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置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管理系統

溫室氣體管理概述及
系統導入說明

ISO14064-1

單位：ISDC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報告人：張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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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貳、因應策略

參、GHG管理工具

肆、ISO14064-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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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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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 ( green house effect )

由於工業及汽車廢氣的污染，使大氣
層中溫室氣體逐年增多，溫室氣體不
能吸收或反射陽光中的紫外線等短波
長光線，而只吸收及反射地面來的長
波長紅外光，因此，陽光中的紫外線
等短波長光線(輻射熱)能自由的進入
大氣層，而由地面反射來的長波長紅
外光又被溫室氣體吸收無法釋放到地
球外面，使氣溫逐年上升。稱之為
溫室效應。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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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的後果

溫室氣體過度排放導致地球溫暖化，
其影響極深遠，包括氣溫升高、冰山
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岸退後、雨量
改變導致林相生態變化、洪水頻率增
加等等…，

因此、如何抑制溫室氣體的過度排
放，是整個人類的共同責任。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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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最好的年代

也是一個最壞的年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年代

也是一個愚昧的年代

狄更斯-雙城記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When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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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年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資料來源：IPCC(2007)

(以相對於1961~1990平均值表示)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工業革命

What’s happened?

地表平均溫度在過去100年
（1906-2005）
已經增加了約0.74度。
在未來則會每20年便升高0.2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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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半球三~四月雪覆蓋面積變化趨勢 全球海洋水面年平均高程變化趨勢

資料來源：IPCC(2007)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What’s happened?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20世紀的後半時期，北半球土壤結冰的情形在冬春相交季節，每10年減少最高達到7％

過去150年裡，北半球河川湖泊結冰的時間，平均一世紀延後了5.8天解凍時間提早6.5天

僅計算海洋範圍擴大及冰山融化的影響21世紀末海平面將上升28至58公分

(與1989至1999年間的海平面高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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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極全面融冰應發生在
2050年至2100年間
最近則認為會提前到2030年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ISDC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12

北極冰層急遽減少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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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北美阿拉帕霍冰川

哥倫比亞冰川
(阿拉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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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吉利馬札羅火山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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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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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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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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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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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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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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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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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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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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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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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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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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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氣候變遷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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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主要溫室氣體

1.二氧化碳(CO2) 

2.氧化亞氮(N2O)

3.甲烷(CH4)

4.氫氟碳化物(HFCs) 

5.全氟碳化物(PFC)

6.六氟化硫(SF6)

何謂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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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溫室氣體於大氣中之濃度變化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二氧化碳及甲烷目前在大氣中的含量
遠遠超出前工業時代的含量
二氧化碳280 ppm 2005年時的379 ppm
甲烷量更從715 ppb 2005年的1774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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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壹、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概述

全球暖化造成的損失

溫室氣體的產出
需要受到更嚴格的控制

While we still 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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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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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活動(間接驅動力)：
能源生產與消費

及工業與農業生產

人類活動(間接驅動力)：
能源生產與消費

及工業與農業生產

GHGs排放
(直接驅動力)
GHGs排放

(直接驅動力)

GHG濃度
(壓力指標)
GHG濃度
(壓力指標)

平均溫度改變
(狀態指標)

平均溫度改變
(狀態指標)

氣候變遷效果(衝擊指標)：
對人類及自然系統衝擊

氣候變遷效果(衝擊指標)：
對人類及自然系統衝擊

氣候政策措施(回應)：
綠色生產與消費政策

氣候政策措施(回應)：
綠色生產與消費政策

減緩 調適

人類活動與氣候變遷的DPSIR關係

衝擊累積

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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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國內外溫室氣體管理活動發展歷程

