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學堂
Lesson 2

◎ 協助企業內部轉型與管理升級
雖然制度是由外部要求起步，但事實上當

公司在寫報告書時，盤點了能耗、排碳、

勞動條件與治理制度等，從中可以發現營

運流程中的優化空間。

⻑期下來，報告書變成⼀個內外部對話的

平台，促進跨部⾨協作、強化風險意識與

⾏動紀律。

◎ 接軌國際
全球都在轉向「非財務資訊揭露」規範化，

例如歐盟 CSRD、ISSB IFRS S1/S2、SEC
的氣候揭露提案等。

台灣是出⼝導向經濟體，⾦管會分階段推動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讓企業提早建⽴能⼒，

以因應國際投資⼈與客戶要求，避免被排除

在國際供應鏈與資本市場之外。

◎ 強化資本市場穩定與吸引⼒
透過報告書制度，提⾼上市櫃公司資訊透明

度，吸引具永續投資偏好的資⾦進入台灣市

場。有了統⼀的揭露規則，投資⼈才能公平

比較企業永續風險與表現，避免資訊落差導

致評價錯誤。

◎ 政策⽬的
與「公司治理3.0」政策⼀致，強化資訊
揭露、董事會監督功能，深化永續治理⽂

化。企業風險不再只有財報能反映，像是

氣候變遷、供應鏈中斷、勞動爭議、漂綠

等風險，往往不會直接出現在財報裡，卻

會實質影響企業價值。當企業揭露環境

(E)、社會(S)及治理(G)資訊，能讓投資⼈
更全⾯理解企業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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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公司要編製永續報告書？

最實際的答案：因為政府機關要求。

那為什麼政府要要求上市櫃公司

編製、申報永續報告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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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編製永續報告書不是「幫ESG寫資
料」，⽽是「讓⼯作本身更好」的機會！

如果把ESG專案，視為⼀個寫資料的⼯
作，那麼它只是每年的⼀場資訊收集與格

式整理，讓⼈感到繁瑣⼜有壓⼒。

但如果把永續報告書，視為讓⼯作本身更

好的⼯具，那麼它就是⼀套有邏輯的回顧

與改善流程。透過報告架構的引導，我們

可以重新理解每項⼯作的意義，幫助我們

為新的年度設⽴⽬標。

換句話說，永續報告不是拿過去來應付，

⽽是著眼未來的⼀種投資。

◎ 員⼯照顧、社會共榮
「健康、安全、訓練、性別平等、⼯時管

理」等章節資訊，來⾃⽇常的⼈事作業與環

安衛實務。報告書是公司與外界展示「我們

如何善待員⼯」的機會，也會影響員⼯招募

與品牌形象。推動內部制度的改善、參與公

益活動，就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部分。

◎ 產品與客戶
在國際品牌客戶愈來愈重視供應鏈永續表現

與資訊透明的今天，業務、PM、客服等⾓
⾊往往站在最前線，回應客戶的疑問、收集

他們對永續的期待，並將這些需求回傳給內

部，進⽽形成推動改善的動能。這些⽇常溝

通的⾏動、內外部互動時所提出的每⼀個建

議、回饋的每⼀項需求，都可能是我們前進

永續⽬標的⼀顆種⼦。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對多數⼈來說，永續報告書看似與⽇常⼯

作距離遙遠，但是寫進報告的內容，都是

各部⾨的資料累積，它和你我息息相關：

◎ ⽤電
電⼦業是⽤電密集產業，⽣產過程中需要

⼤量⽤電、熱能與冷卻需求。你參與的製

程改善專案、能源管理計畫，可能就是未

來ESG亮點來源。

◎ 材料供應選擇
永續報告書揭露的是「企業如何選擇材料

與供應商、是否盡責管理風險」，所以我

們審核供應商、規劃替代物料的決策，也

在回應全球對永續供應鏈的期待。

Page 2 Editor: Zim Li

報告寫完了，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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