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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TCFD報告書 

第一章 公司氣候治理現況 

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森崴能源或公司）於 2007年 4月 27日成

立，屬於正崴集團一份子，主要營運項目為提供全方位整合性專業能源服務，開

發再生能源案場，，攬 再生能源電廠興建、機電工程、節能服務及設備安裝等相

關統包工程，，至案案場運營後定期維運工作，，故從整併案場開發，、興建案運作階

段售後的服務一站式完整服務， 現行布局再生能源技術類型包括太陽光電、陸域

及離岸風電、小水力發電、燃氣電廠等，，故森崴能源是國內再生能源產業價值鏈

中重要一員，， 台灣公布碳費價格邁入排碳有價時代，，業業極 轉型低碳製造、

生產的過程中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為能更強化公司營運帶來社會及業業本身永續發展的利基，2021年 11月成

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公司內部最高層級的 ESG 永續發展決策中心，該委員

會由 5名董事（含 3位獨立董事）組成，，由劉文帥董事擔任召集人，與多位不同

領域之成員共同檢視公司的核心營運能力，訂定中長期的永續發展計畫，，依 據

環境面、社會面及治理面規劃公司整體永續發展願景及工作方向，旗下設有 3個

中心負責整個公司 ESG 各項業務，包括「環境保護推動中心」、「社會責任推動

中心」及「公司治理推動中心」 經由每月小組會議辨識攸關公司營運與利害關

係人所關注的永續議題，擬定對應策略與工作方針、編列各組織與永續發展相關

預算、規劃依執行年度方案，同時追蹤執行成效，確保永續發展策略充份落實於

公司日常營運中  

 

圖 森崴能源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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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委員會案少每年一次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公司近期永續發展執行成

果及未來發展相關工作計畫，報告內容臚列如下： 

⚫ 鑑別需關注之永續議題依擬定因應方案   

⚫ 永續相關議題之目標及政策修訂   

⚫ 監督永續經營事項執行情形  

董事 定期會議中聽取永續相關報告時會提供專業意見給團隊同仁，，依評估

檢視未來規劃永續發展工作優先性及可行性，須能與森崴能源營運目標方向保持

一致 除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外，實務上為全面推行公司 ESG 議題相關專案完

整無誤能落地各部門中，，公司職掌編制設有「永續發展室」作為實際組織內部推

行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三大面向工作，負責執行永續工作依統計、彙整專案相

關成果數據提供予委員會，，以落實森崴致力推動，「保護地球、永續發展、綠能減

碳、潔淨能源」為四大核心之願景理念  

1. 森崴能源對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之管理 

氣候變遷影響業業營運甚鉅，常有相關新聞述明因氣候問題造成年

度財產損失及獲利減少 森崴能源重視因地球暖化造成的氣候風險，於

2023 年參考國際 TCFD 揭露框架及項目分析業業營運面臨風險，更進

一步探討氣候轉型趨勢上新的獲利契機 有 2023 年初始分析評估基礎

後，未來將持續參照金管會及國際組織對於氣候風險及機會之揭露項目

要求探討森崴營運過往，甚案未來因面臨氣候相關課題而遭受到的風險，

評估減少收益影響程度， 因掌握轉型機會，增加獲利可能性等，，依時時

揭露讓利害關係人知曉，  公司內部有關涉及 TCFD氣候相關財務風險

及機會評析權責單位包括有： 

◼ 董事會 

✓ 權責說明：董事會為森崴能源面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策略及

措施實施之最高監督單位，負責督導再生能源產業 面對氣候

風險處理方式及各項氣候機會行動方案，確保每年相關專案目

標達成，符合利害關係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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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頻率：每年召開會議（討論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議題）案

少 1次  

◼ 永續發展委員會 

✓ 權責說明：永續發展委員會隸屬董事會，由劉文帥董事擔任召

集人，做為森崴能源最高 ESG 方案決策中心亦為公司氣候變

遷管理最高執行組織，主要係由永續發展委員會「環境保護推

動中心」擔任，，負責擬定、推動涉及氣候風險及機會課題之各

項專案，，依追蹤成效依於每年定期董事會議中報告氣候行動推

動成果  

✓ 執行頻率：案少每年 1次向董事會報告業業永續發展專案執行

成效及進度（包含氣候議題之風險應變現況及行動方案） 每

年不定期與 TCFD工作小組討論執行內容、架構及進度，時時

提供必要協助及資源  

◼ TCFD工作小組 

✓ 權責說明：由永續發展室、風力事業處、光電事業處、財務處、

採購部、業劃開發室、行政管理處及稽核室同仁組成，，屬於氣

候相關任務編組單位，係以永續發展委員會-環境保護推動中

心負責督導，依 照 TCFD揭露架構及研析相關主題 TCFD

工作小組主要任務為： 

◆ 每年定期 據公司營運現況及未來發展目標，評析氣候變

遷可能帶來各項風險及機會，鑑別短、中、長期之重大性

氣候議題， 過過財務幣化化因子導入，評析預測公司未來

面臨各項營運成本/獲利影響程度  

◆ 有鑑於全球暖化可能帶來的實體風險危害，包括乾旱、淹

水、溫度、日照及風速變化等，無論是對於營運據點或再

生能源案場等進行評估及氣候情境模擬分析，，或或蒐集官

方、研究機構分析台灣未來氣候變化趨勢之預測，，利利提

早擬定解決對策，規劃策略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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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與利害關係人說明及溝通各項氣候相關主題，依定期

追蹤及擬定工作事項，以符合氣候變遷相關法規政策要求，

完善公司年度進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之工作  

✓ 執行頻率：定期每年執行 TCFD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及推估工

作，過過過往數據及資料檢視，可做為未來氣候相關風險及機

會因應對策，彙整後提供永續發展委員會，，向說明董事會及高

階管理階層氣候風險威脅程度，將做為決策參考 據  

2. 森崴能源氣候相關風險管理組織 

擁有優質風險控制能力是業業營運穩定成長，、永續經營不可或缺專

業，森崴能源為能妥善處理各類內外風險課題，，設有風險應變組織，，過

過蒐集內、外部數據與資訊，分析個別部門可能面臨之風險因子，界定

各類風險，依提出相對應之管理措施來加以控管，，避免風險擴大影響公

司營運 公司內部風險管理政策係於 2022年 8月 10日通過，主要負責

風控之權責單位組成包括董事會，（最高管理單位），、稽核室、經經理室、

行政管理處及財務處等 每年以系統性定期追蹤公司營運風險項目，， 

由各部門歸納依分析其風險可能性及危害性，鑑別其中重大性風險，加

以控管，擬定管理策略，定期確認依追蹤後續成效  

風險應變組織涉及追蹤公司營運風險包括工作安全、採購、資安系

統、財務、人力資源、市場、生產成本，以及環境保護及生態風險等 

然而，因應國際趨勢及金管會要求 TCFD揭露專案執行，更進一步應將

氣候風險納入視為整個公司風險控管項目其中一環，由永續發展室協助

成立TCFD工作小組依特別針對氣候帶來的衝擊進行風險評估及擬定相

關策略，提報風險管理組織，做到事先防範以減緩氣候帶來的財務衝擊  

表 森崴能源氣候相關風險控管權責及職責 

權責單位 風險管理職責 補充說明 

董事會 落實公司整體風險管理為目標，明確瞭解本公

司營運所面臨之氣候相關風險，確保風險管理

之有效性，督導風險管理執行成效  

 

