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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本年度重磅重新推出「永續供應專業認證CSSP」訓練課程，
以本協會之追求『邁向淨零、實踐永續』宗旨為訴求，將整個
課程內容制定為「淨零轉型」與「永續賦能」二大模組，分別
探討淨零排放、碳中和、溫室氣體盤查、碳足跡、環境永續與
資源管理、環境績效評估、工業與職業安全衛生、永續環境國際
標準、氣候變遷與資源循環與 ESG概論及利害關係人議合、永續
社會相關議題、風險管理與營運持續、資訊安全與韌性、循環
經濟與綠色永續議題、永續發展與公司治理、碳中和推動與規劃
與永續ESG報告書編製等重要子題，

並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BSI英國標準協會共同規劃與邀請
專家學者以專業知識及標準規範講授，產業實務案例研討方式
進行，以能協助受訓學員及其服務企業瞭解並學習當前情勢發展
重要議題，以創造更優勢的「淨零、永續」競爭能力。



淨零轉型-趨勢
張添晉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理事長

循環經濟趨勢下產業之因應與創新
1. 地球環境議題背景
2. 循環經濟內涵精義
3. 廢棄物管理與發展
4. 全球資源環境分析
5. 廢棄物轉型之典範
6. 靜脈產業挑戰省思

鄭仲凱 技術長

BSI英國標準協會技術長

永續供應管理趨勢
1. CSR與供應鏈管理之關聯介紹.
2. ISO 20400永續採購標準詮釋

3. PAS 7000供應鏈管理標準簡介

4. 供應鏈管理(勞動契約/工時/薪資)實務演練

5. 供應鏈稽核流程與技巧

周國鼎 專門委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專門委員

永續環境國際標準與規範

1. 全面性的國際環境柔性規範

2. 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的國際環境硬性規範

3. 有害廢棄物的國際環境硬性規範

淨零轉型-管理
賴俊吉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兼能源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環境永續資源管理
1. 廢水生物處理程序常見問題與最適化操作
2. 生物整治
3. 厭氧醱酵的時代任務
4. 地球溫暖化的相關

陳勝一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暨系主任

環境績效評估與應用
1. 水資源概論與水污染處理技術
2. 空氣污染源與處理技術
3. 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再利用技術
4. 毒物管理與風險評估
5. 環境評估

陳俊六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兼任副教授

工業與職業安全衛生
1. 工業安全衛生發展
2.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範、管理系統、缺失改善
3.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4. 事故調查與職災統計
5.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對勞工的保護

永續賦能-治理標準
賴樹鑫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永續供應協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榮譽
理事長

ESG概論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1. 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3大面向、10個主題、37個關
鍵指標
2. 利害關係人議合相關議題

林泉興 執行副總經理

KPMG安侯永續發展顧問

執行副總經理

永續社會之相關議題及發展趨勢
1. 永續供應鏈、衝突礦產與企業人權管理

2. 社會企業、影響力投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實務案例

3. 公益投資社會報酬分析 (SROI) 與企業的真實價值 (True Value)

沈華榮 理事長
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碳中和推動、規劃與建議
1. 碳中和推動

2. 碳中和規劃

3. 碳中和實務建議

王昭華 秘書長
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永續ESG報告書撰寫與範例
永續ESG報告書撰寫與範例

永續賦能-ESG實務
蒲樹盛 總經理

BSI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總經理

風險管理與營運持續
1. 全球風險趨勢 (環境風險/經濟社會風險/科技風險解析).
2. 國際標準ISO 31000介紹 (風險管理框架/ 風險處理實務)
3. 營運持續管理(BCM) (營運衝擊分析/演練與應變)

謝君豪 營運長

BSI英國標準協會營運長

資訊安全與韌性
1. 全球及台灣資安及隱私法規發展趨勢介紹

2. 企業因應相關風險的作為–強化資訊韌性 (information resilience)

3. 如何透過國際標準及指引強化相關管理及治理能量

4. 提升企業風險管理之整合能力及能量；

5. 透過關鍵國際資安及隱私標準提升企業相關的管理及應變 能力

溫麗琪 主任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主任

循環經濟與綠色永續議題

1. 永續發展課題

2. 消滅環境外部成本

3. 商業模式改變

4. 企業三大課題-能源、資源與金融

5. 法制推動關鍵

陳盈州 執業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永續發展服務負責人

永續發展與公司治理
1. 從CSR到ESG永續發展歷程

2. 全球永續報告準則 GRI Standards

3.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準則 SASB

4. 整合型報告 Integrated Reporting

5. 氣候變遷相關財務風險揭露 TCFD

6. 永續報告書第三方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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