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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93年9月

本資訊揭露評鑑系統使用之評鑑方法受有限制，評鑑結果
僅供參考，不宜過度仰賴，使用者必須自行衡量資訊的價

值。證基會不為使用者的投資決策及結果擔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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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資訊揭露評鑑系統簡介及推動情形

評鑑指標說明(第二屆新增指標)

資訊揭露評鑑常見問題

國內外相關揭露範例介紹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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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評鑑系統簡介

評鑑宗旨

評鑑對象

評鑑期間

受評資訊範圍

評鑑指標

評鑑方法

評鑑性質及限制

初步評鑑得分查詢及意見反應

評鑑之計分方式

評鑑結果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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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宗旨

訂定配合本國市場需求之評鑑指標以協助企
業提升資訊揭露的透明度，並利與國際接軌。

提升企業透明度可以增加企業價值，降低企
業籌資成本。

作為投資人決策之參考，使投資人權益獲得
較好之保障。

供市場管理者參考，促進市場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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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象
受評公司包括全體上市櫃公司（不含管理股票、二類
股票及興櫃股票）

不列入評鑑之例外：

評鑑資料分析期間內掛牌未滿一年之公司(故93年1
月1日之後掛牌者不列入第二屆評鑑)

評鑑期間至評鑑結果公布前有下列事項者：
變更交易方法

停止買賣

終止上市櫃

負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及總經理)因誠信問題被
起訴(若為特許行業，另包括負責人受主管機關解職處分)

第一屆評鑑，受評上市公司計有611家；受評上櫃公
司計有3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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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期間

原則上，一年辦理一次評鑑。並以受評公司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發布資訊為評鑑資
料的蒐集分析基礎

本（第二）屆評鑑資料包括92年的年報、92
年年度財務報告、93年第一季財報、93年半
年度財報、 93年第三季財報及93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發布的各項定期和不定期資訊。
自93年5月起發放第二屆評鑑系統說明手冊，
並開始蒐集資料進行第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
揭露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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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資訊範圍

以上市櫃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的資訊為主，不包括報章雜誌等
媒體之報導，但上市櫃公司針對媒體
報導所作的澄清性揭露(以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為限)及公司網站所揭露之資
訊亦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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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架構

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
由台大會計系杜榮瑞教授等7位學者及業界
專家組成評鑑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評鑑
指標、權數及運作方式之討論訂定；出席評
鑑系統公聽會；評鑑結果之覆核

資訊揭露評鑑工作小組
由證基會內部研究員、資訊及行政人員組成
「資訊揭露評鑑工作小組」，負責資訊揭露
評鑑之所有幕僚及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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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參考國外相關指標設計，並考量國內市場
實際需求與相關法規要求

為減少人為判斷之主觀性，採“是或否”
問項之設計，初期共發展5大類81項指標，
考量第一屆為試辦期，實際僅採行62項評鑑
指標

因應法規變動及參採各界意見，第二屆指
標調整為85項
第三屆暫訂為88項，惟各項指標仍會持續
接受各界的反應而有所調整、新增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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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資訊揭露相關法規遵循情形(指標1至11項)
資訊揭露時效性(指標12至27項)
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揭露(指標28至31項)
年報之資訊揭露(指標32至指標77項)
企業網站之資訊揭露(指標78至指標88項)
所有評鑑指標請詳參「資訊揭露評鑑系
統評鑑指標及說明」(http://www.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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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方法

本系統的評鑑指標並不以現行法規所規定之
強制性揭露為限，企業在法規要求之外所增
加的自願性揭露亦是本系統之評鑑重點

依據前述評鑑指標，評鑑人員將採取內部訂
定之資料蒐集、分析程序進行評鑑

為使評鑑工作系統化，並藉由評鑑輔助資訊
系統之輔助，以增進資訊揭露評鑑之客觀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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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的性質及限制

本系統以所建立的評鑑方法與評鑑指標為依
據，善盡相當之注意確認各評鑑指標之存在
性。惟受限於權限，本系統參考國際慣例，
未驗證各評鑑指標內容之正確性，亦未偵測
上市櫃公司之虛偽不實與詐欺等行為

本系統之評鑑結果僅供參考，不宜過度仰賴，
使用者必須自行評量資訊的價值。本系統不
為使用者的投資決策及結果擔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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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鑑得分查詢及意見反
應
為避免在評鑑過程中，因資料蒐集不完整導致評鑑
結果誤差，資訊揭露評鑑系統並開放受評上市（櫃）
公司於初步評鑑結果產生後上網查詢初步評鑑得分，
並可針對疑義部分，檢附證明文件向工作小組反應
不同意見，並由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決定是否修正
得分
第一屆，高達97%以上之受評公司均已上網(需先登
錄並修改密碼)查詢成績，並有253家公司來函反應
不同意見，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於93.3~93.4召開5
次覆評會議討論各公司之疑義，93.5逐一函覆前述
反應意見之公司
第二屆，亦規劃開放受評公司上網查詢初步結果，
為期二週，證基會事先會發函各受評公司告知查詢
密碼及相關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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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之計分方式