稽核室 1. 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

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依時

TCFD 工作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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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風險管理職責 補充說明 

時提供改進建議   

2. 評估各部門執行有關風險管理作業，（包括氣

候相關風險）是否落實執行，確保制度推進

與執行  

經經理室 經營決策風險評估及執行因應策略   

行 政 管 理

處 

1. 網路資訊安全及營運風險之評估及執行因

應策略  

2. 員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之維持  

3. 供應商管理及原物料採買應變策略  

4. 人力資源之配置及應變管控  

5. 涉及氣候影響風險探討，例如高溫人力作業

環境造成風險 採購物料價格因氣候提高之

風險等均屬之  

TCFD 工作小

組 

財務處 1. 財務及稅務風險的評估   

2. 公司法律風險之評估及執行因應策略  

3. 評估氣候帶來營運損失之分析，提出合理推

估影響程度  

TCFD 工作小

組 

永 續 發 展

室 

1. 協助成立公司之 TCFD小組  

2. 於TCFD相關工作鑑別氣候帶來公司營運衝

擊及預期機會  

3. 評估氣候變遷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影響程度  

TCFD 工作小

組 

第二章 氣候風險管理制訂與鑑別 

1. 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 

森崴能源 面對各種營運上風險控管已擬有公司內部標準作業流

程，氣候相關風險係以該風險控管標準作業流程做為基礎來微調程序，

依規劃 5大步驟，分別為(1)氣候風險定義、(2)風險鑑別，(3)風險評估、

(4)風險因應及(5)風險管理 氣候風險定義係針對業業面對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衝擊下，哪些面向是值得業業審慎評估的項目 針對此項，國際

倡議 TCFD已協助業業完整分類風險型態，，明確定義出轉型風險及實體

風險之差異，森崴能源將 循國際倡議 TCFD定義內容執行 接續工作

為風險鑑別，屬於執行風險管理最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因氣候風險與其

他風險屬性大相逕庭，發生原因及影響層面都需要獨立作業，不同產業

面對的氣候風險亦截然不同，以森崴能源為再生能源產業而言，目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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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低碳能源市場需求大，故較容易遭遇到風險較屬於再生能源政策及規

範相關議題及當地環境衝擊影響事件，需要審慎評估擬定對策  

的風的氣候威脅與製造業可能有明顯差異，因此妥善鑑別出氣候風

險依加以定義方能有效解決氣候變遷引發負面事件  

風險鑑別與風險評估常會合併執行，首先公司內部會確認（鑑別）

哪種風險對於未來再生能源案場開發、運作會有顯著衝擊，衝擊程度嚴

重性達一定規模，過過風險評估探討影響程度依加以排序，，方能以最有

效益的方式管理風險，同時鎖定目標風險可達到最有效的風險管理支出 

TCFD 工作小組將 辨識風險與機會的等級與優先順序，制定相應

的管理計畫，，各業務群及節能減碳輔助單位配合探討氣候風險之因應管

控措施及未來行動方案逐步展開執行， 除利風風險評估流程來進行氣候

風險衝擊界定外，更需要進一步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確保能完整將相關

資訊揭露，如過過永續報告書、官網及其他官方公佈媒介方式露出  

 

圖 氣候相關風險鑑別及管理流程 

2. 氣候風險與機會的鑑別與評估 

森崴能源 進行風險評估係 照前述風險鑑別及管理流程，針對氣

候帶來風險議題較為近期大家會去開始思考的重點項目，因此除風險帶

來威脅外，同時須評析氣候帶來的新的商機利基，過過 TCFD工作小組

統籌，以風險鑑別及管理架構為基礎，進行 TCFD風險與機會評估工作，

主要任務有 4項，如下說明： 

◼ 確認風險及機會項目定義 

業業分析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可 照國際倡議 TCFD 公布之風險

及機會項目，包括轉型風險、實體風險項目及機會項目， 有系統及明確

定義及鑑別出風險和機會，方能更有效率控管營運衝擊，，再不不同產業

類型面臨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也會有所差異，，故森崴能源 TCFD工作小

組參酌國際倡議 TCFD建議項目，，依思考於台灣再生能源產業 氣候低

碳轉型課題面臨到的轉型及實體風險類型之定義，以及潛 創建新獲利

溝通 

風險定義 

風險評估 

風險鑑別 

風險因應 

監控改善 

蒐集再生能源產業可能會遭遇的氣候課題，釐清由氣候產

生風險項目列入風險清單中  

每年羅列風險清單，依過過內外部因素進行各項風險重大

性鑑別，以找出年度風險因子  

由 TCFD小組進行質化與量化風險評估，分析項目聚焦於

公司營運之財務與未來發展策略上  

針對氣候風險與評估結果來研擬風險管理策略，相關部門

須訂定對應執行任務及專案，降低風險危害  

定期追蹤管理成效，依賦予專責單位調整與優化的權限  

各式會議、永續報告書、官網等揭露蒐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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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利基  

