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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香港分行 

2022年度 

氣候風險財務揭露 

➢ 前言 

本行已於 2021年 11月主動完成 TCFD 簽署，成為 TCFD Supporter。本報告內容依循

TCFD發布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架構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手冊「Climate Risk Management」及臺灣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本國銀行氣候風險財務揭露指引」，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評估，並依治

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四大面向說明氣候風險評估結果。 

 

➢ 氣候治理 

 

治理 風險管理 

◼ 總行 

(一)董事會 

董事會是全行風險管理的最高決策機

構，對全行氣候風險管理承擔最終的

風險管理責任。董事會負責核准全行

氣候風險管理相關政策及要點。 

(二)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要負責執行全行風險管理與監控，   

    健全風險管理制度，強化風險管理效 

    能。 

(三)風險管理部 

    風險管理部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之幕僚 

    單位，定期將風管會會議重要決議事  

    項及各項風險曝險呈報董事(常務董

事)會。 

◼ 本分行 

(一)風險管理委員會 

由風控長擔任召集人，監督並檢視氣

候風險治理執行情形及其成效，並將

執行結果陳報總行風險管理部門。 

(二)風險管理部門 

對信用風險、作業風險、市場風險、

交易簿的投資組合或金融資產、銀行

自有資產進行壓力測試/情景分析，

以預測氣候風險下信用風險承受的損

失，並於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出報告後

陳報總行風險管理部。 

 

◼ 由本分行風險管理部門參照國內外氣

候情境與 TCFD 揭露架構，蒐集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會議題，並向本分行各

相關部門調查， 經鑑別與排序後，

由「發生可能性」與「影響程度」分

別繪製風險與機會矩陣， 以辨識各

氣候風險及機會事件之嚴重程度，並

擬定因應策略。 

◼ 蒐集可能發生之氣候變遷轉型及實體

風險相關資訊，進行情景分析和壓力

測試，以衡量氣候相關風險對傳統風

險的影響，並建立監測和報告機制。 

◼ 依氣候風險與機會鑑別，以及轉型與

實體相間氣候風險分析結果，將相關

議題交由各業務單位進行管理，並規

劃與執行業務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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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指標與目標 

◼ 善盡銀行業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

力，以減緩氣候變遷對環境之衝擊，

實踐環境永續發展。 

◼ 依據 TCFD 揭露架構，定期進行氣候

變遷風險與機會之鑑別，並評估對營

運及財務潛在之衝擊，進而發展公司

營運、業務發展及財務規劃上之相應

目標及措施。 

◼ 針對鑑別出來的氣候變遷風險與機

會，積極研擬短、中、長期因應措

施，並在考量不同氣候情境下，增強

面臨氣候相同風險時之適應能力。 

 

 

 

 

◼ 指標 

⬧ 持續導入國際永續金融相關準則，針

對本分行資源效率、能源使用持續監

控並定期委請第三方單位進行盤查。 

⬧ 持續監控綠色金融服務發展情形， 

如綠色授信等，並監控高碳排產業限

額管控成效。 

◼ 目標 

⬧ 逐年提高綠色授信占比。 

⬧ 發展數位化金融服務，減少紙張及能

源使用。 

⬧ 逐年降低高碳排產業集中度限額比

率。 

⬧ 逐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 逐年提升節約用電及用水成效。 

⬧ 逐年減少廢棄物產生，並提升資源回

收成效。 

⬧ 逐年增加綠色採購。 

 

➢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鑑別 

本年度與外部顧問共同收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議題，經向各相關部門進行調查後，鑑別

並排序出重要的氣候風險與機會事件，並評估對營運之影響及業務發展機會。 

一、氣候變遷風險鑑別結果 

風險項目 風險事件 時間 

範圍 

風險 

等級 

對營運之影響 

轉型 

風險 

信用 

風險 

提高授信標準 

 

 

短期 

 

 

中 

◼ 赤道原則導入，高碳排資產的投

資風險增加。 

◼ 導入赤道原則、責任投資及責任

銀行等永續金融準則，將提高授

信門檻，可能導致業務流失。 

排碳管制 

 

 

短期 

 

