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105年12月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資 金 活 水 暢 流 通 ~ 
流通證券．活絡經濟 



 公司治理概念在1970年代已出現。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強化公司治理被認為是企業對
抗危機的良方。 

 1998年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部長級會議指出，亞洲企業無法
提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公司治理運作不上軌道。 

 1998年台灣爆發多起企業掏空舞弊案件，其後更因金融機構
不良債權之問題，爆發本土型金融風暴，暴露出台灣企業在
公司治理的諸多問題，包括： 

◦ 公司決策機制閉鎖 

◦ 財務不透明 

◦ 財務槓桿過高 

 主管機關於1998年起開始向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宣導公司治理
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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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之興起 



內部機制 

•強化董事會職能 

•發揮監察人功能 

•內控制度之建立與執行 

•強化資訊公開 

•鼓勵股東之參與 

外部機制 

•法規制度之修正 

•發揮外部專家之功能 

•自律機構之運作 

•主管機關或交易所之監督 

•司法制度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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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架構 

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管理與監控的方法，分為內部與
外部機制。 



 公司層面  

◦ 強化公司價值 

◦ 降低資金成本 

◦ 降低決策風險 

 經濟層面 

◦ 強化資本運用效率 

◦ 確保公平競爭 

◦ 達成永續成長 

 社會層面 

◦ 對抗腐化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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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需要公司治理 



5 

公司治理最終目的--- 
建立共利共榮的價值 

外部 
利害關係人 
• 客戶 
• 供應商 
• 債權人 
• 政府 
• 社區團體 
• 民眾 

內部 
利害關係人 

• 董事會 
• 經理人 
• 員工 
• 股東 

 
 

企 
 

業 
 

體 

貢獻/回饋 

誘因 

貢獻/回饋 

誘因 



公司治理推動措施大事紀 

91年要求
IPO設置
獨立董事、
MOPS上線、
訂定公司
治理守則 

92年行政院
成立「改革
公司治理專
案小組」，
並提出「強
化公司治理
政策綱領暨
行動方案」 

94年公司
法明訂董
事候選人
提名制、
股東提案
權、電子
投票之法
源依據 

95年修正
證交法，
明定獨立
董事、審
計委員會
之法源依

據 

99年訂定企
業社會責任
守則、誠信
經營守則、
全面採用

XBRL申報財
務報告、修
正證交法，
明訂薪資報
酬委員會之
法源依據 

102年擴大
採行電子投
票、設置獨
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之
範圍，公布
「強化公司
治理藍圖」、
成立公司治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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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要求IPO設置獨立董
事、MOPS上線、訂定公司
治理守則 

92年行政院成立「改革公
司治理專案小組」，並提
出「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

領暨行動方案」 

94年公司法明訂董事候選
人提名制、股東提案權、
電子投票之法源依據 

95年修正證交法，明定獨
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之法

源依據 

99年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誠
信經營守則、全面採用XBRL申報
財務報告、修正證交法，明訂薪

資報酬委員會之法源依據 

102年擴大採行電子投票、設置
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之範圍，
公布「強化公司治理藍圖」、

成立公司治理中心 

91年要求
IPO設置
獨立董事、
MOPS上線、
訂定公司
治理守則 

92年行政院
成立「改革
公司治理專
案小組」，
並提出「強
化公司治理
政策綱領暨
行動方案」 

94年公司
法明訂董
事候選人
提名制、
股東提案
權、電子
投票之法
源依據 

95年修正
證交法，
明定獨立
董事、審
計委員會
之法源依

據 

99年訂定企
業社會責任
守則、誠信
經營守則、
全面採用

XBRL申報財
務報告、修
正證交法，
明訂薪資報
酬委員會之
法源依據 

102年擴大
採行電子投
票、設置獨
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之
範圍，公布
「強化公司
治理藍圖」、
成立公司治
理中心 



 緣起-公司治理藍圖 

•自92年成立「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提出「強化
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以來，至今已逾10年。 

公司治理之推動進程 

•作為推動公司治理政策之指引，並使外界明確瞭解我
國公司治理未來規劃方向。 

規劃藍圖之目的 

•所列102至108年之各項推動措施，共計51項，其中，
主管機關辦理事項15項、公司治理中心辦理事項19項、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辦理事項16項、投保中心辦理事項1
項。 