每個指標均為一分，評鑑為”是”者得一分，為”
否”者得零分，若有不適用情形者則該指標註記為”
不適用”，並不會對公司造成負面影響

依前述計分原則計算出每個受評公司之原始總分，
原始總分經由下列公式轉換為相對得分，最後依相
對得分排序

相對得分=(原始總分/適用指標總項目)*100
適用指標總項目=該屆總採行指標項目-個別公司不適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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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公布方式
原則上，每年五月初公布評鑑結果，區分為「上市
公司」、「上櫃公司」兩組分別公布評鑑結果，各
組各再分三級，分級之標準及公布比例由資訊揭露
評鑑委員會決定。第一屆評鑑公布排名前三分之一
者列為資訊揭露較透明公司(不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
序)。第二屆評鑑的分級標準及公布比例將由資訊揭
露評鑑委員會視實際結果再行決定。
第一屆由於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於九十二年三月大幅修
訂，但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以及銀行之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當時並未一併修訂，使金融業整體成績受到影響，因此另增列金融機構
排名。

所有名單均經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布。
評鑑結果除於本會網站資訊揭露評鑑專區公布外，
並與公開資訊觀測站聯結，便利投資大眾免費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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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評鑑系統之推動情形
91.7台灣證交所及證券櫃買中心計畫建立資訊揭露評鑑制度
91.7~91.10證基會蒐集國外相關評鑑資料
91.10成立資訊揭露評鑑委員會
91.11邀集外資、投信、四大基金開會以瞭解資訊需求者之實
際需要
91.10~92.4評鑑委員會陸續召開十次諮詢委員會擬訂評鑑指標
92.2召開草案公聽會
92.4~92.5於北、中、南召開三場宣導說明會，並函寄評鑑說
明手冊
92.5~93.1蒐資評鑑所需各項資料，並加以建檔，及計算初步
評鑑得分
93.2.1~93.2.15開放受評公司上網查詢初步評鑑得分
93.2.16~93.2.29接受受評公司初評得分疑義反應
93.3~93.4共計召開五次覆評會議，討論各疑義事項
93.5第一屆評鑑結果產生並公布資訊揭露較透明公司
93.5開始第二屆評鑑資料蒐集，目前正進行年報項目之初評
及網站項目之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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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說明(第二屆新增指標)

第二屆與第一屆評鑑指標之差異

實際新增八項指標、刪除一項指標、修
正五項指標、二項指標之適用時程延後

第一屆已預告，第二屆實際採行指標計
十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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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新增八項指標

11.公司遇有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或投資人提供訊息有足以影響公司之
有價證券行情時，是否依相關規定揭露澄清性資訊而未受證交所
或櫃買中心發函要求改進？

14.公司是否及時公布重要子公司之營業額、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
表及公司與重要子公司間互為銷售金額及比率？

17.公司是否及時公布公司獨立董事、監察人之主要現職、主要經歷
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事、監察人之資訊？

18.公司是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及監察人出(列)席董事會及
進修情形？

67.公司年報是否揭露董監、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73.公司年報是否揭露考慮配發員工紅利與董監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
餘？

74.公司年報是否揭露考慮配發員工分紅配股(以市價計算)後設算之
每股盈餘？

87.公司網站是否揭露公司組織架構、並載明經理人之設置、職稱及
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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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評鑑常見問題

不同產業及規模為何適用同一套評鑑指標？

部分評鑑指標為何超越現行法規要求？

評鑑結果之揭露對公司有何影響？

評鑑指標所要求揭露之項目，公司並無此情
形，是否會造成評分不公？

何謂指標52所謂具行業特殊性的關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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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評鑑常見問題( 續)
符合指標要求，為何未得分？
未詳讀指標說明，與指標說明之得分要件不符，例指標78、79	
評鑑指標有二項要求項目，僅符合其中一項，例指標37	、56
對法規之認知與市場管理者有異，例指標15	、63
形式完整但內容揭露不完整，例指標62	、66	、68	、 69	、 70	、72	、
75	、76
期限內申報但於期限後再行更正；最後一天申報，但遭證交所或櫃買中
心退回，公司未及時處理，造成爭議，例與資訊揭露時效性有關指標
(12-27)
揭露議題敏感或具機密性揭露有所保留，例指標49	、 66
未注意公司網站的可連結性，例企業網站揭露有關指標(78-88)
屬自願性揭露指標，國內揭露實務普遍不佳，例指標38	、 61
關係企業合併報表(或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附註或附表未於年報中表達，
例指標44	
有持股超過50%之子公司，卻未說明未能編製合併報表之原因，例指標
44	、 28
強制性揭露項目，有適用性問題，卻未能標示”無”或加以說明 ，例指
標44	、45	、4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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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揭露範例介紹

證基會資訊揭露評鑑專區蒐集若干國
內外企業之揭露範例供參

本屆進行中之參考範例

http://www.sfi.org.tw/EDIS/pointer.asp

http://www.sfi.org.tw/EDIS/point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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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