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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 2022 年底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1第

15 屆締約方大會（CDB	COP15，亦稱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所通過的「昆明—蒙特婁

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問世，

生物多樣性議題已變得與氣候變遷議題同等重要，奠定未來國際上必須處理的重大環境議

題將會是「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雙軌並行之趨勢。	

	

企業作為自然資源的依賴者與影響者（商業行為具外部性），理當脫離不了相關責

任；職是之故，本研究將聚焦討論目前台灣企業的生物多樣性相關行動，期望透過企業的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來瞭解其對於生物多樣性議題之想法、態度與作為。為瞭解企業

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狀態，本研究選取 2022 年入圍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的台灣標竿企業作為主要研究樣本，並採用兩種途徑來為企

業的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狀態評分。首先將使用DJSI 開發的「企業永續發展評估」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法以分析企業相關資訊揭露程度，接著利用

「目標」（Goal）、「承諾」（Commitment）、「策略」（Strategy）、「指標」

（Indicator）四個評分項目檢視 CSA涵蓋範圍以外企業其他額外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是

否能通過可靠度驗證，所通過的評分項目越多，代表該行動越具備可靠的實質保育效果

2。此兩大評估途徑將協助企業、外部大眾與利益關係人識別何謂有效之資訊揭露，同時

鼓勵企業更主動積極地管理與其直接營運（direct	operations）活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影

響，使其發展經濟活動的同時，亦帶來「自然正成長」（Nature	Positive）。	

	

企業欲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主要有兩個管道，其一是管理因其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生

物多樣性風險與影響，另一管道為發展與其營運活動無直接關聯的其他額外

1 《生物多樣性公約》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最重要之國際公約，而締約方大會為會議中最高權力機構，其
於大會中所作成之決議將關鍵性影響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的未來走向。
2 具實質效益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應能夠對整個生態體系產生長期正面價值（long-term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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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研究發現，目前較少企業管理與其營運活動相關

之生物多樣性風險與影響，雖然如此，但大多數企業已具備相當之保育意識，並且主動投

入多元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至於行動成效，從案例中可看出部分企業尚不清楚如何判

別整個計畫是否具實質效益，亦或未將行動目標、作法與成果完整敘明，因此本研究也提

供改善方法與建議，期盼協助企業優化相關資訊揭露品質。此外，本研究亦強調，進行生

物多樣性保育應有其優先順序，建議企業優先處理自身營運活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議題，

接著才輔以進行其他額外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完善整體生態保

育藍圖。	

	

目前研究企業之於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的文獻並不多，盼此研究能做出初步貢

獻之餘，尚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學者、企業、實務工作者對此主題之重視，並肩提升資

訊揭露品質、接軌國際倡議與行動，加速實現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目標。	

	

	

	

	

	

關鍵字：生物多樣性喪失、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道瓊永續指數、企業社會責任、永續報

告書、永續發展、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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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by the 

United Nations Biodiversity Conference (COP15) in late 2022, biodiversity issues have become 

as important as those of climate change. This trend highlights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ternationally in the future will be the dual-track approach of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Enterprises, as both dependents on and influencers of nature,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business externalities and bound by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thus focuses 

on the current biodiversity-related actions of Taiwanese companies, aiming to comprehend their 

thoughts,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s concerning biodiversity issue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order to gauge the extent of corporate biodiversity-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study selects benchmark companies in Taiwan that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 in 2022 as samples. Two assessment tools are then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s in corporate biodiversity-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irstly, th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 method developed by the DJSI will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corporate biodiversity-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bsequently, the four scoring criteria – Goal, Commitment, Strategy, and Indicator – will be 

employ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ddi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on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CSA can pass the reliability test. The more scoring criteria are met, the more reliable the 

actual conservation effects of the action are likely to be. These two assessment tools serve to 

assist companie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stakeholders in identify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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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practices, thereby encouraging companies to proactively manage biodiversity risks 

and impacts linked to their direct operations. This enables them to attain "Nature Positive" 

outcomes while pursuing business prosperity. 

Companies have two primary approaches to engag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ne is 

managing the biodiversity risks and impacts arising directly from their operations. The other 

involves developing addi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that aren'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opera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few companies manage the biodiversity risks and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eir direct operations, most a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and have implemented a wide range of addi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In term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itiatives, it's evident from cases that some enterprises struggle to 

determine their effectiveness or neglect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conservation plans, such as 

outlining objectives, strategies, and resul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lso offers method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help enterprise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i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urthermore, to fulfill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prioritize biodiversity risks and 

impacts related to their direct operations before implementing addi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Currently, there is limited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disclosure of biodiversity-related information 

by companies. Thus, this study aims not only to make an initial contribution but also to attract 

more scholars, enterprises, and practitioners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By collectivel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aligning wit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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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s and actions, we can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ertaining to biodiversity. 

Keywords: Biodiversity loss, biodiversity-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stainability re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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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自然得以生生不息、人類與自然共榮、人類社會經濟

繁榮的基礎，更是本世紀除了氣候變遷之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環境議題。根據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出版的《2022	年地球生命力報告》

（Living	Planet	Report	2022）揭示了自	1970	年以來至 2018 年，全球野生生物總數平

均下降了	69%，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則是自 2020 年起，

每年都將生物多樣性喪失（biodiversity	loss）列為全球前五大風險。	

	

	

	圖 1-1：2023 年全球前十大風險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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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生態系統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	2010）和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	2021）分析，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以來，年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額已減少至少	5	兆美元，意味著全

球經濟每年喪失約全球	GDP	6%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其中，土地和海洋利用的變化（changes	in	land	and	sea	use）、對生物的直接開發

利用（direct	exploitation	of	organisms）、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污染

（pollution）及外來物種入侵（invasion	of	alien	species）是導致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

的五大主要直接驅動因素，而這些因素則源自於人類行為，像是商品生產和消費模式

（如：快速時尚與食物浪費）、人口增長（如：糧食及能源需求增加）、貿易（如：

有害環境的商品生產過程或運輸過程）和公司治理/社會制度（如：取得自然資源相關

法規或管理制度）影響（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2019），因此人類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與補償，具難辭其

咎之責。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兩者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有者密不可分的關

聯性。例如：全球暖化會破壞生態系統，造成陸地與海洋物種滅絕、糧食供應中斷

等，而完整健康的生態系統則有助化解氣候危機、減緩全球升溫，像森林、土壤、海

洋為天然碳匯（carbon	sink），是發展以自然為本之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不可或缺的重要場域和工具，因此若想根本性地解決環境議題，最理想之解方

將會是將兩者合併處理而非獨立切割對待。當前國際上各種氣候調適與減緩的討論熱

度幾乎可以說到達了高峰，與此同時，另一個國際環境議題焦點正逐漸成形，那就是

和整體環境變遷密切關聯的生物多樣性。因此，若想解決眼前環境相關困境，勢必需

要對生物多樣性議題進行更深入之理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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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生物多樣性喪失之肇因、影響與風險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2020）	

	

	

1.2 研究動機	

企業作為自然資源之依賴者和自然環境之影響者，理當為自己於營運活動中所產生

的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負起相對應的企業環境責任3，而瞭解自身營運活

動所產生之自然相關風險、管理風險，正是企業減少環境負面衝擊的首要任務：而對

於外部大眾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而言，企業是否進行實質有效的生物多樣性

保育或補償行為，以及這些資訊是否能從其所公開的資料中獲得，更是本文欲探討之

重點。	

因此，本研究標的將聚焦於目前台灣企業對於生物多樣性議題之相關行動，盼透過

其公開的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來理解企業對於此議題之想法、態度與作為。同時，亦

鼓勵尚未有所動作之企業能意識到自身責任，積極管理其所產生之環境衝擊，於發展

3 企業環境責任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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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的同時，亦遵守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4原則，以協助扭轉生

物多樣性持續喪失之危機，實現宏觀的人類與自然互惠共榮願景。	

	

1.3 研究目的	

1) 目的一：瞭解目前台灣上市櫃企業的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狀況。例如：企業是

否有對其營運活動導致的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做處理？整體資訊揭露程度如

何？企業所揭露的內容是否足夠充分完整？	

2) 目的二：幫助企業、外部大眾與利益關係人識別何謂有效的資訊揭露。例如：

關於上述問題，企業是否公開相關資訊讓大眾及利害關係人知道？是否出現常

見的資訊陷阱，例如，目前企業所做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是否具實質成效、

能根本性解決相關問題，進而創造出長期正向的環境價值？而非只是效果不明

的口號，甚至淪為漂綠（greenwashing）5而已。	

	

1.4 研究價值	

本研究於實務上之助益有四：	

1) 欲考察企業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管理與衝擊預防等資訊，唯有透過其公開資

料，此類資訊對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而言係進行「責任投資」（Responsible	

Investment）所不可或缺之重要決策參考，因此，本研究將藉由建構簡易評估

量表，來評量企業之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成效與品質，幫助企業深入思考

與自然之間的系統性、結構性議題，鞭策企業為生物保育做出具體行動，並積

極尋求與利益相關人的合作機會，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互利共贏。	

 
4 英國學者約翰．艾爾金頓（John Elkington）提出企業之經營目標不能僅追求財務盈餘最大化，尚需將其對
社會（social）及環境（environment）之影響考量在內，方能達到企業永續經營。 
5「漂綠」一詞由美國環保學者傑伊·韋斯特維爾德（Jay Westerveld）提出，意指企業花費時間和金錢來宣傳
自己的永續發展作為，但實質上並沒有真正地減少其對環境的衝擊。這是一種具欺騙性的廣告手段，目的

在於贏得消費者青睞，誘導他們選擇支持那些「表面上貌似有在用心改善地球環境」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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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良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有助提升企業聲譽及消費者對於產品之信任，因此盼

本研究有助於提升企業環境保育意識，發展企業之間的良性競爭、落實其環境

責任，加速生態保育步伐，成為專業內之實踐者，國際間的領先者。	

3) 協助企業認識有關生物多樣性的「雙重重大性」（double	materiality），意即

「生物多樣性喪失對企業之風險」以及「企業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當企業

對相關資訊認識越多，便越有助於推動其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	

4) 最後冀望本研究具繼往開來、拋磚引玉之效，能帶出更多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

永續發展感興趣之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相繼為此領域作出貢獻。一個人可

以走很快，但唯有一群人一起，才能走得更遠。	

	

1.5 論文架構	

本論文架構如下圖 1.3 所示：	

• 第一章	緒論：淺短簡介生物多樣性現況，以及其與人類社會的不可分割性，並

說明因生物多樣性風險所衍生的研究動機與目標。	

• 第二章	文獻回顧：爬梳現下國際間對於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討論主題和趨勢，以

及提供給企業所使用的相關資訊揭露準則或框架。	

• 第三章	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與工具，以及規劃研究之流程。	

•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將所蒐集之資料統整、分類後所發現之結果，以工具

作為輔助，對其進行評估、分析與討論。	

• 第五章	結論：總結以上所有研究結果、提供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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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論文架構圖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生物多樣性對企業之重要性	

2020 年WEF 與資誠（PwC）合作發布的《自然風險上升》（Nature	Risk	Rising）

報告指出全球有約 44 兆美元的經濟產值（超過全球總GDP 的一半）中度或高度依賴

於自然及其所提供的服務。高度依賴自然的行業產值達全球GDP 的 15%（13 兆美

元），而中度依賴自然的行業產值達 37%（31 兆美元）；其中，建築業（4兆美

元）、農業（2.5 兆美元）和食品及飲料業（1.4 兆美元）是最依賴自然的行業，這三

類對自然高度依賴的行業共同創造了近 8兆美元的附加價值毛額（Gross	Value	Added,	

GVA）6，而初級產業，如採礦、林業、農漁業等，所受到的自然風險影響最為顯著，

 
6 附加價值毛額為衡量經濟體某一區域或產業所創造的商品服務價值，算法與國內生產毛額（GDP）息息相

關，為 GDP減去產品稅收加上產品補貼之總和，為英國較常見的經濟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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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行業不是直接從森林或海洋中採取資源，就是依賴於健康土壤、潔淨水源、

昆蟲授粉和穩定的氣候等生態系統服務。然而，事實上，所有企業的運作，無論是直

接或間接通過供應鏈，皆依賴一定的自然資本（nature	capital）或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任何行業都無法完全避免某種形式的生物多樣性風險（WEF,	