重點推動措施 

7 



緣起-公司治理藍圖 

2013強化
我國公司
治理藍圖 

計畫項目：
形塑公司
治理文化 

具體措施：
辦理公司治
理評鑑 

預期效果： 

獎勵優良公司、
發揮標竿功能 

與國際接軌，
提升國際形象 

資訊公開、擴
大參與，提升
資本市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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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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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執法 

企業自律 市場機制 

公司治理
推動架構 

公司治理藍圖 

願景： 
建立公司治理文化 
創造共利企業價值 

五大計畫項目 

13項具體措施 

「公司治理藍圖」期望透過完備法制、企業自省及市場
監督三者之共同力量，鼓勵企業及投資者積極參與公司
治理，形成良好公司治理文化。 



公司治理評鑑推展情形 

•10月25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設置公司治理中心。 

•完成第1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之設置、指
標及評分標準之擬訂。 

102年 

•完成第1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之初評。 

•研議及推動各項公司治理措施。 

103年 

•公布第一至三屆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持續
檢討改進評鑑制度。 

•編製公司治理指數。 

•研議及推動各項公司治理措施。 

104、105及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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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組織圖  

金管會證期局(督導) 

研議工作小組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規
劃評鑑指標。 

執行工作小組 

委由證基會辦理評鑑之
評分作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中心 



臺灣證交所網頁--- 
         公司治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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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http://cgc.twse.com.tw/，或至台灣證券交易所官方首頁後，點選公司治理中心 



臺灣證交所網頁--- 

                           公司治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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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範圍及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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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揭露之公司治理相關事項 

•受評年度內發生之公司治理相關事件 

•股東會、董事會、獨立董事之運作或職權行使 

評鑑 

範圍 

•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司網站及年報 

•主管機關、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之監理紀錄 

•公司自評結果 

評鑑資
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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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指標 

(104年11~12月) 

公布指標 

及作業方式 

(104年12月30日) 

評鑑宣導會 

(105年3月) 

函知「評分指南」
及「參考範例」 

(105年7月) 

評鑑宣導會 

(105年9月) 

公司自評 

(105年10月～ 

106年1月) 

評鑑小組評核 

(106年1~3月) 

公布 

全體評鑑結果 

(106年4月前) 

獎勵優良得分公司 

(公布排名後 

擇期辦理) 



評鑑架構介紹─OECD五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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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效
率的公司
治理架構 

保障股東
權益及發
揮其重要
功能 

公平對待
股東 

落實董事
會之責任 

資訊揭露
及透明性 

重視利害
關係人之
權益 

股東權益之
維護 

股東平等
對待 

董事會結構
與運作 

資訊 

透明度 

利害關係人
利益之維護
及企業社會

責任 



評鑑指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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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公司治理5大原則 指標擬訂原則 

•國外 

•ACGA公司評鑑指標 

•ASEAN計分卡指標 

•國內 

•資訊揭露評鑑指標 

指標參考依據 

•公司法、證交法等相關規章 

•公司治理實務等守則及其他上市、
上櫃規則 

相關法規 



第二屆評鑑指標之配分比重 

14

13

3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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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98項指標 維護股東權益(15%)

平等對待股東(13%)

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32%)

提升資訊透明度(22%)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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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第2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之上市公司4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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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6.4.8公布評鑑結果，排序不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第2屆公司治理評鑑前5%之上櫃公司3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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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6.4.8公布評鑑結果，排序不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第2屆公司治理評鑑業於今(105)年4月8
日公布評鑑結果: 

 計對外公告排名前50%之上櫃公司312家
與上市公司412家； 

 並已於6月16日舉辦頒獎典禮表揚排名
前5%之上櫃公司31家與上市公司4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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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亞洲公司治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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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亞洲公司治理現況(續)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 

 美國加州公務人員退休協會、亞洲開發銀行及
Lombard/APIC基金管理公司，於1999年底在香港成
立的獨立非營利會員組織。 

 ACGA兩年一度對亞洲各市場公司治理表現進行調
查及發布評等報告。2016年度已於9月29日發布公司
治理觀察報告（CG Watch 2016）。 

 我國此次評等與2014年相較進步4％，也是11個市場
中得分進步最多。2014年的評等結果已較2012年進
步3％，兩次調查結果共進步7％，顯示我國主管機
關在2013年發佈公司治理藍圖以來，推動成效已得
到國際推動公司治理機構的高度肯定。 

