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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執行範疇 3 溫室氣體盤查的主要步驟有哪些？ 

範疇 3 溫室氣體盤查係就企業價值鏈之上下游排放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其步驟

流程如下圖所示： 

 

a. 辨識範疇 3 活動：依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價值鏈(範疇 3)標準所定義的

範疇 3 上下游活動類型，透過描繪公司的價值鏈圖，辨識與公司攸關之所有

範疇 3 活動，及其對應類別。 

b. 依 a 步驟所得結果，透過所建立之優先性判斷準則，從攸關之所有範疇 3 活

動，識別其中需要優先盤查之範疇 3 活動，以及其對應類別。 

c. 於各優先盤查之範疇 3 類別，識別所需蒐集之活動資料與排放係數，依所能

蒐集之資料選擇適當之計算方法進行量化。各類別資料之蒐集應優先考慮初

級資料，蒐集來自於供應商、客戶或價值鏈夥伴之特定活動資料，如無法蒐

集或蒐集資料不完整，宜以次級活動資料來估算範疇 3 類別之排放量。 

d. 依 IFRS S2 之規定，企業應依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導準則

（2004）或主管機關另訂不同方法衡量其溫室氣體排放，並依溫室氣體盤查

議定書企業價值鏈(範疇 3)會計與報導準則（2011）中之範疇 3 類別進行揭

露，相關揭露仍應依 IFRS S2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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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界設定 

(1) 如何選擇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1.3 設定組織邊界] 

選擇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應先從盤查目的與考量著手，若是為了符合法規強制申

報/揭露要求，或參與特定氣候相關自願倡議，則應以法規和所參與之特定倡議

的規定為準。若無特別規定，GHG Protocol 企業標準建議可依以下盤查目的之

考量選擇適當之方法： 

考量 建議方法 

反映商業真實 權益份額法 

政府報告與排放交易專案 依其規定或營運控制法 

債務與風險的管理 權益份額法 

與財務會計相接軌 權益份額法或財務控制法 

資訊管理與績效追蹤 營運控制法 

行政成本與資料的取得 營運控制法 

報導的完整性 權益份額法 

(2) 針對不同子公司，可以用不同的組織邊界設定法來決定子公司是

否要納入盤查的組織邊界內嗎？ 

不可。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一旦確定後，必須以此方法適用於所有子公司、孫公

司、關聯企業、轉投資企業等，如此才能在一致的組織邊界定義下，就個別活動

的排放，確認其需應歸屬於範疇 1、範疇 2 或範疇 3 排放(此即營運邊界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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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溫室氣體盤查使用營運控制法來設定組織邊界，明年可以改

換權益份額法來設定組織邊界嗎？ 

如果公司今年與明年的盤查目的考量有較大差異，而必須分別使用營運控制法和

權益份額法來設定組織邊界，此轉換當然可進行，但須考量改變組織邊界設定方

法後所帶來對基準年排放的影響。通常組織邊界設定方法的改變將會使盤查基準

年排放產生結構性變化，此時就必須進行基準年重新計算，以新的組織邊界設定

法，回溯至基準年，重新計算從基準年至報導年度間每一年的排放。 

若公司為滿足多元盤查目的而必須使用不同之組織邊界設定方法，則應使用不同

的組織邊界設定方法進行盤查，而有 2-3 種盤查清冊。 

(4)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價值鏈(範疇 3)標準所列的 15 個類別

的排放是否都要盤查計算？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2.2 揭露不適用情況並說明理由] 

依據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價值鏈(範疇 3)標準，公司應力求範疇 3 盤查的完

整性，但實務上納入所有範疇 3 類別排放進行盤查可能並不可行。某些類別可能

不適用於所有公司，某些情況下，公司可能具有範疇 3 活動，但由於缺乏資料或

其他限制因素而無法估算排放量，且根據初步估算，某些範疇 3 活動的規模微不

足道，並對這些活動、蒐集資料和影響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能力有限。 

公司可建立一個判斷各類別範疇 3 活動攸關性與否之機制與方法，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範疇 3 標準，提供一些可供應用的判斷準則： 

判斷準則 描述 

規模大小 對公司範疇 3 預期的總排放量有顯著貢獻 

影響 具備可由公司執行或影響的潛在排放減量 

風險 
它們增加了公司的風險暴露（例如: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財

務、監理、供應鏈、產品和客戶、訴訟和聲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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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準則 描述 

