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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範疇三基本概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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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 S3改版方向

範疇三執行迷思停、看、聽

範疇三執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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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範疇三的第一步為何?

2. 是否所有1~15的子類別都應完整盤查並揭露?

3. 某子類別的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好難取得，是否可認定為非

顯著，並予以排除?

4. 範疇三數據蒐集時間較範疇1+2久，且多數情況下數據精準

度也較差，還有執行的必要嗎?

5. 範疇三計算與量化是不是都依靠資料庫的碳係數就可以了事?

6. 範疇三盤查完之後呢，後續公司可以拿來做甚麼?有甚麼進階

性應用?

4

範疇三常見迷思!!!你是否也有一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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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教科書-GHG protocol

• GHG protocol建立了全面的全球標準化架構，以衡量和管理來自私營和公共部門、價值鏈和減緩行動的溫室氣體
(GHG)排放。

• 基於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永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之間20年的合作夥伴關係，GHG protocol與政府、
產業協會、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其他組織合作。

https://ghgprotocol.org/

 標準Standard：
1. 企業標準、企業價值鏈(範疇3)標準
2. 產品生命週期標準
3. 城市的GHG protocol
4. 減緩目標標準、政策與行動標準、計畫層級的

Protocol

 指引Guidance：
1. 範疇2、範疇3指引、農業指引、金融業指引
2. 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的指引
3. 公共事業、化石燃料儲存
4. 土地使用及移除指引 (Land Sector and

Removals Guidance) 尚在發展中，預計
2025年Q4發布新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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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料來源: SCOPE 3 UPSTREAM: Big Challenges, Simple Remedies, 2024

範疇三揭露之成長趨勢

In 2023, disclosure numbers
rose by 24% from the 19,000
corporates that disclosed
through CDP in 2022, ~2.5x
v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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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範疇1+2+3排放量的占比

各產業範疇1+2+3排放量的占比：

資料來源: CDP Technical Note: Relevance of Scope 3 Categories by Secto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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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企業價值鏈

• 如何判斷上游排放(upstream)及下游排放(downstream)?

上游排放(upstream)：
 與所購買或取得的
商品或服務有關

 支出(收據)

下游排放(upstream)：
 與銷售後的商品有
關

 控制的轉移(至消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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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類別 定義之範疇 環境部規範 GHG protocol ISO 14064:2018

直接
排放

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的溫室氣體排放

直接排放
*僅包含固定燃料
燃燒、製程排放、
移動源及逸散源

範疇一
第1類.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包含土地使用與土地使用變更及林業)

間接
排放

公司消耗其外購之
電力、蒸氣、熱能
冷卻所產生的排放

能源間接排放 範疇二 第2類.購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司在上下游價值
鏈中所產生的間接
排放(不包含範疇2)

其他間接排放
*執行盤查作業時
僅需量化直接排放
與能源間接排放

範
疇
三

• 類別 4：上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 類別 6：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 類別 7：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 類別 9：下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第3類.運輸中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1：購買商品或服務產生的排放
• 類別 2：上游購買的資本物品產生的排放
• 類別 3：與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的排放（未涵
蓋在範疇一或二）

• 類別 5：營運產生廢棄物的處置與處理的排放
• 類別 8：上游租賃資產產生的排放

第4類.組織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10：銷售產品的加工產生的排放
• 類別 11：使用銷售產品產生的排放
• 類別 12：銷售產品廢棄處理產生的排放
• 類別 13：下游租賃資產產生的排放
• 類別 14：特許經營
• 類別 15：投資產生的排放

第5類.使用組織相關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第6類.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99

各盤查規範之排放範疇分類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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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指引(目前正在發展第二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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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企業組織的價值鏈出發：分為上游+下游

• 須避免重複計算(範疇1+2計算過的，就不需要在範疇3計算)

• 範疇3的精準度較範疇1+2低

範疇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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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三盤查應遵循5大原則：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度及準確度。

