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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中，將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統崩潰，
列為未來十年將面臨的前五大威脅之一。研究報告顯示，超過 44 兆美元的
經濟價值創造，也就是超過世界 GDP 總量的一半，都高度依賴於生態系統
服務。同時自然資源的損失也直接或間接衝擊人類社會和經濟活動，對企
業營運、供應鏈和市場的影響甚深。

華碩長期結合營運核心能力，推動「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理」的策略型
永續。在 2018 年，華碩率先同業揭露環境衝擊貨幣化成果，發布第一份環
境損益評估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 報告，喚起產業正視自
然環境有價化之議題。過去，企業僅透過盤查，蒐集溫室氣體排放、廢水、
廢棄物等環境資訊，無法體現各項污染對環境衝擊的嚴重程度。華碩透過
環境損益評估方法學，將各項環境衝擊貨幣化，使得不同環境衝擊具備可
比較性，協助管理者易於進行資源分配與追蹤管理績效。同時，華碩環境
損益專案，已鑑別出主要產品的環境熱點，主要來自於原物料開採與製造
階段所產生的水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因此，我們優先投入管理資源，提
升對供應商在環境管理的要求，除了既有要求 ISO 9001 品質系統以外，新
進供應商需具備 ISO 14000 體系資格，以及廢水檢測報告。此外，更建立
供應鏈永續採購績效指標，取得全球第一張 ISO 20400 永續採購績效認證，
帶動供應鏈夥伴一起發揮眾智、齊心聚力，為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創造
更高的綠色永續價值。

華碩依循自然資本議定書準則，在歷年評估企業對於環境與社會的「衝擊」
的基礎之上，今年擴大評估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探討企業營運與
供應鏈仰賴自然資源的影響，重新檢視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路徑與依賴路
徑，做為長期開發低碳產品與供應鏈管理決策的重要依據。這也積極回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第 12 項：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實現自然
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及有效利用。

董事長 施崇棠

董事長
的話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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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環境損益里程碑
華碩自 2018 年啟動環境損益評估專案，以筆記型電腦產品為標的，發布第一本環境損益評估報告。為全面了解整體華碩與價
值鏈營運環境衝擊，我們逐年新增主力產品，擴大至計算涵蓋 9 成營收產品。在歷年評估企業對環境與社會「衝擊」的基礎上，
2022 年擴大評估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 」，檢視企業營運與供應鏈仰賴自然資源的影響，依循 ISO 14008 : 2019 環境衝擊與相
關考量面之貨幣評價標準架構，發布環境損益評估獨立報告，對內提供組織決策單位在未來產品開發與供應鏈管理策略的重要參
考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華碩的環境績效。

華碩與供應鏈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89 年，是全球最大的主機板製造商與全球前三大消費性筆記型電腦品牌。主要營業為 3C 資
訊產品，含電腦系統產品、主機板及各類板卡、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手持裝置等之設計、研發及銷售。

2019-2021 2022 20232018

發布全球科技業第一份環
境損益評估(Environmental 
Pro�t and Loss, EP&L)報告

逐年增加主力產品，擴大至
計算涵蓋9成營收產品

在歷年評估企業對環境與社
會「衝擊」的基礎上，擴大
評估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
賴」，檢視企業營運與供應
鏈仰賴自然資源的影響。

依循ISO 14008 : 2019環境衝
擊與相關考量面之貨幣評價
標準架構

依據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
框架，評估自然相關之財務
風險與機會

成本與效益 成本與效益

依賴與衝擊

自然資本

企業風險與機會

社會企業

依賴：提供自然資源服務，如水資
源、食物，健康及海岸屏障
衝擊：土地使用、污染及廢棄

企業營運皆會依賴與衝擊自
然資本；依賴與衝擊帶給企
業與社會成本與效益；成本
與效益產生風險也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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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環境損益
企 業 營 運 須 依 賴 自 然 資 源 和 生 態 系 統 服
務，稱為自然資本，而企業營運耗用能資
源、排放污染物，將對自然資本帶來負面
影響，稱為環境外部性。國際永續發展趨
勢顯示，越來越多投資人除關心企業能否
穩定獲利外，也希望能瞭解企業在從事商
業 行 為 的 過 程 中 所 造 成 社 會 與 環 境 的 衝
擊，並進一步期待企業能具體貨幣化衝擊，
讓其全盤且客觀的評估企業所創造出來的
價值。

