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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产业刚开始谈企业社会

责任（CSR）时，不少企业抱持“Nice 

to Have”的态度；10 年后，CSR 延

伸为 ESG 永续议题，从法规到金融、

资本市场都开始用金流绑碳流之际，

ESG 已经升级为“Must Have”。资

诚永续发展服务公司董事长李宜桦从财

会领域跨足 ESG 永续发展咨询，为企

业提出永续诤言。

ESG（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的议题对许多企业来说都不陌生，从资

本市场的角度来看 ESG，更能驱动一

股环环相扣的循环，让绿色金融与永续

金融扩大为带动产业迈向净零转型的驱

动力。

做好 ESG 信息揭露 了解永续

金融分类标准

此一循环主要包括四大环节，依序

是主管机关与法规、金融业对企业的放

款与投资、企业的信息揭露，最后则能

驱动包含减碳在内的永续价值链具体行

动。当中带领永续议题的当属中央与地

方政府以及资本市场主管机关，包括金

管会、证期局、交易所、柜买中心等。

而此概念是由主管机关透过法规

与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把资金挹注给

ESG 做得好的企业。企业为了申贷及

获得资金，需采取实际减碳、碳中和、

碳权交易，以及永续价值链的管理等行

动，再透过财报与 ESG 报告进行揭露，

信息揭露的质量则可透过第三方查验机

构或会计师把关。

所谓永续价值链，不只是减碳，也

不限于范畴三所谈，从原物料开采、制

造到运输过程的减碳行动，而是包括了

人权保护，如供货商是否雇用童工或不

合理对待劳工、生物多样性等都涵盖在

内。随着永续议题不断演进，主管机关

的规范也会愈来愈多，金融业投入资金

支持企业做 ESG，也因此达成正向的

循环。

目前许多国家对于 ESG 与减碳

大多已制定明确法规，除了众所周知

的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

以 及 美 国 的 清 洁 竞 争 法 案（Clean 

Competition Act），其他像是香港、

韩国、新加坡等国，对于课征碳费、碳

税的作法与目标都已制定相关法规，

以 及 推 出 相 应 政 策。2022 年 12 月

欧盟发布的永续金融分类标准（EU 

Taxonomy）更涵盖质化法规与量化

衡量标准，清楚告诉所有企业如何进行

ESG 信息揭露。

EU Taxonomy 定义六大环境标

准，及相关产业的经济活动如何才是符

合永续标准的经济活动。例如每生产 1

吨水泥熟料，碳排放不得超过多少公斤，

才是符合永续（Taxonomy-aligned）

的经济活动。企业则必须遵循相关分类

规则，出具企业永续报告书（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说明 ESG 行动方案与绩效，

揭露企业哪些经济活动是永续的、哪些

尚未符合；而金融业则须出具符合永续

金融揭露规范（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 的

报告书，揭露放款投资项目是否符合永

永续经营前进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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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标准，以及所发行的金融商品都须符

合 SFDR 法规，才能标注是 ESG 基

金或指数股票型基金（ETF）等。台湾

也已发布永续经济活动认定参考指引，

但目前是属鼓励性质，尚未形成强制法

规。

金流绑定碳流 ESG 做不好可

能被减资

企业不仅需了解 CSRD 的规范内

容，也需了解金融业的 SFDR，因为

金融业所面临的法规压力最后会反映到

产业身上。正如同金融业的碳盘查工作

中，范畴一、二的碳排比重都相当低，

大部分是落在范畴三，也就是投资与授

信对象的碳排放量占整体相对较高。因

此现在金流可以说已跟“碳流”绑在一

起，金融业要求投资的企业减碳，否则

会进行减资甚至撤资，或转而找其他

ESG 做得好的企业放款。

许多国家及企业设定 2050 年达

到净零排放目标，在此之前则可透过

SBT（Science-based Target） 设

定阶段性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即“到

XX 年，降低 YY% 碳排放量”。SBT

有一套方法学，能协助企业设定减碳目

标与比较基准年，并且进行审查。截

至目前为止，台湾有 6 家金融业通过

SBT 目标设定，此一成绩在亚洲金融

产业中当属前段班。而台湾金融业也约

有 30% 投资的企业已设定 SBT 目标，

金融业会一边观察投资对象的 SBT 是

否能达成，一边调整自己的目标，同时

兼顾获利。

透 过 金 融 业 放 款 来 达 成 永 续 金

融，还可结合供应链来协助中小型规

模的企业进行永续金融，即永续供应

链 金 融（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inance；SSCF）。举例来说，大企

业 S 要求上游供货商 A 须减碳，S 协

助提供 A 的信息揭露评鉴给银行，确

认 A 确实达到减碳目标，银行便能提

供优惠利率贷款予 A 公司，达成银行、

大企业 S 与供货商 A 公司三赢局面。

未来 ESG 法规要求多 企业需

提前因应

主管机关也多管齐下推动金融机构

落实永续金融，从制定信息揭露相关法

规到建立信息揭露平台，例如日前台湾

证券交易所推出 ESG InfoHub 平台，

汇整上市公司的永续报告书、温室气体、

公司治理等市场 ESG 绩效讯息，且其

仪表板功能还可提供同产业间跨公司的

比较、个别公司自己比较或跨产业比较

等，有助于投资人掌握信息快速进行比

较分析。而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也已推

出公司投资人关系整合平台（ESG IR

平台），供投资人参考。

此外，近年也愈来愈多企业主动与

银行签订永续指数连结贷款，只要双

方谈妥在期限内达成哪些 ESG 永续指

标，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便可以降低。

例如国内太阳能电池及模块厂元晶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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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银行的 ESG 联合授信案，除了主办

的兆丰银行外，还吸引合库银等其他 7

家银行参与，获得超额认贷。企业在与

银行讨论 ESG 永续指标时，也有各项

多元指标可选择，以具体让银行知道企

业在 ESG 上的投入。以制造业为例，

包括所使用包材当中的可回收比例如

何、使用多少回收塑料等，或是减少范

畴一、范畴二中的碳排，以及性别薪酬

的平等皆可列入考虑。

未来的永续揭露法规有两大重点，

其一是企业自定义减碳目标，其二是未

来会要求更多、更深入的揭露项目，甚

至时程将会提前。现行法规只要求企业

揭露范畴一、范畴二并取得查验证，未

来则会要求企业除揭露排放信息外，还

要订定减碳目标，同时也鼓励企业揭露

范畴三信息，并研议是否将来要强制揭

露范畴三。

以整体趋势来看，企业必须建立

ESG 治理架构，让永续报告的信息与

财务报告同等规格，以内控处理准则来

管理，并遵循外部第三方查验证标准。

面对未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 ESG

合规要求，提供企业 3 点建议：首先

是投资人认为由企业高阶主管，例如

财务长、执行长或永续长来主导管理

ESG，投资人会对企业更有信心；第二、

ESG 策略要与企业经营策略整合，包

括企业未来是否要跨足清洁能源产业？

是否要并购上游供货商，以更好掌控原

物料使用及生产制造过程是否符合低碳

等；第三、企业减碳行动应与公司高阶

主管绩效指标结合，才能创造更有力的

连结。

极端气候一年甚过一年，企业永续

经营的挑战也一年大过一年，ESG 不

是妆点企业形象的彩妆，而是攸关企业

的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