 
23 



機構投資人盡責管理守則之推動 

「盡責管理」之意義 

一般通稱stewardship 

係指投資人身為「股權擁有人」或「管理人」
之責任，亦有人稱作外部治理。 

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建設性的對話與互動，
以謀求公司、客戶或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並落
實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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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受益人 

資金 機構投資人 參與
治理 

企  業 



• 全球環境危機、氣候變遷 

• 資源短缺、能源危機 

• 物種的滅絕 

• 人口的激增與貧富差距擴
大 

• 糧食匱乏 

• 人權意識抬頭 

• 企業弊案、治理能力不足 

新世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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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市場面臨環境、氣候、人口、能源等變遷以及治理舞弊、
財務危機引發之省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教授表示，企業家的事業雄心，必
須建立在企業良心之上。 

 企業責任已由公司治理擴展到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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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之興起 

過去 現在與未來 

企業責任 防止企業資產被淘空盜用，
對維持股東資本並幫助股
東們獲得最大利潤。 

追求獲利的成長，更強調永續
經營。 
 

手段 落實公司治理 經營策略中，落實對股東、社
會、環境等之責任，進一步提
升公司價值、強化競爭力。 



企業社會責任，即企業對社會、環
境、公司治理全面向之擔當，已逐
步成為落實公司經營策略、供應鏈
管理與品牌價值提升等目標之要素，
並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司整體競爭力。 

面對新世紀挑戰之省思 

公司治理 環境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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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企業營運模式 

 跨國企業加速全球化之發展 

企業經營無國界 

供應鏈全球化 

微利時代佈局低成本國家 

 利害關係人大幅增加，社會責任當責增加 

氣候變遷及環保問題危及全人類生存 

非政府組織(NGO)日趨活躍、影響力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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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CSR 

政府 
單位 

NGOs 供應商 

員工 

企業營運之主要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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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企業營運模式 

組織內部利害

關係人：員
工、經理人、

股東、公會 

經濟的利害關係人：客
戶、金融機構，及供應
商 

社會的利害關係人：社區、
政府、非營利組織、環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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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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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社會責任 

組織治
理 

人權 

勞工 

環境 
公平競
爭 

消費者 

社區參
與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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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議題 



 一、公告「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二、辦理「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會」  

 三、公布「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面向之指數」 

 四、網頁建置「企業社會責任專區」 

 五、上市櫃特定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六、公司治理評鑑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指標 

 七、積極參與各項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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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本市場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 本中心與證交所於99年2月公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並陸續於103、105年將下列社會
關注事項納入修正及公布: 

◦ 一、明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涵蓋範疇 

◦ 二、強化企業之公司治理 

◦ 三、加強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措施 

◦ 四、提昇資訊透明度 

◦ 五、重視利害關係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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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本市場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 自100年起已連續5年辦理「誠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
座談會」  

◦   邀集上櫃公司分享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實務經驗 

◦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面向之指數，如陸續公布「櫃
買勞工就業88指數」及「櫃買薪酬66指數」，即鼓勵
上櫃公司重視雇用員工及員工福利，以善盡社會責任
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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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本市場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 櫃買中心網頁建置有企業社會責任專區：提供社會責
任簡介、企業案例、資訊揭露、投資專題及網路資源
等資料，可供上櫃公司在執行社會責任三構面環境(E)
、社會(S)、治理(G)之初級、進階及領先案例作法，
與績效資訊揭露相關指南 

◦ 透過揭露上市櫃公司之實施案例分享及國際上有關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指南，提供各上櫃公司作為落
實執行之重要參考依據，歡迎多加查詢利用。 

 

 

 

 

 

36 

我國資本市場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櫃買中心網頁--- 
         企業社會責任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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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pex.org.tw/web/csr/content/intro.php ，或至櫃買中心官方首頁後，點選
「上櫃/興櫃公司」項下之「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專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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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內企業

社會責任相關

守則之中英文

版內容 



企業社會責任專區-企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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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選「環境面案例

