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新世紀呼應全球減碳願景，積極展開各項減碳行動，由本公司環境暨能源專責

管理組織-能源小組統籌，制訂全公司短、中、長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各生產據點成立

節能減排小組，以五大策略開展規劃減碳路徑，打造綠色低碳營運模式。

　　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的影響日益明顯，2021年8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   

專門委員會（IPCC）公布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AR6），指出工業革命後，過多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對地球環境造成嚴重危害，更使得全球升溫 1.5℃的情況提前到來，若要  

在 21 世紀末之前限制升溫程度，經濟發展與能源使用需要徹底轉型，而唯一可能的路徑為「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碳議題管理在2021年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6）由200多個國家達成協議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Glasgow Climate Pact），重點包括

2022年底各國將加強2030年的階段性減碳目標、首次納入逐步減少煤炭使用的承諾、加強  

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援助、對全球碳交易市場訂出規則等。

　　2020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要求上市櫃公司  

永續報告書應參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2021年環保署預告修正「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重點包括2050淨零排放    

目標入法、徵收碳費專款專用等，顯見政府對於碳議題的重視      

大幅提升。

低碳轉型
邁向淨零排放

特別報導 3 超前部署 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在環境暨能源專責管理組織-能源小組統籌下，制訂全公司短、中、長期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本公司也將申請通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惟目前正等待該組織公布適用於化學產業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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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2020年為基準年，包含本報告書所有
      生產據點之類別一(範疇一)及類別二(範
      疇二)排放量

遠東新世紀在同產業之中，以更加積極的

態度面對減碳議題，並承諾以淨零為使命

願景，同時考量產業內可行技術與未來科

技發展突破，走在產業減碳之路的尖端。

全球前五大聚酯(PET)生產商
唯一全面盤點溫室氣體及設定絕對量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2050年

2030年

-40%

遠東新世紀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Net
  Zero

GHG

2025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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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能源效率

節約能源專案資本支出是遠東新世

紀長久以來因應氣候變遷投資最重要的

一環，自2010年提撥新台幣20億元節約

能源特別預算後，2017年再次通過新台

幣20億元節約能源特別預算，最新審核

通過2022年節能預算編列達新台幣41.8

億元，其中新案投入預期可減少19.6萬

公噸CO2e以上。更多內容請參閱「3.1.1

能源管理-節能減碳措施與績效」   。

     燃料替代

短期計劃以碳排放量較低的

天然氣替代碳排放量高的燃煤或

重油。

中、長期計劃以氫氣取代天

然氣。期望在氫能相關技術更成

熟後，達到能源轉型。

     發展再生能源

遠東新世紀自2016年開始設置太陽能發電裝置，截至目前為

止，台灣、中國大陸、越南共10個生產據點已裝設太陽能發電裝

置，2021年度共計1,339萬度太陽能發電量。為達減碳績效，尚

未裝設太陽能發電裝置之生產據點皆已開始評估，已裝設之生產

據點也持續擴建，預計至2025年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成長近3倍

，達46,000kW。更多內容請參閱「3.2.2 再生能源使用」   。

亞東石化（台灣）二廠規劃沼氣發電裝置2,400 kW，利用廠

內廢水厭氧處理系統所產生的沼氣，此外，亦評估小型風力發電

機，多方開展裝設再生能源設備的可能性。

面對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用電大戶條款，契約容量

5,000kW之生產據點必須建置契約容量10%的綠能設備，本公司

六個台灣生產據點受到規範（新埔化纖總廠、觀音化纖廠、湖口

紡織廠、亞東石化（台灣）一廠、亞東石化（台灣）二廠、遠東

先進纖維），皆已積極佈署投資再生能源裝置，預計2023年即可

提前完成再生能源義務裝置量，符合用電大戶條款早鳥優惠。

     使用碳捕捉、利用與封

     存（CCUS）技術

遠東新世紀期望透過碳捕捉

、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

以鍋爐排氣的碳捕捉再利用為主

，達到減碳效益。

     原料使用轉型

遠東新世紀採用低碳替代原料，以

回收再生料和生物質為兩大方向，運用

企業核心技術優勢，積極開發環境友善

且低碳的新材料，擴大應用產品範圍。

★回收原料：身為全球回收再生聚酯領先企

業，以廢棄物為原料，達到循環經濟之願景

，更多內容請參閱「特別報導2 全面啟動循

環經濟 開創綠色成長基石」   。

★生物質原料：研發可商業量產的生物質聚

酯材料，更多內容請參閱「2.1驅動製程與

產品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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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策略打造低碳營運模式
為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遠東新世紀擬定五大策略，以務實的態度開展減碳行