2015 年 PwC UK 發布貨幣化企業環境衝擊
方 法 學 (Valu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mpacts1)，提供企業量化其營運與價值鏈
所造成環境衝擊，並貨幣化環境衝擊對於
人類與社會的影響，透過共同語言貨幣價
值與利害關係者溝通。2016 年自然資本聯
盟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發 布 自 然 資
本 議 定 書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2)， 提
供企業評估其營運對自然資本的「依賴」
與「衝擊」，做為開發環境友善產品與永
續 價 值 鏈 管 理 決 策 的 重 要 依 據。 即 將 在
2023 年 正 式 出 版 的 自 然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TNFD) 更進一步引導企業積極評估與回應
自然相關風險和機會。

華碩營運專注在產品設計與行銷，產
品製造全倚重全球超過 700 家原料供
應 商、 零 組 件 供 應 商、 產 品 組 裝 廠，
最 大 環 境 衝 擊 主 要 來 自 供 應 鏈 營 運，
為環境損益評估關鍵範疇。華碩透過
產品綠色設計及環境友善製程，同時
藉由與供應鏈齊力合作，降低對自然
資本的「依賴」與「衝擊」，實現躋身
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
社會真正做出貢獻的企業承諾。

關於環境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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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治理 董事會

執行長

永續長

永續暨綠色品質 
管理中心

GreenASUS and 
SERASUS 

管理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 供應商為華碩倚重製造產品的策略夥伴，列為永續治理關鍵議題。華碩永續治理由董事會直接監督，
董事長責成執行長為永續管理的最高負責管理階層，執行長轄下設立永續暨綠色品質管理中心，與
採購、外包管理部門共同負責供應鏈管理流程。

營運持續
管理委員會
(BCM)

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簡稱 BCM(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旨在識別並管理公司可能遭遇的
各項導致營運中斷之風險。由董事會、BCM 委員會、BCM 辦公室以及各任務小組所組成，確保日常
維運中建立良好的防護機制。

永續發展與穩定供應鏈列入 BCM 委員會任務小組 (Taskforce Unit, TU)，永續發展小組負責監督供應
鏈 ESG 風險，建立供應商應變能力；穩定供應鏈小組負責物料持續供貨，確保生產。小組每季與執
行長與營運長以及每年與 BCM 委員會呈報風險管理執行進度，至少每年一次由 BCM 委員會向董事會
呈報風險管理審查情形。

董事會

營運持續管理委員會

營運持續管理辦公室

穩定
組織運作

數位
安全

永續
發展

創新
發展

穩定
供應鏈

財務
應變

業務
風險

客戶
服務

外部
溝通

TU3 TU4 TU5 TU6 TU7 TU8 TU9TU1 TU2

Taskforce Unit (TU)

治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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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ASUS and SERASUS 管理委員會

GreenASUS and SERASUS 管理委員會執行企業內部跨單位協調具高度影響性的產品、供應鏈
和組織營運等關鍵議題。本委員會由執行長授權永續長作為管理代表，並向執行長呈報，將
永續策略落實在產品、營運及價值鏈管理上。

為了強化企業內部橫向跨單位溝通，2022 年度另成立 ESG 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來自各事
業營運單位及設計中心、認證、行銷、業務、採購、外包管理等支援單位。通過定期之溝通
機制，有效聚焦公司整體產品面、行銷面、及設計面的永續議題。

永續暨綠色品質管理中心 (SGQM)

