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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及淨零轉型之過程，可能引發實體風險(physical	 risks)及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s)，將影響經濟體各部門及各地區，且透過關聯性、外溢效果與反饋效應，對金融體

系產生系統風險。總體審慎政策可強化金融體系韌性及降低系統風險，以因應氣候相關風

險。然而，氣候風險具高度複雜性、長期性與不可逆等特性，導致現有監理架構無法充分

反映氣候變遷的潛在衝擊，促使央行及金融監理機關必須重新評估、調整或擴增政策工

具，以因應氣候變遷帶來之新挑戰。本專欄蒐集及研究國際間已採行之總體審慎工具種類

與實務經驗，並研議我國可實行之總體審慎工具選項，作為本行未來實施氣候變遷相關總

體審慎政策及運用相關工具之參考。

一、因應氣候變遷之總體審慎工具

總體審慎政策之核心目標在於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避免系統風險累積及擴散。傳統

上，總體審慎工具主要針對金融體系內之信用擴張、資產價格過高及流動性風險進行監

控，常見作法包括；提高銀行資本要求、調控貸款成數(loan-to-value	 ratio,	LTV)及計提系

統風險緩衝資本(systemic	risk	buffer,	SyRB)等，以降低金融機構風險及提高應變能力。然

而，該等工具設計初衷多著眼於短期金融循環波動，對於氣候變遷之長期性與不確定性等

特質，並未充分納入考量，致其在因應氣候風險上存在一定的適用侷限。

鑑於總體審慎政策雖有助因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惟用以因應氣候相關衝擊之總體審

慎工具仍未臻成熟，對此，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系統性風險理事會建議各國需透過調整現

有工具或發展新工具，以減緩氣候相關風險累積與擴散1。該報告進一步分析10項可應用

於降低銀行業氣候相關系統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表A4-1)，並就其適用性與執行可行性進

行評估。分析結果顯示，SyRB、大額暴險限制(large	exposure	 limit,	LEL)及借款人基礎措

施(borrower	based	measures,	BBMs)等三項工具具有較高之可行性。

表 A4-1 因應氣候相關系統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

可行性程度 政策工具

較具可行性之工具

1.	系統風險緩衝資本(SyRB)
�.	大額暴險限制(LEL)
�.	借款人基礎措施(BBMs)，例如貸款成數(LTV)

中立之工具
1.	大額暴險資本計提

�.	高風險部門要求(提高風險權數或最低違約損失率(LGD)	)

較不適當之工具

1.	高風險部門槓桿比率

�.	資本保留緩衝(CCoB)
�.	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CCyB)
4.	流動性覆蓋比率(LCR)與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
5.	系統重要性機構緩衝資本(G-S��/O-S��)

資料來源：ECB/ESyRB	(�0��)。

專欄4：國際間因應氣候風險之總體審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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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間對氣候相關總體審慎工具之運用仍處於研議階段，政策執行作法則聚焦

於可行性較高之三項工具

目前主要國家央行及金融監理機關對氣候相關風險之因應，多仍處於風險評估階段，

而氣候相關總體審慎工具之運用，則尚處於研議階段。此外，國際間相關研究，多著眼於

調整現有審慎工具，以更有效反映氣候風險特性與潛在影響。具體而言，政策執行作法主

要聚焦於可行性較高之計提系統風險緩衝資本、訂定大額暴險限制及規定貸款成數三項總

體審慎工具。該等工具可作為提升金融體系對氣候風險承受能力之初步政策選項，並為未

來發展氣候相關總體審慎政策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一) 計提系統風險緩衝資本

Bartsch等人�以歐洲中央銀行(ECB)第二次整體經濟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之加速轉型

