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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專題 

聯華電子先期專案之減量額度申請與運用 

林中祥* 

摘   要 

自 2000 年起聯華電子陸續透過自願性及全面性的措施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並

配合政府之政策及計畫，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告施行前，領先業界成功

克服技術障礙，以較高解離率及較低全球暖化潛勢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氣體，進行全公司所有廠區化學氣相沉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 CVD)

機台之全氟化物(Perfluorocarbons, PFCs)氣體取代轉換，獲得顯著的溫室氣體減量

成果，並完成國內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之申請。本文介紹聯華電子歷年在各方面的溫

室氣體減量措施、成果及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之申請狀況，亦說明聯華電子取得減量

額度後之運用情形，包含推動碳中和環境教育，及透過異業合作模式，達成國內首

宗環保署認可之碳權交易案例，後續更以交易所得設置環境保護專用基金，推展「聯

電 Eco-echo 生態保育希望工程」計畫，運用跨界行動交流的方式與外部團體共同

守護環境，拓展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產生持續的正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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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3)第五次評估報告與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16)發布第 11 版「2016 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6)顯示，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乃當代重要的環境議題。有鑑於此，國際上相關政府組織與民間

團體，陸續提出各種氣候治理相關倡議，希望共同努力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

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之基準。  

2015 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COP21)，超過 190 個與會的國家

代表投票通過《巴黎協定》，依此協定，全球締約方同意提升各國自定貢獻(NDC)

的減量企圖心，以達成控制本世紀末全球升溫不超過攝氏 2 度的目標，並以攝氏

1.5 度為努力方向(簡慧貞 , 2015)。而我國亦於 2015 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做為因應氣候變遷之法制基礎，法案中明訂國家 2050 年減量目標為 2005 年之

50%，同時亦須建立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  

基於產業特性，半導體製程使用的含氟溫室氣體具有極高的 GWP 值，故針對

氣候變遷此一重要的環境議題，聯華電子(以下簡稱聯電)自 2000 年起陸續透過自願

性及全面性的措施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並配合政府政策及計畫，於「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公告施行前，進行溫室氣體先期減量專案；另於計畫推動期間，聯電領

先業界，達成公司內所有廠區 CVD 機台 PFCs 氣體的源頭取代減量，並透過申請而

獲得溫室氣體先期減量額度。  

另一方面，聯電亦期望發揮企業影響力並善盡社會責任，在取得先期專案減量

額度後，透過異業合作模式，達成國內首宗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認可之碳權交易案例，後續更以創新的作法將交易所得設置環境保護專用基金，擴

大並延伸先期專案減量額度運用範疇。本文摘要說明聯電歷年氣候變遷相關因應作

法，先期專案之減量額度申請與未來努力方向，俾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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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電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歷程 

聯電於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大致可分為三階段循序推展(如圖 1)。第一階段係以

半導體產業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含氟溫室氣體 (FCs)為減量目標，透過成立工

作小組，研擬改善與控制措施；第二階段則擴大設立專責單位，並透過永續委員會

運作機制，系統化管理溫室氣體減量績效與目標達成度；第三階段(目前階段)則藉

由訂定氣候變遷政策全面展開。  

  

 

 

圖 1 聯電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歷程示意圖 

2.1 成立減量工作小組設定目標 

1997 年 12 月於日本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三次締約國

大會(COP3)完成簽署「京都議定書」，規範 38 個國家及歐盟，以個別或共同的方

式控制人為排放之溫室氣體數量，以期減少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身

為台灣半導體協會(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 TSIA)(以下簡稱協

會 )成員的聯電亦參與世界半導體協會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 WSC)之討

論，共同擬定含氟溫室氣體之管制時程與目標。  

由於半導體產業所使用之含氟溫室氣體 (FCs)，包含主要的全氟碳化物 (PFCs)

如 CF4、C2F6、C3F8 及 C4F8 等，及其他同類含氟化合物，如氫氟碳化物(HFCs)、六

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等，均屬高全球暖化潛勢之溫室氣體。而於半導體製

造業中，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為製程上所使用的含氟溫室氣體 (FCs)與電力，此二

