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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與 ESG 綠色金融                                          
 

主持人：各位滙豐銀行的貴賓您好，我們今天我們就非常榮幸得邀請到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氣

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處的負責人，曾于哲會計師 Roger，來跟大家分享淨零排放與 ESG 綠色金融

所帶來的投資機會，Roger 你好。 

 

Roger：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于哲會計師，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

會呢，可以跟大家來報告淨零排放與 ESG 綠色金融的趨勢，這兩件事情呢，其實都在我們

生活的周遭，我們淨零排放呢，其實代表我們一切的食衣住行的行為，可能從各位的一個交

通，那我們可能使用了燃油，其實呢就會產生一些溫室氣體，也對我們的環境有所影響，綠

色金融的行為呢，其實代表的是我們所用的每一分錢，那這兩種中間呢，其實很高興今天有

這樣的題目來跟大家談一談，這兩個為什麼成為一個全球的趨勢，又跟我們的金融還有我們

的生活中間，有些什麼關聯？ 

 

那我自己的服務的氣候變遷跟永續發展服務的團隊，也是呼應這兩個趨勢。我們在金融跟資

本市場的領域呢，也在協助我們不同的客戶去理解，這件事情如何對他的生活、對他的投

資，甚至呢是對他整個這個周遭的環境所產生的影響，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希望呢也能夠往

更永續發展的路上前進。 

 

從這個局面來看，大家可能開始在新聞上注意到，歐盟地區發布了一些標準，可能是一些綠

色的標準啊，投資的倡議，美國在拜登總統上台後，好像一反之前川普總統的一個態度，他

也能對於這個所謂的淨零排放，這種降低溫室氣體的全球協議呢，表達高度的支持，所以現

在全球的一個狀況來看，大部分的一些國家，特別是高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他們宣佈了

2050 年要達到淨零排放，各位可能想想看這是什麼概念。淨零排放他是一個從我們現在食

衣住行的每一動都要產生溫室氣體影響的一個狀況，要走向一個完全零排放的一個世界，他

必然包含了很多投資，他也必然包含了很多改變。我們台灣是不是置身事外，其實也並沒

有。台灣政府呢，目前已經承諾在 2050 年，要達到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減量百分之

50，百分之 50 是什麼樣的概念呢？就是今天假設是一個三十分鐘的報告，可能我什麼事，

我們政府或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都不改變的話，我們有可能一半的時間，就要停止一些相

關的這些人員的使用啊，或是這些交通的活動啊，其實這個改變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整個氣候變遷碳中和，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大家可能會覺得會什麼啊為什

麼歐盟這麼重視這件事情，包含這些北極的融冰，其實會阻斷洋流的北上，阻斷洋流的北上

到底有什麼影響，大家想一想，北歐地區的緯度跟西伯利亞其實是相當的，關鍵的議題是，

如果洋流不再從歐洲的西岸北上的話，有可能未來北歐跟西伯利亞會一樣的寒冷，這也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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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些相關的歐盟的綠色新政跟邊境碳關稅的緣由，因為當一個氣候變遷或一個重大議題，

影響到了人民自身生活福祉的時候，他必然會非常支持這樣的倡議，而遠在我們亞洲的台

灣，這些感受就不落在歐盟地區這麼深，但是台灣會不會就沒影響呢？還是有的。台灣呢有

一個最極端的研究報告也指示，當氣候變遷最惡化的一個狀況底下，我們在颱風暴潮的時候

就會上漲 1.62 公尺，所以大家想像一下這些淹水線，如果靠近海岸地區再多個 1.62 公尺，

會是一個多麼嚴重的一個情況，所以整個的碳中和氣候變遷的背景，其實呢不只關乎到我們

的政治、企業、還有其實有關於我們自己的生活福祉都會受到改善。這件事情呢，氣候變遷

特別得到的一個很官方的一個單位的重視呢，就是國際清算銀行以及包含歐盟、包含美國、

包含亞洲的財政跟這些央行的體系，所以氣候變遷呢，他代表的是他不再是一個環保的議

題，他現在也變身成為一個經濟議題，也成為一個金融的議題，那這樣的一個經濟跟金融的

議題，其實它關乎的，主要還是說希望在各位的不論是財富管理、投資、甚至企業的經營之

中，能夠明鑑風險、趨吉避凶。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這邊有一個名詞叫做綠天鵝風險，綠天鵝風險指的是我可能很難預期他