利害關係人 
關鍵利害關係人認為 (如，顧客、供應商、投資人或公民社

會)至關重要的 

委外 

之前在報導公司內部執行的活動，但目前委外進行(如某些

零組件之生產)，這些活動在同行業的其他公司係內部執行

的活動 

產業指引 由產業特定指引辨識為重要的 

其他 符合由公司或行業所發展的任何其他判斷準則 

在經過攸關性判斷後，公司可將部分範疇 3 活動排除在報告之外，但必須揭露任

何排除情況並說明理由。 

(5) 針對合併報表中子公司數量龐大(超過百家)的企業，如何有效進

行範疇三盤查？ 

範疇三盤查並非是一家一家子公司個別進行，範疇三盤查範圍的決定，可先從合

併營業收入最主要的來源著手，透過分析主要營收來源的價值鏈而決定涉及的相

關範疇 3 類別，以及這些相關類別中產生排放的主要來源，作為範疇 3 盤查的

優先對象。 

(6) 對於投資類別(Category 15)，針對無營運控制權的關聯企業與

合資公司，是否可以排除揭露？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1.1.15 類別 15：投資] 

原則上不能排除。範疇 3 類別 15 的計算範圍，應以企業執行溫室氣體盤查第一

步驟所選擇的組織邊界設定方法而定。非金融機構企業通常是因選擇控制法(財

務控制或營運控制)為組織邊界設定方法時較易發生類別 15 的計算，此時應納入

類別 15 的組織應為企業不具控制權(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但握有權益(如股權)

的相關組織或公司，而不是以營運控制權的有無來決定是否納入類別 15 的計算

範圍中。此外，若公司投資於個別公司的債券，公司債券所代表的排放亦須納入

類別 15 的計算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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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範疇中是否存在重複計算？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1.4 設定營運邊界(範疇 1、2、3)及 3.5 重複計算 

(Double Counting)] 

對於報導公司而言，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是分開的，因此在一家公司的盤查

中，範圍之間的排放量不會重複計算。換句話說，公司的範疇 3 盤查不包括同一

公司已計入範疇 1 或範疇 2 的任何排放量。公司的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排

放合在一起，代表了與公司活動相關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定義了範疇 1 和範疇 2，以確保兩家或多家公司不會將相

同的排放量同時計入範疇 1 或範疇 2。通過正確核算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的

排放量，公司可以避免重複計算範疇 1 和範疇 2 的排放量。 

根據定義，範疇 3 的排放源來自價值鏈中其他個體（如材料供應商、第三方物流

勞務、廢棄物管理供應商、差旅供應商、承租人和出租人、特許經營人、零售商、

員工和客戶）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 

在某些情況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可能在範疇 3 內納入相同的溫室氣體排

放。例如，發電廠的範疇 1 排放是電器用戶的範疇 2 排放，而電器用戶的範疇 2

排放又是家電製造商和家電零售商的範疇 3 排放。這四家公司中的每一家都有

不同的、往往是分開的減排機會。發電企業可以使用低碳能源發電。家電使用者

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家電。家電製造商可以提高其生產的電器產品的效率，而產品

零售商可以提供更節能的產品選擇。 

透過對價值鏈中多家公司的直接和間接排放進行溫室氣體核算，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核算有助於多個個體同時採取行動，減少社會的排放。 

(8) 價值鏈中的多個個體是否重複計算範疇 3 減排量？ 

價值鏈中的多個個體都會影響排放量和減排量，包括原材料供應商、製造商、分

銷商、零售商、消費者及其他等。因此，排放量的變化不易歸因於任何單一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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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一價值鏈中的兩個個體計算單一排放源的範疇 3 排放時，就會出現範疇 3 內

的重複計算 - 例如，如果製造商和零售商都計算它們之間的第三方物流勞務所

產生的範疇 3 排放（見圖 B）。這種重複計算是範疇 3 盤查的固有部分。價值鏈

中的每個個體對排放和減排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範疇 3 盤查有助於多個個體

同時採取行動，減少整個社會的排放量。 

 

