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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面臨極端氣候的嚴峻考驗，熱浪、水患頻襲、糧食短缺、能源危機等，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公布最新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強調只要全球暖化升溫超過 1.5° C，對生態
或是人類系統的風險將大幅升高；而且升溫越多，人類將越無法調適。此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問題可能演變為信用、市場、流動性及作業風險等系統性金融危機，面對氣候挑戰，從京都
議定書、巴黎協定至格拉斯哥協議，淨零趨勢已形成全球共識，在2021年底第26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中成立的「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在會中宣示將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彰化銀行深知打造永續環境的責任與必要性，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議題並積極採取行動，投身為氣候金融而努力，發揮金融影響力引導企業邁向低碳轉型，肩負起應有的企業社會責任。

為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達成 SDG 13－「氣候行動」之目標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彰化銀行積極投入各項氣候行動，為展現氣候治理績效，每年以 ISO 
14064-1標準盤查與查證溫室氣體排放量，更依循 PAS 2060標準，完成首家碳中和分行，亦導入國際標準如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水資源效率管理系
統 (ISO 46001)，及永續採購指南 (ISO 20400)等，以提升內部能資源管理效能。而今年 (2022年 )簽署且加入 SBTi國際倡議，以 PCAF方法學掌握投融資商品之碳排量，實踐履行氣候
治理之企業承諾，使全行之碳管理作業更臻完善；另外，透過成立內部 TCFD工作小組，啟動氣候情境分析工作，針對氣候風險發展相對應的情境分析模型，期望從風險質化評估到量
化分析，衡量各氣候風險之重大性，並納入企業風險管理架構，持續精進氣候相關策略與管理以因應大環境的變遷，戮力踐行彰化銀行當責精神，以具體行動落實永續願景。

響應政府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彰化銀行擘劃「科學減碳、盡職投資、責任授信及普惠金融」四大永續願景 (4C)，分別為：

為達到地球的永續繁榮，彰化銀行將持續推動轉型作為，期許透過深化氣候治理，完善氣候風險管理機制，並運用金融影響力協助企業朝向低碳轉型，促使大眾重視永續發展，共同攜
手邁向實現零碳宣言目標。

四大永續願景 (4C)

科學減碳 (Carbon)
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積極採取減碳行動

責任授信 (Credit)
遵循赤道原則，推動以綠色金融協助企業轉型

盡職投資 (Capital)
創造投資價值，發揮長期永續影響力

普惠金融 (Customer)
重視公平待客原則，精進友善金融服務

4C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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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前言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的核心要素

本報告書以彰化銀行的營運活動作為本次揭露邊界。

營運邊界

本報告書報告範疇為西元 (下同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報告範疇

本報告書依循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以
下簡稱 TCFD) 框架，主要以治理 (Governance)、策略 (Strategy)、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及指標和目標 (Metrics and Targets) 之核心要素撰寫而成。

宣告製作依據

治理 該組織針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治理

策略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於組織的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實際和潛在衝擊

風險管理 組織鑑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指標和目標 用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指標和目標

關於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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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於 2022年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的承諾，致力使彰化銀行的業務發展策略與《巴黎協定》欲達成的目標保持一致，預計於 2030
年達成 SBTi類別 1和 2升溫限制在 1.5° C和投融資組合排放升溫控制在低於 2° C目標，並積極檢視投融資組合及標的之減碳策略，研擬投融資對象於氣候層面表現的檢視標準，規
劃與未掌握氣候風險管理之高碳排放企業進行議合，協助其適應低碳轉型。
此外，彰化銀行為臺灣公股行庫之一，也將積極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 (下稱國發會 )於 2022年發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中所提出的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展開相應規
劃與行動。

1-1氣候治理進程

氣候治理1
1-1 氣候治理進程         03 
1-2 氣候治理架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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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氣候治理

為建立有效的治理架構，董事會為彰化銀行氣候議題最高治理單位，指導、監督及管理銀行對氣候風險之暴險情形。2021年彰化銀行以風險管理處為首，組成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
工作小組 1，辨識及評估氣候風險與機會，依據氣候議題相關之政策制定相關行動計畫、督導執行情形，由風險管理處彙整氣候風險資訊與執行狀況，執行氣候風險辨識、衡量、監控
及報告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氣候風險之相關資訊，以貫徹對氣候風險與機會之因應作為。自 2022年起定期向董事會及永續經營委員會陳報氣候風險指標與
SBTi承諾與目標達成進度。

1-2氣候治理架構

2015

• 環境管理系統通過 ISO 
14001驗證

2019

• 頒布「彰化銀行促進供
應商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管理要點」

• 國際碳揭露組織 (CDP)
氣候變遷問卷調升評
比為「B」管理等級

2021

• 永 續 採 購 通 過 ISO 
20400查核

• 水資源效率管理系統
通過 ISO 46001 驗證

• 成為公股銀行第一家
TCFD通過第三方 (BSI)
查核，並獲最高等級

• 獲評 CDP氣候變遷問
卷「B」管理等級

• 簽署成為 TCFD 支持者

2030

• 達成 SBTi 類別 1 和 2
升溫限制 1.5 ° C和投
融資低於 2° C目標

2018

• 廢棄物與資源回收減
量盤查，訂定減量目標

• 首次填報國際碳揭露
組織 (CDP) 問卷

2020

• 完成總行臺北大樓汰
換省電燈專案，全面採
用環保省能 LED燈具

• 導入 TCFD進行氣候變
遷風險與機會之評估

• 獲評 CDP氣候變遷問
卷「B」管理等級

2022

• 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
標倡議 (SBTi)承諾

2050

• 配合國發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2017

•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擴展至國內所有營業
據點及辦公場所

• ISO 14064-1溫室氣體
盤查查證

• 遵循赤道原則精神擴
大至所有授信案進行
紀錄審查

2016

• 通過 ISO 50001驗證
• 設定五年節電率達 5%
以上之目標

• 制訂能源政策及「供應
商企業社會責任規範」

註 1：風險管理處為該工作小組的主責單位，其他組成單位還包含授信管理處、資金營運處、財務管理處、商品策劃處、信託處、保險代理人處、數位金融處、總務處、秘書處、國際營運處、人力資源處、
稽核處、國內營運處和法令遵循處。

圖 1  彰化銀行氣候治理進程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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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溫室氣體盤查、查證進度以及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成果，依循彰化銀行永續經營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定期提報至永續經營委員會，並依據金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
圖」之要求，每季提報董事會控管進度。於此同時，永續經營委員會負責氣候議題的決策事項，並定期審核氣候風險相關財務揭露報告書。

每月定期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舉行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主要成員為副總經理、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及授信管理處、風險管理處、債權管理處、財務管理處、作業處、資訊安全處等
單位主管擔任。負責定期監控氣候風險之暴險狀況，檢視銀行在不同氣候情境下之因應策略是否具有韌性。

有關彰化銀行之氣候治理架構如下方圖 2；而該架構下各單位之會議頻率及於氣候議題之角色請見下方表 1。

圖 2   彰化銀行氣候治理架構 表 1   彰化銀行氣候治理架構下各單位會議頻率與氣候議題角色

彰化銀行董事會

每季陳報風險管理報告

含氣候風險管理議題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工作小組

風險管理處主責

風險管理委員會

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

永續經營委員會

由董事長、3 位獨立董事及
總經理擔任委員

永續發展執行小組

副總經理擔任總負責人

單位 召集人 /
主責單位 開會頻率 氣候議題角色

董事會 董事長 
每月一次 (章
程規定至少每
季一次 )

氣候議題最高治理單位，積極關注
氣候變遷議題以掌握與彰化銀行相
關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永續經營委員會 董事長
每年至少二
次，必要時得
隨時召集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協調建立相關
制度、督導檢視政策之執行情形及
其成效，定期審核相關執行報告。

風險管理委員會 總經理 每月一次
監控氣候風險之暴險狀況，檢視銀
行在不同氣候情境下之因應策略是
否具有韌性。

永續發展
執行小組

副總經理 固定開會

由永續經營委員會指派 1名副總經
理擔任總負責人，並依各工作分組
(公司治理、責任金融、員工照護、
社會共融及環境永續 )，執行包含氣
候議題在內的永續事務。

氣候相關
財務揭露

(TCFD)工作小組
風險管理處 固定開會

辨識或評估氣候風險與機會，制定
環境政策、督導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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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氣候治理

1. 氣候變遷議題納入風險管理架構
氣候變遷議題已成為彰化銀行持續關注並積極強化之範疇，例如極端氣候對營運據點破
壞、不動產擔保品價值貶落等造成彰化銀行營運衝擊之面向，皆已請相關單位研擬初步
因應計畫。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TCFD)相關執行情形與高碳排產業暴險情形每月陳
報風險管理委員會，並納入每季的風險管理報告書提請董事會鑑察。

2. 授信限額調整
彰化銀行 2021年通過 12項綠色產業增加授信限額比率 1%，酌減 4項高耗能產業 (造
紙業、石化業、水泥業及鋼鐵業 )授信及投資限額比率 2%；2022年董事會決議對主管
機關認定之綠色產業增加授信限額比率 1%，並納入歐盟發布碳邊境調整機制之高污染
產業及 SASB揭露與氣候風險相關之高碳排產業 (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 )，逐步擴大高碳排類別產業之設定規範，並酌降授信及
投資限額比率之 1成。透過限額之調整，彰化銀行期能引領綠色產業的發展，並降低對
高碳排產業的暴險。

董事會

永續經營委員會 2021年開會共計 3次，委員出席率均 100%，就新興風險管理機制執
行情形、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TCFD)相關執行情形、推動赤道原則情形、CDP氣候
變遷問卷辦理情形及環境永續績效相關執行成果等重要議題進行討論。