 

中 

◼ 部分客戶成為環保機關排碳管制

名單，衝擊營收。 

◼ 碳排管制政策與法規加嚴，對本

行授信戶產生額外的營運成本，

信用風險增加。 

國內外法規加

嚴  

 

中期 

 

高 

◼ 國際對高碳排產業節能減碳的要

求日趨高漲，客戶投資與營運成

本增加，致使企業信用風險提

高，隨之本分行信用風險增加。 

◼ 本分行可能未遵守相關規範，面

臨裁罰。 

市場 

風險 

投資機構降低

本行投資部位 

 

短期 

 

中 

◼ 若本分行於高碳排產業投、融資

相關資產信用暴險比重過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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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國際投資機構降低投資意

願，亦會造成投資人對資產安全

產生疑慮，而大量撤資。 

營運 

風險 
平均溫度升高 

 

短期 

 

低 

◼ 全球平均溫度持續攀升，同時電

力結構正經歷轉型，預估未來電

價將逐步升高，致使公司營運成

本增加。 

實體 

風險 

信用 

風險 

不動產擔保品

淹水 

 

短期 

 

高 

◼ 淹水以致擔保品所在區域房價下

跌，抵押品貶值且流動性降低，

授信戶資產損失以致還款困難。 

營運 

風險 
營運據點淹水 

 

中期 

 

中 

◼ 洪災導致本行營運據點區域房價

下跌，行舍、資訊設備、運輸設

備損害，致營運中斷。 

註: 

(1) 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各國政府施行的減碳、碳定價等政策，因而衍生對經濟或產

業轉型，對金融業產生之風險。 

(2) 實體風險(physical risk)﹕即氣候衝擊造成的自然災害，如森林野火、暴雨、颶風、乾旱

等，損害民眾的生命及財產，增加金融業經營的成本與風險。 

(3) 時間範圍﹕短期:預估 1年內發生、中期:預估 1-7 年發生、長期:預估 7 年後發生。 

 

二、氣候變遷機會鑑別結果 

機會項目 機會事件 時間範圍 潛在業務發展機會 

 

產品和服務 

推動綠色貸款 短期 ◼ 提供綠能科技相關產業所需資

金，連結行員 KPI積極推動綠

色貸款 

◼ 支持客戶意願減碳轉型貸款 

 

 

 

資源效率 

使用綠色設備 短期 ◼ 選用節能設備減少碳排放 

數位金融 中期 ◼ 推動各類網路服務與交易數位

化 

◼ 持續推動會議無紙化、教學無

紙化，有效降低香港分行行政

成本 

回收利用 短期 ◼ 回收業務中的廢物，增加資源

利用及降低營運成本 

 

 

市場 

永續評比正面報導 短期 ◼ 主動揭露碳管理資訊與編製永

續報告書，積極響應主管機關

公司治理管理，提高形象促使

投資人認同 

參與市場永續金融業

務 

短期 ◼ 通過永續/綠色金融策略可提升

營業收入 

 

韌性 

參與可再生能源計劃

和採用能效措施 

短期 ◼ 通過改善能源效率，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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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鑑別排序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 

                           風險                   機會 

 

  

 

 

 

 

 

 

                         

                          

                          氣候變遷風險排序  

 

 

 

 

排序 編號 風險議題 影響 時間

範圍 

風險 

等級 

1 R7 不動產擔保品淹

水 

淹水以致擔保品所在區域房價下跌，抵押品貶值且流動性

降低 

短期 高 

2 R3 國內外法規加嚴 國際對高碳排產業節能減碳的要求日趨高漲，客戶投資與

營運成本增加，致使企業信用風險提高。 

中期 高 

3 R2 投資機構降低對

本行投資部位 

若本行於高碳排產業投、融資相關資產信用暴險比重過

高，將導致國際投資機構降低投資本分行意願。 

短期 中 

4 R5 淹水以致分行營

運據點財產損失 

洪災可能導致本行營運據點區域房價下跌，行舍、資訊設

備、運翰設備損害，甚至營運中斷。 

中期 中 

5 R1 提高授信標準 導入赤道原則、責任投資及責任銀行等永續金融準則，將

提高授信門檻，可能導致業務流失。 

短期 中 

6 R4 排碳管制 碳排管制政策與法規加嚴，對本行授信戶產生額外的營運

成本，本行信用風險增加。 

短期 中 

7 R6 平均溫度升高 全球平均溫度持續攀升，同時電力結構正經歷轉型，預估

未來電價將逐步升高，致使公司營運成本增加。 

短期 低 

  

