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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報告，勢在必行

永續發展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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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報告，勢在必行
歷經2022全球政經紛擾，永續經營戰略更須執行

地緣政治影響

2022年世界歷經俄烏戰爭、通膨高升、

原油價格上漲等，且美國聯準會Fed連帶

主要國家的央行利率不斷升息，經濟成長

不如預期，加上面臨去庫存化的壓力，預

期2023年經濟成長並不樂觀。

永續投資想法受抨擊

雖然ESG投資的潛在價值與財務績效被投

資人質疑，但氣候變遷、能源危機所帶來

的天災損害和經濟影響，使大眾再度聚焦

永續投資。許多市場開始實施永續發展相

關法規，2023年企業更加重視 ESG，企

業韌性、公正轉型，及自然資本等議題亦

備受討論。2025全球淨零碳排目標

全球各國相繼提出相關措施，如歐美綠色

補貼等。而國內國發會亦提出台灣「四大

策略、兩大基礎」之淨零轉型計畫。

ESG 整合難度升高

ESG 整合為將因子納入財務基本面分析，已部份反映企業經營狀

況。已著手追求淨零碳排的企業發現，由於全球原物料及能源成本

不斷上升及供應鏈中斷，增加 ESG 落實難度。

有效的監管

愈是標準化和經協調的監管愈能發揮

成效，各司法管轄區如TCFD和國際永

續準則委員會ISSB需有更好的協調。

因此，自然資本的監管和揭露框架亦

著手擬定，包含歐盟永續分類法和

TNFD 建議準則等。

全球大環境與永續目標
永續報告的挑戰與目標

系統性風險漸受政策

制定者意識

• 氣候變遷

• 全球經濟與供應鏈

受威脅

• 生物多樣性喪失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工商時報、ESG遠見、國發會

https://udn.com/news/story/6877/6953949
https://view.ctee.com.tw/esg/47534.html
https://esg.gvm.com.tw/article/23624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DEE68AAD8B38BD76


5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永續報告，勢在必行
即使ESG落實難度提升，台灣企業仍需向ESG目標邁進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今(2023)年1月台美繼去年6月啟動之「台美21世紀貿

易倡議」展開第二輪的討論，會議聚焦五項議題。內

容與自主性ESG項目有相互應，若台灣企業無法接軌

ESG，可能會失去經貿建立所帶來的利多，甚至產生

漣漪效應失去國內消費者。於6月1日簽署首批協定。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目標：

• 簡化邊境通關程序

• 加快產品檢驗程序

• 建立多項雙邊機制平台

• 貿易規範數位化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

此貿易協定為彰顯貿易所帶來的正面力量，致力要求

勞工權益保護、消除全球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和勞

工性別平等，再者，要求必須支持企業減碳、綠色就

業和低碳經濟，亦有反貪腐、協助中小企業貿易、幫

助弱勢族群等，這些皆是ESG所想達成的目標，亦和

企業永續報告環環相扣。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BTA

台美聚焦五項議題，內容包含對於政府治理強化、增

進行政透明、尊重民間社團參與法規制定、反貪腐有

效措施加強、擴大中小企業經商機會等有積極正面效

益，與我國目前相關政策有一致的方向，相互吻合。

目標2023年底簽署。

朝向創造雙方包容性成長的國際貿易協議目標邁進，同時結合ESG才是上策

五項議題

1. 關務管理及貿易便捷化

2. 良好法制作業

3. 服務業國內規章

4. 反貪腐

5. 中小企業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7036777?from=edn_search_result
https://view.ctee.com.tw/esg/48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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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報告，勢在必行
台灣CEO看法：永續準則邁向統一，企業永續經營戰略逆浪而行

資料來源：2022台灣CEO前瞻大調查，KPMG台灣所

32%台灣CEO認為：缺乏一致的標準和原

則是ESG落實最大的挑戰

42%台灣CEO期許：能將其所屬企業之10%

以上營收投資於ESG計畫

驅動ESG進行式，擘劃企業永續經營策略

82% 台灣CEO認為ESG帶來的挑戰對企業成長及價值構成威脅

34% 台灣CEO認為推展ESG計劃有助於強化企業財務表現

68%
台灣CEO力求透過外部第三方確信強化ESG資訊品質與可

靠性，以達到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期望（全球52%）

全球各國監管法規因地緣政治風險而更加嚴謹

全球各國的監管法規力道不斷增強，ESG永續經營與淨零排放規

範、美國晶片法案、ISO資訊安全認證、國際金融財稅法遵、新

興科技的相關法規上等，使企業於海內外營運風險漸提高，成為

企業聲譽與財務上的隱憂。以下為2022台灣CEO認為企業面臨

的前兩大風險：

• 監管法規風險(22%)