圖 B  範疇 3 中重複計算類型示意圖 

對於向利害關係人報導範疇 3 排放、推動價值鏈減排和追蹤範疇 3 減排目標的

進展而言，公司可能會發現範疇 3 內的重複計算是可以接受的。為確保透明度並

避免對資料的誤解，公司在宣稱範疇 3 減排時，應承認任何可能的減排會重複計

算。例如，公司可能會聲稱自己與合作夥伴共同減排，而不是獨享範疇 3 減排額

度。 

與上述情況不同的是，當涉及抵換額度或其他市場工具時，重複計算是一個問題，

這些工具傳達了對溫室氣體減排量或移除量的獨一要求。如果溫室氣體減排量或

移除量具有貨幣價值或在溫室氣體減排計畫中獲得額度，則有必要避免重複計算

這些減排量或移除量的額度。例如，為避免重複計入，公司應通過合約協議明確

規定減排量的專屬所有權。 

(9) 當上下游供應商重疊時，如何避免重複計算問題？ 

若同一供應商提供公司上游和下游活動的相關內容時，應就個別活動內容進行排

放核算，並將之歸類於上游和下游對應範疇 3 不同類別之排放，來避免重複計算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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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對於非金融機構的企業，如何定義範疇 3 類別 15 投資應納入

的組織？ 

聚焦在權益投資(equity investment)類型，並從選擇的組織邊界設定方法來決定： 

a. 選擇權益份額法時 

檢視適用權益份額法下是否已將所有涉及權益(股權)投資的被投資公司納入

盤查組織邊界中，若已全部納入，則此公司可排除類別(15 投資)排放。 

若有被投資公司未納入盤查組織邊界中，這些未納入之被投資公司範疇 1 和

範疇 2 排放總和 乘以對被投資公司之權益份額為此類別之排放。 

b. 選擇控制法時 

涉及權益投資，但不具控制(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的被投資公司，該被投資公

司範疇 1 和範疇 2 排放總和乘以對被投資公司之權益份額為此類之排放。 

(11) 應如何報告租賃設施和車輛的排放？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1.1.8 類別 8：上游租賃資產] 

租賃設施和車輛(租賃資產)產生的排放可分為範疇 1、範疇 2 或範疇 3，具體取

決於排放源、公司用於設定組織邊界的方法(權益份額法、財務控制法或營運控

制法)。屬於公司組織邊界內(具所有權或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的租賃資產的排放

應歸類為範疇 1 或 2(取決於是直接排放還是能源間接排放)，而不屬於公司組織

邊界內的租賃資產的排放則應歸類為範疇 3。 

(12) 輸配(T&D)電排放損失應歸入範疇 1、2 還是 3？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1.1.3 類別 3：未納入範疇 1 溫室氣體排放或範疇 2 溫

室氣體排放之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 

為避免重複計算，應遵循以下有關輸配電排放損失的原則： 

對於從輸配電系統購電但不擁有該系統任何部分的公司(消費電力的一般公司)，

輸配電損失不應納入範疇 2 盤查中，將其納入標為 "輸配電系統消耗的發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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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 3 盤查中。 

對於購買電力並通過輸配電系統運輸的公司(如售電業者)，輸配電損耗應包括在

範疇 2 排放中，因為損耗是"使用"（損耗）所購電力產生的直接排放的一部分。 

對於擁有輸配電系統並同時生產通過該系統輸送的電力的公司(如電網公司)，輸

配電損失應包括在範疇 1 排放中。這是因為排放量是商品生產產生的直接排放。 

(13) 部分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量極小之子公司，例如佔合併財務報

表排放量不到 1%之子公司，是否可不須進行範疇三之盤查作業，以

節省人力及營運成本？ 

範疇 3 邊界之決定，並不以組織邊界中個別組織之範疇 1 及範疇 2 排放量的多

寡為依據，而應以合併財務報表的營業收入來源所關聯的價值鏈活動的排放量顯

著與否，來決定是否納入範疇 3 盤查作業的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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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算方法 

(1) 可以使用哪些類型的資料來計算範疇 3 排放？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 

公司量化範疇 3 溫室氣體排放有兩種方法：直接衡量及估計。在這兩種方法中，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個體應優先選擇直接衡量。 

「直接衡量」係指直接監控溫室氣體排放，此在理論上提供最正確之證據。然而，

由於直接衡量範疇 3 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挑戰，故預期範疇 3 溫室氣體排放資