模式為基礎，用以衡量銀行轉型風險之預期損失，並透過校準因子調整SyRB吸收該預

期損失之程度，且依據銀行預期損失程度設定不同組別之SyRB要求(圖A4-1)。其中，

校準因子為監理機關所掌握之政策調節工具，其設定反映在穩健監理與經濟影響間之

政策權衡，較高之校準因子有助提升金融體系對轉型風險之承受能力，但亦可能擴大

對經濟金融的潛在短期不利影響，故需審慎評估與設計。

圖 A4-1  依預期損失調整SyRB

							銀行轉型風險預期損失							
x校準因子

銀行預期損失(EL) SyRB

EL<0.�5% 0

0.�5%≤EL<0.�5% 0.5%

0.�5%≤EL<1.�5% 1%

1.�5%≤EL<1.�5% 1.5%

EL≥1.�5% �%

註：EL為銀行預期損失(expected	losses)，以占風險性資產之比重(%)衡量。

資料來源：Bartsch	et	al.	(�0�4)。

(二) 訂定大額暴險限制

Miller及Dikau�建議監理機關採用「氣候相關政策部門」(climate	 relevant	policy	

sector,	CPRS)4之分類方式，作為評估金融機構面臨轉型風險之依據，並建議遵循巴塞

爾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現行對大額暴險

限制之規範進行監理。若銀行對CPRS相關產業暴險超過其合格資本�5%，則須提交額

外的氣候風險管理資訊，以利監理機關加強對該行轉型風險之掌握與評估。此舉除有

助於提升監理透明度與風險辨識能力外，亦可作為較嚴格監理措施之替代方案，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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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對金融機構資源配置彈性或綠色轉型投入意願可能產生之不利影響。

(三) 規定貸款成數

Philipponnat5建議監理機關可透過LTV判斷是否應對高轉型風險之化石燃料產業啟

動監理措施�，其作法如下：首先，假設已知現有化石燃料儲量價值為100，依據科學

評估，為達成控制全球平均升溫在攝氏�°C內之目標，僅約��%之儲量可被開採。據

此，具經濟開採價值之化石燃料僅為��(100*��%)。若監理機關將化石燃料產業適用

之LTV暴險門檻設定為100%，則當銀行對該產業之放款金額超過��時，其LTV即逾越

100%上限，反映其對實質可實現資產價值之暴險過高。於此情況，監理機關可據以要

求銀行計提額外資本，以反映其承擔之潛在轉型風險。

三、因應氣候風險總體審慎政策工具之效益與挑戰

SyRB、LEL及LTV等三項總體審慎工具，雖於設計與規劃上各有側重，但目的皆為提

升金融機構之韌性，以減少氣候風險對金融體系之衝擊。然而，該等工具在設計及實施過

程中亦面臨諸多挑戰。監理機關欲有效執行該等工具，需具備精確之政策規畫與充分之氣

候相關資料，並應全盤考量氣候風險之前瞻性與系統性特徵，以確保該等工具能發揮其應

有之功能與效果。

(一) 總體審慎工具之效益

總體審慎政策工具有助於金融機構在氣候政策變動或市場轉型過程中，更有能力

承受風險，且可透過調整資本要求或融資條件，間接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促進永

續金融發展。此外，透過限制金融機構對高風險產業或特定資產之過度暴險，可有效

防止單一高風險產業信用風險蔓延至整個金融體系，進而強化金融體系之整體穩定性

與韌性。

(二) 實施挑戰

實施氣候風險總體審慎工具需大量且精準之資料以進行有效之風險量化與管理，

但目前全球氣候相關風險資訊揭露仍未臻完備，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及中小型企業方

面。此外，因氣候風險具有全球性，不同國家或區域執行總體審慎工具時可能面臨跨

境協調問題。最後，總體審慎工具若過度嚴格，可能會對市場運作及經濟活動造成不

利影響，須審慎權衡政策措施之力道與市場可承受度，確保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四、結語

目前各國對氣候相關總體審慎政策措施之研訂，尚處於發展初期，加以執行工具之實

務作法仍未完備，且實施過程亦面臨多項挑戰，包括美國Fed、歐洲央行及英格蘭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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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央行，至今尚未正式採行氣候相關總體審慎工具。惟本行可參考各國央行作法，先著

手發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及情境分析等評估方法，並持續蒐集國際發展與實務經驗，再據

以審慎評估氣候相關總體審慎政策工具運用之可行性及執行時機，以穩健因應氣候變遷對

金融穩定可能帶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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