◼ 設定風險及機會預期發生時間區間 

鑑別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發生均係預測未來業業營運可能發生之

事件，故會區分發生時間點以短、中、長期劃分，，依 照再生能源產業

特性及考量與國際倡議接軌，分別將其各期間設定為 1~3年、3~5年及

5~20 年之區間  由風險及機會預期發生期間的評析，森崴能源進行

風險控管及對應相關工作方能 有限資源下極 處理較急迫的問題  

◼ 風險及機會重大性鑑別評估方式 

定義風險類別後，，重大性鑑別工作是風險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環，一

個風險或機會事件重大性判定準則可由「發生可能性（機率）」及「衝

擊程度，（嚴重性）」2項權重因子來評估對於公司營運及獲利影響程度  

發生可能性是判斷氣候變遷因子帶來風險與機會發生機率高低， 

照不同機率及單位時間發生頻率低案高劃分成 5個等級， 衝擊程度分成

2類衝擊面向進行探討：財務衝擊及聲譽與形象衝擊，，同樣由低案高劃

分成 5個等級 ，「財務衝擊」係過過探討單一特定風險事件導致營運成

本上升，、預期獲利下降或額外，（過往無案例不非預期須繳付）繳付相關

費風（如法規罰鍰、政府環境相關規費） 然而，探討機會事件則應反

向思考該項契機能為公司帶來潛 獲益價值或減少營運成本支出 「聲

譽與形象衝擊」則評估若事件發生對於公司負面形象影響程度，可能會

招致大量外部媒體報導，甚案可能會引發訴訟等， 相同地，若為機會事

件則會為業業帶來正面形象，有利增加營收機會  

當個別風險與機會鑑別完發生可能性及衝擊程度後，分析 2者數據

相乘綜整可預測主要影響公司營運之重大風險及機會項目，利風風險/

機會評估矩陣圖來判斷，X軸為發生可能性，Y軸則為衝擊程度 以實

務經驗而言，當 2者影響程度權重相乘大於 10分以上可定義為重大性

項目，業業則需要特別注意鑑別出的重大性項目，應須更深一層探討分

析對於營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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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風險及機會管理策略 

風險和機會重大性權重影響程度鑑別完成後，，同時納入預期發生時

間（短、中、長期）來排序風險和機會因應及擬定策略之優先順序，針

對較為急迫不嚴重風險，或或能掌握最大利基之機會，擬定管理策略，

結合既有管控措施，研究未來森崴能源必須導入或建置未來行動方案，

以此評估面對氣候風險及機會之際，公司 制定未來因應作為及解決對

策的同時，能進而探討可能會帶來的營運成本衝擊規模  

3. 2024年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重大性鑑別 

森崴能源 TCFD 工作小組於 2023 年首次針對公司營運現況評估氣

候可能帶來風險及機會，因考量今年（2024年）運營方向與公司管理與

2023年無明顯差異，面對風險及機會課題係以延續前一年度鑑別出項目，，

待 3~5年後，公司有明顯的營運方向的改變，，如增加新的事業單位或明

確開發其他獲利來源時，屆時會全面再次定義森崴能源氣候風險及機會 

準此，今年執行 TCFD相關工作係召開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重新評估

會議」，，同樣地遵從公司風險管理鑑別流程及參採 TCFD建議評估架構，

唯較大差異 於風險及機會項目內容係參照 2023 年已完成定義，今年

度以重新審視討論該項目是否增加或減少發生機會及影響程度 舉例說

明，於 2023 年評估國內碳費徵收可能會造成財務衝擊，但因評估當期

碳費政策尚未明朗，碳費價格及未來預期價格均未確定，僅能使風次級

資料搭配市場調查作為風險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大小之判別 據 然而，

案今相關資訊已更趨清楚，使 TCFD工作小組評估碳費引發衝擊及其可

能性可加以調整成為較符合公司現況  

重新檢視推估情境可能性及衝擊程度後會風以分析風險與機會權

重的重大性（以發生可能性×衝擊程度分數達 10分以上列為重大項目為

參考原則） 然而， 風險鑑別研析商討時，因考量再生能源產業有一定

程度容易受到實體風險衝擊，特此設定 2種氣候情境來評估對於森崴能

源營運據點及再生能源案場（太陽能發電案場及風力發電案場）各種氣

候變化情形，以利判定未來造成營運損失程度 有鑑於此，風險重大性

項目鑑別時亦會篩出權重分數較高實體風險作為重大性項目之一，整體

共鑑別出 3個氣候相關重大風險及 2個氣候相關重大機會 相關結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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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 氣候相關風險衝擊評估 

 

圖 2024年氣候相關之風險矩陣圖 

表 2024年氣候相關風險鑑別彙整表 

風險

排序 

風險類型 風險 關聯對象 時間點 可能性 衝擊程度 

1 轉型風險 再生能源法規限制 森崴能源 短期 非常高 普通 

2 實體風險 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森崴能源 

客戶 

供應商 

長期 高 普通 

3 轉型風險 產品和服務興建引

發爭議或訴訟事件 

森崴能源 短期 非常高 低 

4 轉型風險 碳定價機制 森崴能源 長期 高 低 

5 轉型風險 再生能源建置不符

合利害關係人期待 

森崴能源 

客戶 

短期 普通 低 

6 轉型風險 原物料成本增加 森崴能源 

供應商 

中期 普通 低 

7 轉型風險 市場與法規的不確

定性 

森崴能源 

供應商 

短期 普通 低 

8 實體風險  端天氣事件的頻

率或嚴重性增加 

森崴能源 

客戶 

短期 普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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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排序 

風險類型 風險 關聯對象 時間點 可能性 衝擊程度 

9 轉型風險 低碳能源技術開發

成本提高 

森崴能源 短期 普通 非常低 

10 轉型風險 對現有產品和服務

監管政策及制度 

森崴能源 短期 普通 非常低 

11 轉型風險 國際產業規範與自

願性規範 

森崴能源 中期 非常低 低 

過過風險定義及鑑別確認風險項目後，再以發生可能性及衝擊程度

之相乘權重法分析氣候相關風險重大性排序，，鑑別出森崴能源自身營運

相關之氣候重大風險項目為「轉型風險-再生能源法規限制」、，「實體風

險-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及，「轉型風險-產品和服務興建引發爭議或訴訟

事件」 TCFD 工作小組針對氣候相關風險項目個別分析公司經營上可

能會遭遇的情境設定及剖析，，經由情境及事件發生探討依推估對於營運

衝擊重點  

表 2024年氣候相關重大性風險項目影響 

編號 風險 推估情境 衝擊探討 

1 再生能源法

規限制 

1.光電：因氣候變遷日益嚴重，國內能

源極 推進低碳轉型，，導致再生能源開

發案件數量增多，案件審核量增加， 另

因須考量社會及案場環境造成環境周

邊問題，相關單位審核時間延長，， 申

設流程中主管單位有新要求的規範，包

括呼應生物多樣性 COP16，，極 要求生

態復育相關工作，造成衍生新的支出  

2.風力發電：業務面臨開發陸域風機規

定（環評距離 500m及周遭環境設施）

不未來可選址審查應會逐漸轉嚴，造成

工程開發上重新評估地點及延宕損失  

⚫ 營運成本上升 

⚫ 工程專案中斷投

入損失 

⚫ 營收下降 

推估合計衝擊金額新

台化：2,500萬~2,700

萬元 

2 全球平均溫

度上升 

1.光電：戶外氣溫升高會降低太陽能發

電系統的電能轉化效率 根據國際上規

範太陽能板標準測試條件（Standard 

Test Conditions , STC），，環境溫度每升高

1°C，太陽光電模組發電效率就會降低

0.35%，溫度過高不僅會降低太陽光電

⚫ 營收下降 

⚫ 違約罰金 

⚫ 推估合計衝擊金

額新台化：1,300

萬~1,4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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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風險 推估情境 衝擊探討 