「永續暨綠色品質管理中心」屬專職單位，設有永續長一職，分析全球永續脈動及執行永續專案。
負責推動「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理」的策略性永續，並結合華碩的核心能力，聚焦氣候行動、
循環經濟、責任製造與價值創造四大主軸，建構永續中長期的願景、策略與目標，將各項行動方
案整合至企業營運。責任製造聚焦永續供應鏈對管理，制定供應鏈行為準則，推動保障勞動人權、
採購責任礦產、降低製造環境足跡關鍵議題。

執行長

管理代表

事業單位 
執行委員

支援單位 
執行委員

永續治理小組

永續供應鏈管理小組

綠色產品管理小組

品質管理系統小組

環安衛管理系統小組

數據化衡量 科技化管理
以核心競爭力建構企業永續價值

氣候行動 循環經濟 責任製造 價值創造

5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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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策略

生命週期評估
華碩依循 ISO 14040 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標準，鑑別整體價值鏈環境衝擊來自於原料開採、零件製造、與產
品組裝之能資源使用與污染排放，包含電力使用、水資源耗用、廢水及廢棄物排放等營運活動，以溫室氣體、水資源、水污
染、及廢棄物四項環境指標進行環境損益評估。

重大性議題衝擊評估
華碩依循 GRI Standards ( 2021) 的重大性鑑別 4 階段流程，並採用歐盟所提出的雙重重大性 (Double Materiality) 原則，鑑
別出「對於華碩」與「對於外部經濟、環境、人」皆有重大衝擊的重大議題。2022 年所鑑別出與環境面相關的重大性議題
包括：氣候與碳管理、綠色環保產品、供應鏈環境影響等。為評估議題對外部環境與利害關係人的影響，華碩運用生命週
期評估與環境損益評估方法，具體貨幣化營運與產品製造造成的環境衝擊，協助我們規劃管理資源，優化決策品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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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損益評估
華碩依循 PwC 貨幣化企業環境衝擊方法學，貨幣化環境衝擊。環境損益評估 (Environmental Prot & Loss, EP&L) 與傳統的環境報告最大的不同點在於，EP&L 除了量化企業的營運據點與
供應鏈所消耗的環境資源或排放，更進一步衡量環境衝擊對於人類與社會福祉的影響，並找出這些社會影響的貨幣化價值，將所有的影響以同一個貨幣化單位來表示。

舉例來說，過往只盤查公司的營運活動一共產生多少噸溫室氣體，應用 EP&L 方法學進一步計算因為排放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遷對於社會的影響，考量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 ( 例如乾
旱或淹水 )，對於農業的損失、對於建築資產的破壞、對於生態的影響等整體經濟價值的損失。也就是說，過去並未考量到企業對於環境影響的「價值」，也就是外部成本 (externality)。
計算 EP&L 讓我們更清楚知道溫室氣體、水資源、水污染、廢棄物外部成本，並運用同一貨幣價值來衡量影響與利害關係者溝通。

環境損益評估流程如下圖：

推動環境損益效益
   建立對內外利害關係人有效溝通的語言 :

   華碩瞭解到企業營運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為利害關係人所重視，因此我們延續 SROI 社會影響貨幣化專案，涵蓋 9 成營收產品，以貨幣化報導供應鏈關鍵環境衝擊影響，除作為華
碩評估環境外部成本之開端外，也讓客戶或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了解華碩的「全面衝擊 (Total Impact)」。

   既有供應鏈環境管理績效，因有不同衡量單位以致不容易被「直觀比較」，華碩採用環境損益評估方法，將不同時間與地點供應鏈營運環境衝擊，貨幣化單一衡量單位進行比較，對
外溝通供應鏈管理績效。

   創造創新管理模式 :
   突破既有生命週期管理困境，貨幣化不同污染衝擊，使衝擊熱點更聚焦，並透過「財務」且「通用」語言提供高階管理階層作為資源投入決策工具。

因商業活動所需使用的能資源
舉例 : 使用8000噸水、使用100

百萬度電...等

投入
Input1. 