什麼時候來，但是這些不預期的事件的氣候變遷爆發，可能會對我們財富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怎麼樣能夠把它做有系統的一個評估，甚至呢也對您這邊呢能夠有近一步的理解，我想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回頭我們看一下，很快看這一張的一個報告，它顯示呢是在全球的這個環境領域的議題，全

球風險報告裡揭示，它在近五年都盤據榜首。所以呢其實在這個氣後變遷跟碳中和這個趨

勢，對於全球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另外呢，當然我們在目前生活的一個周遭，疫情的影

響還是非常的嚴重，那這樣的疫情的影響底下呢，他必然對於衝擊的感受是最直接，但是在

全球的規模底下，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衝擊，其實並不雅於這些因疾病的一些相關的影響，所

以我們也看到在環境衝擊，特別是極端氣候、天氣現象的這個衝擊部分，其實跟因疾病的疫

情在短期對人類的衝擊，其實是相當的一個狀況。這樣的一個全球風險的一個衝擊呢，其實

必然像這樣的一個狀況，我們希望快點得到疫苗，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疫情的風險底下，我們

需要有一些穩定經濟的措施，而這些穩定經濟的措施呢，必然都對一些民生，相關的這一些

行業所產生衝擊，但是有幾個行業，無獨有偶的，它不只受到了疫情的衝擊，它也會受到了

氣候變遷的衝擊，比如說這邊我們看到不同的製造業，特別是石油及相關製品的產業，不只

在這個產值的部分受到疫情的影響，他在未來甚至在現在，氣候變遷所導致的資產的減值，

所導致的產能的一些更新汰換的一些必要性，甚至外部呢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管制更加嚴

格，甚至未來會課徵碳稅費，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經濟的一些事件，必然呢都會影響到他的財

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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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的這一些探討裡面，大家可能已經開始想像喔原來碳中和氣候變遷，跟我們的生活中

間，從食衣住行、從我們的投資、從各式的領域呢都有一些關聯，那過往我們最直接的想像

是這個碳中和這件事情跟氣候變遷，其實連結到的是我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邊也想跟大

家來探討，其實也不僅止於此了，在氣候變遷過往呢其實人類的抗災能力呢，是有所提升，

所以這頁我們來看到了就是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更多的呢，是對於這個所謂的生活轉型、產

業轉型、甚至呢是對於這些財產風險的一些評估，在這個近幾年呢 會得到更多的關注。 

 

另外一個有趣的趨勢是，年輕人可能跟您想的不一樣，年輕人因為氣候變遷，他有尺度很長

的特性，所以年輕人更感受到這些氣候變遷，對於他未來所產生的影響，所以這一頁呢是全

球風險的報告，他就提到我們整個年輕人認為氣候變遷嚴重的程度以及對碳中和迫切的需要

性，其實都遠高於我們現在這一個目前正在執政跟當政這一代的一些管理者。 

 

為了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確實背景上有一個全球的協議，就是巴黎協定，我們呢承諾

要控制溫升的幅度在 1.5 度 c 以內，1.5 度 c 以內呢，其實已經不算是一個特別積極的目

標，因為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當溫度上升到 2 度 c，相對於工業時代而言，就會造成海

洋酸化、珊瑚礁、北極熊等一百  萬種生物滅絕，所以其實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也跟我們的福祉產生了相關，有沒有科學報告呢？有的，例如像美國的太空總署的 NASA，

其實呢他都會在他的官網，定期的更新，包含我們北極的融冰，海平面上升的每年的一個增

幅，其實呢這些科學的依據的報告，都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為了公開資訊。那我如果