排放源於聯電 2000 年時所占的溫室氣體排放源比例分別為 72%、26%(如圖 2)，其

中用量最大的氣體為 CVD 製程中的 PFCs 氣體，使用量約占 80%(如圖 3)。因此，

聯電自 1999 年起即成立「PFCs 減量工作小組」，推動減量計畫，致力於 PFCs 之

減量研究及推動，包含替代氣體的研究測試、處理削減設備的評估選用等，同時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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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公司含氟溫室氣體 FCs 減量目標，期能逐年改善並降低含氟溫室氣體 FCs 排放

量，以達成協會之減量目標值。至於聯電減量目標係為 2010 年台灣地區各廠年度

含氟溫室氣體 FCs 總排放量降至 0.216 MMTCE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arbon 

Equivalent)以下。(註：協會目標為「2010 年時達成減量基準年 1998*亦即以 1997

與 1999 兩年排放量平均值計算 10%以上之減量效果」。) 

圖 2 聯電 2000 年溫室氣體排放源比例圖 

 

 

 

 

 

 

 

 

圖 3 聯電 2000 年含氟溫室氣體使用量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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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置專責單位建立溫室氣體管理機制 

隨著氣候變遷全球暖化議題逐年發酵與增溫，聯電於 2008 年成立半導體業界

第一個企業永續委員會(原名: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如圖 4)，並設立專責單位

負責蒐集與鑑別所有溫室氣體相關議題，統籌全公司溫室氣體管理發展方向與目標

擬定，並透過永續委員會運作機制，系統化管理溫室氣體減量績效與目標達成度。 

圖 4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會架構圖 

聯電企業永續委員會由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每半年由主任委員及委員進行績

效與目標檢視，並由委員會永續辦公室總幹事每年向董事會報告推動成效與計畫內

容。  

企業永續委員會轄下之環境委員會則負責整合統籌並推動全公司環保、節能、

節水、溫室氣體及供應鏈管理相關工作。  

2.3訂定氣候變遷政策全面展開 

在聯電擴大參與層級及企業永續委員會持續運作強化下，聯電於 2010 年地球

日，頒布『聯華電子氣候變遷政策』，做為因應氣候變遷之最高指導原則，並訂定

「聯電低碳承諾」以為日後減碳計畫推展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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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的氣候變遷政策包含三大面向：(1)以碳中和為目標進行碳管理。(2)

成為全方位低碳解決方案提供者。(3)以企業力量促進低碳經濟之發展。第三點期許

係冀以企業影響力促進低碳經濟的形成，並透過此一政策向所有利害關係人宣達，

聯電不僅要成為低碳創新的倡議者、低碳解決方案的提供者，更是低碳行動的實踐

者。  

至於相關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推動計畫及作法摘要如下：  

2.3.1生產製程全面導入低碳設計 

結合碳足跡之導入，持續研發降低晶片之耗電量，另亦開發各類能源管理晶

片、人體感應醫療類晶片、行動通訊類晶片、影像感應及顯示等晶片，以降低終端

產品使用時之環境負荷，並促進社會溝通及人體健康安全照顧之便利性。  

2.3.2能源使用效率最佳化 

透過聯電永續委員會管理機制，訂定「能資源生產力提升計畫」，包含 333 減

量計畫與 369+減量計畫，協調及整合各部門節能減碳推動策略與方案，並定期召

開委員會議以檢討追蹤執行成效，及持續引進各項節能技術，進行相關設施之節能

改善計畫，俾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以 2015 年為例，聯電推動包含在線式不斷電系統改為不在線式不斷電系統、

照明更換為 LED、冰水及空調系統節能、壓縮氣體減量節能、機台排氣減量、製程

冷卻水節能、生產機台節能及水處理系統節能、熱泵增設等措施，而全年電力及天

然氣之節能效益合計約 65,000 Mwh，相當於減少 30,000 噸以上之 CO2 排放量。  

2.3.3新廠/擴建廠優先裝設含氟溫室氣體高效率防制設備 

含氟氣體被廣泛使用於半導體乾式蝕刻製程和化學氣相沉積(CVD)製程中，其

溫室效應潛勢(GWP)極高，多數可達二氧化碳之萬倍以上。有鑒於此，聯電分階段

逐步管制廠內之設置規範要求，除於新廠 /擴建廠優先裝設含氟溫室氣體高效率防

制設備外，至 2015 年更將防制設備裝設要求擴及既設廠之新機台，亦即各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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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氟溫室氣體之機台均需設置 (Destruction Removal Efficiency, DRE)大於或等於

