主題活動 1場次。

▼ �ESG（含氣候意識 ) 主題課程 /活動，�導入新人訓練。

▼ �研擬遊戲化氣候主題課程 /活動。 ▼ �研擬遊戲化氣候主題課程 /活動，�並擴大普及率。

企業永續管理師
認證培育

▼ �研擬企業永續管理師認證培育計畫 ▼ �推動企業永續管理師認證培育計畫。 ▼ �推動 ESG 種子培育及內部專家認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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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指標 短期目標（2023 年） 中期目標（2024-2025 年） 	長期目標（2025-2027 年）

氣候
議合

2 �提升氣候意識 (客戶 )

投資標的溝通

▼ �與投資標的溝通並了解碳排資訊，銀行及證券分別擬定完成 3
家議合之目標。

▼ �建立標的碳風險分級管理機制及盡職調查機制。

▼ �選定案件試行議合溝通，蒐集相關產業之碳排放、減碳規劃與資
金需求等資訊

▼ �實施標的與客戶之碳風險分級制度。

▼ �持續淨零溝通計畫。

提升投資標的
之氣候意識

▼ �透過投資標的企業填覆氣候意識問卷，以提升永續意識。
▼ �藉由投資標的法說會 /股東會，溝通與氣候相關議題。

▼ �強化內部同仁對氣候意識之教育訓練。

▼ �持續深化與投資標的氣候議題之溝通

▼ �強化內部同仁對氣候意識之教育訓練。

▼ �持續深化氣候議題之溝通，舉辦外部論壇 /座談會及內部同
仁教育訓練。

授信客戶溝通 (法金 ) ▼ �建立案件與客戶的碳風險與機會評估 /盡職調查機制。

▼ �建立案件與客戶的碳風險與機會評估 /盡職調查機制，選定案件
試行蒐集相關產業之碳排放、減碳規劃與資金需求等資訊，啟動
高碳排產業淨零溝通計畫。

▼ �高碳排產業授信戶溝通率 ( 已溝通客戶數 / 應溝通客戶數 ) 達
25%( 依執行狀況，滾動式調整目標 )。

▼ �自盡職調查機制延伸為實施標的與客戶之碳風險分級制度，
建立淨零溝通計畫。

▼ �高碳排產業授信戶溝通率 ( 已溝通客戶數 / 應溝通客戶數 )
達 50%( 依執行狀況，滾動式調整目標 )。

提升授信客戶之
氣候意識 (法金 )

▼ �持續推動與 BSI 等外部機構合作之碳盤查服務，並基於 SBT
及顧問碳風險與機會評估，選定問卷實施之目標 SME產業。

▼ �依據高碳產業上市櫃公司碳盤查與溝通計畫推行狀況，建立適合
SME之調查機制並滾動式調整 SME議合訪談問卷內容。

▼ �系統建立對應註記欄位，提供拜訪人員紀錄客戶氣候意識程度，
以利日後檢視訪談問卷達成度。

▼ �訪談問卷宣導，盤點高碳產業 SME 客戶清冊，並擬定每年
訪談推廣進度與比例。

▼ �針對高碳排 SME 客群，擴大推廣減碳金融服務，評估發展
顧問服務可行性，鼓勵制定減碳計畫。

提升授信客戶之
氣候意識 (零售 )

▼ �永豐與房貸戶共創環境永續，溝通低碳產品 - 綠建築貸款。

▼ �藉由銀行官網�永續金融商品專區與客戶進行溝通，並透過
EDM及 Line 推播至少溝通 500 萬人次。

▼ �當年新承作綠建築房貸 50 件。
▼ �持續推動綠建築房貸，藉由銀行官網永續金融商品專區與客戶進

行溝通至少達 800 萬人次。
▼ �2024-2025 年新承作綠建築房貸 100 件。

▼ �於徵授信流程中建立符合 PCAF 分類之定義，並於進案時即
時取得房貸標的相關資料。

▼ �依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 指引評估住宅房貸碳減
量。

▼ �永豐與房貸戶共創環境永續，2025-2027 年新承作綠建築房
貸 200 件。

ESG 講座 / 論壇場次 ▼ �4 場 ▼ �每年 4場 ▼ �每年 4場

至機構法人辦理 ESG
評鑑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 �16 場 ▼ �2024 年 16 場；2025 年 20 場 ▼ �每年 20 場

建置綠色融資標準
與信用評等模型

▼ �持續推動綠色授信，透過資金引導企業轉型 ▼ �責任授信導入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指引（參考 EU�Taxonomy）

▼ �研議建構綠色信用評等模型（整合 ESG 風險矩陣及傳統信
用評等）

「碳足跡計算器」
功能普及度

▼ �5% 簽帳金融卡有效卡使用

▼ �功能擴大導入至指定信用卡；5%簽帳金融卡及指定信用卡有效
卡使用

▼ �功能擴大導入至 Mastercard 信用卡；5% 簽帳金融卡及
Mastercard 信用卡有效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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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議合

提升零售客戶
ESG智識

▼ �加強零售客戶 ESG/ 綠色相關商品的資訊揭露與行銷活動 ▼ �推廣零售客戶 ESG/ 綠色相關金融智識 ▼ �加強零售客戶 ESG/ 綠色相關金融智識

財富管理客戶氣候意識
投資相關講座參加人數

▼ �300 人 ▼ �每年較前年成長 5%

溫室氣
體排放

SBT 設定 ▼ �永豐金控已於 2022 年 8 月加入 SBTi，並於 2022 年底完成提交 SBT，預計將於 2023 年 7 月進行驗證，相關資訊請見永豐金控官網 。

