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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規及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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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EU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2004
•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2009
•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3
• EU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2014
•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全球報告提倡企業準則

歐盟指令2022/2464/EU
解說43

GRI 準則

2000 年
G1 指南

歐盟指令2014/95/EU
解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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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五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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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134603/134612/155380/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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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134603/134612/155380/pos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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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評估及管理永續報告書
方法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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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與永續發展的關鍵-企業社會責任

 2013年歐盟金融報告準則 (EU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EU FRS)：根據歐盟法規，
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簡稱IFRS) 上市公司
(其證券在受管理市場交易的公司) 必須根據 No 1606/2002 法規和國際會計準則 (IAS) 
要求制定國際標準財務報表，旨在提高金融報告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2009年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 ESMA) 
716/2009/EC 指令制定社區計劃以支持金融服務、財務報告和審計領域的具體活動：
ESMA 發佈了多項指引性，包括有關企業揭露資料的指引意見，以幫助企業遵守歐
盟的揭露要求，並推動歐洲證券和市場的發展和穩定。在 2022/2464/EU 指令第 79 
條提到 2004/109/EU 指令第 4 條中管理報告是按照永續發展報告標準所編製的，並
將 ESMA 為國家管理機關發佈指南方針，以促進約束管理企業對永續報告書統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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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與永續發展的關鍵-企業社會責任

 1930 年就開始出現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文獻和出版書籍，隨著西方國家陸續工業化，
產生相關的社會問題後，在 1950 年，企業社會概念並不興盛，而是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較為普及。

 歐盟非財務報告指令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NFRD)：該指令修正關於會
計歐盟第 2013/34/EU 會計指令，主要要求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揭露與環境、社會和
治理 (ESG) 相關的資訊，包括環境衝擊、社會和員工事務、人權、反貪污和賄賂等，
其中包括企業商業模式的描述、企業採取政策描述，包含實施盡職調查流程、提供
政策結果、企業運相關主要風險以及特定業務非財務績效指標，該指令要求企業在
其年度報告中提供相關資訊，並要求報告符合國際的報告原則。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公司規模呈正相關，大型企業更有可能通過報告來加強其問責
制和運營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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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與永續發展的關鍵-永續報告揭露指令

 2021歐盟永續金融行動計劃 (EU Sustainable Finance Action Plan)：該計劃內容於
2018 年制定，以響應 2015年 12 月簽訂巴黎協定，更廣泛的為永續框架的一部份，
也符合歐洲綠色協議的目標，其中內容於 2021 年 3 月為由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和歐盟主席 Jean-Claude Juncker 發起生效，旨在促進27個國家永續性金融
和永續性投資，並鼓勵企業揭露與氣候變化、環境和社會相關的。

 2022年歐盟永續報告揭露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 CSRD  
2022/2464/EU ):永續發展報告標準也應考慮國際公認的關於負責任的商業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的原則和框架，包括永續發展目標(SDGs)、聯合國工商
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經合組
織跨國企業指南(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經合組織應有的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及相關部門指南、全
球契約、國際勞工組織(ILO) 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的三方原則宣言、ISO 
26000 社會責任標準以及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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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D與價值鏈

 企業的業務合作夥伴（包括客戶）可能依賴永續發展資訊來了解並在必要時報
告其整個價值鏈的永續發展風險和影響。政策制定者和環境機構可以使用這些
資訊，特別是在匯總的基礎上，來監測環境和社會趨勢，為環境帳戶做出貢獻，
並為公共政策提供資訊。很少有公民和消費者直接查閱企業的年度報告，但他
們可能會間接使用永續發展訊息，例如在考慮財務顧問或非政府組織的建議或
意見時。許多投資者和資產管理者從第三方數據提供者購買永續發展資訊，這
些提供者從各種來源收集資訊，包括公開公司報告。