90%以上之製程尾氣處理設備。  

2.3.4新廠/擴建廠全面導入綠建築標準 

聯電自 2007 年開始評估廠房導入綠建築概念，以強化節能環保設計與運轉能

源使用查核與管理。依規定新設廠均需遵從綠建築、綠色工廠及智慧建築之設計原

則，既設廠則持續進行綠建築與綠色工廠評估，並逐步導入相關綠色設計與建置，

至 2013 年已達成新廠 100%綠建築，全公司各廠更全數取得經濟部工業局之清潔生

產認證。  

2.3.5建立客戶及供應鏈之『碳夥伴』關係 

為強化供應鏈碳管理機制，擴大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之揭露範圍及尋求減量契

機，2010 年聯華電子啟動 Carbon Partners 計畫，結合供應商，將產品碳管理的理

念納入組織的經營管理體系內，進而逐年建立產品碳排放數據，達成設定的減量目

標。  

2.3.6所有廠區完成產品碳足跡盤查 

聯電屬 IC 產業之上游，協助客戶產出符合環保法規並對環境友善的優質產品

向為聯電營運上最重要的信念之一，故於 2009 年 9 月完成全球第一片積體電路晶

圓「產品碳足跡」盤查查證外，後續亦將碳足跡盤查作業擴及公司全廠區，2010

年更在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助下，以正式成員身分參與歐盟 FP7 科研架構計畫，共同

研發六大產業之「簡化既有產品生命週期評估之方法與應用工具」，將聯電所有廠

區完成之產品碳足跡盤查資訊轉換為簡便低碳服務平台，產出簡化產品之碳足跡計

算 sLCA 模式，以做為下游客戶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參考，並滿足成本降低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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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布局綠能產業 

聯電以實際投入低碳產業的方式，致力於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2009 年 8 月

於公司內部成立新事業發展中心，於再生能源、太陽能及新世代 LED 節能照明等

綠能產業，進行從原料到終端產品之產業鏈的完整布局，目的在於透過策略性的投

資，將公司既有之人才技術資源在適當的時間點，投入具高成長及高獲利潛力之太

陽能及 LED 兩大產業，期望在中短期內完成相關技術的發展並建立初步營運規模；

長期而言，在關鍵技術發展成熟且各方面資源高度整合下，新能源事業可望成為聯

電另一具競爭優勢之核心事業，為聯電新一波的成長注入動能，並強化未來的資產

報酬率及獲利能力。  

三、先期專案減量之參與及額度申請 

3.1參與政府自願減量協議與相關計畫 

聯電除展開各類自主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外，於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尚未公告實行前，亦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各會員公司共同努力設定共同減量目

標，並配合提供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相關產業資訊及經驗，以為政府相關單位之參考。 

3.1.1 環保署自願減量協議 

2005 年 7 月，聯電參與協會與環保署共同簽署全氟化物排放減量合作備忘錄 (台

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與環保署全氟化物排放減量合作備忘錄 , 2015)，藉由推展具有技

術及經濟可行性之因應策略，降低產業製程中全氟化物之排放，以達到環境保護與

產業發展之雙贏效益。推動內容包含以下半導體設備及元件製造過程之全氟化物排

放減量工作：  

(一)製程最佳化：在不影響生產及品質的情況下，儘可能調整製程參數以提高製程

中之全氟化物使用效率；  

(二) 替代化學品：積極尋求溫室效應較不顯著的全氟化物替代化學品，並在不影響

生產及品質之前提下，儘可能更換使用替代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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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末處理設備：在安裝條件許可情況下，儘可能使用高處理效率之全氟化物排

放處理設備。  

除此之外，另承諾致力執行減量工作，以達到 2010 年將該年度全氟化物排放

量降至減量基準量 0.73MMTCE 以下(減量基準量為 1997 年及 1999 年 2 個年度全氟

化物排放量之平均值)。  

3.1.2 工業局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2009 年聯電亦參與經濟部工業局推動之產業低碳科技整合應用輔導計畫，期

間共培訓 74 位公司同仁，完成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訓練，藉以強化公司內部溫室

氣體減量與盤查技術，並對環保署規劃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有

更深的認知。參與計畫內容摘要如表 1 及表 2。  

表 1 8D 廠溫室氣體組織型減量計畫(排放量查證) 

項目 說明 

減量類型 本計畫減量屬於組織型減量(ISO14064-1) 