永續經營委員會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於 2021年底成立，主要係負責辨識或評估氣候風險與機會，
制定環境政策、督導執行情形，未來擬定期向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進行報告。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工作小組

由永續發展執行小組報告與推展之氣候與環境相關事項如下 :

1. 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將於 2022年起實施「本國銀行氣候風險財務揭露指引」，
彰化銀行之因應規劃；及後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TCFD)執行情形。

2. 赤道原則專案執行情形。
3. 報告 2021年環境永續績效執行成果。
4. 通過彰化銀行 2021年推動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執行情形，以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建議 (TCFD)報告書之檢閱，並提報永續經營委員會及董事會鑑察。

永續發展執行小組

每月定期報告董事會通過之授信及投資限額中，對歐盟發布碳邊境調整機制之高污染產
業及 SASB揭露與氣候風險相關之高碳排產業 (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
及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 )之暴險情形，以持續監控氣候風險之暴險狀況，檢視限
額運作之有效性。

另，使用氣候情境分析，從未來一系列可能出現的狀況，有效地識別及評估氣候相關風
險對業務表現的潛在影響，並依據分析結果，有效掌握並制定靈活穩健的因應策略，檢
視銀行在不同氣候情境下之因應策略是否具有韌性。

風險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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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面對全球暖化及因應氣候變遷議題，彰化銀行以「樂活環保愛地球」之環境政策，並依循 TCFD四大構面，持續推動「節能減碳」、「廢棄物減量」、「資源管理」及「綠建築」等
計畫，以減緩氣候變遷帶來之衝擊，達環境永續管理之目標。此外，認知金融機構在永續轉型及低碳經濟扮演關鍵角色，近年持續透過彰化銀行之產品與服務，以及投融資業務，響應
與促進綠色金融發展，未來亦將積極重視、規劃與業務相關之氣候策略。

氣候策略2
2-1 氣候策略                                08 
2-2 氣候議題鑑別及評估流程        09 
2-3 以情境分析評估策略韌性         10

Gree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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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綠色金融為核心，透過資金挹注及金融商品與服務協助企業低碳轉型，並考量業務發
展、風險管理、自身營運等層面設置具體發展目標。

2-1氣候策略

表 2   低碳轉型發展策略

層面 發展目標 相關章節

氣候風險管理

研擬投融資對象於氣候層面表現的檢
視標準，將氣候相關因子納入投融資
流程管理，規劃與未掌握氣候風險管
理之高碳排放企業進行議合，協助其
適應低碳轉型。

3-4 投融資風險管理

低碳營運

2022年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BTi)的承諾，致力使彰化銀行日常
營運活動與《巴黎協定》欲達成的
目標保持一致 (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C)，積極檢視彰化銀行之減碳
策略。

4-2  綠色營運

低碳投融資

2022年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BTi)的承諾，致力使彰化銀行的業
務發展策略與 SBTi要求一致 (全球
升溫幅度控制在 2° C)，積極檢視投
融資組合及標的之減碳策略。

4-3 綠色投融資

綠色金融商品

綜整綠色金融商品業務（如：貸款、
永續發展債券、綠色主題基金等產品
和服務），發揮金融影響力，加強對
綠色產業、投融資對象和個人的支
持，協助社會低碳轉型。

4-3 綠色投融資

綠色產業發展

與政府共同推動我國綠能科技產業之
發展，挹注產業創新成長之動能，提
供從事綠能科技相關產業所需之資本
性及週轉性資金。

4-3 綠色投融資

自 2019年彰化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即參照 TCFD架構，揭露氣候變遷
之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2020年導入 TCFD，彰化銀行於
2021年主動簽署成為 TCFD支持者，且為公股行庫第一家取得 TCFD符合
性查核第三方驗證，以 TCFD架構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進一步量化財
務影響，有助於形成具前瞻性之投融資政策，減緩、預防可能的財務損失；
同時掌握隱含的機會，藉由市場參與 (投資永續發展債券 )、產品與服務開發
(推動綠色貸款商品 )及資源效率提升 (綠色採購、綠建築 )，以創造盈餘價值
及節省營運成本。彰化銀行並於 2022年首次公開發布 TCFD中、英文報告
書，供利害關係人參閱。

彰化銀行自 2017年即已逐步實踐「赤道原則」精神，如調整投融資限額、
排除負面表列產業、加入 ESG審查及管理因素，並於 2022年世界地球日 (4
月 22日 )完成簽署加入赤道原則協會，未來將以 ESG相關指標為重要衡量
基準，將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內化至專案融資之授信審核流程並建立風險控
管機制及流程因應，亦開發經濟發展與友善環境並存的綠色融資商品，引導
企業低碳轉型；同時藉由身為機構投資人及資金提供者之金融影響力，重視
投資標的 ESG實踐情形，驅動正向投資力量，力求於經濟成長、環境永續及
社會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專欄 – 氣候策略執行成果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Equator Principles (赤道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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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氣候風險與

機會辨識流程整合

為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的風險與機會，彰化銀行積極進行低碳轉型，將氣候變遷納入日常
運營及長期策略之中。考量氣候風險類型 2、時間區間、影響程度、發生可能性、金融
業既有風險之關聯性及各項業務性質，藉此確立氣候風險辨識流程，以確實掌握彰化銀
行受氣候風險之影響，並進一步採取「減緩」與「調適」兩大氣候行動積極因應。

2-2氣候議題鑑別及評估流程

氣候相關議題蒐集
彰化銀行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依循 TCFD架構指引，定期蒐研國際
氣候相關研究報告、國內外政府氣候相關規章，並參酌國內外金融同業之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報告，作為氣候相關議題資料庫之基礎。

辨識影響商業策略與目標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訪談各業務單位，依其業務性質逐一研討氣候相關議題對彰化銀行之影響，
將外部觀點內化成為符合金融業特性的內部議題，並重新調整各項議題之論
述，使其更貼近彰化銀行的業務發展策略。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影響程度
由各單位依業務特性評估各項風險與機會的影響程度、發生可能性、發生可
能時點及影響時間範圍，並彙整各單位填答，依據填答結果，繪製氣候風險
機會矩陣。

評估風險與機會之重大性
以「影響程度」及「發生可能性」兩個衡量維度計算氣候風險或機會指數，
考量成本效益及資料可取得性，據此排序氣候風險和機會之重大性。

擬訂合適的因應措施
針對已辨識之重大氣候風險和機會，衡量衝擊路徑、衝擊時間與地域範疇、
影響價值鏈位置及財務衝擊，綜整現有因應措施及執行績效，研擬未來可採
行之「減緩」與「調適」氣候行動。

氣候風險與機會辨識流程整合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每年定期執行氣候風險與機會辨識流程，執行氣
候風險與機會質化 /量化分析，並依據評估結果針對各項風險與機會研擬因應
策略，每月進行監控與報告，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時間區間 短期 中期 長期

年度 1年以內 
（2022年）

1 至 7 年 
（2023-2029年）

7年以上
（2030年 ~）

影響程度 定義

不相關 無財務影響或效益
輕度 財務影響或效益低於新臺幣 5,000萬元
中度 財務影響或效益介於新臺幣 5,000萬元 ~1億元
高度 財務影響或效益超過新臺幣 1億元

圖 3   氣候風險與機會辨識流程

STEP
1

STEP
4

STEP
2

STEP
5

STEP
3

STEP
6

表 3   氣候風險與機會 - 時間範圍

表 4   氣候風險與機會 - 財務影響程度

STEP 1
氣候相關
議題蒐集

STEP 3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影響程度

STEP 4
評估風險與
機會之重大性

STEP 5
擬訂合適的
因應措施

註 2：主要劃分為兩大類：與氣候變遷相關的「實體風險」及與低碳經濟相關的「轉型風險」，實體
風險依據氣候模式區分為立即性極端天氣事件或長期性氣候模式變化，轉型風險依據不同影
響因子再細分為政策和法規風險、技術創新風險、市場結構改變、聲譽風險等主要風險因子。

STEP 2
辨識影響商業策略與

目標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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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依循 TCFD指引，使用氣候情境分析，從未來一系列可能出現的狀況，有效地
識別及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對業務表現的潛在影響，並依據分析結果，有效掌握並制定靈
活穩健的因應策略，加強彰化銀行應對氣候變遷之韌性。

2-3以情境分析評估策略韌性

1. 情境分析的範圍及邊界

彰化銀行 2021年淨收益有 71%以上來自利息，存放款的來源以及利差的變化對於淨收
益相當關鍵，因此彰化銀行特別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對授信戶的影響。

2021年度情境分析範圍，於實體風險層面，以授信戶之不動產擔保品為分析對象，觀察
擔保品所在區域於 2025、2030、2050年之氣候風險價值 (VaR)變化，以掌握極端氣候
之災害，對資產減損影響之金額；於轉型風險層面，盤點 2021年底彰化銀行授信對象
屬於國內環保署納管之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者，了解未來政策與法規對
授信對象營運之影響，進而影響彰化銀行信用風險之預期損失金額。

2. 氣候情境設定

彰化銀行為確實掌握氣候相關議題在不同情況下潛在影響，分別採取較嚴格路徑（即致
力達成更低碳經濟的情境）及高排放 /照常營業路徑，分別代表最佳及最壞情況，以增
強不同情境間之比較性，充分考慮實體及轉型風險。

一般而言，較高的排放情境帶來較高的實體風險，而致力於達成更低碳經濟的情境則帶
來較高的轉型風險。本年度情境分析結果及因應策略，實體風險請詳「3-3、1辨別實體
風險對作業風險之影響」及「3-4、3 辨別實體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轉型風險請詳
「3-4、2 辨別轉型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風險類型 業務類型 範圍

實體風險
營運 全臺灣營運據點

融資 不動產擔保品鑑價金額前 150筆

轉型風險 融資
授信對象屬於國內環保署納管之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
放量之排放源者