1995                          2000                   2002       2004 2007

1995年COP1
召開

1997年通過
京都議訂書

2002年歐盟
15國集體批
准加入《京
都議定書》

•2001年第一
個由政府推
動成功之市
場交易制度
UK-ETS啟動
•2001年美國
退出《京都
議定書》

2002年ISO/TC 
207/WG5始制定
ISO 14064 

•2005完成
ISO/FDIS 
14064-1~3版

2000年
ISO/TMB/AHG
CC成立

UNFCCC
政治協商

UNFCCC
政治協商

ISO/TC207
標準制定

ISO/TC207
標準制定

• 55個國家批准
• 批准國家排放
量佔世界55％

1995                          2000                   2002 2004 2007
1998年
第一次
能源會
議

•2002環保署編
訂國家通訊
•2002能源局持
續推動能源大用
戶能源查核制度
及節能輔導

• 2004環保署/
工業局推動
溫室氣體施
政與產業試
行計畫

• 2004能源局
持續推動能
源大用戶能
源查核制度
及節能輔導

2000年研擬
溫室氣體防
制法草案

•2005歐盟推動
交易體系
•2005.2.16京都議
定書正式生效
•2005年底COP11
於Montreal 召開

• 2005能源局第
二次能源會議

• 2006年召開台
灣永續及經濟
會議

• 標檢局公告
CNS 14064標準

• 2006經濟部溫
室氣體減量辦
公室TIGO成立

• 溫室氣體減量
法(草案)送立法
院審查

• 2006能源局發
表40家盤查驗
證成果

•2006.3公告
ISO14064標準
•2007.4公告ISO 
14065標準

•2004年底
COP10於阿
根廷召開
•歐盟建立
登錄平台

•AP6推夥伴計畫
•2007年底COP13
於Bali召開
•2008年底COP14
於波蘭召開

• EPA研擬推動試
行減量計畫

• 能源局持續擴大
推動30家盤查及
10家自願減量示
範計畫

• 2008年溫室氣體
減量管理辦公室
成立

減量額度認可
事業登錄要求

自願性盤查
登錄平台

自願減
量方案

溫減法通過
總量管制

自主盤查
(ISO 14064)

自願減
量規劃

政
府

產
業

台灣近期積極推動
GHG盤查、減量、登
錄及查證能力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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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大氣層溫室氣體濃度穩定大氣層溫室氣體濃度

訂定可接受的執行法則訂定可接受的執行法則

全球環境財產權界定全球環境財產權界定

建立有效率的交易市場建立有效率的交易市場

有效遵約機制有效遵約機制

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
•京都型態
•密集度指標
•人均排放量指標
•部門減量指標
•多階段減量目標
•調合政策與措施

•京都型態
•密集度指標
•人均排放量指標
•部門減量指標
•多階段減量目標
•調合政策與措施

•CDM
•JI
•ET

•CDM
•JI
•ET

國際氣候變遷政策架構

550ppm(2100)550ppm(2100)

貿易自由化與
環境保護

貿易自由化與
環境保護

後京都時期

為達成減量目標

衝突？

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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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清潔發展機制, CDM 」
容許附件一國家以資金援助或技
術轉移方式在非附件一國家推動
減量計畫，附件一國家即取得被
驗證的排放減量額度(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共同減量, JI 」
容許附件一國家共同推動排放減
量計畫，彼此取得或交換排放減
量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ERUs)

「國際排放交易, IET」
容許附件一國家以交易方式向排
放量未達配額者取得其未使用配
額或剩餘配額(unused or surplus 
emission units)

Annex 1 Non-Annex 1

投資或技術CERs

Annex 1

共同減量計畫
ERUs ERUs

Annex 1

交易

需
有
查
驗
機
制
之
配
套

京都議定書中之三種減量彈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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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國際京都彈性機制
↑

國內清潔發展機制/交易或
碳稅制度
↑

限量管制
↑

排放量核配(訂定基準年)
↑
登錄
↑
查證
↑

實體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

自願性減量活動

國際京都彈性機制
↑

國內清潔發展機制/交易或
碳稅制度
↑

限量管制
↑

排放量核配(訂定基準年)
↑
登錄
↑
查證
↑

實體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

自願性減量活動

GHGs削減
模式：自願
減量

GHGs削減
模式：自願
減量

GHGs削減
模式：總量
管理

GHGs削減
模式：總量
管理

我國目前
執行進展

發展變因：

國際公約之進展

國內政策之制定

國際市場之驅動

發展變因：

國際公約之進展

國內政策之制定

國際市場之驅動

附件一國家

OECD國家

附件一國家

OECD國家

非附件一國家非附件一國家

如韓國如韓國

如日本如日本

We are here

國際溫室氣體管制趨勢--整體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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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溫室氣體議題上所面臨的挑戰