減量溫室氣體種類 半導體製程 FCs 氣體(含 CF4、C2F6、C3F8、C4F8、CHF3、NF3、SF6) 

計畫目標 取得 2007 年外部溫室氣體查證聲明書 

減量類型 
共分為 3 類： 

(1)製程廢氣處理；(2)製程效率改善；(3)原物料替代 

減量計畫邊界概述 本減量計畫之邊界為聯華電子公司 Fab8D 廠 

減量技術概述 

(1)製程尾端加裝電熱式尾氣處理設備以進行管末處理削減排放量，亦

即藉由安裝 FCs 局部尾氣破壞去除設備以進行 FCs 氣體減排量 

(2)採用替代化學物(Alternative Chemistries)執行半導體薄膜製程氣體取

代計畫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如以溫室暖化潛勢較小的 C3F8取代

潛勢較大的 C2F6 

(3)進行 FCs氣體使用機台之最佳操作參數研究及調整由源頭進行使用

減量，同時亦進行機台之使用率及其防制設備之削減率量測，以掌

握機台設備之效能並針對效能不佳者進行改善提昇 

(4)以上 FCs 排放推估方法係採用 IPCC 公告之 Tier2 method 

欲查證年度 查證年度為 2007 年度 

成效 

(1)於公司內部建構標準之溫室氣體管理系統，後續以 PDCA 方式持續

進行減量 

(2)確認本公司之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實施成果，與 2004 年相較，2007

年減少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達 60,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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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F 廠溫室氣體計畫型減量計畫(減量計畫設計文件確證) 

項目 說明 

減量類型 本計畫減量屬於計畫型減量(ISO14064-2) 

減量溫室氣體種類 
半導體製程 FCs 氣體(含 CF4、C2F6、C3F8、C4F8、CHF3、NF3、

SF6) 

計畫目標 取得減量計畫設計文件確證聲明書 

減量類型 製程廢氣處理  

減量計畫邊界概述 本減量計畫之邊界為聯華電子公司 Fab8F 廠 

減量技術概述 

屬新方法學：製程尾端加裝燃燒式尾氣處理設備進行管末

處理削減排放量(以上 FCs 排放推估方法係採用 IPCC 公告

之 Tier2 method) 

減量目標與成效 2009 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100,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3.2提供溫室氣體盤查管理資料供環保署參考 

2006 年聯電配合協會(TSIA)導入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計畫，參照 ISO14064-1

標準，建立公司內部溫室氣體盤查管理機制，每年並展開溫室氣體排放量第三者查

證，以完整掌握溫室氣體使用現況及驗證減量成效。各廠區之排放量查證狀況及溫

室氣體排放盤查之範疇，分如表 3 與表 4 所示。  

表 3 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狀況表 

廠區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資料 

聯電台灣地區所有廠房 
 自 2006 年起每年執行第三者查證 

 計畫期間同步完成 2000 年至 2005 年歷史資料查證 

聯電新加坡 12i 廠  自 2009 年起每年執行第三者查證 

 

表 4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及排放源 

類別 範圍 

範疇一 

製程或設施之直接排放 

1.製程排放源：包括擴散、薄膜、黃光顯影或蝕刻等程序。 

2.固定燃燒源：全廠固定式設備使用化石及替代燃料之燃燒。 

3.移動燃燒源：全廠自有交通運輸設備使用燃料之燃燒。 

4.逸散排放源：指滅火器、空調冷媒或廢(污)水處理設施等逸散性

排放設備。 

範疇二 

能源利用之間接排放 
指全廠之外購電力及蒸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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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可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資料後，聯電與協會其他會員公司，於 2010

年提供台灣地區各廠 2000 年至 2008 年「排放強度數據」，以供環保署研擬半導體

業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度(EIr)參考。  

3.3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成果與額度申請 

3.3.1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成果  

在公司持續擴大經營並增加產能的狀態下，聯電除提升生產效率，亦持續推動

(1)節能、(2)製程調整減量及(3)設置 Local Scrubber 管末處理設備以進行 FCs 氣體

減量及 FCs 氣體源頭取代減量。對照聯電 2000 年與 2015 年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

與產能之比較表可知，15 年來公司產能成長近 3 倍，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增

加不到 5%，排放強度則減量超過 60%，詳如表 5。  

表 5 聯電 2000 年與 2015 年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產能之比較表 

年度  
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  

(萬噸 CO2e) 