2010）	，生物多樣性的持續性衰退不僅將使人類社會對食物、水、潔淨空氣、穩定氣

候等基本的生活需求無法獲得滿足，還可能導致企業主要供應鏈中斷、營運成本增

加，甚至是營運活動中斷和經濟上的損失。因此，倘若自然失去正常提供服務的能

力，所有行業恐面臨程度不一之衝擊。KPMG（2012）便指出，生物多樣性喪失是未

來十年內將影響大多數企業活動的十大永續主要議題之一，企業為了生存，應該對此

進行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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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各行業別及其供應鏈對自然之依賴度	

（WE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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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各行業別所面臨之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風險	

（WEF,	2010）	

	

儘管可能有企業尚未感受到生物多樣性喪失帶來的影響，但倘若能預先自主做好風

險管理，不僅能實現環境責任，還能為企業建立穩健的自然韌性。申言之，瞭解各項

商業活動之生物多樣性風險與影響並擬定應對策略、採取減緩措施，將益於降低風險

管理成本，並且增加供應鏈的穩定性與安全性，而主動公開報告生物多樣性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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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僅能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可、取得社會經營許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SLO）7、提升企業名聲和形象，還有機會獲得更有利的融資條件或增加資本進入之機

會（The	Conference	Board,	2021）。欲實踐企業永續發展目標，生物多樣性議題將會

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一環。	

	

	

2.2 生物多樣性議題發展趨勢	

2.2.1 重要會議進展與目標	

由於氣候危機與自然危機密切相關，因此兩邊政策需同時進行，相輔相成、

以發揮縱效。在氣候方面，目前國際上已有明確目標，即在 2050 年之前達到淨零

排放（Net	Zero	Emissions,	NZE），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將全球升溫

控制在 1.5℃以下；為呼應氣候目標，在保護自然方面同樣需要設定具時限性之目

標，以確保用足夠快的速度停止並逆轉生物多樣性喪失，並支援氣候行動和永續發

展目標。近幾年國際趨勢逐漸從氣候變遷調適、淨零排放倡議轉向，開始呼籲企業

加強關注自然資本管理以及檢視其營運活動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係。	

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不僅有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的「SDG14 海洋生態」（Goal	14:	Life	

Below	Water）與「SDG15	陸地生態」（Goal	15:	Life	on	land），還有 2021	年七大

工業國集團（G7）峰會所承諾的大自然協議（Nature	Compact），其中表明世界不

僅得「淨零」，也必須達到「自然正值」（Nature	Positive）8，例如透過大幅增加

對自然的投資及行動於	2030	年前終止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確保自然議題主流

化並且主導經濟和金融決策（江佳純、孫智麗，2022）。	

7 社會經營許可（SLO）或簡稱社會許可，是指公司或行業的員工、利益關係人和公眾持續接受公司或行業

的標準商業實踐和操作程序。 社會許可的概念與永續發展和三重底線（TBL）的概念密切相關。 
8 為一項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期望在恢復生物多樣性的路上於 2030 年前達到正向成長，並於 2050 年

完全恢復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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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之生物圈基礎	

（Azote	Images	for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去（2022）年底，CDB	COP15 通過《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GBF），接棒 2010	年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來實現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此次大會達成了一項被稱之為「30x30」的

協議，制訂出 4項 2050 年長期目標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願景及 23 個 2030

年以行動為導向的全球目標來保護地球上 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地區與海

洋，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特別重要的地區。其中，以行動為

導向的全球目標 15	（Target	15）提及：「所有商業活動，尤其大型跨國公司和金

融機構皆應定期監測、評估、透明揭露其對生物多樣性之的依賴程度、風險和影

響，所涵蓋範圍應及其運營、供應鏈、價值鏈及投資組合，同時向消費者提供必要

資訊，報告遺傳資源之取得及使用該等資源所獲得之利益，以及如何與資源使用國

惠益均享（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	）的合規性」，盼望企業逐步減少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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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增加正影響，降低其生物多樣性風險，並促進永續生產與消

費模式。COP15 不僅確立了企業的環境責任，也將生物多樣性議題提升至與氣候

變遷議題同等重要，奠定未來國際上必須處理的重大環境議題將會是「氣候變遷」

與「生物多樣性」雙軌（dual-track）進行之趨勢基礎。	

	

	

表 2-1：《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四項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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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23 項以行動為導向的全球目標	

（農委會林務局）	

	

	

2.2.2 資訊揭露指引與評比	

2.2.2.1 企業生物多樣性行動指引	

企業欲實踐生物多樣性行動，目前國際上有不少準則、框架與倡議可供參

考，較為知名且常見的有GRI 準則（GRI	Standards）、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框架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自然科學基礎目標

（Science-Based	Targets	for	Nature,	SBTN）、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商業自然聯盟（Business	for	Nature）及自然正值（Nature	Positive）等

六項指引，以下將列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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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	

• 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lob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GSSB）發布，提供企業報告其對人類、環境、經濟影響的當責

（accountability）行為準則。	

• 為當今全球接受度最高的永續發展報告標準，涵蓋從生物多樣性、

稅收、廢棄物、碳排放、多元性，到平等、健康和安全等議題。	

• 目前生物多樣性相關準則（GRI	304:	Biodiversity	2016）正在進行更

新，以因應最新國際變化。	

TNFD	

• 此框架旨在協助企業識別與揭露其營運活動所涉及之自然相關衝擊

（impact）與依賴（dependency），架構設計比照「氣候相關財務揭

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建

立四項揭露面向，分別為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及

其衍伸風險和財務影響。希望能引導全球金融流動朝向對自然具正

向作用的結果（nature-positive	outcomes）。	

• TCFD 著重於氣候變遷，而TNFD則著重於全面的「自然」，特別

是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被期待能矯正

過去忽略其他環境面向的偏誤，像是修正永續發展目標過度關注氣

候變遷，特別是有關二氧化碳排放的議題（Helm,	2022）。	

SBTN	

• 旨在幫助企業盡己之力來實現公平、淨零和自然正值的未來願景。

• 通過以科學為基礎的自然目標，企業利用現有的最佳科學來衡量和

解決其價值鏈中 5環境影響。這些目標不僅要求避免和減少負面影

響，如砍伐森林和污染，還指出如何增加正影響，如復育退化土地

和流域生態。

• 該指引除借鑒當今最佳科學成果，也與氣候、自然和發展方面的全

球目標（如：《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巴黎協定》及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保持同步。

• 自然資本協議為一個決策框架，使組織能夠識別、衡量及評估其對

自然資本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和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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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 從自然資本之角度看待生物多樣性有助企業認識其從前未曾發現之

價值，如增加企業韌性和成功，此外還能整合管理環境議題，幫助

企業認識氣候、水、永續發展、公平和生物多樣性等問題之間之連

結與協同作用（synergies）。	

Business	for	

Nature	

• 由 80	多個具影響力的夥伴組織和具前瞻思維之公司所組成的全球

聯盟，致力於推動可靠的商業行動和政策雄心，以期於 2030	年實

現自然正值經濟（nature-positive	economy，或稱自然受益型經

濟）。	

• 將商業之角色鑲嵌進 CBD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s）並透

過跨域經驗分享，以驅動國家落實《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Nature	Positive	

• 為一個全球自然目標，與聯合國氣候公約（UN	Climate

Convention）的淨零排放目標同步。	

• 指出全球需採取緊急行動來制止自然喪失，例如以提高物種、數量

和生態系統的健康度、豐富度、多樣性和復原力之方式來阻止和扭

轉以	2020	年為基準的自然損失，以便於	2030	年打造一個對自然有

利的世界；到	2050	年，大自然必須恢復，如此一來才有蓬勃的生

態系統和自然為本之解方繼續支持未來世代與生命多樣性，並且在

阻止失控的氣候變遷中發揮關鍵作用。	

表 2-2：六項常見之企業生物多樣性行動指引	

	

	

2.2.2.2 企業生物多樣性行動成效評比	

有關企業的生物多樣性行動成效評比，國際上有廣為人知的三大 ESG指數

及一個由非營利國際資訊蒐集與揭露機構發起的問卷評比，依序為：道瓊永續指數

（DJSI）、富時永續指數（FTSE4Good	Index	Series,	FTSE4Good）、明晟永續指數

（MSCI	ESG	Indexes,	MSCI	ESG）與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原碳揭露計

畫）。前三者除了對於議題評比有不同權重分配，最大差異在於資料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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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ESG	和	FTSE4Good	主要取自公開資訊，並排除爭議性議題，如對環境具負

面衝擊之行業別，而DJSI 與 CDP 皆是以問卷形式進行資料蒐集與評比，此外，

DJSI 還針對不同行業別設計不同之問卷內容，以充分反應各行業特色。以下將列

表說明。	

此外，此處提及的「ESG」，係指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

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過去企業重視「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	EPS）財務表現，而 ESG則是評估企業於非財務面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的綜合表現，為企業永續經營的三大支柱（The	3	Pillars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Investopedia,	2023），更是衡量其永續發展成效的重要績效指

標；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投資者不再以「財務資訊」作為衡量企業投資價值的

唯一標準，而是同時關注企業的 ESG資訊及其對企業之潛在影響。如：氣候變遷

造成的極端氣候、災害等自然相關風險影響評估和風險管控等議題（PwC,	

2023）。在資本市場中，使用 ESG標準來評估公司及進行投資規劃之作法稱為

「ESG投資」（ESG	Investing），也有人稱為「永續投資」（Sustainable	

Investing）或「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9。	

	

	

9 社會責任投資（SRI）意指投資提倡道德和社會意識主題的公司，包括環境永續、社會正義、企業道德，

以及反對性/別和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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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ESG 各領域中的關鍵項目	

（TechTarget,	2023）	

	

DJSI

• 以企業之流通市值加權編製成的指數，為全球首個企業永續

投資評比指標，由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指數提供商——標普

全球（S&P	Global）提供。	

• 透過「企業永續發展評估」（CSA）方法，針對企業「經

濟」、「社會」、「環境」三大面向來評估企業永續發展能力。

由於重視長期股東價值，因此評估過程特別針對 ESG三面向

來評等企業於策略、管理及產業特定要素等方面的永續性商

機和風險，最後計算出企業之標普全球	ESG	分數（S&P	

Global	ESG	Scores），得分範圍為 0-100（最佳）。	

FTSE4Good	

Index	Series

	

• FTSE4Good	指數旨在衡量實踐特定 ESG行動的公司績效。	

• 藉由與公司合作進行	FTSE4Good	評估之方式來發揮其影響

力，進而促進公司提升	ESG	實踐（ESG	practices）。	

• 使用	FTSE	Russell	ESG	評比的整體評比和數據模型來選擇

欲納入的公司，並排除菸草、武器、煤炭等行業；評比範圍

涵蓋	47	個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的	7,200	多種證券。	

MSCI	ESG	

Indexes	

• MSCI	ESG	指數旨在為機構投資者提供有效且透明的工具，

將	ESG	或氣候因素納入其投資流程和投資組合中，提供於

全球數千家公司在 ESG方面相關業務及行為的深度研究、評

級和分析。	

• MSCI	ESG	評級適合希望整合	ESG	數據以協助識別投資組合

中潛在風險或機會的投資人；審查內容包含公司對與生物多

樣性相關之關鍵問題的曝光和管理，如生物多樣性和土地利

用、原材料採購以及有毒排放和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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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公司	ESG	評級共分為	7	級，從高到低依序為AAA、AA、A、

BBB、BB、B、CCC。此外，也提供分數及百分位數，可用來比對

某公司與同行業對於各個關鍵議題的管理水準。

CDP

• CDP	為一家非營利性慈善機構，為投資者、公司、城市、州和地

區等單位提供全球資訊揭露系統（global	disclosure	system），以利

這些單位管理其環境影響。

• 「氣候變遷」、「水安全」和「毀林」為其目前主要的問卷研究主

題，CDP每年支持數千家公司、城市、州和地區評估與管理其在

這三大主題中的風險與機會；問卷回收後，CDP將針對企業所回

覆之內容進行評分，評分方式分為四個連續級別，從基礎到進階

依序為揭露（Disclosure）、認知（Awareness）、管理

（Management）以及領導（Leadership）。

• 正計劃持續擴大工作範圍至涵蓋生物多樣性在內的整個地球邊界

與地球系統。

圖 2-6：CDP 問卷之評分級別	

（CDP	Scoring	Introduction,	2023）	

圖 2-7：CDP 問卷之評分標準	

（CDP	Scoring	Introduction,	2023）	

表 2-3：四項常見之企業生物多樣性行動成效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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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外案例解析：微軟環境永續報告書	