• 環境/氣候變遷風險(18%)

台灣ESG雖晚於歐美國家起步，卻成長快速，全球45%CEO認同

推展ESG計劃有助強化企業財務表現，而台灣則為34%。可看出

面對ESG趨勢，全球將積極投資意願高，台灣企業界則稍為保

守，企業可注意不因偏向法遵而錯失轉型創新良機。

因永續準則邁向一致性，需即時掌握ESG揭露趨勢來因應資本市

場需求。為提升永續報告書的可信度，除了永續資訊需經組織內

部稽核外，取得第三方保證確信可強化資訊揭露的公信力。

https://kpmg.com/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22/12/kpmg-tw-ceo-outl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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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報告，勢在必行
為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公司治理勢在必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經濟日報

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一、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二、強化董事會之職能

三、強化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職能及獨立性

四、落實董事會之當責性

提高資訊透明度，促進永續經營

一、強化上市櫃公司 ESG 資訊揭露

二、提升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時效及品質

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

一、強化上市櫃公司股東會運作

二、法人說明會召開方式多元化，擴大投資人參與

三、強化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公司治理資訊之揭露

接軌國際規範，引導盡職治理

一、擴大盡職治理產業鏈

二、引導機構投資人落實盡職治理

深化公司永續治理文化，提供多元化商品

一、規劃建置永續板，推動永續發展相關債券

二、持續視市場使用者需求，研議推動永續相關指數商品

三、持續檢討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強化評鑑效度

四、持續宣導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

01

03

04

05
02

五
大
主
軸

為金管會於2020年提出之三年三階段計畫，包含五大主軸，39項具體措施。要求實收資本額達20億元的上市櫃公司，在

2023年開始編制和申報永續報告書。2023年邁入第三階段，六大方向為：增設獨董、公司治理、英文財報、永續揭露、財報

揭露、電子投票。

公司治理3.0
永續發展藍圖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ef4a599f-0acd-4ee7-abab-2809146764ff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6884700?from=edn_search_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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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
攜手向前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

Big Shifts, Small Steps 

02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使用了「Big Shifts, Small

Steps 」為標題表達過去兩年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與此同時，全球

監管機構和非營利性標準制定者圍繞非財務揭露並採取行動。

根據KPMG調查，永續報告在過去三年已逐漸成為許多大型企業公認

在揭露和透明度上極為重要的部份，也有越來越多的永續報告融入主

流財務報告中，但隨著報告的透明度增加，企業將承擔更大的責任諸

如減少碳排放、阻止生物多樣性喪失及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由於公

司將注意力轉於內部，來評估降低風險的投資或利用現有出現的機

會，因此報告的增長已經放緩。

2022年永續發展報告結果指出五個主要趨勢

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永續發展報告逐漸融入企業揭露主流及五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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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01 運用利害關

係人重要性評估
了解利害關係人
的期望，以探討
商務策略。

02 考慮到即將

實施的法規，確
定針對關鍵ESG
主題的戰略要求
並定義關 鍵指
標。

03 建立一個跨

職能的治理結構
來收集、報告和
批准永續 性和
ESG資訊。

04 考慮投資於

品質非財務數據
管理，包括記錄
流程和資訊測試
控制或系 統實
施。

01 永續報告隨利害關係人重要性評估框架標準的使用而逐步發展

02 根據TCFD，增加對氣候相關風險和碳減排目標的報告

03 生物多樣性風險意識增強

0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報告(SDGs)重視數量大於質量

05 氣候風險報告領先，其次是社會和治理風險

鑑於趨勢，以下為企業可開始駕

馭永續發展報告格局的可行方法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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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針對如何