• 範疇三應揭露任何排除並證明其合理性

• 範疇三應揭露來自價值鏈的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及NF3排放。

• 範疇三應以最小邊界作為揭露基礎，且生質二氧化碳(biogenic CO2)的排放不應包含在內，須獨立報告。

• 當組織選擇減碳績效追蹤時，應設定範疇三的基準年並說明理由。另外當組織結構或盤查方法有重大改變時，

應重新計算基準年。

• 任何的溫室氣體交易包含購買、銷售、抵換及排放額度，不應包含在範疇三計算內。

• 範疇三各類別的描述應說明：

 數據來源及類型(活動數據、排放係數、全球暖化潛勢值、數據品質)

 量化方法(分配方法、計算過程假設)

 來自供應商或價值鏈其他夥伴的排放數據的比例

範疇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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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應遵循之原則

相關性

• 選擇適用預期
使用者需求之
溫室氣體源、
匯、數據及方
法

完整性

• 組織與營運邊
界須納入所有
相關之溫室氣
體排放及移除

一致性

• 為確保排放數
據是可被追蹤
且能有意義的
比較，會計實
務和量化方法
的一致應用至
關重要

準確性

• 數據收集應盡
可能準確，並
應盡可能避免
不確定性

透明度

• 與盤查相關的
製程、假設及
限制等資訊需
要充分且適當
的揭露，使預
期使用者做出
合理之決策



永續創新與評估中心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Assessment Center (SIAC)

14

範疇三-抽樣

• 擁有大量租賃資產(類別8和13)或特許經營權(類別14)的公司可以按建築類型或建築面積對建築物進行分組，
或按車輛類型對車輛進行分組；

• 擁有大量員工並蒐集員工通勤數據的公司(類別7)可能希望從代表性員工樣本中推斷數據；
• 擁有大量分銷管道的公司在計算與類別4和類別9(運輸和分銷)相關的排放量時可以使用抽樣。

• 公司應選擇與其業務目標相符的抽樣方法，並記錄並證明其選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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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範疇三

的相關類別

逐年改善與

擴張類別

範疇三執行流程(來自US EPA)

鑑別目的
• 針對優先活動蒐集更高品質的數
據使公司能夠將資源集中在價值
鏈中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上

鑑別指標與流程
• 基於規模、影響力、風險等項目
進行鑑別

• 應先完成初步盤查後，才進行鑑
別與篩選(排放量規模優先於財務
支出金額)

• 不可因數據蒐集困難而不做，但
可以先鑑別並慢慢改善

估算範疇三

排放

改善：
• 更準確的數據來源(數據品質)
• 更多來自特定供應商數據

擴張：
• 逐年擴大盤查的邊界與項目

(最小邊界要求、選擇性揭露)

各類別計算方法：
• 特定供應商/廢棄物法
• 混合法(Hybrid)
• 燃料/距離基礎法
• 平均數據法
• 費用支出法

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
• 普查 or 抽樣
• 物理量 or 金額
• 係數特性、範疇與係數引用來源

(EEIO)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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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鑑別原則(Screening)

原則 描述

規模 該類別對於公司預期的範疇三排放總量做出了重大貢獻

影響力 公司對於該類別有能力採取潛在減排措施或具影響力

風險 該類別增加了公司的風險暴露（例如，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如財務、監管、供應
鏈、產品和技術、合規/訴訟和聲譽風險）

利害關係者 主要利害關係人（例如客戶、供應商、投資者或民間社會）認為改類別至關重要

外包 以前在內部執行的外包活動或由報告公司外包的活動，這些活動通常由報告公司
所在行業的其他公司在內部執行

產業指引 該類別已被產業特定指引認定是顯著重要的

費用或營收分析 需要高支出或產生高收入的類別（有時與高溫室氣體排放有關）

其他 符合公司或行業部門制定的任何附加標準

• 範疇三項目很多，建議組織應先完成初步盤查後，再進行類別的鑑別與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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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碳足跡係數) 參考來源

實際化石燃料使用量
燃燒排放係數 IPCC/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系數

化石燃料推估量

採購產品與服務的數量 單位產品碳足跡係數 Ecoinvent資料庫、碳足跡計算平台、供
應商提供數據

採購產品與服務的金額 單位採購金額的碳排放量 Exiobase資料庫

運輸延噸/延人公里 延噸/延人公里碳足跡係數 Ecoinvent資料庫、碳足跡計算平台、供
應商提供數據

推估電力使用量 電力碳足跡係數 碳足跡計算平台、Ecoinvent資料庫、IEA
排放係數

投資金額與股權占比 投資對象的碳排放量 投資者排放數據、各國單位GDP排放強度

產品使用情境 特定產品→特定產業→國際標準

排放量𝒊𝒊 = 企業活動數據𝒊𝒊 × 排放係數𝒊𝒊

範疇三計算原則

又可稱為碳足跡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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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數據型態(涉及數據品質)