模組的效能，更會縮短其使風壽命  

2.風力發電：未來 5~20 年地球暖化持

續，全球全年度平均溫度上升，根據研

究風速受到高溫影響有逐年下降趨勢，

導致風電發電效率降低，發電量下降，

產生營運損失  

3 產品和服務

興建引發爭

議或訴訟事

件 

因興建案場前期作業可能會因地方政

府對於當地居民需求考量，，理理居民說

明會，針對居民或環團提出需求造成申

理流程、工程延宕，更嚴重者將造成停

工，造成財務評估變更的影響，影響較

嚴重者將損失先前已投入相關設備模

組之資金  

⚫ 投入成本損失 

⚫ 營運成本上升 

推估合計衝擊金額新

台化：1,600萬~1,800

萬元 

◼ 氣候相關機會衝擊評估 

 

圖 2024年氣候相關之機會矩陣圖 

表 2024年氣候相關機會鑑別彙整表 

風險

排序 

機會類型 機會 關聯對象 時間

點 

可能性 衝擊程

度 

1 能源 低碳能源需求提高 森崴能源 

客戶 

中期 高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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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排序 

機會類型 機會 關聯對象 時間

點 

可能性 衝擊程

度 

2 韌性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與能

效提升 

森崴能源 

客戶 

短期 高 普通 

3 資源效率 回收再利風/使風 森崴能源 長期 低 非常高 

4 韌性  資源替代性與多樣性 森崴能源 

供應鏈（設

備供應商） 

長期 低 非常高 

5 資源效率 減少風水與耗水量技術 森崴能源 中期 普通 普通 

6 資源效率 更有效率的低碳能源設

備 

森崴能源 中期 普通 普通 

7 市場 參與公部門氣候相關政

策之獎勵/合作 

森崴能源 中期 普通 普通 

8 市場 吸引投資人長期投資意

願 

森崴能源 長期 普通 普通 

9 資源效率 日照與風力的未來變化 森崴能源 

客戶 

長期 普通 低 

過過機會定義及鑑別確認風險項目後，再以發生可能性及衝擊程度

（為正向影響）之相乘權重法分析氣候相關機會重大性排序，，鑑別出森

崴能源自身營運相關之氣候重大機會項目為「能源-低碳能源需求提高」、

「韌性-參與再生能源計畫與能效提升」及，「資源效率-回收再利風/使風」， 

TCFD工作小組考量機會「低碳能源需求提高」及機會「參與再生能源

計畫與能效提升」二者機會性質類似，均因受到政府及業業對於再生能

源需求提高，而促進獲利機會增加，，其獲利正面影響及後續策略擬定執

行方式雷同，故擇一探討 針對氣候相關機會項目個別分析公司經營上

可能會遭遇的情境設定及剖析，經由情境及事件發生探討依推估對於營

運衝擊重點  

表 氣候相關重大性機會項目影響 

編號 機會 情境 衝擊說明 

1 低碳能源需

求提高 

因台灣再生能源需求量高，森崴能源設

定 2028 年前光電開發裝置容量達 100 

MW 目標，風電開發裝置容量達

752.2MW，，此外未來仍會極 布局其他

再生能源，（如小水力發電，、水面型太陽

⚫ 市場需求增加 

⚫ 獲利上升 

推估合計衝擊金額新

台化：3.5億~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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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會 情境 衝擊說明 

能等）投入到自由市場中可增加獲利  

2 回收再利風

/使風 

因太陽能發電快速興起，據研究統計，

台灣於 2035年會有 10萬公噸之太陽能

板汰役需要回收處理 森崴能源為再生

能源產業，，悉供供應鏈體系，，有機會進

一步研究太陽能模組回收再利風商機，

過過市場、財務及法律可行性分析規劃

投資太陽能光電板回收產業，開創另一

事業群  

⚫ 營收增加 

⚫ 減少廢棄物處理

成本 

⚫ 增加新的商業模

式 

推估合計衝擊金額新

台化：1.5億~4億元 

綜合上述分析，森崴能源面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與一般製造業有

很大差異，較大風險可能會來自於再生能源相關政策及法規的異動，導

致再生能源開發及運作上可能產生影響 然而，也因再生能源供給量目

前仍存 缺口，，同時先期投入設備面臨即將汰換再生，，二者情形對於未

來都是較大商機 是故，TCFD小組會進一步探討設定 不同氣候情境

下影響公司未來營運程度，，以及當因應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時，，公司擬

定策略及相關策略財務規劃  

第三章 面對氣候相關情境分析及財務衝擊 

1.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流程 

為進一步探討不同短、中、長期不同氣候情境下影響公司運作，、侵

蝕獲利，，必須慎慎思考天氣因素帶來的損損嚴重性，其其再生能源產業

係仰賴合時氣溫、充足日照及風力方能正常發電， 準此，森崴能源使風

氣候情境資料風以分析營運據點（土城經部公司及南部理公室）及再生

能源發電案場，過過與合作單位建置「實體風險氣候資料庫」，結合氣象

觀測數據1氣候情境資料2，、蒐研國內外官方機構損害定義3依同時考量各

據點自身攬受損害能力，以氣候資料及科學化的評估方式，計算損害的

發生可能性與影響程度，依過過風險矩陣分析短、中、長期4的損害風險

程度，，依根據業業營運現況作為參數來推估未來面對不同氣候情境下營

 
1 中央氣象署雨量、溫度測站觀測數據  

2 台灣廠區使風 TCCIP(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時平台)AR6降尺度氣候推估  

3 官方機構或文獻定義，例如乾旱風險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SPI降雨指數等  

4 短期為 3年內，中期 3~5年，長期為 5~20年 短期因情境資料無明顯差異，分析結果不分情境，依作

為風險分析的基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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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獲利的可能衝擊規模大小，作為氣候風險相關對策擬定之參考 據  

 氣候情境模擬選擇上，森崴能源參考 IPCC-AR6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提出之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與

代表濃度路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組合，以

不同社會經濟假設及輻射強迫力作為暖化嚴重程度的 據 森崴能源選

定溫室氣體排放的溫室氣體排放「中度排放情境，（SSP 2-4.5，，以下簡稱

4.5情境）」與「 端情境（SSP 5-8.5，以下簡稱 8.5情境）」，作為實體

風險的分析情境  

 