產生多少環境污染排放物
舉例 : 排放3億噸溫室氣體、
排放2000公斤磷污染物…等

產出
Output2. 

對環境造成的改變
舉例 : 全球暖化、水質
優養化…等

結果
Outcome3. 

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影響
舉例 : 人體健康損失、
生態系統損失…等

影響
Impact4. 

衝擊影響所帶來的價值
舉例 : 財產減少、娛樂
價值降低…等

影響價值化
Value of Impact5. 

全球暖化

營養不良

水媒病

人體健康

優養化

戴奧辛

重金屬

懸浮微粒

能見度

失能調整生命年
DALYS

碳排放社會成本
USD

人體健康損失成本
USD

能源

水

原物料

溫室氣體

水資源耗用

廢水污染

廢棄物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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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04
風險管理

華碩依據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結果，鑑別產
品價值鏈環境衝擊主要來自於原料開採及
製造階段，其中與電子產品製造最相關的
環 境 衝 擊， 包 含 : 溫 室 氣 體、 水 資 源、 廢
水污染、及廢棄物。華碩依據 PwC 貨幣化
企業環境衝擊方法與自然資本議定書，貨
幣化佔營收 9 成產品 : 筆記型電腦、桌上
型電腦、主機板、顯示器、手機整體價值
鏈的環境損益與對自然資本依賴。

環境損益分析
1.  2022 年環境損益結果，環境外部成本以廢水污染佔 62.73% 最高、溫室氣體佔 34.81% 次之。
2.  歷年環境損益趨勢，自 2019 年起微幅提升，自 2022 年下降，相較前一年下降 3.42%。
3.  歷年每台筆記型電腦環境損益趨勢，逐年下降，2022 年相較前一年下降 7.41%。

溫室氣體 水資源 廢水污染 廢棄物 環境損益貨幣價值／每台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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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19年

34.45

21.02 22.26 20.61

2021年 2022年

百萬美元 美元

廢水污染
62.73%

廢棄物
2.03%

溫室氣體
34.81%

2022年
環境損益

水資源
0.43%

單位：百萬美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溫室氣體 167.68 199.60 219.80 217.60 

水資源 1.77 2.15 2.70 2.70 

廢水污染 402.52 431.92 412.72 392.09 

廢棄物 6.27 9.11 12.00 12.69 

總量 578.25 642.78 647.23 625.08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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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
2022 年分析結果顯示，溫室氣體環境外部成本為 217.60 百萬美元，佔整體環境外部成本 34%，較前

一年減少 1%。主要來源為開採與製造原生材料需求更多能資源，零件與產品組裝使用電力造成的間
接排放 ( 發電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 )。

行動方案：
  2020 年為基準年，制定 2025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藉由提高產品能源效率、擴大再生能源使用、
協輔供應鏈推動低碳製程，降低整體價值鏈營運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氣體

  提升環境友善材料使用量，後市場回收塑膠 (Post-consumer Recycled Plastics, PCR)、回收紙、無鹵
料件

2022 年績效：
  華碩營運與 29% 關鍵供應商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認證

  華碩全球營運使用再生能源達 RE15，29% 關鍵供應商使用再生能源

  62% 關鍵供應商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納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目標標的進行績效追蹤

  後市場回收塑膠使用提升 25%，包材使用 90% 回收紙漿，產品無鹵料件達 89.6%

0

50

100

150

200

250

2020年2019年 2021年 2022年

溫室氣體 水資源 廢水污染 廢棄物 美元/單位NB環境衝擊-台

單位：百萬美元

2022溫室氣體環境外部成本 相較2021年差異

217.60百萬美元
  減少 2.2 百萬美元
  減少 1%

筆記型電腦供應商熱點分析 :

