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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人們對於氣候變遷及綠色永續議題日漸重視，企業在環境保護、社

會責任與公司治理 (ESG) 方面的表現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電信網路和服

務是實現數位化轉型、智慧城市建設等多個方面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隨著

全球越來越依賴於數據通訊和物聯網服務，電信業每一步的行為和策略對環

境的影響、社會福祉以及治理透明度和效率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於電信事

業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結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使得對其 ESG 未來策略

的規劃變得尤為重要。這一背景促使外界及電信企業自身皆重新審視其運營

模式，並積極採取措施來推行 ESG 策略，以應對來自政府、利害關係人以及

對自身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要求及監察。 

 本研究旨在通過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法探討我國電信事業推行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策略。首先評估國內外電信事業推行 ESG 之現況、推

行方式、目的及效益，綜合分析國內外電信業的 ESG 推行實施現況，並整理

出其效益。從電信事業中推行 ESG 之現況當中找到導致困難因素，識別出影

響 ESG推行的主要挑戰，再進一步探討台灣電信事業推行 ESG策略的未來可

能方式演進和機會，最後藉由深度訪談產官學專家之口述蒐集看法驗證文獻

分析得出之推行 ESG 突破點及可能情境，並為其未來的永續發展策略提供具

體建議。 

本研究發現，台灣電信業在推行 ESG 策略時，面臨著多重挑戰，包括技

術創新需求高、政策環境不確定、企業文化和地域差異明顯以及資源獲取困

難等。然而，利用加強與政府、競業合作、推動綠色技術創新以及提升企業

透明度，電信業可以有效突破這些挑戰。專家訪談結果顯示，行業內普遍認

同 ESG 策略的重要性，並建議通過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加強員工教育培訓、

以及建立健全的治理架構來推動 ESG目標的實現。 

綜上所述，本研究期望能將此研究結果，提供我國台灣電信業者作為實

現永續發展、經營的有效途徑及策略之參考。 

關鍵字：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電信業、ESG 推行策略、永續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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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concer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grow,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aspects is receiving 
increased attentio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are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mart citie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given its critical role i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social welfare, and governance transparency. This context 
prompts telecom companies to reassess their operational models and implement 
ESG strategies to meet demands from governments and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explores ES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elecom industr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t assesses the statu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benefits of ESG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lecom industry, identifying 
key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eds, policy uncertainty,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Expert 
interviews provide insights to validate these findings and offer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aiwan's telecom industry faces multiple ESG challenges but 
can overcome them through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hanced transparency. Exper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tricter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mproved employee education, and robust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is study aims to guide Taiwan's telecom operator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lecom Industry, ESG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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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s concer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grow, enterprises are 
increasingly scrutinized for their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aspects.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are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mart c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global 
reliance on data communication and IoT services increas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s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environment, social welfare, and 
governance transparency. 

In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by providing funda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data services that 
suppor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ross various sectors. In this context, telecom 
companies must reassess their operational models and actively implement ESG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pressures from governments,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Implementing ESG strategies not only helps enhance a company's social image but 
also reduces operational risks and strengthen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Specifically, in environmental aspects, telecom companies need to take measur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erm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lecom companies should focus 
on employee well-being, promot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gar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must be strengthened to ensur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implementing ES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elecom industr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expert 
interviews. By evaluating the status of ESG implementation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e primary 
challenges affecting ESG implementa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hopes to provide Taiwan's telecom operators with effective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ping them achieve significant progress 
amid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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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s a two-pronged research approach: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expert interview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involves evaluating 
the statu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bjectives, and benefits of ESG strategie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Through this analysis, key 
challenges affecting ESG implementation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mands, policy uncertainties,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Following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ndustry exper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are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findings and gather 
first-hand insights. These interviews provide valuable perspectives on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breakthrough points for implementing ES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By combining insights from literature and 
expert opinions,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ESG practices and develop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rategie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ESG strategies.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high demand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uncertaint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rporate 
cultur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resource acquisition. However,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opportunities for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By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peers,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transparency,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issues. 

Expert interviews highlight a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ce of ESG strategies. Experts 
suggest implementing stricter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nhancing employe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stablishing robust governance structures to achieve ESG 
goal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everaging these strategies can lead to improved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Furthermore,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uture evolution of ESG strategies in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dentifying areas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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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is study underscores the critical role of ESG strategie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Despite the numerous 
challenges identified, the research provide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overcoming these obstacles through enhanced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transparency. Expert interviews further validate the importance of a comprehensive 
ESG approach, emphasizing stricter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robust governance. The study aims to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aiwan's 
telecom operators, guiding them towards effective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success. 

By adopting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Taiwan'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can not 
only meet regulatory and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but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sustainability efforts. Th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offer a roadmap for telecom companies to navigate the complexities of ESG 
implementation and achieve their sustainabilit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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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問題，包括更頻繁且更高強度的極端事件，將導致

廣泛的負面衝擊，對自然及人類所產生的損失與損害將超越自然氣候變異的

影響。部分發展及調適作為已減少脆弱度。在各領域及區域，最脆弱的族群

及系統所受到的影響有所差異。天氣及氣候極端事件的增加將使自然及人類

系統超過其所能調適的能力，造成部分無法逆轉的衝擊 (IPCC , 2023)。 

極端氣候所帶來的風險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且其巨大程度難以估計。

未來十年內，全球前十大最嚴重的風險之一將涵蓋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行動

失敗、極端天氣事件、生物多樣性喪失、人為環境破壞和自然資源危機 (IPCC, 

2022)。 

如圖 1，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全球風險報告

的「全球風險感知調查排名」，氣候行動失敗 (Climate action failure) 已經超越

了極端天氣 (Extreme weather)，在排名中從 2018 年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一名

(WEF, 2022)。 

 

資料來源： WEF (2022) 

           圖 1 全球風險感知調查排名 



 

2 

 

值得關注的是，生計危機 (Livelihood crises) 在今年的排名中上升到了第

五名，而社會凝聚力侵蝕 (Social cohesion erosion) 則位居第四。氣候風險失敗

之所以排名第一，原因包括地緣政治緊張加劇了氣候行動的複雜性，發達經

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社會凝聚力減弱，可能會進一步限制資金和政治支持

強化氣候行動。 

面對氣候變遷，生態系統及人類的脆弱度在不同區域間及區域內，有明

顯的差異，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為社會經濟發展、非永續海洋及土地利用、

不平等、邊緣化、歷史與現行的不平等模式、治理。大約 33至 36億人口生活

在氣候變遷的高脆弱度環境。有高比例的物種在氣候變遷下顯得脆弱。人類

及生態系統的脆弱度為相互關聯。現行非永續的發展模式將增加生態系統及

人類在氣候危害的暴露度 (IPCC , 2023)。  

回應上述 IPCC AR6 報告內容，安永台灣 (2023)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

務團隊之 IPCC AR6總結報告中提到企業因應氣候風險已勢在必行，在未來全

球資金流轉向與國際氣候規範協調整合的前提下，建議企業積極展開轉型策

略布局，跟進新興技術發展潛力、關注各國氣候法規進展，掌握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才能提前布局永續先機。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宣布

成立專注於氣候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問題的執法工作組，隨著

投資者對氣候和 ESG 相關揭露和投資的日漸關注及依賴，此工作小組將識別

上市公司需對投資人公開 ESG 相關資訊及潛在犯罪行為，包括透過數據分析

來挖掘和評估註冊人的資訊，以識別潛在的違規行為。(SEC, 2021) 

美國並沒有對於 ESG 的相關法律限制，卻有許多企業主動落實及承攬

ESG 的相關規範，主因為民眾、供應鏈上下游對 ESG 的日益重視，近年則是

在戰爭和隨之而來的人類悲劇以及累積的地緣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之後，

民眾認為 ESG的重要性已經達到頂峰 (SEC, 2021)。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到目前政府、企業及相關利益團體確實對於 ESG 日益

重視，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21 年的一項調查中，全球投資者將有效的

公司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等 ESG 相關成果列為企業需要實現的五個優先事項。

但 81% 的匿名受訪者表示，對於實施永續計畫，他們將只接受 1 個百分比或

更小的收益減少來推動與業務相關以及對社會有益的 ESG 目標，且有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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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別堅決，表示甚至不會接受任何回報下降。這也大部分永續議題的兩難

點，究竟該不該為了實踐企業永續，而犧牲企業營收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21)。 

對於大型企業和董事會成員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兩難的困境，公司能否

在為投資者表現良好的同時追求明確的 ESG 戰略？如果公司能夠在短期表現

要求和實現長期 ESG 目標所需的投資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則答案是肯定的。 

隨著公司投資 ESG，投資於支持未來法規和任何已做出的淨零承諾所需

的技術和系統，它們可能會面臨阻力和短期股價波動。但從長遠來看，隨著

氣候變遷相關議題越來越影響企業價值評估和擁有持續利潤的潛力，不投資

ESG 的總累積價值將遠低於企業實施成功的 ESG 藍圖。關鍵是需在短期規劃

出一條具有說服力的長期 ESG 路徑，以創造價值、滿足投資者對表現的期望，

引導他們的利益相關者走向更長期的願景，是公司解決短期壓力與更長期機

遇之間脫節的方式 (Gassmann & Jackson-Moore, 2022)。 

1.2 研究動機 

如圖 2 所示，所謂 ESG，即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是代表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的縮寫。以前，企業主要關注每股收益 

(Earnings per share, EPS) 等財務表現指標，然而，ESG現在被用來評估企業在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綜合表現，成為評估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指標。