數據類型 描述

一 級 數 據
(Primary
data)

來自報告公司價值鏈內特定活動的數
據
• 供應商或客戶端實際量測值或盤查數據

• 從儀表讀數、購買記錄、公用事業帳單、

工程模型、直接監測、質量平衡、化學

計量或從特定活動中獲取數據的其他方

法公司的價值鏈。

• 公司應從供應商和其他價值鏈合作夥伴蒐集能源或排放數據，以

獲得優先的範疇三類別(priority categories)和活動的特定廠址數

據。

• 公司應確定相關供應商以取得溫室氣體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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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物流提供者、廢棄物管理公司以及向報告公司提供商品和

服務的其他公司。(公司支出)

二 級 數 據
(Secondary
data)

非來自報告公司價值鏈內特定活動的
數據
• 產業/國家平均值

• 國際或公開之資料庫

• 情境假設

• 推估值

• 政府統計數據、文獻數據

• 在使用二級資料庫時，公司應優先選擇國際認可的、由國家政府

提供或經過同儕審查的資料庫。

• 選擇二級數據數據品質指標：技術、地理和時間範疇。

• 二級數據來源可以涵蓋價值鏈的不同階段。應注意了解資料所涵

蓋的邊界，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整個價值鏈中重複計算錯誤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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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項目 考量項目 活動數據可能是 數據來源

活動數據
(造成GHG排放
的活動)

1. 活動數據的蒐集是否滿足該組織的代
表性

2. 活動數據可否再現以及可複製性
3. 活動數據蒐集模式與準確度

1. 物理量
2. 經濟數據

1. 進出口紀錄
2. 採購紀錄
3. 財務系統
4. 其他管理系統等

排放係數
(簡稱係數*，將
活動數據轉換為
溫室氣體排放數
據的因子)

1. 係數是否與活動數據一致或相似
2. 係數是否可以減量潛力?
3. 係數的系統邊界是否滿足使用目的
4. 係數的時間代表性與地理代表性的取捨
5. 係數的單位是否與活動數據一致

1. 產品碳足跡計算平台
2. LCI database (Ecoinvent, EF

database)
3. EEIO (Exiobase, CEEIO, US

EPA, 自行計算)

• 排放係數是一種GHG盤查普遍用法，但就學理上，生命週期排放係數應該為數據集(dataset)，所謂的係數應該
是指kgCO2/kg或者是kgCH4/kg，不是kgCO2e

範疇三數據型態(涉及排放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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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排放係數型態

排放係數(emission factor)

物料/產品排放係
數

• 生命週期排放係數(Life cycle emission factors)
• 搖籃到大門排放係數(cradle to gate-upstream)-有時候被稱作上游(upstream)：包括材
料/產品生命週期中直至生產商銷售點為止發生的所有排放。

• 類別 1(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和類別 2(資本貨物)必須採用搖籃到大門排放係數計算。

能源排放係數 • 生命週期排放係數(Life cycle emission factors)-範疇三類別3除外
• 燃燒排放係數(combustion emission factors)-用於計算範疇一、二
• 採購燃料及電力的上游排放-範疇三類別3
• 在生物質或生物燃料燃燒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須單獨報告

環境延伸投入產
出係數(EEIO)

• 估算經濟體中不同部門和產品的生產和上游供應鏈活動所產生的能源使用和/或溫室氣體排
放，可用於估算給定產業或產品類別從搖籃到大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 在決定範疇三的優先順序時，EEIO資料對於篩選排放源是有用的。
• 代表特定產業部門每單位收入(營收，產值)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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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產品碳足跡資料庫時，必須拆分係數，這是因為採購產品與服務必須是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的數據

• 使用階段的碳排放則可能是歸類在類別11或者排除

• 採購產品的最終處置則可能歸類在類別12或者排除

Raw material 
extraction transportation Production/

manufacture Use End of life

For purchased good /capital good
(category 1 and 2)