分析筆記型電腦供應鏈環境損益數據，以溫室氣體為指標，鑑別排放熱點，以 IC base(CPU, RAM, VGA) 供應商最高、
PCB 次之、Panel、EMS、Mechanical、Adaptor、Battery、HDD、Cable、Keyboard 依次遞減。

透過供應鏈環境熱點分析，可幫助華碩對採購策略進行全面檢視，找出潛在環境影響大的關鍵供應商，盤查活動數據，
及研擬改善專案，以降低生產華碩產品過程所衍生的環境外部性與社會成本。

行動方案：
關鍵供應商減碳專案：
2022：繪製關鍵零件製程，鑑別高耗能設備、高碳排工序等排放熱點
2023：依據排放熱點與供應商減碳能力，繪製關鍵零件減碳路徑
2024 - 2025：與供應商合作協輔專案，以低碳材料、製程優化、設備能效提升、再生能源方向推動技術減碳

IC (含CPU, RAM, VGA)
54.6%

PCB
16.11%

ME
5.11%

Cable
0.32%

Panel
12.88%

HDD
0.86%

Battery
0.86%

KB
0.35%

EMS
6.3%

Adapter
2.61%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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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水資源 Water Consumption
2022 年分析結果顯示，水資源環境外部成本為 2.70 百萬美元，佔整體環境外部成本 0.43%，較前一
年減少 0.1%。主要來源為人員生活用水。

行動方案：
  根據 WRI Aqueduct 全球水風險鑑別工具，華碩評估自身營運與價值鏈營運所在非屬高風險地區，
且營運類型不屬於耗水行業。考量全球水資源枯竭壓力與企業社會責任，華碩盡責推動自身營運及
要求供應鏈落實節水措施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訂為合格供應商必要條件

2022 年績效：
  華碩與所有供應商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

  58% 關鍵供應鏈制定水資源減量目標，納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目標標的進行績效追蹤

2022水資源環境外部成本 相較2021年差異

2.70百萬美元
  減少 0.003 百萬美元
  減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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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美元

廢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2022 年分析結果顯示，廢水污染環境外部成本為 392.09 百萬美元，佔整體環境外部成本 62.73%，較
前一年減少 5%。主要來源為原料開採、主機板製程廢水排放。

行動方案：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為合格供應商必要條件，並要求對其上游供應商管理，監管其廢水排
放符合法規

  主機板供應商每年提出廢水排放檢測報告，不合格者限期改善，列入年度現場稽核名單

2022 年績效：
  100% 新供應商與持續合作關鍵供應商取得 ISO 14001 認證，主機板供應商廢水檢測報告全數符合法令

2022廢水污染環境外部成本 相較2021年差異

392.09百萬美元
  減少 20.64 百萬美元
  減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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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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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2022廢棄物環境外部成本 相較2021年差異

12.69百萬美元
  增加 0.69 百萬美元
  增加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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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0年2019年 2021年 2022年

單位：百萬美元

廢棄物 Solid Waste

2022 年分析結果顯示，廢棄物環境外部成本為 12.69 百萬美元，佔整體環境外部成本 2.03%，較前一
年增加 5.8%。主要原因為華碩對供應商採購金額提升，主要來源為組裝廠製程廢棄物。

行動方案：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為合格供應商必要條件

2022 年績效：
  100% 新供應商取得 ISO 14001 認證，7% 關鍵供應商取得零廢棄認證

風險管理

自然資本依賴
企業營運將直接或間接依賴自然資本與相關生態系 / 非生態性服務，舉例企業營運生產的投入，如土地、原料、水和能源。以製程高度仰賴水資源的半導體及面板產業為例，若水資源
短缺，影響企業產量減少影響獲利、取水成本提升、甚至與產業間或民生競爭用水。

受限於貨幣化自然資本依賴的方法學仍處發展階段，華碩持續關注方法學發展同時，制定行動方案，降低整體價值鏈營運對自然資本的依賴與影響。

行動方案：
   提升使用回收再生材料

   擴大全球廢棄產品回收據點

   調查關鍵供應商水足跡 (Water Inventory)

