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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環境

經濟

地緣政治

社會

科技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2020全球風險報告。

2020年全球風險分布圖

影
響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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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機率

氣候行動
失敗

極端氣候

生物多樣性流失

天然災害

人為環境災害

網路攻擊

水資源危機

資訊基礎
設施故障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2020

全球風險報告」

2020年全球發生機率前5大風險

皆為環境類別，包括：

極端氣候

氣候行動失敗

天然災害

生物多樣性流失

人為環境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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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風險為永續發展首要議題

2

一、前言



「ESG資訊揭露」與「永續投資」

ESG資訊揭露
永續投資

企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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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策略



擴大盡職治理產業鏈
引導機構投資人落實
盡職治理

強化董事會職能，
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提高資訊透明度，
促進永續經營

強化利害關係人
溝通，營造良好

互動管道

接軌國際規範，

引導盡職治理

深化公司永續治理
文化，提供多元化

商品

核心願景
 落實公司治理， 提
升企業永續發展

 營造健全ESG生態體
系，強化資本市場國
際競爭力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強化董事會之職能
強化獨董及審委職能及獨立性
落實董事會之當責性

強化ESG資訊揭露
提升資訊揭露時效及品質

強化股東會運作
強化公開資訊觀測站英
文介面

規劃建置永續板
研議推動永續相關指數商品
檢討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持續宣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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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資訊揭露措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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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永續(CSR)報告書*

擴大應取得第三方驗證範圍提升品質
2021年底完成修法

揭露TCFD及SASB相關資訊增列內容
2021年完成研議應揭露事項

實收資本額≥20億元應申報擴大範圍
2023年起強制應申報之公司

1

2

3

註：配合國際發展趨勢，強化與國際接軌，本會「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已規劃修改現行 CSR 報告書之
名稱為永續報告書，預計於2021年由證交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修訂編製與申報企業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三、ESG資訊揭露措施(2/9)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於2015年由國際
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所成立，擬定一套具一致性的自願性氣
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協助投資者與決
策者瞭解組織重大風險，並可更準確評估氣
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

 工作小組由全球32名成員組成，代表廣泛的
經濟部門和金融市場，並在氣候相關財務資
訊揭露使用者和編製者之間保持謹慎的平
衡。

 該專案小組於2016年12月提出建議初稿，歷經2個
月的公眾諮詢及4個多月的討論，該專案小組於
2017年6月正式發佈【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
最終版本，繁體中文版由我國安永協助翻譯。提出
的建議可適用於各類組織，包含金融機構等，目的
為收集有助於決策及具前瞻性的財務影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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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資訊揭露措施(3/9)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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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運作核心
109.1.2已修法納
入永續報告書揭
露內容

11項揭露建議
研議納入永續報
告書揭露內容及
訂定參考範例，
並安排相關宣導
課程、講座或研
討會等，規劃於
112年編製111年
度報告書適用。

三、ESG資訊揭露措施(4/9)



美國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

 針對 11個產業
(sectors)、77個
特 定 行 業
(industries)

 永續議題區分
五大類共26個
一般議題類別，
再辨識77個特
定行業相關的
一般性議題類
別(約2~9個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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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資訊揭露措施(5/9)



美國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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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資訊揭露措施(6/9)

SASB重大性地圖
-例如：半導體業揭露議題

 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管理

 水資源及廢水處理管理

 廢棄物及有害物質管理

 員工健康與安全

 員工敬業度、多元化和

包容性

 產品設計與生命週期管

理

 材料採購與效率

 競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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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揭露規範(prototype)

氣候相關財務財務揭露建議
(TCFD)

美國永續會計準則
(SASB)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跨行業、特定產業)

•特定行業揭露主題與財務指標
(評估有68個特定行業暴露於氣
候風險)

•納入「指標與目標」構面揭露

質性資訊

量化資訊

三、ESG資訊揭露措施(7/9)



公開發行公司 金融業上市櫃公司

年報

應揭露公司營運相關之ESG議題之風險評估
及其管理策略，並評估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
因應措施及溫室氣體盤查等資訊。

110.11.11已完成預告修訂年報附表及揭露指
引，引導公司揭露較重要之環境及社會議題：
環境：如碳排放、用水量、廢棄物等量化
資訊。
社會：如職災數據、女性職員及高階主管
之佔比等。

CSR報告書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0億元
以上及特定產業(食品、化
學、金融保險業等)強制編
製。

刻正研議提升品質、增列內
容及擴大範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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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SG資訊揭露措施(8/9)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附表
預計年底前修訂附表及揭露指引，引導公司揭露較重要之環境及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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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 環境管理制度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再生物料之政
策

• 評估氣候變遷的風險、機會及因應措施

•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
量，及相關減量政策

社會

• 保障人權政策與具體管理方案，及所依
據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

• 員工薪酬、職場多元化與平等(包含但不
限於：女性職員及高階主管占比 )、休
假、各項津貼、禮金與補助、薪酬政策
等

• 員工安全與健康工作環境之措施、職災
件數數據

• 員工職涯發展培訓計畫

• 消保政策、供應商管理政策

三、ESG資訊揭露措施(9/9)



IFRS Foundation組織架構

監督委員會(Monitoring Board)公眾責任

理事(Trustees)22席治理及監督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國際永續準則委員會(ISSB)

會計準則 永續揭露準則

IFRS 解釋委員會

目前委員
12人

擬設委員
8~14人

獨立準則制定機構

IFRS Foundation於110.11.3聯合國氣
候變化大會(COP26)宣布，預計於明
(111)年6月底前合併氣候揭露標準委
員會(CDSB)及價值報導基金會(VRF)，
未來將採多地點方式運作(德國、加
拿大、美國、倫敦、中國、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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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發展趨勢(1/5)



ISSB永續準則制定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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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於現行國際永續報
導架構(TCFD、SASB)

建立國際永續資訊揭露
一致基準

優先處理氣候相關揭露議題以投資人決策為導向
(評估長期企業價值)

四、國際發展趨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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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investor focus)

財務資訊
(investor focus)

非財務資訊
(stakeholder focus)

暫不納入ISSB永續準則規範，
回歸各國主管機關監理政策

以滿足投資者決策導向(判斷
企業長期價值)為永續準則制
定基礎

一
般
用
途
財
務
報
導

ISSB永續準則制定規劃策略(續)

四、國際發展趨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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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揭露規範

特定主題

(first :氣候)

產業特定議題

揭露

治
理

風
險
管
理

指
標
與
目
標

四大構面

永續準則架構

策
略

四、國際發展趨勢(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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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報導
四大構面

企業如何辨識、評估、管
理及減緩永續相關風險

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對企業營
運模式、策略規劃及短、中、
長期現金流量之影響

企業依據何種類型之指標與目標，衡
量及控管永續相關之財務風險與機會

治理單位對於永續相關風險
與機會之監督及管理方式

1、治理 3、風險管理

4
、
指標
與目
標

2
、
策
略

永續準則架構(續)

四、國際發展趨勢(5/5)



結語

ESG成為

企業DNA

地球永續

攜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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