 

  

 

 

 

發

生

可

能

性 

影響程度 

 

 

 

 

 

 
分 

行 

適 

用 

性 

影響程度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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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機會排序 

排序 編號 機會議題 影響 時間範圍 
1 Q4 數位金融 推動各類網路服務與交易數位化，並持續會議無紙化、教

學無紙化，有效降低本分行行政成本。 

中期 

2 Q1 推動綠色貸款商品 推出多項綠色貸款產品，為綠能科技相關產業提供所需資

金，並積極參與市場永續金融業務。 

短期 

3 Q3 永續評比正面報導 積極響應主管機關公司治理管理，提高形象促使投資人認

同。 

短期 

4 Q5 採用再生能源計畫

和節能措施 

通過改善能源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短期 

5 Q2 使用綠建材和太陽

能設備 

進行綠色採購，優先採用具節能標章、環保標章及綠建材

等財產用品。 

短期 

 

 

➢ 本分行碳排放資訊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發布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將溫室氣體

排放分類為範疇一:企業自有或可控制之直接排放、範疇二:企業自有或可控制之間

接排放、範疇三:非屬自有或可控制之排放源所產生之排放。以下將揭露本分行範

疇一、二、三之碳排放量。 

 

一、範疇一及範疇二之碳排放 

◆ 評估方法及結果 

1. 本分行無屬於範疇一之碳排放。 

2. 範疇二通過計算本分行 2022全年度電力使用總度數，乘以 2021年平均每一度電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當量排放量(為 0.71千克 CO2e，港燈電力公布數據) 

月份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電度使用 7,414 7,350 6,913 6,222 7,175 7,261 

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電度使用 7,136 7,293 7,478 7,841 7,585 6,938 

  

   2022年度通過電力使用總碳排量為 61,490.26千克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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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66.95 , 43%

14,158.67 , 5%

131,167.25 , 46%

11,687.34 , 4% 4,692.88 , 2%

碳排放量(tCO2)

282573.09tonCO2e

Power Generati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griculture Capital Goods Chemicals

 

二、範疇三之融資組合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 

本年度針對本分行所有屬高碳排放產業之客戶進行初步評估，評估方法及結果說明如下： 

◆ 評估方法 

通過外部顧問計算之高碳排產業平均碳強度(tCO2/million USD revenue)，乘以企業 2021

年度營收，並乘上本分行放貸予放款客戶的借款餘額佔放款客戶所有銀行借款之比例加上

本行購入高碳排產業之債券金額佔客戶所有債券餘額(本行無此類債券)之比例，相當於採

用依金額比例之計算方式，認列應分攤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應分攤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 高碳排產業平均碳強度 × 客戶 2021年度營收(百萬元) × 

(
本分行放貸予高碳排產業客戶之借款餘額

本分行高碳排產業客戶銀行借款餘額
+

本分行購入高碳排產業之債券金額

本分行高碳排產業客戶所有債券餘額
) 

 

◆ 評估結果 

◼以企業放款客戶為範疇三評估項目，分行所有屬高碳排放產業之放款客戶，作為本次範

疇三融資組合溫室氣體排放量揭露內容 。 

◼ 2022年底放款予 12家高碳排放產業客戶之放款餘額港幣 1,452,446千元，占總授信及

債券餘額(港幣 4,772,849 千元)30.4%，屬本行信用所產生之範疇三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

28.26萬 ton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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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0%

高碳排
非高碳排

➢ 高碳排產業暴險分析 

參考香港金融管理局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試驗計劃 10、英國審慎監理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的「Guidance for participants of the 2021 Biennial 

Exploratory Scenario: Financial risks from climate change」11、中國政府的「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行业及代码」12的高碳排放行業分類和同業銀行的做法，以此鑑別出

