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方电子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及运作情形   

1.0 目的 

本公司注重风险管理与风险转移规划，明订定风险管理愿景及政策程序，以有效管理超过

公司风险容忍度的风险，并运用管理工具使风险管理总成本优化。 

 

2.0 范围 

凡为达方及其持股 100%子公司，或经营管理上需要者，适用本规则。 

 

3.0权责： 

3.1 权限 

单位 权限 

董事会 核定风管理愿景、政策程序 

审计委员会 监督风险管理政策与执行成果 

风险管理委员会 展开风险管理政策与委员会决议 

风险管理单位 规画执行与检视风险管理相关事务 

 

3.2 职责 

3.2.1 董事会职责 

3.2.1.1 核定风险管理愿景、政策与程序。 

3.2.1.2 确保营运策略方向与风险政策一致。 

3.2.1.3 确保建立适当风险管理机制与风险管理文化。 

3.2.1.4 监督风险管理机制之运行。 

3.2.1.5 分配与指派充分与适当资源，使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运作。 

 

3.2.2 审计委员会职责 

3.2.2.1 审查并定期检讨风险管理愿景、政策与程序之适用性与成效。 

3.2.2.2 核定风险容忍度(风险胃纳)，导引适当分配资源。 

3.2.2.3 确保风险管理机制能充分处理公司所面临风险。 

3.2.2.4 核定风险控管优先级与风险等级。 



3.2.2.5 审核风险管理执行，并提出必要之改善建议，定期向董事会报告。 

3.2.2.6 执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决策。 

 

3.2.3 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 

3.2.3.1 拟定风险容忍度(风险胃纳)，并量化量测标准。 

3.2.3.2 分析与辨识公司风险来源、类别，并定期检讨符合度。 

3.2.3.3 展开审计委员会之风险政策与决议。 

3.2.3.4 确保风险管理机制与日常营运作业之相适。 

3.2.3.5 另订相关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业程序适用之。 

 

3.2.4 风险管理单位职责 

3.2.4.1拟定风险管理愿景、政策与程序。 

3.2.4.2拟定风险容忍度(风险胃纳)，并质量化量测标准。 

3.2.4.3分析与辨识公司风险来源、类别，并定期检讨符合度。 

3.2.4.4 定期汇整提报公司风险管理执行情形。 

3.2.4.5 协助与监督各部门风险管理活动之执行。 

3.2.4.6 协调与沟通跨部门之风险管理运作。 

3.2.4.7执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之决策。 

3.2.4.8 规划风险管理相关训练，提升风险管理意识与文化。 

 

3.2.5 各事业单位职责 

3.2.5.1 负责所属单位风险辨识、分析、评量与响应，并建立相关必要的危机管理机

制。 

3.2.5.2 定期提报风险管理执行成果予风险管理单位。 

3.2.5.3 确保单位元内风险管理控制程序有效执行，以符合风险管理政策。 

3.2.5.4 公司所有主管与员工有义务做好工作范围内之风险管理。 

 

4.0 名词定义： 

4.1 风险：影响公司营运目标达成的所有未来负面的事件，得分为策略、营运、财务、危害四

大类风险，每类风险得再依内部及外部分二类。 



4.2 风险管理作业程序：参考国际规范 ISO 31000制订，基本步骤包含风险辨识、评估、处

理、报告、监控。 

4.3 风险总成本：风险总成本应含风险预防投资、风险处理费用、保险费、自留损失、管理成

本。 

4.4 风险管理委员会：执行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核定之风险政策，细节参照风险管理委员会章

程。 

4.5 营运持续计划：包含紧急应变计划、危机沟通与复原计划、营运持续计划。 

4.6 风险容忍度(风险胃纳)：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风险管理委员会应参照公司营运状况，包括

资产、股东权益、营业额、现金等订定。 

 

5.0 流程图 

无 

 

6.0 作业程序 

6.1风险管理远景： 

6.1.1 承诺持续提供产品及服务以创造顾客、股东、员工、社会长期价值。 

6.1.2 风险管理以系统化的风险管理作业程序及组织，及时且有效的辨识、评估、处理、报

告、监控影响公司生存能力的重大风险，增强所有员工风险意识。 

6.1.3在可接受的风险状况下，追求最大利益以使风险管理成本优化，并不追求零风险。 

 

