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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資源是企業的根本，貫穿於生產與營運的過程中。隨著近年來對於水風險與水管理的意識提升，水資源逐漸成為企業與投資人關注的焦點，並且在氣候變遷的壓
力下，氣候相關風險的評估與揭露已經成為趨勢。然而企業在面對水相關風險的評估時，仍面臨著缺乏正確且適合的資訊或方法等挑戰，導致企業在進行水相關風
險評估時躊躇不前。現今企業實務上普遍使用的與水風險相關工具，如世界資源研究所（WRI）開發的Aqueduct，也僅限於水風險的識別，無法實現風險量化，
亦不足以作為企業回應的基礎。因此，為使企業能夠全面捕捉水相關風險，本研究建立完整的企業水風險評估框架，配合不同時間尺度的設計，協助企業掃描與量
化水風險，作為企業的參考指引。
此企業水風險評估框架通過四個步驟：價值鏈重大性評估、辨識水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量化水相關風險以及最後的企業回應完善企業水管理流程。其中第三步驟
因涉及風險量化對於企業最具困難度，本研究選用企業間關注度較高的缺水風險，以高產值且高耗水的半導體製造業作為案例研析應用於步驟三並將評估結果延伸
至步驟四協助企業回應。缺水風險量化使用中央氣象局季長期天氣展望與氣候情境相關資料，透過全球氣候模型降尺度、氣象合成模式、GWLF水文模式與水資源
系統動力模式實現一至三個月季長期缺水風險預警與氣候變遷下缺水風險評估，做為區域供水對於廠區的影響，並以水情燈號鏈結廠區缺水風險。廠區的部分利用
本研究建置之廠房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並採用回復力、可靠度、脆弱度等三項風險指標探討供水系統的供水能力與調適選項的選擇。整體評估方法具有合理性，評
估結果對於廠區具有參考價值，透過此框架使企業的布局能因應現況水風險並避開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水風險，進而在CDP、DJSI等國際評級中獲得優良表現。

1 企業水風險評估框架

2 研究方法

3 應用案例研析

1. 應用案例設計

案例廠房之水資源系統架構圖 案例廠房之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

2. 一至三個月季長期缺水風險預警

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實際燈號 無 無 無
蓄水量燈號 無 無 無
推估燈號 無 無 無
推估燈號
（校正後）

無 無 無

月份 五月 六月 七月
實際燈號 無 無
蓄水量燈號 無 無
推估燈號 無 無 無
推估燈號
（校正後）

無 無 無

石門水庫五月至七月水情燈號推估結果

石門水庫四月至六月水情燈號推估結果

3. 氣候變遷下缺水風險評估

4. 企業回應 –廠區缺水應變

5. 企業回應 –辨識與評估調適選項

6. 企業回應 –水風險評估框架與國際評級的回應

結
論

1. 本研究建立企業水風險評估框架，完善企業水管理流程，並且提供企業實施水風險管

理的參考依據。

2. 以廠房用水平衡圖為基底，同時考量廠房內供需水相關單元的相互關聯與儲水槽的設

計容量，即可建立廠房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利用此模式可以將區域水風險聚焦於廠

區尺度，強化水風險的量化能力，作為後續應變路徑或調適選項建立的參考基礎。

應變路徑一 應變路徑二

叫水車補足水量（噸） 2460 1050

叫水車成本（元） 1845000 787500

額外產製再生水量（噸） 17557.74 24422.41

額外耗電量（度） 91124.67 126752.31

碳排放量（噸） 45.74 64.52

應變路徑一

應變路徑二

編號
候選調
適選項

方案內容
對應風險因子

2030年 2050年

1
增加回
收率

參考案例廠
房歷史回收
率增加情況，
至2030年回
收率增加2%

考慮未來回
收率的提升
可能會面臨
技術瓶頸，
2030年後至
2050年回收
率再增加2%

提升系統回收
水能力，減少
脆弱度

2
新建海
水淡化
廠

參考桃園海水淡化廠規劃，
預計規模為十萬CMD，假
設案例廠房可以通過與政府
合作增加供水500CMD

藉由尋求新水
源以獲得額外
水資源，減少
脆弱度

3
增加用
水效率

參考案例廠房歷史用水效率
增加情況，單位產品用水量
減少10%

藉由節約用水
減少暴露

3. 本研究能合理推估未來一至三個月的水情燈號變化，對於廠區具有一定參考性。根據季長

期缺水風險預警結果，廠房可以利用廠房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並參考決策流程圖提前規劃

應變路徑，有助於廠區建構缺水應變能力。

4. 應用此水風險評估框架進行風險評估後可實際回應於CDP、TCFD、SASB等國際標準或

評級，本研究亦針對此三項標準或評級提供與水風險評估框架對應的步驟及詳細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