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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淨零碳排已經

成為世界共識，這個已然成

形的全新產業環境，對臺灣

產業來說，是陣痛也是契

機。工研院日前舉辦「極端

氣候下的新常態—以新興科

技達成淨零碳排的機會與挑

戰論壇」，邀請工具機大廠

友嘉集團總裁朱志洋發表演

說，他直指，「低碳轉型已

成為企業降低氣候風險的關

鍵策略。」

淨零碳排是世界潮流

朱志洋指出，今年臺灣面對半世紀以來最嚴重

的大旱，與氣候有很大關聯，連帶能資源的供給

也受到影響，這是臺灣長期必須面對的問題。全

球暴雨成災、嚴重乾旱等狀況頻傳，各國政府深

知氣候變遷衝擊無一可置身事外，積極推動減碳

政策因應。臺灣屬於出口導向經濟，一旦歐美對

環保減碳的規範趨嚴，必導致臺灣產品和服務無法

走向國際，或須負擔碳稅而成本上升，競爭力勢

必隨之下降。

換言之，以低碳創新的

企業，最能打造營運上的優

勢。最明顯的例子是電動車

大廠特斯拉，一度因融資問

題，股價跌至谷底；然而今

年3月公布去年度財報，首度

轉虧為盈；值得注意的是，

特斯拉6億多美元的盈餘中，

多達15億美元的收益是來自

碳權交易，這也代表其電動

車本業仍處於虧損狀態，但

股價仍隨之狂飆，減碳商機

受市場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企業碳管理四大驅動力

朱志洋強調，對企業來說，碳管理有四大動

力：國際公約、政府法規管制、供應鏈管理、以及

企業社會責任。巴黎氣候協定承諾2050年須控制氣

溫上升在攝氏2度以內、國內也有溫管法及氣候變

遷法的討論與制定；此外，臺灣以蘋果供應鏈聞名

全球，然而像蘋果、Google這類跨國大企業，都嚴

格要求供應鏈從設計、生產到服務端的全生命週期

必須推動減碳。更有甚者，市場投資人包括長線基

金等，在投資企業標的時，也將碳揭露及「環境、

撰文／張玉圓

極端氣候導致旱澇頻傳，各國政府陸續宣示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目標，也迫使企業

需配合節能減碳，儘管短期間將造成營運壓力，長期而言卻是成長契機。友嘉集團總

裁朱志洋從企業視角，分享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與商機；若能掌握臺灣既有優勢，建

立零碳智慧產業生態，將可儲備淨零時代的競爭力。

朱志洋：打造淨零時代競爭力
企業綠色轉型

友嘉集團總裁    朱志洋

對企業來說，碳管理有四大動力：

國際公約、政府法規管制、供應鏈

管理、以及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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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公司治理」（ESG）評比列為重要指標。

 
設定目標、明訂管理策略、擴大影響力

企業如何進行有效碳管理？朱志洋認為有3個

重要步驟，第一是碳盤查與設定減碳目標，找出碳

足跡所在的製程，藉以明訂碳排放的絕對減量目標

以及再生能源使用比率。國內部分標竿企業甚至已

宣誓淨零碳排、導入再生能源的時程及計畫。例如

國內晶圓製造龍頭台積電，便宣布2030年底，全廠

房用電量25%使用再生能源，2050年達100%使用

再生能源。

 第二是低碳或零碳排的管理策略，包括企業

能源管理、員工行為改變、製程改變、低碳分析等

等，推動過程中也可找到創新契機。此外，企業發

展自有現地再生能源的優勢，也愈來愈受到重視。

朱志洋認為，臺灣有很好的機會與條件投入綠能發

展，主要是夏季日照充足、冬季風力強勁，恰能在

夏天使用太陽光電、冬天仰賴風力發電。

第三是擴大減碳影響力，與地方合作投入能源

效率提升，並且發展因應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協

助客戶（使用者）減碳。要求供應鏈揭露碳排放並

設立減碳目標，共同努力來達成價值鏈減碳，更是

國際上日益成為主流的碳管理趨勢。

朱志洋指出，臺灣既有的產業實力也可成為

減碳大未來的基礎優勢。全球電動車領導品牌特斯

拉，有7成供應鏈廠商來自臺灣，因此包括BMW、

賓士等傳統大型車廠在轉型走向電動化時，均前來

臺灣尋找供應鏈廠商。換言之，「我們很有機會建

立起全球性的綠色品牌，以臺灣的供應鏈，提供世

界需要的綠色解決方案。」

朱志洋認為，產業減碳可進一步帶動社會轉

型，其中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他建議，可參考

東京都政府與產業合作推動的零排放策略，從六大

主題著手：能源、建築、交通、工業、氣候變遷調

適、參與（地方政府及全球鏈結）；多層面地實踐

產業能源與經濟轉型，一方面可帶領企業進入淨零

碳排的新時代，參與電動車、智慧電力、儲能電池

等全新商機；另一方面，這些全新綠能應用在生活

中普及的同時，也可讓社會綠色轉型，迎接零碳社

會的到來。

低碳或零碳排

的管理策略，包括企

業能源管理、員工行為

改變、製程改變、低碳分

析等等，推動過程中也

可找到創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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