提升商業領袖、永續發展專業人士和公司董

事會的揭露水準提供了相關見解。

根據調查結果，G250公司之永續發展報告

率達到96%，然而規模較小的企業可能較

低。另，世界各國前100大(N100)和全球前

250大 (G250)中71%企業正使用重大性評

估。以下為這次報告調查主要三個面向：

• 企業視ESG為業務風險，生物多樣性喪

失問題漸受重視

• 高品質數據資料為永續發展之路鋪路

• 社會與治理因素的相關討論在國際間也

愈受重視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生物多樣性喪失

96%
G250企業報告了永續

或ESG事項

64%
G250企業認知氣候變遷對其業務構成

風險

少於半數的公司

報告

71%
少於半數的G250具備

永續發展性
的領導力代表

GRI, TCFD and SDGs
形成了最常使用的永續發展報告的錨點

49%
G250承認社會因素對其業務構成風險

TCFD的採用在2年內幾乎翻了一倍，

從G250中的

N100確定重要的

ESG主題

37%-61%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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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企業視ESG為商業風險，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漸受重視

基數：5,800家N100企業和250
家G250企業

N100 46% 64%G250

N100 G25043% 49%

N100 41% G250 44%

E

S

G
N100 G250

46%40%基數：報告永續性或ESG事項
的4,581家N100企業和240家
G250企業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只有64%的G250和46%的N100認為氣候變化是一種商業風險。儘管

風險揭露比例上升，但並不能反映出挑戰的緊迫性。雖然G250中

13%的企業使用情境分析對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進行建模，但大多數

報告都是以質化敘述為主，而不是發布有關影響的量化或財務數據。

越來越多的公司將ESG問題視為風險：
其中以E報告率最佳

2020年是KPMG全球調查探索企業如何報告其因自然和生物多樣性

喪失而面臨風險的第一年。在過去兩年中，隨著生物多樣性和自然風

險影響企業及其供應鏈，對這種風險的認識變得更加急迫和明顯。承

認此風險是公司解決日益增加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喪失的第一步。

2022年是自然界關鍵的一年，國際社會為阻止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

失而做出的努力愈演愈烈，COP15（生物多樣性大會）針對新的全

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協議，越來越多不同部門積極地認識到它們對

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影響。

不到半數企業認為：
生物多樣性喪失對其業務構成風險

2022 年E、S和G
風險的全球報告率

2022 年全球生物
多樣性報告率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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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高品質數據資料為永續發展之路鋪路：GRI、TCFD、SASB

GRI：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仍然是全球最常用的非財務報告標準，

N100和G250的採用率都在增加。超過三分之二的N100使用

GRI(68%)，儘管這比2020年僅略微增加了1個百分點。G250的

相應數字是78%，過去2年增加了5個百分點。

2022年按GRI標準報告的N100企業百分比排名前10位的國家、地區

和司法管轄區，台灣使用GRI標準報告於N100企業排名第二。

100% 99% 96% 93% 93%

90% 89% 87% 87% 85%

新加坡 台灣 智利 巴西 西班牙

義大利 奧地利 芬蘭 日本 阿根廷 基數：報告永續性或ESG
事項的4,581家N100企業
和240家G250企業

SASB可依各產業提供一致性的揭露資訊標準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為指導企業以投資者為中心作永續資訊揭露，

於2022年，SASB併入IFRS，希望成為金融市場永續揭露的全球標準。

IFRS下的ISSB正在協調、簡化來因應標準一致性和可比性的風險挑戰。

ISSB正致力於將永續資訊帶入業務集投資方決策核心，以推動長期績

效。現行報告率為33% (N100)及49%(G250)。

TCFD採用率顯著增加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為企業著重如何因應氣候風險，34%的N100和

61%的G250使用TCFD的建議進行報告，比2020年的37%增加近兩倍。

2021年，G7國家同意強制執行與TCFD一致的氣候相關信息財務報告。

2022年按照TCFD建議報告的N100公司百分比排名前10位的國家、地區

和司法管轄區中，台灣(67%)位居第三，僅次於日本(94%)和英國(86%)。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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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報告成長率漸緩

自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推出以來，KPMG調查追蹤了企業對17項聯

合國SDGs的採納情況。SDGS與企業產生了強烈共鳴，在2017年至2020

年期間，針對這些目標的報告採用率出現了巨大上升（N100增加30%，

G250增加29%）。

然而，在過去2年中，我們只看到了些微成長。數據顯示N100增加了2%

（達到71%），G250增加了2%（達到74%），其中四分之三的G250報

告了SDGs。

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高品質數據資料為永續發展之路鋪路：SDGs

2022年全球前三名及最後三名SDGs項目之採用頻率

72 % 63 % 58 %

22 % 18 % 9 %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基數：3,275家N100企業確定了他們認為與其業務最相關的具體永續發展目標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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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社會與治理因素的討論在國際間也愈受重視：將近一半的企業揭露社會和治理風險