料將包含估計。  

範疇 3 溫室氣體排放之估計涉及以假設及適當輸入值為基礎之資料概略計算。

使用估計衡量其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之個體可能會使用下列兩種類型之輸入值： 

A. 代表導致溫室氣體排放之個體活動之資料（活動數據）。例如，個體可能使用

行駛距離作為活動數據代表其價值鏈內商品之運輸。 

B. 將活動數據轉換為溫室氣體排放之排放係數。例如，個體使用排放係數將行

駛距離（活動數據）轉換為溫室氣體排放資料。 

公司可以使用兩種類型的資料來估計範疇 3 排放：  

 初級資料：來自公司價值鏈中特定活動的資料  

 次級資料：非來自公司價值鏈中特定活動的資料 

初級資料包括供應商或其他價值鏈合作夥伴提供的與報導公司價值鏈中特定活

動相關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形式可以是初級活動資料，也可以是由供應商計算的

與供應商活動相關的排放資料。 

次級資料包括行業平均資料（例如，來自公開資料庫、政府統計、文獻研究和行

業協會）、財務資料、代理資料和其他通用資料。在某些情況下，公司可能使用

價值鏈中某一活動的特定資料來估算價值鏈中另一活動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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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3 盤查的品質取決於用於計算排放量之資料的品質。公司應蒐集足夠品質

的資料，以確保盤查適當的反映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支援公司的目標，並

滿足公司內部和外部用戶的決策需求。在確定範疇 3 活動的優先順序後，公司應

根據以下幾點選擇資料： 

 公司的業務目標 

 範疇 3 活動的相對重要性 

 初級和次級資料的可得性 

 可用資料的品質 

一般來說，公司應為高優先順序的活動蒐集高品質的初級資料。為了最有效的追

蹤績效，公司應針對旨在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範疇 3 活動，使用從供應商和

其他價值鏈合作夥伴處蒐集的初級資料。 

在某些情況下，初級資料可能無法取得或品質不高。在這種情況下，次級資料可

能比特定活動的可得初級資料品質更高。資料選擇取決於商業目標。如果公司的

主要目標是設定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追蹤價值鏈中特定操作的績效或讓供應

商參與進來，則公司應選擇初級資料。如果公司的主要目標是瞭解各種範疇 3 活

動的相對規模、確定熱點以及確定初級資料蒐集工作的優先次序，則應選擇次級

資料。一般來說，公司應為以下活動蒐集次級資料：  

 未根據初步估算方法或其他標準確定優先次序的活動 

 無法獲得初級資料的活動（例如，價值鏈上下游某個活動的合作夥伴無法提供

資料） 

 次級資料品質高於初級資料的活動（例如，當價值鏈合作夥伴無法提供足夠品

質的初級資料，即依本指引 2.4 節「範疇 3 盤查之不確定性分析與資料品質管

理」有關資料品質評估指標所得評估結果，初級資料品質明顯低於次級資料品

質時） 

公司需報告用於計算排放量的資料類型和來源（包括活動資料、排放係數和 GWP

值），以及使用從供應商或其他價值鏈合作夥伴處獲得的資料計算的排放量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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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如何蒐集範疇 3 各類別盤查所需要的初級活動資料？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 

可透過讀表、採購記錄、水電費帳單、工程模型、直接監測、質量平衡、計量學

或其他從公司價值鏈中特定活動獲取數據的方法來獲得初級活動數據。 

在可能的情況下，公司應從供應商和其他價值鏈合作夥伴處蒐集能源或排放數據，

以優先獲得範疇 3 各類別和活動的特定場所數據。為此，公司應確定可向其尋求

溫室氣體數據的相關供應商。供應商可能包括合約製造商、材料和零件供應商、

資本設備供應商、燃料供應商、第三方物流供應商、廢棄物管理公司，以及其他

向報導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公司。 

公司應首先與相關的一階供應商接洽。一階供應商是與報導公司簽有商品或服務 

(如材料、零件、組件等) 採購訂單的公司。1 階供應商與報導公司有合約義務，

對於要求溫室氣體盤查數據將啟促進效果。 

為求全面，公司可能會向所有一階供應商索取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但公司可能有

許多小型一階供應商，而這些供應商加在一起只佔公司活動和支出總額的一小部

分。公司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選擇相關的供應商，作為主要數據蒐集的目標。

例如，公司可以根據供應商對總支出的貢獻來選擇供應商（請參閱下方範例）。

如果相關，公司也可以向二階供應商索取資料。在未蒐集特定供應商的數據或數

據不完整時，公司宜使用次級數據來計算範疇 3 活動的排放量。 

範例：根據對公司總支出的貢獻來排定供應商優先順序 

舉例來說，公司可以依照下列步驟來排列供應商的優先順序：  

1. 按供應商取得報導公司總支出或開支的完整清單 

2. 根據一階供應商對報導公司總支出的貢獻程度對其進行排序(如圖 A) 

3. 選擇最大的一階供應商，這些供應商合計至少佔支出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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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剩餘的 20%支出中，選擇個別支出超過 1%或因其他原因與公司相關的任