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利害相關者及

股東的壓力 有什麼投資機

會可以取得排

放信用額度？

政府的因應策

略及規定

買主的要求

國家及產業

之配額多寡

及分配方法

未達減量目標

之罰責

如何制定公司

的減量策略？

各國的排放減

量要求？

如何進行減量？

如何設定本身的

排放基線 (baseline)

如何盤查自己

的排放量？

公司須要透過交易

取得排放權嗎？

重點在於—
到底排出多少
溫室氣體

如何減少能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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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何要執行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因應供應鏈綠化

下買主的新要求

參與自願性減

量方案

因應政府對溫

室氣體管制的

報告要求

檢視公司內部溫

室氣體排放的減

量機會

參與國際溫

室氣體排放

權交易市場

因應公司未來對企

業整體之碳資產管

理的需求

進行公司的碳

風險管理

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貳、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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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沒有數字就沒有管理

沒有正確的數據更難以管理

沒有數字就沒有管理

沒有正確的數據更難以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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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對溫室效應氣體量測及稽核的共識。

建立一致的溫室效應氣體數據登錄及報告格式。

建立獨立的溫室效應氣體減量的認證/驗證架構
及相關執行指引。

建立各種溫室效應氣體減量彈性機制的績效評估
準則。

(顧洋，2002)

Bottom-up modelBottom-up model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國際間溫室氣體管理與查驗相關之標準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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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間主要的GHG認證/驗證體系

類別 UNFCCC ISO UK ETS / EU ETS

目的
執行京都機制(如CDM) 組織自主管理導向 執行英國或歐盟境內排放

交易之查證

運作
機構

UN、各國政府、驗證機構 IAF、各國認證及驗證機構 獲認證之該區域境內驗證
機構

屬性
2003年開始、自發性、須經
相當申請與審核程序

自發性、以市場機制運作為
主

自發性、以市場機制或京
都彈性機制運作為主

驗證
對象

目前以CDM計畫(project-based)
為主

組織或減量計畫均可 組織或減量計畫均可

相關
規範

Procedure for accrediting 
operational entities by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DM

ISO 14065

ISO 14064 Parts 1, 2, 3

UKAS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SO/IEC Guide 65 (EN45011)

適用
評估

因政治問題，我國尚無適
當參與管道。

相關精神與原則，可作為
我國設計國內業界GHG排
放抵減等策略之參考。

因應未來國際貿易市場需
求，廠商需積極面對。
可作為政府單位建構行政
管理機制之重要參考。

可作為政府單位建構排
放交易等行政管理機制
之重要參考。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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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溫室氣體標準之特性

提供組織/設施進行Bottom-up式GHG之管
理規範

具全球廣泛的共識性

為一個管理系統，而非會計工具(未提供
具體計算工具)

與ISO 14001具有相同之P-D-C-A風險管理
邏輯

可納入ISO 14001持續改善機制

提供具一致且共
通性之作法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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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進度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第1部：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
放與移除之量化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

ISO 
14064-2

溫室氣體─第2部：計畫層級溫室氣體排
放減量或移除增量之量化、監督及報告
附指引之規範

ISO 
14064-3

溫室氣體－第3部：溫室氣體主張之確證
與查證附指引之規範

已於2006-3-
1公告。

ISO 14065 溫室氣體－使用於溫室氣體確證及查證
機構認證或其他認可形式之要求

已於2007-4-
16公告。

ISO 14064系列標準之名稱、編號及進度

1 Standard in 3 Parts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ISDC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44