表 5   情境分析實施範圍

組織 分析時間範圍 採用路徑 對應本世紀末升溫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
專門委員會

 (IPCC)

2025、
2030、2050

RCP 2.6 ~2° C

RCP 8.5 >4° C

中央銀行與監理機關
綠色金融系統網絡 

(NGFS)

2025、
2030、2050

2050年淨零排放 ~1.5° C

延遲轉型 ~2° C

國家自主貢獻 ~2.5° C

表 6   情境分析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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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遵循 TCFD架構，考量面向包含 TCFD 所建議之氣候風險與機會分類，包含立即性及長期性之實體風險與政策和法規、技術、市場、聲譽之轉型風險，本年度共蒐集 12項氣
候相關風險議題，並透過各單位主管針對各項氣候變遷風險所判斷的「風險發生可能性」和「影響程度」相乘，作為風險重大性之排序依據，最後針對風險排序前三大項目，評估對彰
化銀行營運之影響，並研擬因應措施。

3-1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氣候風險管理3
3-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11 
3-2 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標準風險評估框架         14
3-3 營運風險管理                                               16
3-4 投融資風險管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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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21年度氣候相關風險矩陣 表 7   氣候風險鑑別議題

影響程度

2.700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發
生
可
能
性

類型 風險因子 風險事件 說明

實體

立即性

天災影響公司
營運

在氣候變遷下，颱風和豪雨都越加
嚴重與頻繁，將可能使彰化銀行之
營運據點面臨天然災害，增加建築
設備維護成本，甚至造成營運中斷
或人員傷亡。

不動產資產
價值減損

在氣候變遷下，颱風、洪水等極端天
氣事件頻率及嚴重程度皆提高，使彰
化銀行持有之投資性不動產發生資產
價值減損情事。

投 /融資對象
資產受損

在臺灣極端氣候如暴雨越加嚴重與頻
繁下，投 /融資對象營運據點或擔保
品可能位於高實體風險地區（如：淹
水嚴重區域）導致客戶營運受影響，
使彰化銀行放款難以回收、擔保品價
值減損等，使投 /融資案件產生損失。

長期性 平均溫度升高

近年極端氣溫的情況增加，未來平
均溫度持續攀升下，因臺灣電力結
構轉型，預估未來電價將逐步升高，
使公司營運成本增加，如須購買綠
電降低碳排放量，將增加彰化銀行
之營運成本。

平均溫度升高

環境法規政策趨嚴

投 / 融資高碳排產業影響商譽
投資人降低對彰化銀行之投資部位

投 / 融資對象面臨技術轉型

天災影響公司營運

投資控管趨嚴，導致業務流失

投 / 融資對象資產受損

碳排放管制

提高授信標準，導致客戶流失

不動產資產價值減損

公司未能即時因應永續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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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風險因子 風險事件 說明

轉型

市場
公司未能即時
因應永續金融
需求

在淨零轉型趨勢下，大眾日益關注永
續相關議題，彰化銀行可能因推動永
續 /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不夠積極，
導致在氣候相關機會市場市占落後，
造成業務及客戶流失、營收下滑。

技術 投 /融資對象
面臨技術轉型

未來將有更多為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目
標的政策出現，產業將被迫轉型或發
展較節能環保的產品與技術，彰化銀
行投 /融資對象可能因轉型需投入大
量研發人力及費用，或者轉型不及時
而造成投入成本無法回收，進而影響
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將間接影響彰
化銀行收益。

聲譽

投資人降低對
彰化銀行之
投資部位

永續意識抬頭，機構投資者已更加關
注氣候變遷和環境問題，視為挑選投
資標的方式之一，若彰化銀行於高氣
候敏感風險產業投 /融資部位占比過
高 (投資組合碳強度過高 )，可能降
低國際投資機構的投資意願，甚至造
成投資人對資產安全疑慮大量撤資。

投 /融資高碳排
產業影響商譽

彰化銀行對於高碳排產業投 /融資部
位占比過高，將影響大眾對彰化銀行
是否致力於低碳轉型的印象密切相
關，且若不符合主管機關產業政策方
向時，將間接影響彰化銀行聲譽及收
益。

類型 風險因子 風險事件 說明

轉型
政策和
法規

投資控管趨嚴，
導致業務流失

國內外近年修訂許多與節能減碳相關
的環境法規與政策，將影響高碳排產
業及碳排大戶的財務表現，彰化銀行
為控管相關風險，未來要求往來之投
資戶皆須簽署減碳承諾書，可能導致
業務流失。

碳排放管制

國際對高碳排產業節能減碳的要求
越來越高，甚至徵收碳稅 /費，造成
該產業營運產生負面影響，可能影
響獲利表現。若彰化銀行對高碳排
產業放款過高，則將提高彰化銀行
之違約風險。

提高授信標準，
導致客戶流失

近年來國際對於金融業投融資標準的
關注度持續提升，例如：赤道原則、
責任投資原則等，金融機構導入此類
準則將提高對客戶的授信標準，將可
能影響客戶的合作意願，流失客戶。

環境法規政策
趨嚴

國內外近年修訂許多與節能減碳相關
的環境法規與政策，如節電要求、
徵收碳稅，除了要求金融業遵循更多
相關法令，也要揭露更多環境相關資
訊，彰化銀行可能未能遵守相關規
範，面臨政策推動的壓力，甚至遭受
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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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已成為近年各界所重視的風險之一，彰化銀行擬將氣候風險納入整體風險管理政策中，並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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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彰化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續發展政策」增訂氣候風險管理政策，以建立完整氣候風險管理程序，準確辨識及評估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強化對氣候風險之管理。

氣候風險雖擬於整體風險架構中作為獨立的風險項目，然其與既有之風險項目密不可分；與氣候風險相關之傳統風險定義如表 9所示；表 10說明各傳統風險類型如何受氣候相關實體
與轉型風險影響：

3-2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標準風險評估框架

本次問卷結果，我們共鑑別出三大氣候變遷風險項目，其風險事件及影響說明如下表：

表 8   本年度重大氣候風險影響程度及因應措施

排序 風險事件 時間範圍 影響範圍 傳統風險 營運影響 財務影響 因應作為

1 碳排放管制 中期 融資業務 信用風險

• 部分客戶成為環保署排碳管
制名單，未來徵收碳費，將
衝擊客戶營收，對銀行產生
信用風險

3-4、2
辨別轉型風險對信用風險之
影響

3-4
投融資風險管理

2
天災影響公司
營運

中期 自身營運 作業風險

• 營運據點資產損失

• 營運據點營運中斷

• 同仁上下班可能受傷

3-3、1
辨別實體風險對作業風險之
影響

3-3
營運風險管理

3
投 /融資對象資產
受損

中期 融資業務
投資業務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  擔保品所在區域房價下跌，
 抵押品貶值且流動性降低
• 投資對象營運中斷，以致投
資獲利下降

• 融資對象營運中斷，以致還
款困難，產生違約風險

3-4、3
辨別實體風險對信用風險之
影響

3-4
投融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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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情境分析及壓力測試進一步盤點氣候風險對彰化銀行傳統風險造成之潛在衝
擊，詳細分析結果請見本報告章節，實體風險請詳「3-3、1辨別實體風險對作業風險之
影響」及「3-4、3 辨別實體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轉型風險請詳「3-4、2辨別轉
型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

信用風險

係指借款人或交易對手因本身財務結構惡化或其他主、客觀因
素之影響，未能履行其契約義務而造成損失的風險，包括國家
風險、企金信用風險、個人信用風險及金融交易對手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因市場價格不利之變動，造成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部位可能
產生之損失；所謂市場價格係指利率、股價、匯率及商品價格等。

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係指起因於銀行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
或因外部事件造成銀行損失之風險，包括法律風險，但排除策
略風險及信譽風險。

其他風險

係指除上述風險外，足以影響彰化銀行之重大性風險，包括但
不限於策略風險及信譽風險，該等風險雖不易量化，但彰化銀
行應發展適當之管理程序，以降低潛在損失之風險。

風險項目風險項目 實體風險定義 轉型風險

表 10   氣候風險與傳統風險連結表 9   傳統風險定義

信用風險

實體風險可對彰化銀行客
戶之實體資產 (廠房、設
備、營運據點等 )造成直
接損害，或間接影響其既
有商業模式與價值鏈，進
而使客戶違約率提高。

具高氣候風險的產業將可能因無
法遵守氣候相關新興規範造成營
業成本提高，甚至造成擱淺資產、
資產估值減損情形；彰化銀行客
戶亦可能因未及早展開氣候議題
相關因應措施而無法符合財務目
標而影響客戶信用品質。

市場風險

嚴重氣候事件將可能影響
公司獲利表現，進而影響
其市場與股票價值。

客戶產品若有成為擱淺資產之危
機，將可能造成產品或金融商品
之市場價值產生劇烈變化。

作業風險

嚴重氣候事件將可能影
響彰化銀行營運據點，
以及日常作業。

-

其他風險

-

若有無法遵循氣候相關新興法規
之情事，將可能遭受裁罰或進入
法律程序，進而影響彰化銀行之
聲譽，導致信譽風險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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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透由盤點與自身營運與業務相關之氣候風險，並藉由風險管理架構之三道防線
有效落實風險管理，其三道防線之主責單位與職責如下 :

係指風險承受單位，負
責日常承辦業務之風險
管理及風險自我評估，
其職責包括辨識氣候風
險的來源及評估風險發
生時的影響程度，以及
採取因應風險之對策，
包括風險規避、降低及
承擔。

係指獨立之內部稽核單
位，應建立適當之稽核
程序，定期檢視行內
各單位風險管理之實際
執行狀況。查核時所發
現之缺失或異常，應詳
列於稽核報告中持續控
管，並提出追蹤報告。