海外據點納入溫室氣體
盤查與認證範疇

▼ �規劃海外據點納入溫室氣體盤查與認證覆蓋率達 100%。 ▼ �持續國內外據點溫室氣體盤查與認證覆蓋率達 100%。 ▼ �持續國內外據點溫室氣體盤查與認證覆蓋率達 100%。

投融資組合

▼ �建立範疇三投融資組合碳盤查盤點、監控與揭露機制：
  1 ��建立盤點及監控機制，並於每年定期執行及追蹤範疇三投融

資組合碳排放量 /目標達成情形。
  2 ��每年於永續報告書或 TCFD 報告書對外揭露。

▼ �每年持續完成範疇三盤點、監控作業及對外揭露，並擴大範疇三
投融資的盤查範疇及提升盤查資料的數據品質。

▼ �每年持續完成範疇三盤點、監控作業及對外揭露，並擴大
範疇三投融資的盤查範疇及提升盤查資料的數據品質。

能源使用 ▼ �自身營運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10%。 ▼ �自身營運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25%。 ▼ �自身營運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率達�45%。

氣候相關指標 短期目標（2023 年） 中期目標（2024-2025 年） 	長期目標（2025-20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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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氣候績效與薪酬制度
企業價值的提升已非單純著重財務績效，透過將氣候績效納入企業營

運，成為提升企業價值的一個重要方向。因此，永豐金控已將氣候相關風險
之導入與深化等目標納入高階主管之變動薪酬指標項目之一，並已被納入長
期薪酬體系之中，這些措施不僅可以激勵主管們積極應對氣候變遷，還可以
增強企業對氣候風險的認知和應變能力。

永豐金控深刻理解到氣候績效的重要性，並且堅信這不是一個短期或階
段性的目標，而是一個使命。為了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我們實施務實的永續
策略，具體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於每季檢視並追蹤各項指標及目標的實
行情況，並透過不斷迭代更新，確保永豐金控的永續發展目標不斷向前邁進。

相關指標及比重說明如下表：

管理指標 權重占比 說明

淨零推動目標
達成情形 10%  �總經理 2022 年度績效目標設有淨零指標 10%，且該指標連結

至當年度變動獎酬。

減緩氣候變遷
與調適 8~10%

 �為推動減緩氣候變遷與調適，將氣候相關 KPI 項目分別列入金
控對應權責高階主管績效指標：
  1 ��提升內部氣候意識 (8%)
  2 ��淨零承諾，如溫室氣體盤查與認證 (10%)
  3 ��風險管理，如優化風險管理機制 - 導入並持續深化氣候風險

管理 (10%)

5.3  溫室氣體排放量
永豐金控 2018 年開始以營運控制權法進行溫室氣體盤查，逐步規劃金控及子公司的溫室氣體排

放總量盤查工作，並依照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BTi）金融業指引訂定範疇一與範疇二短中長期減
量目標，將透過自身節能減碳與使用再生能源和憑證等手法達成 2030 年自身營運淨零排放目標。永
豐金控之範疇一排放源主要包括空調、飲水機、除濕機、電冰箱之冷媒產生之溫室氣體，另外亦有自
有交通工具（公務車）之汽柴油、發電機柴油，以及化糞池之排放。範疇二之主要排放源為外購電力。

2022 年在範疇一與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較 2021 年基準年共減量 230 公噸計 1.19%，人均排放
密集度較基準年 2021 年下降 4.10%，達成訂定之減量目標，於整體能源管理上已見顯著成效。

氣候績效目標

2020 年 -2022 年範疇一  類別 1  溫室氣體排放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年）註1 1,164.54 1,284.34 1,353.37

範疇一排放強度（公噸CO2e/人）	 0.125 0.136 0.139
數據覆蓋率註2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覆蓋率註3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	
（ISO	14064-1:2018）	

範疇說明

金控及旗下 5 家主要子公司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
豐投信、永豐金租賃、永豐
創業投資）之國內所有營運據
點納入統計範疇，外部認證之
排放量為 936.39 公噸 CO2e，
覆蓋率達 100%，其餘未盤查
驗證數據由 2022 年海外據點
(228.15 公噸 CO2e) 外部驗證
的值加計後代替推估。

金控及旗下 5 家主要子公司
（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
豐投信、永豐金租賃、永豐
創業投資）之國內所有營運
據點納入統計範疇，外部認
證之排放量為 1,061.85 公噸
CO2e，覆蓋率維持 100%，另
加計 2021 年海外據點碳排放
量 222.49 公噸 CO2e( 未認證 )
的值代替推估。

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
之國內外所有營運據點
納入統計範疇 ( 與合併財
報數據邊界一致 )，外部
認證覆蓋率達 100%。

註 1：永豐金控逐步完善溫室氣體盤查機制，已於 2020 年度完成範疇一項目之排放源全面盤查。
註 2：數據覆蓋率是以該年度盤查範疇一項目之排放源為主。
註 3：覆蓋率係以導入外部盤查認證的大樓或據點員工人數 /全金控國內外正職的員工人數，不包含派遣員工。

永豐金控溫室氣體  範疇一 + 範疇二  減量短中長期目標

較基準年
（2021年）
減量

減量方式 短期（2023 年） 中期（2027 年）
符合 SBTi 要求

長期（2030 年）	
自身營運淨零

自身節能減碳 2% 5% 10%
再生能源使用與憑證減碳 8% 25% 90%

總計 10%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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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註 5 2021 年	註 6 2022 年

