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 TCFD建議揭露項目 本公司回應舉措 

治理 

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的監督情況 

董事會為生華生技最高氣候治理單位，從永續發展角度監督與擬定氣候變遷相關策略。董事會授權永續發展委員會與

永續及利害關係人辦公室來推動氣候變遷管理各項作為，並由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ESG 及氣

候相關議題執行情形與成效之檢討、策略目標及相關規章制度修訂 ，董董事會質參與與公公司 ESG上的質踐。將於

2025年導入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以掌握碳排放情況並依此設定減量目標。 

管理階層 評估和管理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的角色 

永續發展委員會下設立四個功能性小組，分別由各權責主管擔任負責人，由各部門評估可能風險後，於管理會議中進行

討論擬訂因應管理對策，定期追蹤直至風險衝擊程度降低。 

策略 

所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 

短期： 

▪轉型風險：原物料成本上漲。 

▪質體風險：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降雨（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中期： 

▪轉型風險：原物料成本上漲、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定價。 

▪質體風險：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降雨（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長期： 

▪轉型風險：原物料成本上漲、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定價、強化排放量報導義務。 

▪質體風險：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降雨（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與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衝擊 

轉型風險： 

因應氣候變遷造成資源匱乏，可能導致本公司營運成本增加等長期性的財務衝擊，為降低此一狀況，本公司擬 藥品生

產製備從三個方向進行： 

環境面： 

1. 提高製程的利用率/產率。 

2. 使用低碳排密度新的製程(Green Chemistry) 。  

3. 提升藥品的生體利用率以降低原料藥的使用。 

政策面： 

部分原材料僅 特定地區生產 ，因此應應可可能受地地區性天或地地政政治風險的響，，導致應應短或地遲，，進影響

，產品生產和銷售，將對本公司造成嚴重的財務和聲譽損失。為防止此狀況，本公司研擬藥品應應管理策略包括： 



1. 應應商多元化：尋找多個應應商，避免過度依賴單一應應來源，建立備選應應可。 

2. 品參管理系統：建立嚴格的應應商管理與品參保證系統，定期對應應商進行審核和檢查。 

3. 風險評估與應急計劃：對應應可進行風險評估，並建立應應可中斷的應急預案，確保生產不中斷利於營運持續。 

聲譽面： 

針對氣候變遷地節能減碳消極地不彰可能響，客戶地大眾觀感，進影響，利害關係人與本公司合作、招募困難、投資人

長期投資意願地企業形象。本公司透過成立相關專責單位，導入風險識別架構及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以隨時掌握碳排放情形並據此設定減碳目標，透過如報告書、官網地是年報等定期揭露相關資訊，展現公司相應作為及

成果。 

質體風險: 

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事件，可能造成本公司藥品應應可中斷、進影響，藥品生產地臨床試驗進行 ，導致財務及聲譽衝

擊。為防止狀況發生，本公司研擬藥品應應管理策略包括: 

1. 應應商多元化：尋找多個應應商，避免過度依賴單一應應來源，建立備選應應可。 

2. 品參管理系統：建立嚴格的應應商管理與品參保證系統，定期對應應商進行審核和檢查。 

3. 風險評估與應急計劃：對應應可進行風險評估，並建立應應可中斷的應急預案，確保生產不中斷利於營運持續。 

降雨（水）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全球氣候模式的長期性變化，如持續性高溫可能引起海平面上升 、長期的熱浪地平均氣溫上升。對本公司可能響，包括

因高溫停班發生機率增加、工作效率不佳地對員工的負面響，導致收入減少/成本增加（如健康、安全、出勤等），響，

公司運作。為降低此一狀況，本公司除了透過成立相關專責單位，導入風險識別架構及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標準，以隨時掌握碳排放情形擬定因應策略外，同時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地宣導提升全體員工氣候風險意識 ，強化企業風