適用
GHG方案或預期

使用者
之要求

ISO 14064-1
設計與發展

組織GHG盤查

ISO 14064-2
設計與實施
GHG計畫

ISO 14064-3
查證過程 確證及查證過程

ISO 14065
確證或查證
機構之要求

視方案
而定

視方案
而定

GHG盤查
文件及報告

GHG計畫
文件及報告

與預期使用者需求
一致的

保證等級

GHG主張

確證及/或查證

GHG主張

查證

ISO 14064系列標準之互動與關聯性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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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vs. ISO 14064標準之性質比較

ISO 14064標準僅係提供實施實體/計畫溫室氣體管理程序之原則性指引，有關細部程序規範及執行作業仍須標準
之使用者自行發展與建立，此點與ISO 14001環境管理系統標準相類似。

ISO 14001 ISO 14064-1

目的 管理環境污染，向外界證明環境管理的能力
管理溫室氣體排放，向外界證明排放
總量

適用對象 任何規模、型態、地區、文化等之組織
任何規模、型態、地區、文化等之
產生GHG的實體

驅動力 供應鏈要求 國家政策要求或自願性減量活動要求

認證管理規範 Guide 65 ISO 14065(制訂中)
控制對象 重大環境考量面 重大溫室氣體排放源、匯或儲存庫

第三者機構證
明文件

證書(Certificate) 聲明書(Statement)

用途 可作為組織建制並取得EMS驗證之指引
可作為組織建制並取得GHG管理程
序驗證之指引

文件化的需求 較多 較少

需要被訓練的
員工人數

較多 較少

參考指引 ISO 14004
ISO 14064-Part 2
ISO 14064-Part 3
GHG Protocol

驗證手法 從污染數據的正確性查證管理系統的有效性
從管理系統的有效性查證排放數據的
正確性

限制 不作為污染防治技術指引 不作為GHG減量技術指引

修改自(高毅民，2005)

(申永順，2005)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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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釋義

Certification

查證無誤後之驗證

Verification

查證計畫之執行過程

Validation

確證計畫之可行性

Assertion 

提出具客觀性GHG計畫之主張

以減量計畫為例 以組織盤查為例

Certification

查證無誤後之驗證

Verification

查證盤查主張之執行過程

Assertion 

提出具客觀性GHG盤查之主張

查
驗

叁、GHG管理規範叁、叁、GHGGHG管理規範管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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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CNS 14064-1 標準條文釋義



ISDC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48

前言
簡介
1. 適用範圍
2. 用語與定義(37 item)
3. 原則

3.1 通則
3.2 相關性
3.3 完整性
3.4 一致性
3.5 準確性
3.6 透明度

4. 溫室氣體盤查設計與發展
4.1 組織邊界
4.2 營運邊界
4.3 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量化

5.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組成
5.1 溫室氣體排放量與移除量
5.2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或增加溫室
氣體移除量之組織活動
5.3 基準年之溫室氣體盤查清冊
5.4 不確定性之評估與降低

6.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品質管理
6.1 溫室氣體資訊管理
6.2 文件保留與紀錄保存

7. 溫室氣體報告
7.1 通則
7.2 溫室氣體報告之規劃
7.3 溫室氣體報告之內容

8. 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8.1 通則
8.2 查證之準備
8.3 查證管理

附錄A(參考用)彙總設施層級數據至組
織層級
附錄B(參考用)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之範例
附錄C(參考用)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潛勢
參考資料

CNS 14064-1目錄

易記口訣：邊 源 算 報 查易記口訣：邊 源 算 報 查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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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組織層級對溫室氣體(GHG)排放
與移除之量化及報告之原則與要求事項。本
標準包括組織溫室氣體盤查的設計、發展、
管理、報告及查證之原則與要求事項。

CNS 14064系列標準對於溫室氣體方案係中立
的。若溫室氣體方案可適用時，則該方案的
要求事項可為CNS 14064系列標準之外加要求
事項。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五大管理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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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語與定義

溫室氣體源(greenhouse gas source) 