除前揭所提到之議題，本文也研究了國外企業有關自然與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狀態，

並且挑選《微軟 2021 年環境永續報告書》（MicroSoft	2021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eport）進行案例解析。此本環境永續報告書為微軟企業自願性編製，內容涵蓋負碳

（Carbon	negative）、水資源正向（Water	positive）、零廢棄（Zero	waste）、生態系統

（Ecosystems）等四大環境面向，惟為貼合研究主題，本文將只針對生態系統面向進行深

入探討。微軟於生態面向的主要承諾為「土地保護」，相關內容如下：	

1) 開發的「星球電腦」（Planetary	Computer）：運用運算與機器學習技術蒐集全球

環境數據，並開發和部署數據科技，將蒐集來的數據提供給合作夥伴或客戶進行其

組織活動相關的生態系統量測、監控、模擬和管理。	

2) 支持生態系統相關公共政策：於國家和全球範圍內，支持並提倡與生態系統量測和

管理相關的公共政策。	

3) 為其直接營運活動所產生的生態系統影響負責：於	2025	年前保護比自身所使用還

多的土地（To	protect	more	land	than	we	use）。	

	

	
圖 2-8：微軟之生態保育承諾	

（微軟環境永續報告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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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微軟在第二部份報告其專案進展，例如於 2021 年財政年度：	

1) 已簽訂特定數量的保護土地合約。	

2) 私人版的「星球電腦」平台將於當年度四月上線以及已累積之註冊人數。	

3) 提供多少可用的環境資訊量。	

4) 為地球服務的人工智慧專案（AI	for	Earth	program）已為多少國家和組織提供援

助。	

5) 與技術專家合作持續精進「星球電腦」的應用程式，以實現數據驅動的環境決策

（範圍從保育計畫、森林風險到土地覆蓋與分類）。	

	

	
圖 2-9：微軟生態專案執行進度報告	

（微軟環境永續報告書,	2021）	

	

關於第三部分，則報導其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策略、外部組織合作及第三方利害關係人參

與。例如：	



doi:10.6342/NTU202304195
21 

1) 出資購買瑪雅森林10（Maya	Forest）土地，以保育美洲豹和豹貓等標誌性野生動物

物種，同時保留重要的碳儲備（carbon	reserve）。	

2) 於美國蒙大拿州、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內華達州購買永久保育地役權，以保

護物種遷徙走廊，這些物種包括騾鹿、麋鹿、大角羊和駝鹿，此舉也將使包括山

獅、灰熊和加拿大山貓在內的頂級掠食者得以繁衍生息。	

3) 擴張資料中心營運範圍之同時，評估並量化資料中心區域的生態系統績效，像是用

水量與品質、空氣、碳、氣候、土壤健康、人類健康及福祉和生物多樣性，以利為

當地社區和環境帶來共同的、再生的價值。	

4) 與非營利組織「美國國家魚類和野生動物基金會」（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Foundation,	NFWF）及國際「大自然保護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

建立合作關係，並且使專案優先得到當地居民及原住民之支持和參與。	

5) 開發AI「毀林預測」計畫：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共同建立名為 PrevisIA

的解決方案，以AI 技術預測亞馬遜雨林地區可能面臨的森林砍伐和野火風險；此

解決方案幫助非政府組織巴西亞馬遜人類環境研究所	（Amazon	Institute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mazon）提前預測和應對亞馬遜雨林面臨的森林砍伐和野火

風險，同時促進更多元的利益相關者參與。	

	

10 瑪雅森林為美洲除亞馬遜之外僅存的最大熱帶森林之一，此森林擁有一條重要的野生動物走廊（wildlife 

corridor），對於保護美洲豹和貓鼬等標誌性野生動物物種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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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微軟生態專案執行策略說明	

（微軟環境永續報告書,	2021）	

	

	
圖 2-11：微軟的AI「毀林預測」計畫	

（微軟環境永續報告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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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案例，不難看出微軟致力於運用自身軟體開發優勢，將先進技術和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作為處理生態系統問題的優先選項。專案背後有著宏遠的承諾與目

標、具體的行動策略、可追蹤之進度指標，其渴望實踐的並非短期利益，而是長期的價值

製造、技術創新、多方參與，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永續共榮。簡言之，其優勢特色為：		

1) 生態保育專案規模更大、目標與成果清楚	

2) 運用更多科技產品做為問題解決之工具與手段	

3) 更廣泛地尋求外部團體合作	

4) 生態環境解決方案經常同步處理氣候變遷風險（二合一解方）	

	

本研究依照其專案內容，分類出承諾、目標、策略、指標四項資訊揭露評估標準，計

劃用於評估國內企業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狀況，為企業進行定性評分。	

	

	

2.4 研究缺口：企業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現況	

目前雖有不少工具和評比機構可提供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參考，但對於討論企業內

部資訊揭露品質與成效的文獻並不多，英國學者 Rimmel	G.	和瑞典學者 Jonäll	K.

（2013）使用合法性理論框架分析了 29 家瑞典公司在生物多樣性揭露方面的數量和動

機，結果發現只有少數實證研究論文分析了企業在生物多樣性揭露方面的行為，並且

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生物多樣性報告的質性分析，缺乏更穩固的量化分析

（Blanco-Zaitegi,	G.	et	al.,	2022）。並且，其中有部分報告只是選擇性地揭露資訊

（Hrasky	&	Jones,	2016），實質上只是戰略性漂綠和流於表面的聲明，而與真正保護

生物多樣性的意願相去甚遠（Adler	et	al.,	2017）。	

此外，研究也發現，企業更傾向只報告正向資訊而迴避提及負面資訊（Boiral,	

2016），因此使得資訊內容過於偏頗，類似之結果也被Van	Liempd 和 Busch（2013）

於研究丹麥的公司中所發現，甚至因為永續報告書中所呈現的偏見資訊，使得學者

Boiral（2016）一度質疑用永續報告書來評估企業生物多樣性相關作為是否足夠可靠

（Gaia	&	John	Jones,	2017）。雖然國際間已認識到企業在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方面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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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著關鍵角色，但全球目前僅有約 13%的公司於其企業報告中揭露管理生物多樣性之

方法（The	Conference	Board,	2021）。	

總體而言，有關生物多樣性所揭露之資訊、數量和詳細程度相當低，所提交的資訊

可說是相對低於環境領域內的其他主題（如：氣候變遷、循環經濟、廢棄物和廢水或

資源利用）。鑑於此類文獻稀缺，更顯得有進一步研究與討論之必要，以幫助實務界

和學者瞭解如何讓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Marco-Fondevila	&	A	́lvarez-Etxeberría,	

2023），並且更有系統地落實相關保護目標。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從入圍名單內檢視各家公開揭露之生物多樣性資訊內容，並以 2023 年 CSA

三大生物多樣性問卷題組作為對照基準，評估其資訊揭露程度，接著檢視企業所公布的其

他額外自然保育相關活動是否具實質效益。	

根據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建議，企業管理生物多樣性風險之優先順序，即所謂的

「緩解層級」（mitigation	hierarchy），依序為迴避	（Avoidance）、	減緩	

（Minimization）、再生（Restoration）	、移轉（Offset）及額外的保育行動（additional	

conservation	actions），因此本研究將優先檢視企業處理與本身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生物多

樣性風險與衝擊，接下來才檢討其額外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為方便資料統計與比較，

本文將採定性研究，對企業進行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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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企業管理生物多樣性風險之緩解層級	

（聯合國全球盟約、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2012）	

3.1 研究資料與工具	

3.1.1 2022 年台灣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企業永續報告書及官網公開資料	

以往關於公司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的研究發現，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很可能擁

有更多、更好的生物多樣性相關主題資訊（Adler	et	al.,	2018），而非上市公司則

可能相對較缺乏相關報告和公開資訊。基於此前提假設，本文之研究樣本將聚焦於

上市櫃公司，所採用之樣本為 2022 年入圍《道瓊永續發展世界指數》（DJSI	

World）與《道瓊永續發展新興市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的 33 家台灣

上市櫃公司（詳見下表），所參考之資訊範圍主要為企業發布之（2022 年編寫

的）2021 年永續報告書及官網公開資料，而部分公司有另外編寫自然環境報告書

並公開於官網，將一併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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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22 年入圍道瓊永續指數的台灣企業	

行業別	 企業名稱	
道瓊永續世

界指數	

道瓊永續新

興市場指數	

1	

銀行	

中信金控	

2	 玉山金控	

3	 第一金控	

4	 兆豐金控

5	 永豐金控	

6	 台新金控	

7	
綜合性金融服務	

中租控股	

8	 元大金控	

9	 食品與日用零售	 統一超商	

10	

保險	

國泰金控	

11	 中華開發金控	

12	 富邦金控	

13	 新光金控	

14	

半導體	

日月光投控	

15	 南亞科技	

16	 台積電	

17	 聯華電子	

18	 世界先進	

19	 穩懋	

20	

電子硬體與設備	

友達光電	

21	 台達電子	

22	 元太科技	

23	 群創光電	

24	 光寶科技	

25	 宏碁	

26	 緯創資通	

27	

通訊服務	

中華電信	

28	 遠傳電信	

29	 台灣大哥大	

30	
資本貨物	

中鼎工程	

31	 東元電機	

32	 原物料	 中鋼	

33	 交通運輸	 中華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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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編寫永續報告書之目的在於使外界了解其非財務資訊，例如企業的 ESG三

大非財務相關資訊。目前市場推動 ESG主要透過強化「資訊揭露」及「市場機

制」等兩大途徑，「資訊揭露」為要求公司編撰 ESG／永續報告書、年報等方式

報告相關資訊，強化公司的 ESG責任意識，而「市場機制」則透過投資人主動關

注公司 ESG績效作為投資決策考量來促進公司重視 ESG之相關作為（即責任投

資，為自己的投資標的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負責）（彰化銀行，2020）。因此，企

業報告生物多樣性資訊將有助提升資訊透明、幫助外界理解其非財務面向表現，更

能擴大社會問責制（accountability）（Gamborg,	2002）。	

永續報告書是獲得企業 ESG資訊的重要管道（Gaia	&	John	Jones,	2017），企業

出版永續報告書並主動揭露 ESG相關資訊，更是獲得社會大眾、利害關係人和投

資人信任的重要途徑。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下稱金管會）於今（2023）年 3月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

案(2023 年)」中提到，為精進永續資訊揭露，將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自 2025

年起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編製永續報告書，以強化非財務性資

訊揭露，並且為提升永續報告書揭露品質，證交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Taipei	

Exchange）將於 2023 年起抽查上市櫃公司永續報告書。綜上可見，未來除了有更

多企業受強制要求編寫永續報告書，其所揭露的內容品質也越發受到重視與要求。

在金管會監督下，永續報告書之公信力將有望提升，並成為外界認識企業對生物多

樣性議題行為表現的可靠資訊來源。	

依據申報編製永續報告書的家數多寡，能反應當前企業 ESG資訊揭露之進展。

關於目前台灣永續報告書數量，	據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書院調查，2018 年臺灣企

業所出版永續報告書為 528 本，其中 90.5%（478 本）由上市櫃公司出版，47.4%

（231 本）為自願性出版、2019 年為 556 本，其中 92.3%由上市櫃公司出版，約 4

成為自願性出版、2020 年為 601 本。其中 90.7%由上市櫃公司出版，47.6%為自願

性出版、2021 年為 653 本，共有 92.6%由上市櫃企業出版，而實收資本額 20 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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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億企業中，更有 34.3%為非受法規要求、自願性出版，至 2022 年，永續報告書

出版數量已達 777 本，其中 90.3%為上市櫃企業。	

	

圖 3-2：	近年台灣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數量變化	

	

此外，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書院與 CSRone 永續智庫研究團隊以市場常見的關