同時，ESG 也有助於滿足投資者的期望。過去，投資者主要關注財務資訊，

但近年來，我們發現越來越多投資者關心 ESG 資訊以及其對企業的潛在影響，

特別是在氣候變遷和風險管理等方面。因此，揭露企業的永續資訊變得極為

重要，並需要更有效地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和主題進行精準溝通。 

就投資者而言，資誠會計事務所發布的全球投資人 ESG 調查報告中，

ESG 因素對投資策略的影響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影響他們投資決策的關鍵因

素。多數受訪者 (79%) 表示，企業如何管理 ESG 風險和機會對他們的投資決

策至關重要。(資誠會計事務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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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ESG代表含義 

從品牌的角度來看，現代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更關注產品的永續性。如

圖 3 所示，根據資誠會計事務所 2023全球消費者洞察報告，近 80%的消費者

願意支付更高價格購買當地生產或採購的產品，並且樂意支付更高價格購買

具有永續性或環保特性的產品 (77%)，以及由具有高道德聲譽的企業生產的產

品 (75%)。企業在 ESG 方面的投入將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好感度，同時也影

響他們向他人推薦該企業或品牌的意願。(資誠會計事務所, 2023) 

 
  資料來源：資誠會計事務所 (2023)  

 圖 3 全球消費者洞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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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全球疫情時代的經歷，企業營運環境變得更加嚴峻，ESG 議題已經

成為董事會討論的熱門話題。根據資誠會計事務所 (2022) 董事大調查報告，

65%的董事表示，ESG 議題已納入董事會的核心企業風險管理討論中。透過

評估 ESG 的各項指標，企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營運所面臨的風險和機會，

並提升企業永續經營的價值。如果忽視 ESG 對企業運營的風險，則可能產生

董事會監督和公司治理的盲點，進而影響企業的轉型和生存。 

在探討電信行業所遇到的 ESG 議題時，我們發現其面臨的挑戰，雖然在

本質上與其他行業相似，但電信業在當今世界的社會與經濟框架內占據著不

可替代的地位，這加大了對該事業永續實施的關注度。電信服務和網路是數

位轉型的骨幹，支撐著智慧城市的發展，以及遠距工作與學習的擴展，這對

於現代生活方式十分重要。在全球愈發依賴於數據通訊和互聯網技術的背景

下，電信事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透明度方面的任何決策和行

動都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也因此鑑於電信產業在推動社會與經濟結構轉型中

的核心作用，深入了解其面臨的 ESG挑戰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緊迫的。 

電信網路和服務作為數位化轉型、智慧城市建設及遠端互聯互通的基礎，

對於塑造我們的未來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隨著數據通訊和物聯網

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電信業對環境、社會和治理結構的每一項決策都攸關

重大。這使得本研究選擇重點對電信行業 ESG 推動、實行及策略進行探討，

旨在揭示其對現代社會持續、永續發展的貢獻和挑戰。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欲透過台灣電信事業近年來執行 ESG 的現況分析，以及淨零

碳排趨勢下相關議題的探討，企圖分析出台灣電信業 ESG 現況及所遭遇的困

難與挑戰，並從中試找出台灣電信業發展 ESG 的合適情境，提供電信業者未

來推行 ESG及邁向淨零轉型之建議。 

故本研究目的包括： 

1. 評估國內外電信事業推行 ESG之現況、推行方式、目的及效益。 

有別於過往企業相對較重視的財務風險，因應市場的改變，今日 ESG

管理被視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本研究將整理目前國內外電信

事情推行 ESG之現況、推行方式及目的，並就以上資訊整理出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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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電信事業中推行 ESG 之現況尋找導致困難因素，並針對我國電信

業做更深度的探討。 

由國內外文獻分析，試找尋影響 ESG推行的重要因素，以了解我國電

信業 ESG現況及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作為深度訪談之基礎。 

3. 探討我國電信事業推行 ESG 未來可能方式作為提供電信事業推行

ESG 之未來發展策略及作法之基礎。 

經由文獻整理分析，了解影響電信業推行 ESG所遭遇到的困難因素後，

藉由深度訪談產官學專家之口述蒐集看法驗證文獻分析得出之推行

ESG突破點及可能情境，以此研擬未來我國電信業推行ESG可能的方

式和演進，提供電信業者可行的因應策略。 

1.4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流程，如下圖 4 所示。首先將針對題目做研究背景資料蒐集及

目的探討及文獻回顧，整理現我國電信業推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

理之現況、推行方式、目的及效益。經由文獻資料探討整理現行推行 ESG 之

導致困難因素，並針對我國電信業做更深度的探討，並經由現況分析，了解

影響電信業推行 ESG 所遭遇到的困難因素，並藉由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法從

中找出突破點，以此研擬我國電信業未來推行 ESG可能的方式和演進。 

圖 4 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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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ESG的發展與演進 

隨著全球對永續發展重視不斷提高，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概念逐漸成

為評估企業綜合表現的重要框架。ESG該詞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世紀中葉

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其初衷是促使企業在

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隨著時間推移，ESG 的內

涵和範疇不斷擴展，形成了一套更加系統化的評估標準。這一過程中，不同

時期的重大事件和政策變革都對 ESG 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本節將詳細探

討 ESG 定義的發展歷程和重要里程碑，並分析其在企業管理和投資決策中的

應用價值。 

2.1.1 ESG的演進 

在討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演進之前，我們需要了解其起源和發展

背景。ESG 概念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而是隨著全球社會、經濟和環境意識

的不斷增強而逐漸演變的，圖 5呈現了 ESG定義的演進及重要里程碑。 

l 1980年代：資本主義工具的社會改革 

ESG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80年代，起源於一場由美國大學生引發的社會

運動，旨在結束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這項社會運動呼籲美國投資者撤資那

些仍與南非企業往來的公司，藉由資本的力量，要求投資者不再支持維持社

會不公平結構的南非企業。這場撤資運動迅速擴展，最終進入美國參議會，

並在 1986 年成為聯邦法律，要求撤資南非企業，並敦促南非政府終止種族隔

離政策。這項運動後來成為終結種族隔離並釋放納爾遜・曼德拉的關鍵戰役。 

這代表了第一代社會責任投資的聚焦，也是投資者首次認識到可以透過

資本「做好事並獲得回報」，社會責任投資的概念開始進入主流，不再僅由宗

教團體推動反對煙草和軍火公司等議題。 

l 1990年：多米尼 400社會指數 

在 1990 年代，社會投資者 Amy Domini 創建了多米尼 400 社會指數 

(Domini 400 Social Index) ，該指數優先選擇重視社會和環境責任的公司，而不

僅僅考慮財務表現，這成為全球第一個關注非財務因素的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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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將社會和環境議題置於財務效益之前被視為冒險行為。然而，隔

年，Domini成立了多米尼社會影響股票基金 (Domini Social Impact Equity Fund) 

來實驗這個概念。到了 2001年，該基金吸引了總額達 13億美元的資金，並實

現了 15.08%的回報率，證明投資社會責任議題也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

而不僅僅是「花錢做善事」。 

l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全

球高峰會，該高峰會又稱為里約熱內盧高峰會。這次會議有 155個國家參與，

並共同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也是全球永續發展的主要協調組織，並開展全球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的工作。

該公約成為後續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的基礎，

奠定了人類必須減緩並停止人為氣候變遷的共識，使永續議題逐漸進入主流。 

l 1997年：京都議定書 

1997 年，第三次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京都議定書。

這是全球首次就氣候變遷達成共識的協議，規定全球必須在 2008年至 2012年

間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1990年平均水平以下 5.2%以保護人類社會的福

祉。同時，京都議定書首次正式提出了碳排放交易的概念。 

同年，如今最主流的永續報告書框架：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成立。該組織廣泛涵蓋企業的社會和治理議題，在起

先以提供指南的方式存在，並且於 2016 年轉為首套全球永續報告標準框架。 

l 2004年：ESG 名詞首次誕生 

ESG概念最初被提出，可以回溯到2004年聯合國當時發佈一份Who Cares 

Wins報告，裡面提到 ESG適用在企業在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流程的評估策略。 

l 2011 年：永續會計標準委員會成立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 SASB)  

SASB 是目前除了 GRI 以外，最常見的永續報告書框架。創始人 Jean 

Rogers 為提供不同行業公司有意義的會計標準，真實反映 ESG 因素對企業利

潤的影響，因此在設計框架時特別針對行業別進行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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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為了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聯合國大會在 2015 年首度提出 17 個永續發展

目標 ，並且在後續幾年內，SDGs 進一步明確化，包括 169 個具體目標和 232 

個獨立進展指標。這些目標涵蓋了貧困、食品安全、健康、平等、水資源、

清潔能源、就業、基礎設施、永續性、氣候、海洋、生態系統、司法和合作

等許多議題。 

l 2015 年：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組織成立  

TCFD 組織致力於制定氣候變遷風險相關的財務報告標準，幫助投資市

場理解企業的 ESG 表現，藉此評估企業市值與運營風險。TCFD 撰寫對象以

投資人、股票市場大眾為主，相較於 SASB 更偏重於氣候相關的風險揭露。

2020 年後，任何要加入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的公司都強制需要以 TCFD 

框架揭露本身 ESG 相關資訊。 

 

圖 5 ESG定義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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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SG的三大面向定義 