釋放溫室氣體進入大氣之實體單元或過程。

溫室氣體匯(greenhouse gas sink) 

自大氣中移除溫室氣體之實體單元或過程。

溫室氣體儲存庫(greenhouse gas reservoir) 

生物圈、地質圈或水文圈之實體單元或組成，
具儲存或累積從溫室氣體匯自大氣中移除的溫
室氣體或從溫室氣體源捕集的溫室氣體之能力
者。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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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期間內排放至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總質量。

溫室氣體移除(greenhouse gas removal)

在特定期間內自大氣中移除的溫室氣體總質量。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自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源排放之溫室氣體。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組織所消耗的輸入電力、熱及蒸
汽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由組織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排
放，非屬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而係來自其他組織所
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源。

2.用語與定義(續) 
減量 Reduction
移除 Removal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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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語與定義(續) 

溫室氣體活動數據(greenhouse gas activity data)

造成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的活動之量化量測值。

備考：溫室氣體活動數據的範例包括能源、
燃料或電力之消耗量、物料之生產量、提供
之服務或受影響土地之面積。

溫室氣體主張(greenhouse gas assertion)

由負責者作出的宣告或真實客觀之聲明。

溫室氣體主張可以溫室氣體報告或溫室氣體
計畫之規劃型式提出。

Policy Strategy Program Plan Project

活動強度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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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清冊(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組織的溫室氣體源、溫室氣體匯、溫室氣體排放量與
移除量。

溫室氣體計畫(greenhouse gas project)

係指會改變基線情境中已鑑別情況的活動，以導致溫
室氣體排放減量或溫室氣體移除增量。

溫室氣體方案(greenhouse gas programme)

自願或強制的國際、國家或國家次級系統或計畫，以
登錄、計量或管理組織或溫室氣體計畫外部之溫室氣
體排放量、移除量、排放減量或移除增量。

溫室氣體報告(greenhouse gas report)

將一組織或計畫的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對其預期使用
者溝通之單一文件。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2.用語與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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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語與定義(續)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敍述在一段期間內一質量單位的溫室氣體之輻射衝擊，
相對於相等單位的二氧化碳之係數。

二氣化碳當量(CO2e)(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比較溫室氣體相對於二氧化碳造成輻射之單位。

備考

二氧化碳當量係以已知的溫室氣體質量乘以其全球暖化
潛勢計算之。

基準年(base year)

為比較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或其他溫室氣體的相關逐時
資訊，所指定之歷史期間。

備考：基準年排放或移除可依據一指定期間(例如一年)
或數個期間(例如數年)的平均值予以量化。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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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 化學式 全球暖化潛勢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亞氮

CO2
CH4
N2O

1
21

310
氫氟碳化物(HFCs)
HFC-23 CHF3 11700
HFC-32 CH2F3 650
HFC-41 CH3F 150
HFC-43-10mee C5H2F10 1300
HFC-125 C2HF5 2800
SF6 23900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The “winner” is …
SF6 GWP = 23900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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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盤查原則

相關性

選擇適合預期使用者需求之溫室氣體源、溫室氣體

匯、溫室氣體儲存庫、數據及方法。

完整性

納入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一致性

使溫室氣體相關資訊能有意義的比較。

準確性

儘可能依據實務減少偏差與不確定性。

透明度

揭露充分且適當的溫室氣體相關資訊，使預期使用

者做出合理可信之決策。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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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鑑別

擬定基準年與管控措施

建立盤查清冊文件化與紀錄

內容查證及矯正

盤查報告書初稿製作

管理階層審查

第三者驗證

P

DC

A
持
續
改
善

高階主管承諾1 成立推動組織2

組織與營運邊界設定3

4

排放量量化5

6

78

定
性
盤

查

定
量
盤

查

11

10

9

系統驗證

盤查程序介紹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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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可由一個或多個設施所組成。設施層級之溫室氣體排放
或移除可能產生自一個或多個溫室氣體源或溫室氣體匯。