係指獨立之專責風險管
理單位，負責風險監
控、策略及政策制定，
以確保對於各項風險辨
識、衡量、監控與報告
之中立性與一致性。風
險管理單位應依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規定，考量
可能影響彰化銀行之氣
候風險，參酌暴險程
度、氣候情境分析和壓
力測試等方法，建立適
當管理機制以評估與衡
量氣候風險。

圖 5   風險管理架構之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 第二道防線 第三道防線

彰化銀行為強化全行各單位應對氣候相關重大災害事件，訂有「彰化銀行業務永續運
作計畫」(BCP)以因應全行各單位於發生「營運中斷事故」時能維持業務之正常運作、
維護客戶權益及使彰化銀行人員、財務之損害減至最小，內容包含「災害防護與應變
措施」章節，倘因氣候相關災害事故發生導致資訊帳務系統無法及時修復或營業場所
無法營運使用，相關單位亦訂有應變計畫可供通報及應變之依循，以避免災害導致營
運中斷之情形。

當營運中斷事故發生後，相關業務管理單位應檢討事件發生原因及經過，依業務權責範
圍提出改善措施或應注意之處，隨時將處理與改善情形逐級陳報至原通報層級。風險管
理處應追蹤相關業務管理單位之改善計畫，視事故情況請其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並
由風險管理委員會彙整於每季之「風險管理報告書」轉陳至董事會報告。

此外，每年定期由彰化銀行總務處規劃、督導全行各單位進行防災教育訓練、防災演練；
由營業單位執行安全維護工作，並依彰化銀行訂立之安全維護檢查報告表定期辦理安全
防護檢查，針對缺失事項即予改善。

1. 辨別實體風險對作業風險之影響

實體風險指極端天氣事件造成資產嚴重損害，進而影響彰化銀行之日常營運，加劇金融
業傳統風險，如：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營運據點營運中斷，其視為作業風險之提高。

3-3營運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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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實體風險情境分析流程

彰化銀行為確實掌握實體風險對營運據點及各項業務之影響，於 2020年參考NCDR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公布的「全臺災害風險圖」，具體評估淹水發生機率與模擬淹水深度，
以此概算受影響之自有營運據點及授信戶之不動產擔保品 (與不動產擔保品相關之分析結果請詳「3-4、3 辨別實體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本年度為精進風險辨識尺度、危害類
型及危害造成之損失金額，導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UNEP FI）所認可之氣候風險分析資料庫，定期盤點並監控位於實體風險高風險區域的暴險變化。

時
間
範
圍

2025

2030

2050

RCP 2.6

RCP 8.5

不動產地址

建築經濟耐用年數

建築材質

經緯度

建築年份

重置成本

氣
候
模
型
應
用

實
體
風
險
數
據
產
出

推
算
潛
在
損
失
金
額

氣
候
情
境

輸
入
參
數

全球氣候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選用 IPCC CMIP5和
CMIP6模型

氣候變遷風險值（Value 
at Risk, VaR%）

該不動產在單一年度中
因氣候災害受到損壞
後，維修成本占資產重
建成本的比例

產出以下自然災害中
面臨的實體風險數值

區域氣候模型 (Regional 
Climate Models)

分析特定實體風險災害的
區域氣候模型

沿海淹水

地層下陷

極端高溫

地表淹水

森林野火

極端強風

河流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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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常營運外，氣候變遷對彰化銀行投融資業務帶來之潛在衝擊不容小覷。為針對具
高氣候風險的產業進行更嚴謹的控管，彰化銀行已展開相關管理措施與作業程序，透
過對高碳排產業調降限額，以及對列屬高碳排產業之授信戶進行氣候風險監測，並以
碳費徵收情境評估轉型風險對授信戶信用風險之影響來減緩彰化銀行可能面臨之氣候
相關風險。除盤點氣候風險對彰化銀行業務帶來之財務影響，我們亦參酌碳核算金融
聯盟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 方法學計算彰化銀行因
投融資業務所需攤提的碳排放，並計畫於兩年內向 SBTi遞交投融資組合減碳目標，以
善盡金融業於轉型至低碳經濟所具之重要角色。

1. 高碳排產業名單建立

為掌握氣候變遷議題對彰化銀行造成之潛在影響，彰化銀行於 2022年由董事會核准通
過彰化銀行高碳排產業名單，其係由彰化銀行既有高耗能產業名單，參酌歐盟發布碳邊
境調整機制之高污染產業及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定義的高碳排產業調整而成。彰化銀行之高碳排產業名單如下 :

彰化銀行主要營收來源為銀行相關業務，因此特別關注臺灣地區營運據點，如據點發
生淹水情形，資產設備可能泡水無法修復需報廢重購，甚至需關閉數天重新裝潢，更
嚴重者可能房價下跌，造成自有財產價值減損。本年度評估彰化銀行臺灣地區營運據
點造成之影響，分析結果於 2050年 RCP8.5情境下，資產減損情形最為嚴峻，影響約
占彰化銀行淨值 0.016%。

3-4投融資風險管理圖 7   自有營運據點財務衝擊結果

表 11   彰化銀行高碳排產業名單

產業類別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紙漿製造業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紙張製造業

水泥製造業 航空運輸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電力供應業

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鋼鐵冶鍊業

紙板製造業 鍊鋁業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鋁鑄造業

註：營運據點數目與資產價值依 2021年 12月 31日之數據為準

2025

0.0110%

0.0120%

0.0130%

0.0140%

0.0150%

0.0160%

0.0170%

RCP 2.6 RCP 8.5

2030 2050

單位：占淨值比

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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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辨別轉型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

環保署自 2015年起開始每年公布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企業名單，包含電力業、
鋼鐵業、水泥業、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石油煉製業等產業，以及化石燃
料燃燒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5萬公噸 CO2e以上者，皆被視為碳排大戶，需每年
至環保署登錄平台揭露前一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臺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現處
修法階段，其預計對碳排大戶課徵碳費，而被列入管制名單之企業可能優先被課徵。彰
化銀行之授信戶若列為碳排大戶，可能因繳納碳費以致現金流出，而影響授信戶的財務
健全，因此彰化銀行經內部風險模型評估授信戶信用評等下降情形，以掌握授信戶信用
風險提升對彰化銀行造成之潛在預期損失。其評估流程與評估結果如下 : 3. 辨別實體風險對信用風險之影響

實體風險指極端天氣事件造成資產嚴重損害，導致總體經濟不穩定的風險，進而藉由彰
化銀行所承作的各項業務，加劇金融業傳統風險，如：極端天氣事件造成授信戶營運中
斷，進而導致還款困難，彰化銀行之違約風險將增加。

圖 9   不動產擔保品財務衝擊結果

圖 8   碳費情境內部模型計算結果

註：擔保品價值依據 2021年 12月 31日擔保品相關數據為準

註   ：圖中情境分別為國家自主貢獻 (NDC)、延遲轉型 (Delayed Transition)及2050全球淨零排放 (Net 
Zero) 三種情境。

2025

0.1%

0.15%

0.25%

0.2%

0.3%

RCP 2.6 RCP 8.5

2030 2050

年度 /情境 2025 2030 2050
降 1等降 2等降 3等降 1等降 2等降 3等降 1等降 2等降 3等降 4等降 5等

國家自主貢獻 16 5 3 11 4 1 12 3 2 - -

延遲轉型 - - - - - - 14 7 9 2 1

2050淨零排放 6 - 1 5 1 1 17 4 6 3 -

壓力測試

風險分析

• 針對 33家內部信用評等變差授信戶，不論評等轉劣幅度大小，均
調降為 IFRS9之 Stage 2，將造成預期信用損失增加，約占全行淨
值 0.6% (以 2021年 12月計 )。

• 應用綠色金融系統網路（NGFS）的模型，選出 2050全球淨零排放
(Net Zero)、延遲轉型 (Delayed Transition)及國家自主貢獻 (NDC)三
種情境，試算在 2025年、2030年及 2050年三個時間點下情境結
果。最嚴重的情境為延遲轉型情境下有 33家授信戶將會調降內部
信用評等，但未嚴重到彰化銀行所定義由 IFRS9之 stage1下降至
stage2，故評斷對授信戶之預期信用損失無影響。

風險辨識
• 依環保署 2022年所公布列入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企業名
單，其中有 40家為彰化銀行之授信戶，包含電力業、鋼鐵業、石
化業、水泥業、電子業等。

單位：占淨值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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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 2021年的淨收益有 71%以上來自利息，存放款的來源以及利差的變化對於淨
收益相當關鍵，因此彰化銀行特別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對授信戶的影響，而授信戶多以不
動產為擔保品，位於高風險區域的擔保品遭受氣候災害時，將使資產價值下跌，可能導
致授信戶違約的機率上升。彰化銀行導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UNEP FI）所推
薦之氣候風險分析資料庫，評估其擔保品所在區域分別於 2025、2030、2050年之氣候
風險價值 (VaR)，考量一旦有颱風或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可能造成擔保品資產價
值減損，彰化銀行檢視 2021年鑑價金額前 150大不動產坐落區域，了解其潛在資產減
損影響金額。

本年度評估彰化銀行臺灣地區鑑價金額前150大之不動產造成之影響，因考量借款年限，
分析對象借款年限超過 2030年時點之授信戶共 38筆，且未有超過 2050年時點之授信
戶，故分析結果之潛在資產減損影響金額隨時間遞減，於 2050年為無資料；2025年
RCP8.5情境下，資產減損情形最為嚴峻，占淨值 0.28%。