ESG 為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三個詞彙的首字母縮寫，其評估標準是企

業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表現。這種投資方法旨在實現投資回報的同時，

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保護環境，並提高治理效能，已經成為評估公司的

健康狀況、社會責任以及在風險與不穩定社會中生存能力的投資標誌。ESG

概念適用在企業在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流程的評估策略，並且從環境、社會

與企業治理的維度中，關注具體能改善跟提升的項目： 

l 環境保護面向： 

ESG 評估公司的環境影響和永續性，企業如何管理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

空氣品質、碳足跡、能源使用、燃料、水資源和廢棄物處理、生物多樣性、

產品包裝與物流等服務營運問題。 

l 社會責任面向： 

ESG 評估公司如何處理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包含管理它們的供應鏈、勞

資關係、員工健康安全及舒適、多元職場、薪酬福利、招聘和職涯發展、人

權、客戶隱私和安全等問題。 

l 公司治理面向： 

ESG 評估公司的管理和透明度，例如董事會的組成和公司內部審計與監

管政策、系統化風險管理、意外與安全管理、商業倫理、政治影響、競爭行

為及供應鏈管理。 

2.1.3 解析 ESG對企業的影響 

在 2023年 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並於 2月經總統公

布施行，將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入法，也代表著台灣對國際正式做出了永續發

展的承諾。隨著歐盟的碳邊界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CBAM) 和美國的清潔競爭法案 (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 等碳減法案即將

實施，台灣也將其 2030年中期減排目標上調至 24％，以積極表達對參與實現

全球淨零碳排放的立場。 

近年來，世界面臨氣候變遷、疫情、俄烏戰爭、能源供應的不穩定等高

風險事件。因此，對永續發展的需求從全球共識轉變為具體的規範。ESG 成

為許多監管機構和證券交易所對企業評估的基本標準，要求企業揭露內部經



 

11 

 

營決策，包括環境影響、社會責任、員工關係、供應鏈管理、公司治理結構

和透明度等方面。為遵守這些要求，企業需要編寫永續報告書或 ESG 報告書，

以充分負責地管理其營運。 

自 2023年起，金融監管機構要求上市上櫃公司資本額達到 20億元以上的

企業編寫和提交永續報告書，以實現非財務資訊的全面揭露，並加強公司治

理 3.0 的監管範疇。而即使資本額不及 20 億元的企業，ESG 也會影響到投資

人意願，因此若企業能自發性做好 ESG，除了能對社會做出具體貢獻，還有

能獲得更多資本以及好名聲的可能性，同時也能避免掉監管罰則及名譽風險 

(劉佳文, 2022)。 

2.2 ESG成為今日企業重點發展指標的因素 

多方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投資者及消費者，對企業在 ESG 方面的表

現有著越來越高的期望。全球經濟體系的變化和政策導向，使得企業必須適

應新的標準和規範，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本節將探討

ESG 成為今日企業重點發展指標的主要驅動因素，包括世界及我國的趨勢和

政策層面因素。 

2.2.1 世界及我國趨勢 

可以從前一章節中 ESG 演化與發展的內容中，聯合國在會議中將 ESG 的

概念與目標描繪地越來越清晰、明確，2022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指出，全球氣溫升攝氏 1.5 度影響生物多樣性、多種氣候災害增加，進而

衝擊能源、資源、糧食、生物棲息地消失，並且呼籲各國需急迫行動，目標

於 2030 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半；2050 年達到淨零，雖然台灣目前非聯合

國會員國,但政府也將 2050 年淨零作為目標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2)。 

 
2.2.2 政策因素 

在政策面向，2020年，金管會 (2022) 公布《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

規定撰寫永續報告書之企業進一步擴大，資本額 20億以上的上市櫃公司 2023

年開始要著手編制與申報 ESG報告書。 

根據金管會 (2022)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2023年起資本額 100億

以上企業，以及鋼鐵、水泥產業必須啟動碳盤查。按照路徑圖時程，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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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以上企業、50億元資本額以下，則依序在 2026年、2027年啟動，預計

將有一千七百多家上市櫃企業必須進行碳盤查。 

立法院更於 2023 年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

遷因應法》。《氣候變遷因應法》將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正式入法，碳費徵收

機制也宣告正式啟動，明確劃分政府部會權責。《氣候變遷因應法》正式成為

台灣淨零減碳行動的法源依據。 

歐洲聯盟委員會規劃歐盟碳邊境管理機制，將在 2023年 10月 1日起實

施，2027年正式開始收取碳稅，進口商須申報相關產品的碳排放量，同時向

歐盟購買 CBAM憑證 (CBAM certificate) ，以繳交進口產品碳排放量之費用。

CBAM碳稅之最新進程如圖 6所示，CBAM 適用範圍將從原初期七大項鋼

鐵、水泥、鋁、化肥、電力產業，進一步擴大到氫能及鋼鐵相關下游產品

如：螺絲、螺栓等類似的鋼鐵製品。(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圖 6 歐盟 CBAM碳稅最新進程 

2.3 ESG為社會、企業創造的價值  

氣候變遷和社會環境問題，使經濟活動產生的環境成本和社會差距逐漸

成為了人們所關注的焦點。與氣候有關的問題首先讓人們開始關注起環境，

而新冠疫情的降臨則使人們開始關注社會問題。 

金融市場，尤其是具有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效益的資產市場，ESG 市

場有可能透過調整企業的融資成本來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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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這機制發揮良好作用，需要滿足兩個條件。首先，需要有關機制

運作和公司產生的 ESG 效益的可靠資訊。其次，投資者需要對這些資訊做出

反應。鑑於這種潛力，政策制定者與公眾一起鼓勵市場參與者支持向永續經

濟轉型。例如，代表 100 家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的綠色金融體系網路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 明確尋求在環境永續發展的

更廣泛背景下動員資本進行綠色和低碳投資，有力的透過調整企業的融資成

本來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更好的創造社會、利害關係人以及企業的價值 

(Scatigna et al,. 2021)。 

客戶經營賦予採納 ESG 政策的金融機構額外正面價值，且不會給予不採

納的機構這些附加價值。具體來說，將金融業務從非 ESG轉移到 ESG的客戶

願意支付更高的帳戶管理費用。然而，反之，將金融活動從 ESG 轉移到非

ESG 的客戶將要求顯著的高折折扣，如果不論轉換本身的不便。不論哪一種

轉變，客戶皆願意支付超過平均管理費用的 47％以上，以與具有 ESG政策的

金融機構合作，這使其成為這些企業的真實收入來源。 

McKinsey & Company (2019) 在其 ESG如何創造價值的報告中指出在強而

有力的 ESG 承諾與員工更高的工作滿意度直接相關。具有堅定 ESG 承諾的公

司員工感覺與公司使命的聯繫更緊密，並且更有可能長期留任。 這種歸屬感

和使命感是降低離職率和培養忠誠度和生產力文化的關鍵因素。根據 WEF 

(2021) 人力資本與 ESG 關聯性的報告中顯示，實施 ESG策略可以顯著提升員

工的生產力和留任率。研究顯示，58%的員工在選擇工作時會考慮公司的社

會和環境承諾，而在以實現特定社會或環境目標為核心使命的公司的員工的

生產力及留任率將會更高；員工留在他們認為的目的驅動型組織的可能性高

出三倍，參與度高出 1.4 倍；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Deloitte) 的 Z 世代

和千禧世代調查中更顯示了有超過 40% 的千禧世代和 Z 世代員工表示更喜歡

在具有強大永續發展資質的公司工作(Deloitte, 2024)。 

ESG 策略的實施有助於提升員工福祉，包括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的推

進，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員工的工作滿意度，還有助於公司吸引和保留、招

攬優秀人才，並促進更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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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府、社會及企業推動 ESG之挑戰 

為了讓 ESG 市場轉向更永續和公平的經濟環境，除了需要投資者對環境

和社會指向做出反應外，還需要是市場釋出準確以及可信賴的 ESG資訊。 

目前，ESG 市場是否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部分原

因是對「ESG漂白」「ESG漂綠」的擔憂不斷增加，即對 ESG真實意義的誤導

性。 

如圖 7漂綠示意圖所呈現的樣態，漂綠 (Greenwashing) 是指企業或組織通

過誇大或虛假的環保宣傳來誤導消費者，使其相信該企業的產品或政策對環

境友好。這種行為通常涉及使用模糊、誇張或無根據的環保聲明，旨在提升

企業的社會形象和市場競爭力，而實際上該企業並未真正採取有效的環保措

施。漂綠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信任，還可能延緩真正的環保行動，對於推動

永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ESG 的本質是自願性做出有利社會的回饋，而非刻意為了 ESG 分數為之。

例如，ESG 評級由一小部分機構來提供評分，但這些機構對如何解釋企業的

自願 ESG揭露存在著不小的分歧。這表明投資者對依賴特定 ESG評級的 ETFs

所獲得的 ESG效益存在不確定性。類似的擔憂也適用於新興的 ESG衍生市場。 

 
 
 
 
 
 
 
 
 
 
 
 
 

 
資料來源：iStock (2022) 
  圖 7 漂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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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目前的 ESG 評估標準可能無法讓企業將激勵意義上的企業

社會責任達成與廣義上的環境目標達成一致，尤其是在評估證券級別的 ESG

時。綠色債券標誌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為了使這些綠色債券的評估指標達

標 ，例如：降低減排 ，相應的項目必須對債券發行者的活動產生根本性影響。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發行綠色債券不一定意味著在公司層面會實現碳排