 中小型企業的永續發展報告標準將為屬於本修訂指令提出的要求範圍內的企業
提供參考，涉及其可以合理要求中小型企業提供的永續發展資訊的水平，此類
企業價值鏈中的供應商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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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D與價值鏈關聯-確鑿的科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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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34/EU指令第19a(1)條和第29a(1)條沒有具體規定報告的資訊是前瞻性
資訊還是有關過去業績的資訊。目前缺乏永續性資訊使用者特別重視的前
瞻性揭露。因此，2013/34/EU 指令第 19a 和 29a 條應明確報告的永續性資
訊應包括前瞻性和回顧性資訊以及定性和定量資訊。資訊應酌情基於確鑿
的科學證據。資訊還應在適當的情況下協調一致、具有可比性並基於統一
指標，同時允許針對個別企業進行特定報告，並且不會危及企業的商業地
位。報告的永續發展資訊還應考慮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時間範圍，並酌情
包含有關企業整個價值鏈的資訊，包括其自身運營、產品和服務、業務關
係及其供應鏈。有關企業整個價值鏈的資訊將包括與其在歐盟內的價值鏈
相關的資訊，以及涵蓋第三國（如果企業的價值鏈延伸到歐盟之外）的資
訊。在成員國根據本修訂指令採取措施的前三年，如果無法獲得有關價值
鏈的所有必要資訊，企業應解釋為獲得有關其價值鏈的資訊、無法獲取該
資訊的原因以及企業未來獲取該資訊的計劃。



 永續發展報告標準應明確企業應揭露的社會因素訊息，包括工作條件、社會夥伴參
與、集體談判、平等、非歧視、多元化和包容性以及人權。此類資訊應涵蓋該項目
對包括工人在內的人員以及人類健康的影響。企業揭露的有關人權的資訊應包括其
價值鏈中相關強迫勞動和童工的資訊。有關強迫勞動的可持續發展報告要求不應免
除公共當局透過貿易政策和外交手段解決因侵犯人權（包括強迫勞動）而生產的商
品進口問題的責任。企業還應該能夠報告有關就業和收入的可能風險和趨勢。

 永續發展報告標準還應考慮企業在從整個價值鏈的參與者收集資訊時可能遇到的困
難，特別是從中小型企業的供應商以及新興市場和經濟體的供應商收集資訊。永續
發展報告標準應具體規定有關價值鏈的揭露，這些揭露應與企業活動的規模和複雜
性以及價值鏈中企業的能力和特徵相稱且相關，特別是那些不受永續發展報告約束
的企業的能力和特徵。本修訂指令中規定了永續性報告要求。永續發展報告標準不
應規定揭露要求企業從其價值鏈中的中小型企業取得超出中小型企業永續發展報告
標準應揭露的資訊。這不應損害歐盟關於開展盡職調查程序的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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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D與價值鏈關聯- 社會議題與盡職調查



德國供應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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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法加強了人權和環境保護。包括了：

a. 防止童工、強迫勞動和歧視
b. 防止土地掠奪
c. 職業健康安全
d. 獲得公平工資的權利
e. 組成工會的權利
f. 防止環境違法行為

 禁止無視工作地點法律規定的職業安全和健康義務，如果這會導致工作事
故或與工作有關的健康危害，特別是由於：

a) 工作場所、工作站和工作設備的提供和維護安全標準明顯不足
b) 缺乏適當的保護措施來避免接觸化學、物理或生物物質；
c) 缺乏防止身體和精神過度疲勞的措施，特別是在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方面

的工作安排不當
d) 員工的訓練和指導不足



聯合國全球盟約

方面 內容

人權方面
原則一:企業應支持與尊重國際公認人權保護

原則二:確保其不侵犯人權

勞工方面

原則三:企業應維護結束自由以及對集體談判權之有效承認

原則四:消除所有形式之強迫與義務勞動

原則五:有效廢止童工

原則六:廢除就業與職場之歧視

環境方面

原則七:企業應支持對環境挑戰之預先方法

原則八:採取行動促進更大的環境責任

原則九:鼓勵環境友善科技之法展與擴散

反貪污方面 原則十:企業應反對腐敗的所有形式，包括敲詐和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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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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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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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 adopted in 1998 
and amended in 2022, is an expression of commitment by governments, employers' 
and workers' organizations to uphold basic human values - values that are vital to our 
social and economic lives. It affirms the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that are 
inherent in membership of the ILO, namely:

1.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the effectiv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2.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3. the effective abolition of child labour;
4.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in respect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and
5. a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716594.pdf


OECD盡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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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非財務性報告框架-全球報告提倡企業準則

GRI-G1
(2000年)

GRI-G2
(2002年)

GRI-G3
(2006年)

簡介與一般指導綱要(介紹GRI歷史與發展、認證、與其他
倡議間之關係等)、報告原則與實務、報告內容、附錄

全球化擴大、尋求全球治理的新機制、企業治理改革、新
興經濟體的全球角色、衡量永續發展之進展

永續報告指導網要(定義報告內容之原則與資訊品質、標準揭露)、
指標規章、部門補充與技術規章

GRI-G4
(2013年迄今)

實質內容與G3大致相似,惟更強調治理揭露程式與對組織與其關
鍵利害關係人具「重大性」之主題,新增高層治理揭露事項以及
倫理誠信等揭露事項，聚焦於實現組織目標與管理對社會產生衝
擊事項26



企業永續非財務性報告框架-全球報告提倡企業準則

指標 指標說明 附加/核心

G4-LA5
在幫助監督職業健康和安全計畫並提供建議的正式聯
合管理人員健康和安全委員會中代表的總勞動力百分
比。

附加

G4-LA6 按地區劃分的工傷、職業病、損失天數和缺勤率，以
及與工作相關的死亡總數。

核心

G4-LA7 教育、培育、諮詢、預防和風險控制計畫，以幫助員
工、他們的家人或社區成員應對嚴重疾病。

核心

G4-LA8 與工會的正式協議中涵蓋的健康和安全主題。 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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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非財務性報告框架-全球報告提倡企業準則

準則 內容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與、
商與溝通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聯
之職業安全衛生的衝擊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
作者

403-9 職業傷害
403-10 職業病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8

準則 內容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03-4 工作者對於職業健康與安全之參與、

諮商及溝通

403-5 工作者職業健康與安全教育訓練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403-7 預防及降低與企業直接關聯者之職

業健康與安全衝擊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
作者

403-9 職業傷害
403-10 工作相關疾病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SDGs 揭露實務建議指南▲



企業永續非財務性報告框架-專家會議

 本計畫閱覽之公司:

29

行業別 專家會議座談之公司

1 營造業 中華工程

2 石化業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3 光電業 群創光電公司

 專家會議討論後，對於建立屬於台灣永續安全量表，建議目前最先建
構出在永續報告書中安全衛生揭露項目的基本內容，以及在各項內容
中應該揭露內容，使得企業於公開永續報告書中在安全衛生內容能有
更為基準的揭露，讓報告書能呈現更加完善。



企業永續非財務性報告框架-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2011年7月於美國舊金山成立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概念框架為衡量、管理和報告公司活動，以維持或提高公司長期創造價值的能力。

 SASB於 2018 年時公布了 5 大面向、11 項的產業別、77 項的行業別及 26 項與
ESG 有通用相關議題「重大性地圖索引」。

 從2022 年 8 月起， IFRS 基金會的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 承擔了 SASB 
標準的責任。

 ISSB 致力於維護、增強和發展 SASB 標準，並鼓勵編制者和投資者繼續使用
SASB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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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與S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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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與S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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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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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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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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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sci.com/our-solutions/esg-investing/esg-ratings



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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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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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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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43



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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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企業永續報告公開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自我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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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得獎名單與職業災害

利用公司給的數據反求，得
不出與公開資料相符人數

職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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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與職業災害

職災人數▲

與公開資料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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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與職業災害

職災人數▲

人數與公開資料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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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與職業災害

職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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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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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



03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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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內容