給予一定的關注，其實回頭就要來反思，對於實際生活的影響，台灣地區三千年來，海平面

上升最快的就是過去這幾年。 

 

比爾蓋茲的領袖呢，也提出重要的呼籲，碳中和這個議題呢，會是我們人類當前面臨最重要

的問題，所以不再是只有環保專家，包含這些科技的巨擘，也提出呼籲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兩個數字 511 噸，溫室氣體排放是約莫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人類排放的一個均值，未來

我們要走到的 2050 年，要從 511 噸減到 0，所以包含用電、包含交通、包含溫度，甚至是

我們用的冷氣、使用的行為，其實呢都會影響到這些方方面面的預測和達標。 

 

中間又另外牽涉到一些轉型，因為我們面臨的一個風險提出了一個倡議，做了一個轉型，連

結到了例如像汽車業的轉變，我們安永也有報告顯示，在 2033 年的時候，電動車的銷售

呢，就會成為全球的霸主，想像一下我們這些傳統汽車的製造業者，可能我們從輕油電、我

們從這個純電，最後呢到成為電動車成為銷售領導的地位，也不過就是這幾年的事情。所以

對於產業的變革，跟他科技停滯的速度，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一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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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產業這一頁呢，我想揭示的是一個美洲發展銀行的報告。我們從資產的角度來看，這些

受有碳中和跟氣候變遷影響的資產，在這邊呢表示呢其實有達到百分之 30，哪些產業影響

最大？石化產業。以及呢 能源密集的這些林業、紙業、礦業。  

 

這些風險並不及於此，我們注意到投資人的意識也抬頭了，特別是對於不同的石油公司，他

面臨法院的一個挑戰，所以這不單只是一個環境的倡議，包含法院也要求特定的公司必須更

積極地提出碳中和的計畫，甚至呢承諾在一定的年份要達到溫室氣體的減量，例如在 2030

年，必須要減量溫室氣體百分之 45。 

 

整個的趨勢底下，我們還是回頭從這個永續金融、從財務領域來看，我們需要管理一個風

險，我們就有必要來進行衡量。 

 

所以呢，這件事情也得到了全球交易所的重視，不只是這個聯合國的層級，我們甚至在台灣

證券交易所其實也不停的倡議，有關於碳中和、氣候變遷，特別是對於財務的影響評估，都

已經是成為一個主管機關，非常高度重視的倡議，也得到了全球的證券交易所聯名的一些認

可。 

 

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認不認同這件事情，我們從安永的報告來看。2019 年到 2021 年，有一

個交叉，這個交叉呢是以往可能企業經營者重視的市場的程度是較高的，但是我們看到有關

於氣候變遷、碳中和、永續的議題，其實呢都得到了更高度的重視，也開始導入更多的所謂

的國際的標準，來協助自己管理這些相關的作為，甚至呢您如果仔細翻閱股東會年報，在現

在的這些投資的商品的股東會年報裡，也開始可以找得到碳中和跟氣候變遷的資訊了。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呢，發起這一切所謂氣候變遷碳中和財務衡量倡議的一個人，是前

英格蘭央行總裁以及前金融穩定委員會理事主席，Mr.Mark Carney 先生，他搭配了前紐約

市長 Michael Bloomberg，彭博先生，一起在全球推動的這個倡議，希望呢能夠將這個氣

候變遷財務影響的方法，能夠把他系統化，那這樣的一個倡議呢，不只是一個倡議而已，那

包含了證交所、包含金融領域、甚至包含所有的金融投資機構，目前是全世界最廣泛採用的

永續金融標準之一。會計準則也面臨變化了，所以今天的這樣的報告，會計師來報告氣候變

遷，原因是其實我們在財務量化跟影響評估裡面，也都已經與時俱進，所以現在的財務會計

準則也不再只是討論財務報表的問題，現在的會計準則，我們也討論永續準則，裡面呢就很

重要的包含氣候變遷、財務量化的一個評估的程序。例如呢以這個財務會計準則裡，他也是

源自於美國這個會計師公會、以及一些商學院所發起的準則，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傳統認