放強度的實質減少 (Scatigna et al., 2021)。 

除了 ESG 本身的評估機制存在疑慮外，挑戰還有關於財務報告中揭露

ESG 風險可能引發法律責任的擔憂。在這一領域，大部分資訊來自美國法律

判決，且這些機制所提供的保護皆未經過測試，讓揭露資訊的企業方不知道

能不能信任檢驗方。Cort & Esty (2020) 回顧了美國判例法，發現美國法院對永

續性揭露的重視程度似乎取決於形式。他們指出，在自願形式中揭露的永續

資訊準確性似乎比起非自願性的更寬鬆。	

2.5 各產業推動 ESG的策略及方法 

由於金融業是一個高度規範和監管的行業，需要嚴格的公司治理實際作

為來確保業務的穩定和永續性。因此公司治理可以幫助銀行業建立有效的決

策和監督機制，確保公司利益、股東和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保持一致。 

金融產業可以透過加強公司治理實施，來提高 ESG 的推行效果。此外，

文獻還提到 ESG 相關的爭議可能會成為銀行風險的一個新類別，因此銀行業

需要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實現更加永續的公司治理，以改善爭議的管理，

並從中獲得相應的好處。因此，銀行業可以透過加強公司治理實施，並與利

益相關者合作，來推行 ESG (Agnese, et al., 2023) 。 

航空業噴射燃料的燃燒和污染氣體的釋放危及全球空氣品質面臨對環境

影響的挑戰(Abdi, et al., 2020) 。二氧化碳是導致大氣變暖的主要溫室氣體。國

際航空運輸報告稱，2019 年全球航班排放了 9.05 億噸 CO2。然而，由於旅行

限制和飛機停飛，疫情導致這一數字在 2020 年減少至 4.95 億噸，儘管如此，

預計在疫情結束後，這將會航空公司在未來幾年制定永續發展策略措施的最

大挑戰 (IATA, 2023)。 

因此，航空業應從 ESG 關鍵績效指標入手，以提高其永續性和韌性，並

展示其對永續性的承諾。此外，Caraveo Gomez Llanos et al. (2023)在研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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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航空業可以複製所提出的模型，與其競爭對手進行比較並提高其 ESG 表

現，因為 ESG 評級較高的航空公司在後 COVID-19 恢復階段可能會獲得競爭

優勢。 

醫藥業是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行業，需要長期投資和持續的研發和創

新。隨著 ESG投資的興起，投資者和客戶對企業的 ESG表現越來越關注。醫

療產業之企業需要展示其對 ESG 的承諾和貢獻，以獲得投資者和客戶的信任

和支持， 此外，醫藥業的產品和服務對人類健康和福祉有著重要的影響，而

ESG 因素的納入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應對社會和環境挑戰，並為社會創造更

大的價值 (Bhattacharya & Bhattacharya, 2023)。 

汽車產業將在未來幾年面臨一系列根本性變化。隨著向電動車的過渡或

自動駕駛汽車的生產，企業還有望更好地解決永續發展問題，ESG 因素對於

汽車業的企業價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由於燃料耗能的因素，環境和社會

因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對汽車產業更為顯著，而治理因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相對較小。此外，電動汽車公司的 ESG 表現優於傳統汽車公司 (Dinca et al., 

2022)。 

如表 1 所示，綜上各產業推行 ESG 之文獻參考，金融業、航空業、醫藥

業以及汽車業在推行 ESG 策略時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和方法，對於電信業有著

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金融業強調透明度和風險管理。電信業可借鑒金融業在資訊揭露

和治理結構上的做法，提升企業的透明度和治理責任制，確保 ESG 目標的實

現和持續改進。金融業通過嚴格的監管框架和合規措施，成功提升了企業在

ESG 上的表現，這些做法同樣適用於電信業，尤其可以應用在數據隱私和網

路安全方面。 

其次，航空業在減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積極採取技術創新，電

信業同樣可以學習航空業的經驗，通過引入再生能源、提升設備能效和提升

網路運營效能來降低對環境影響。例如，部署能源管理系統和使用低能耗設

備，可以有效減少電信基礎設施的碳足跡。 

醫藥業的 ESG 策略強調對人類健康有著重要的影響。電信業可以借鑒醫

療業在提升整體福祉的做法，在社會責任面向創造更大的價值。此外，積極

參與社區建設和公益活動，也有助於人類整體福祉及社會責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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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汽車業在推動技術創新和綠色產品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電信業

可以學習汽車業的創新模式，通過研發和應用新技術來提升產品和服務的永

續性。例如，推動 5G技術和物聯網的應用，不僅能提高服務效率，還能在智

慧城市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進一步推動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 

電信業可以通過借鑒這些產業在 ESG 策略實施中的成功經驗面向，制定

適合自身發展的 ESG策略，實現成功的 ESG策略，進而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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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產業推動 ESG的策略及方法 

作者 產業別 ESG 推行方式與策略 

Agnese, et al.(2023) 金融業 

遵循典範實務的公司治理原則 (ESG管理分數)，平等對待股東和使用反收購工

具 (ESG股東分數)，以及將經濟、財務、社會和環境維度融入日常決策過程中

的實踐 (ESG企業社會責任策略分數)。因此，銀行業透過加強自強公司治理實

踐，來提高 ESG的推行效果。 

Caraveo Gomez Llanos et 
al.(2023) 

航空業 

航空業在 COVID-19 影響之後應增強永續性和抗風險能力。通過關注 ESG 

KPIs，航空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干擾，並展現他們對長

期永續性的承諾。另一面，建議的模型可以被航空公司複製，並將其結果與競

爭對手進行比較，提高其 ESG 績效，因為具有較高 ESG 評級的航空公司在

COVID-19後的復甦階段可能獲得競爭優勢。 

Bhattacharya and 
Bhattacharya(2023) 

醫療業 

將 ESG 因素納入企業治理結構，並將其納入決策過程中，以確保企業的長期

永續發展、透過創新和永續的商業模式，將 ESG 因素納入企業的核心業務，

以實現商業和社會的雙贏。 

Dincă et al.(2022) 汽車業 

由於汽車產業的耗能特性，環境和社會因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對汽車產業最為

顯著，因此在推行 ESG 策略上，汽車產業會優先從環境及社會面向著手，例

如汽車運句化，以創造產業鍊與社會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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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球行動通訊產業推行 ESG之現況 

如圖 8 所示，在全球行動通訊產業推進 ESG 的過程中，聯合國的永續發

展目標提供了一個框架，幫助企業量化他們的貢獻和努力。SDGs 不僅反映

了全球面臨的緊迫挑戰，如貧困、不平等、氣候變化、環境退化、和平與

正義，而且還為企業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以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和環境

效益。 

將 SDGs 作為 ESG 量化指標的參考，可以幫助電信業在提高透明度、加

強責任和促進永續發展方面取得顯著進展。通過 SDGs，全球行動通訊產業不

僅能夠響應全球永續發展的緊迫需求，而且還能夠衡量和展示其對這些全球

目標的貢獻程度。 

 
資料來源：The Global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圖 8 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7 項 SDGs 適用於國家、政府、企業、組織、公民

等所有利害關係人 ESG則主要適用於企業。功能上，SDGs是目標，ESG則是

實現目標的手段和過程，手段會因應不同的產業和需求，衍生出不同的落地

執行方式和標準，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具有普世性的 SDGs 作為 ESG 考量的

共同溝通媒介，來形塑商業決策過程和未來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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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 (2023) 指出全球行動通訊產業不斷擴展在 SDGs 指標的影響力。

2016 年，行動通訊產業成為首個承諾實現 17 項聯合國 SDGs 的行業。自此以

後，GSMA 每年都會衡量行動通訊產業對所有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 

在 2022 年，隨著各國採取措施積極復甦經濟，行動通訊行業在亞太地區

對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也開始加速。由於行動網路、智慧型手機的

普及以及數位素養的提升。如圖 9 所示，在 17項指標中，行動通訊行業在永

續發展目標 9：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永續發展目標 4：優質教育和永續發

展目標 5：性別平等的得分最高。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使用行動設備來獲取

政府服務、申請和尋找工作，以及為自己或子女獲取教育資訊、數據和設備

的可負擔性也有所改善。 

目前，行動通訊產業在 SDGs目標雖然取得了加速進展，但離在 2030 年

最後期限應之前實現對目標的最大貢獻產值 (100%) 扔還有很多可進步空間。

且目前行動通訊產業 SDGs平均得分的增長幅度仍然低於疫情前的水平。 

 
資料來源：The Mobile Economy Asia Pacific (2023) 

        圖 9 亞太地區行動通訊行業對 SDGs的影響 

深入探討行動通訊產業在推進 ESG 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GSMA 

2022年的數據顯示，雖然SDGs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目標，但要完全實現這些目

標，該行業仍需克服一些結構性和操作性的障礙。例如，雖然行動網路的普

及有助於提供教育和增進健康（SDG 3和 SDG 4），但在網路基礎設施的建設、

永續的能源解決方案以及資訊和通訊技術 (ICT) 的普及等領域，仍然存在顯著

的不平等問題。 

GSMA報告強調，ICT技術在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務的可及性方面擔當著至

關重要的角色。然而，要實現廣泛的數位包容性，就需要克服網路覆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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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連接成本以及數位技能短缺等問題。同時，為了確保永續性的努力與

企業商業目標相匹配，企業需要通過財務和非財務指標來衡量其進展，其中

包括減少碳排放、提高資源效率以及加強供應鏈管理等方面。 

從責任和透明度的角度出發，報告進一步提出，該行業需要制定更明確

的政策和標準來指導 ESG 實踐方法，包括如何報告進展、如何衡量影響，以

及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中維持對社會和環境的負責任態度。最終，這

些努力將有助於企業不僅在經濟上實現繁榮，也在社會和環境上產生正面影

響，進而推動整個行業邁向永續發展的未來。 

為了促進這一轉型，GSMA (2023) 提倡整合多方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

民間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解決行業面臨的挑戰。這包括透過建立

合作平台，促進知識分享和典範實務的交流，以及通過創新和合作開發永續

的解決方案。只有透過這樣的集體行動，全球行動通訊產業才能有效推進

ESG，並在 2030年的期限前達到 SDGs的目標。 

2.7 電信事業推行 ESG之挑戰與機會 

雖然電信業面臨的 ESG 問題在其核心特性上與其他產業的整體挑戰並無

太大差異，但由於電信事業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結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使得對其 ESG 問題的探討變得尤為重要。電信網路和服務是實現數位化轉型、

