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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金融業永續影響力——推動我國永續金融評鑑
文／林丙輝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壹、國際趨勢與緣由
金融市場永續議題具體源自 2005 年聯

合國邀請全球大型機構投資人共同研擬責任
投 資 原 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該原則將環境、社會與
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

nance, ESG）議題整合至投資策略中，並要
求所投資之企業適當揭露 ESG 相關資訊。
2015 年聯合國通過巴黎協定並提出永續發展

目標（SDGs），因而帶動各國對於 ESG 議
題之重視。歐盟對「永續金融」之定義為降
低對環境的負擔，兼顧社會及治理層面，並
促進經濟成長之企業投融資活動。

貳、規畫歷程
我國最早於 2017 年提出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推動內容包括授信、投資、資本市場
籌資、人才培育、促進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
深化發展、資訊揭露及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7

個面向，計 25 項措施。2020 年提出綠色金
融行動方案 2.0，著重在 ESG 面向，鼓勵金
融機構擴及至對綠色及永續發展產業之投融
資，創新發展金融商品及服務，培育永續金
融人才及促進 ESG 資訊揭露，推動金融機構
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另觀察到各國為因應氣
候變遷、淨零排放目標，紛紛採取相關政策，

設定淨零碳排目標、擴大公私協力合作成立
淨零聯盟等，更將減碳作為貿易及金融政策
的重點，是以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提出綠色
金融行動方案 3.0，期望透過相關部會、金融
業同業公會、金融培訓機構、周邊單位及非
營利組織等的力量，共同推動我國綠色及永
續金融發展。

證基會董事長林丙輝。



32 第 693 期 2023 ／ 02  SECURITIES SERVICES REVIEW 

新春特企
Special Report

為規劃推動永續金融評鑑，金管會、周
邊單位、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與學者專家共
同組成評鑑委員會，並由金融研訓院、證基
會與保發中心分別組成銀行業、證券業與保
險業之工作小組，依據評鑑委員之意見，同
時參考國際 ESG 評比機構做法及業者建議，
召開了超過 20 場工作小組會議，研擬評鑑架
構及指標內容。

參、受評對象與構面指標

一、受評對象

永續金融評鑑將受評機構區分為「銀行
業」、「證券業」與「保險業」三大業別，
第一屆受評對象如下：

1. 銀行業：全體本國銀行均納入，但排除部
分業務性質特殊銀行。

2. 證券業：證券相關產業分為證券、期貨、投
信與投顧等 4 大領域，以證券業及投信業
較能發揮永續影響力，因此參考「上市櫃
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
「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證券期
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等規定，依
據證券商及投信業須強制編製永續報告書
之時程，逐步將上市櫃或股本 50 億元以
上證券商、隸屬於上市櫃金控之證券子公
司及資產管理規模達 3 千億元以上之投信
業納入受評對象，第一屆受評對象為上市

上櫃之證券商以及非屬集團企業且股本達
新臺幣 50 億元以上之證券商。

3. 保險業：參考「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規定，第一屆受評對象為應編製永續報告
書之資產規模前5大之產險業、資產規模達
1 兆元以上的壽險業，以及國內再保險業。

二、構面指標

評鑑指標依順應國際評鑑趨勢、符合國
內發展環境、引導政策推動走向及參考公司
治理評鑑架構內容等四大原則設計，指標分
為「永續發展綜合指標」與「環境、社會、公
司治理三大支柱指標」等四大類。「永續發展
綜合指標」主要聚焦整體永續發展目標、永
續治理架構、氣候風險管理及國際接軌等面
向；「環境支柱指標」主要衡量包括氣候風險
策略、淨零轉型支援、自然資源保護、自身
減碳節能等議題；「社會支柱指標」主要衡
量金融消費保護、普惠金融實踐、人權人力
發展、資安個資保護等議題；「公司治理支

本評鑑並先後歷經五次評鑑委員會、兩
場業者公聽會與三場試作工作坊，廣納業者
與委員意見，最後由主管機關於 2022 年 12

月對外公告第一屆（2023 年）永續金融評鑑
指標，預計於 2023 年底前按各業別評鑑總
分，分別公布前 20%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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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指標」則評估利害關係維護、治理機制強
化、內部控制強化、資訊透明提升等議題。

指標題組分為「共同題」以及「分業
題」，題目類型包括質性及量化，另外設計
有「特別扣分制」。評鑑考量金融各業別不
同業務特性和風險，設計質化與量化題組，
第一屆包括共同指標 112 題及凸顯行業特性
的分業指標 58 題，如證券業以承銷、定期定

額投資及指數投資證券（ETN）等行業特性
主題設計分業指標。

肆、預期效益

本評鑑配合政府推動 2050 淨零轉型政
策以及金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並接軌
國際趨勢，引導金融業在擬定永續經營策略
及採取行動方案時，能與國內現行推動之政

策重點及監理方向同步，促進金融業強化永
續經營規劃及金融服務品質。本評鑑並期望
強化金融業本身「接軌國際趨勢」、「永續
發展及風險管理」、「減碳及資源保護」、
「治理及服務品質」等面向，提升金融業對

產業的永續影響力，以金融的力量
引導產業持續推動永續轉型，同時
藉由評鑑結果的發布，引領表現優
良業者發揮業界的標竿功能，加速
國內永續金融生態圈的建構。

證基會期能承襲過去辦理公司
治理評鑑的經驗，順利推動永續金
融評鑑，並從評鑑的執行過程，汲
取永續評鑑的做法與經驗，為未來
的上市櫃公司 ESG 評鑑預作準備。

圖 1 ︰永續金融評鑑指標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