For use of good
(category 11)

For end of life 
treatment of sold 

products
(category 12)

LCA studies
(products)

Emission factor (type1)

排放係數邊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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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須隨時間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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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生命週期涵蓋最小要求

類別1-採購商品與服務 1. 採購商品與服務的所有上游排放(搖籃到大門)

類別2-資本物品 1. 採購商品與服務的所有上游排放(搖籃到大門)

類別3-燃料及能源相關
活動

1. 燃料的上游所有排放
2. 電力傳輸的損耗
3. 電力的上游所有排放
4. 電力銷售的下游使用排放

類別4-上游運輸 1. 須考量運輸過程使用車輛之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運輸車輛的製造、設施或基礎建設的生命週期排放

類別5-營運廢棄物處理 1. 廢棄物管理或處裡過程的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廢棄物運輸的排放

類別6-商務旅行 1. 須考量運輸過程使用車輛之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運輸車輛的製造、設施或基礎建設的生命週期排放

類別7-員工通勤 1. 須考量運輸過程使用車輛之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員工遠程辦公的排放

類別8-上游租賃資產 1. 考量報告公司所租賃的資產的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與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 23

範疇三計算最小邊界要求(上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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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生命週期涵蓋最小要求

類別9-下游運輸及配送 1. 考量運輸提供者、分銷商和零售商在使用車輛和設施期間產生的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運輸車輛的製造、設施或基礎建設的生命週期排放

類別10-銷售產品加工 僅考量加工的下游廠商的範疇1+2排放量

類別11-銷售產品的使
用

1. 已銷售產品在預期壽命內的直接使用階段排放，即最終用戶因使用銷售產品而產生的
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間接能源使用(例如沐浴乳用到熱水器加熱的能源消耗)

類別12-銷售產品的生
命終點處理

僅考量廢棄物管理公司在處置或處理已售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範疇1+2的碳排放，不含銷售
產品廢棄處理之運輸

類別13-下游資產租賃 1. 承租人在租賃資產營運期間發生的範疇1+2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與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

類別14-加盟商、特許
經銷商

1. 特許經營者在特許經營期間發生的範疇1+2 的碳排放
2. 選擇性邊界：與製造或建造特許經營權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

類別15-投資 1. 股權投資：投資對象的範疇1+2的碳排放
2. 債務投資/計劃融資：投資對象的範疇1+2即可(計畫年)
3. 詳細的規範請參閱PCAF

範疇三計算最小邊界要求(下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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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計算方法彙整
項目類別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類別1-採購商品與服務
類別2-資本物品 特定供應商法 混合法 平均數據法 費用支出法

類別3-燃料及能源相關活動 特定供應商法 平均數據法

類別4-上游運輸
類別9-下游運輸及配送 燃料基礎法 距離基礎法 費用支出法

類別4-上游運輸(轉運倉儲)
類別9-下游運輸及配送 (轉運倉儲)
類別10-銷售產品加工
類別14-加盟商、特許經銷商

特定據點法 平均數據法

類別5-營運廢棄物處理 特定供應商法 特定廢棄物法 平均數據法

類別6-商務旅行 燃料基礎法 距離基礎法

類別7-員工通勤 燃料基礎法 距離基礎法 平均數據法

類別8-上游租賃資產
類別13-下游資產租賃 特定資產法 特定出租人法 平均數據法

類別11-銷售產品的使用(直接使用排放) 燃料/電力基礎法 燃料/原料法 包含/形成

類別11-銷售產品的使用 (間接使用排放) 燃料/電力基礎法

類別12-銷售產品的生命終點處理 特定廢棄物法

類別15-投資 特定投資法 特定專案法 平均數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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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計算方法彙整

特定供
應商法

混合法

平均數
據法

費用支出法

上游排放(upstream emission)

1. 供應商產品特定數據：
 供應商針對其販賣的產品具有特定

的產品碳足跡數據

2. 供應商範疇1+2數據：
 供應商提供範疇1+2的數據

3. 平均係數：
 次級流程數據：

• LCA方法，利用產品的物理數
量乘上LCI係數

• 數據品質較經濟法準確
 經濟數據法

• 利用EEIO係數乘上產品購買金
額計算

• 數據因為EEIO特性，最不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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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信業採購手機商品為例：