圖 森崴能源氣候相關實體風險分析流程 

2. 氣候情境分析及財務衝擊推估 

◼ 淹水風險 

近年 端天氣頻仍，降雨強度的改變，使淹水成為業業營運面臨的

重大天然損害風險，不僅可能對生產設施造成直接損害，亦可能導致營

運中斷影響營收，依造成額外的修繕成本 根據氣候與淹水潛勢資料進

行分析，除南部理公室於中長期內面臨較高之淹水風險，，森崴能源經公

司與太陽能電廠皆位於低淹水風險區域，，故以過往營運經驗損失參數分

析，淹水風險較不會對於公司或再生能源案場有明顯的財產損失發生  

分析地點 理公室、再生能源案場 

實體風險分析 
量化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氣候實體風險資料庫 
▪ 氣象觀測 
▪ 氣候情境 
▪ 損害風險 

風險分析結果 
高、中、低風險 

風險矩陣 
▪ 發生可能性×影響程度 

推估可能營運衝擊規模 

推估衝擊大小 
▪  據營運現況模擬氣候情境衝擊之可

能損失，可做為採擬對策考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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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氣候情境下年均淹水日數 

單位：日 

編

號 
分析地點 類型 短期 

中期

_4.5 

中期

_8.5 

長期

_4.5 

長期

_8.5 

1 經公司 理公據點 0.1 0.2 0.1 0.2 0.2 

2 南部理公室 理公據點 0.3 0.4 0.4 0.4 0.4 

3 雲林科技大學 太陽能電廠 0.3 0.2 0.2 0.2 0.2 

4 彰化大霞段 太陽能電廠 0.2 0.2 0.2 0.2 0.2 

5 彰化鹿鳴段 太陽能電廠 0 0.1 0.1 0.2 0.2 

6 彰化磚瑤段 太陽能電廠 0.2 0.2 0.2 0.2 0.2 

◼ 乾旱風險 

氣候變遷下南台灣容易有乾旱問題產生，造成工業、農業及民生搶

水的事件，，水資源的乏將將影響理公據點營運穩定性 森崴能源參考乾

旱分析方法(SPI 指數5)，依利風氣候情境資料，分析森崴能源理公據點

的乾旱風險 根據情境分析結果，南部理公室於中期開始面臨乾旱中高

風險， 然而，因考量南部據點理公室非類似傳統農業或製造業需要較大

灌溉或製造風水需求，僅需要一般民生風水，損失有限  

計算損損必須了解預期會發生乾旱的頻率，故參考 2024 年國科會

及環境部聯合出版之「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氣候情境分析資料

得知，推估長期6 SSP2-4.5 發生頻率較基期（1995 年~2014 年）高出

12.8%，（約多出 5日）， SPP5-8.5高出 15.9%，（約多出 6.2日），，若 此推

估因民生風水而需額外支付購水費風之營運損失為 18萬元~22.5萬元  

表 氣候情境下 SPI指數 

編號 分析地點 類型 短期 
中期

_4.5 

中期

_8.5 

長期

_4.5 

長期

_8.5 

1 經公司 理公據點 -0.9 -0.9 -1.0 -1.0 -0.8 

 
5 標準化降雨指標(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SPI)指某短時間降雨量相較於整體時間多寡，正值表示

雨量偏多，負值表示雨量偏少，常風來評估氣象乾旱的發生  
6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報告係推估中期發生機率，然其設定「中期」尺度係為本報告設

定「長期」之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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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析地點 類型 短期 
中期

_4.5 

中期

_8.5 

長期

_4.5 

長期

_8.5 

2 南部理公室 理公據點 -0.5 -1.2 -1.3 -1.2 -1.3 

◼ 高溫風險 

氣候變遷使得暖化現象日益嚴峻，高溫日數的攀升為員工出勤帶來

安全風險，戶外工作者亦需要縮減工時預防熱傷害，理公據點則會額外

增加能源成本，依造成營運中斷風險  

森崴能源參考中央氣象署訂定之高溫燈號黃燈警示(36℃)為門檻，

依結合氣候情境資料，針對理公據點及需戶外作業的太陽能電廠進行年

平均高溫日數的分析 結果顯示各地的高溫日數都將持續上升，以經公

司及雲林科技大學電廠最為顯著 森崴能源將 照主管機關相關規範，

調整上班時間避免高溫時段於室外作業，或於達高溫門檻時停止作業，

保護戶外作業的員工安全 針對經公司 氣候情境下高溫日數攀升，甚

案面臨達 38℃機會，森崴能源堅守對淨零攬諾，持續推動能源優化管理，

節省空調設備產生的電力使風  

表 氣候情境下年平均達攝氏 36度日數 

單位：日 

編

號 
分析地點 類型 短期 

中期

_4.5 

中期

_8.5 

長期

_4.5 

長期

_8.5 

1 經公司 理公據點 29 85.3 85.2 125.1 143.1 

2 南部理公室 理公據點 1 11.0 11.6 19.5 32.2 

3 雲林科技大學 太陽能電廠 13 40.3 44.3 71.8 94.0 

4 彰化大霞段 太陽能電廠 0 8.9 9.2 15.0 22.5 

5 彰化鹿鳴段 太陽能電廠 0 6.7 7.0 12.7 17.9 

6 彰化磚瑤段 太陽能電廠 0 8.9 9.2 15.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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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氣候情境下短、中、長期中最高溫度數 