2022年地域性N100治理風險報告率

美洲

33%
亞太地區

49%

歐洲

45%
中東與非洲

28%

基數：5,800家N100企業和250家G250企業

稅收透明為治理風險報告的關鍵部分

稅收透明度近年來成為公眾討論的一部份，利害關係人團體視ESG為

重要組成內容，未來企業需首要考慮其組織的稅務透明度。

治理風險是指可能影響合規性或企業誠信的報告風險

治理風險包含賄賂、反腐敗、反競爭行為或政治獻金等，41% N100

和44% G250企業承認治理因素對其業務構成風險，而企業偏好使用敘

述性描述來傳達風險的潛在影響，而非量化風險因素。只有2%的

N100和G250提供了量化表現。

社會因素正在成為企業關注的焦點

目前，幾乎半數的G250企業 (49%) 承認社會因素對其業務構成風險，

部分N100企業 (43%) 有處理過社會風險。這些因素涵蓋社區參與、安

全和勞工問題等領域，都是大多數企業的主要風險領域。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N100

G250

40% 57%

51%47%
2%

43%

49%

3%

報告提供潛在影響的敘述性描述 報告提供潛在影響的量化 不報告社會風險

2022年社會報告的性質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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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永續報告攜手向前
社會與治理因素的討論在國際間也愈受重視：永續領導人才將推動更好的永續問責制

英國：專設永續發展事務單位

企業設有專門永續發展事務單位以提供高級

問責制和監督，致力於提高ESG透明度標

準，響應社會運動和扮演綠色經濟之公正轉

型角色，企業持續在氣候相關的揭露上努

力，如多樣性、包容性、員工福利、責任供

應鏈、人權和社會影響。

歐盟執行委員會提出「企業永續性盡職調

查」，預計未來將進一步報告社會因素。 美國：治理結構重新構想

企業正重新構想ESG治理結構，並期許未來有

更多永續專業成員加入董事會，實施淨零碳排

承諾與永續發展。

澳洲：鼓勵企業關注社會議題

由於新冠疫情流行，全球企業關注社會議題，

如勞工標準擔憂、現代奴隸制、責任供應鏈、

多樣性及不平等。鼓勵企業關注社會議題，來

比較、驗證、及時、可理解、透明和平衡資

訊，採納良好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報告做法，來

達成國際永續準則委員會的目標。

KPMG會員所專家觀點
目前只有34%的 N100 和 45%

的G250擁有領導永續領導階層

代表

董事會中加入具永續發展專業的成員或領

導團隊，可推動永續策略與企業營運的連

結，以建立更良好的問責制，並代表ESG

方面的成熟度，然而，此作法尚未普及。

目前，僅有超過三分之一(34%)的N100企

業和不到(45%)的G250企業擁有永續領導

層代表。

英國(83%)脫穎而出，追隨其後的台灣和

法國位居第二 (75%)，韓國則為第三名

(73%)。

資料來源： 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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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確定的未來
做好準備

專家觀點與建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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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實踐ESG承諾之五大步驟建議：需從檢視人員開始

01 回溯「原因」

利用整個營運部門的ESG相關數據，深入了解可能發生

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業務、人員、技術、

流程。

03 與運營/一線人員互動

與「第一線」人員（銷售、工程師、採購員等）交流互動

取得第一手資料，來了解公司如何在E、S和G中改進。

05 開始（或繼續）

不要讓完美成為優秀的敵人。當制定ESG策略時，

採取小的迭代步驟。對於CEO來說，關鍵的第一步

是讓企業的董事會和最高管理階層參與，以建立意

識和承諾。

04 進行情景分析

財務和運營團隊參與分析替代脫碳方法（例如，可再生

能源、供應商調整等）的影響。同樣地，人力資源、行

銷和其他部門應該權衡對員工和客戶的影響。將行動轉

化為貨幣價值和應對敏感度(sensitivities)（例如基於碳

價格、保留指標和客戶忠誠度）以提供有價值的見解。

02 才能評估

評估採取ESG綜合方法的適宜度，組織

內是否具備合適的人員、技能和專業

知識以達到ESG目標。

資料來源：ESG勢在必行，KPMG加拿大所

https://kpmg.com/ca/en/home/insights/2022/09/the-esg-impera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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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人才多樣性加速企業進步並探索增長機會