6.2 风险管理目标： 

6.2.1 实现企业目标。 

6.2.2 提升管理效能。 

6.2.3 提供可靠信息。 

6.2.4 有效分配资源。 

 

6.3 风险管理政策： 

6.3.1 确保公司永续经营，应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每年定期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营运目标的

风险机会(包含新兴风险、气候变迁风险与机会)，加以辨识、评估、处理、报告、监

控。 



6.3.2 于事故发生前应辨识、控制风险，事故发生时抑制损失，事故发生后迅速恢复产品及

服务的提供。并对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定的重大风险情境订定营运持续计划及适时更

新。 

6.3.3 对于未超过风险容忍度(风险胃纳)的风险，得考虑风险管理成本，采用不同的管理工

具加以处理，但下列状况不在此限。 

6.3.3.1 对员工生命安全有负面影响。 

6.3.3.2导致违反法令规范。 

6.3.3.3对公司商誉有负面影响。 

 

6.4 风险管理程序： 

6.4.1依照公司风险管理政策，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RMC）并制定 RMC作业程序。基本

上，每季召开 RMC会议。如重大状况时，得召开临时会。 

6.4.2依照策略、财务、营运及危害四大风险类别汇整，以风险辨识、分析及评估步骤产出

风险雷达图。 

6.4.3 RMC各委员进行单位内风险鉴别与重大风险对策制定，并于 RMC会议时进行报告、

讨论、决议与追踪执行成效。 

6.4.4每年度应于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提报风险运作执行状况。 

 

6.5 风险管理原则： 

6.5.1 整合性：将风险视为所有活动的一部分。 

6.5.2 结构化与全面性：结构化与全面性方式推动风险管理，以获得一致且可比较性的结

果。 

6.5.3 客制化：依企业所属环境、规模、业务特性、风险性质与营运活动，制定适宜的风险

管理框架与流程。 

6.5.4 包容性：将利害关系者的需求与期望纳入考虑，提高并满足其对企业风险管理的了解

与期待。 

6.5.5 动态：适当并及时预测、监控、掌握和响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6.5.6 信息有效性：依据过往、当前及未来趋势的信息，作为建构风险管理的基础，并将信

息实时、清晰地提供利害关系人参考。 



6.5.7 人员与文化：提升治理与管理单位对风险管理之重视度，并透过各层级人员完善的风

险管理相关培训机制，提升企业整体风险意识与文化，将风险管理视为公司日常治理

作业的一部分。 

6.5.8 持续改进：透过经验学习，持续改进风险管理与相关作业流程。 

 

6.6 其他管理规定 

6.6.1 对于发生须通报风险管理委员会的紧急事故，另修订紧急事件通报标准作业程序以适

之。 

6.6.2 意外事故发生后的相关理赔事宜，以对应所投保的保险理赔作业程序为之。 

 

权责单位  

本程序经董事会通过后实施，修正时亦同。 

本程序订定于中华民国一○九年八月五日 。 

第一次修订于中华民国一一二年三月七日 。 

 

112年风险管理委员会运作情形  

1. 组织运作情形 

由总经理担任主委，财务主管担任总干事，公司一级单位及各营运据点主管为委员，每季召

开会议，以落实建置、推行、监督、维护风险管理计划相关工作。 

 

 