動，並持續積極尋找新技術，努力實踐減碳路徑。

1

2

3

4

5

 目錄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永續策略藍圖

遠東新世紀對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之貢獻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主題鑑別

促進利害關係人溝通

永續榮耀

特別報導

1. 疫情下的安心職場

2. 全面啟動循環經濟 

開創綠色成長基石

3. 低碳轉型 邁向淨零排放

建構穩健治理

驅動無限創新

領航綠色未來

實現共融生活

串聯美好社會

開創共生園區

附錄



全面啟動ISO 14064-1：2018溫室氣體盤查

在設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前，要先檢視目前自身產業碳排放現況，因此，自2020年12月起，遠東新世紀啟動全面依據新版ISO 14064-1：2018溫室氣體盤查計劃，20個生產據點遵循新版

規範鑑別出重大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後，根據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Associated Standards, WRI and WBCSD, 2011），所提供15項指標之量化參

考基準，計算出包含採購商品與服務、燃料、上下游運輸、員工通勤及差旅等溫室氣體排放量。期間歷經24場次內部教育訓練，8場次正式內部稽核員資格培訓課程，該計劃總共動員672人次，

共332位同仁取得內部稽核員資格。2022年20個生產據點已完成2021年度溫室氣體盤查內部稽核，預計於2022年第三季前取得外部查驗證聲明書，推動範圍之認證涵蓋率100%。

註：紡織總部遠東服裝（蘇州）因有搬遷計劃，故待搬遷完成後再行導入新版標準執行外部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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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利害關係人議合

本公司化纖總部范欽智代總經理與張丙秋營運長接受

知名CSR網路平台「CSR@天下」專訪，內容以三大方向展

開，首先為面對來自於國際品牌客戶的減碳要求，遠東新世紀透過

正面回應與不斷的議合，攜手品牌客戶從設計端帶入可利於循環再

利用的理念，從源頭出發力行減碳。其次，以一條龍的產業結構、

深耕30餘年的寶特瓶回收再生聚酯之優勢，近年更以陸、海、空為

策略開發綠色產品，將廢棄寶特瓶、廢棄紡織品、海洋廢棄塑料以

及工廠廢氣回收後再製成產品原料。第三，是遠東新世紀的減碳策

略，傳遞遠東新世紀低碳營運的決心以及減碳路徑方向。

12
27/

由商業周刊ESG與氣候聯盟共同舉辦的「減碳高峰會」

實體與線上論壇，本公司受邀參與企業分享，由化纖總部

張丙秋營運長擔任論壇分享人，論壇主題為減碳生活圈：環保紡織

，張丙秋營運長以「永續循環的紡纖產業」為題，分享循環聚酯的

產業發展以及本公司減碳策略與路徑，截自2022年2月商周論壇

Youtube平台線上觀看瀏覽人次已逾千。此外，在2021年10月14日

發行的第1770期《商業周刊》雜誌，透過報導讓外界了解，從寶

特瓶回收再製成人造纖維、瓶子等，再到如今從碳排回收後一路製

成瑜珈服，在減碳的道路上，遠東新世紀始終沒有缺席。

11
18/

支持減緩氣候變遷倡議

遠東新世紀長期致力於企業永續行動，為與

世界尖端企業看齊，鼓勵企業共同為減緩氣候變

遷尋找方法，本公司於2020年8月21日簽署支持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累計至2022年1

月底，全球已有近3,000家企業簽署支持，本公司

為全台第1家簽署支持之化纖企業，也是全台第1

家發表簽署宣言之傳統產業製造業。

No.1

照片來源：天下雜誌

全球淨零碳排迫在眉睫
遠東新世紀打造綠色低碳營運模式

【2021減碳高峰會】重量級企業
分享實例串連減碳生態圈，拚零碳生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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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sr.cw.com.tw/article/42345
https://youtu.be/WRHdg2bXMF0?t=15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