排放量（公噸 CO2e/ 年）註2 410.15 348.89 382.34

數據覆蓋率	註 3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覆蓋率	註 4 100% 100% 100%
註 1：永豐金控之自有交通工具僅包含公務車。
註 2：�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依汽、柴油購油量 x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x溫室氣體暖化潛勢值（GWP）=公噸二氧化碳

排放當量。
註 3：�公務車汽、柴油國內使用量依中油公司加油卡電子平臺下載之金控及旗下主要子公司汽、柴油購油量為統計

之依據，另加計海外子公司公務車實際加油量，故覆蓋率 100%。
註 4：�覆蓋率係以導入外部盤查認證的大樓或據點員工人數 /全金控的國內外正職員工人數，不包含派遣員工。
註 5：�2020 年經外部認證之排放量為 193.50 公噸 CO2e，其餘未盤查驗證數據由 2022 年海外據點 (216.65 公噸

CO2e) 外部驗證的值代替推估。
註 6：�2021年經外部認證之排放量為137.74公噸CO2e，另加計海外據點211.15公噸CO2e(未認證)的值代替推估。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溫室氣體排放
量總計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年）

393.98 172.36 4.87 782.16 0 0 0 1,353.37

占總排放量比例	 29.11% 12.74% 0.36% 57.79% 0% 0% 0% 100%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範疇二總量（公噸 CO2e/ 年）註1 18,724.99 18,155.42 17,855.67

市場基礎排放量（Market-based）	 0 0 17,855.67

地點基礎排放量（Location-based） 18,724.99 18,155.42 17,975.32

範疇二排放強度（公噸	CO2e/	人） 2.01 1.93 1.84

數據覆蓋率	註 2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覆蓋率	註 3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ISO	14064-1:2018）範疇說明

金控及旗下5家主要子公司（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
永豐金租賃、永豐創業投資）之國內所有營運據點納入統計範疇，
外部認證之排放量為 17,566.10 公噸 CO2e，覆蓋率達�100%，其
餘未盤查驗證數據由 2022 年海外據點 (1,158.89 公噸 CO2e) 外部
驗證的值加計後代替推估。

金控及旗下 5家主要子公司（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
永豐投信、永豐金租賃、永豐創業投資）之國內所有營
運據點納入統計範疇，外部認證之排放量為 16,757.39
公噸 CO2e，覆蓋率維持 100%，另加計 2021 年海外據
點碳排放量1,398.03公噸CO2e�(未認證)的值代替推估。

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之所有國內外營運據點納入統計
範疇 ( 與合併財報數據邊界一致 )，覆蓋率達 100%。

註 1：�範疇二以當年度能源局公告之最新係數換算：2020�年以 0.509KgCO2e/�度計算；2021�年以�0.502KgCO2e/�度計算，2022 年以 0.509KgCO2e/ 度計算。
註 2：�全金控及旗下主要子公司用電量，全數納入此數據範疇，故為�100%�。
註 3：�覆蓋率係以導入外部盤查認證的大樓或據點員工人數�/�全金控的國內外正職員工人數，不包含派遣員工。

2020 年 -2022 年範疇二  類別 2  溫室氣體排放

商務差旅溫室氣體排放  自有交通工具 2022 年範疇一  類別 1  溫室氣體類別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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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於 2022 年持續擴大範疇三的盤查範圍，總共完成 8項範疇三項目之盤查，並經外部驗證。

範疇三
項目	註 1 數量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CO2e）
數據

覆蓋率	註 2
統計
範疇

上游運輸
與配送	註 3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量 (影印紙 ) 2,847 延噸公里 1.94 89%

金控 /
銀行 /
證券 /
投信 /
租賃 /
創投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量 (信用卡 ) 114 延噸公里 0.08 100%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量 (PC) 257,599 延噸公里 33.75 89%

小計 - 35.77 -

商務旅行

由業務旅運產生的排放—飛機	註 4 876,654 公里 55.56 100%

由業務旅運產生的排放—高鐵	註 5 756,762 延人公里 24.22 89%

小計 - 79.78 -

採購的產品與服務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自來水） 173,369 度 28.68 100%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PC） 1,241 台 217.54 89%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NB） 166 台 16.28 89%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信用卡） 1,043,800 張 322.24 100%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A4影印紙） 82,386（500 張 / 包） 296.59 89%

由採購的貨物產生之排放（A3影印紙） 724（500 張 / 包） 5.07 89%

小計 - 886.40 -

燃燒與
能源相關活動

購買燃料或能源活動的排放（電力） 34,923 千度 3,075.92 100%

購買燃料或能源活動的排放（汽柴油 /液化石油氣） 147.821 公秉 108.75 100%

購買燃料或能源活動的排放（天然氣） 0.292 立方公尺 0.15 100%

小計 - 3,184.82 -

營運過程產生
的廢棄物 處理固體和液體廢棄物產生的排放	註 6 389 公噸 132.84 89%

上游資產租賃 上游租賃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IDC 機房用電） 3,885 千度 2,292.09 100%

銷售產品與
服務的使用 由產品使用階段產生之排放或移除（信用卡） 1,043,800 張 468.71 100%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生
命終期處理 由產品生命終止階段產生之排放（信用卡） 1,043,800 張 75.65 100%

由其他來源產生之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 其他	註 7 0 0 0

總計	註 8 7,156.06 -

註 1：�為維持報告書用詞揭露之一致性，統一以 GHG�
Protocol 範疇三：間接排放之用詞進行說明。對
應 ISO14064:2018 用語為：上游運輸與配送、商
務旅行對應類別 3-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採購的產品與服務、燃燒與能源相關活動、
營運過程產生的廢棄物、上游資產租賃對應類別
4- 組織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使用、銷售產品與服務的生命
終期處理對應類別 5-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