目前本行的高碳排產業，並鑑別出 2022年屬高碳排產業放款餘額為港幣 1,452,446千

元，占總授信及債券餘額 30.4%，屬本行碳相關信用風險。 

     高碳排產業 

分行行業 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行業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Capital Goods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紙漿製造業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 

電力供應業 Power Generation 

其他畜牧業 Agriculture 

海洋貨運承攬業 Water transportation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Chemicals 

 

 

 

 

  

 

 

 

 

 

 

 

 

 

其他塑膠製

品製造業, 

13,212 

動植物油脂

製造業, 

429,108 

紙漿製造業, 

204,685

未分類其他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7,172

動力手工具

製造業, 

189,217

金屬切削工

具機製造

業, 23,752

電力供應業, 

258,963 

其他畜牧業, 

246,926 

海洋貨運承

攬業, 

32,532 

未分類其他化學

製品製造業, 

3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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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風險情境壓力測試 

I.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佈的 SPM「GS-1:Climate Risk Management」參考金融穩定委員會

（FSB）、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路（NGFS）

的相關工作，並考慮了管理氣候風險的行業慣例，將氣候風險大致分為轉型風險和實

體風險： 

⬧ 轉型風險係指在世界經濟往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企業面臨因政策變動，技

術革新及市場情緒等帶來的金融風險。 

⬧ 實體風險係指對企業資產和運營管理帶來直接影響的風險，主要分為急性的極

端氣候災害及慢性氣候變化。急性風險多指由颱風、洪水等極端自然災害導致

企業營運中斷或資產損壞，風險程度取決於災害性質本身及其嚴重性。慢性風

險則指全球氣候模式在長期變化中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如全球暖化、海平面上

升和海洋酸化等。 

爰本分行 2022年度與外部顧問合作，分別進行轉型及實體風險情境分析，量化氣候

變遷對本分行的財務衝擊，以評估本分行潛在的氣候變遷風險。 

 

 

II. 氣候風險情境 

⬧ 為遵從 SPM「GS-1:Climate Risk Management」的指引，本分行須以轉型至與 2°C或

更低的情景一致的低碳經濟體作為最低要求。本分行爰採用 NGFS六大情景當中之

「Delayed Transition」及「 Below 2 °C」進行氣候風險壓力測試。 

⬧ 情境一(Delayed Transition) 

Delayed Transition 延遲過渡是假設全球年排放量在 2030年之前不會減

少(即在 2030年前維持現有政策)，直到 2030年才會強制規範氣候風險政

策，並以達到巴黎協定將全球變暖限制在 2°C以下為目標，將導致 2030年

後政策轉變較大，導致更高的轉型和實體風險。 

⬧ 情境二(below 2 °C) 

below 2 °C情境下會逐漸增加氣候政策的嚴格性，逐步將全球變暖限制在 2

°C以下。該情景假設氣候政策從 2020 年開始設置規範，並逐漸變得更加

嚴格，但較「Net Zero 2050」情境寬鬆。全球二氧化碳消除 (CDR, Carbon 

Dioxide Removal)的部屬相對較低。預計逐年減少並於 2070年後實現二氧

化碳淨零排放。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都相對較為緩和。 

註: CDR是指降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一系列活動。透過去除二氧化碳分子並將碳儲存於

植物、樹木、土壤、地質儲層、海洋儲層或含有二氧化碳的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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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外
部採樣

行業分類
NGFS

情景模型

財務報表模
型

評分卡模型
行業評級下

調
債務人壓力
違約概率

數據輸入

•外部數據:財務報表和碳排放

•NGFS情境數據

安永轉型風
險方法引擎

•關鍵財務指標輸出

•加壓後財務報表

通用計分卡
•氣候情景下的壓力評級

總評級
•行業層面的評級平均變化

情境分析

結果

•加壓後預期信用損失 ECL

 

III. 轉型風險評估 

⬧ 轉型風險傳導路徑 

 

 

 

 

 

 

 