支持智慧城市建設、促進遠端工作和學習等多個方面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隨著全球越來越依賴於數據通訊和物聯網服務，電信業每一步的行為和策略

對環境的影響、社會福祉以及治理透明度和效率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因此，深入探討和改善電信業的 ESG 表現不僅對於提升廣泛行業的永續

發展至關重要，也對於推動全球範圍內的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本章節將進一步以 ESG三大面向，分類描述電信業面臨著將 ESG整合進其業

務運作的挑戰與機會： 

l 環境面向 

n 減少碳足跡：電信業努力減少間接碳排放，這通常構成電信公

司總碳排放的最大部分。公司通過要求供應商透露其碳足跡並

與之合作以改進，並將此因素納入選擇過程中(Roman, 2021) 。 

n 能源效率：利用智能產品和解決方案，如智慧農業和智慧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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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其他行業提高能源效率。這種「客戶賦能」成爲評估電信

公司環境績效的一個關鍵指標(Roman, 2021)。 

n 碳中和與淨零目標：許多電信公司宣布了碳中和和净零雄心，

並承諾設定基於科學的目標，以符合限制全球變暖的要求

(Kuipers & Wagemakers, 2023)。 

l 社會面向 

n 數位包容性：電信公司確保地理區域和少數群體能夠接入數字

網路和服務，擴大人們的服務享有方式。數字包容性關注機會

而非風險，有助於經濟發展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Slijkerman, 

2022)。 

n 員工福祉和多樣性：推動員工歸屬感，設立具有自身目的和組

織文化的小型創業公司，例如圍繞網路安全的公司，以吸引和

留住人才 (Slijkerman, 2022)。 

l 治理 

n 數據隱私和網路安全：隨著網路攻擊的增加，電信公司利用其

數據保護專長為客戶提供網路安全服務，成為額外的收入來源 

( Slijkerman, 2022)。 

n 透明度和責任：在治理方面，電信公司面臨的挑戰包括提高透

明度和責任，特別是在新興市場運營時的司法不確定性 (Habib, 

2019)。 

以上這些 ESG定義內的挑戰和機會概述了目前時下電信事業在推行 ESG

方面的當前狀況。電信公司正在透過減少碳足跡、提升能源效率、促進數位

和社會包容性、以及加強治理和透明度等措施，積極回應 ESG 的要求。惟要

成功實施這些策略，公司需要投資於技術創新，與供應商和客戶合作，並積

極參與行業內外的永續發展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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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電信業 ESG 定義內的機會與挑戰外，電信業推行 ESG的過程也

還有 ESG 根本性的議題需要解決(Nexus Consultancy, 2023)： 

n 複雜性和主觀性：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只是構成 

ESG 複雜且主觀概念的眾多變數中的幾個，企業決定衡量哪些

方面以及如何衡量它們非常困難。 

n ESG 因素列入考量與否：從長遠角度來看，ESG 考慮因素或許

可以影響公司長期的成功和永續發展。然而，許多投資人更關

心眼前的財務業績，因此在做出投資決策時可能沒有充分考慮

ESG因素，此項也會影響公司推行 ESG的決策比重。 

n 缺乏標準化：ESG 績效尚未使用全球標準來衡量。框架和標準

多種多樣，企業和投資者可以採用不同的標準和方法。 

n 資料可用性少：有關 ESG 方面的數據可能很少或很難找到，特

別是對於小型企業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如果組織採用不

同的報告標準，投資人可能會發現比較不同企業和產業的績效

具有挑戰性。 

n 文化與地理差異：這些變數可能會對 ESG 考慮因素產生影響。

在一個地方被視為具有社會意識或無害環境的事物在另一個地

方可能並不相同。 

2.8 小結 

綜合文獻回顧，此研究屬於 ESG推行策略之範疇，從 ESG的發展及演進

至 ESG 三大面向構面的定義成熟，由於世界趨勢及政策等因素，我們可進而

得知 ESG 對各產業皆越發重要，不同於以往以利益、財務指標為導向的業界

目標，今日為社會、企業創造價值以及在盈利之餘，承擔更多的責任承諾成

為主流思想及目標。但基於概念新穎，ESG 策略的前景以及是否建立在穩固

的標準及政策基礎上仍然是未知數，透過文獻回顧過往 ESG 為社會創造的價

值以及政府、社會及企業推動 ESG之挑戰，我們可以看到雖 ESG確有其推行

價值，卻因許多因素，導致推行遭遇許多挑戰，尚在尋找機會與解方。 

本論文討論之主題為「我國電信事業推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

理之策略」，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資通訊產業扮演著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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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角色，尤其是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電信業者，ESG 推行策略現有文獻

多著墨於金融相關產業以及 ESG 評分等研究探討，而資通訊產業整體之文獻

稀少，其中更是缺少電信事業的 ESG 推行策略面向，如表 2 所示，因此本研

究經由文獻資料探討整理現今電信事業推行 ESG 之挑戰與機會，並藉由專家

訪談法從中找出突破點，藉由深入了解專家和實務操作者的經驗與見解，捕

捉文獻資料中無法涵蓋的細節和實際情況，以此進一步研擬我國電信事業未

來推行 ESG 可能的方式，提供電信業者未來可行的因應策略，作為我國電信

事業未來推行 ESG策略之參考。 

表 2  電信事業推行 ESG策略面向 

技術協助面向 
u 碳足跡與提高能源效率 
u 達成碳中和與淨零目標 

企業推行面向 

u 克服 ESG複雜性及主觀性 
u 達成數位包容面向 
u ESG考慮因素（永續與企業營收共融） 
u 員工福祉和多樣性 

法規面向 
u 標準化規格書 
u 解決資料可用性 
u 文化與地理差異 

營運面向 
u 碳中和與淨零目標進度與制定 
u 透明度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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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 ESG 屬於一種新型態的評估指標，基於對未來無論是成效、政策法

規抑或是前景皆充滿不確定因素，因此採用定性分析中的文獻分析法與專家

訪談作為分析工具。 

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作為主要研究工具，並搭配上次級資料之蒐集和分

析以探討電信事業推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現況、推行方式、

目的及效益，接著評估其導致推行困難因素及國內電信事業之未來可行策略。 

3.1 研究框架與步驟 

由於 ESG 相關議題研究仍處於需長期預測及不確定性高之階段，因此本

研究之研究步驟、資料來源以及蒐集方式如表 3 所示。本研究有關於電信事

業推行 ESG 之推行方式、目的及效益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為研究方法，結果分

析及策略評估則會採用深度訪談法來得出結論。 

表 3  研究步驟、資料來源以及蒐集方式 

編號 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 蒐集方式 

1 推動 ESG之機會與挑戰 次級資料 文獻回顧 

2 各產業推動 ESG的策略及方法 次級資料 文獻回顧 

3 文獻分析法 次級資料 文獻回顧 

4 深度訪談法 次級資料 文獻回顧 

5 結果分析與策略評估 訪談資料 
文獻回顧 

深度訪談法 
 

3.2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研究方法，通常用於學術研究、學術寫作和研究報告

的撰寫中。這種方法主要關注分析和綜合現有的文獻、資訊、研究報告和相

關文本，以獲得對某一主題、問題或研究領域的深入理解。文獻資料分析法

的主要目標是從已有的資料中提煉知識、發現趨勢、檢視模式，並提供對該

主題的全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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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蘅與陳憶寧 (2009) 對文獻分析法的定義，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特

定的研究目的或議題，透過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例如研究報告、市場分析、

學術期刊等等，進而對所要研究的問題能更正確且全面地瞭解的一種研究方

法。在文獻資料的蒐集上，內容要求盡量富多元，使其往後的分析結果能更

具客觀性。接著將蒐集的相關文獻資料,經過分析重整後得到其内容之背景、

影響和意涵。  

回顧過去使用文獻分析法之相關研究，在電信方面，可發現大多數運用

在有關政府政策制訂和管制因應的議題，例如 Mansell, Davies and Hulsink 

(1996)透過回顧過去荷蘭電信市場的發展，並與基礎建設提供商、設備製造商、

服務提供商以及主管機關等等進行訪談，進而研究荷蘭電信市場未來的發展

走向，以及在政策和管制上要如何因應 Cherry and Wildman (1999) 以管制績效

和制度轉換為主要的分析構面，探討美國憲法過去在電信管制上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帶來的影響，並给予未來政策發展上的建議。今日 ESG 的發展在全球

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指標，但大多數國家並未針對 ESG 趨勢制定相關管制措

施，因此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來探討現行的管制措施該如何因應 (Cherry et 

al., 1999)。 

上述研究皆透過文獻分析法來分析過去相關文獻對其研究議題所帶來的

影響和意涵，本研究認為這項研究方法將能因應本研究在研究上的需求，故

採用文獻分析法來分析推動 ESG之挑戰以及各產業推動 ESG的策略及方法，

藉此探討我國電信業推動 ESG的可行方式。 

3.3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之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方法之一，是指對受訪者單獨進行

深入的個人訪談，以探討他們對某一特定觀點、計劃或情況的看法。例如，

我們可能會詢問參與者、工作人員和其他與計劃相關的人員，瞭解他們與計

劃相關的經歷和期望，以及他們對項目運作、過程和結果的看法，以及他們

認為自己在項目中發生的任何變化，他們在參與計畫後所感受到的自身變化

(Boyce & Neale, 2006)。 

如表 4 所示，訪談法依訪談形式主要可分為下列三種，而深度訪談法主

要是以半結構式訪談或非結構式訪談來進行(William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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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研究者會提前準備一系列封閉式問題和