知，是一個全球性的環境的議題，慢慢轉變到經濟領域，現在也轉變到了我們金融跟財務的

領域裡面來，得到了全球的是高度的一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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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程度呢，我們從投資人關注的角度，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印證，如果您感覺永續金融

ESG、CSR 這樣的議題呢，在近期覺得非常的火熱，其實他也其來有自。我們從這樣的一個

報告裡面，安永報告也提到，在 2013 年的時候呢，只有百分之 36 的投資人呢，他不使用

這樣的資訊，這是一個反向的表達，到了 2018、2020，其實不使用的投資人已經非常非常

的極少了，只到了百分之 3 不使用、百分之 2 不使用，意思是說其實幾乎都會考量這樣的

一個的所謂的氣候變遷、碳中和，甚至是 ESG 的一些投資評估程序，到他們的一些管理程

序裡面，所以對您來說呢，必然是因為這一些作為，代表了一定的意義。回頭來，我們從傳

統的金融投資來說，我們一定要獲取一定的財務報酬，那這樣呢是一個追求績效的概念，但

是這一些爲什麼新式的金融工具進來，也得到高度的重視？因為他是一個風險管理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可以思考是在追求一個高報酬，甚至追求穩定報酬的過程之中，我們也有一些工

具呢，能夠協助我們去判斷、協助我們去了解、協助我們去鑒察，有關於這一些非財務風

險，特別是碳中和跟氣候變遷，對於我們資產所衍生的風險，這也是呢得到一個重視程度的

一個原因。 

 

資訊揭露的要求是越來越高，資訊使用者呢包含金融單位，他們呢其實越來越對於環境、社

會，包含治理風險等 ESG 的風險，希望有一個非常深度的一個揭露的內容。所以雖然在這

些資訊呢，是越來越充分，但是呢並不代表這些資訊已經滿足當前的需要。所以對您來說，

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機會呢，可以在您的周遭，能夠去取得這樣的資訊。特別是呢，這些傳

統，可能是一些外部的環境資訊、外部的社會資訊、一些社會關注的議題，如果他會對於這

個金融投資商品所產生影響的話，這些資訊呢其實也在現在得到重視之後，他的取得性跟他

可既及的程度會越來越接近，甚至呢他會進一步連結到我們每股盈餘，我們財務報表的影響

數，這個部分呢其實都有既有的準則，可以引用或是參考。 

 

基於這樣的背景的一個期待跟要求，這樣的 ESG 資訊呢，其實得到了蠻多的一些挑戰，源

自於呢，其實這邊有一個想法，就是傳統我們都從市值跟公司的帳面價值中，去辨認一個差

異呢叫做一個無形資產，那以往可能無形資產我們算的會是一些公司的競爭力呀等等，但怎

麼衡量競爭力呢？前面我們提到的這個彼得杜拉克的一個概念，我們要衡量一件事情才能管

理一件事情，我們怎麼樣可以不猜一個公司股票的價值，而能真的透過一個科學管理的程序

把公司股票的價值看對？那這樣的一個需求底下呢，其實就是 ESG 領域所引用標準的一個

內容，怎麼樣能夠把這樣的一個評估的過程跟工具，反映在他的無形資產、甚至是企業價值

的評估程序裡面，我們再把它看對，然後呢甚至能夠做正確的一個決策。 

 

貝萊德這邊機構投資人盡責及股東主義，在全球得到高度的重視。就我所知，在過去台灣的

這段時間裡面，有不少的公司的股東會，其實收到了貝萊德的一封信。這封信呢是由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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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暨執行長所發出的，芬克所發出的。他要求董事會的層級，必須要正視氣候變遷所帶

來的風險，包含碳中和轉型的計畫。要求企業必須使用這些永續會計準則，來衡量呢企業各

方面的一些表現。 

 