全公司產能  

(晶圓面積 m
2
) 

排放強度  

(kg CO2e/cm
2
) 

2000 年  170.45 60,574 2.81 

2015 年  178.87 171,966 1.04 

差異  +4.9% +183.9% -63.0% 

註：統計資料包含聯電台灣與新加坡等地區所有廠房、辦公室及宿舍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聯電另參照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透

過分析含氟溫室氣體特性，於  2003 年起在 CVD 製程中分階段導入氣體轉換技術，

並成功突破技術障礙，以較高解離率及較低 GWP 值氣體，完成全公司所有廠區 CVD

機台 PFC 氣體取代轉換。  

換言之，使用 1Kg 的 C4F8 在 CVD 機台使用解離後將剩餘 0.1Kg 的 C4F8 排出，

再乘上 GWP 值後，相當於 1,030Kg 的 CO2 排放當量，相較於原本 1Kg 的 CF4 在

CVD 機台使用解離後將剩餘 0.9Kg 的 CF4 排出，再乘上 GWP 值後，相當於 6,651Kg 

的 CO2 排放當量，相對照即減少了 5,621 Kg 的 CO2 排放當量，詳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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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FC氣體 UI(解離率)與 GWP(溫室效應潛勢)比較表 

PFC 氣體別  CF4 C2F6 C3F8 C4F8 

CVD 機台解離率 Ui 0.1 0.4 0.6 0.9 

1-Ui 0.9 0.6 0.4 0.1 

GWP 值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 
7,390 12,200 8,830 10,300 

CVD 機台(1-Ui)與 GWP

之乘積值  
6,651 7,320 3,532 1,030 

有關含氟溫室氣體減量推動之成果，可 2012 年取代計畫執行完成前，聯電歷

年之製程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趨勢圖，如圖 5。  

註：此排放量係採用 IPCC 2006 年半導體產業之 Tier2b 計算公式及計算參數與第 4 次評

估報告(FAR)之 GWP 值計算。 

 

圖 5 聯電製程含氟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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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申請 

2012 年聯電依據 2010 年 9 月公告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

及 2011 年 6 月公告之半導體業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度(EIr，以下簡稱半導體業公告

排放濃度)，先行於內部計算各廠之排放強度及減量，後續並委由查驗機構進行查

證，查証範圍包含環保署公告排放強度計算式所規範之排放設施、活動、技術或過

程，以及應納入之溫室氣體源，並涵蓋須納入之溫室氣體種類及期間，以確認先期

專案量化與減量計算過程及結果是否符合環保署相關規定，並登錄正確資訊於國家

溫室氣體平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2016)。  

有關實際排放強度與先期專案減量額度計算方式，以本公司 Fab6A 廠為例，

2011 年之總減量績效為 22,470 tonCO2e(詳如表 7)，生產六吋以下晶圓共 6,949.05111

平方公尺，全廠區總排放量為 71,486.62 公噸，故 2011 年實際排放強度為 1.029 

kgCO2e/cm
2；對照該廠產品屬六吋晶圓，實際排放強度 1.029kgCO2e 係低於環保署

公告之半導體業公告排放強度 1.069 kgCO2e /cm
2，故經由表 8 之計算可知，2011

年之減量額度為 2,780 tonCO2e。  

表 7 2011 年 Fab6A 廠減量績效 

年度  

減量績效(T CO2e / 年) 

PFC 管末

處理設備

Local 

Scrubber 

之減量  

更環保的 PFC 氣

體取代(使用

C3F8/C4F8 取代

C2F6) 

節能措施

(如 : 1.選用

節省燈具 2.

更換無耗氣

式卻水器) 

導入清潔生

產製程-使用

非屬 PFC 範

疇之 NF3 來

作為 CVD 

Chamber 

Clean Gas 

合計  

2011 293 18,789 1,785 1,603 2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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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1 年 Fab6A 廠先期專案減量計算  

年度  

6 吋以下晶圓  

公告排放強度值

(公斤 CO2e/單位) 

(A) 

產品、產量  

(單位) 

(B) 

先期專案邊界

之排放量  

(公斤 CO2e) 

(C) 

實際排放強度  

(公斤 CO2e/單位) 

(C/B=D) 

減量(公噸

CO2e) 

(E=(A-D)xB/

1000) 