GHG匯1.1

設施 1

GHG源1.nGHG源1.n

GHG匯1.n GHG匯x.1

設施 x

GHG源x.nGHG源x.1

GHG匯x.n

組織GHG排放與移除

組織邊界

溫室氣體源、溫室氣體匯及設施之關聯性

關鍵字 x = 組織邊界內設施之數目
n = 設施的溫室氣體源或溫室氣體匯之數目

備考1.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來自設施層級之量化溫室氣體源與溫室氣體匯加總而得。
2.組織必須認知在一時段的溫室氣體匯可能成為另一時段的溫室氣體源，反之亦然。

藍色
框線

標準
本文
條文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4.1組織邊界
邊

控制權法
股權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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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4.2營運邊界
邊

直接排放源(範疇一)
直接排放源(Scope 1)：源自於公
司所有或可控制的排放源

電力、熱或蒸汽或其他化石燃料
衍生的能源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生物、物理或化學等產生溫室氣體
排放之製程(如水泥或氨氣之製造) 

擁有控制權下的原料、產品、廢棄物
與員工交通等運輸

逸散性溫室氣體排放源
(如空調設備所溢出之HFC、

廢水處理廠CH4逸散等) 

能源

製程

運輸

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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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排放源(範疇二及三)
間接排放源(Scope 2及Scope 
3)：與公司相關但不為公司
直接控制之排放源

Scope  2
指公司因外購之電力、蒸汽、
熱(自用部份)，來自於別人所
擁有的資產、設備所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如生產產品時

所須耗用的電力 )

Scope  3
其他來自於他人之資產、設備
所產生的排放，亦包括任何與
公司商業活動有關，但來自於

他人資產、設備的排放。
(如員工的商務旅遊 ) 

電
力
間
接

其
他
間
接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4.2營運邊界
邊

間接排放源(範疇二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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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溫室氣體排放源

四大類別(以排放源型式來區分)

固定燃燒源

‧指固定式設備之燃料燃燒，如鍋爐、熔爐、燃燒爐、蒸汽渦輪

機、加熱爐、焚化爐、引擎及燃燒塔等

移動燃燒源
‧指交通運輸設備之燃料燃燒，如汽車、卡車、火車、飛機及船舶

製程排放源

‧物理或化學製程之排放，例如：CO2從煉油製程中之觸媒裂解、

PFC從半導體晶圓製程及光電業之乾式蝕刻或清洗化學氣相沈積

製程反應室所造成之排放等

逸散排放源

‧有意及無意的排放，如從設備之接合處、密封處、頃料、填塞物

之洩漏。亦可能含從煤堆、廢水處理廠、礦坑、冷卻水塔之排放

及從瓦斯加工設備排放的甲烷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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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源
溫室氣體常見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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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溫室氣體排放源

選擇計算排放量方式

篩選數據蒐集與排放係數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

彙總公司GHG排放量

實施步驟

4.3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量化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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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4.3量化法分類
算

直接監測法

溫室氣體非我國法定空氣污染物，無量測要求

直接監測排氣濃度和流率來量測溫室氣體排放量非常少見

質量平衡法

某些製程排放可用質量平衡法

製程中物質質量及能量之進出、產生及消耗、轉換之平衡
計算

排放係數法

排放量=適當的活動強度數據 X 排放係數

對交通運輸排放源而言，只要知道燃料含碳量及燃料使用
量，CO2排放量推估的正確性將可達到誤差小於2%～3%的
程度排放係數則可由政府機構或組織決定且公佈，並適用
於特定種類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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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5.建立數據管理系統
報

運用現有表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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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5.盤查品質與不確定性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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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6.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品質管理
報

6.1 溫室氣體資訊管理

6.1.1 組織應建立並維持溫室氣體資訊管理程序

，以

(a) 確保與本標準之原則符合，

(b) 確保與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預期用途一致，

(c) 提供例行與一致性的查核，以確保溫室氣體

盤查清冊之準確與完整，

(d) 鑑別與說明錯誤與遺漏，及

(e) 文件化並建檔相關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紀錄

，包括資訊管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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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6.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品質管理
報