註 2：�數據覆蓋率係以員工人數計算，其中影印紙、
PC、NB、高鐵及廢棄物等員工人數不含海外正職
員工及派遣員工；餘項為國內外正職員工，不包
含派遣員工。

註 3：�商品採購之運輸排放，以廠商送貨至永豐金控各
實際交貨地點之距離，及貨物重量，計算其運輸
過程之排放。

註 4：�國際航空差旅計算方法係採用國際民航組織 ICAO
所開發的碳排放計算器（Carbon�Emissions�
Calculator），計算每趟飛行旅程所產生之溫室氣
體。覆蓋範圍包括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及投信，
永豐金控、租賃及創投 2022�年無國外商務差旅。

註 5：�國內高鐵差旅之計算，係自臺灣高鐵企業客戶資
料系統取得本金控之搭乘紀錄，並乘上臺灣高鐵
所提供之車站間旅客運輸碳足跡，計算每趟旅程
之碳排放量。

註 6：�2019 年起以實際秤重方式統計金控及各子公司
自有大樓廢棄物總量，主要計算以焚化處理之一
般事業廢棄物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
法為各棟大樓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量，乘以
環保署碳足跡計算服務平台之焚化處理的燃燒排
放係數，該係數資料庫目前最新且屬性相同之廢
棄物焚化處理係數為苗栗縣垃圾焚化廠所建立之
2018 年係數，及岡山垃圾焚化廠所建立之 2020
年係數，故台中以北含台中採用苗栗焚化廠之係
數，台中以南則採用岡山焚化廠之係數計算。

註 7：�由其他來源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本年度未
列盤查範圍內。

註 8：�範疇三排放量係依據活動數據性質，採用服務或
產品之採購廠商所提供經查證的碳排量數據與係
數計算。若無相關資料，則採用環保署產品碳足
跡或國際產業規範、計算服務平台之碳足跡資料
庫作為係數依據。

2022 年範疇三  類別 3~6  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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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氣候風險產業暴險
永豐金控盤點兩年間子公司之授信與投資業務進行高氣候風險產業暴險餘額評估	註1。

本公司綜合Moody's 及 SASB 發佈之個別產業氣候風險分析報告，並參酌 TCFD 及政府
規範，評估個別產業承受轉型及實體風險之衝擊，劃分出產業氣候風險等級，並結合金
控整體產業投融資暴險（不含證券融資 /綠能授信 /綠色債券 /可持續發展債券 /社會責
任債券），建立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 (如下圖 )。

依據永豐金控分析之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所劃分之高氣候風險產業共有 11 個，其
中有 9個屬於高碳排產業 ( 包括：油氣業、發電業、金屬採礦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傳
產製造 - 汽機車製造業、傳產製造 -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水泥業、航運業、航空業 )、
2個屬於高實體風險產業（農林漁牧業、其他公用事業）。除此之外，同時依環保署列管
高碳排企業名單，分析產業暴險餘額。以下揭露熱點圖產業以及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
之暴險情形。

氣

候

風

險

等

級

高

高

低

低

中

中

●	油氣業

●	航運業

●	銀行業	

●	化學材料製造業

●	傳產製造 - 金屬及其他製品製造業
●	傳產製造 - 汽機車製造業

●	傳產製造 - 電力設備製造

●	其他原物料製造業

●	營建工程業

●	水泥業

●	造紙業

●	住宿餐飲業

●	醫藥用化學材料製造業
●	租賃及分期付款業

●	金融租賃業

●	不動產業投資及其他金融服務業	●
其他服務業	●

●	非營利團體

●	農林漁牧業

●	金屬採礦業

●	航空業其他公用事業	●

●	傳產製造 - 其他傳產製造業

●	其他運輸倉儲業

●	證券期貨保險及金融輔助業

●	批發零售業

●	金融控股業

政府機關、公營及公用事業	●	

●	電子業

授 信 & 投 資 暴 險 等 級

●	發電業

●	傳產製造 - 紡織及成衣製造業
●	食品製造業

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 註 1：評估範圍涵蓋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國內外投融資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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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授信（含 FA）+投資 排除台電、中油
授信（含 FA）+投資

油氣業

發電業

金屬採礦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農林漁牧業

傳產製造－
汽機車製造業

傳產製造－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

水泥業

航運業

航空業

其他公用事業

2021 年總暴險
2022 年總暴險

146,419
155,724

141,100
133,607

熱點圖高氣候風險產業
依據永豐金控分析之產業氣候風險熱點圖，11 項高氣候風險產業 2022 年底整體投

融資金額為 155,724 佰萬，約佔金控整體投融資金額之 7.44%( 不含證券融資 /綠能授信
/綠色債券 /可持續發展債券 /社會責任債券 )。

其中 2022 年油氣業、發電業整體暴險較 2021 年增加，主要係因承作對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企業短期週轉放款，因此另外呈現扣除對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資金額後之高氣候風險暴險額。

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
針對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名單，2022 年底對其授信及投資部位總金額為 49,665

佰萬元，佔本金控整體授信及投資金額之 2.37%	( 不含證券融資 / 綠能授信 / 綠色債券 /
可持續發展債券 /社會責任債券 )。

其中 2022 年油氣業、發電業整體暴險較 2021 年增加，主要係因承作對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企業短期週轉放款，因此另外呈現扣除對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資金額後之環保署列管高碳排企業暴
險額。