鍵投資決策 EPS 及「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等財務指標，分析

台灣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與財務績效的關係。觀察發現，出版永續報告書的台灣企

業在 EPS	表現上更加優異，ROE績效也長年穩定高於大盤；而未出版永續報告書

之上市櫃企業，其 ROE與 EPS 表現連續 8	年表現皆低於大盤。由此可見，企業出

版永續報告數不只為了合規，也有助強化競爭力與獲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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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台灣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與財務績效之關係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書院）	

	

據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書院與 CSRone 永續智庫調查，2021 年有高達 98.6%的

台灣企業採用GRI	準則（GRI	Standards）編製永續報告書。隨著國際資本市場愈

發重視財務與非財務資訊整合，金管會於《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中亦著

手要求企業於永續報告書中導入永續會計準則（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框架。相信在歐盟的支持下，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將會是下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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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2023 年 DJSI	CSA 生物多樣性相關題組	

本研究採用 DJSI 作為資訊揭露參考標準之原因在於，DJSI	CSA 生物多樣性

題組內容與GRI：304 生物多樣性有所對應，同時適用兩者並不會產生內容衝突。

並且DJSI 本身具高度國際公信力及參考價值，入圍DJSI 成分股的企業永續發展實

踐度高（林祐翠，2020），且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卓越，而卓越名聲有助提高公司財

務績效。經 Robinson,	M.、Kleffner,	A.和	Bertels,	S.	等人（2011）實證分析，入選

DJSI 成分股具帶動公司股價上漲之效果。DJSI 對於企業股價的影響力可激勵企業

爭取獲選為成分股，進而產生誘因推進其 ESG行動；另一個理由是，目前不少金

融機構在進行責任投資時，會特別考量標的公司之 ESG績效表現（謝書書，

2012），因此企業 ESG績效表現為管理金融風險投資或發展永續資產的重要參

考。CSA之評比結果，不僅影響投資人對企業的評價，也決定其是否能獲選為成

分股，因此受業界高度重視，能進入DJSI 是對企業永續表現的高度認可。	

CSA 方法學針對不同行業發展出 62 份問卷，即行業特定調查問卷（industry	

specific	questionnaires），在行業調查問卷中，有多達 50%的 CSA問題僅適用於部

分行業，有時甚至只針對單一行業，惟為瞭解企業之於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的報告

情況並且幫助所有企業瞭解DJSI 所看重的生物多樣性議題項目與重點，這些問題

將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本文擷取 2023	CSA 手冊中生物多樣性相關問題，普遍適

用於所有或多數公司，此外，也選擇參考最新出版的 2023 年 CSA 手冊，原因在

於，CSA方法每年皆會更新，而本文除了瞭解台灣成份股公司的對應情況，同時

也盼企業能注意到每年更新事項，以及時做出對應調整，接軌最新國際趨勢。CSA

目前共有三大生物多樣性題組，分別為「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Biodiversity	

Risk	Assessment）、「生物多樣性承諾」（Biodiversity	Commitment）、「不毀林

承諾」（No	Deforestation	Commitment），以下為題組內容：	

	

a) 題組 1：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	

此題組之目的在於確認企業在多大程度上正在監測、盤點、鑑別與其相關之生

物多樣性風險。問題重點關注企業是否具認識生物多樣性之重要性及相關風險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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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能力。這包括識別風險以減輕生態系統的壓力，同時仍在業務運營範圍內正常

工作；接著，將風險評估應用於全公司範圍內的風險管理程序，理想情況下建議採

用針對具體地點的方法（location-specific	approach）。此題組還要求與外部利益相

關者進行高程度的行業合作，譬如說，於上游和下游活動中融入永續經營，並為其

現有系統進行轉型。	

	

表 3-2：	CSA 生物多樣性相關題組 1–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	

題組 1	
貴公司是否評估了所有相關活動中具依賴性和影響性的生物多樣性

風險？	

	

流程說明	

	

1-1 描述用於鑑別和評估與依賴性和影響相關的生物多樣性風險流

程，是否涵蓋以下要素，並說明該資訊是否於公開於眾（if	this	

information	is	reported	in	the	public	domain）。請提出證據加以支

持。	

• 公開報告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之流程與步驟	

• 使用所在地基準途徑（location-specific	approach）	

• 用於評估所參考之方法學或框架	

• 將其整合進跨專業領域的全公司風險管理流程中	

• 風險評估中所考慮的與依賴相關的生物多樣性風險	

• 風險評估中所考慮的與影響相關的生物多樣性風險	

生物多樣

性風險評

估範圍	

1-2 請說明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的範圍，並說明此資訊是否公開於

眾。請提出證據加以支持：	

• 本公司公開報告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範圍	

• 自有營運活動	

• 自有營運活動的相鄰區域	

• 上游活動	

• 下游活動	

已鑑別之

風險	

1-3 請說明是否已鑑別生物多樣性風險，並說明這些資訊是否公開於

眾。請提出證據加以支持：	

• 本公司公開報告已鑑別之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	

• 已鑑別之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	

• 無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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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業可以提出令人信服之證明其自有營運範圍（own	operations）不造成生

物多樣性衝擊、其關鍵原物料供應鏈不造成生物多樣性衝擊、在產品或服務的

使用週期（use-phase）與廢棄週期中(end-of-life)不對生物多樣性造成衝擊、沒有

會影響或依賴生物多樣性的財務活動，則此問題可能被公司標示為「不適

用」。	

	

b) 題組 2：生物多樣性承諾	

此題組之目的在於評估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公共政策或承諾的揭露情形，涵蓋

系統性地處理與生物多樣性風險相關的依賴性和影響，包括承諾與利益相關者合

作、進行風險評估、揭露已鑑別的優先領域，並承諾設定目標以實現「淨零損失

（No	Net	Loss	,	NNL11）」。此外，公司應承諾揭露其所採取的減緩措施，並訂定

長期的「淨正向影響（net	positive	impact,	NPI12）」承諾，其所涉及之面向應適用

於整體價值鏈，並獲得董事會或高階管理層成員之認可。	

	

表 3-3：	CSA 生物多樣性相關題組 2–生物多樣性承諾	

題組 2	
貴公司是否有關於生物多樣性的公共政策或承諾？	請說明您的公開

報告或公司網站上的哪裡可以找到此資訊。	

	

政策或承

諾面向	

2-1 貴公司的政策或承諾定義了以下哪些面向：	

• 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淨正向影響（NPI）	

o 目標年份：	

• 定義為優先區域實現淨零損失（NNL）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目

標	

• 要求價值鏈承諾避免在具有全球或國家重要生物多樣性之地

點附近進行營運活動	

• 減緩等級制度的應用	

• 進行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	

11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邱祈榮指出，淨零損失（NNL）為生物多樣性收益與損失相匹配，

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之類型、數量或狀態總體上不會減少。
12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邱祈榮指出，淨正向影響 （NPI） 意味著某項目生物多樣性之總體

負面影響經由同一地區的保護項目所獲得的生物多樣性收益所抵銷（儘管開發地點仍會不可避免地發生一

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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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利害關係人就生物多樣性議題進行議合	

承諾範圍	

2-2 貴公司的生物多樣性政策或承諾涵蓋價值鏈的哪些部分？	

• 自有營運活動	

• 供應商	

• 合作夥伴	

政策認可	

2-3 貴公司之政策是否獲得董事會或高階管理層成員認可？	

• 董事會	

• 高階管理層	

	

※若企業可以提出令人信服之證明其自有營運範圍（own	operations）不造成生

物多樣性衝擊、其關鍵原物料供應鏈不造成生物多樣性衝擊、在產品或服務的

使用週期（use-phase）與廢棄週期中（end-of-life）不對生物多樣性造成衝擊、

沒有會影響或依賴生物多樣性的財務活動，則此問題可能被公司標示為「不適

用」。	

	

c) 題組 3：不毀林承諾	

此為 2021 年新增題組。不毀林承諾是企業自願採取的永續倡議，旨在表明

其意終結供應鏈中的所有森林砍伐行為，共涵蓋三大範圍「不毀林、不開墾泥

炭地、不侵害人權」（No	Deforestation,	No	Peat,	No	Exploitation，NDPE）。有

效的不毀林承諾能夠成為實現不毀林價值鏈的（deforestation-free	value	chains）

有效工具，前提是這些承諾設有立即執行期限的目標，並在森林商品轉換風險

較高的生物圈中設立明確的制裁機制。此承諾需要與可能面臨森林砍伐風險的

整個供應鏈及外部利害相關人進行合作，監測和揭露承諾被遵循的情形，以使

不毀林承諾得到有效執行。	

	

表 3-4：	CSA 生物多樣性相關題組 3–不毀林承諾	

題組 3	
貴公司是否有針對自身營運活動的公開不毀林政策或承諾，並且該

承諾是否適用於貴公司的供應鏈？	

	 3-1 請說明貴公司不毀林政策或承諾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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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或承

諾的程度	

• 終結所有毀林行為（no	gross	deforestation，零毀林）	

• 以未來再造林進行補償（no	net	deforestation,	NND 無淨毀

林）	

• 由於目標具時效性，請說明計劃全面實施年份：	

承諾範圍	

3-2 貴公司的不毀林政策或承諾涵蓋其價值鏈的哪些部分？	

• 自有營運活動	

• 供應商	

• 合作夥伴	

政策認可	

3-3 貴公司之政策或承諾是否獲得董事會或高階管理層成員認可？	

• 董事會	

• 高階管理層	

	

※若企業可以提出令人信服之證明在其價值鏈之任何階段都沒有面臨毀林風

險，則此問題可能被公司標示為「不適用」	。	

	

3.2 研究流程	

為協助企業釐清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之重要問題意識，並使本研究成果具參考價

值，因此規劃研究之進行步驟如下：	

1) 2022 年入圍《道瓊永續永續指數》之台灣企業共有 33 家，本研究將從入圍名

單內檢視各家公開揭露之生物多樣性資訊內容。	

2) 以兩種途徑對企業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行為進行評分，而分數將以比例計算。	

	

圖 3-4：對企業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行為進行評分的兩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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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種途徑：以「2023 年 CSA 三大生物多樣性問卷題組」作為評分基準，評比

企業是否針對題組內容進行公開回應（寫在報告書上或官網上），以及是否完

整回應所有問題。例如：題組 1-1 當中有六個要素需要進行回應，若企業全部

皆有所回應，則屬「完整揭露」，可獲得 1分，但若只回應其中五項要素或更

少，則屬「部分揭露」，可得 0.5 分，倘若毫無相關回應則屬「未揭露」，得 0

分。關於題組 2-3 與 3-3 的部分，係「貴公司之政策或承諾是否獲得董事會或高

階管理層成員認可？」此問題出自於DJSI	之永續評比資料主要為參考各企業實

際填答之問卷內容，而問卷內容在最後將經高階主管簽名確認，因此若相關政

策或承諾獲得高階主管簽名或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便算是揭露完整。	

目前 CSA共有三個題組，每一個題組各有三小題，每小題之滿分為 1分，

因此三大題組之滿分共 9分。將企業於此三大題組中所獲得的分數之總和除以

9，便可得到最後的總得分，即反映企業對於 CSA題組內容的回應程度。例

如：某企業於三大題組中共獲得 5分，則其最後總得分為 5除以 9，四捨五入

後得 0.56 分。	

	

表 3-5：CSA 生物多樣性問卷題組資訊揭露程度評分量表	

揭露程度	 得分	

完整揭露	 1	

部分揭露	 0.5	

未揭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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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CSA 生物多樣性問卷題組企業各別評分量表	

題組	 子題組	 滿分	 題組滿分	 總得分	

1	

1-1	 1	

3	

9	

1-2	 1	

1-3	 1	

2	

2-1	 1	

3	2-2	 1	

2-3	 1	

3	

3-1	 1	

3	3-2	 1	

3-3	 1	

	

此外，為理解企業對於 CSA三大題組各別之揭露程度，將額外統計與此相

關之企業總體得分。由於研究樣本共有 33 家企業，而子題組中每一小題之得分

範圍為 0、0.5、1（參考表 3-5、表 4-1），因而，每一小題之企業總體得分滿分

皆為 33 分。	

	

表 3-7：CSA 生物多樣性問卷題組企業總體評分量表	

題組	 子題組	 滿分	

1	

1-1	 33	

1-2	 33	

1-3	 33	

2	

2-1	 33	

2-2	 33	

2-3	 33	

3	

3-1	 33	

3-2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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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種途徑：進行可靠度驗證以檢驗企業公布之其他自然保育活動是否具實質

