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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管會持續推動綠色金融措施

為整合金融資源支持我國淨零轉型，並持續加強金融業之氣候風險管理，111

年以來金管會陸續推動重要措施如次：

1. 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

呼應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策略將「綠色金融」納入12項關鍵戰略，

金管會繼10�年起陸續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1.0及2.0版後，111年�月再發

布�.0版，將從「佈局」、「資金」、「資料」、「培力」及「生態系」等5大面

向11�	積極推動2�項措施，期透過金融機構對自身及投融資部位之盤查、風險與

商機評估，以及設定減排目標及策略規劃，驅動企業低碳轉型，並提升環境、

社會及治理(ESG)相關資訊之揭露。

2. 強化金融機構之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及碳排放資訊揭露

為評估氣候變遷風險對銀行業之影響，金管會委託銀行公會辦理「本國銀

行辦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作業規畫」，並於111年11月函請本國銀行以111年底

資產負債表為基礎進行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本次氣候變遷情境係以綠色金融體

系網絡(NGFS)設計之情境為基礎，設定有序轉型、無序轉型及無政策等三種情

境，以評估氣候變遷風險對本國銀行信用風險部位之影響及其承受氣候相關風

險之能力。此外，為強化金融業碳排放資訊揭露，金管會陸續修正或訂定相關

規定或指引，要求金融機構115	自11�年起依資本額或資產管理規模大小，分階段

強制揭露範疇一及範疇二之盤查及確信情形。

3. 制定「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為引導金融機構支持企業朝永續減碳轉型，金管會與環保署、經濟部、交

通部及內政部合作，於111年12月共同發布「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作

11�	 5大面向包括：(1)佈局：強制金融機構揭露碳排放資訊並設定減碳目標及策略，以帶動產業減碳；(2)資金：推動

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指引，引導資金投入；(�)資料：整合各單位資料，建構ESG資料平台；(�)培力：透過證照及

教育訓練，強化永續金融專業；以及(5)生態系：推動金融機構間合作，辦理永續金融評鑑。
115	 金融機構包括銀行業、保險業、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商、期貨商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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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判定其經濟活動是否符合永續金融之參考11�。該指引初步針對我國金融

機構投融資金額最多的�個產業(包括製造業、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運輸與倉

儲業)所進行1�項一般經濟活動及1�項前瞻經濟活動，提供是否符合永續之認定

參考指引，未來將朝擴大適用範圍、滾動檢討技術篩選標準及訂定其他環境目

的之量化標準等�大方向持續精進。

4. 成立「金融業淨零推動工作平台」

為透過金融業協力合作方式推動永續金融工作，除111年�月五家金融控

股公司宣布成立「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11�，作為國內金融業淨零轉型之標竿

外，111年12月金管會與金融總會協力成立「金融業淨零推動工作平台」，下設

五個工作群，邀集1�個周邊單位及金融同業公會擔任成員，共同發展相關的工

具、指引與方案，並作為金融業合作與交換意見的平台。

(四)	部分壽險公司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

111年�月起主要央行加速升息帶動全球利率大幅彈升，我國保險業有價證券

投資部位因而產生大額評價損失，導致獲利縮水或淨值大幅下滑，部分保險公司

資本水準甚至低於法定最低標準。探究原因，係保險業之資產與負債適用不同會

計處理原則所致，其中，現行保險業金融資產適用�FRS	�而採公允價值衡量，但

保險負債因尚未接軌�FRS	1�「保險合約」，仍採發單基礎(Lock-in)認列，而未以

現時利率進行公允價值評價，以致在市場利率急遽上升時，資產面反應鉅額未實

現評價損失，但負債面卻無法反應利益。為減緩利率大幅波動對資產負債表之影

響，部分保險公司擬改變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對營運

造成之挑戰。

因�FRS	�原已訂有金融資產重分類之原則性規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於111年10月進一步就「保險業因國際經濟情勢劇變致生管理金融資產

之經營模式改變所衍生之金融資產重分類疑義」提供參考指引，在公司管理階層與

11�	 「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依照「對氣候變遷減緩具有實質貢獻」、「未對其他五項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

害」與「未對社會保障造成重大危害」等�項條件，以及有無具體改善或轉型計畫，將經濟活動永續程度分為

「符合」、「努力中」、「改善中」、「不符合」及「不適用」等5大類別。
11�	 「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由元大、中信、玉山、第一及國泰等五家金控公司於111年�月正式成立，聯盟成員承諾

在綠色採購、投融資與議合、資訊揭露、協助與推廣及國際接軌等五大議題，採取更積極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