6.1.2 組織的溫室氣體資訊管理程序須考量：
(a) 鑑別與審查負責擬定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者之責任與職權；
(b) 鑑別、實施及審查盤查清冊擬定小組成員之適當訓練；
(c) 鑑別與審查組織邊界；
(d) 鑑別與審查溫室氣體源與溫室氣體匯；
(e) 選擇與審查量化方法，包括溫室氣體活動數據、以及與溫

室氣體盤查清冊預期用途一致之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係數
(f) 審查量化方法之應用，以確保應用於多種設施之一致性；
(g) 若適用時，使用、維護及校正量測設備；
(h) 發展與維護健全的數據蒐集系統；
(i) 定期的準確度查核；
(j) 定期的內部稽核與技術審查；
(k) 定期審查資訊管理過程的改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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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6.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之品質管理
報

6.2 文件保留與紀錄保存
組織應建立並維持文件保留與紀錄保存的程序。

組織應保留並維持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設計、
發展及維持之佐證文件，使能進行查證。這些
文件，無論是紙張、電子媒體或其他型式，應
依據組織之溫室氣體資訊管理程序，處理文件
保留與紀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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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7.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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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8.1通則

查證的整體目的係對報告之溫室氣體排放量與移
除量或溫室氣體主張，依據CNS 14064-3標準之要
求事項，進行公正與客觀地審查。組織須定期

(a)分別依據第8.2節與第8.3節，準備與規劃查證；

(b)依據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預期使用者之要求事
項，考量適用方案的相關要求事項，以決定一適
當之保證等級；及

(c)依據與預期使用者需求、CNS 14064-3的原則與
要求事項一致之方式，執行查證。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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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查證之準備

在準備查證時，組織須

(a) 發展查證適用範圍與目標，

(b) 適用時，審查本標準之要求事項，

(c) 審查適用的組織或溫室氣體方案之查證要求事項，

(d) 決定所需之保證等級，

(e) 與查證者協議查證目標、適用範圍、實質性及準則，

(f) 確保適當員工之角色與責任已明確界定與溝通，

(g) 確保組織溫室氣體資訊、數據及紀錄完整且可取得，

(h) 確保查證者具備適當能力與資格，及

(i) 考量查證聲明之內容。

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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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查證管理

8.3.1 組織之查證規劃

組織須發展並實施查證規劃，包括下列：

(a) 查證過程、適用範圍、準則、保證等級及與

查證者協議之查證活動；

(b) 實施與維持本規劃之角色與責任；

(c) 達成規劃成果所需之資源；

(d) 數據取樣與保管程序；

(e) 必要文件與紀錄之維護；

(f) 監督與審查本規劃之過程；

(g) 合格的查證者之指派。

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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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查證過程

組織的查證活動須說明

(a) 與查證者針對適用範圍、目標、準則及保證等級

之協議，

(b) 溫室氣體數據取樣與保管程序之評估，

(c) 依據準則的溫室氣體查證聲明之內部審查，及

(d) 查證報告。

8.3.3 查證者之能力

組織須確保參與查證過程之所有人員

(a) 認知溫室氣體管理議題，

(b) 瞭解查證之作業與過程，

(c) 具備必要的技術專業以支持查證過程，及

(d) 熟悉本標準的內容與意涵。

8.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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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查證聲明

組織須要求查證者提出聲明，至少包括

(a) 查證活動的目標、適用範圍及準則之描述，

(b) 保證等級之描述，及

(c) 查證者之結論，並指出任何合格或限制事項。

備考：「合理」與「有限」兩種保證等級的查證
聲明範例可見CNS 14064-3之附錄A。

合理保證等級-
1)具有實質正確性及公正的呈現溫室氣體數據及

資訊。

2)根據相關之GHG量化、監測與報告的國際標準

予於準備。

8.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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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聲明之範例

8.組織在查證活動之角色

肆、ISO14064-1條文說明肆、肆、ISO14064ISO14064--11條文說明條文說明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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