效益。例如：企業提出相關承諾後是否有實質的行動或具體規劃？這些活動

（將）帶來哪些實質正效益？舉例而言，最受企業歡迎的「植樹活動」，該活

動是否通過MRV（Monitoring,	Reporting,	Verification）認證？企業是否運用

MRV機制來確保植樹為環境帶來的正面效益？如果只種了樹，而無後續定期的

近況更新、回報與追蹤，則不能算是真正對生態有助益的環境保育行動，因為

實質成效不明，樹可能隔年就枯萎，而無法達到原所預期的森林復育或固碳效

果，這樣的作法恐淪為漂綠或只有企業公關行銷及廣告效果。因此，以下將設

定四個項目作為得分標準，分別為：目標、承諾、策略、指標。評分方式為檢

視企業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專案，每當專案內容滿足一個項目可得 0.25

分，所有項目皆達成，可得 1分，其得分的項目越多，表示該行動越具備可靠

的實質保育效果。將企業於所有專案中所獲得的分數之總和除以其專案數量，

便可得到最後的總得分，此分數反映企業組織有效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的可靠

度。例如：某企業共有 9個生物多樣性保育專案，並且於所有保育專案中共獲

得 5分，則其最後總得分為 5除以 9，四捨五入後得 0.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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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企業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四項得分標準	

	

項目	 說明	 得分	

目標	
是否設定明確之行動目標。例如：為公司設定

NNL。	
0.25	

承諾	
是否建立目標願景，承諾達成特定目標。例如：

承諾會達成NNL。	
0.25	

策略	
為達到目標，是否規劃任何政策或執行方法？例

如：導入框架、建立執行流程。	
0.25	

指標	
是否設定任何績效指標來檢視執行成效？例如：

建立階段性（短中長期）目標或展示年度績效。	
0.25	

表 3-8：企業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評分量表	

	

5) 統整以上結果，針對台灣企業生物多樣性揭露整體表現提出評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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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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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4.1 企業於 CSA生物多樣性問卷內容揭露狀況	

下表為各企業於 CSA生物多樣性三大題組問卷之得分狀況，問卷回覆內容較完整

的前幾名企業依序為中華電信（0.89）、中華航空（0.89）、台達電子（0.83）、統一超商

（0.78），而綜合性金融服務與保險業則最少進行相關內容揭露。	

	

表 4-1：CSA 生物多樣性三大題組問卷得分表	

行業別	
題組	

企業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得

分	
總得分	

銀行	

中信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玉山金控	 1	 1	 1	 0.5	 1	 1	 0	 0	 0	 5.5	 0.61	

第一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兆豐金控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永豐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台新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綜合性金

融服務	

中租控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元大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食品與日

用零售	
統一超商	 0.5	 1	 0	 0.5	 1	 1	 1	 1	 1	 7	 0.78	

保險	

國泰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華開發

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富邦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光金控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半導體	

日月光投

控	
0	 0	 0	 0.5	 1	 1	 1	 1	 1	 5.5	

0.61	

南亞科技	 0	 0	 0	 0.5	 1	 1	 1	 1	 1	 5.5	 0.61	

台積電	 0	 0	 0	 0.5	 1	 1	 1	 1	 1	 5.5	 0.61	

聯華電子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世界先進	 0	 0	 0	 1	 1	 1	 0	 0	 0	 3	 0.33	

穩懋	 0	 0	 0	 0.5	 0	 1	 0.5	 0	 1	 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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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硬體

與設備	

友達光電	 0	 0	 0	 0.5	 1	 1	 0	 0	 0	 3	 0.33	

台達電子	 0.5	 1	 1	 0.5	 1	 1	 0.5	 1	 1	 7.5	 0.83	

元太科技	 0	 0	 0	 0	 0	 0	 0	 0	 0	 0	 0	

群創光電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光寶科技	 0	 0	 0	 0.5	 0	 1	 0	 0	 0	 1.5	 0.17	

宏碁	 0	 0	 0	 0.5	 1	 1	 0	 0	 0	 2.5	 0.28	

緯創資通	 0.5	 1	 1	 0.5	 1	 1	 0.5	 1	 1	 3.5	 0.39	

通訊服務	

中華電信	 1	 1	 1	 0.5	 1	 1	 0.5	 1	 1	 8	 0.89	

遠傳電信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台灣大哥

大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資本財	
中鼎工程	 0	 0	 0	 0.5	 1	 0	 0.5	 1	 0	 3	 0.33	

東元電機	 0.5	 1	 0	 0	 0	 0	 0.5	 1	 1	 4	 0.44	

原物料	 中鋼	 0	 0	 0	 0.5	 1	 1	 0.5	 1	 1	 5	 0.56	

交通運輸	 中華航空	 1	 1	 1	 0.5	 1	 1	 0.5	 1	 1	 8	 0.89	

（題組）得分13	 5.5	 7	 5	 11	 19	 20	
10.

5	
16	 16	 	

	

為讓企業瞭解此表內之評分如何產生，本文將以中華電信為例進行解說。首先，從

中華電信官網的環境永續頁面中能找到生物多樣性專區14，裡頭公布了生物多樣性風險評

估與行動、生物多樣性及不毀林承諾。其根據 CSA題組 1（圖 4-1 至 4-6）之要求，1)	公

開說明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之流程與步驟、2)	評估地點與範圍、3)	評估方法、風險分析

結果之 4)	生物多樣性依賴、5)	生物多樣性影響，並 6)	將評估結果整合進公司之風險管

理。	

13  此處為題組中每一小題的企業總體得分，代表所有企業於此小題的資訊揭露程度，滿分為 33分。 
14 https://www.cht.com.tw/zh-tw/home/cht/ESG/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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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中華電信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流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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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中華電信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方法	

	

圖 4-3：中華電信生物多樣性評估地點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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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中華電信風險分析結果之生物多樣性依賴	

圖 4-5：中華電信風險分析結果之生物多樣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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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中華電信生物多樣性風險管理	

接著，關於	CSA 題組 2和 3（圖 4-7），中華電信亦根據要求，說明其生物多樣性

與不毀林之政策或承諾、承諾範圍與政策認可，如：承諾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淨正向影響

（NPI）與目標年份、為優先區域實現淨零損失（NNL）之目標、要求價值鏈承諾避免在

具有全球或國家重要生物多樣性之地點附近進行營運活動、應用減緩等級制度、生物多樣

性風險評估、與利害關係人就生物多樣性議題議合、不毀林政策或承諾之範圍、不毀林計

畫全面實施年份、生物多樣性與不毀林承諾涵蓋之價值鏈範圍及董事長支持等。中華電信

於題組 1擁有相對完整的公開資訊，至於另外兩個題組，可加強之處為：	

	

1) 在 2-1 生物多樣性的公共政策或承諾部分，應明確要求價值鏈承諾避免在具有

全球或國家重要生物多樣性之地點附近進行營運活動，並且說明如何運用減緩

等級制度（例如模擬情境與運用場合）。	

2) 在 3-1 不毀林承諾的部分，應明確指出將終結所有毀林行為（No	Gross	

Deforestation），此外除盤點林木用量、進行森林復育外，另一個關鍵作法為全

面採用經 FSC15認證之林業產品，因毀林之主要肇因即源自於森林濫伐、非法木

材使用，因此若採購 FSC 標章產品，將有助支持經合法管理、以永續經營為目

標之林業產品。	

	

15 FSC™ 森林驗證標章：由國際非營利組織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提供的永續森林/木

材驗證服務，成立目的在於推動森林永續經營管理與使用，被視作為永續林業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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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中華電信生物多樣性與不毀林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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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有企業在 CSA題組的回答表現，由下表可知，目前尚有近八成之企業未進

行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而生物多樣性承諾為三大題組中參與度較高之項目，已有 21 家

企業具相關承諾，至於不毀林承諾，雖然進行完整揭露的企業數量不多，但加上部分揭露

的部分，也已有五成之企業具相關進展	。	

	

表 4-2：企業於 CSA生物多樣性三大題組資訊揭露之數量與佔比	

	

題組 1：	

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	

題組 2：	

生物多樣性承諾	

題組 3：	

不毀林承諾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完整	

揭露	

間數	 3	 7	 5	 1	 19	 20	 4	 16	 16	

佔比

(%)	
9	 21	 15	 3	 58	 61	 12	 48	 48	

部分	

揭露	

間數	 4	 0	 0	 20	 0	 0	 13	 0	 0	

佔比	

(%)	
12	 0	 0	 61	 0	 0	 39	 0	 0	

未揭露	

間數	 26	 26	 28	 12	 14	 13	 16	 17	 17	

佔比	

(%)	
79	 79	 85	 36	 42	 39	 49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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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業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與可靠度驗證	

下表為所有企業於DJSI	CSA 問卷主題以外的自然保育活動，並進行可靠度驗證，

以檢驗這些額外活動是否對於自然保育具實質效益。	

	

表 4-3：企業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可靠度驗證	

行業

別	
企業	 活動名稱或內容	

評分項目	
專案	

數量	
得分	 總得分	

承

諾	

目

標	

策

略	

指

標	

銀行	

中信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5	 2	 0.4	

加入 TNFD	

認養「三重世貿公

園」種植近 130 種植

物	

簽署「淡水河公約」	

支持「為未來種一棵

樹」倡議	

玉山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10	 4.25	 0.43	

物種保育-海龜生態保

育與教育計畫	 	 	

物種保育-臺灣黑熊保

育計畫	 	 	

物種保育-北極熊環境

教育計畫	
	

棲地維護-「一生一樹	

玉山植樹」造林計畫	
	

棲地維護-「美麗臺灣	

Smile	玉山」環保清潔

與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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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維護-認養玉山國

家公園步道	
	

環境永續活動-響應

「Earth	Hour	地球一

小時」全球性環保行

動	

	

十萬柏木護玉山計畫	 	 	

信義鄉小米復育計畫	 	 	 	 	

第一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3	 1.25	 0.42	
環境教育推廣	

綠色志工	

兆豐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

案融資	 	 	 	 	

7	 2	 0.29	

推出綠色授信，支持

「農林漁牧等自然資

源及土地利用的永續

管理」、「地域與水域

生物多樣性保護」、

「永續水源及廢水處

理」及「綠建築」等

貸款用途	

	 	

新北市石門洞「淨灘

愛地球」	
	 	

台中大肚山「海岸天

然林復育植樹計畫」	
	 	

簽署天下雜誌淡水河

公約	
	 	

響應「Earth	Hour 地

球一小時」關燈活動	
	 	

「蔓蔓來快快除-小花

蔓澤蘭全國防治日」

宣傳活動	

	 	

https://www.megabank.com.tw/corporate/loan/sustainable-banking-loan/green-industry-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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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

案融資	 	 	 	 	 1	 1	 1	

台新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

案融資	 	 	 	 	 1	 1	 1	

綜合

性金

融服

務	

中租控股	
響應「Earth	Hour 地

球一小時」關燈活動	
	 	 	 	 1	 0	 0	

元大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

案融資	 	 	 	 	
2	 1	 0.5	

響應「淡水河公約」	

食品

與日

用零

售	

統一超商	

淨灘	 	 	 	 	

3	 0.75	 0.25	
植樹造林	 	 	 	 	

淨山	 	 	 	 	

保險	

國泰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2	 1.25	 0.63	

影響力評價面向納入

生物多樣性議題	 	 	 	 	

中華開發

金控	

響應 Earth	Hour	地球

一小時關燈活動	
	 	 	 	 1	 0	 0	

富邦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3	 1.75	 0.58	
河川保育	 	 	 	 	

淨灘活動	 	 	 	 	

新光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

信案件	 	 	 	 	
2	 1	 0.5	

響應「Earth	Hour 地

球一小時」關燈活動	
	 	 	 	

半導

體	

日月光投

控	

推動環境教育	 	 	 	 	

4	 1	 0.25	

推動環境保護	 	 	 	 	

推動自然生態保育計

畫	
	 	 	 	

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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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科技	

依據 TNFD 揭露自然

相關風險與因應措

施，以逐步達成	2030

年 NNL 的目標	

	 	 	 	

2	 0.25	 0.13	
響應淡水河公約、與

非政府組織-荒野保護

協會合作，共同辦理

生態環境保育活動	

	 	 	 	