不動產擔保品分析結果中，2025、2030、2050年皆無屬於中高風險之擔保品，彰化銀
行現行避免承作易受自然災害 (如：風災、水災、旱災 )侵襲之擔保品，並要求需定期 (至
少每年一次 )查看不動產擔保品使用情形；未來擬將針對位於中高風險實體區域者列入
觀察名單，並與授信戶瞭解有無防洪準備，作為其韌性提升而能抵減淹水所帶來影響。
為防範此潛在風險，後續會將所在區域淹水潛勢納入鑑價考量項目之一。

4. 授信流程中納入氣候風險監測

為積極減緩可能面臨的氣候相關風險，彰化銀行於業務處理程序中納入氣候因子考量，
針對列屬環保署管制名單及彰化銀行高碳排產業名單之授信戶，應執行氣候風險監測。
彰化銀行將檢視授信戶是否參與國際倡議組織，並應要求授信戶提供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以建立彰化銀行資料庫，便於檢視與追蹤其減碳情形。授信戶若未參與任何倡議組織且
無提交排放資訊，則應經過授信單位評估，依產業屬性與授信戶進行議合，要求其未來
需揭露碳排放資訊，並鼓勵其參與倡議組織。

5. 投融資組合減碳規劃

彰化銀行藉由對高氣候風險對象進行額外氣候風險監測及碳費情境模擬，以及盤點投融
資部位碳資產暴險情形與彰化銀行投融資組合碳排放量等方式來執行投融資組合的氣候
風險管理；而 2022年，我們已完成簽署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BTi)，承諾將於兩年
內提交彰化銀行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目前，相關單位正積極研擬針對彰化銀行重
點資產類別設定相應減量目標，未來並將依該目標建立具體減碳執行方針，以跟進國際
趨勢、響應巴黎協定減碳目標。

圖 10   授信流程氣候風險監測流程圖

授信戶為環保署管制名單或
彰化銀行高碳排產業名單之公司

一般授信作業程序

是

不符合監測要求

符合監測要求

否

氣候風險監測
• 檢視公司參與國際倡議情形
• 檢視公司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視公司產業屬性進行議合
• 要求揭露碳排放資訊
• 鼓勵與協助公司參與外部倡議



2022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報告書  21

氣
候
治
理

氣
候
策
略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管
理
氣
候
影
響
力

氣
候
指
標
與
目
標

未
來
展
望

附
錄

氣候變遷不僅帶來風險，同時伴隨相關商機，彰化銀行持續增加永續發展債券之投資，並支持政府推動綠能產業政策，推出「太陽光電設備設置專案貸款」等多項綠色貸款，擴大彰化
銀行業務範圍，並推動各類網路服務與交易電子化，如下表所示：

4-1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管理氣候影響力4
4-1 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21 
4-2 綠色營運                      23
4-3 綠色投融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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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氣候機會鑑別議題

類型 機會因子 機會事件 說明

資源效率

轉用更高效
率的建築物 綠建築

自有建築或分公司使用綠建材與再
生能源，降低營運成本、達到環保
效益。

產品和服務

開發氣候調
適解決方案 簽署赤道原則

彰化銀行為因應國內永續發展趨勢，
有效結合銀行核心職能，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簽署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將 ESG因子導入授審過
程，建立更系統化、全面性的銀行
專案融資授信制度，並控管社會與
環境相關風險，除提升金融機構對
社會的正面效益，同時增加機會參
與國內外基礎建設聯貸案。

開發和 /或
增加低碳商
品和服務

數位金融服務

彰化銀行開發並提供更多數位金融
服務，提升網路銀行、行動支付、
線上下單 /投保交易等 E化服務的使
用率，促使自身營運和客戶往返銀
行過程中，減少所耗費的用紙、用
電及用水等能 /資源，達營運成本減
少，亦有機會拓展新客源。

開發新產品
和服務的研
發與創新

綠色貸款

市場對於再生能源需求擴大且對投
資綠色產業意願逐漸提升，政府亦
積極鼓勵金融機構對綠能產業辦理
授信，金融業把握機會擴大綠色貸
款業務範圍與承作金額，增加相關
業務收入。

開發
綠色金融商品

針對國際間日益重視的減碳情勢，消
費者亦逐漸認同永續概念，許多金融
業者已推出多項綠色產品，例如綠色
信用卡、ESG基金等；2020年金管
會公告「綠色金融行動 2.0方案」中，
持續鼓勵金融機構協助企業發行綠色
債券，在政策鼓勵與企業需求下，金
融機構可把握機會拓展相關業務、增
加業務收入。

類型 機會因子 機會事件 說明

開發氣候調
適解決方案

客戶議合
貸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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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若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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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消費者
偏好改變

落實永續業務，
參與永續相關
評比

國際投資機構已將 ESG視為挑選投
資標的方式之一，彰化銀行積極參
與永續相關評比，並獲得亮眼表現，
例如獲 CDP管理等級，入選如臺灣
永續指數、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
數，媒體因此對此進行正面報導，進
而提升整體企業形象，將可受到國際
投資機構青睞。

進入新市場 增加綠色投資

彰化銀行掌握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機會
點，發展多元化的投資機會，針對
ESG相關金融商品進行主題性投資
等，確保公司投資部位具有因應氣候
變遷風險的韌性，亦同時增加綠色收
入，創造綠色商機。

韌性

參與再生能
源計劃並提
高能源效率
等措施

綠色採購

金融機構多以辦公室為主要營運環
境，彰化銀行優先採購具有環保節能
標章設備，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有
效降低營運能耗成本。

再生能源使用
分公司營運據點裝設太陽光電設施，
提升再生能源使用量，降低營運成
本、達到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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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問卷結果，我們共鑑別出三大氣候變遷機會項目，其機會事件及影響說明如下表：

1.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彰化銀行執行各項資源節約、節能措施及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策略等環境政策，並自發性導入各項國際管理系統，如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水資源效率
管理系統 (ISO 46001)及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64-1)，俾達二氧化碳排放減量之目標。彰化銀行為因應氣候變遷及響應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以 2020年為基準年，並以控制升溫於
1.5° C為目標，訂定彰化銀行減碳目標為 2030年類別 1與類別 2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20年減少 42%。

4-2綠色營運

表 13   本年度重大氣候機會影響程度及因應措施

排序 機會事件 時間範圍 影響範圍 營運影響 財務影響 因應作為

1 數位金融服務 短期 自身營運 • 優化並開拓更多數位金融產品與服務

2021年較 2020年之數位金融通路營收成
長率為 15.92%；本項目其他相關指標與
績效請參見 2021年永續報告書 2.3 數位
金融創新與包容

2021年永續報告書 
2.3 數位金融創新與包容

2 綠色貸款 短期 融資業務 • 擴大綠色貸款業務範圍與承作金額 4-3、 2.協助綠色產業發展 4-3綠色投融資

3 開發綠色金融商品 短期 融資業務
• 開發多項綠色產品，例如推出綠色信
用卡、ESG基金；協助企業發行綠
色債券等

4-3、1. ESG 相關理財及保險商品 4-3綠色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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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籤 節能標章
綠建材標章

圖 11   達成碳中和步驟

圖 12   綠色採購 2021 年績效

彰化銀行為降低排碳量，分析基準年 (2020年 )類別 1與類別 2之排碳量來源，其中用
電產生之排碳量占 87%，為主要排碳來源，其次為公務車用油約占 8.9%，其他如天然
氣、瓦斯、冷媒或滅火器使用所產生的排碳量約占 4.1%。因此有效管理彰化銀行能源、
燃油、天然氣、瓦斯等使用量，將能減少排碳量，除此之外，為追求環境永續發展目標，
將水資源一併納入管理，並訂定環境永續相關指標較基準年減少 1%以上之減量目標。

2. 推動碳中和分行

2050 年淨零碳排已為國際趨勢，為提前布局淨零路徑，彰化銀行規劃短期以推動分行達
成「碳中和」之目標進行。依據「PAS 2060:2014 實施碳中和參考規範」，為達成碳中和，
必須依循下列步驟進行：

4. 價值鏈管理與綠色採購

彰化銀行長期以來秉持當地採購的政策，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考量彰化銀行主要營運
據點為臺灣地區，各項採購案皆以臺灣本地合作廠商為優先對象，確保供應鏈之穩定性
與在地化，並增加當地就業機會。此外，為將永續發展理念推廣至合作廠商，制訂「供
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規範」，要求單筆交易金額達 90萬元以上的供應商，皆需簽署該項
規範聲明，2021年彰化銀行供應商簽署率達 100%。2021年制定「永續採購政策」，
以降低採購風險及提高創新機會，達到永續供應鏈管理之目的，並於同年通過 ISO 
20400：2017符合性查核聲明。

為表達對環保之重視，彰化銀行優先採購具有環保標章、碳標籤、節能標章、省水標章、
綠建材標章及永續林業標章等環保產品，以減少環境衝擊，2021年綠色採購金額達2,491
萬元，連續四年獲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揚參與「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計畫」
績效卓越感謝狀。

彰化銀行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盤查全臺 188 處據點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中挑選彰化分行作為首家碳中和示範分行，彰化分行透過落實減碳行動，如汰換老舊
空調、照明設備等，成功減少 26.7%之碳排放量，並藉由購買具國際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之碳權，抵換類別1至類別5排碳量，於2022年7月18日經英國標準協會 (BSI) 
PAS 2060碳中和標準查證通過，正式宣告成為彰化銀行首家碳中和分行。

3. 使用再生能源

彰化銀行為響應再生能源，於 2016-2017年間認購綠色電力，2018年起臺灣電力公司
已不再發行綠電憑證，彰化銀行改購買再生能源憑證，並於 2018-2021年間，累計購買
312張再生能源憑證，2022年與售電業者簽約，預計於第四季時，臺北大樓將可使用屏
東縣太陽能發電廠所發之綠電，規劃於 2022至 2026年間將累計使用 60萬度綠電。