預設答案，並要求受訪者根據這些答案進行回答，每位受訪者都會被問及

差不多的問題，並且問題的順序也是固定的，這種訪談形式的好處是可以

比較不同受訪者對相同問題的回答，從而探討其背後的含義。 

2. 半结構式訪談(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研究者會提出較寬泛

的研究問題，但在問題的用詞和順序上不作太多限制。這樣可以讓受訪者

更直接地理解問題根本以及更不受拘束地回答問題，但與結構式訪談相比，

半結構式訪談的問題形式更具彈性，因此較難以進行研究比較。 

3. 非结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這種形式讓研究者和受訪者以正常

的對話方式進行交流，但對話內容必須集中在與研究議題相關的領域。透

過雙方的互動，可以收集到豐富的資料。 

表 4  訪談研究方法整理 

 
 

ESG 的主要目標是評估公司或投資項目在不同的情境下的風險和機會。

其中包括了評估環境風險，如氣候變化和資源管理；社會風險，如勞工權益

和社區關係；以及治理風險，如公司治理和透明度。 

因此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法做為評估電信業者在 ESG 方面表

現的方法，以站在更宏觀的角度考慮複雜的政策、經濟面向等因素，謹慎分

析未來企業在永續性和責任性方面的表現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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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使用深度訪談法，投資者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們的投資項目在 ESG

方面的風險和機會，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此方法有助於推動永續性

和責任性投資，並有助於創建更持久的價值。 

3.3.1 訪談方式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受訪者對於研究主題的觀點及經驗，為促使受訪者

能在訪談過程中充分表達其對於本研究提出之結果的看法與感受，故採用半

結構式深度訪談法。此訪談方式結合了結構化訪談的明確指引與非結構化訪

談的開放性對話，使訪談者可在保有訪談主題架構的同時，允許受訪者自由

地闡述個人的想法。透過這樣的方式，研究者能夠探索受訪者的深層次見解，

並隨對話的進行適時深入或調整問題的方向，以獲得豐富且多面向的資料。 

本研究的深度問卷設計基於文獻回顧中整理出的四大策略面向：外部技

術、企業推行誘因、法規政策以及企業運營。這些面向涵蓋了電信產業在數

位轉型與創新過程中的關鍵要素，對於深入了解行業內外部的挑戰與機遇至

關重要。 

在外部技術面向，訪談將探討及了解目前電信事業的特定技術，以及這

些技術如何對推行 ESG 起到協助作用。這將包括研究技術創新如何幫助其他

企業更有效地管理其環境足跡，提高社會責任的執行，並改善治理結構。此

外，還將分析這些技術在當前市場環境中的適用性，以及它們對於提高能源

效率、減少廢物和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的潛力。 

對於企業推行誘因，訪談將著重於了解企業推行 ESG 的動機，包括內部

和外部的推動因素。這可能涉及對於公司聲譽、消費者需求、投資者壓力或

法律要求的反應。此部分將探討如何透過市場營銷策略和品牌定位來推動

ESG倡議，以及企業如何衡量這些活動的效果。 

在我國法規面向，訪談將評估現行法規對企業推行 ESG 的影響。這包括

對於國家政策、法律標準以及行業規範的分析，以及這些法規如何影響企業

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同時，也會探討企業如何應對這些法規要求，包括法規

遵從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企業運營面向，訪談將探究企業如何整合 ESG 至其核心業務操作中。

這將包括分析企業如何在其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內部流程和企業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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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 ESG 原則。此外，還將評估企業如何透過這些操作來提升效率、降低風

險，以及創造長期價值。 

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深入探討了外部技術面向、企業推廣誘因、我國法

規面向及企業運營面向這四大架構，旨在瞭解它們對於企業推行 ESG 的重要

性及影響。這些架構將有助於理解現況認知並為未來策略制定提供方向。透

過深度訪談，我們可以獲得關於企業目前實行 ESG 的深度了解，以及它們如

何規劃未來的 ESG 路徑。这些資訊將提供有力的見解，以幫助制定更加全面

和有效的 ESG策略和實踐。 

此外，為了全面捕捉電信業在當下及未來發展的多維度視角，本研究將

在深度訪談問卷中融入對現況的分析以及對未來策略推行的深度探討。 

在現況分析中，訪談將探討專家對於企業在 ESG 方面當前表現的認知，

評估企業現有的 ESG 實行程度和成效，包括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以及公司

治理等方面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專家們的見解將有助於描繪出企業在這些領

域的成就和挑戰，為進一步的策略設定提供基礎。 

最後，表 5 為了豐富本研究的結論並增加實用性，訪談中也會鼓勵受訪

者提出其他看法及建議。這些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對人才培養、組織文化、跨

界合作以及國際競爭等方面的見解。透過問卷設計，本研究預期能夠獲得豐

富且深入的訪談資料，為電信業的未來發展提供策略上的指引和建議。 

表 5 專家問卷內容設計 

 議題 

1 現況分析議題 

2 技術協助議題 

3 企業推行誘因議題 

4 我國法規議題 

5 企業運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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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訪談對象 

在當前台灣電信領域中，數位發展部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是負責管理

我國電信相關事務的主管機關。考量到政府單位在政策制定、行業標準及數

位基礎建設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本研究特別選取一位官方專家作為訪談對象

之一。此外，為了深入了解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以及遠傳電信公司在業務

發展、網路服務、人才培養和技術整合等方面的專業觀點，本研究亦邀請了

來自上述台灣三大電信公司的六位業界專家參與訪談。 

考量到學術研究對於產業實務的重要補充作用，同時邀請了一位專長為

永續及 ESG 績效之學界專家，以期從實物與理論並重研究的角度，為本研究

提供更全面的見解。表 6 為受訪專家的背景資訊，包括訪談順序、專家領域、

所屬單位及訪談日期，並將訪談日期由遠而近作為排序。 

表 6 訪談專家名單 

訪談 
順序 

專家領域 單位 訪談日期 

1 官方專家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 112.12.09 

2 業界專家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113.03.06 

3 業界專家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B 113.03.06 

4 業界專家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C 113.03.08 

5 業界專家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 113.03.10 

6 學界專家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113.03.12 

7 業界專家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 113.03.20 

3.3.3 專家訪談問題集及說明 

為深入瞭解我國電信業推行 ESG 的情況，本問題集的設計對於揭露業界

的實施現狀、挑戰及未來願景至關重要。本節將闡述如何透過問題集來捕捉

關鍵資訊，表 7 呈現了本研究完整問題設計。訪談方法採取半結構化形式，

結合開放式和封閉式問題，旨在激發受訪者深層次的反思與討論，同時也便

於收集可量化和比較的數據。問題集包括了對目前 ESG 戰略實施的了解、電

信及 ICT技術在推動 ESG實行中的作用、未來 ESG發展的計劃、公司內部對

於 ESG重要性的認識程度、以及如何量化和評估 ESG成效等多維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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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問題集還特別關注於企業如何應對 ESG 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例如資源分配、內外部溝通協作的效率、以及企業文化對於 ESG 實行的影響。

訪談也將評估企業在遵循 ESG 原則上的堅持程度，並試圖識別哪些做法是具

體的 ESG 行動，哪些可能只是為了讓表層形象而做的短期永續策略。為了驗

證對 ESG的承諾，問詢將涵蓋為實現 ESG改革所採取的具體行動。對話將旨

在區分實質性的 ESG行動與表面的漂綠行動，提供電信事業實行 ESG策略的

真實面貌。 

表 7 訪談問題 

推行 ESG現況認知 
您認為業界（電信事業）目前推行 ESG 的困難點是什麼？ 

您認為目前三大電信對於推行 ESG 策略的態度及認知為何？ 

技術協助議題 

您認為電信事業技術能對企業推行 ESG 策略起到何種協助作

用？ 

您認為電信業的 ESG策略與其他行業有什麼不同之處？ 

企業推行議題 
您認為現階段創造的企業價值大於投入成本嗎？ 

政府提供何種幫助將有助於企業推行 ESG 之意願？ 

我國法規議題 

您認為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修訂新增的碳費機制，會對

於業界帶來什麼樣的機會或衝擊？ 

如果未來台灣政府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一永續規格書

對於業界推行 ESG有幫助的嗎？ 

企業運營議題 您對於「漂綠」或誇大 ESG 作為的看法為？ 

 
3.3.4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0 所示，首先本研究通過廣泛的文獻搜集與評閱，確

認研究範疇並明確化研究問題，包括了解國內外不同產業推行永續之方式以

及相關產業近年來之永續作為及評論，在參考了國外電信事業推行 ESG 之相

關文獻後，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回顧及分析對相關理論與前人研究進行深入剖

析，以構築理論框架並引導後續研究方向。 

Ritchie & Lewis (2003) 曾在《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一書當中對深

度訪談法進行介紹，在質性研究方法當中，深度訪談法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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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其在社會科學中被廣泛地運用，透過與受訪者對答來蒐集與研究議

題相關之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為受訪者的個人感受或經驗等。 

本研究透過邀請從事電信業務及永續發展領域的專家進行深度訪談，採取半

結構式訪談的方法，徵集專家對於台灣電信產業執行 ESG 策略的看法、建議

與個人觀點。藉此驗證並修正研究發現，並將研究成果與產業、政府及學術

界專家的觀點進行綜合，以提出研究的最終結論與建議。 

 

圖 10 研究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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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4.1 現況分析 

台灣的電信業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台灣的電信市場高度集中，主要由三大電信業者主導，分別為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和遠傳電信。其次，台灣電信業的發展受到島嶼地理環境的