   供應商行為準則納入生物多樣性要求

企業與供應鏈營運
依賴

主體

氣候異常

水資源乾涸

材料短缺

生物多樣性失衡

環境改變

能源

水資源

原料

土地

自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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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05
指標與目標

華碩視環境損益評估為一項科學基礎管理
工具，貨幣化結果可幫助決策者權衡產品
設計、物料採購及製造研發的權重優先度，
打造對環境更加友善的產品，將資源做有
效的分配與利用。華碩從氣候行動、循環
經濟、責任製造三面向，制定目標降低整
體價值鏈營運造成的環境衝擊。

氣候行動
氣候變遷引發的環境變化持續對全球經濟與社會造成影響，在巴黎協定後全球各界達成攜手減緩氣候變遷的共識。在這樣
的大趨勢下，華碩以情境模擬分析未來可能的氣候相關財務影響，採取前瞻積極的氣候行動，納入再生能源成為營運策略
的一環，以軟體、硬體的研發能力提升產品能源效率，同時驅動供應鏈進行低碳製造轉型，全面減少企業營運的碳足跡。

循環經濟 
拋開過去 take-make-dispose 的線性經濟模式，轉向循環經濟是企業永續的關鍵因素之一。華碩在設計時將生命週期的影響
列入考量，擴大採用環境友善材料的使用，研發綠色產品提升企業綠色競爭力，同時持續擴大生產者延伸責任於全球提供
回收服務，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引入數位工具加速循環經濟的實踐，以及保護研發環境的安全。

責任製造
永續營運不再僅限於企業自身而應擴大至供應鏈，協同上下游的商業夥伴創造共享價值，帶動社會的正向轉變。華碩將供
應鏈的永續績效列入採購的評核項目， 成為責任商業聯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的全權會員 (Full Member)，
確保供應鏈製程能符合環境標準，勞工的職場安全與人權獲得保障，同時擴大資訊安全管理至供應鏈，強化供應鏈韌性。

價值創造
華碩除了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在創造自身的經濟成長的同時，期望結合數位資訊的核心能力滿足環境與社會真正需求，創
造社會的共享價值。與新創企業合作永續創新循環與低碳轉型專案，驅動下一波的企業成長以及創新能量，開發新的商業
市場，成為企業新成長曲線動能。同時培育與招募與華碩有共同目標的關鍵人才，推動社會的進步與正向改變。

華碩與價值鏈營運

企業營運

溫室氣體

水資源

水污染

廢棄物

環境衝擊

氣候行動

循環經濟

責任製造

價值創造

行動方案 指標與目標

• 2030 年全球營運據點碳排放量減少50%
• 2030 年台灣營運據點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100%
• 2035 年全球營運據點再生能源使用達100%
• 主要產品能源效率優於ENERGY STAR® 標準30%
• 2025 年關鍵供應商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減少30%

• 推動永續採購，提升產品與包材使用環境友善
• 擴大綠色產品競爭力，提升環保標章產品(EcoLabels) 營收占比超過50%
• 呼應循環經濟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全球產品回收率達20%

• 落實勞動人權管理，關鍵供應商100% 完成RBA 第三方稽核與缺失改善
• 使用責任礦產，供應鏈鉭、錫、鎢、金、鈷100% 採購自合格冶煉廠

• 開創永續數位轉型與創新循環發展，年度永續價值創造效益增幅達100%
• 以研發中心為熱點，推動產業界未來人才發展計畫，培育超過1,000 人

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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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06
環境損益
方法

邊界與範疇
華碩依據產品類別規則 (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 之定義，界定邊界與範疇涵蓋9成營收產品主要元件及供應鏈：