台積電	

台南廠區螢火蟲復育	 	 	 	 	

3	 1	 0.33	

植樹薪傳計畫	 	 	 	 	

民國	111	年，將進一

步聚焦海岸環境，改

善臨岸定砂及塵土飛

揚問題	

	 	 	 	

聯華電子	

發起「綠獎」倡議	

(UMC	Eco	Echo	

Award)，提供獎金給

優質的生態保育計畫	

	 	 	 	

2	 1	 0.5	
與生態保育團體「荒

野保護協會」合作，

推動梭德氏赤蛙棲地

保育行動	

	 	 	 	

世界先進	

社區營造-認養維護新

竹市櫻花公園	
	 	 	 	

3	 1.25	 0.42	

環境教育-自 2020 年

啟動為期四年的螢火

蟲復育計畫	
	 	 	 	

員工以環保志工身

份，向偏鄉部落、鄰

里社區及校園、社會

大眾等對象進行環境

教育推廣	

	 	 	 	

穩懋	 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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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

硬體

與設

備	

友達光電	

於	2020	年發起

「Green	Party	手護台

灣綠色堡壘」十年植

樹計劃	

	 	 	 	 1	 0	 0	

台達電子	

8K	海洋關懷紀錄片	

以視覺喚起大眾氣候

意識	

	 	 	 	

4	 2.25	 0.56	

節用厚生行動	校園向

下扎根-珊瑚復育	
	 	 	 	

持續強化社群媒體力

量	創造永續議題公共

財	

舉辦氣候沙龍與論

壇、廣播節目	，主題

涵蓋海洋暖化、珊瑚

復育行動、30X30	海

洋倡議	

	 	 	 	

導入 TNFD 進行自然

相關財務揭露	 	 	 	 	

元太科技	 無	 	 	 	 	 -	 -	 -	

群創光電	
海岸線淨林與淨灘	 	 	 	 	

2	 0	 0	
走馬瀨農場生態教育	 	 	 	 	

光寶科技	

海廢永續塑料開發	 	 	 	 	

4	 2.75	 0.69	

「光寶海洋日」企業

志工特色淨灘活動	 	 	 	 	

蘭嶼海洋生態保育環

境教育	
	 	 	 	

Design	for	SDG14	海

洋環境友善設計育成

行動	

	 	 	 	

宏碁	
倡議海洋永續與循環

創新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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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資通	

【環境守護】	土壤、

水源調查監督與國土

守護計畫	
	 	 	 	

7	 3.75	 0.54	

【棲地復育】	雙連埤

環境教育基地計畫	
	 	 	 	

【生態維護】	富陽自

然生態公園棲地計劃	
	 	 	 	

【環境活動】	科技人

自然人文系列活動	
	 	 	 	

【保育救傷】	野灣野

生動物救援中心計畫	
	 	 	 	

【自然營隊】	兒童自

然體驗營計畫	
	 	 	 	

【優質影音】	用影像

與聲音紀錄臺灣生態

與人文	

	 	 	 	

通訊

服務	

中華電信	

永續海洋-清除海洋塑

膠垃圾	
	 	 	 	

3	 0	 0	

陸地生態-贊助珍古德

協會發行「根與芽環

境教育兒童電子報」	

	 	 	 	

陸地生態-「永續環境

教育」	
	 	 	 	

遠傳電信	 無	 	 	 	 	 -	 -	 -	

台灣大哥

大	

導入 TNFD 進行生物

多樣性風險評估	
	 	 	 	

2	 0.75	 0.38	
台灣大「山椒魚」保

護計畫
	 	 	 	

資本

財	

中鼎工程	 無	 	 	 	 	 -	 -	 -	

東元電機	
海洋生物多樣性「鯨

豚復育」	
	 	 	 	 1	 0.25	 0.25	

原物

料	
中鋼	

中鋼集團水環境巡守

隊	
	 	 	 	 2	 0.7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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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造林	 	 	 	 	

交通

運輸	
中華航空	

禁運保育類動物並禁

用保育類食材	 	 	 	 	

5	 2	 0.4	

辦理環保講座，以海

洋生態保育相關環境

議題為主軸，提升全

員環保意識	

	 	 	 	

金門栗喉蜂虎棄蛋孵

育研究計畫	
	 	 	 	

淨灘活動	 	 	 	 	

淨山趣活動	 	 	 	 	

	

以上共有 87 件屬於企業於DJSI	CSA 問卷主題以外的其他自然保育活動，其中完全

無法判斷行動目的或實質效益的案例約有 32 件，佔整體約 36.7%，而通過四項評分項目

的案子則有 17 件，佔整體約 19.5%，顯見企業對於如何有效進行額外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行動仍有充分之進步空間。以下將分析常見之企業案例，以協助改進內容揭露品質。	

	

案例一：	

日月光雖有很多環境、自然生態相關專案，但除了「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計畫」一

案以外，大部分都沒有詳細說明專案內容，因此無法得知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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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日月光 2021 年環保公益執行彙整表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39 頁）	

	

	
圖 4-9：日月光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計畫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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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此計畫：	

	

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計畫	

承諾	 守護台灣海洋環境	

目標	 在	3	年內清除	500	公噸的海岸及海洋垃圾，以守護海洋環境及資

源。	

策略	 • 2021	年至	2023	年間，將捐助桃園市環保局新台幣	1,200	萬

元，協助執行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計畫。	

• 邀集同仁接受潛水訓練，取得潛水證照，成立「日月光環

保潛水隊」，一同參與海洋清理作業。	

• 計畫內容包含充實淨海資材能量、建置監視系統、設置河

川垃圾攔截網等設施，同時舉辦各式宣導活動。	

指標	 年度績效：2021	年目標清除	150	公噸的海岸及海洋垃圾，實際清

除垃圾量達	308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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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有關台積電之植樹薪傳計畫，不是很確定植樹目標是什麼，例如：開發行為對環境

造成如何之影響，而植樹是否為了復育特定之生態區域？以及為達到目標之策略為何？例

如：評估該種多少樹、每年要種多少樹。以及該如何監測成效？	

	

下表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此計畫：	

	

植樹薪傳計畫	

承諾	 不明	

目標	 不明	

策略	 不明	

指標	 不明	

	

	
圖 4-10：台積電植樹薪傳計畫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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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聯華電子永續報告書中提到與生態保育團體「荒野保護協會」合作，推動「梭德氏

赤蛙棲地保育行動」，惟並無進一步說明計畫內容，因而無從得知保育效果。	

	

下表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此計畫：	

	

梭德氏赤蛙棲地保育行動	

承諾	 不明	

目標	 不明	

策略	 不明	

指標	 不明	

	

	

圖 4-11：聯華電子梭德氏赤蛙棲地保育行動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25 頁）	

	

	

案例四：	

世界先進永續報告書中提到推廣環境教育，惟所揭露之活動內容有限，只說明教導

孩子野放螢火蟲、介紹甲蟲類昆蟲，期許學生能好好愛惜動物及珍惜生態，語意模糊，無

法具體說明有何教育成效、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育造成什麼樣的實質貢獻。	

	

下表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此計畫：	

	

推廣環境教育	

承諾	 不明	

目標	 不明	

策略	 不明	

指標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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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世界先進推廣環境教育活動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82 頁）	

	

	

案例五：	

友達光電永續報告書中提到「Green	Party	手護台灣綠色堡壘」十年植樹計畫，此

計畫並無明說植樹目的，不過看似有益於石虎生存棲地，建議多加敘述和補充植樹之作

用，例如：植樹目的在於營造石虎棲地，並承諾為石虎打造一個安全的家，還有為營造石

虎棲地，專案將如何進行，以及後續將如何觀察種樹之成效、是否著實有益於石虎棲息等

相關資訊。	

	

下表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此計畫：	

	

「Green	Party	手護台灣綠色堡壘」十年植樹計畫	

承諾	 不明	

目標	 不明	

策略	 不明	

指標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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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友達光電「Green	Party	手護台灣綠色堡壘」十年植樹計畫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09 頁）	

	

	

案例六：	

非常常見企業將淨灘計畫作為其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然而淨灘所能帶來的長期價

值卻鮮少能夠被說明清楚，因此本案例將以群創光電與光寶科技之「淨灘計畫」進行對比

與分析。首先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群

創光電之淨灘計畫：	

	

群創光電海岸線淨林與淨灘	

承諾	 不明	

目標	 不明	

策略	 不明	

指標	 不明	

	



doi:10.6342/NTU202304195
61 

簡言之，此活動並無說明淨林與淨灘之目標、保育成效不明確。雖然確實協助清除

不少垃圾，但乍看之下較像是一次性之生態旅遊，恐無法對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系統保育創

造長期的正向價值。	

	

	
圖 4-14：群創光電海岸線淨林與淨灘活動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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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光寶企業之淨灘活動，以本研究所擬訂之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可靠度驗證之

四項評分標準來詮釋其淨灘計畫：	

	

光寶科技淨灘公益活動	

承諾	 響應海洋保育結合循環經濟之倡議	

目標	 倡議海洋污染與保育觀，推廣海洋保育結合循環經濟	

策略	 • 舉辦淨灘活動，其中包含辦理針對海廢塑膠循環回收之科

技業聯合大淨灘，進行海廢塑膠分類。	

• 透過溶劑法減容技術解決海廢保麗龍體積大難清運之問題	

• 利用海廢保麗龍進行二次塑料再製，如製成電腦週邊產

品、手抄紙等，以實踐循環經濟、展現減廢成效。	

指標	 2020 年度成效：	

• 共舉行 14 場淨灘活動，串連 21 個外部合作單位，清除

10,063 公斤海洋廢棄物，使 1.7 公噸海廢塑膠免於被直接焚

化，得以回收再生。	

• 捐贈海廢保麗龍現場減容貨櫃，助地方政府提升處理海廢

之回收效率。	

	

此淨灘計畫有別於單純清除海灘垃圾，更進一步運用和分享廢塑料減量技術，接著

交代後續之垃圾處理，像是對海廢進行分類、回收與再製，最後利用這樣的活動執行策略

來達到推廣海洋保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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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光寶科技淨灘公益活動說明	

（光寶科技官網）	

	

	

案例七：	

宏碁永續報告書中提及倡議海洋永續與循環創新活動，建議可以將此活動專案之生

物多樣性保育目標寫得更完整清楚，例如：此專案目標為減少海洋廢塑料污染，並承諾將

此專案作為企業之核心生態保育主題，而具體策略與行動計畫為何，像是如何普及或持續

優化由海廢塑膠所製成之產品、擴大相關商業模式，最後則可討論當年度成效為何，像是

減少多少海廢塑料、推廣海廢塑膠所製成之產品有無助於消費者提升海洋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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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宏碁之倡議海洋永續與循環創新活動	

（2021 年永續報告書第 70 頁）	

	

	

4.3 企業整體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狀況	

整體而言，企業生物多樣性相關內容揭露表現較為良好之企業，前五名依序為：台

達電子（1.39）、中華航空（1.29）、聯華電子（1.06）、玉山金控（1.04）、統一超商

（1.03）。	

	

表 4-4：	企業整體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得分表	

行業別	 企業	
CSA 生物多樣性

題組得分	

其他（額外的）生

物多樣性保育行動

得分	/	專案數量	

總得分	

銀行	

中信金控	 0	 0.4	/	5	 0.4	

玉山金控	 0.61	 0.43	/	10	 1.04	

第一金控	 0	 0.42	/	3	 0.42	

兆豐金控	 0.56	 0.29	/	7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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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控	 0	 1	/	1	 1	