」、「社會面案例」

、「治理面案例」企

業社會責任三面向之

初級做法、進階做法

、領先做法，並提供

「負面案例」參考 



企業社會責任專區-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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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供國際最新之

GRI G4揭露指南、目

前尚在使用之GRI G3

指標外，另提供「企

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綱領初級版」：係為

協助國內公司初次或

逐步揭露其企業社會

責任實績，故參酌我

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

GRI G3 Guidelines等

國際相關規範，提供

予企業作為揭露其企

業社會責任履行績效

，並編製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之參考。 



企業社會責任專區-投資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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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專區-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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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於103年09月18日發布新聞稿表示：經
營民生相關業務、直接面對消費者、或具一定
規模以上之企業，其營運活動對環境及社會大
眾影響層面較大，應善盡其企業社會責任，又
近期食品安全問題影響國人健康，並嚴重衝擊
社會大眾信心及國際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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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上市(櫃)特定公司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要求上市櫃食品業、金融保險業、化學工業、
實收資本額100億元及餐飲收入達50%以上者，
應每年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之最新版永續性
報告指南、行業補充指南及依行業特性參採其
他適用之準則編製(目前最新為GRI G4)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提升直接面對民眾（B 

to C）公司之社會責任及重振消費者與供應鏈
廠商對此類上市(櫃)公司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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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上市(櫃)特定公司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其中有關股本之規定於104年10月間，為
擴大要求適用範圍對象復修訂如下: 

自106年度起，股本達五十億元以上未達
一百億元且無累計虧損者，亦應依前揭
標準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自108年度起，股本達五十億元以上者全
面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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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上市(櫃)特定公司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第三方驗證: 

食品業及餐飲收入占營收比重達50%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所編製之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另應取得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準則
公報所出具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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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上市(櫃)特定公司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我國上市櫃公司申報CSR報告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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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現況 2015* 

強制編製 GRI-G4 202 

自願編製 GRI-G4 100 

GRI-G3.0/3.1 21 

Others 10 

總申報家數 333 

採用GRI比例 97%** 

報告書驗證機構 2015* 

會計師 62 

其他機構 100 

總計 162 

報告書驗證比例 49%*** 

*統計時間：截至2015.12.31 

**資料來源：由GRI與KPMG於2015年所做的調查中顯示，全球前250大企業有74%使用GRI架構編製報告書。 

***同一份調查顯示，全球45個國家前100大公司所出具CSR報告書中有42%報告書有經過外部第三方驗證 



CSR報告書編製趨勢彙整 

KPMG整理45國百大企業發行CSR報告書的比
例由2013年的71%增加至2015年73%。 

台灣百大企業發行CSR報告書成長21%(由56%

成長至77%)。 

全球百大企業報告書取得確信(不論是由會計師
或其他單位確信)比例從2013年的38%成長到
2015年42%。 

台灣百大企業發行報告書取得確信比例為70%

，股本達100億元之公司共計112家，取得確信
比例達63%，遠高於全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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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投資機構將公司治理納入投資決策 

•彭博 (Bloomberg) 建置 CSR 數據分析平台，供投資人參考 

•全球1,260個投資機構承諾將環境(E)、社會(S)、公司治理(G)議

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制定過程： 

資料來源：PRI Annual Report 2014年版，2013年版，2012年版，2011年版／PRI網站，Signatory base AUM hits $59 trillion／第七屆臺北公司治理
論壇活動紀要。 

30兆 

美元 

2011 

920家 

32兆 

美元 

2012 

1,071家 

45兆 

美元 

1,260家 

2014.04 

管理資產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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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兆 

美元 

1,380家 

2015.04 

實證研究 



CSR所帶來之實質效益-從股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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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美國 

以1 美元分別投資於兩者之股價變化  

資料來源 : Turning a Profit While Doing Good: 
Aligning Sustainability with Corporate 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4 

企業永續發展程度與
股價具高度相關性，
投資高永續績效公司

股價超額 96% 

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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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實證研究 
CSR所帶來之實質效益-從企業經營者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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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6年05月26日 天下雜誌 