• 若有辦法從特定供應商取得特定
供應商數據，即為特定供應商法

• 因供應商提供商品的碳足跡資訊
為全生命週期(搖籃到墳墓)，須
確認特定供應商數據之範疇(搖籃
到大門)。

• 若要取得搖籃到大門之碳排放係
數：

• 75 kgCO2e*83%=62.25 kgCO2e

• 若是類別 9(下游運輸排放 )：
75kgCO2e*3%=2.25 kgCO2e

特定供應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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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項目 自廠活動數據 活動數據單位 排放係數
（tCO2/ton）

排放量
（tCO2e）

化學品 10,000,000 ton 0.0091 91,000 

鋼材 2,000,000 ton 0.0020 4,000

1. 排放係數主要來自於資料庫：可由資料庫或國際文獻等來源獲得。
 Ecoinvent資料庫
 EF database (歐盟執委會通過並開放使用的資料庫)
 產品碳足跡資料庫 (環境部審查)

2. 若有需要組合係數，應確保每一個係數的邊界是否滿足需求(化學品、塑膠製
品及金屬製品須特別留意)

3. 由於係數很難主動降低，採用此方法難以偕同供應商達成減碳目標

• 排放係數來源：

平均係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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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項目 自廠活動數
據

活動數據單
位

排放係數
（tCO2/USD）

排放量
（tCO2e）

化學品 10,000,000 USD 0.0091 91,000 

鋼材 2,000,000 USD 0.0020 4,000

1. 排放係數主要來自於資料庫：可由資料庫或國際文獻等來源獲得。
 EXIOBASE 資料庫
 GHG protocol evaluator
 US EPA EEIO database
 台灣地區自建的係數

• 排放係數來源：

費用支出法

關鍵在於如何取得EEIO係數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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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類別常見之問題

 區分貨物(商品)及人的運輸。
• 類別4、9 針對貨物/原料/商品
• 類別6、7針對人 (ISO 14064還多一個訪客運輸)

 最小邊界：
• 使用運具(及相關設施)所產生的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

 選擇性項目：
• 製造運具及相關設施的生命週期排放(運具的原料及製造階段)
• 員工遠程工作(居家上班)產生之排放
• 入住飯店產生之排放量可選擇性納入商務旅行途中。

 計算方法有三種：
• 供應商提供燃料耗用數據(燃料基礎法)
• 延頓公里/延人公里推估(距離基礎法)
• 經濟法推估(EEIO)

若Google map顯示出三
條建議路線，距離該如何
選擇才合理?

可參考ISO 14083之建議

A. 距離最近

B. 時間最短

C. 時間最長

D. 距離最遠



永續創新與評估中心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Assessment Center (SIAC)

31

運輸類別常見之問題

類別6：
• 常見商務旅行且建議可優先盤查：航空旅行、高鐵等
• 碳排放係數來源：營運方公告、國際ICAO平台、環境部碳足跡資料庫
• 私車公用是很常見的情形(先確認是否與範疇一重複計算)

類別7：
• 盤查注意事項：

• 公司交通車接送：
• 是否已經涵蓋在範疇一排放
• 如租賃，則利用與類別6相同方法推估

• 問卷調查員工通勤狀況(涉及好幾種路線及數段交通方式)
• 由員工人數與國家統計數據推估
• 折衷方式：以居住地之地區中心點推估距離

• 易涉及個資問題，盤查時應特別留意

類別4、9：
• 邊界歸屬問題
• 下游運輸的運費若非報告公司所支出時，須納入類別9計算。若為報告公司支付，則納入類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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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排碳係數與電力碳足跡差異

A 電力碳足跡係數
(環境部公告)

A-B 電力上游係數
(環境部公告)

B 溫盤電力排碳係數
(能源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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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到之外購電力計算問題

常遇到之外購電力計算問題：
究竟要採用電力碳排放係數、電力間接碳足跡還是電
力碳足跡係數來計算?三者間有何差異?