台新金控	 0	 1	/	1	 1	

綜合性金融服務	
中租控股	 0	 0	/	1	 0	

元大金控	 0	 0.5	/	2	 0.5	

食品與日用零售	 統一超商	 0.78	 0.25	/	3	 1.03	

保險	

國泰金控	 0	 0.63	/	2	 0.63	

中華開發金控	 0	 0	/	1	 0	

富邦金控	 0	 0.58	/	3	 0.58	

新光金控	 0	 0.5	/	2	 0.5	

半導體	

日月光投控	 0.61	 0.25	/	4	 0.86	

南亞科技	 0.61	 0.13	/	2	 0.74	

台積電	 0.61	 0.33	/	3	 0.94	

聯華電子	 0.56	 0.5	/	2	 1.06	

世界先進	 0.33	 0.42	/	3	 0.75	

穩懋	 0.33	 -	 0.33	

電子硬體與設備	

友達光電	 0.33	 0	/	1	 0.33	

台達電子	 0.83	 0.56	/	4	 1.39	

元太科技	 0	 -	 0	

群創光電	 0.56	 0	/	2	 0.56	

光寶科技	 0.17	 0.69	/	4	 0.86	

宏碁	 0.28	 0	/	1	 0.28	

緯創資通	 0.39	 0.54	/	7	 0.93	

通訊服務	

中華電信	 0.89	 0	/	3	 0.89	

遠傳電信	 0.56	 -	 0.56	

台灣大哥大	 0.56	 0.38	/	2	 0.94	

資本財	
中鼎工程	 0.33	 -	 0.33	

東元電機	 0.44	 0.25	/	1	 0.69	

原物料	 中鋼	 0.56	 0.38	/	2	 0.94	

交通運輸	 中華航空	 0.89	 0.4	/	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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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企業整體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揭露得分狀態分佈圖	

	

	

第五章 結論	

盼協助企業優化資訊揭露品質，本研究提供相關改進方法與建議	

研究發現，目前較少企業管理與其直接營運活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風險與影響，雖

然如此，但大多數企業已具備相當保育意識，並且主動投入多元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

至於行動成效，從案例中可看出部分企業尚不清楚如何判別整個計畫是否具實質效益，亦

或者未將相關目標、行動與成果完整敘述清楚，因此本研究也提供改善方法與建議，期盼

協助企業優化資訊揭露品質。	

	

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應以「結果導向、績效管理」（Result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之方式組織行動	

整體而言，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應有其優先順序，建議企業優先聚焦處理自身營運

活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議題，強化相關風險管理與機會鑑別、減緩直接的環境衝擊，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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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輔以進行其他額外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而關於額外的保育行動，則貴在精不在多，

並非參加越多個或越多種類的活動越好。企業倘若只有一個保育專案，卻縝密規劃、有效

執行、深耕其中，並且確實進行後續追蹤，那比起參與許多只是做個樣子的活動而言，才

具產生長期實質生態效益的能力。例如：許多企業擁有植樹計畫，有些企業將計畫委託專

門種樹的公司辦理，樹種了，企業付錢拍了照，但後續卻無人將樹悉心照顧，放任樹自我

生長毀滅。這樣的植樹計畫，是否著實有助生態復育、實現天然碳匯作用呢？倘若真心想

實現這些目標、做出具體的生態保育貢獻，企業就必須下定決心，做好負起長期責任的準

備，像是想看見碳匯成效，那麼至少得進行 20 年的植樹成果追蹤，甚至經過第三方機構

認證，以昭公信。	

	

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與「減緩行動」是企業在近未來需努力實現之目標	

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評估」與「減緩行動」此兩個部分為今年 CSA方法學更新

後要求企業關注之重點。既然永續圈內最具國際公信力的DJSI 已將「生物多樣性」納入

評比指標，那麼對此主題便不容小覷，企業應謹慎以待。相信未來相關主題和解決方案將

越多元與主流化。	

	

研究限制和未來展望	

關於蒐集企業公開資料範圍，以企業 2021 年永續報告書以及官網中企業永續專區

所揭露之環境或自然相關內容為主，至於永續報告書中的廢汙水和廢棄物管理（對應至

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內容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此外，本研究係針對企業公開

的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行為進行定性評分，至於實際之活動涵蓋範圍、預算支出等其他因

素，皆未納入考量，也未進一步研究其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行為與財務績效之間之關聯，

因此也提供未來另一個研究面向，意即可以再深入研究企業做了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後，

對其財務績效是否有任何影響。	

關於本文的對企業生物多樣性行為之檢視標準，由於目前此議題於國內屬於方起步

之狀態，因此目前僅針對企業公開資訊進行初步檢視，係站在百分百信任之立場對企業自

主公開之文字資訊進行相關分析，因而無法透過文字判斷企業是否實際達成相關成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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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實地查證企業是否言行合一。往後，隨著生物多樣性議題逐漸廣為國內大眾所熟識，並

且秉持著企業自我要求與成長的腳步，未來之檢視標準應越發嚴格。最後，期盼台灣盡快

推出「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16認證，以協助並鼓勵企業以更多元、有效之方式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表 5-1：企業揭露生物多樣性資訊整體建議	

企業揭露生物多樣性資訊整體建議		

1. 生物多樣性議題與氣候變遷議題同等重要，且會互相影響，因此可同步處理以發

揮縱效。	

2. 優先處理與直接營運活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風險與影響，並以國際倡議或框架作

為行動參考，以協助建立具整體性、連貫性，並且能產生長期效益之目標。	

3. 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與「減緩行動」是企業在近未來需努力實現的目標。	

4. 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應以「結果導向、績效管理」（Result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之方式組織行動。	

5. 應建立關鍵字以對應國際上重要的政策目標：例如，零淨損失（no	net	loss,	

NNL）、淨正向影響（Net	Positive	Impact,	NPI）、不毀林（No	

Deforestation）、自然正值（Nature	Positive）等。	

6. 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建立後續追蹤或第三方查證機制，以確實掌握成效。	

	

	

	

16 所謂 OECM 係指除了法定自然保育區外的其他「具保育功能的非保護區」，指透過不同方式對保護區外

之特定地理區域進行管理，以對當地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產生正向長期影響，並具文化、精

神、社會經濟等層面及其他與在地相關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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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企業 CSA生物多樣性題組答覆內容資料來源 

行業別	 企業	 資料來源	

銀行	

中信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7及官網18	

玉山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9、2021 氣候暨自然環境報告書20

及官網21	

第一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22及官網23	

兆豐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24及官網25	

永豐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26及官網27	

台新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28及官網29	

綜合性金融

服務	

中租控股	 2021 年永續報告書30及官網31	

元大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32及官網33	

 
17 https://www.ctbcholding.com/content/dam/twhoo/file/csr/report/2021sustainability.pdf 
18 https://www.ctbcholding.com/content/dam/twhoo/file/csr/report.html 
19 https://www.esunfhc.com/zh-tw/-/media/ESUNFHC/Files/CSR/FHC-CSR-Report/2021-Sustainability-
ReportChinese.pdf 
20 https://www.esunfhc.com/zh-tw/-/media/ESUNFHC/Files/CSR/FHC-CSR-Report/2021-Climate-Report.pdf 
21 https://www.esunfhc.com/zh-tw/esg/Social/conservation 
22 https://csr.firstholding.com.tw/tc/doc/reports/20220624110878999912801_tc.pdf 
23 https://csr.firstholding.com.tw/tc/ 
24 
https://esg.megaholdings.com.tw/apifrontend/file/pdf/20230615104059941_%E5%85%86%E8%B1%90%E9%87%
91%E6%8E%A7-2021%E5%B9%B4%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pdf 
25 https://esg.megaholdings.com.tw/frontend/environment/Index/6 
26 https://www.sinopac.com/upload/sinopac/spfcMenu/18436e35b1000000b67c.pdf 
27 
https://www.sinopac.com/Sustainability/20220419163155155823/20220419163832112661/20220419163913863
736.html 
28 https://www.taishinholdings.com.tw/tsh/responsibility/files/CSR-report/2021-CSR-report.c.pdf 
29 https://www.taishinholdings.com.tw/tsh/responsibility/green/management/ 
30 https://www.chaileaseholding.com/CSR/ReportDownload 
31 https://www.chaileaseholding.com/CSR/Environment 
32 
https://www.yuanta.com/Files/ESGReport/2021/TW/2021%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
%9B%B8.pdf 
33 https://www.yuanta.com/TW/ESG/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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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與日用

零售	
統一超商	 2021 年永續報告書34及官網35	

	

國泰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36及官網37	

中華開發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38及官網39	

富邦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40及官網41	

新光金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42及官網43	

日月光投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44及官網45	

南亞科技	 2021 年永續報告書46及官網47	

台積電	 2021 年永續報告書48及官網49	

聯華電子	 2021 年永續報告書50及官網51	

世界先進	 2021 年永續報告書52及官網53	

穩懋	 2021 年永續報告書54及官網55	

友達光電	 2021 年永續報告書56及官網57	

 
34 https://www.7-11.com.tw/company/csr/images/report/2021_report_all_CH.pdf 
35 https://www.7-11.com.tw/company/csr/biodiversity.aspx 
36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1bc9a5fd7aa04be69040deeaacbf0570.pdf?sc_lang=zh-
tw&hash=9C779177DB2223B0D307DBFFF572D1A5 
37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csr/intro/env/tcfd 
38 https://www.cdfholding.com/zh-tw/-/media/files/cdf/esg/esg-in-cdf/ch/2021-esg-report_ch.pdf 
39 https://www.cdfholding.com/zh-tw/esg/esg-in-cdf 
40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downloadlist/downloadlist_report/Fubon_ESGreport_2021
_CH.pdf 
41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sustainable_practice/sustainable_operation.html 
42 https://csr.skfh.com.tw/zh/report/annual/2021_report.pdf 
43 https://csr.skfh.com.tw/zh/environmental/environmental 
44 https://www.aseglobal.com/ch/pdf/aseh-2021-csr-ch-final.pdf 
45 https://www.aseglobal.com/ch/csr/green-transformation/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policy/ 
46 https://www.nanya.com/ESG/storage/file/9bf107a9-d8e1-4b13-8b29-98d1399b883b 
47 https://www.nanya.com/ESG/tw 
48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49 https://esg.tsmc.com/ch/ 
50 
https://www.umc.com/upload/media/07_Sustainability/72_Reports_and_Results/1_Corporate_Sustainability_Rep
orts/CSR_Reports/CS_Reort_chinese_pdf/2021_CSR_report_chi/2021_CSR_report_chi_all.pdf 
51 https://www.umc.com/zh-TW/Html/eco_echo_ecological_conservation_hope_project 
52 http://media-vis.todayir.com/20220818163805335146296_tc.pdf 
53 https://www.vis.com.tw/tc/csr 
54 https://www.winfoundry.com/wincsr/tw/downlaod.html 
55 https://www.winfoundry.com/wincsr/tw/ 
56 https://csr.auo.com/tw/download/file/2021-esg-report 
57 https://csr.au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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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硬體與

設備	

台達電子	 2021 年永續報告書58及官網59	

元太科技	 2021 年永續報告書60及官網61	

群創光電	 2021 年永續報告書62及官網63	

光寶科技	 2021 年永續報告書64及官網65	

宏碁	 2021 年永續報告書66及官網67	

緯創資通	 2021 年永續報告書68及官網69	

中華電信	 2021 年永續報告書70及官網71	

遠傳電信	 2021 年永續報告書72及官網73	

台灣大哥大	 2021 年永續報告書74及官網75	

資本財	
中鼎工程	 2021 年永續報告書76及官網77	

東元電機	 2021 年永續報告書78及官網7980	

 
58 https://filecenter.deltaww.com/about/download/2021_Delta_ESG_Report_CH.pdf 
59 https://esg.deltaww.com/ 
60 https://esg.eink.com/tw/report/0222080814bw247225/2021-ESG-Report 
61 https://esg.eink.com/ 
62 https://www.innolux.com/Uploads/CsrReport/Innolux%202021ESG%20Report-CN_f1_53820e.pdf 
63 https://www.innolux.com/tw/esg.html 
64 
https://www.liteon.com/storage/document/template/2021%20%e5%85%89%e5%af%b6%e6%b0%b8%e7%ba%8c
%e5%a0%b1%e5%91%8a%e6%9b%b8_1227.pdf 
65 https://www.liteon.com/zh-tw/globalcitizenship/534 
66 https://www.acer.com/sustainability/uploads/files/shares/sustainability-
report/2021_Acer_Sustainability_Report_zh.pdf 
67 https://www.acer.com/sustainability/zh 
68 https://esg.wistron.com/ch/report-download/esg/ARm8pgR7oyD4/2021SustainabilityReportCH.pdf 
69 https://esg.wistron.com/ 
70 https://www.cht.com.tw/zh-TW/home/cht/-/media/Web/PDF/Sustainability/CSR-Report-
Download/CSR/2021/2021_ESG_C.pdf 
71 https://www.cht.com.tw/zh-tw/home/cht/esg/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biodiversity/biodiversity-and-no-
deforestation-commitment 
72 
https://corporate.fetnet.net/content/dam/fetnet/user_resource/corp/documents/csr/reportdownload/2021%E9
%81%A0%E5%82%B3%E9%9B%BB%E4%BF%A1%E4%BC%81%E6%A5%AD%E6%B0%B8%E7%BA%8C%E5%A0%B1%
E5%91%8A%E6%9B%B8.pdf 
73 https://corporate.fetnet.net/content/corp/tw/CSR/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BiodiversityCommitment.html 
74 https://corp.taiwanmobile.com/pdf/2021_C_ESG.pdf 
75 https://corp.taiwanmobile.com/esg/biodiversityAndNoDeforestationCommitment.html 
76 https://www.ctci.com/WWW/CTCI2022/pdf/CH/2021-ESG-C.pdf 
77 https://www.ctci.com/csr/ch/0404 
78 https://www.teco.com.tw/esg/images/upload/TECO_2021_Sustainability_Report.pdf 
79 https://www.teco.com.tw/esg/default.aspx?gid=4&nid=905 
80 https://www.teco.com.tw/esg/images/upload/東元永續管理承諾書_中英文版(總經理簽署)_1.pdf 

https://esg.eink.com/tw/report/0222080814bw247225/2021-ESG-Report
https://corp.taiwanmobile.com/pdf/2021_C_ESG.pdf
https://www.teco.com.tw/esg/images/upload/%E6%9D%B1%E5%85%83%E6%B0%B8%E7%BA%8C%E7%AE%A1%E7%90%86%E6%89%BF%E8%AB%BE%E6%9B%B8_%E4%B8%AD%E8%8B%B1%E6%96%87%E7%89%88(%E7%B8%BD%E7%B6%93%E7%90%86%E7%B0%BD%E7%BD%B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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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	 中鋼	 2021 年永續報告書81及官網82	

