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公開發行公司議合之資訊 
 
(1)與公開發行公司(被投資公司)議合統計 

議合家數 議合家次統計 出席股東會家次 
實地拜訪(含輔導面

會)家次 

電話(或視訊)家

次 

電子郵件討論

家次 

參與法說會家

次 
其他 

23 23 0 3 4 16 0 0 

 

(2)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的情形說明(至少一例) 

公司 ESG分類 

形式(實地拜訪、

電話訪問、電子郵

件或其他) 

互動議和內容 後續影響與進度追蹤 

A 公司 

(半導體產業) 
S 親自拜訪 

A 公司之前並未發布企業社會責任(永續)報告

書，報告書內含重要 ESG資訊，可使投資人了

解公司 ESG落實程度，此外，由於政府委外代

操基金在未來投資趨勢上多將可投資標的限縮

至有揭露企業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之上市櫃

公司，為讓經營績效良好的公司可納入投資標

的，創造股東與企業雙贏，野村投信於拜訪過

程中多次表達上述期望。 

經與A 公司於充分溝通後，A 公司認

同此為對股東有利之舉，故於 2022

年 9月完成首次上傳完整的企業社會

責任(永續)報告書，同時也獲得正式

納入政府委外代操基金的可投資標的

之資格。 

B 公司 

(電子產業) 
S 電話訪問 

B 公司自 2013年以來，以集團角度編纂企業社

會責任(永續)報告書，而非以 B 公司獨立個體

經與 B 公司充分溝通過後，B 公司表

示將改變過往與集團共同合作的方



的角度出發，且僅兩年發布一次。野村投信持

續針對此項目與 B 公司 IR 窗口溝通，建議以

B 公司獨立個體角度出發，並每年更新報告

書，表明 ESG相關資訊揭露除有利於公司永續

發展外，更能創造股東與企業雙贏。 

式，於 2022年 6月底上傳的企業社

會責任(永續)報告書已改為以 B 公司

獨立個體的角度進行編製，同時未來

發布的頻率也改為每年一次，更比現

行主管機關的要求主動提早一年發

布。 

C 公司 

(金融產業) 
G 電話訪問 

金管會發現C 公司及其子公司經理人將公司財

務、業務資料提供給大股東等三位非權責相關

人，且時間長達至少一年，甚至連大股東出差

費全由 C 公司買單，金管會開罰逾 2000萬

元，C 公司六位董總遭停職或減薪。野村投信

追蹤後續改善計畫及進度，並與公司聯繫，希

望能得到明確的改善時程及成果。  

野村投信經與 C 公司充分溝通過後，

公司 IR 窗口將我們的訴求轉達公司

高層，公司高層除主動完成內部檢討

作業並制定具體改善計畫以強化內

控。改善計畫包括：依循獨立公司治

理規範、明確區分不同業務間的範

圍、修改內控、保存相關紀錄及修正

出差辦法等。 

D 公司 

(電子產業) 
G 電話訪問 

D 公司近期資安事件頻傳，於資訊安全管理層

面仍有改善空間，尤其是在資安事件的偵測和

回應上仍有不足，野村投信追蹤D 公司在資訊

安全的防護層面後續的應變計畫及進度，並與

公司聯繫，希望能得到明確的改善時程及成

果。 

經與D 公司充分溝通過後，野村投信

確認改善計畫已有相當落實，內容如

下：D 公司已建立資訊安全管理政

策，例如制定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規

範資訊安全流程、分配資訊安全相關

責任等，同時使用資訊安全管理工

具、進行資訊安全測試、定期更新資



訊安全系統等，以全面提升資訊安全

管理成效。 

E 公司 

(電子產業) 
E 電話訪問 

E 公司於溫室氣體排放表現上持續進步，除盤

查結果皆經第三方驗證單位認證，並揭露於公

司官網外，2021年溫室氣體排放相較於 2020

年下降。為響應《巴黎協定》及各國淨零排放

目標，E 公司更承諾 2030年相較於 2019年的

單位營收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單位營收用電量將

降低 25%，然而 E 公司現階段之電力使用占整

體排放量比例高達 89.79%，大幅度降低電力使

用對 E 公司來說實屬不易。野村投信追蹤 E 公

司後續表現，並與公司聯繫，希望能了解更明

確的實施方式、時程及成果。 

經 E 公司充分溝通過後，野村投信確

認相關計畫已有相當落實，主要措施

有：E 公司持續尋找更節能、減碳的

解決方案，包含優化生產流程，減少

廢棄物和能源消耗。推廣綠色採購，

選擇低碳、環保的原料和設備。提升

員工的環境意識，鼓勵節約用水、用

電、用紙等。此外，E 公司亦表示將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支持環境教育和

保育計畫，並積極參與國際減碳行

動。 

F 公司 

(金融產業) 
E 親自拜訪 

F 公司離岸風電授信金額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止居全台之冠，綠色投資與授信之碳排量合

計較 2020年減少 155萬噸，法金授信案件均

須經永續風險評估流程，並訂立對碳排敏感性

產業的准入/撤資標準。 除碳排敏感性產業

外，F 公司未提及其他具爭議性產業是否有加

以管理與限制，因此野村投信想更進一步了解

其針對具爭議性產業的管理方式以及是否有實

行過程中遇到困難的經驗等。  

經 F 公司充分溝通過後，野村投信確

認計畫已有相當落實，內容如下：F

公司已設立明確 ESG高風險因子清

單，限制承作對環境不友善之產業融

資。F 公司表示評估被投資企業氣候

風險時，由於國內外企業碳排資料揭

露不全且取得不易；已透過集團

TCFD 精進專案，經由顧問導入資料

庫及「碳核算金融聯盟」(PCAF) 標



準，收集被投資企業碳排資料，進行

投資部位碳排放計算。與 F 公司互動

的過程中，野村投信感受到 F 公司對

於 ESG的重視，與我們在長期價值

創造上的認知與目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