多元團隊績效高

社會流動性推動

全球企業逐漸關注ESG的社會S方

面，但68% CEO認為IDE在商業領域

的進展太慢（較於 2022年 2月的

52%），73%CEO認為在未來3年內

將繼續加強對IDE性能的審查。

77%CEO表示他們有責任推動社會流

動性，因多元化團隊有較高績效，雖

然現在心理安全環境較完善，但CEO

仍要求企業能投資於員工，確保企業

有效共生，影響多樣性、公平性和包

容性。

認知到ESG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ESG已成為長期財務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EO越來越認同ESG計劃可以改善財務績效，

包括能夠確保人才、加強員工價值主張、吸引忠實客戶和籌集資金。

投資實時技術

CEO應該更深入地監控他們的供應鏈（即第三和第四層）全球供應鏈領導者開始加倍投資技

術——包括即實、端到端分析——以確定問題所在並提高整個價值鏈的可見性。

在IDE中發揮帶頭作用

CEO可以在未來幾年幫助領導和推動IDE策略發揮重要作用。在整個組織內規範與創建IDE文

化以吸引和留住新員工非常重要。

在不同職能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繫

有彈性的組織以緊密聯繫的內部各團隊，例如，財務部門了解ESG團隊的工作。

資料來源：2022全球CEO前瞻大調查，KPMG台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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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豐富經驗以因應未來不確定性並展望未來

19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企業需在ESG報告上推進來支持其短期和長期業務目標。強大的永續發展報告生態系統不僅可以幫助企業衡

量執行其ESG策略的進展，還可以支持企業推動價值，同時動員資本市場幫助支持創新和急需的解決方案，

以解決許多社會問題。

KPMG在支持各行業和各成熟度級別的上市和私營企業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企業可以透過以下實際的方式投資永續發展報告：

資料來源：為下一波ESG報告做好準備，KPMG 台灣所、2022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大調查，KPMG台灣所

了解利害關係人

知悉利害關係人所希望之

報告內容，以清楚闡明

ESG績效。

創建有效企業ESG報告

進行重要性評估或基準測試來

評估企業團隊，以支持內容識

別和開發，提供有關數據要求

和最佳報告結構的建議，以及

進行合規審查。

將ESG報告與主要的強制

性和自願性報告框架保

持一致

包括GRI標準、SASB和

歐盟的CSRD。
提高ESG非財務報告的

質量和效率

確認數據要求及方法論

聲明之準備，並審查現

有報告流程以評估保證

準備的情況。

了解氣候變化對財務

報表揭露的影響

審查ESG揭露是否符

合現有報告要求和實

踐基準。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3/02/get-ready-for-the-next-wave-of-esg-reporting.html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2/10/tw-survey-of-sustainability-reporting-2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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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方法論

《2022永續發展報告大調查》為KPMG全球58個

會員所的專業人士共同調查並進行深入研究。他

們審查了各自國家、地區和司法管轄區按收入劃

分的最大100家公司的年度財務（或綜合）報告和

永續發展報告。

該調查包含來自5,800家公司的數據，是自1993

年以來開展的該系列調查中最全面的一次。

KPMG研究人員使用的資料包括2021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期間發布的報告。如果一家公司

在此期間沒有報告，則審查2020年的報告。但

是，不審查早於2020年7月1日發布的報告。調查

結果僅基於對公開資訊的分析，公司沒有直接向

KPMG提交任何資訊。

58個國家、地區和司法管轄區中每個最大

的100家公司：總共5,800家公司

KPMG專業人士在他們的國家、地區或司

法管轄區識別了N100。

這些是基於公認的國家來源的前100家公

司，或者，如果排名不可用或不完整，則

按市值或類似衡量標準。

研究中所有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包括：公開

上市和國有、私有和家族所有。

世界上最大的250家公司

G250樣本包括根據2021年財富500強排名

按收入排名的前250家公司。大多數G250

公司也被包括在N100研究樣本中，儘管有

11家公司沒有被包含在內，因為它們的總

部位於N100樣本未涵蓋的國家、地區和司

法管轄區。

N100 G250

該調查涉及兩個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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