影響，面對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挑戰，這些公司必須建立更為堅固的基礎設施

以確保通訊的持續性和可靠性。從綜合數據來看，我國電信業者皆積極響應

臺灣 2050淨零排放目標，且積極倡導永續理念。 

表 8 道瓊永續指數評分項目及計算方式 

面向 關鍵架構 

環境 

環境報告書 

環境政策及管理系統 

營運能源效率 

氣候策略 

社會 

社會報告書 

勞工實務指標 

人權 

人力資本發展 

企業公民與慈善 

人才保留與吸引 

經濟 

公司治理 

風險及危機管理 

重大性議題 

商業準則 

供應鏈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 

稅務策略 

資料來源：S&P Glob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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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SI 全名為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是從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DJI)中延伸出來的永續指數。永續指數最早於 

1999 年由美國道瓊公司和永續資產管理公司 Robeco SAM 合作推出，為全球

第一個永續發展指數。 

如表 8 所示，道瓊永續指數 (DJSI) 採用企業永續評鑑法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 來評估企業在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大領域的永

續發展能力。該指數以道瓊工業指數包含的約 3400 家企業作為評選基礎，在

60 個不同產業中選出每個產業永續表現位於前 10%的公司作為成分股。每年

九月對這些企業進行重新審核，並更新成分股列表。 

表 9 道瓊永續指數全球電信業評分排行 

評分總數 公司名 入選 

91 遠傳電信 世界指數、新興市場指數 

91 中華電信 世界指數、新興市場指數 

89 台灣大哥大 世界指數、新興市場指數 

89 Deutsche Telekom AG 新興市場指數 

88 SK Telecom Co., Ltd 世界市場、亞太市場指數 

87 Telefónica, S.A. 歐洲指數 

87 Telefónica Brasil S.A. 歐洲指數 

86 SoftBank Corp. 世界指數、亞太市場指數 

85 
Advanced Info Service  

Public Company 
世界指數 

資料來源：S&P Global (2024) 

如表 9 所示，在 2023年，台灣三大電信公司均成功蟬聯入選道瓊永續指

數 (DJSI)，遠傳電信與中華電信並列世界第 1；中華電信在 ESG 25項評比指

標中，一共有 12項指標均獲滿分；並連續 12年入選新興市場成分股，而遠傳

連 5年入選最高等級「道瓊永續世界指數」成分股，同時也連 8年名列永續新

興市場指數成分股，為世界第 2，遠傳在 24項評選面向中，共獲得 10項全球

電信業最高分，為歷年成績最佳；台灣大哥大也擠進全球電信業前 3名，並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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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入選 DJSI世界指數 (DJSI World)，位列全球電信業前 3名，同時連續第 12

年名列新興市場指數 (DJSI Emerging Markets)。台灣大哥大在 16項指標獲全球

電信產業最優成績，14 項題組獲滿分。其中「零毀林承諾」與「生物多樣性

承諾」績效躍進，居全球電信產業之冠。贏過韓國 SK和日本軟銀。展現了台

灣電信業在推進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積極程度。 

除此之外，台灣三大電信在我國社會指標聲量及好感度在產業中也是首

屈一指，如表 10 所示，亞洲指標數位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4) 綜合市值與聲

量選出 10間資通訊業者進行 ESG聲譽分析，發現前三名皆為電信業者，數據

顯示中華電為冠軍，聲譽分數 8.6分、總聲量 30,760筆；第二名為遠傳，聲譽

分數 7.5分、總聲量 16,771筆；第三名的台灣大聲譽分數 7分、總聲量 18,142

筆。 

該文獻的聲譽分數算法：透過各個指標聲量及好感度的差異，經由快析

演算技術進行標準化計算，得到三個指標（環境、社會、治理）的聲譽分數，

加總後平均即為企業 ESG聲譽分數。 

表 10 資通訊聲譽排行榜調查 

排行 企業 
聲譽分

數 
總聲譽 環境聲量 社會聲量 治理聲量 

1 中華電 8.6 30,760 3,278 16,395 11,087 

2 遠傳 7.5 16,771 2,993 7,471 6,307 

3 台灣大 7 18,142 2,605 8,546 6,991 

4 宏達電 5.4 5,032 267 1,707 3,058 

5 智邦 5.1 1,616 121 748 747 

6 啟碁 4.1 1,265 86 627 552 

7 中磊 3.1 985 44 367 574 

8 美律 2.6 473 42 223 208 

9 智易 2.1 577 34 175 368 

10 合勤控 1.3 338 36 132 170 
資料來源：亞洲指標數位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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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份聲譽調查顯示，電信三雄在 ESG 話題的討論度最高，業者總能

善用科技優勢履行永續概念，如環境面透過科技打造智慧節能方案，響應減

碳及綠能發展；社會面亦推出 5G 遠距診療等公益活動，並透過 AI 技術防堵

詐騙；治理面也持續強化內部結構，並祭出各種創新產品，顯示電信業者在

環境、社會及治理面的議題作為皆完整呈現。 

雖然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電信事業確在各個指標聲量中

都得到不錯的分數，但是在 Bloomberg (2021) 的調查結果表明，他們所分析的

公司中，有 95%的陳述存在很高的漂綠可能性，其中包括電信事務，從稍嫌

不實的環保行動，到完全造假的行為，都有涉嫌綠色的假象；營造屬於漂綠 

(Greenwashing) 的範圍，例如：台灣電信業將本該汰換的設備列入減碳數據，

也是「微漂綠」的一種手法，而目前台灣並未完全統一永續之證明報告形式。 

「漂綠」意指企業透過公關策略給公眾一種誤導性的印象，使其看起來

比實際上更關注或致力於環境保護。這種做法往往涉及誇大其產品、服務或

整體商業實行的環境友好程度。舉例來說，一家公司宣稱其產品是「環保的」

或「永續的」，但這些聲明沒有得到足夠的事實支持，或者在其業務的其他方

面存在著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2021)。 

目前，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外界「對企業永續作為不信任或抱持懷疑態度」

的挑戰，電信業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永續性聲明和 ESG 承諾的透明度方面。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台灣金管會加強了對 ESG 主題基金的資訊揭露要求。例

如，FSC 要求資產管理公司為每一個 ESG 主題基金設定至少一個以上的永續

性目標，並解釋其投資如何幫助實現這一目標。 

此外，如表 11 所示，金管會 (2023) 亦發佈了準則藍圖，為台灣上市公司

實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永續性揭露標準提供指導路線。這些標準旨在提高

永續性資訊的比較性和品質，從而增強資本市場的信任，並預防漂綠現象。

從 2026年起，大型上市公司需要按照這些標準編制和報告其永續性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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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接軌 IFRS永續揭露準則藍圖 

計畫目標及分組 工作計畫項目 

IFRS 永續揭露準

則之採用 

(分組一) 

1.取得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之授權並進行翻譯 

2.就準則規定與我國現行規定進行差異分析 

3.蒐集 ISSB 後續發布協助企業適用 IFRS 永續揭露準則

之指引及教育文件 

IFRS 永續揭露準

則之導入 

(分組二) 

1.蒐集及分析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之問題及影響 

2.協助企業解決適用準則之問題 

3.製作實務範例、指引及問答集 

4.製作導入計畫參考範例，並控管企業導入時程 

法規與監理機制

之調整 

(分組三) 

1.研訂推動藍圖並滾動檢討 

2.配合企業適用 IFRS 永續揭露準則提供法規調和（檢討

修正年報準則、內控準則及財報編製準則） 

3.檢討金融特許事業之相關法規 

宣導及訓練 

(分組四) 

1.設立 IFRS 永續揭露準則專區 

2.IFRS 永續揭露準則重要觀念之普及化 

3.加強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之宣導及訓練 

4.蒐集宣導會及各界疑義 

資料來源：金管會 (2022) 

儘管如此，涉及 ESG 問題的訴訟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增加，特別是關於

公司供應鏈的影響、產品的可回收性以及各公司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的可行性

等方面，這些訴訟將進一步推動公司在公開聲明中提高準確性和透明度。 

綜上所述，雖然台灣的電信業在推動 ESG 策略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

對於電信業本身、投資商及整體社會而言，ESG 漂綠的問題仍然是一個重要

挑戰。公司需要在制定和實施 ESG 政策時採取更加謹慎和透明的措施，以建

立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任並遵守日益嚴格的法規。 

統整以上議題，在分析台灣電信業推行 ESG 的現況時，主要可以分為以

下幾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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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政策和法規驅動： 

台灣政府透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強化 ESG 揭露要求，鼓勵企業提升其

永續性目標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例如，FSC 要求資產管理公司為每個 ESG 主

題基金設定永續性目標，並明確說明其投資如何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 

此外，FSC制定了我國接軌 IFRS永續揭露準則藍圖，旨在使台灣上市公

司的永續性報告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永續性揭露標準保持一致。 

l 電信相關技術與應用支持： 

台灣的電信業利用其電信領域技術優勢來支持 ESG 作為或策略的實施，

甚至可以幫助其他產業實施 ESG的執行。這包括使用先進的數據分析和 AI技

術來提升能源使用，減少廢物，並提高操作效率。電信業也在探索如何利用

其網路和技術支持社會福利項目，例如：遠距教學和醫療解決方案 (Thomson 

Reuters Institute, 2024)。 

l 企業社會責任及作為：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台灣三大電信公司

也在積極參與社區發展和支持公益活動。這包括提供技術支持給教育和健康

項目，以及在災難響應和恢復中扮演關鍵角色，例如：中華電信數位賦能生

態系專案之遠距電腦教室。 

l 漂綠問題的挑戰： 

隨著 ESG 承諾的增多，漂綠的指控也在增加。台灣的電信業面臨著確保

其 ESG 報告真實性和透明性的壓力，特別是在公眾和投資者對於綠色誇大宣

稱愈加關注的背景下。這需要企業不僅要在表面上承諾，而且要在操作和報

告實行中展示真正的環境和社會責任。 

目前，台灣電信業在推進 ESG 作為和策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及聲譽，

但也面臨著不少挑戰，特別是在強化透明度和克服公眾對漂綠懷疑的壓力方

面。未來，三大電信需要進一步加強其長期永續手段，以建立更強的信任基

礎並達到更高的永續性目標。 

4.2訪談內容 

本研究實際邀請到一位來自電信管理機關的官方專家、五位在三大電信

服務皆超過 10 年以上的業界專家以及研究專長為永續指標的學界專家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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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專家背景介紹請參考表 4，在提出訪談結果前，本研究將七位專家之評