⬧ 分析範圍 

2022年度本分行往來高碳排產業戶，共計 12戶。 

⬧ 數據來源 

除採用 NGFS情境數據外，亦通過下列數據來建立壓力測試模型: 

 描述 數據日期 來源 用途 

1 樣本債務人的財

務報表 

2019-2021 外部數據供應商 情景模型(用以估算碳強度)和行業等

級差距 

2 美國消費者物價

指數 

2019-20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情景模型(單位成本增長率-碳價格調

整) 

3 各國對美元的匯

率 

2019-2021 外部數據供應商 財務報表模型(基礎貨幣換算) 

 

⬧ 評估方法 

 

 

 

 

 

 

 

 

定性分析 

轉型風險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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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壓測試結果 

情境一(Delayed Transition): 

 

 

 

 

 

 

 

 

情境二(Below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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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在 2035年情境一的 ECL平均增加 929.8%，其中其他畜牧業 ECL增加 1329%、動力手

工具製造業 ECL增加 1094%受到的衝擊最為顯著，ECL平均增加金額為港幣 4,513千

元，其中於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ECL增加港幣 10,396千元、其他畜牧業 ECL增加

10,028千元所受影響較高。 

在 2035年情境二的 ECL平均增加 175.4%，其中未分類其他化學製造業 ECL 增加

281%、電力供應業 ECL增加 256%受到的衝擊最為顯著，ECL平均增加金額為港幣 869

千元，其中於電力供應業 ECL增加港幣 2,371千元、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ECL 增加港幣

1,534千元影響較高。 

 

⬧ 風險因應對策 

✓ 為確保開展業務時能適當分散風險，並控制在本分行設定的氣候風險胃納範圍內，本

分行於《授信政策及作業程序手冊》對債券及信貸組合設置氣候風險限額並進行相應

限額管理。 

✓ 本分行實施適當的監管機制，以主動監測氣候風險及其暴險，並制定控制和緩釋措

施，以確保與本分行的風險胃納保持一致。同時，鑑於氣候相關風險的演變性質，本

分行將監測氣候風險的發展趨勢，以確保風險控制與氣候變化的最新發展保持同步，

例如氣體排放路徑和環境政策。為此，本分行擬設定定性和定量的工具與指標，為氣

候監測提供預警和觸發指標。 

 

IV. 實體風險評估 

⬧ 實體風險情境 

RCP8.5情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採用了 

RCP。RCP 8.5 是未執行氣候政策的情境預測，隨時間增加，輻射強迫力增加到

8.5Wm-2，為高濃度的代表性情境，通常被視為最嚴重的實體風險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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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風險傳導路徑 

 

⬧ 分析範圍 

本分行於 2022 年度無自有資產及投資資產，故本次實體風險壓力測試範僅包含

屬客戶抵押品價值在各類災害下的損失比率(VaR)，對本分行產生之信用風險變

化(ECL)，目前僅有 1戶符合分析範疇。 

⬧ 數據來源 

本分行與外部顧問採用 XDI模型，該模型提供 RCP 8.5情景下的災害分佈、易

損性映射表，並直接提供各個地理位置資產在各類災害下的損失比率(VaR) 。 

⬧ 評估方法 

 

數據輸入

•取得分行不動產擔保品明細

•根據不動產地址於XDI平臺查詢T0時點與壓力測試時點的VaR

安永實體
風險加壓
引擎

•將T0時點及壓力測試時點VaR的帶入安永加壓模型，計算不動產LGD的變化

情境分析
結果

•加壓後預期信用損失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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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壓測試結果 

                                                      單位:港幣千元 

地區 VaR_2050 VaR_2060 實體風險損

失 2050 

實體風險損失

2060 

香港銅鑼灣 0.2783% 0.3016% 10,557 18,895 

 

經測試結果，本分行在 2050年因氣候風險所造成的實體風險損失金額為港幣

10,557千元，2060年的實體風險損失金額為港幣 18,895千元。 

⬧ 風險因應對策 

本行訂有完善之擔保品審核、估價及鑑價管理等授信相關辦法，規範徵審評估

流程中，應考量不動產擔保品座落區域是否為經常嚴重淹水區域，並斟酌納入

貸款准駁或貸放成數之參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