量化
碳排放量

訂定並落實
減碳行動

抵換剩餘
碳排放量

宣告達成
碳中和

2021年
綠色採購金額達 2,491 萬元

省水標章

環保標章
永續林業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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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積極尋求潛在之綠色金融發展機會，透過環境友善的金融措施，創造金融業之
綠色價值，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引導客戶實踐綠色消費與生活。重視綠色金融及創新金
融之發展，並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以公平合理方式對待金融消費者，提供優質金融服
務，推動普惠金融，且確保商品及服務資訊之完整性、透明性及安全性。

1. ESG 相關理財及保險商品

彰化銀行為促進社會之永續發展，參考商品說明書或投資管理機構提供所參考的環境、
社會與公司治理面向要素，積極推出投資範疇或決策流程中納入 ESG因子之產品，以利
使投資人之資金對永續發展帶來正向效益。另投資型保單之部分，則指涉連結 ESG帳戶
的投資型保險商品。

綠能科技產業貸款

為與政府共同推動我國綠能科技產業之發展，挹注產業創新成長之動
能，彰化銀行協助主管機關認定之綠能科技產業參與「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採購案，或提供從事綠能科技相關產業所需之資本性及週轉性
資金。

再生能源發電業貸款

配合政府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政策之推動，彰化銀行積極協助再生能
源發電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針對已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核發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同意備案函，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函之客戶，得申請相
關貸款。而在再生能源種類中，太陽能發電為相對成熟之項目，彰化
銀行開辦太陽光電設備設置專案貸款，以供企業及民眾申貸購置太陽
光電相關設備所需資金。

2. 協助綠色產業發展

4-3綠色投融資

表 14   ESG 相關理財及保險商品

產品 ESG 產品規模 整體產品規模 ESG 產品占比

國內外基金 6,613,665,800 100,861,088,849 6.56%

海外債券 2,428,760,494 2,436,555,590 99.68%

ETF 247,811,353 1,468,411,809 16.88%

投資型保單 4,235,973,125 8,370,262,105 50.61%

總計 13,526,210,772 113,136,318,353 11.96%

1

2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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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換購大型柴油車

配合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方案，提供汰換大型柴油車貸款，截至
2021年，貸放餘額為 119百萬元，歸戶戶數 6戶 (貸放件數 13件 )。

離岸風力發電業貸款

配合政府政策以達到減少碳排放量與提升能源自主之目標，全力推動
再生能源與離岸風力發電等相關產業發展，彰化銀行積極協助離岸風
力發電業取得開發、購置設備及營運所需資金。針對符合「離岸風力
發電規劃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條件，並通過經濟部遴選及競標機
制取得專案風場開發資格之廠商，近 3年度放款承作量統計如下：

授信限額調整

配合主管機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及彰化銀行綠色企業專
案貸款，協助參與計畫或從事綠色生產與服務之企業取得融通資金，
經 2022 年 2 月 22 日第 26 屆第 23次董事會通過，對主管機關認定
及綠色生產之綠能科技產業，授信限額增加 1%。另，善用金融業影
響力以共同保護地球環境，對高碳排產業各酌減 1成授信及投資限額
比率。

表 15   近三年綠色產業及再生能源發電業貸放情形

項目
2019年底 2020年底 2021年底

貸放餘額 戶數 貸放餘額 戶數 貸放餘額 戶數

綠能科技
產業貸款

91,474 1,162 70,241 1,285 79,322 1,543

再生能源發
電業之貸款

3,076 115 3,017 133 3,444 160

3

4

5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戶

表 16   近三年離岸風力發電業貸放情形

項目
2019年底 2020年底 2021年底

核准額度 戶數 核准額度 戶數 核准額度 戶數

離岸風力發電
業貸款

1,757 2 726 1 2,189 1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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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年發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並提出臺灣 2050淨零排放藍圖。彰化銀行將積極配合國家政策、引導資金流向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
以期建構更完整的綠色金融體系。

彰化銀行更將透過訂定短、中、長期之目標，展現氣候變遷之管理績效，帶動低碳經濟轉型。目前彰化銀行已於 2022 年簽署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的承諾，致力使彰化銀行的業務發展策略與《巴黎協定》欲達成的目標保持一致 (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 1.5° C)，未來將逐步規劃營運及投融資活動之減碳目標。

氣候指標與目標5
5-1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32 
5-2 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     33
5-3 碳資產暴險情形            35
5-4 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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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公司目前設定之短、中、長期指標與目標：

表 17   目標

類型 目標 基準年、範疇 短期目標 2021 年達成情形 中、長期目標 未來策略行動規劃 管理措施章節對照

營運

溫室氣體
排放量

2020年
類別 1與
類別 2

• 平均每年減少
碳排放量降約
4.2%。

• 遵循節能減碳措施，協助
營業單位汰換舊燈具，約
減碳 24,967 kgCO2e，針對
新租或搬遷之行舍，以採
用 LED 節能燈具為主，約
減碳 23,554 kgCO2e；另汰
換總行臺北大樓老舊空調，
約減碳 7,065 kgCO2e，共
減碳 55,586 kgCO2e。

• 2021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 16,361.208 噸 CO2e 較
2020年減少 4.65%。

長期目標：
• 已簽署 SBTi承諾，並以控制升
溫於 1.5° C為目標，訂定彰化銀
行減碳目標為 2030年類別 1與
類別 2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20
年減少 42%。

• 持續推動環境永續相
關國際標準之查驗證
作業。

• 每年記錄各項資源 ( 
水、電、燃油、天然
氣等 ) 使用資訊，當有
不符合或異常於環境
管理之要求時，適時
有效的採取矯正措施，
使其對環境影響降低，
並定期就環境衝擊面
鑑別評估，列改善目
標及管理方案加以追
蹤。另每年盤查溫室
氣體排放量，以檢視
減量情形，增加管理
措施。

永續報告書：
• 3.2.1 溫室氣
體盤查 

• 3.2.2 能源使
用管理

TCFD報告書：
• 4-2綠色營運
• 5-1溫室氣體
排放管理

• 5-2能資源與
水資源管理

環境永續
相關指標

( 包含用電量、
用水量等 )

2020年
• 各項環境指標
較前一年減少
1% 以上。

• 用電量較 2020年減少
2.09%。

• 用水量較 2020年減少
1.93%。

中、長期目標：
各項環境指標較基準年減少 10%
以上。

再生能源憑證 2020年

• 2022年預計使
用10萬度綠電，
並取得 100張再
生能源憑證。

• 2021 年彰化銀行購買 90 
張再生能源憑證，較 2020 
年購買之張數增加12.5%。

中、長期目標：
• 2023年預計使用 11萬度綠電，
並取得 110張再生能源憑證。

• 2024年預計使用 12萬度綠電，
並取得 120張再生能源憑證。

• 2025年預計使用 13萬度綠電，
並取得 130張再生能源憑證。

• 2026年預計使用 14萬度綠電，
並取得 140張再生能源憑證。

• 自 2018 年起臺灣電
力公司已不再發行綠
電憑證，彰化銀行改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2021 年購買再生能源
憑證 9 萬度 ( 碳排放量
約 45,180 kgCO2e)，
未來將增加購買再生
能源憑證綠電或建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永續報告書：
• 3.2.4 支持再
生能源發展

 
TCFD報告書：
• 4-2綠色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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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指標 基準年、範疇 短期目標 2021 年達成情形 中、長期目標 未來策略行動規劃 管理措施章節對照

投融資
組合

彰化銀行計畫於兩年內向 SBTi提交投融資組合碳排放減量目標。

彰化銀行已於 2022年
依 循 PCAF 方 法 學 完
成投融資組合碳排放計
算，目前相關單位正積
極研擬針對重點資產類
別設定相應減量目標。
未來將依該目標建立具
體減碳執行方針，以逐
步達成彰化銀行設立之
減碳目標。

TCFD報告書：
• 3-4投融資風
險管理

類型 指標 指標說明 單位 2019 2020 2021 行動方案

營運

溫室氣體
排放量

類別 1、2溫室氣體
排放量 公噸 CO2e 17,580.1 17,158.3 16,361.2 • 每年定期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檢視減量情形，增加管

理措施。

用電量

彰化銀行透過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並以用電量作為指標
檢視能資源管理情形

度 29,424,689 29,326,120 28,711,779

• 照明使用管理，減少不必要之照明用電。
• 以高效率 LED燈具汰換舊有燈具，節省照明用電。
• 汰換老舊耗能之空調設備，並定期清洗及維護保養，以提
高使用效能。

• 辦公室室內溫度控制於 26-28℃之間，降低空調負荷。
• 於非夏季低負載時可調高冰水主機、冰水出水溫度至

8~10℃，可有效提升冰水主機運轉效率。
• 鼓勵同仁勤爬樓梯，有益健康。
• 於非上班時段，僅開放少數電梯，減少電力耗費。

表 18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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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指標 指標說明 單位 2019 2020 2021 行動方案

營運

用水量

彰化銀行透過導入 ISO 
46001 水資源效率管
理系統，並以用水量作
為指標檢視能資源管
理情形

度 159,884 163,944 160,777

• 用水納入管理，提高水資源管控效率。
• 全面加裝省水裝置，全面調節水龍頭設備出水量。
• 定期清洗大樓水塔，並進行水質檢測。
• 每三個月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辦理飲水機水質
之採樣、檢測，確保水質安全。

綠色採購 綠色採購金額 新臺幣
萬元 2,039 3,098 2,491

• 為表達對環保之重視，彰化銀行優先採購具有環保標章、
碳標籤、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及永續林業
標章等環保產品，以減少環境衝擊，彰化銀行 2021 年綠
色採購金額達 2,491 萬元，連續四年獲得臺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表揚參與「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計畫」績
效卓越感謝狀。