■ 2021 ■ 2022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 2021 ■ 2022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行業 授信（含 FA）+投資 排除台電、中油
授信（含 FA）+投資

油氣業

發電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傳產製造 - 汽機車製造業

傳產製造 -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

水泥業

其他原物料製造業

造紙業

傳產製造 - 紡織及成衣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

電子業

營建工程業

傳產製造 - 電力設備製造

其他服務業

2021 年總暴險
2022 年總暴險

26,610
49,665

21,291
27,549

10,380
18,746

10,380
9,947

142
9,446

142
648

5,813
13,800

494
483

2,814
4,294

65
4
4,131
1,793
2,042
1,715
502
1,419
95
48
642
3,301

150
150
109
218

9,197
12,410

903
1,030
5
38
0.1
0.3

2,814
4,294

65
4
4,131
1,793
2,042
1,715
502
1,419
95
48
642
3,301

150
150
109
218

9,197
12,410

903
1,030
5
38
0.1
0.3

23,186 17,867
23,560

1,077 1,077
1,303 1,303

29,998 29,998
25,974 25,974

2,318 2,318
2,621 2,621

10,722 10,722
12,011 12,011

36,083
40,759

36,083

3,362 3,362
3,573 3,573

21,488 21,488
17,134 17,134

2,612 2,612
1,123 1,123

519 519
279 279

36,878

4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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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永豐金控依循「碳會計金融合作夥伴關係（PCAF）」所發布之《金融業全球溫

室氣體盤查和報告準則》（Financed	Emissions:	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之方法學針對 2022 年 12 月 30 日之投融資部位進行碳盤查，盤
查範疇涵蓋房屋抵押貸款、企業貸款、企業及金融債券、主權債與主權貸款、發電業專
案投融資、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上市櫃股票、車貸以及未上市櫃股票等資產類別，整
體覆蓋率為 79.72%（已盤查部位金額佔整體投融資部位金額	註 1）。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資產類別 投融資金額 占整體投融資金額比率
房屋抵押貸款	註 2 480,402 23.99%
企業貸款 422,102 21.08%
企業及金融債券 285,201 14.24%
主權債&主權貸款 250,131 12.49%
發電業專案投融資 86,212 4.31%
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37,586 1.88%
上市櫃股票 23,056 1.15%
車貸 6,964 0.35%
未上市櫃股票 4,610 0.23%
已盤查部位 1,596,263 79.72%
無法盤查部位金額	註 3 406,034 20.28%
整體投融資金額 2,002,297 100%

範疇三投融資碳盤查覆蓋率 財務碳排放占比

註 1：評估範圍涵蓋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國內外整體投融資部位。
註 2：�依據 PCAF�國際準則，房屋抵押貸款包括購屋及轉貸，但不包括非以購屋為目的之房屋抵押貸款、建屋或修繕貸款。
註 3：�無法盤查部位主要係 PCAF 尚未發佈技術文件（包括：綠色投融資、個人信用貸款、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REIT 及 MBS 等），及少部分盤查資訊缺漏。

永豐金控以 2022/12/30 投融資部位進行範疇三碳盤查，投融資部位之財務碳排放
（Financed	Emissions）為 5.44 佰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CO2e），整體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為 3.4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CO2e/ 每新臺幣佰萬元投融資金
額）。

資產
類別

投融資金額
(新臺幣佰萬元 )

財務碳排放
(公噸 CO2e)

碳足跡
(公噸 CO2e/ 每新臺幣
佰萬元投融資金額 )

資料品質分數
(1: 最佳 5: 最差 )

企業貸款 422,102 2,540,853 6.0 3.6
主權債&主權貸款 250,131 1,519,507 6.1 2.0
企業及金融債券 285,201 882,963 3.1 2.3
發電業專案投融資 86,212 265,119 3.1 3.0
房屋抵押貸款 480,402 109,187 0.2 4.0
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37,586 55,590 1.5 4.0
上市櫃股票 23,056 47,864 2.1 1.1
車貸 6,964 8,468 1.2 3.4
未上市櫃股票 4,610 8,559 1.9 3.0
總計 1,596,263 5,438,111 3.4 3.2

■	企業及金融債券

■	主權債 &主權貸款

■	發電業專案投融資

■	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	上市櫃股票

■	無法盤查部位金額	註 3

■	企業貸款

■	房屋抵押貸款	註 2 ■	企業及金融債券 16.2%

■	發電業專案投融資 4.9%

■	房屋抵押貸款 2.0%

■	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1.0%

■	上市櫃股票 0.9%

■	車貸 0.2%

■	未上市櫃股票 0.2%

■	主權債 &主權貸款 27.9%

■	企業貸款 46.7%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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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貸款、上市櫃股票、未上市股票、企業及金融債券

投融資特定資產之財務碳排放
依國家別區分

■	台灣
■	中國大陸
■	南韓
■	香港
■	英屬維京群島
■	美國
■	越南
■	印尼
■	菲律賓

■	新加坡
■	澳大利亞
■	印度
■	加拿大
■	日本
■	開曼群島
■	馬來西亞
■	泰國
■	塞席爾

■	荷蘭
■	巴拿馬
■	柬埔寨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瑞士
■	賽普勒斯
■	丹麥
■	英國
■	英屬澤西島

