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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如减重 下定决心就不难！国际标准路线【基础篇】  

三个步骤让企业减碳马上动起来 

杨晓曼 BSI 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专访日期：2023 年 6 月 3 日 
 
 
 
 

 
“您开始减碳了吗？”这应该是我们与许多企业交谈中的重要关键字。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纷纷加入减碳的行列？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
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界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
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从全球到中国，从企业到供应链，面对不断出现的减碳要求，碳资产管理已势在必行，各行
各业已经没有任何侥幸与例外。 
 
2022 年 4 月 8 日，《伊利集团零碳未来计划》《伊利集团零碳未来计划路线图》正式发布。
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表示，伊利已在 2012 年实现碳达峰，将在 2050 年前实现全产
业链碳中和，并制定了 2030 年、2040 年、2050 年 3 个阶段的具体任务。 
 
BSI 可持续发展部门总监杨晓曼指出，早期引入国际标准进行减碳的企业，不仅树立行业典
范更善用了标准做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优势与国外客户做生意，不但超前部署，更大大地提升
了企业竞争力。BSI 是全球零碳趋势中，国际标准的主要制定者，ISO 14067 碳足迹、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的前身标准，以及 BS 8001 循环经济概念与模式、PAS 2060 碳中和标
准等皆由 BSI 制定。企业想开始减碳行动、却不知如何开始？杨晓曼说，减碳就跟减重一样，
必需要先了解想减重的诱因是什么？想减哪里？想达成的体重目标？该用什么方法？然后
制定计划、开始实行，减重目标达成便指日可待。 
  
5W1H全方位思维：厘清减碳动机 凝聚内部共识 
减碳行动前的动机厘清和共识凝聚相当重要。以减重为例，减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必须
要让它更具体、更明确。例如，将其改成：「每月减少 1 公斤」如此一来，就会确切地知道
期望自己减掉多少重量。如将其转换成「组织每年需减少 10% 碳排放量」，如此一来，从中、
高阶管理团队到基层执行人员就会知道目标与期望，也就会对于公司的减碳行动有所了解并
凝聚共识，而有内驱力朝目标迈进。此时，善用 5W1H 的分析法，从 5W 全方位的思维开
始，建构出具体、明确的目标方向，而 1H的计划，则可以透过国际标准带路，循着三个步
骤让企业减碳行动高效展开。 
 
Why 了解为什么要减碳，驱使减碳的动力？ 
可以通过培训、参与论坛等多种方式，了解 ESG、信息披露、减碳、温室气体核算等重要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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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概念，进一步透视它能为企业带来什么。 
What 减碳的目标为何？ 
是要符合法令法规要求，还是满足品牌/客户的要求，亦或是自我对 ESG 贡献的期许… 
Who 谁需要参与减碳？ 
厘清想要构筑的文化及共识，是全员参与或是划定部分营运范围… 
Where 何处可进行减碳，要减少能源使用还是要改变流程？ 
找出最耗能的设备或流程，这都可能是可以开始着手减碳之处。 
When 花多久时间要达成目标？ 
有被要求必须在某个时间内完成，还是自我要求设下一个目标时点。 
 
 
在经过 5W 的一番审视、分析并厘清减碳动机后，即可进入 1H 的 How 开始制定计划步骤，
逐一落实，最后再分享成功经验以创造员工参与荣誉感。例如许多公司在获得 ISO 验证后，
会透过公司正式场合，授予参与团队荣誉奖励，以持续强化员工对于获得国际标准、验证的
荣誉感并驱动参与度。 

 
 
 
How 现在就来看看减碳三步骤，及该参考哪些国际标准来制定减碳计划 
减碳步骤一：了解现状，全面核算公司碳排放情形 
既然有了减重必胜的决心，再来就是先了解身体的现况，譬如透过体脂机，找出脂肪堆积的
地方，做个聪明不盲目的减重者。减碳的步骤也相同，首先需要透过数据来源，核算公司碳
排放现况。 
但是要如何核算呢？碳排放状况相对简单的公司，可以选择自行研读国际标准，进行全公司
温室气体核算与商品/服务碳足迹核算。除了公司自行研读，更有效率的方式便是参加可靠
的培训课程，由专家带领快速进入状况。BSI 具有标准制定与产业先驱的领导地位，是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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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的研发单位，包含碳足迹标准最初由 BSI 制定（即 PAS 2050），后来被 ISO 国际组
织采用（ISO 14067），而 BSI 基于对标准的了解，至今成为企业碳管理的重要基础之一，而
这也是 BSI 培训不可取代之优势。 
这个阶段，有两个国际标准可以提供企业遵循，全面核算企业的碳排放状况与产品和服务的
碳足迹： 