投融資
相關

綠色貸款

離岸風力發電業貸款
核准額度

新臺幣
百萬元 1,757 726 2,189

• 配合政府政策以達到減少碳排放量與提升能源自主之目
標，全力推動再生能源與離岸風力發電等相關產業發展，
彰化銀行積極協助離岸風力發電業取得開發、購置設備
及營運所需資金。針對符合「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
量分配作業要點」條件，並通過經濟部遴選及競標機制
取得專案風場開發資格之廠商。

綠能科技產業貸款貸放
餘額

新臺幣
百萬元 91,474 70,241 79,322

• 為與政府共同推動我國綠能科技產業之發展，挹注產業創
新成長之動能，彰化銀行協助主管機關認定之綠能科技產
業參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採購案，或提供從事綠能科
技相關產業所需之資本性及週轉性資金。

再生能源發電業貸款
貸放餘額

新臺幣
百萬元 3,076 3,017 3,444

• 配合政府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政策之推動，彰化銀行積極
協助再生能源發電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針對已取得經濟
部能源局核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函，或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登記函之客戶，得申請相關貸款。而在再生能源
種類中，太陽能發電為相對成熟之項目，彰化銀行開辦太
陽光電設備設置專案貸款，以供企業及民眾申貸購置太陽
光電相關設備所需資金。

綠色產業
投資

綠色產業股權、綠色債
券餘額：投資項目之用
途包含氣候、環保、節
能、減碳等

新臺幣
億元 21.7 58.7 91.7 • 為協助企業完成綠色投資計畫，帶動綠能產業發展及改善

環境品質，彰化銀行積極投資綠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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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指標 指標說明 單位 2019 2020 2021 行動方案

投融資
相關

實體資產氣
候情境暴險
【The 

Percentage 
of Value 
at Risk, 

VAR%)】

導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金融倡議（UNEP FI）
所認可之氣候風險分析
資料庫，定期盤點並監
控位於實體風險高風險
區域的暴險變化

占淨值比%

• 營運據點：2050年 RCP8.5情境下，資產減損
情形最為嚴峻，影響約占彰化銀行淨值 0.016%。

• 不動產擔保品：於 2025年 RCP8.5情境下，資
產減損情形最為嚴峻，影響約占彰化銀行淨值
0.28%。

• 更多詳細財務分析請詳「3-3、1辨別實體風險
對作業風險之影響」及「3-4、3辨別實體風險
對信用風險之影響」。

• 彰化銀行訂有「彰化銀行業務永續運作計畫」(BCP)以因
應全行各單位於發生「營運中斷事故」時能維持業務之正
常運作、維護客戶權益並使人員、財務之損害減至最小。

• 依據不動產擔保品分析結果，彰化銀行未來擬將針對位於
中高風險實體區域者列入觀察名單，並與授信戶瞭解有
無防洪準備，作為其韌性提升而能抵減淹水所帶來影響。
為防範此潛在風險，後續會將所在區域淹水潛勢納入鑑
價考量項目之一。

投融資組合
碳排放

根據 PCAF方法學盤點
投融資組合碳排放量
並觀察指標變化

公噸 CO2e 1,565,584 1,133,583 1,040,509

• 彰化銀行針對類別 1與類別 2已持續多年執行溫室氣體
盤查，透過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確認在節能減碳上
的成效。今年首度擴大盤查投融資組合的碳排放，並以
此作為指標，積極尋求其中的溫室氣體減量機會。

碳足跡
每新臺幣百萬元投融
資餘額產生之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

公噸 CO2e/
新臺幣百萬元

4.9 3.8 3.0

高碳排資產
暴露情形 

投融資組合中高碳排
產業占總部位金額之
比例。用以評估轉型風
險壓力較大的產業之
暴險情形

% 11% 14% 13.1%
• 彰化銀行於 2022年訂定高碳排產業清單，未來投融資單
位需於投資及放款前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並與之進
行議合，詳細內容請詳 3-4、1 高碳排產業名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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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溫室氣體盤查之組織邊界，係依照營運控制法來設定，為增加未來減量措施之範圍及可能性，自 2020 年起以新版標準為依據，進行獨立第三方之外部查證，以利彰化銀行於
未來持續建立節能減碳計畫，進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以下為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範疇及數據：

5-1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表 19   溫室氣體盤查數據

項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盤查依循標準 ISO 14064-1:2018

類別 1排放量註 1（公噸 CO2e） 1,896.699 2,231.307 1,947.895

類別 2排放量註 2（公噸 CO2e） 15,683.359 14,926.995 14,413.313

碳排放總量：（類別 1+類別 2）（公噸 CO2e） 17,580.058 17,158.302 16,361.208

碳排放密集度：（類別 1+類別 2） /人 (公噸 CO2e /人 ) 2.654 2.570 2.475

能源密集度：（電力 +燃油 +天然氣 +瓦斯） /人（百萬焦耳 /人） 16,372.364 16,236.129 15,963.299

員工人數 (人 ) 6,625 6,676 6,610

類別 3排放量註 3（公噸 CO2e）
員工差旅 264.203 117.475 90.673

其他運輸 1,836.298 5,124.677 5,153.636

類別 4排放量註 4（公噸 CO2e） 9,641.621 7,541.974 8,077.079

類別 5排放量註 5（公噸 CO2e） 0.007 239.003 266.894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82.2%

溫室氣體查證邊界 82.2%

註 1：類別 1排放（ISO 14064-1:2006版本稱「範疇一」）以公務車耗油、發電機柴油、瓦斯、天然氣等燃燒之排放，以及溫室氣體類滅火藥劑、填充冷媒設備、化糞池之逸散排放為主。
註 2：類別 2排放（ISO 14064-1:2006版本稱「範疇二」）為外購電力發電之排放。
註 3：類別 3排放為運輸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含員工差旅、員工上下班通勤、事務用等耗品的貨物運輸。
註 4：類別 4排放為組織所購入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含消耗性產品及資產類產品之生命週期排放、一般廢棄物焚化處理、回收類廢棄物之運輸排放等。
註 5：類別 5排放為組織所製造產品相關的下游段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含金融卡、信用卡等卡類之廢棄處理等。
註 6：根據新版 ISO 14064-1：2006，範疇三排放為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 (不包括範疇一或二 )之溫室氣體排放。
註 7：排放係數的選用上，以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本 )為準。使用之 GWP值係以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所載為準。
註 8：上列表單數據取至小數點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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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彰化銀行採取積極措施來減少能源消耗，持續推動節能方案及日常管
理，並落實彰化銀行之能源政策「持續改善能源績效、發揮能源價
值」、「遵守能源管理法規、推廣節能理念」、「支持採購省能產品、
建置節能環境」、「持續投入必要資源、實現目標和指標」，為地球
環保盡一份心力。

彰化銀行為加速節能減碳成效，以減少用電量為優先工作，因此彰化
銀行於 2021年共汰換 21處辦公室或營業單位之照明設備或空調，
其中汰換照明之節能減碳成效，預計約可減少 95,326度電，同時積
極鼓勵同仁落實各項省電工作，包含空調溫度設定、隨手關燈、減少
不必要照明等，2021年彰化銀行用電量降至 28,711,779度，約較基
準年減少 2.09%。

1

off

2021年溫室氣體減量績效

彰化銀行以 2020年為基準年，短期以平均每年碳排放總量 (類別 1及
類別 2之碳排放量 )減少 4.2%為目標進行，希冀於 2030年時達成減少
42%之長期目標。

2021年彰化銀行溫室氣體排碳量為 16,361.208公噸 CO2e，較基準年減
碳 4.65%，比原先設定之目標多減 0.45%，主因為彰化銀行推行之各項
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措施顯現，執行成果詳如 5-2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

1

表 20   溫室氣體減量績效

項目
2020年 2021年

基準年 實際成果 目標

碳排放總量（公噸 CO2e） 註 1 17,158.302 16,361.208 16,987

目標 /實際減碳率（%） - 4.65% 4.2%

註 1：碳排放總量為類別1及類別2之碳排放量總和。

考量未來全球暖化效應持續加劇下，預估極端高溫或旱澇並存現象頻率增加，進而提升
彰化銀行實體風險，如極端高溫導致空調用電增加，提高彰化銀行營運成本；而旱季時
導致我國水資源供給不穩定，部分地區進入不同程度之限水或停水等，嚴重時可能影響
彰化銀行營運。為降低前述風險產生之衝擊，彰化銀行導入國際標準如 ISO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ISO 46001水資源效率管理系統，進行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採取之策略整
理如下：

5-2能資源與水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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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能源使用數據

能源種類 耗用單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基準年 實際成果 目標

電力

度 (kWh) 29,424,689 29,326,120 28,711,779 29,032,859

百萬度 (MWh) 29,425 29,326 28,712 29,033

百萬焦耳 105,928,880 105,574,033 103,362,403 -

統計邊界 82.2%

電力密集度 百萬焦耳 /人 15,989 15,814 15,637 -

註 1：假設 1度電約 3元。
註 2：燈具汰換之節電量與減碳量計算方式 :

彰化銀行老舊燈具規格約為 40~80W，汰換之新燈具規格約為 20~40W，因此假設新燈具較舊燈具之
能效提升 50%，因此
節電量 (kWh)=新燈具之規格 (W)*年使用時間 (hr)*燈具數量 (盞 )/1,000。
減碳量 (kgCO2e )=節電量 (kWh)*電力排放係數 (0.502kgCO2e/度 ) 。

註 3：1度電 =3.6百萬焦耳。
註 4：上列表單數據取至整數位。

表 22   水資源使用數據

能源種類 耗用單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基準年 實際成果 目標

水資源

度 159,884 163,944 160,777 162,304

百萬
立方公尺 0.1599 0.1639 0.1608 0.1623

統計邊界 82.2%

註 1：1度水=1立方公尺水。

水資源管理

彰化銀行為落實水資源使用效率，降低水資源浪
費，制定水資源效率管理政策，承諾以「宣傳與推
廣節水理念，確保落實節約用水」、「新設或汰換
設備時，優先採購具省水標章之產品」、「定期追
蹤水資源使用效率，以降低整體用水量」、「持續
投入改善資源，逐年提升水資源績效」、「遵守水
資源管理法規與其他相關要求」等，以尋求節水機
會並訂定水資源減量措施。