2.制定年度公司层级重大风险 



依照营运、财务及危害等风险类别汇整，产出年度公司三大风险，分别为：  

2.1营运、财务风险：如，气候变迁、网络资安。  

2.2危害风险：如，传染病、职业安全卫生。  

2.3策略风险：如，地缘政治。  

3.进行风险鉴别 

各委员依据年度公司三大风险及进行风险体检后，辨识出可能为该单位之年度风险项目，并

进行分析与对策。并考虑以下各点：  

3.1当该项风险发生，可能导致之最坏情境。  

3.2风险对策（预防）与执行对策之预期成效。  

3.3设定持续营运计划（BCP）启动的机制。  

4.风险管理执行情形报告 

本公司风险管理组织于 112年 11月之董事会中报告公司所面临之风险鉴别、执行成果及实

行的风险控制措施与风险管理之运作情形 

4.1风险鉴别结果与管理政策因应  

4.1.1 因应气候变迁风险升高，国内外陆续进行法规更新，风险管理会每季针对公司重大议题与风险项目

进行管理，执行情形如下： 

重大议题 风险辨识项目 风险策略/行动 

环境 

营运风险、 

财务风险 

-气候变迁 

1.持续进行总部及各厂区温室气体盘查，并透过盘查结果设定减量目标，规划针

对气候变迁之减缓与调适，进行策略与管理面之机制建立与推动。在行动计划

上，积极推动节能减碳、使用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节水措施、污染防

治、废弃物源头减量与制程回收等，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兼容永续经

营与环境保护。 

2.采用 TCFD 架构找出现存及潜在的气候相关风险及机会，以 WB2C (Well-below 

2°C)情境设定碳排强度(单位营收碳排放量)年度减排目标 2.5％，依照风险发生

之可能性及冲击进行跨部门对策研讨。 

3.各营运据点已取得 ISO 14001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 ISO 14064-1验证，逐步掌

握营运所面临的环境冲击与重大影响。 

4.建设高处理效能沸石转轮浓缩装置、蓄热式燃烧塔 RTO、触媒式燃烧塔 RCO、

废水厂优化整建等环保设施，将 VOCs 排放减量及提升保护水资源效果。 

5.持续推展节能降耗措施，设置太阳能发电，以达降低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排

放目的。 

  

 重大议题 风险辨识项目 风险策略/行动 

社会 
危害风险 

-职安卫 

1.安全与健康的工作职场为员工最基本的保障。各营运据点皆已导入 ISO 45001，

透过危害辨识、风险管理、教育训练、健康保护等措施，降低员工失能伤害风

险，保护其安全与健康。 



 重大议题 风险辨识项目 风险策略/行动 

2.提升员工对职业安全卫生的认知，降低工作伤害与工厂危害风险；定期实施各

项倡导与相关活动，推行职业安全卫生自主管理制度；有效降低工作伤害与危

害风险，保障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健康与安全。 

3.持续维持 ISO 4500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验证有效性，进行 RBA审查、安全

管控、清查与管制及职安卫训练，提升安全管理文化。 

4.全面实施机台安全促进计划，针对易造成切、割、夹、卷之伤害，全面进行安

全检查，建立操作安全点检控管机制，增加安全防护措施。 

危害风险 

-传染病 

1.不定期防疫倡导，滚动式调整提供即时消息，落实防疫基本功、强化健康自我

监测。 

2.因应新冠肺炎管控，依 BCP 程序召开防疫会议，及实施滚动式检讨与修正，有

效管控风险。 

营运风险 

-产品责任 

1.关注欧盟环保指令、国际暨各国法规、产业、客户规范等面向的变化。依循欧

盟有害物质禁限用指令( RoHS) 、废弃电子电机设备指令( WEEE)、包装及废包

废弃物指令( PPW) 及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等，进行产品设计开

发，符合新的环保要求。 

2.依据 IECQ QC080000 标准，订定有害化学物质管制内容，建立绿色产品作业程

序，并将有害化学物质，透过全程监控及持续改善，落实有害物质管理，逐步

达成全产品无有害物质之目标。 

3.全面投保产品责任险，减轻财物损失 及提升产品安全的附加责任。 

公司治理 

营运风险 

-社会经济、 

 法令遵循 

1.为确保公司执行业务时遵循各国法令，针对各营运据点所在地之个资保护、保

密、反贿赂、反歧视、环保、智慧财产保护、反内线交易、反不公平竞争、及

劳工保护等法令规定，制订内部之管理政策与作业程序。 

2.内部稽核依据内控制度，对日常营运及组织行为，定期评估风险(包含不诚信行

为相关风险)、内部制度、作业程序之遵循程度及有效性，并向审计委员会及董

事会报告查核结果。 

营运风险 

-网络资安 

1.依据信息安全管理政策与行动计划，进行考虑与评估包含软硬件、人员等所有

面向风险，以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2.依「公开发行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度处理准则」规定评估及制定相关基础信息安