■	墨西哥
■	愛爾蘭
■	薩摩亞
■	聖文森
■	德國
■	紐西蘭
■	沙烏地阿拉伯
■	西班牙
■	澳門

■	法國
■	義大利
■	國際組織
■	盧森堡
■	智利
■	馬紹爾群島
■	緬甸
■	巴林
■	卡達

台灣 55%

中
國
大
陸
15%

南韓 8%

香港 5%

英屬維
京群島

4%

美國
4%

越南
2%

印
尼
2%

菲
律
賓
1%

新
加
坡
1%

澳
大
利
亞
1%

印
度
1%

企業貸款、上市櫃股票、未上市股票、企業及金融債券依產業類別區分

■	發電業 - 非再生能源
■	傳產製造 - 金屬及其製品製造業
■	電子業
■	航運業
■	油氣業
■	化學材料製造業
■	批發零售業
■	傳產製造 - 紡織及成衣製造業
■	其他原物料製造業

■	水泥業
■	其他運輸倉儲業
■	傳產製造 - 其他傳產製造業
■	其他服務業
■	造紙業
■	不動產業
■	食品製造業
■	金屬採礦業
■	傳產製造 - 汽機車製造業

■	金融控股業
■	醫藥用化學材料製造業
■	金融租賃業
■	證券期貨保險及金融輔助業
■	政府機關、公營及公用事業
■	其他公用事業
■	非營利團體

■	航空業
■	營建工程業
■	農林漁牧業
■	發電業 - 再生能源
■	傳產製造 - 電力設備製造
■	投資及其他金融服務業
■	住宿餐飲業
■	租賃及分期付款業
■	銀行業

傳
產
製
造
-金
屬
及

其
製
品
製
造
業
21
%

發電業 -非再生能源 37%

油氣業 5%

航
運
業
5%

化學材料製造業 4%

批發零售業 4%

傳產製造 -紡織及
成衣製造業 4%

其他原
物料製

造業
2%

水泥
業 2
%

其他
運輸
倉儲
業 1
%

傳產
製造
-其
他傳
產製
造業
1%

其他
服務
業
1%

造紙
業
1%

不動
產業
1%

食
品
製
造
業
1%

電
子
業
7%

其
他
3%

3,480,239
公噸 CO2e

其
他
2%

3,480,239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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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CO2e/ 每新臺幣佰萬元投融資金額 公噸 CO2e/ 每新臺幣佰萬元投融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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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資特定資產之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銀
行
業

金
融
控
股
業

金
融
租
賃
業

證
券
期
貨
保
險
及
金
融
輔
助
業

投
資
及
其
他
金
融
服
務
業

不
動
產
業

政
府
機
關
、
公
營
及
公
用
事
業

租
賃
及
分
期
付
款
業

醫
療
用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非
營
利
團
體

其
他
公
用
事
業

住
宿
餐
飲
業

其
他
服
務
業

傳
產
製
造-

電
力
設
備
製
造

傳
產
製
造-

汽
機
車
製
造
業

發
電
業-

再
生
能
源

營
建
工
程
業

食
品
製
造
業

批
發
零
售
業

傳
產
製
造-

其
他
傳
產
製
造
業

其
他
運
輸
倉
儲
業

電
子
業

農
林
漁
牧
業

其
他
原
物
料
製
造
業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油
氣
業

傳
產
製
造-

紡
織
及
成
衣
製
造
業

航
運
業

造
紙
業

航
空
業

金
屬
採
礦
業

水
泥
業

傳
產
製
造-

金
屬
及
其
製
品
製
造
業

發
電
業-

非
再
生
能
源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依資產及產業類別區分依產業類別區分

■	貸款 ■	投資

( 企業貸款、上市櫃股票、未上市股票、企業及金融債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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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內部碳定價
永豐金控依循「提升氣候意識，促進低碳轉型」原則，呼應永續潮流並落實減碳管

理機制，於 2022 年導入內部碳定價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ICP)，先行對部分自有大
樓試行，之後擴大導入至金控及第一層子公司（永豐銀行、永豐金證券、永豐投信、永
豐金租賃、永豐創業投資），藉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節制碳排量作為，深化減碳意識與
改變企業內部行為。

於參考國內 /外企業之 ICP 定價後，永豐金控以自身用電 ( 範疇二 ) 產生的溫室氣體
為基準，據以評估自身營運據點採取各項節能減碳行動之有效性，並將隱含的碳成本及
效益納入考量，分析集團近年每減少 1公噸二氧化碳所投入的平均成本為新臺幣 5,000
元 / 公噸 CO2e，以此價格作為內部碳定價參考依據，採行影子價格 (Shadow	Price)。內
部碳定價機制於永豐銀行及永豐金證券各一棟大樓進行試行，並依減碳目標評估節電效
益，進行碳價試算，未達標者計算其碳費，達標者則計算其碳收入，每年初依據各子公
司減碳目標執行情形，計算碳排放費用/碳收入，以決定最佳的行動方案及擬定減碳計畫，
發揮實質減碳成效；未來將持續依據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SBT) 及國際碳價趨勢，進行內
部碳價滾動式調整，逐步連結 2030 年達成自身營運淨零排放之承諾，擴大應用範圍。

5.7  能源管理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永豐金控設定自 2018 年起，每年節電 1%之節能目標。

2022 年總用電量較前一年減少 1.7%，人均用電量減少 4.6%，人均用油量則因疫
情減緩恢復業務拜訪與接駁車服務等因素，較前一年增加 26.8%，整體而言內部
能源密集度微幅降低 3.7%。此外，永豐銀行已簽訂綠電購電合約，規劃於 2022
年 7 月起自主導入 260 萬度綠電，同年 12 月永豐金證券也比照永豐銀行做法，
簽訂 70 萬度綠電合約，約當全金控一年用電量的 10%，並於自有辦公大樓完成
屋頂型太陽能板光電系統 13.5 瓩 (KW) 建置，年發電量約 1.6 萬度。導入上述再
生能源的使用後，預計銀行與證券每年共減碳可達 1,688 公噸、約當 4.3 座大安
森林公園 1年的碳吸附量。