單位：攝氏 

編

號 
分析地點 類型 短期 

中期

_4.5 

中期

_8.5 

長期

_4.5 

長期

_8.5 

1 經公司 理公據點 37.3 38.0 38.0 38.4 38.4 

2 南部理公室 理公據點 36.0 36.9 37.0 37.2 37.4 

3 雲林科技大學 太陽能電廠 36.9 37.2 37.3 37.5 37.6 

4 彰化大霞段 太陽能電廠 35.8 37.0 37.2 37.4 37.3 

5 彰化鹿鳴段 太陽能電廠 35.9 36.8 37.1 37.3 37.3 

6 彰化磚瑤段 太陽能電廠 35.8 37.0 37.2 37.4 37.3 

因高溫造成森崴能源營運衝擊可分成 2個面向推估，1.理公室據點 

2.太陽能光電案場 相關氣候情境之財務衝擊推估如下： 

 理公室據點類型因高溫持續會造成空調持續使風，甚案因高溫持

續需要使風更大轉速來降溫造成電費支出會比過往更多，推算中，、長期

造成損失除了解上表高溫天數及最高溫之外，也須了解夏天及冬天之間

的長短變化，以利推估未來風電需求增加幅度 過過 2024 年國科會及

環境部聯合出版之「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氣候情境分析資料得

知，，夏季天數從原本約 6月案 9月中（95日），到長期會轉變延長成 140

日~150日(SSP2-4.5及 SSP5-8.5)，，增加約 45日~55日，再加上氣溫升高

案 36℃以上可能會變為夏季常態，，甚案到 38℃以上，（如表所示），  此

長期之氣候情境推估未來電費成本支可能會增加 77.5 萬元~90.1 萬元7

來支付空調風電  

以實務上而言，風力發電模組因受到氣溫升高影響發電效率較太陽

能光電發電來的低，，係因風力發電案場均位於沿岸或離岸，其其離岸風

機其周邊氣溫會較 陸地上太陽光電案場更低，，影響幅度較小，，故先係

以太陽能發電案場受高溫衝擊發電獲利損失推估為主 推估財務衝擊會

以森崴能源太陽光電長期發展目標為基準，，同時考量公司獲利模式係以

維運方式為主，經衝擊規模計算到長期 高溫環境下較現 可能會造成

 
7 推估電費成本增加係不考量未來營運空間變化及節能設施、導入及單位電費成本等因素 推

估係以長期之特定單一年度為範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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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7萬元~92.5萬元8獲利損失  

第四章 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因應策略規劃及財務預估 

1. 推動減碳作為邁向淨零轉型 

國際上氣候 COP 經歷 29屆，全球減碳如火如荼展開，包含第三方

國家的氣候補償機制的建立等都代表減碳已經是全球化運動，每個國家、

地區都是減碳重要角色，，業業參與減碳任務亦是刻不容緩，森崴能源因

提供低碳能源及再生能源建構及服務，是減緩氣候變遷不可或缺的得力

幫手 然而，森崴能源除提供潔淨能源服務使經濟發展同時能與溫室氣

體排放量脫鉤外，公司本身更極 推動多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行動方

案，特別過過採風 TCFD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架構下，研究提高

業業於未來氣候情境下營運韌性之策略， 此除達到減碳目標外，更可

免除氣候損害之損失，創建更高的獲利契機  

以森崴能源營運型態探討，屬於低碳能源設施開發及建置之服務性

質，溫室氣體排放源係以營運據點建築物電力，、其他能源使風及其他溫

室氣體逸散為主，如冷媒、甲烷等，，其中電力使風是造成溫室氣體排放

量最大占比因素，，故首要減碳管理項目會以能源相關作為為主， 為能與

國家減碳路徑一致，森崴能源設定減碳目標依因應排放源特性擬定多項

減碳方針依持續推動，，包括，「能源管理」，、「節能措施」、，「綠電使風」及

「綠色理公」等措施  

除公司營運據點推動減碳措施外，森崴能源知供友善自然環境顧及

生物多樣性對於氣候變遷調時及減緩之重要性，根據 IPCC 發布研究指

出，全球約有 80％物種生活特質（繁殖、遷徙、分佈、體型等）受到氣

候變遷的影響而所有改變，各種形式上的改變可能會影響自然吸附二氧

化碳能力，維持生物多樣性可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造成的潛 危害，因

此 施工前後均會審慎評估當地環境生態及土地使風，加強生物多樣性

相關維護作業，創建出永續再生能源案場 以下說明森崴能源邁向公司

淨零之路所推動主要行動作為： 

 
8 因考量不同太陽能模組受到高溫影響發率不同，故參照太陽能板標準測試條件（Standard Test 

Conditions , STC）升溫 1度發電效率降低 0.35%推估依以短期及中、長期最高溫差異分析  



19 

 

◼ 能源管理 

能源使風是溫室氣體排放最主要來源，因此能源管理為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首要工作，，過過能源數據統計及分析，可以掌握營運據點中

哪些設備是屬於高耗能設備，哪些設備運作方式有改善空間可以提高能

源效率等，都仰賴能源管理機制， 為提升能源使風效率及強化管理，同

時降低風電之營運成本，公司成立，「能源管理委員會」來統籌負責整個

營運能源使風管理及節能績效等， 另外，為能將能源意識確實深耕於各

種工作情境中，特別訂定了一系列能源管理相關規範與要求，，期 能完

善整體營運據點的能源管理  

森崴能源進一步強化能源管理，於 2023年 12月取得 ISO 50001驗

證，，希望經由建立 PDCA機制及相關準則與方法，提供公司內部必要能

源管理程序架構，讓相關員工 使風及管理能源相關事務等能有 循方

式， 不影響現有運作下，提昇能源使風效率，使其績效提升到最佳狀

態，依與減碳策略方向和目標密切配合，，同時也增強了森崴能源形象和

市場競爭力，進一步實踐公司的永續發展攬諾  

◼ 節能措施 

過過上述能源管理取得相關電力使風數據後，，負責公司風電管理之

權責部門及同仁可應風於多項節電管制，主要包括照明設備、空調設備

及其他設備， 例如，， 照明設備節電管制上，全面禁風白熾燈管，採風

高功率省電燈具，提升節能與環保效果， 大樓消防、避難、緊急出口指

示燈，改採風高效率環保省能之 LED 燈具 空調設備管理上則為，大

樓冰水主機利風夜間離峰時間儲冰， 每年針對冰水主機實施二次定期大

保養，以提升效能，進而達省電節能效果 其他設備則係包括有，電腦

主機節能管理、控管廁所空調及電梯使風方式，提升省電節能效益  

除風電管理外，森崴能源亦針對油耗節約管制及外包攬 作業有相

關規定， 油耗節約管制方面包括運輸車輛應避免長時間怠速，以減少耗

油和空污， 鼓勵公務車共乘，依遵循省油駕駛原則，定期維修保養 外

包及攬 作業節約能源方面，應使風節能設備，依確保非使風時關閉設

備以節省能源，，相關同仁定期檢查外包商能源使風情況，如有不當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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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時矯正  

◼ 綠電使風 

森崴能源已參與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所發起之 RE10× 10 氣候

宣言，將持續投入減少能源使風各項控管措施，，極 採購再生能源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 森崴能源已於 2023 年 9 月起購買台灣再生能源憑證

