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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問候語，關心我的供應商
老一輩台灣人碰面的第一句問候語

「吃飽沒？」，意指「我在關心你是否

有溫飽」。從這句簡單的問候，不難看

出早期農業社會看天吃飯、生活艱辛、

謀食不易的氛圍，人們最在乎的即是親

朋好友都能夠餐餐飽食。邁入工業化後，

「你家有電視機嗎？」、「你會電腦

嗎？」、「你有 B.B. call 嗎？」、「你

有手機嗎？」等用語都曾在歷史的潮流

中湧現過；當某個先驅者問及，生活周

遭影響所及的人們就開始關注這件新事

物，評判好壞利弊、追隨置入、分享使

用經驗，逐漸擴散與帶動一波波的購機、

換機潮，以及學習熱潮，直到它普及化

成為日常的一部分。時至今日，那些設

備或能力已成為個人和家庭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配置，也是企業營運生財的

必備工具。

如今，問候一句「你 ESG了沒？」，

也意味著，「我在關心你（企業／供應

商）是否開始執行 ESG資訊揭露（有訂

單／有減碳）」的問題。在全球共同面

對氣候變遷問題、積極尋求解方的這股

新熱潮與趨勢下，著重於「E環境、S社

會與 G公司治理」三個重大議題的永續

報告書將逐漸成為企業營運的新標準配

備，也代表了「你承諾、我認同」的永

續經營理念。

順勢而起，搭上本世紀中葉的大潮流
世代更迭，台灣的經濟從以農業為

主轉變為以工／商業及服務業為主，至

今更是以電子製造業為整體經濟成長的

主力。緊接著，台灣已順應 2050年全球

「淨零排放」長期目標，啟動我國「能

源、產業、社會、生活」全面性的淨零

轉型。去（2022）年底更公布了階段目

標與「十二項關鍵戰略」，預估至 2030

年台灣將可創造近 6兆的產值及 55萬多

個的新工作機會。試問，在這股淨零大

勢的帶動下，有多少新興企業將趁勢而

起？又有多少故步自封者將因而淘汰？

國際上，自 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 COP26《格拉斯哥氣候協議》至去

年的 COP27決議，皆一再強調全球減碳

的急迫性與能源危機的影響力，要求各

國政府以實際行動計畫兌現「2050淨零」

承諾，展現對抗全球升溫幅度不能超過

攝氏 1.5°C的決心。隨之而來的是跨國

企業即將要面對歐盟於今年 10月起試行

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率

先針對貿易貨物徵收碳關稅。此機制一

方面為了在達成歐盟 2030年溫室氣體減

排目標的同時，可保護歐洲製造業在碳

排法規下，與跨國同業間有公平競爭的

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利用歐盟的經濟

影響力，迫使各國積極設定碳價格，加

ESG なさいましたか？産業界斬新な挨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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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製造業脫碳。此外，歐盟於 2022年 11月

底通過的《企業永續報導指令（CSRD）》，

亦將於 2025年起對企業強制實施 ESG資訊

揭露的要求，迫使企業不僅對投資人，也包

括對各種利害關係人皆須揭露「非財務」的

指標。同步地，我國相關法規也已接軌國際

趨勢，自 2023年起「先大後小」分階段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且約有 500家企業（實收

資本額新台幣 2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

須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在這些規範的推

力下，公司的領導層看到的是「不做不可」

的罰則，還是無限商機的可預期性？

資訊流 = 金流，永續經營無法迴避 ESG

ESG資訊揭露的不僅是企業責任表現，

且已儼然成為投資決策的衡量指標。若要預

判某間公司是否能保有持續獲利成長的動

能，或可從該公司是否已關注、開始學習、

或已擁有這項新配備―ESG永續報告書，進

一步判斷該公司對其營運風險的掌握度以及

此新標配進展的階段。

根據MSCI「2021年全球機構投資人調

查」發現，管理資產超過 2,000億美元的大

型機構投資者，其 ESG投資占比高達 90%。

2021年度國內發行的永續發展債券商品（包

含可持續發展債券、綠色債券、社會責任債

券），發行金額達新台幣 1,058億元，相較

2020年度成長 69%，顯示投資人對於投資標

的選擇更傾向於具有永續性發展的商品為優

先。另外，企業透過發行可持續發展連結債

券（SLB），藉由訂定永續發展關鍵績效指

標連結債券本息支付條件，來取得金融市場

的認同，願意將資金挹注於公司永續發展所

需的資本支出，此機制將作為提供企業推動

淨零轉型募集資金來源的另一種管道。

眾所皆知，掌握龐大資產的金融端須尋

覓優質永續投資標的，為投資人辨識永續投

資的機會、把關長期投資效益；而企業端也

須調整心態，不再僅是以「股東至上」，企

業價值觀須轉變為以「利害關係人至上」，

並強調企業的經營能替客戶及社會創造價

值。故企業須定期檢視自身及供應商 ESG

資訊的揭露情形，適時地展現出義不容辭的

責任與態度，並與供應商溝通，因為充分掌

握 ESG資訊流將等同坐穩金流。

誰說科技業不用「看天吃飯」

如上所述，歐盟在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上

已鳴槍起跑，其所立下的全球商業貿易新規

則，也將高度影響我國企業於國際貿易上的

競爭力，尤其是出口比重高的電子科技製造

業。所以，反觀自省，科技業也需要「看天

吃飯」!

問候一句「你 ESG了沒？」，加強你

的「合作夥伴關係」，並與上下游供應商緊

密合作，發揮你的影響

力，為淨零轉型

開啟 ESG共學

共好的永續

模式，逐步

達 成 2030

年全球永續

發展目標！

以上研究報告資料係經由MIC 內部整理分析所得，並對外
公告知研究成果， 由於產業倍速變動、資訊的不完整，及
其他不確定之因素，並不保證上述報告於未來仍維持正確
與完整， 引用時請注意發佈日期，及立論之假設或當時情
境，如有修正、調整之必要，MIC 將於日後研究報告中說
明。 敬請參考MIC 網站公告之最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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