項目 單位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直接能源耗用
(汽油 +柴油 )註 1 公升 (L) 155,791 112,937 147,528

間接能源耗用 (電力耗用 ) 千度 (MWh) 36,396 35,303 34,688

能源總量 (非再生能源 )
千兆焦耳 (GJ) 136,125 130,794 129,721

千度 (MWh) 37,843 36,361 36,062

能源總量 (再生能源 )
千兆焦耳 (GJ) - - 846

千度 (MWh) - - 235

能源密集度
千兆焦耳每人 14.64 13.87 13.35

千度每人 4.07 3.86 3.71

數據覆蓋率	註 2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覆蓋率 100% 100% 100%

外部認證覆蓋範疇說明 金控及旗下 5 家
主要子公司（永
豐銀行、永豐金
證券、永豐投信、
永豐金租賃、永
豐 創 業 投 資 ）
之國內所有營運
據點納入統計範
疇，擴大導入 ISO�
14064-1:2018 溫
室氣體盤查，覆
蓋 率 達 100%，
2020 年數值原為
35,309 千 度； 其
餘為加計 2022 年
海外據點外部驗
證的值2,534 千度
代替推估。

金控及旗下 5 家
主要子公司（永
豐銀行、永豐金
證券、永豐投信、
永豐金租賃、永
豐 創 業 投 資 ）
之國內所有營運
據點納入統計範
疇， 擴 大 導 入�
ISO�14064-1 溫室
氣體盤查，由第
三方盤查認證共
33,972� 千度，另
加計 2021 年海外
據 點 2,389 千 度�
( 未認證 ) 的值代
替推估覆蓋率達�
100%�。

金控及旗下所有
子公司之國內外
所有營運據點納
入統計範疇 ( 與
合併財報數據邊
界 一 致 )， 擴 大
導 入 ISO�14064-
1:2018 溫室氣體
盤查，覆蓋率維
持 100%。

註 1：依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車用汽油熱值為�7,800�Kcal/L、柴油熱值為�8,400�Kcal/L�。
註 2：本處計算員工數為在國內外之正職員工，不包含派遣員工。

2020 年 -2022 年能源耗用總量與人均密集度

61

附錄氣候治理前言 實體及轉型風險
之情境分析

氣候策略 氣候指標與目標氣候風險管理 未來展望永豐金控   TCFD報告書    2022



5.8  用水量與廢棄物管理
水資源管理

永豐金控與其子公司耗用之水資源皆以自來水為主，主要用於飲用、空調系統及清
潔等，無地下水或其他方式之水源供應。2022 年雖因人員擴充且增加營運據點，耗水總
量為173,369度，約同2021年耗水量，人均耗水量17.84度，較基準年2021年減少2.9%；
透過汰換空調冷卻水塔、加裝感應式水龍頭、及調整空調主機出水溫度等，持續推動相
關節水措施，以達成年均耗水量較基準年每年減量 1%之目標。

廢棄物管理
永豐金控及各子公司大樓所產生之廢棄物以生活垃圾為大宗，可回收廢棄物則以紙

類、寶特瓶、鐵鋁罐及電子產品廢棄物等四大類為主。所有一般事業廢棄物與可回收廢
棄物均委由合格廠商運送至焚化爐或回收場所。紙張廢棄物由負責單位統籌，依照文件
資料銷毀細則辦理後，交由造紙業者進行水銷，作為回收紙張原料；電子產品廢棄物的
後續處理則依據安全資訊規範處理，與客戶個資相關之數位資料遵循安全保密原則，交
由合格處理廠商回收處理再利用。永豐金控自 2019 年起，以實際秤重機制評估金控及各
子公司共 7棟自有大樓之廢棄物總量，2020 年新增興大食安大樓共計 8棟大樓，2021
年擴增至國內所有營運據點，覆蓋率達 100%，2022 年因人員擴充且增加營運據點，營
運過程產生之廢棄物總量為 579.77 公噸，較基準年 2021 年增加 3%。

水資源管理指標 單位 2020 年	註 2 2021 年	註 3 2022 年	註 4

耗水總量 度 179,997 173,360 173,369

人均用水量（耗水強度）註1 度 / 每人 19.36 18.38 17.84

數據覆蓋率 % 100 100 100

註 1：以報告書範圍之用水量 /�全金控的員工人數。此處計算員工數為在國內外之正職員工，不包含派遣員工。
註 2：�2020 年外部認證之國內耗水總量為�177,786 度，其餘未盤查驗證數據由�2022 年海外據點�（2,211 度）外部

驗證的值加計後代替推估。
註 3：�2021 年外部認證之國內耗水總量為�171,054 度，其餘未盤查驗證數據由�2021 年海外據點�（2,306 度）未驗

證的值加計後代替推估。
註 4：�2022 年含金控及旗下所有子公司之國內外所有營運據點納入統計範疇（與合併財報數據邊界一致）。

2020 年 -2022 年水資源管理指標與耗水量

2020 年 -2022 年廢棄物管理指標與總量

廢棄物項目（公噸）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可回收
廢棄物	註 1

紙類 / 寶特瓶 /鐵鋁罐	 132.99 204.70 189.03

電子產品廢棄物
（電腦 /螢幕 / 印表機）	 2.71 N/A 1.66

一般事業
廢棄物	註 2

焚化處理量	 190.22 358.36 389.08

掩埋量 0 0 0

廢棄物總量	註 3 325.92 563.06 579.77

數據覆蓋率	註 4	 50.24% 100% 100%

註 1：�可回收廢棄物皆交由合格廠商處理，自 2021 年起永豐金控追蹤廠商回收廢棄物的流向，其中紙類（2021 年
29.92 公噸，2022 年 41.73 公噸）係運送至紙廠回收水銷再利用，其他類別回收廢棄物會再持續追蹤流向。