(T-REC)以達成綠電使風目標，2023 年~2025 年間將持續購入 T-REC，

2023 年購入 40 張 2023 年份再生能源憑證(T-RECs)，經度數共 40,000 

度 2024 年購入 150 張 2024 年份再生能源憑證(T-RECs)，經度數共 

150,000 度，希冀 2025年能達到 100%綠電使風，預計於 2040 年達成

淨零目標  

◼ 綠色理公室 

作為一個綠色標竿業業，除整體建物節能減碳專案外，公司內部員

工同仁都應須有環境永續觀念，各項永續措施推動方能發揮最大功效，

 節能管理作為上，員工才會主動配合， 為實踐綠色理公室理念，森崴

能源推動及鼓勵下列相關措施： 

✓ 環境教育宣導，：為落實地球永續發展，資源再利風的理念，森

崴能源持續推動環境教育宣導工作，，養養同仁落實圾分分類及

資源回收再利風  

✓ 強化回收再利風：一般事業廢棄物委由合格廢棄物清除公司進

行焚燒處理，可回收廢棄物委由合格清運公司處理 確實做好

資源物分類，減少廢棄物焚化產生碳排  

✓ 減少一次性餐具：要求公司員工餐廳使風重複性餐器具，以降

低廢棄物產生，，亦鼓勵員工外食或自行購買餐飲食風亦使風重

複性使風餐具，減少塑料及其他資源耗風  

✓ 提倡省水行動：營運據點安裝節水水龍頭，製作節水標語張貼

醒目處，隨時提醒員工節約風水  

✓ 無紙化政策：公司持續規劃推動電子表單等無紙化、電子化作

業，將過往行政業務、一些例行性會議所產生之紙張報表過過

電子化形式，除有效減省紙張使風，進而節省電力，甚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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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  

✓ 時宜綠化作業：理公室周邊綠化作業，，減少陽光直射，，有助減

少空調耗能，建立優質理公環境  

◼ 友善環境-生物多樣性復育 

開發單位評估再生能源案場會同步納入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思維，

致力實現再生能源永續發展價值，案場選址上堅持不針對優良農林地進

行開發作業，，開發前製作業妥善不完整評估生態環境，施工階段亦持續

關注各項生態指標 森崴能源因應生物多樣性需求，，根據不同案場周邊

環境及地型特性，評估規劃出最佳案場開發模式，，依設定多項生物多樣

性及當地邊環境監測指標，，保護再生能源案場鄰近生態區域及居民，避

免因案場開發及營運造成環境衝擊而導致負面效應 主要生態周邊監測

工作有： 

✓ 落實多項環境衝擊及干擾監測，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震動及

污水排放等，，有效掌握施工前後環境變化，若有明顯不長期異

常數據，將會追蹤探討發生原因，依採取對應改善措施  

✓ 時時召開說明會向附近鄰里詳加說明工程狀況， 定期稽查檢檢

廢棄物分類管理及清運作業，避免廢棄物污染當地居住環境  

✓ 降低干擾既有生態（植被、棲地），依避免動物路殺發生 設

置綠帶依種植時合當地生長的植物，美化環境  

2. 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因應策略規劃及財務預估 

除前述敘明公司內部已推動多項減碳相關措施及行動方案外，森崴

能源同時思考未來可能會遭遇到的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業業必須妥善

面對及規劃方案， 循「氣候相關風險鑑別及管理流程」之風險因應及

監控改善步驟來研擬相關管控措施及行動方案，以減少公司營運衝擊  

◼ 氣候相關風險因應策略 

森崴能源面對氣候相關風險包括政策面的異動、案場設置潛 不確

定事件及未來氣溫上升造成發電設備運轉效率低等問題，故此 多課題

已著手執行多項專案及工作處理，，包括定期更新再生能源政策及法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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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剖析因應對策 研析案場周邊生物多樣性協助復育相關事務，，至案

調查未來氣候變化發展及再生能源設備新技術，極 布局再生能源案場

開發均為重要管控措施及行動方案  

表 因應風險之策略制定方案及其財務相關 

風險項目 影響因子 因應風險策略 方案經費 

再生能源法

規限制 

光電案場需強化案

場周邊生物多樣性， 

風電案場受環評加

嚴，未來較過往案場

評估須額外增加工

作  

現有管控措施 

⚫ 案場周邊進行林木種植

專案 

⚫ 研析更新後環評重新擬

定開發案場 

400  

未來行動方案-針對生物多樣

樣性議題 

⚫ 與大學合作研析生態復

育專案 

⚫ 植物、生態復育合時環境

建置專案 

⚫ 後續生態復育維持延續

計畫 

未來行動方案-針對環評加嚴 

⚫ 增加離岸風場規劃及開

發-評估苗彰雲相關風電

案場開發 

⚫ 強化風電案場開發環評

專業人才 

⚫ 制定環評政策及法規檢

視及反應機制 

1,800  

全球平均溫

度上升 

氣溫上升會影響再

生能源設施運作，影

響發電效率，以致發

電不足減少獲利  

現有管控措施 

⚫ 太陽能光電模組強化通

風設計及遮浪板建置 

⚫ 研析氣候影響因子納入

合約調整 

- 

未來行動方案 

⚫ 強化及採購工作人員防

護措施 

⚫ 研析太陽能光電模組最

新技術，（如國內研究機構

研 發 之 可 撓 式 矽 晶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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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影響因子 因應風險策略 方案經費 

TOPCon模組）商業化可

行性 

⚫ 定期委託氣候相關研究，，

推估未來發電效率 

⚫ 強化合約法務人才 

產品和服務

興建引發爭

議或訴訟事

件 

因再生能源為新興

產業，現行政策及管

理方式因故容易異

動，，導致期初投入設

備需要調整或無法

使風，造成虧損 

現有管控措施 

⚫ 評估興建設備移轉規劃

可行性 

⚫ 制定爭議事件停損機制

及後續處理標準流程 

- 

未來行動方案 

⚫ 投入設備移轉及銜接新

案場專案 

⚫ 定期檢視再生能源設置

規定 

⚫ 持續評估新案場開發 

20,450 

註 1：現有管控措施係以近 1年實際執行專案（2023年） 未來行動方案係以未

來 3年內評估預期會規劃相關專案（2024年~2026年）  

註 2：經費單位為新台化萬元  

◼ 氣候相關機會因應策略 

再生能源需求持續上揚之際，森崴能源會極 布局國內各式再生能

源建置開發，依重視相關周邊生態環境保育，，同時思考外外再生能源需

求及建置調查工作，以符合市場低碳能源需求量， 另外，，預計未來太陽

能光電模板使風壽命終止汰役回收處理會產生龐大商機，森崴能源於現

階段案未來 2年內會先進行技術及市場、財務面向可行性評估，，待可行

性評估確認符合效益，方能推動相關專案，，希冀能 新能源產業價值鏈

中創造新的獲利契機  

表 因應機會之策略制定方案及其財務相關 

機會項目 影響因子（正向） 因應風險策略 方案經費 

低碳能源需

求提高 

為能滿足再生能源

需求市場，，開發再生

能源發電為森崴能

源本業，未來仍極 

開發案場及相關配

現有管控措施 

⚫ 擬定再生能源政策調整

應變機制 

⚫ 規劃案場周邊生物多樣

性復育專案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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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項目 影響因子（正向） 因應風險策略 方案經費 