實證研究 



CSR所帶來之實質效益-消費者與員工角度 

偏好替承諾正面社會與環境衝擊
的公司工作 

過去六個月曾購買商品或服務因
為該公司承諾正面社會與環境衝
擊承諾 

願意付出較高的金額購買商品或
服務來自於公司承諾正面社會與
環境衝擊承諾 

購買品牌前檢查包裝確認該公司
承諾正面社會與環境衝擊承諾 

購買品牌前依賴家人朋友及其他
人確認該公司承諾正面社會與環
境衝擊承諾 

主動參與自願性工作及/ 或捐錢
給組織參與社會與環境活動 資料來源 : Neilsen,  What Future 

Talent Look for in the Companies 

They Keep, 2015 
全球 已開發市場 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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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 



 「社會責任型投資(SRI)」整合社會正義性、環境永續
性、財務績效化等多面向的考量，使投資可以同時產
生 社會面、環境面 及 經濟面 的利益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2005年)：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 將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制定過程 
◦ 積極行使股東權，將ESG 議題整合至政策與實務 
◦ 要求所投資之企業適當揭露ESG 
◦ 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執行PRI原則 
◦ 建立合作機制，強化PRI 執行之效能 
◦ 報告執行PRI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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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投資誘因 

圖片來源：www.bcaroroku.com/beecofund/ 



 MSCI（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dex，MSCI指数）於2011年8月發布了新的
研究報告「將ESG因素納入投資過程（
Integrating ESG into the Investment Process）
」，提供主流機構投資者一個將ESG納入投
資過程的基本框架 

 該報告提到投資的長期可持續性問題，環境
、社會和治理（ESG）因素已經開始成為投
資者重要考慮因素，並透過揭露ESG因素來
降低風險與處理外部問題，以產生更高的長
期可持續性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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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投資誘因 



   安盛投資管理公司（ AXA IM ）近期發布的投資訊息： 

• 在2013年，投資者對於責任投資以及將ESG納入投資決
策的需求提升---根據AXA IM出刊的「 Responsible 

Investment Annual Review 2013」，客戶對於其資產組合
相關ESG的風險監督與衡量需求提升。 

• 在2013年，AXA IM的責任投資(RI)資產規模成長了18%

， AXA IM並與數個歐洲退休基金合作，協助其在進行
投資決策時將責任投資納入實務考量。 

• AXA IM的全球責任投資負責人Matt Christensen表示 「
投資人日益重視ESG因子對其長期投資報酬的影響，這
已經是個明確的發展趨勢。同時依據傳統財務與ESG因
子來分析資產將能夠發掘尚不明確的風險與機會，而責
任投資分析則是在投資組合的管理上一個用以偵查風險
的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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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投資誘因 



越來越多消費者關心CSR，並化為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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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在推行CSR
有成的公司工作 

67% 

  願意付出更多錢向
承諾造成社會與環
境正向影響的公司
購買產品和服務 

55% 

  在過去6個月向較
具社會責任的公司
至少購買一次  

52% 

  在購買前會查閱
產品包裝，以確
認產品具有永續
影響 

52% 

  願意當志工與/或捐
款給公益慈善組織 

49% 

資料來源：Nielsen: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report, June 2014   

商業投資誘因 



永續投資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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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he Individual Investor Perspective,  2015 

Morgan Stanley針對800位18~32歲的年輕投資人調查 

• 提升人類健康 

• 解決飢餓問題 
 

 

 

  對永續方面的投資有興趣  71% 

    預期未來5年永續投資能更普遍  65%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同時關注投
資報酬率及對永續的正向影響 

 2倍 

商業投資誘因 



省思_當前發展趨勢 

 國際間(包含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持續強
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規範 

 企業營運發展策略將逐漸結合企業社會責
任核心議題 

 各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將愈發重視誠信經營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之強化(如報
告書之編製)與評鑑推動 

 永續與社會責任型投資將愈發受到重視，
進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投資商品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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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企業唯有全面提升永續經營的概念，
將營運發展策略與企業社會責任核心
議題結合，包括對社會公義、經濟發
展、勞工照顧、環境保護等各方面肩
負起責任，重新省思其潛在機會與最
佳運作機制，將企業獲利適度回饋員
工、股東，使員工可以與企業共同分
享經營成長的成果並強化互信互賴關
係，並建立股東與員工共榮機制，如
此對其產品銷售、舉債甚至股價都能
帶來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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