何其他供應商 (如，合約製造商、預期會有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供應商、生產

或排放 HFCs、PFCs 或 SF6 的供應商、高排放材料的供應商、公司定義的優

先支出類別中的供應商等)。 

 

圖 A 按支出排列公司的一階供應商 

在此範例中，A-Z 代表個別供應商。公司選擇 A 到 I 的供應商，是因為這些供

應商合計佔公司支出的 80%。公司還選擇了供應商 J，因為它個別佔供應商支

出的 1%以上。 

(3) 衡量範疇 3 類別 1(購買之商品與勞務)之排放時，因涉及之供應

商家數眾多，需要將全數供應商(包括其上游供應商)都納入資料收集

的範圍嗎？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3.1 類別 1-購買之商品及勞務] 

考量到公司對於供應商的議合狀況與能力不同，應先以一階(tire 1)供應商為主來

進行資料收集。 

在選擇優先納入哪些活動或供應商進行資料收集時，可使用以下三種作法： 

a. 根據溫室氣體排放的規模確定資料收集的優先順序  

此為最嚴謹的方法。此方法可最準確地瞭解各範疇 3 類別中各對應活動或供

應商(或價值鏈夥伴)的相對規模。為了根據預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排定優先

順序，公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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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初步溫室氣體估算（或篩選）方法來估算各個範疇 3 活動或供應商的

排放量（如使用行業平均數據、EEIO 數據等進行估算）；以及  

 根據估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所有範疇 3 活動從大到小排序，以確定哪

些範疇 3 活動或供應商的影響最大。 

b. 根據財務支出或收入排定活動的優先順序 

除了根據估計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優先排序外，公司還可選擇根據其相對財

務重要性對範疇 3 活動或供應商進行優先排序。公司可根據其對公司總支出

的貢獻來對採購產品類型或供應商進行優先排序。對於下游排放，公司同樣

可以根據銷售產品類型對公司總收入的貢獻進行排序。 

公司在根據財務貢獻對活動進行優先排序時應該謹慎，因為支出和收入可能

與排放量沒有很好的關聯。例如，有些活動的市場價值很高，但排放量相對

較低。相反，有些活動的市場價值低，但排放量相對較高。因此，公司也應

優先處理對財務支出或收入貢獻不大，但預期會產生重大溫室氣體衝擊的活

動。 

c. 根據其他原則排定優先順序 

除了優先針對預期對範疇 3 排放總量或支出有重大貢獻的活動進行資料收集

工作外，公司還可優先針對預期與公司或其利害關係人最相關的任何其他活

動或供應商，包括：  

 公司對其有影響力  

 對公司的風險暴露有貢獻；  

 利害關係人認為至關重要的；  

 已被所屬行業相關指引確定為重要的活動/行業類別；或符合公司或所屬

行業特定標準所訂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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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產品眾多，該如何進行範疇 3 類別 11 售出產品之使用的衡

量計算？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3.11 類別 11:已銷售產品之使用] 

產品眾多之公司，應先就產品進行類型分類，將使用過程之排放樣態、規模類似

的產品歸於同一類，再就各產品類型進行優先排序，可依售出產品類型之排放的

規模大小，或依售出產品類型的營收貢獻度，來決定納入衡量計算範圍中的產品

類型。 

通常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主要來自於消耗能源的排放，因此就擇定優先納入衡量

計算的產品類別，需就產品使用壽命(總使用時間)、每單位使用時間之能源消耗

量，以及所消耗能源之排放係數進行假設或選擇。 

以電子電機或電器產品為例，需假設每一產品類型的平均使用總時數、此產品類

型平均每單位時間的耗電量，以及收集電力排放係數(須為電力生命週期排放係

數，而非電網平均電力排放係數)。如能掌握於不同國家地區之銷售量，及此銷售

國家地區之電力係數時，此時衡量計算之結果不確定性較低，但若資料收集不易，

亦可以全球總銷售量配以全球平均電力係數計算之，此時衡量計算結果不確定性

較高，應參照本指引 2.4 節「範疇 3 盤查之不確定性分析與資料品質管理」_進

行品質評估並揭露之。 

(5) 計算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時如何處理？如何追蹤產品在消費者

手中的使用行為和最終廢棄處理方式？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3.11 類別 11:已銷售產品之使用] 