全政策管控内部作业规定，降低信息科技应用及环境变异所带来未知之风险及

威胁。 

3.成立资安委员会，导入及验证 ISO 27001，推行远程双认证系统，及资安实时监

控与预警。 

4.年度定期灾难演练计划与实施、数据库健康检查，确保系统安全运作。 

5.拟定三年资安计划进行管控。 

策略风险 

-地缘政治 

1.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越趋频繁且多样化及复杂性，为避免对营运生产造成影响，

本公司采取生产营运据点区域治理、调配、产业竞合与供应链管理，减少可能

带来的影响。 

2.积极进行产能转移及异地生产，目前进行其他国家生产据点建立与生产，降低

地缘政治风险威胁的可能性。 

  

 

 

 



4.2气候相关风险与机会的鉴别 

针对营运的业务与未来市场发展状况，评估 TCFD 指引所提出的 17 项气候变迁相关的风险与 20 项气候变

迁相关机会。依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急迫性(分为短、中、长期)制作风险矩阵，透过讨论进行排序，鉴

别潜在财务影响与机会： 

4.2.1气候相关风险 

类型 气候相关风险 潜在财务影响 

转型风险 

政策和法规新增或变更，不确定性增加，如：  

1.碳税征收相关法规  

2.电池(绿能)相关法规 

3.再生能源法规 

1.中长期法令修订造成营运限缩。 

2.中长期征收碳税、电费上涨、绿电设置或购置、高

处理效能环保设备设置等造成营运成本提高。 

技术： 

1.产品与服务被其他产品所取代  

2.永续产品(新技术)投资或研发失败 

1.低碳转型研发及投资节能高效率产品成本费用增

加。 
2.响应低碳产品或服务需求，投入高能源效率设备研

发，所需支出费用增加。 

市场： 

1.客户改变供货商评鉴与选择标准 

2.客户改变产品规格要求 

3.客户要求使用低碳的物料 

4.消费者转向低碳产品  

5.原物料成本上升 

1.客户严格要求永续环保符合度及相关承诺，对产品

接受度或营运有重大影响。 
2.消费者对低碳产品、技术服务的需求增加，需投入

制造的原物料成本上升。 

商誉：消费者改变偏好 

1.无推行气候变迁减缓作为，与利害相关人的沟通方

面会产生负面回馈，导致商誉受损，丧失市场竞争

优势。 
2.消费者环保意识提升，消费选择趋向环保优良厂商

与产品，非低碳产品将被淘汰。 

实体风险 

立即性： 

1.极端天气事件增加 

2.降雨型态改变  

长期性：平均气温上升  

1.立即性的降雨减少，旱期(枯水期)延长，造成干旱

缺水，生产受冲击。 
2.极端气候暴雨机率增加，所造成的水灾，导致工厂

设备资产损失，供应链及运输可能中断，而无法如

期供给产品。 
3.长期性的气温上升，高温期过长，导致用电量增

加，能源短缺危机浮现，生产受限制。 

  

4.2.2气候相关机会 

类型 气候相关机会 潜在财务影响 

资源效率 
促进节能、减碳、减废 

提升能资源使用效率与回收再利用率 

提升能/资源使用效率与回收再利用率，汰换及更新

耗能设备，降低单位营收碳排密集度。 

能源来源 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等洁净能源的机会与可行性 

促使能源使用来源多元化、加速提升使用洁净能源

之比例，厂区增设太阳能屋顶，增加发电效益及用

电稳定性。 

产品和服

务 

持续发展绿能永续产品、服务， 

提升 E-bike等绿能产品的质量与技术 

1.积极研发及设置绿能产品线，提升绿能营销量能，

包括储能设备、全套储能辅助系统。 



类型 气候相关机会 潜在财务影响 

2.提升绿色行动生活优质化，加速拓展 E-Bike多元化

产品线，降低交通石化燃料依赖。 

市场 

积极开发与响应利害关系人(如客户、消费者

等)对于永续产品的需求，探询新市场的商业及

伙伴关系 

1.辨识高气候风险供货商，提升供货商气候变迁相 

关因应能力。 

2.探寻低碳生产合作伙伴，促进永续环保生产链的形

成。 

韧性 多元化与弹性的商业模式与经营策略 

1.导入智慧节能生产设备，厂房绿建筑设施，推动清

洁生产与低碳营运之绿色工厂。 

2.寻找低碳科技商机与商业模式，并与策略合作伙伴

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