• 政府單位協助金管會建立跨部會平台，建立永續報告書確信機制，配

合我國及國際發展，協助建置專業的揭露重點規章定義。

• 使事業單位具有揭露內容整體性概念與重點揭露實際撰寫，正確運用

分析評估及審查報告所獲得之結果數據，採取合適自身行業之數據撰

寫內容。

• ESG是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議題，以人為本的尊嚴勞動價值更是公司

治理之核心關鍵。職安署辦理的活動，間接看出建立永續安全量表不

是主要的，更主要因素應該為公開性、揭露規範、提升揭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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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評分的制度，建議優化評量方式:

• 考慮更全面的指標與量化方式，以便真正反映企業安全衛生的情況。

• 評分方式應更加客觀，不只單看永續報告書。

• 建議評估表不僅僅停留在問題的識別上，還應該提供具體的改進建議和

行動計劃，以幫助企業針對職業健康與安全方面的不足進行改進。

• 建議在制定評估制度和評估指標時，與企業內部員工、工會、學術界和

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充分的合作和討論，以確保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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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議
一 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 且設置推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由董

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上市上櫃公司應填報執行情形，非
屬遵循或解釋。)

一 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
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或策略？(上市上櫃公司應填報執行情形，非屬遵循或解釋。)

一 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一 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一 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客戶隱私、行銷及標示等議題，公司是否遵循相關
法規及國際準則，並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政策及申訴程序？

一 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
循相關規範，及其實施情形？

進階建議
一 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資

訊之報告書？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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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workers and strengthening labor rights worldwide

Acting Secretary of Labor Julie Su joined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U.S. Trade Rep. Katherine Tai,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abor leaders a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an Francisco to announce the first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empowering workers and unions worldwide.

https://lnks.gd/l/eyJhbGciOiJIUzI1NiJ9.eyJidWxsZXRpbl9saW5rX2lkIjoxMDIsInVyaSI6ImJwMjpjbGljayIsInVybCI6Imh0dHBzOi8vd3d3LmRvbC5nb3YvYWdlbmNpZXMvaWxhYi9wcmVzaWRlbnRpYWwtbWVtb3JhbmR1bS1vbi1hZHZhbmNpbmctd29ya2VyLWVtcG93ZXJtZW50LXJpZ2h0cy1hbmQtaGlnaC1sYWJvci1zdGFuZGFyZHMtZ2xvYmFsbHkiLCJidWxsZXRpbl9pZCI6IjIwMjMxMTIyLjg2MDI5NjYxIn0.UdpOsiSbv-3v-kvNVKxBSFPPc86EZK5q7bTNdFyZrXo/s/597352391/br/231453065615-l
https://lnks.gd/l/eyJhbGciOiJIUzI1NiJ9.eyJidWxsZXRpbl9saW5rX2lkIjoxMDMsInVyaSI6ImJwMjpjbGljayIsInVybCI6Imh0dHBzOi8vd3d3LmRvbC5nb3YvYWdlbmNpZXMvaWxhYi9wcmVzaWRlbnRpYWwtbWVtb3JhbmR1bS1vbi1hZHZhbmNpbmctd29ya2VyLWVtcG93ZXJtZW50LXJpZ2h0cy1hbmQtaGlnaC1sYWJvci1zdGFuZGFyZHMtZ2xvYmFsbHkiLCJidWxsZXRpbl9pZCI6IjIwMjMxMTIyLjg2MDI5NjYxIn0.RHpFtHjfnJKEGzSC_eyXpg_TVgiEOvSEyaeQ2skQH6c/s/597352391/br/23145306561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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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ly, Just Transition means:
•Advocating in multilateral forums for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to Just Transition policies, 
including through COP28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Bringing concepts grounded in the ILO Just Transition guidelines into trade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For example, the U.S. is working to ensure that just transition forms a key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s pillar on the Clean Economy and in othe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s, and we 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ies.
•Raising awareness of child labor and forced labor in green energy supply chains and working 
to eradicate these abuses.

How Does Just Transition Work?

https://www.cop28.co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international-labour-conference/lang--en/index.htm
https://www.commerce.gov/ipef/pillar-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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