這些金融倡議裡面呢，我們也注意到其實呢還是有一些時間的序列。從早期呢我們從社會責

任的概念，看到了責任投資，另外呢我們也看到一些無論是棕櫚油的一些採納，甚至是一些

動物環保，類似相對於這個紅毛猩猩的影響，從早期的這一些相關的產品，甚至是一些土地

利用開發的行為，我們看到了赤道原則，所以從 2003 年、2006 年這樣的一個金融準則倡

議，與時俱進到現在呢我們在 2015 年看到了氣候變遷的金融倡議，我們往後呢到近期，我

們也看到有關於這個淨零排放、淨零碳的這個金融的倡議，甚至呢要求銀行成為一個更負責

任的銀行的責任銀行原則。這樣的從傳統的一個社會責任的概念，演進到對於這些聯合國的

這些倡議的實踐，甚至呢是淨零排放的一些實踐，其實都已經成為永續金融倡議中，很重要

的內涵，也都發生在我們現在的周遭。 

 

從我們的角度，是不是能夠再做些什麼，所以我也邀請您來共同思考看看，不只是我們怎麼

樣看對一個投資，也包含說我們生活周遭的行為，例如說我們怎麼樣透過我們的每一塊錢，

如何來運用能夠促成整個全球的一些永續發展的一些目標，怎麼樣能夠創造經濟的成長、能

夠提升福祉，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這個蘋果庫克執行長在發表 apple watch 的時候，他曾

經說過一個概念，對於蘋果來說，如果他還讓他的客戶帶著手機綁在手臂上，在河邊跑步，

這件事情就是蘋果真的沒有把永續發展做好，因為表示呢他的客戶，這麼期待能夠將他的健

康跟衡量去表達出來，所以在這樣的發展底下，我們看到不只是這家知名的科技公司，包含

很多的公司也開始發展這種穿戴式科技，其實他跟我們的永續發展是息息相關，很多時候我

們的科技創新，他真正的需求都是源自於我們對於生活真正的需要，所以說這些相關的轉變

不再也只是這些外部而衍生的環境風險，其實更深層的議題，是來自於我們人類到底應該要

怎麼一個永續發展的重要，這樣的重要性其實在他成為政策以後所表達在，就是在就業機會

甚至是新興的產業，所以直觀的來看我們看到電動車產業的興起，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再生

能源的發展，甚至有機農業得到一些重視，未來可能在城市之中我們會更看到一個更多無人

車的交通，這樣的一個程序整合起來，其實都是往更有序的發展去，所以，不只是改變了生

活，改變了經濟，其實我們呢也創造了一些發展的可能性。 

 

最後呢是整個金融的行為，我們回來頭來看，其實金融的目標，都是要源自於大眾的需求，

那這些目標反映我們生涯的興趣，我們對於家人的希望，對事業的一個雄心壯志，甚至是對

於文化發展的一個需求還有社會的理想，我們做一份工作，蠻多時候可能不只是做一份工

作，我們做一些相關的金融行為跟投資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更多的發揮影響力，來符合這些

外部的影響力的需求，那我們怎麼樣的媒合在一起，所以不只是自己的投資、不只是自己的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OaemvLl6xufCcApzdiVif4d6ZrnVCBfzQ:1634195352645&q=%E6%A3%95%E6%AB%9A%E6%B2%B9&spell=1&sa=X&ved=2ahUKEwjyr_CLrMnzAhUiIaYKHRGiCQoQBSgAegQIARA3


 

 

PUBLIC 

生活、企業的管理，其實如果有機會我們去理解中間的意義，其實是可以去發揮更大的影響

的，謝謝今天各位觀眾的一個聆聽，我是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服務曾于哲 曾會計師，今

天的報告到一個段落，我們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持人，謝謝。 

 

Lucy：謝謝 Roger，相信聽完 Roger 的分享，大家一定清楚地知道了，永續投資是一個未

來重要的投資趨勢，滙豐銀行陪您佈局永續凌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