A 電力碳足跡係數 A-B 電力上游係數 B 溫盤電力係數

0.606 kgCO2e/kWh 0.0973kgCO2e/kWh 0.509 kgCO2e/kWh

涵蓋範圍從原料開採、原料運輸、提煉燃燒、發電營運、電網
輸配到用戶插座及發電營運廢棄物處理。該數值包含電網線損，
但不區分售電戶之類型(電燈用電或電力用電)。

電力碳足跡係數：0.606 kgCO2e/kWh (2021)

電力間接碳足跡係數：0.0973 kgCO2e/kWh (2021)

此數值為電力排碳係數與電力碳足跡數值的差異。
涵蓋範圍從發電原料開採與精煉、運輸、發電營運過程的輔助
項投入及廢棄物清除處理、電網輸配損失。

112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0.494 kgCO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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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產品：需要更進一步地處理、轉變或是納入其他產品，為製造其他產品或服務過程中必要的投入。中間產品

並不會在未受改變的狀態下被最終消費者所使用。

• 中間產品最終用途不一定能掌握，且下游潛在應用產業面太廣泛，會有許多不同的溫室氣體排放組合，量化加工

及使用過程的排放確實有其困難。

• 最終產品：為不須再進一步處理、轉變或納入其他產品中即可被最終消費者所使用的產品，包含：

被最終使用者消費的產品。

賣至零售店以供最終消費者購買的產品。

由公司消費的產品（型態未改變），如辦公用品等。

• 資本物品：具有較長使用壽命的最終產品，公司可以使用它們來製造產品、提供服務或銷售、儲存和交付商品。

(範疇3計算中，企業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貶值、折扣或攤銷資本貨物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排放。)

• 中間產品與資本物品皆作為公司營運的投入。

資本物品、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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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合理的使用情境

特定產品
規範

特定產業
規範

國際通用
規範

產業公協會所制定產品類別規則
(產品預期壽命、使用情境) ISO, GHG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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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信業採購手機商品為例：

• 若有辦法從特定供應商取得特定
供應商數據，即為特定供應商法

• 因供應商提供商品的碳足跡資訊
為全生命週期(搖籃到墳墓)，須
確認特定供應商數據之範疇(搖籃
到大門)。

• 若要取得使用階段之碳排放係數：
• 75 kgCO2e*15%=11.25kgCO2e

下游：生命週期係數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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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 S3改版方向

範疇三執行迷思停、看、聽

範疇三執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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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指引(目前正在發展第二版中….)

可能更新/調整的方向內容

1. 數據品質要求提升(PACT)
• 考量逐步淘汰、限制或移除基於支出的方法
• 考量強制使用一級數據、或限制/規範二級數據的使用
• 要求隨著時間推移逐步改善數據品質
• 考量開發數據品質層級/評分矩陣，作為數據品質的衡量標準

2. 範疇三揭露邊界更具體、詳細且可能擴大
• 設定各子類別的顯著性門檻
• 子類別再細分子類別項目(例如：採購商品與服務應考慮區分全新、已使用、回收及再生產品、材料和能

源的會計方法)
• 資本財類別考慮是否以其他衡量標準（包括折舊、攤銷及或年度化衡量標準）來補充現有的量化方法，或

維持目前量化類別排放量的方法。
• 子類別原先屬於選擇性揭露項目可能納入強制性
• 運輸與配送(類別4、9)考慮強制納入「最後一哩路」運輸、回程運輸及退貨

考慮為中小企業(SMEs) 開發獨立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 範疇3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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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指引(目前正在發展第二版中….)

預計2027年Q4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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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執行動機與目的-許多企業執行scope 3的動機不同 (ISO14064、CDP, DJSI及SBT)，不同的動

機勢必影響執行的深度及投入資源

2) 確認組織是否有能力提供完整及可追朔、可再現性的盤查資料

3) 確認盤查邊界後可先從顯著排放源、容易執行及易提出改善策略之類別的開始著手(可參考金管會

溫室氣體範疇3：揭露指引與參考範例)

4) 執行過程中，盡可能取得企業高層的支持，有利部門間的溝通與資料蒐集

5) 執行範疇三不難，困難的是如何做的深入、完整並具可比較性!!!

6) 後續的範疇三的實質減碳績效才是企業須要深思的

7) 已有企業開始專注於範疇三的減量路徑與強化特定供應商數據(如何確保數據品質的提升-PACT)

8) 須具備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的思維及概念

給予執行範疇三的建議



永續創新與評估中心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and Assessment Center (SIAC)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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