• ISO 14064-1 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量化及报告规范：了解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量为多少。企业负责部门通常为 EHS、生产、厂务等。 

• ISO 14067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与指南：了解服务或产品在整体生命周
期的碳排放。这个标准牵涉的部门较广，除了 EHS、生产、厂务，可能也包含采购、
营销、研发、物流等部门。 

  
减碳步骤二：制定目标与计划，减量行动开始 Go！ 
先了解哪里是身体脂肪堆积的重灾区，接下来就需要制定减重计划。减碳也是同样的道理，
经过步骤一的核算，识别关键排放源后，便需要通过计划，进行减量管理。这个步骤可以参
考的主要国际标准包含： 

•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评估高耗能设备效率，帮助企业找到减量热点，寻求耗能
设备的替换、生产制程的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等。这个标准导入的主要负责单位
通常为厂务。 

• BS 8001 循环经济的概念与模式：降低整体原物料使用。譬如手机内金属壳的碳排
放量很高，企业可以通过替代材料使用减少碳排放，透过循环经济减少产品碳足迹。
这个标准牵涉的部门较广，研发、生产制造、采购等都需要协同合作。 

  
减碳步骤三：设定阶段与进度表，往碳中和/净零排放目标前进 
减重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个持续努力，朝目标前进的过程。在运用不同方法并进的「减重（减
量）」后，在设定的时间点要一一确认阶段目标是否达成，以确保持续朝最终目标迈进。而
碳中和与净零排放作为减碳目标的差异在于：「碳中和」是将所产生的碳足迹，以自己减量
或是与外部抵消的方式，做到碳排放与移除平衡。而「净零排放」则是减量后并利用本身负
碳技术（森林碳汇或碳捕捉利用储存 CCUS）的方式清零。然而当前国际间定义尚未统一分
歧，因此参考国际标准便是相对可靠的选择。 

• PAS 2060 碳中和标准提供了一个清晰、共同的指标作为比较基准，揭示了何谓碳中
和及企业组织如何实现碳中和。企业如采用了一致的国际标准方法学来计算温室气
体排放（ISO 14064-1）和碳足迹（ISO 14067），有了共同比较基准，此时达成 PAS 
2060 碳中和目标的宣告，便可为大众所信赖。 

  
体重的维持或朝向更进阶的目标前进，是需要持续不间断且调整改进既有方式。减碳也是如
此，当达成碳中和或净零目标后，仍得时刻专注减碳行动，不能松懈，保持最佳。 
 
杨晓曼说，面对双碳目标，在全球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绝对无法置身于外，在全球
企业将 ESG 作为营运衡量指标的当下，大多数企业对于环境（E）虽有一定的认知，但却面
临落地执行的瓶颈。既然「净零」当道，顺应时势，何不从此开始着手转型减碳。 
 
BSI 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至今仍是全球领先的标准制定者，深知标准对产业和企
业管理扮演着领航的角色，21 世纪气候变迁加剧更加突显了标准的重要性。COP26 上，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演说中也直接提及各项标准如何与净零承诺接轨是 ISO 未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14064-Greenhouse-Gas-Emissions/
https://www.bsigroup.com/zh-TW/carbon-footprint-verification/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50001-Energy-Management/
https://www.bsigroup.com/zh-TW/BS8001/
https://www.bsigroup.com/zh-TW/PAS-2060-Carbon-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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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要的工作；ISO 各成员国也认可《伦敦宣言》的承诺。由此可知，标准将会是达成可持
续净零的重要基础与共通语言。 
 
除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国际标准，在与 ESG 相关的国际标准中还有 ISO 45001 职业安全卫生、
ISO 20121 可持续活动、ISO 20400 可持续采购、ISO 14046 水足迹、ISO 37001 反贿赂等，
这些标准的前身也都由 BSI 制定。面临可持续挑战之际，个人如能取得国际标准培训或资格
证书，将能成为炙手可热的可持续发展人才。而企业组织备有扎实的国际标核查证书，让符
合国际标准成为公司运营的一部分，将能保持与全球进行贸易往来的可持续优势，绝对是企
业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关键。 
 

https://www.bsigroup.com/zh-TW/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2021/20219/international-commitment-pledges-to-accelerate-transition-to-net-zero/
https://www.bsigroup.com/zh-TW/occupational-health-and-safety-iso-45001/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20121-Sustainable-Events/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20400-sustainable-procurement/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14046-/
https://www.bsigroup.com/zh-TW/iso-37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