彰化銀行 2020年 (基準年 )用水量為 163,944度，
2021年用水量降至 160,777度，約較基準年減少
1.9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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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資產組合之高碳排暴險占總暴險比

產業別 /資產類別
投資組合 授信組合

總計
股票 債券 授信 商用不動產

(大型企業 )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0.13% 1.54% 1.13% - 2.8%

水泥製造業 0.14% 0.55% 0.02% - 0.71%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 - 0.99% - 0.99%

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 0.04% - - 0.04%

紙板製造業 - - 0.13% - 0.13%

紙漿製造業 - - 0.21% - 0.21%

航空運輸業 - 0.23% 3.26% - 3.49%

電力供應業 - 1.51% 0.89% - 2.40%

鋼鐵冶鍊業 0.04% - 1.68% - 1.72%

鍊鋁業 - 0.08% 0.22% - 0.30%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 - - - -

鋁鑄造業 - - - - -

紙張製造業 - - - - -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 0.33% - - 0.33%

總計 0.31% 4.28% 8.53% - 13.12%

表 23   2021年各資產組合之高碳排暴險
單位：%

依循 PCAF 國際準則所規範的金融資產類別及其方法學，有關碳資產暴險之評估，彰化銀行採用 2022年由董事會核准通過之高碳排產業名單，計算彰化銀行高碳排產業之暴險以作為
限額規劃之依據，以下為 2021年高碳排產業暴險數據：

5-3碳資產暴險情形

除了計算高碳排產業暴險金額外，彰化銀行另依資產別及產業別分析近三年高碳排產業占投資及授信部位之比例。若觀察整體投融資組合的高碳排產業占比，可發現整體高碳排產業比
例雖於 2020年微幅上升，但於 2021年則呈現下降趨勢，究其變動原因主要受高碳排產業授信部位比例之變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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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分析各高碳排產業別之暴險比例，可觀察到近三年「航空運輸業」、「電力供應業」、「鋼鐵冶鍊業」以及「化學原材料製造業」為暴險比例較高之產業，彰化銀行也將參考
此一結果作為政策修正及部位調整之依據。更多關於高碳排產業之建立及限額規劃請詳 3-4、1 高碳排產業名單建立。

圖 13   資產別 -高碳排產業占總投資及授信組合比例

圖 14   產業別 -高碳排產業占總投資及授信組合比例

投資 (股票及債券 ) 授信 (含大企業之商用不動產 )

2%

1%

4%

2%

6%

3%

8%

4%

10%

5%

12%

6%

14%
16%

總計

2020

2020

2021

2021

2019

2019

0%
3.16% 3.39% 4.58%

化學
原材料
製造業

水泥
製造業

石油及
煤製品
製造業

紙板
製造業

紙漿
製造業

航空
運輸業

電力
供應業

鋼鐵
冶鍊業

鍊鋁業石油及
天然氣
礦業

7.88% 10.60% 8.51% 13.99%11.04% 13.09%

註 1：高碳排產業暴險之母體計算範疇為投融資組合計算之範疇，詳細計算部位內容請詳 5-4 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註 2：鋁鑄造業、紙張製造業於 2019-2021年間皆無暴險；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2021年無暴險

黏土建築
材料
製造業

砂、石
採取及
其他礦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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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圖 15   資產別投融資組合碳排放

圖 16   資產別投融資組合碳足跡

2020 2021

2020 2021

投融資組合溫室氣體排放計算

極端氣候對全球經濟產生風險、亦帶來營運機會，企業須將氣候變遷
的風險與機會納入營運決策，辨識與管理風險並掌握機會。彰化銀行
針對範疇一、二已持續多年執行溫室氣體盤查，透過歷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變化確認在節能減碳上的成效。今年首度擴大盤查至範疇三投融
資組合的碳排放，以積極尋求該範疇中的溫室氣體減量機會。

彰化銀行採用國際組織 PCAF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之方法學計算投融資組合碳排放，以各年度年底作為基準
日，2021年投融資組合之總碳排放量為 1,040,509公噸 CO2e，相
較 2020年之 1,133,583公噸 CO2e約下降 8.21%，碳足跡則由 2020
年之 3.8下降至 3.0(公噸 CO2e/新臺幣百萬元 )。

以下為近兩年之依資產別計算之投融資組合碳排放量結果：

1

CO2 e

單位：tCo2e

單位：tCo2e/百萬新臺幣投融資金額

總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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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583

3.0

3.8

授信

授信

837,199

982,174

3.7

4.3

債券

債券

173,522

143,790

1.6

2.3

股票

股票

28,472

4,711

2.1

0.8

商用不動產

商用不動產

1,315

2,908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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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2021年之依產業別計算之投融資組合碳排放量結果，其中絕對碳排放量前三名依序為「原物料」、「工業服務」以及「科技硬體及半導體」，而若進一步分析投
融資組合之碳足跡 (分攤碳排放量 /新臺幣百萬投融資金額 )，則可見碳足跡最高者為「石油及天然氣」，次高為「非核心消費服務」，第三則為「原物料」，分別為 9.54、
8.78以及 7.75公噸 CO2e/新臺幣百萬投融資金額，其餘產業碳足跡則皆不超過 5公噸 CO2e/新臺幣百萬投融資金額。

圖 17   2021年投融資組合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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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2021年投融資組合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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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此處產業別數據統計採用彭博 BICS Level2之分類
註 2：放款計算範疇包含公司規模為大企業或非營利組織 500人以上的借款 (剩餘存續期間一年以上 )
註 3：投資組合包含股票及債券，其中部分資產類別因 PCAF尚未公布方法學，因此本次計算不包含 ETF、私募股權基金、

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期貨、期權）、IPO承銷、綠色債券、主權機構債券、公債、地方政府債、超國際組織債

科
技
硬
體
及
半
導
體

2.84

專案電廠融資

除了盤點股票及債券之碳排放外，彰化
銀行亦依據 PCAF定義，將資金用途明
確之授信或投資，如風力發電或太陽能
發電建設或運營之專案納入專案融資類
別計算碳排放量。本次以年底部位為基
準，選定電廠專案融資進行盤查，針對
再生能源發電案 (目前皆為太陽能發電
廠 )計算年度的避免碳排放量 (annual 
avoided emissions)，以下為近三年之
數據結果：

2

圖 19   太陽能電廠融資避免排放量

2019年

避
免
排
放
量

（tCO2e）
9,469

2020年

12,764

2021年

1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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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為我國第一間獲得國際認證單位認可 TCFD執行成熟度優良之公股行庫，預期在未來將持續與多方外部機構合作，定期以教育訓練及專案報告形式，協助董事與高階主管瞭解
國內外氣候變遷趨勢，以進一步作出有利於彰化銀行增進氣候韌性之決策。
同時隨著國際氣候變遷研究之進展，我國主管機關也逐步提升國內氣候相關情境分析與壓力測試資料品質。彰化銀行預期近年內會更進一步延伸情境分析與壓力測試之規模，並將相關
數據納入風險胃納聲明與評估當中。

彰化銀行也在實踐 TCFD的過程當中理解到金融機構對氣候議題之影響力，且於金融機構進行氣候風險管理與淨零碳排放的路徑中不可避免地需與往來客戶及投資對象進行相關議合，
協助其進行氣候轉型，並與彰化銀行在減碳的路上一同前行，實踐綠色金融之理念。有鑑於此，我們預計將進一步設計與往來客戶及投資對象之議合程序與相關目標，作為外部風險管
理之方法，並藉由議合活動之展開逐年降低轉型風險之損失。

另基於我國行政院國發會所公布之 2050年淨零碳排放路徑圖與國際金融機構對於巴黎協定之遵循趨勢，彰化銀行已設定類別 1及類別 2之減碳目標，並承諾於兩年內設定投融資組合
之減碳目標，依循 SBTi之規範遞交並公開相關計畫，以期獲得國際認可。同步也將於明年之 TCFD報告書中更新相關指標與目標，以利利害關係人檢視相關目標之達成。
彰化銀行將持續秉持永續發展之精神，將氣候相關風險視為銀行主要風險之一，持續精進相關治理與策略，並逐年改進相關風險管理與設立友善環境及符合永續之目標，期許為我國綠
色金融之實踐樹立標竿。

未來展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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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TCFD 核心要素對照表

治理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

1-2 氣候治理架構 - 董事會
1-2 氣候治理架構 - 功能性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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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氣候治理架構 -管理階層 (業務單位 )

策略

描述組織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3-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4-1 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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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4-1氣候機會鑑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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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以情境分析評估策略韌性

風險管理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2-2氣候議題鑑別及評估流程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3-3 營運風險管理
3-4 投融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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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標準風險評估框架

指標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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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氣候指標與目標

揭露類別 1、類別 2和投融資組合（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5-1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5-4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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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氣候指標與目標

面向 一般行業指引 對應章節

策略 描述針對碳相關資產的信用暴險集中度。 5-3 碳資產暴險情形

風險管理
考量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傳統銀行業風險之連結性 (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和
作業風險 )。

3-1 氣候風險鑑別結果
3-2 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標準風險評估框架

指標和目標

提供評估短、中、長期之氣候相關風險 (轉型與實體風險 )對其融資與其他金融中介業務影響
之指標。

5    氣候指標與目標

揭露融資與其他金融中介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
5-1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5-4 投融資組合排放量

面向 銀行業附加指引 對應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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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符合性查核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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