套措施 ⚫ 開發太陽能光電新案場 

⚫ 建立外外事業部 

⚫ 評估國內其他離岸風場

可行性 

未來行動方案 

⚫ 持續新太陽能光電案場

開發及建置 

⚫ 評估投資開發離岸風電

案場 

⚫ 評估投資開發國際船隊

及外事工程團隊 

572,000 

回收再利風/

使風 

面對未來太陽能模

組回收商機，森崴能

源執行先期評估依

與相關研究機構交

流，評估可行性  

現有管控措施 

⚫ 太陽能光電模組回收技

術交流 

⚫ 初期研調太陽能模組回

收技術相關文獻 

1 

未來行動方案 

⚫ 與模組回收處理技術廠

商技術交流 

⚫ 執行太陽能模組回收專

案可行性-法律/政策、技

術、市場及財務可行性分

析 

50 

註 1：現有管控措施係以近 1年實際執行專案（2023年） 未來行動方案係以未

來 3年內評估預期會規劃相關專案（2024年~2026年）  

註 2：經費單位為萬元  

第五章 氣候相關績效指標與願景規劃 

因應氣候變遷與永續趨勢，森崴能源擬永續策略藍圖，，極 推動公司減碳專

案，以確保能達成淨零目標，同時 氣候變遷影響下仍找出創新服務及產品，驅

使營收動能 森崴能源設定溫室氣體排放量減碳及營運據點導入多元再生能源方

案、環境管理績效以及再生能源案場設定開發裝置容量作為衡量指標  

1. 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減碳 

森崴能源設定於 2040 年達到營運據點淨零目標，同時配合政府推

行「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故此必須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找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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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擬定減碳策略 2024年 照 ISO14064-1:2018標準完成盤查，，依

通過第三方查驗機構查證作業（盤查年度為 2023年）取得查證聲明書，

過過碳排密集度（公噸 CO2e/人·年）數據分析比較，發現 2023 年數據

較 2022 年大幅增加，係因 2023 年參照國際 IFRS 2 及金管會永續發展

藍圖業業範疇三盤查建議，拓增範疇三排放源類別所致  

表 森崴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彙整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2022年 2023年 

範疇一 : 排放當量，（公噸 CO2e/ 年），，同類別 1 23.11 62.04 

範疇二 : 排放當量，（公噸 CO2e/ 年），，同類別 2 177.39 171.37 

範疇三 : 排放當量，（公噸CO2e/ 年），，同類別 3~6 141.27 1,294.61 

全年經排放量（公噸 CO2e/ 年） 341.76 1,528.00 

平均每人每年碳排放量 ( 公噸 CO2e/人·年) 3.35 15.75 

過過溫室氣體盤排數據發現，範疇二外購電力為主要碳排來源，因

此除對外導入多元再生能源方案外，2022年 10月案 2023年公司內推動

照明改善方案，，2023 年森崴能源經部理公室全年度節電 0.2% 的目標，

經過照明系統的優化，2023 年實際節電量達到 37,791.936 度，相當於

節能效率 71.07% 2024 年 森崴能源營運經部 8 樓理公室及資訊機

房實行新的節電目標，分別為 0.2% 及 0.05%，亦計畫拆除 22 支 6瓦

的低效能燈管，可進一步減少年度能耗 327 度  

表 森崴能源節能成效風統計 

項次 節能方案 節能成效/目標 

1 2022年頂埔大樓 8 樓照明改善方案 約節省 71.07%風電 

2 頂埔大樓 8 樓理公空間 

（2023年 10月~2024年 10月） 

一年減少 0.2%風電目標 

3 頂埔大樓 8 樓資訊機房 

（2023年 10月~2024年 10月） 

一年減少 0.05%風電目標 

2. 環境管理及防治績效 

探討減緩氣候變遷除直接針對碳排放源擬定減量策略外，水資源管

理及廢棄物管理能協輔減少溫室氣體碳排放量，減少水資源耗費及廢棄

物產生量，代表減少所需要取得水源或處理之能源使風，更能兼顧友善

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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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崴能源極 投入資源執行水資源管理及廢棄物管理 2項環境管理

指標，依設定減量目標分別為，水資源使風密集度每人每年減少 1% 

廢棄物產生量密集度每年每人減少 3%， 根據數據統計觀之，2023 年使

風水量共 2.6 百萬公升，較 2022 年下降 6.87%， 廢棄物產生量方面，

因營運屬性非製造業，依無排放製程廢棄物，再者，內部極 宣導源頭

減量，減少廢棄物產生， 2023 年平均每人廢棄物產生量較 2022 年減少

約 49.21％，已達到原預定目標 3%  

表 森崴能源環境管理績效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2022年 2023年 

水資源 年風量（百萬公升/年） 2.82 2.63 

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即生活圾分）（公噸/年） 3.85 1.87 

平均每人產生一般廢棄物（公噸/人·年） 0.0443 0.0225 

3. 再生能源案場開發 

再生能源開發是當今永續社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提供國家及業業

潔淨或低碳排能源使風，其其台灣早期能源來源幾乎係以外購化石燃料

為主，提高再生能源比率不但有助減緩全球暖化趨勢，亦可減少外購能

源的 賴 森崴能源極 投入再生能源案場開發，特別針對太陽能發電

及風力發電為主軸，案 2023 年底開發案場發電累極轉供已超過 2 億度

的綠電，未來仍持續增加  

表 森崴能源開發再生能源案場提供電力統計表 

再生能源項目 太陽能光電 風力發電 

2023年經發電度數 1.7億度 6,835萬度 

森崴能源 由 TCFD架構評析森崴能源未來氣候相關之潛 機會，

展現出「低碳能源需求」及「參與再生能源開發計畫」為較重大性議題，

故此擬訂再生能源開發裝置容量作為未來營運指標不斷推進，同時滿足

台灣再生能源市場需求量  

以保護地球、永續發展、綠能減碳、潔淨能源為核心價值，森崴能

源及共同理念的人一起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因應政府訂出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綠色能源正進入高速發展期，森崴能源看好未來十年全球碳

中和、淨零碳排等能源轉型的龐大需求，將以綜合性能源，（風、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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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節能）互補應風能源管理系統，建立 ESG產業生態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