    價值鏈與地理邊界：Tier 3原料、Tier 2零件、Tier 1代工廠組裝、Tier 0華碩營運：設計、驗證與行銷
    主要元件：CPU、記憶體、顯示器、GPU、電阻、電容、主機板、連接器、機構件、硬碟、線材、電池、電源供應器、包裝、鍵盤
    環境衝擊指標：溫室氣體、水資源、廢棄物、及水污染

生產/營運

環境損益評估範嚋

Tier 3

原料開採、製造 零件製造 產品組装 設計、驗證、行銷

Tier 2 Tier 1 Tier 0

組裝

運輸 使用 回收處理

記憶體

電池

RAM

螢幕

中央處理器

CPU

主機板

玻璃

紙材

塑膠

金屬

漆塗料

下游價值鏈上游價值鏈

環境損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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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損益董事長的話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環境損益方法 未來展望

繪製衝擊路徑
華碩透過衝擊路徑法（Impact Pathway）描繪出營運活動與上游價值鏈產生的環境外部性影響，並以生命週期評估與環境損益係數與方法學，針對全球營運據點及上游供應鏈進行環境
影響力評估。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
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問題，因溫室氣體是在大氣中流動，在某處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地區，例如太平洋島國吐瓦魯、索羅門群島等國家，雖然碳排量小但深受氣候變
遷帶來的海平面上升威脅；因此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變遷、社會衝擊與經濟損失，非單一國家能夠解決。從排放溫室氣體的環境衝擊與氣候變遷帶來的社會影響兩方面來看溫室氣體
衝擊的貨幣化時，都是以全球為一體的概念。

華碩採用美國環保署發布碳排放社會成本技術報告，估算的每一公噸碳排放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衝擊因子 環境改變 社會衝擊

企業的營運活動 大氣中
GHGs濃度增加

氣候模式改變

海平面上升

極端氣候事件增加

平均氣溫升高

排放GHGs,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其他GHGs

影響人體健康：
因為乾旱與洪水的頻率增加，導致農穫
減少，發生營養不良事件；部份傳染疾
病盛行；高溫熱浪致死率提高

建築資產受損：
極端氣候事件造成建築物的損壞，並增
加調適成本

經濟損失：
供應鏈和生產受到氣候變遷危害，造成
經濟的損失，尤其是製造業和農業

農業和林業損失：
氣候型態改變，植物的成長與產量受到
影響

沙漠化：
沙漠化後原本具有生產力的草原/林地失
去生態平衡能力

其他生態系統服務：
氣候大幅改變影響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統
服務

環境損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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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
Water Consumption

企業在生產製造與營運過程消耗水資源，而
水資源並非取之不竭，其他的生產活動也需
使用水，例如農業。缺水是農業發展的限制
因子，因此企業消耗水可能間接排擠到農業
用水，進而造成糧食生產不足，衝擊到當地
的 糧 食 供 應， 導 致 居 民 有 營 養 不 良 的 情 形。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缺乏乾淨的民生用水而
引起水傳染疾病。

華碩採用 Pster et al.,20093 所提出的 LCA 衝擊
評估方法，得出營養不良而造成失能調整生
命 年（DALYs）； 採 用 Motoshita et al., 20104

的 LCA 模式，得出水媒病的失能調整生命年
（DALYs），再根據統計生命價值（VSL）推算

各營運據點之水資源耗用造成的人體健康損
失外部成本。

企業的營運活動

衝擊因子 環境改變 社會衝擊

消耗水資源

滅少生產糧食可用的水資源

民眾可用的水源減少，迫使他們
使用其他不乾淨的水資源

營養不良：
糧食生產不足，造成營養不良

水媒病：
致命或是非致命的霍亂、其他傳染性的疾病增加

廢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廢水污染考量排放到水體中有毒物質與營養
鹽，前者會造成的人體健康危害，後者則是形
成優養化影響生態系統。水體有毒污染物包含
重金屬、化學物質和戴奧辛，可能透過直接攝
取到污染的水源或是經由間接攝取 ( 透過攝食
受到污染的魚類 ) 而影響人體健康。