2011 1.069 
69,490,511.08 

(平方公分) 
71,486,624.00 

1.029 

(公斤 CO2e/平方

公分) 

2,780 

註：減量 E(公噸 CO2e)=(A-D)xB/1000 

依上列計算方式確認排放強度優於公告排放強度後，聯電於台灣地區共 6 座廠

區提出減量額度申請，合計 2000 年至 2012 年間，整體減量額度共達 3,024,364 ton 

CO2e，詳如表 9。  

表 9 2000 年至 2012 年聯電先期專案減量額度 

年度  減量額度 (ton CO2e) 

2000 53,309 

2001 25,224 

2002 147,476 

2003 233,218 

2004 233,798 

2005 299,236 

2006 320,375 

2007 337,320 

2008 237,783 

2009 281,439 

2010 559,939 

2011 144,392 

2012 150,855 

總計  3,024,364 

 

另有關數據品質管理方面，申請過程除遵從半導體業公告排放強度之實際排放

強度計算之數據來源及品質要求規定外，聯電亦依照公司內部 ISO 9001 品質管理

系統及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相關作業規定，以期確實量測減量績效，審慎檢視減量

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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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量額度之運用 

4.1 辦理碳中和活動，推動公司內部環境教育 

聯電於 2014 年與 2015 年結合公司年度環保月活動，藉由取得之溫室氣體減量

額度進行碳中和觀念推廣，運用實際身體力行，達成以最低排碳爲目標，並降低活

動帶來之溫室氣體衝擊。  

聯電碳中和活動計畫包含溫室氣體盤查、減量及抵換步驟，邊界則包含活動前

的籌備、活動期間，以及活動結束後處理等 3 個階段，並透過量化活動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各類減量措施之執行，以及本公司所取得之先期專案減量額度註銷進行碳

中和，步驟摘要如圖 6 所示。  

圖 6 聯電碳中和活動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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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 3 階段推行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階段採取下列 5 大措施降低活動之碳排放：  

(1)活動場所儘量使用自然光源，減少燈具電力的使用。  

(2)宣導與會來賓盡量採共乘或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到達活動會場。  

(3)選擇當季、在地食材製作輕食午餐，減少製造、包裝、運送之碳排放。  

(4)減少布置物的使用，以公司既有盆栽布置活動場地。  

(5)活動之宣傳、邀請函皆以電子化方式辦理。  

第二階段乃是盤查活動的碳排放量，藉由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計算活

動期間之碳排放量，內部盤查成果再委由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DNV 

GL)進行第三者查證，以辦理活動碳排放量之驗證作業。  

第三階段係利用本公司所取得之先期專案減量額度進行註銷(抵換無法免除的

碳排放)，再向環保署碳中和登錄管理平台(環保署 , 2016)申請登錄取得碳中和之認

證，達成碳中和的目標與認可。  

統計本次活動各項碳足跡盤查資訊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進行碳中和之先期專案減量額度註銷一覽表 

註銷時間 註銷之減量額度 單位 活動名稱 查驗機構 

2014/10/8 365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014 UMC 地球日暨 

生態保育希望工程啟動儀式 
DNV-GL 

2015/8/18 252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015 UMC 地球日南科植樹活動 DNV-GL 

4.2 達成國內首宗環保署認可之碳權交易 

低碳經濟(Low Carbon Economy)一詞首見於英國政府於 2003 年提出的能源白

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 :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低碳經濟是一種概念式名詞，係指以儘可能低的碳排放為目的而衍生

的各種經濟活動，包含低碳技術、低碳產業與低碳生活等產業。發展低碳經濟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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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不僅關係到全球能資源分配、人權與糧食等環境與社會問題，

更關係到貧富國家的責任分攤與資金需求，其中尤以已開發國家無不將低碳經濟視

為國家戰略方向，或可謂凡掌握低碳經濟的商機，即主導全球的遊戲規則，以及攸

關國家競爭力與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殷伊嫻 , 2016)。  

2014 年初，聯電與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總額度 2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的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交易契約，並透過先期專案減量額度之轉讓(詳如表

11)，以異業合作模式共同達成國內首宗環保署認可之碳權交易案例。從減碳方法

學的確立、減碳額度的查證、碳權申請、碳交易對象媒合、交易價格的磋商與交易

認可的過程，不僅樹立台灣碳交易的典範，具體實踐低碳經濟，更充分展現台灣企

業對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視與決心。  

表 11 先期專案減量額度轉讓 

轉讓時間 轉讓之減量額度 單位 額度轉讓人 額度受讓人 

2014/1/22 2,000,000 
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 

聯華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中龍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 

