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習心得報告 

【2023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培訓班課程】研習心得 

本次研習時間於自 112年 4月 8日(星期六)至 112年 7月 1日(星期六)止，研習計

80小時，研習後取得研習證明。因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本校已於 2021年制定第一

版 ESG永續報告書，並通過英國標準協會查證通過。但學校推動永續發展，除行政作

業配合外，更重要的是結合教學。科技大學站在產業人才培育的第一線，應即時導入

學生永續發展概念，俾能滿足產業人才需求。本次研習內容主要說明如下： 

一、 永續發展理念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 E：環境面- 在 ESG三大面向中，又屬環境面的氣候變遷對企業的衝擊最

為顯著。未來 30年的環境議題，將圍繞在「去碳」(Decarbonization)這個

關鍵字上，不分國家、產業、企業、甚至個人，都必須重視並且做出貢獻。

除了碳的議題外，水資源也是身處台灣的企業不得不關注的 ESG議題，從

企業的角度，如何打造能因應如此不穩定降雨和水資源供應的韌性企業，

就是能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2. S：社會面- 在社會面向，強調企業營運需要受到不同內外群體的支持，因

此企業需要妥善經營利害關係人關係，包含供應鏈上下游、員工、客戶及

社區，才能確保經營的穩定和持續。近年社會面向的焦點都放在勞動人權

的提昇，企業對於建立多樣包容的勞動關係，以及有利員工福祉的勞動條

件及環境責無旁貸。 

3. G：治理面- 因應從「企業社會責任」到「企業永續發展」的典範轉移，也

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升級為「永續發展委員會」

或「ESG委員會」，甚至向上設置專責的永續長 (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CSO)，領導組織建立全觀性的 ESG治理結構，並客觀協調治理團隊的討

論，以確保決策維持互補及平衡。全球永續報告準則 

二、 企業永續管理推動策略與執行實務 

企業執行 ESG策略的七項步驟，說明如下： 

1. 執行重大性評估：是 ESG策略規劃的基礎。目的在鑑別 ESG關鍵議題與

機會之所在及優先順序。而且需要遵循「財務重大性」（自企業經營的觀點，

由內而外）、「環境與社會重大性」（自導因於公司運作而影響所致的經濟、

環境及人們的觀點，由外而內）。 

2. 掌握基線現況：掌握 ESG議題優先順序後，透過公司內部跨部門的利害相

關者協力評估公司既有的政策、方案及措施之執行水平。 

3. 為 ESG策略訂定目的與目標：一旦掌握公司 ESG基線現況，可開始聚焦

且設定目標。 

4. 分析與未來目標之間距：分析當前狀態、目標間的差距，盤點執行過程中



可能缺少的內容或資源，來訂定相應的策略和方案。 

5. 發展 ESG策略性地圖：要有明確的 ESG策略性地圖架構，要能明確地說

明符合公司 ESG優先事項的願景和宗旨，才能有效運作。 

6. 制定行動計畫、量測關鍵績效指標：要有效實施 ESG計畫，得將 ESG整

合至公司實務流程中。 

7. 報告 ESG策略的進展：無論所採用的標準、框架或指南為何，報告內容最

重要的部分是以簡明和清晰的方式揭露並傳達資訊。 

三、 國際永續金融與投資之發展與因應策略 

面對氣候變遷挑戰，ESG議題持續影響全球經濟商業活動，永續金融發展就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海內外金融業者積極響應減碳策略，並發行永續金融商

品，但目前尚缺乏相關監督與審查原則，越來越多基金或投資冠上「綠色」

或「永續」等標籤，實質上可能與 ESG規範相差甚遠。為杜絕企業或金融商

品的「漂綠」（Greenwashing）行為，歐盟已陸續發布下列三項規範： 

1. 歐盟永續分類標準（EU Taxonomy Regulation）：以六大環境議題做分類，

並要求明確標示產業、經濟活動環境目標的量化及質化標準。 

2. 永續金融揭露規範（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要

求金融業者在銷售永續商品時，需揭露公司與金融商品的永續資訊，包含

「永續性風險政策」（Sustainability Risk Policies）、「不利的永續性影響」

（Principal Adverse Impacts, PAIs）以及「產品級別揭露」（Product Level 

Disclosure）。 

3. 企業永續報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規

範所有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上市企業，採用一致的永續資訊揭露標準，並要

求進行第三方確信。 

為降低永續金融產品交易的風險，金管會已於 2021年 7月發布「ESG相關主

題投信基金的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並陸續與環保署合作研究開發供

境內企業遵循之「永續分類標準」。 

四、 企業永續之發展趨勢 

由於極端氣候的威脅，近年永續趨勢已從 ESG風險管理，加速提升為企業韌

性與轉型調適能力，「淨零碳排」更成為了全球熱議的焦點。去碳轉型是企業

存續的必經之路，除了自身做好減碳外，供應鏈上各個環節的碳風險都可能

衝擊企業營運，故強化供應鏈夥伴的碳治理，就是強化企業的碳韌性。企業

永續治理的邊界必須擴張到供應鏈上，共同追求整體的淨零排放，方能在零

碳賽局降低風險並爭取商機。 

自氣候緊急時代的來臨，碳管理變為全球無可迴避的議題，同時也成為企業

迫在眉睫的生存課題。在境內外法規逐步加強碳管束力道，加上國際客戶及

投資人的大力督促下，未來幾年我們會發現，未能即時因應「去碳」趨勢的

企業將逐漸被淘汰，而越低碳的企業擁有越高的市場溢價能力。低碳轉型將



重新定義市場規則，並牽引整體產業鏈迎來新一波綠色工業革命。台灣企業

擁有優秀製造實力、頂尖資通訊人才、敏銳洞察力與靈活的應變能力，無論

企業規模大小，唯有積極面對，力行自身與供應鏈的減碳，透過盡早建立去

碳意識及碳導向的營運策略，並重視永續組織與人才發展，方能在瞬息萬變

的市場扎穩馬步，精進風險管理強化企業韌性，並在低碳轉型商機蓬勃開展

時，掌握綠色商機。 

五、 企業永續報告之撰寫 

企業永續報告書的撰寫注意事項： 

1. 必須取得高層管理者的支持：撰寫企業永續報告書需要跨部門蒐集資料，

因此獲得高層的支持便可順利推展。 

2. 強化企業潛在風險的說明：面對無法預料的風險，企業應將潛在風險列出，

並加以說明，讓企業利害關係人清楚了解，企業面對風險的處理及機制。 

3. 建立檢討機制與意見回饋：報告書是溝通的工具，不僅僅是提供參考，更

應進一步掌握回饋的意見及檢討績效與目標的差異，以便持續改善。 

六、 以達欣工程為例，企業永續營運建議 



 



 



 

因此，企業透過即早建立去碳意識及碳導向的營運策略，並重視永續組織與

人才發展，方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扎穩馬步，精進風險管理強化企業韌性，

在低碳轉型商機蓬勃開展時，掌握綠色商機、落實企業永續營運。 

備註： 

一、研習心得報告請用電腦繕打。 

二、研習結案報告請先上傳（校園入口網→其它類 E化系統→研討會心得上傳），連同補助
教師校外研習申請表、研習相關資料影本(4頁以上)及研習心得報告，並經主管簽章後，
送人事室核銷。 

報告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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