華碩採用 USEtox LCA 衝擊評估方法，分析不
同污染物的劑量反應，得出水污染物質的相對
風險特徵化因子與失能調整生命年（DALYs）值，
並 輔 以 Huijbregts et al. (2005)5 的 平 均 致 癌 與
非致癌係數。DALY 的貨幣化價值透過價值轉
移函數，得出各地區水污染對於健康影響的貨
幣化價值。

企業的營運活動

衝擊因子 環境改變 社會衝擊

排放廢水

污染飲用水

污染植物

藻類生長

隆低水資源品質
無機物

有機物

營養鹽

污染牲畜

污染生態系初級消費者

污染生態系次級消費者

影響人體健康：
因為水資源品質降低，增加疾病發生與壽命減短

遊憩價值減少：
受污染水域的遊憩價值減少，因為水資源品質變差

房產貶值：
受污染水域周遭的房產價格受到水資源品質變差的影響

漁獲量：
受污染水域的漁獲量減少

環境損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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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Solid Waste

廢棄物處置的方式其中之一是焚化處理，廢棄
物燃燒過程中會產生空氣污染物如戴奧辛、重
金屬 ( 砷，鎘，鉻，汞，鎳，鉛 ) 和傳統空氣
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 NOx，硫氧化物 SOx，
懸浮顆粒 (Particulate Matter，PM) 例如 PM10，
PM2.5。人體吸入這些空氣污染物質後會導致呼
吸道疾病帶來龐大的社會成本醫療，包括氣喘、
心血管疾病提早死亡、肺部疾病。

華碩採用 LCA USEtox 與 LCA ReCipe (Hierarchist 

version) Endpoint 衝擊評估方法，分析不同污
染物的劑量反應，得出空氣污染物的相對風險
特徵化因子與 DALY 數值並輔佐 Huijbregts et 

al. (2005)[5] 的致癌與非致癌平均係數。最後經
過價值轉移函數得出空氣污染物對於健康危害
的各地區貨幣化價值。

衝擊因子 環境改變 社會衝擊

廢棄物類型 廢棄物處置

企業的營運活動

產生固體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

焚化

戴奥辛和重金屬排放到空氣中

其他空污，例如NOx, SOx, PM10

溫室氣體

影響人體健康：
增加呼吸道與肺部的疾病，以及過早死亡

影響能見度：
空污提高海/空航運的成本、隆低遊憩地休閒娛樂價值

氣侯變遷：
建築資產價值損失、沙漠化、農林業經濟損失等

取得活動數據
價值鏈環境活動數據分為初級數據(Primary Data)與次級數據(或稱二級數據Secondary Data)，初級數據是指實際盤查現場活動之數據；次級數據是指產業環境資料庫之數據：

    Tier 0華碩營運與Tier 1代工廠組裝階段來自於初級數據，華碩營運包含辦公區域、實驗室、倉庫的電力使用、水資源使用、廢水與廢棄物排放現場盤查數據；代工廠組裝則包含生
產線製程、人員活動的電力使用、水資源使用、廢水與廢棄物現場盤查數據

    Tier 2零件製造與Tier 3原料開採使用次級數據，來源為生命週期評估軟體SimaPro之Ecoinvent資料庫

環境損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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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管理工具環境損益評估仍處發展有其限制，缺乏可評估企業營運對自然資本的依賴，未鑑別與自然相關的風險與機
會。 華 碩 將 運 用 由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劃 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聯 合 國 環 境 金 融 倡 議（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Finance Initiative, UNFI）、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與非營利環團全球樹冠層（Global 

Canopy）共同推出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框架 (Task Force on Natur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完整評估價值鏈與自然
相關的依賴性、影響、風險和機會，回應利害關係人關注自然因素納入財務和業務決策的需求。

07
未來展望

自然資本 生態系統服務 企業與供應鏈營運 衝擊因子  環境改變 社會衝擊

影響生態系統與企業營運

依賴路徑 衝擊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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