4.3成立基金與外部團體合作共同守護環境 

完成前筆碳交易並取得 3,000 萬之所得後，聯電即於首個世界地球日，宣佈將

交易所得全數做為環境保護專用基金，據以推展「聯電 Eco-echo 生態保育希望工

程」計畫，期望藉由與外部團體合作共同守護環境，為促進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並達拋磚引玉之效。  

4.3.1新竹大山背梭德氏赤蛙保育活動 

毗鄰聯電總部所在地之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地區，具有良好自然生態環境，因

而成為「梭德氏赤蛙」的棲息地，凡到每年 10 月份的繁殖期，即從山林間穿越道

路至溪流等待交配產卵，但因車流穿梭不息而造成梭德氏赤蛙大量死亡。據荒野保

護協會新竹分會 2008 年調查指出，繁殖期之路死蛙屍每日皆超過百隻，對於繁殖

季集中的梭德氏赤蛙，可能導致族群無法延續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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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得知此一訊息後，本於長期關懷與守護台灣的在地生態，一則為了讓冰冷

的碳交易傾注生命的熱度並擴大低碳經濟的範疇；一則期望藉由結合在地化的生態

保育活動，提高同仁與眷屬之環保活動參與度，並由親子共同培育環保希望的種

子。故自 2014 年起，聯電與荒野協會共同攜手推展為期 3 年的「梭德氏赤蛙棲地

保育計畫」並由聯電執行國內首筆碳權交易所得捐助成立的環保專用基金提供資金

支援，冀藉生態保育及生態教育兩大構面，讓大山背這塊土地得以永續繁盛。  

截至 2015 年底，聯電同仁、眷屬以及護蛙志工已達 1,350 人次，參與活動計

有年度蛙調 /生態觀測、幫青蛙過馬路、生態溝渠砌石等各類棲地保護活動 (荒野保

護協會 , 2015)，總計記錄梭德氏赤蛙 2,452 隻(蔡孟尚 , 2015)，相較於 2010~2014 年，

其數量明顯增多。  

4.3.2綠獎徵選 

2016 年 4 月聯電進一步啟動百萬獎金綠獎計畫(聯華電子 , 2016)，希望透過徵

選方式，匯聚友善環境的傑出計畫和創意，激發對地球生態保育更有效、直接的投

入，產生持續的正面能量。  

目前設定涵蓋保育及教育兩大構面，以促進環境生物多樣性與物種復育、提升

環保觀念為主要目標，透過與長期報導關懷環境議題的《遠見雜誌》攜手合作，同

時邀請保育界相關專家與學者，進行公開評選，以拓展「聯電 Eco-echo 生態保育

希望工程」計畫範疇。  

另自 2017 年起，聯電每年提供碳交易所得的環保基金 100 萬元做為補助獲選

專案之綠獎獎金，以執行生態保育工作，期讓大眾共同參與守護台灣生態環境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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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衝擊已遠超過個別企業所能因應的範圍，巴黎協定之

後，如何將溫升控制於 2℃內並朝 1.5℃努力，不僅世界各國政府必須思考面對，

亦是企業無可避免的責任，因此期望政府能夠持續透過法規管理與提供經濟誘因二

面向，引導企業在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技術的開發上有更多的突破，讓台灣產業可以

將氣候變遷的衝擊轉換為商機。  

聯電在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之執行過程中，共經歷了 2 次、為期將近 6

年的製程 PFC 氣體源頭取代計畫，每次的變更，除了投入大量的技術與人力資源

外，在競爭激烈的半導體產業中，尚須兼顧客戶產品品質與交期之需求。計畫執行

期間，聯電除透過內部政策的支持與組織的有效管理外，亦與供應商攜手合作，朝

製程用量最佳化進行新技術開發，以確保能夠貫徹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另一方

面，聯電亦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參與自願減量協議與相關計畫，擴大減量成果效益。 

展望未來，聯電已擬定 2020 年的階段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承諾在既有的基

礎上強化聯電內部之能源及含氟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同時冀藉持續透過創新與跨界

行動交流合作的方式，促進低碳社會及低碳經濟發展，以構築生態環境的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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