下游階段的範疇 3 排放的資料收集複雜與難度更高，尤其是消費性產品的使用

行為和報廢處理。目前多數企業的實務做法係先就消費者的使用行為，和報廢做

法進行合理假設，再依此假設情境進行計算。 

(6) 範疇 3 各類別的衡量計算是否有通用的標準方法，以進行跨產業

或公司間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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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每家公司所面臨之盤查能力、價值鏈複雜度，及資料收集困難性等因素，

每家公司在範疇 3 各類別所使用的計算方法也將各自不同，難以訂定或要求特

定方法統一適用。 

進行範疇 3 溫室氣體盤查目的，主要為幫助公司發掘公司價值鏈中的可能減量

熱點，訂定相關減量計畫，完成公司價值鏈減量目的。同時，範疇 3 盤查必須透

過與價值鏈各夥伴的持續議合，才能逐步提升價值鏈碳排放分析的細緻度，讓資

訊應用價值得以提升並促進整個產業鏈脫碳。 

目前範疇 3 盤查結果並不適合用來進行跨產業、跨公司的比較，由於每家公司顯

著的範疇 3 類別因其在產業中的特定位置而有所不同，在範疇 3 個別類別排放

的衡量計算方法又受限於各自不同因素而有不同選擇，貿然以盤查結果所得數字

進行跨產業或公司間的比較，易造成不適當之應用而形成錯誤決策。 

(7) 對於較難取得數據的項目（如員工通勤），是否接受估算方式？如

何確保估算的合理性？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3.7 類別 7-員工通勤] 

範疇 3 盤查是一個需要逐年改善的過程，對於一開始較難取得數據的價值鏈排

放活動，可使用企業目前最可能使用的估算方式及最可能取得的最佳資料，並考

量盤查成本的合理性而執行之。惟須使用品質評估矩陣(請參照本指引 2.4.2 節

「資料品質指標的應用示例」)進行本年度範疇 3 盤查品質評估，並揭露評估結

果。 

(8) 對於海外子公司，如何取得當地的排放係數？是否可以統一使用

台灣係數？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 

排放係數的選擇應考量的因素為：技術代表性；時間代表性；地理代表性；從地

理代表性出發，排放係數選擇的優先性應為：實際發生排放所在工廠/供應商的

特定排放係數所在國家的平均排放係數區域或全球的平均排放係數。若無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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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排放係數，除非可證明台灣與當地在此排放源的排放特定相似，則可以台

灣係數作為代理係數，否則建議使用區域或全球平均係數。 

(9) 對於跨國運輸的碳排放計算，如何確定正確的運輸距離和排放係

數？尤其是多段運輸的情況。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3.4 類別 4-上游運輸及配送及 2.3.9 類別 9-下游運輸

及配送] 

1. 優先採用由運輸服務業者就企業所使用的運輸服務，提供相對應的排放數據 

2. 若藉由自行收集運輸距離和重量(貨物)時，海運和空運皆有固定航線，可藉由

國際資料庫取得特定海/空運航線的距離，相關排放係數也可透過國際資料庫

取得；陸運運輸須調查運送距離(可運用合理的方式估算)，以及運送貨物之重

量，搭配陸運運輸的延頓公里排放係數計算之。 

(10) 如何處理缺乏特定產品（如特用化學品）的排放係數問題？是

否可以使用替代係數？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 

替代係數的選擇，須先評估替代產品之排放特性與目標產品的相似程度是否足夠，

才可作為代理係數適用於計算中。 

(11) 在資料庫缺乏本土係數的情況下，使用國際數據庫的係數是否

恰當？需要進行哪些調整？ 

[詳細內容請參照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 

可以使用。惟須考量兩者在技術代表性、時間代表性、地理代表性上的可能差異。

應運用本指引 2.4.1 資料品質管理所述內容，進行資料品質評估，並揭露評估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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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放報導 

(1) 員工通勤和商務差旅的數據收集涉及個資問題，如何在符合個資

法的情況下進行盤查？ 

使用匿名方式調查，調查內容主要為： 

1. 居住地點至工作處所距離(可使用距離級距，如 0-5km；5-10km；…)； 

2. 主要使用的交通運輸方式(如：開車、騎機車、公車、捷運、火車…) 

揭露也僅限於員工通勤的總體排放量，無須揭露個別員工的通勤排放。 

(2) 如何處理供應商的商業機密保護考量？有何替代方案？ 

範疇 3 排放之揭露，企業僅須揭露各類別彙總之排放量，不涉及揭露此類別中

個別供應商之排放量，以及任何個別供應商的相關營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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