交通運輸	 中華航空	 2021 年永續報告書83及官網84	

 

附錄 2：企業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資料來源 

行業別	 企業	 活動名稱或內容	 資料來源	

銀行	

中信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85	

加入 TNFD	

認養「三重世貿公園」種植

近 130 種植物	
中國信託銀行網站86	

	
簽署「淡水河公約」	

支持「為未來種一棵樹」倡

議	

玉山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87	

物種保育-海龜生態保育與

教育計畫	

物種保育-臺灣黑熊保育計

畫	

物種保育-北極熊環境教育

計畫	

 
81 https://www.csc.com.tw/csc/hr/e/hr-2021.pdf 
82 https://www.csc.com.tw/csc/hr/csr/env/soc3.htm 
83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download/2021/2021-CSR.pdf 
84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charity-plan.html 
85 https://www.ctbcholding.com/content/dam/twhoo/file/csr/report/2021sustainability.pdf 
86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twrbo/ESG/environmental.html 
87 https://www.esunfhc.com/zh-tw/-/media/ESUNFHC/Files/CSR/FHC-CSR-Report/2021-Sustainability-
ReportChinese.pdf 

https://www.csc.com.tw/csc/hr/e/hr-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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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維護-「一生一樹	玉山

植樹」造林計畫	

棲地維護-「美麗臺灣	Smile	

玉山」環保清潔與淨灘活動	

棲地維護-認養玉山國家公

園步道	

環境永續活動-響應「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全球性

環保行動	

十萬柏木護玉山計畫	
玉山官網88	

信義鄉小米復育計畫	

第一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89	環境教育推廣	

綠色志工	

兆豐金控	

簽署赤道原則管理專案融資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0及官網91	

推出綠色授信，支持「農林

漁牧等自然資源及土地利用

的永續管理」、「地域與水域

生物多樣性保護」、「永續水

源及廢水處理」及「綠建

築」等貸款用途	

新北市石門洞「淨灘愛地

球」	

台中大肚山「海岸天然林復

育植樹計畫」	

簽署天下雜誌淡水河公約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

關燈活動	

 
88 https://www.esunfhc.com/zh-tw/esg/Social/conservation 
89 https://csr.firstholding.com.tw/tc/doc/reports/20220624110878999912801_tc.pdf 
90 
https://esg.megaholdings.com.tw/apifrontend/file/pdf/20230615104059941_%E5%85%86%E8%B1%90%E9%87%
91%E6%8E%A7-2021%E5%B9%B4%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9B%B8.pdf 
91 https://esg.megaholdings.com.tw/frontend/environment/Index/6 

https://www.megabank.com.tw/corporate/loan/sustainable-banking-loan/green-industry-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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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蔓來快快除-小花蔓澤

蘭全國防治日」宣傳活動	

永豐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案融資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2	

台新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案融資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3	

綜合性

金融服

務	

中租控股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

關燈活動	
2021 年永續報告書	

元大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專案融資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4	
響應「淡水河公約」	

食品與

日用零

售	

統一超商	

淨灘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5	植樹造林	

淨山	

保險	

國泰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6、國泰金控

ESG整合報告書97、國泰金控赤道

原則網站98 

影響力評價面向納入生物多

樣性議題	

中華開發

金控	
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	 2021 年永續報告書99	

富邦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0及官網101	河川保育	

淨灘活動	

新光金控	 導入赤道原則管理授信案件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2	

 
92 https://www.sinopac.com/upload/sinopac/spfcMenu/18436e35b1000000b67c.pdf 
93 https://www.taishinholdings.com.tw/tsh/responsibility/files/CSR-report/2021-CSR-report.c.pdf 
94 
https://www.yuanta.com/Files/ESGReport/2021/TW/2021%E6%B0%B8%E7%BA%8C%E5%A0%B1%E5%91%8A%E6
%9B%B8.pdf 
95 https://www.7-11.com.tw/company/csr/images/report/2021_report_all_CH.pdf 
96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1bc9a5fd7aa04be69040deeaacbf0570.aspx 
97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
/media/866c075d1c674e3db912983c36f9e0cd.pdf?v=1;hash=4F0FD2F55073066091B9CBEAD42B7B7A395BFA00&
sc_lang=zh-tw 
98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about/brand/intro/principle/ 
99 https://www.cdfholding.com/zh-tw/-/media/files/cdf/esg/esg-in-cdf/ch/2021-esg-report_ch.pdf 
100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downloadlist/downloadlist_report/Fubon_ESGreport_2021
_CH.pdf 
101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sustainable_practice/sustainable_operation.html 
102 https://csr.skfh.com.tw/zh/report/annual/2021_report.pdf 



doi:10.6342/NTU202304195
 79 

響應「Earth	Hour 地球一小

時」關燈活動	

半導體	

日月光投

控	

推動環境教育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3	
推動環境保護	

推動自然生態保育計畫	

海岸及海洋環境維護計畫	

南亞科技	

依據 TNFD 揭露自然相關風

險與因應措施，以逐步達成	

2030 年 NNL 的目標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4	

響應淡水河公約、與非政府

組織-荒野保護協會合作，

共同辦理生態環境保育活動	

台積電	

台南廠區螢火蟲復育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5	

植樹薪傳計畫	

民國	111	年，將進一步聚焦

海岸環境，改善臨岸定砂及

塵土飛揚問題	

聯華電子	

發起「綠獎」倡議	(UMC	

Eco	Echo	Award)，提供獎

金給優質的生態保育計畫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6	

與生態保育團體「荒野保護

協會」合作，推動梭德氏赤

蛙棲地保育行動	

世界先進	

社區營造-認養維護新竹市

櫻花公園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7	

環境教育-自 2020 年啟動為

期四年的螢火蟲復育計畫	

 
103 https://www.aseglobal.com/ch/pdf/aseh-2021-csr-ch-final.pdf 
104 https://www.nanya.com/ESG/storage/file/9bf107a9-d8e1-4b13-8b29-98d1399b883b 
105 https://esg.tsmc.com/download/file/2021_sustainabilityReport/chinese/c-all.pdf 
106 
https://www.umc.com/upload/media/07_Sustainability/72_Reports_and_Results/1_Corporate_Sustainability_Rep
orts/CSR_Reports/CS_Reort_chinese_pdf/2021_CSR_report_chi/2021_CSR_report_chi_all.pdf 
107 http://media-vis.todayir.com/20220818163805335146296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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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以環保志工身份，向偏

鄉部落、鄰里社區及校園、

社會大眾等對象進行環境教

育推廣	

穩懋	 無	 	

電子硬

體與設

備	

友達光電	

於	2020	年發起「Green	

Party	手	護台灣綠色堡壘」

十年植樹計劃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8	

台達電子	

8K	海洋關懷紀錄片	以視覺

喚起大眾氣候意識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09	

節用厚生行動	校園向下扎

根-珊瑚復育	

持續強化社群媒體力量	創

造永續議題公共財	

舉辦氣候沙龍與論壇、廣播

節目	，主題涵蓋海洋暖

化、珊瑚復育行動、30X30	

海洋倡議	

導入 TNFD 進行自然相關財

務揭露	

元太科技	 無	 	

群創光電	
海岸線淨林與淨灘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0	
走馬瀨農場生態教育	

光寶科技	

海廢永續塑料開發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1及官網112	

「光寶海洋日」企業志工特

色淨灘活動	

蘭嶼海洋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Design	for	SDG14	海洋環境

友善設計育成行動	

 
108 https://csr.auo.com/tw/download/file/2021-esg-report 
109 https://filecenter.deltaww.com/about/download/2021_Delta_ESG_Report_CH.pdf 
110 https://www.innolux.com/Uploads/CsrReport/Innolux%202021ESG%20Report-CN_f1_53820e.pdf 
111 
https://www.liteon.com/storage/document/template/2021%20%e5%85%89%e5%af%b6%e6%b0%b8%e7%ba%8c
%e5%a0%b1%e5%91%8a%e6%9b%b8_1227.pdf 
112 https://www.liteon.com/zh-tw/globalcitizenship/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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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	 倡議海洋永續與循環創新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3	

緯創資通	

【環境守護】	土壤、水源

調查監督與國土守護計畫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4	

【棲地復育】	雙連埤環境

教育基地計畫	

【生態維護】	富陽自然生

態公園棲地計劃	

【環境活動】	科技人自然

人文系列活動	

【保育救傷】	野灣野生動

物救援中心計畫	

【自然營隊】	兒童自然體

驗營計畫	

【優質影音】	用影像與聲

音紀錄臺灣生態與人文	

通訊服

務	

中華電信	

永續海洋-清除海洋塑膠垃

圾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5	

陸地生態-贊助珍古德協會

發行「根與芽環境教育兒童

電子報」	

陸地生態-「永續環境教

育」	

遠傳電信	 無	 	

台灣大哥

大	

導入 TNFD 進行生物多樣性

風險評估	 官網116117	

台灣大「山椒魚」保護計畫	

資本財	 中鼎工程	 無	 	

 
113 https://www.acer.com/sustainability/uploads/files/shares/sustainability-
report/2021_Acer_Sustainability_Report_zh.pdf 
114 https://esg.wistron.com/ch/report-download/esg/ARm8pgR7oyD4/2021SustainabilityReportCH.pdf 
115 https://www.cht.com.tw/zh-TW/home/cht/-/media/Web/PDF/Sustainability/CSR-Report-
Download/CSR/2021/2021_ESG_C.pdf 
116116 https://corp.taiwanmobile.com/esg/biodiversityRiskAssessment.html 
117 https://corp.taiwanmobile.com/esg/biodiversityStakeholderEng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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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電機	
海洋生物多樣性「鯨豚復

育」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18及官網119	

原物料	 中鋼	
中鋼集團水環境巡守隊	

官網120	
植樹造林	

交通運

輸	
中華航空	

禁運保育類動物並禁用保	

育類食材	

2021 年永續報告書121及官網122	

辦理環保講座，以海洋生態

保育相關環境議題為主軸，

提升全員環保意識	

金門栗喉蜂虎棄蛋孵育研究

計畫	

淨灘活動	

淨山趣活動	

	

 
118 https://www.teco.com.tw/esg/images/upload/TECO_2021_Sustainability_Report.pdf 
119 https://www.teco.com.tw/esg/default.aspx?gid=4&nid=905 
120 https://www.csc.com.tw/csc/hr/csr/env/soc3.htm 
121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download/2021/2021-CSR.pdf 
122 https://calec.china-airlines.com/csr/environment/charity-pla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