險韌性。 

 策略上的韌性，並考慮不同

氣候相關情境 

與照TCCIP 網站進行模擬分析未來的氣候變遷的響，，作為營運策略調整之與考。 

『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提高』 

• 氣候變遷下，颱風和豪雨都越加嚴重，將可能使本公司之營運據點面臨天然或害，造成營運中斷地人員傷亡。 

•SSP1-2.6 :21 世紀中、末臺灣平均年總降雨量增加幅度約為 12% 、16% 。21 世紀中、末平均年最大 1 日暴

雨強度增加幅度約為 15.7%、15.3% 

•SSP5-8.5: 21 世紀中、末臺灣平均年總降雨量增加幅度約為 15% 、31% 。21 世紀中、末平均年最大 1 日暴

雨強度增加幅度約為 20%、41.3%。 



•SSP5-8.5:21 世紀中、末，響，臺灣颱風個數將減少約 15% 、55% ，強颱例將將增加約 100% 、50% ，颱風

降雨改變率將增加約 20%、35%。 

『平均氣溫上升』 

•SSP1-2.6:21 世紀中、末之年平均氣溫可能增加 1.3ºC、 

1.4ºC。各地高溫 36ºC 以上日數增加，21 世紀中、末，增加幅度約 6.8 日、6.6 日。 

•SSP5-8.5:21 世紀中、末之年平均氣溫可能上升超過 

1.8ºC、3.4ºC。各地高溫 36ºC 以上日數增加，21 世紀中、末，增加幅度約 8.5 日、48.1 日。其中，以都市

地區增加較其他地區顯著。 

風險 

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

流程 

本公司永續及利害關係人辦公室協同外部顧問透過主管訪談 、問卷調查等形式，與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論，識別出氣候

相關的風險與機會，並透過權責部門的討論，積極研擬解決方案。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本公司已逐步導入 TCFD 框架指引，考量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政策、質際評估作法、預應措施確認等工作，以降低氣候

風險對營運的衝擊。本公司於 2024 年持續盤查主要的營運風險評估，包含環境風險當中的氣候風險評估流程 ，並預

計將處理各項風險的具體做法落質公各部門，以確保能充分了解並掌握該風險的變化，適時制定相關的減量管理辦法

與措施，並持續落質監督風險管理機制有效運作。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評估和

管理流程如何整合 公司的整

體風險管理制度 

為健全風險評估、強化管理機能及積極回應利害關係人各面向議題與因應對策，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於 113 年 7 月

正式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下設立永續及利害關係人辦公室，負責辨識和管理企業營運之風險，包含氣候變遷可

能帶來之質體與轉型風險，並主導相關因應措施之規劃與推行。永續及利害關係人辦公室協同外部顧問透過主管訪談 、

問卷調查等形式，與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論，識別出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 ，並透過權責部門的討論，積極研擬解決方

案。本公司已逐步導入 TCFD 框架指引，考量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政策、質際評估作法、預應措施確認等工作，以降低

氣候風險對營運的衝擊。本公司於 2024 年持續盤查主要的營運風險評估，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提出管理執行情

形與風險控管報告，監督並追蹤檢討風險管理執行情況，以期強化企業風險韌性。 

指標 

和 

目標 

說明公司依循策略和風險管理

流程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氣候變遷減緩方面，本公司以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總碳排量／員工人數）作為主要的量化評估關鍵指標。 

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溫室

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自2025年起，執行盤查範疇一、二溫室氣體排放量，依循 ISO 14064-1 標準進行盤查。  

202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CO2e，自體盤查）如下列： 

範疇一：3.7037 (公噸 CO2e)  

範疇二：42.6788 (公噸 CO2e) 



範疇三 ：依照管管會發之之上上市公公司永續發展徑圖」規規劃，本公司未未強強制揭露範疇三，未未揭露相關資料

數據。本公司會持續關注政府及產業對於減碳的最新動態，於法令法規要求時加入相關資料數據。 

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

用的目標， 以及落質該目標的

表現 

新藥研發公司 氣候變遷上的因應作為主要以節能減碳為主，為了達成以上目標，本公司也盡力減少各階段的碳排放

量。將於2025年執行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定期盤查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管理氣候關鍵指標，

並以每年溫室氣體 （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強度降低1%為減量目標。未來，本公司也將持續評估每年的氣候風險與行

動是否需要更新因應方案，並對因氣候變遷導致的相關疾病領域研究保持高度關注，力求透過新藥開發，找公更多解決

方案。 

碳排放與能源管理目標： 

氣候管理關鍵成果 

1. 以 2024年為基準年，訂定並期達成自身營運減碳目標，以每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1%為目標。 

2. 應用低碳排密度製程於公司藥品之例將。 

發展目標 

1. 設定公司溫室氣體減碳目標，以每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1%為目標，並定期揭露階段性成果。 

2. 根據策略規劃，逐步改善既有製程設計，達成低碳產品運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