註 2：�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處理方式為統一委由合格廠商清運，大樓所在地皆採委外焚化處理，且焚化廠皆設有廢
熱回收發電裝置。

註 3：�2020 年新增興大食安大樓共計 8棟大樓，2021 年起擴增至國內所有營運據點廢棄物總量。
註 4：�此處以員工人數計算，計算員工數僅為在臺灣之正職員工，不包含派遣員工與海外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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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HAPTER 06 未來展望

永豐金控持續於永續與氣候領域耕耘，於 2021 年正式簽署成為 TCFD
支持者	(TCFD	supporter)，更獲得連續二年進入 DJSI 世界指數及新興市
場指數、連續三年獲 CDP 評比「A- 領導等級」及諸多永續評鑑獎項等，
顯示積極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決心。

為呼應全球淨零趨勢與目標，永豐金控 2022 年 3 月獲得董事會的
全力支持、通過淨零目標，對外承諾在 2030 年達成自身營運淨零排放、
2050 年達成全資產組合淨零排放。我們透過不斷精進氣候風險管理方法與
作為，同時掌握氣候機會，期以金融力量，攜手企業低碳轉型。

一方面，我們將持續監控和評估氣候變遷的影響，適時調整氣候策略
及風險管理措施，以降低氣候風險的負面衝擊。透過氣候情境分析，評估
不同的氣候情境下對營運與財務之潛在影響，並制定相應的策略與行動計
畫。此外，也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授信或投資各項業務的評估作業中，以
堅實永豐金控因應氣候風險之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持續積極掌握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商機，並發揮金融核
心職能，推動低碳轉型和綠色金融的發展。透過提供綠色投融資相關商品
與服務，協助客戶進行能源轉型、提升能源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低
碳行動，發揮行業影響力，扮演資金供給者角色，積極推動淨零行動與協
助廠商減碳布局。

未來金融業不僅要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同時也須把握氣候變遷的機
會。我們透過遵循 TCFD 架構，建立完整的氣候管理架構；同時與利害關
係人攜手合作，共同推動低碳轉型和綠色金融的發展，創造更多的企業價
值和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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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指標對照表
依據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7 年發布的 TCFD，其四大揭露面向對應公開揭露的報告文件，對照說明如下表：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

▼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方面的角色。

▼ 	描述組織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 	描述衝擊組織在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 	描述組織在策略上的韌性，並考量不同氣候相關情境（包括 2 C或更嚴苛的情境）。

▼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整合在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 	揭露組織依循其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 	揭露範疇 1、範疇 2和範疇 3（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 	描述組織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的表現。

1.2 董事會職責

1.1 氣候治理架構
1.3 高階管理階層職責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2.2	氣候策略行動
4	實體及轉型風險之情境分析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3.1 氣候政策架構

2.1 氣候風險與機會
3.1 氣候政策架構

3氣候風險管理

5氣候指標與目標

5.3 溫室氣體排放量
5.5 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5氣候指標與目標

對應章節面向 建議揭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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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符合性查核聲明書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is independent to the above named client and has no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above named client. This Conformity Statement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 above named client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verifying its statements relating to its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mo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in the scope.  It was not prepar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will not, in providing this Conformity Statement, accept or 
assume responsibility (legal or otherwise) or accept liability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purpose for which it may be used or to any person by whom the 
Conformity Statement may be read. Any queries that may arise by virtue of this Conformity Statement or matters relating to i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above 
name client only. 
Taiwan Headquarters: 2nd Floor, No. 37, Ji-Hu Rd., Nei-Hu Dist., Taipei 114700, Taiwan, R.O.C. 
BSI Taiwan is a subsidiary of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Conformity Statement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his is to conform that SinoPac Financial Holdings Co., Ltd. 
No. 306, Sec. 2, Bade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498 
Taiwan 

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 
台北市 
中山區 
八德路二段 306號 
104498 

Holds Statement Number CFD 790198 
 
As a result of carrying out conformity check process based on TCFD requirement, BSI declares that: 
 
⚫ SinoPac Financial Holdings Co., Ltd. follow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for the Banks and Asset Managers sector to disclose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which is clear, comparable and consistent about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nd its financial impact. The disclosures cover four core elements and have been 
prepared by seven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disclosures.  

⚫ 依據 TCFD準則(含銀行與資產管理者補充指引)要求及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報告書，進行符合性及成熟度查核，其結論如下： 

⚫ 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遵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相關建議與要求，揭露與氣候相關的財
務訊息，這些訊息在風險和機會及其財務影響方面清晰，可比較且一致。揭露內容涵蓋四個核心要

素，並已根據有效揭露的七個原則進行了準備。 
⚫ The maturity model for the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is Level-5+: Excellence grade. 
⚫ 與氣候相關的財務揭露的成熟度模型為[第第五五級級 Plus：：優優秀秀]等級。 

 

 

For and on behalf of BSI  
 
   
Managing Director BSI Taiwan, Peter Pu 

 Latest issue: 2023-06-16 Expiry date: 2024-06-15 

 Page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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