論及意見進行歸納，並根據問題分為現況認知、外部技術、企業推行誘因、

我國法規以及企業運營議題來進行闡述。 

4.2.1 推行 ESG現況認知議題 

這個研究議題包括兩個關鍵問題，旨在深入了解台灣電信事業在推行

ESG 策略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三大電信公司對於 ESG 的態度和認知。透過

這些探討，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台灣電信業在 ESG 方面的現狀與挑戰，以及

行業內部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和反應。這不僅有助於揭示行業內的 ESG 實施

障礙和機遇，也為其他行業提供了寶貴的比較視角，從而推動整體社會對永

續發展的貢獻。 

問題一：您認為台灣電信事業目前推行 ESG 的困難點是什麼？ 

問題說明： 

這一問題旨在探討及了解產、官、學界專業人士對於台灣電信行業在推

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和困難。透過這個問

題，訪談者將能夠了解行業內部的實際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資源配置、政策

法規遵循、技術創新、內部管理改革等方面的困難。此外，這個問題也意在

揭示行業內對於 ESG推行重要性的認知差異，以及影響 ESG成功實施的關鍵

因素。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認為台灣電信行業在推行 ESG策略時雖表面上看似

積極，但實際上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儘管政府希望企業響應 ESG 倡議，卻

在積極協助、統籌及整合資源方面表現不足；政府總是鼓勵企業實施 ESG，

但在實際提供必要的支持、配套措施與資源方面仍有所欠缺，都是企業推行

ESG時所需的重要資源和激勵。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 認為主要集中在員工不支持以及伴隨而來的財務投

入。員工可能會疑惑為何要參與額外的 ESG 活動，如淨灘等，尤其當這些活

動看似不直接影響業績或個人利益時。此外，雖然對中華電信這樣的大型企

業而言，投入大量資金不是問題，但這樣的支出並非所有員工都能理解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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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另外，雖公司有進行 ESG 相關教育，但效果存疑，因為即使員工完成

了課程，也未必能確保他們真正理解和支持 ESG理念。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C的看法為困難包括內部員工對於 ESG重要性的認知

不足，這導致在執行相關策略時缺乏動力和參與。此外，業內普遍面臨資源

分配的問題，尤其是財務和人力資源在短期內難以支撐大規模的 ESG 計劃，

推行 ESG的困難點主要是將 ESG策略與公司現有的業務流程和策略有效整合。

對於員工來說，理解 ESG 的深層意義並將其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是一個持

續的挑戰。此外，公司必須在不影響業務效率的前提下，投入相應的資源來

支持 ESG活動，這需要精確地計劃和執行。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提到對於台灣電信行業而言，推行 ESG 的主

要困難在於跨部門的整合工作，特別是人力資源、法律和供應鏈管理。在大

型企業如中華電信，雖然資源充足，設立一個新部門來應對 ESG 相關事務似

乎並非難題，但實際上仍需要將一間龐大公司中不同部門的工作協調一致，

以達到 ESG 目標。此外，台灣電信業要在國際上保持競爭力，就必須跟上全

球 ESG 的趨勢和標準，這需要不僅是財務上的投入，還包括企業文化和經營

策略上的轉變。教授指出，雖然資金充足對於台灣電信事業來說可以減輕推

行 ESG的負擔，但協調各個部門以及制定和實施全面的 ESG策略是一項不小

的挑戰。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認為台灣電信事業在推行 ESG的過程中，面臨的主

要困難來自於產業運作的特殊性，特別是中華電信這樣的大型企業，它們在

整合人力資源、法律和供應鏈管理等方面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這不僅是資源

分配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如何在保持國內產業競爭力的同時，實現 ESG 目

標。對於這些企業來說，能源使用和環保標準的符合度，尤其是在取得綠電

方面，是一個既不大也不小的挑戰，而在融資過程中銀行對其環境影響的重

視也提升了這一挑戰。專家認為，雖然電信業的科技深入，能夠為消費者和

其他企業提供協助，但在營運過程中直接面對消費者使得對環境的影響成為

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企業需要不僅對這些挑戰有清晰的認識，而且還需要

在推行 ESG 過程中保持創新，確保措施的永續性，避免僅僅為了表面的合規

而變成所謂的「漂綠」，而是真正實現深層次的環境與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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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您認為目前三大電信對於推行 ESG 策略的態度及認知為何？ 

問題說明： 

本問題旨在深入了解台灣三大電信公司在 ESG 領域的策略規劃與實施的

態度。這包括他們對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重要性的認知，以及

這些要素如何融入公司文化和業務操作中。與訪談者將探討台灣三大電信事

業對於 ESG 策略的具體承諾、目標設定以及實施成效，從而獲得對台灣電信

行業在 ESG方面取得進展的宏觀理解。通過了解三家公司在 ESG實務上的異

同，可以揭示推行 ESG過程中的行業標準、典範實務和面臨的共同挑戰。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認為目前三大電信公司對推行 ESG策略持開放和積

極的態度，意識到這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他提到，電信公司皆已開始在

內部推動 ESG 相關的教育和培訓，以提高員工對這一議題的認知和參與度，

而台灣的三大電信公司由於其在整個產業鏈中的龐大規模和顯著影響力，自

然承擔著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領導角色。 

作為大企業，這些公司在推行環境、社會和治理策略方面面臨著既定的

期望，不可能選擇不執行這些策略。然而，實際推行的進展速度、持續性以

及推行方式（為主動或被動）則取決於各公司的具體情況和經營者的態度。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於訪談中說明認為目前台灣三大電信在推行 ESG策

略的態度和認知主要是被政策驅動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跟隨政策法令的變

化而調整，這意味著他們對 ESG 的承諾可能並不是源於內部的願景或使命，

而是市場和政策趨勢的反應。這樣的情況下，電信業者對 ESG 的投入和改進

往往是出於對法規遵從的需求，而非企業文化的內在一部分。而這一現象並

不是電信業的獨有現象，這些企業對 ESG 的實踐可能缺乏持久性，如果未來

政策或趨勢發生變化，不再強調 ESG的重要性，這些公司可能會減少對 ESG

的關注或投入。 

專家 D指出，企業在面臨具體問題或壓力時，才會對 ESG策略進行精進。

這暗示了當 ESG 被視為解決當下問題的工具時，公司更可能採取行動，這種

實用主義的做法可能限制了企業實施長期和持續 ESG策略的能力。專家 D認

為，台灣三大電信公司在 ESG 策略的推行上，目前可能更多的是被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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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主動尋求創新和改進。政策的力度和明確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

在這方面的行動和決策。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認為現階段對台灣大型企業而言，ESG 已經

變成一種企業運作的必須要素，這種變化不僅是企業自願追求的結果，更多

的是對外在環境壓力的反應。隨著全球對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以及綠色經濟

的興起，台灣企業認識到，為了保持競爭力和市場地位，它們必須實施更加

綠色的操作和管理實踐。企業被迫進行這些變革，以滿足日益嚴格的法規要

求、消費者偏好以及投資者的期待。這意味著，不論企業原先的環境策略如

何，現今必須進一步強化其 ESG 措施，以達到「更綠」的標準。這種被迫的

變革同時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企業需要在現有的經營模式中整合永續發展的

原則；企業正在逐漸認識到，推行 ESG不僅僅是因為「需要」，而是因為積極

推行 ESG已經成為新的商業環境中的「必須」。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對於台灣三大電信推行 ESG策略的態度及認知看法

正面且積極。他指出在道瓊世界排名中，台灣電信業名列前茅，顯示在全球

範圍內，台灣的電信業在 ESG 方面的表現是領先的。這不僅對國際投射出一

個重要的 ESG指標，同時也表明若不積極推行 ESG，可能會面臨「落榜」的

風險。 

社會責任方面，每間電信公司都有其投入的方式，例如專家服務的遠傳

電信在偏鄉的貢獻特別突出，而電信龍頭中華電信等其他公司則有不同的重

點和策略。在公司治理方面，作為上市公司，他們受到的評比關注治理表現，

其中不少電信公司位於綜合治理評比的前 5%，顯示出電信業對台灣整體的重

視和表現的優異程度。 

至於環境方面，台灣電信業的許多公司都是台灣永續獎的得主，這意味

著即使在環境影響方面也有長遠的計劃和投入，這些行動雖然可能被外界視

作「漂綠」，但其實是基於長期戰略的一部分，而非僅僅是短期的煙火表演。 

4.2.2 技術協助議題 

現代，ESG 的理念已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舞台，尤其在技術密集且與日

常生活緊密相連的電信業；資訊及通訊技術在促進永續發展方面的潛能日益

受到重視。本面向旨在深入探討電信業特有的技術如何協助推行 ESG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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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析其在推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 

問題三：您認為資通訊技術或電信事業特定技術能對企業推行 ESG 策略起到

何種協助作用？ 

問題說明： 

本問題旨在深入探討資訊及通訊技術對於電信事業推行環境保護、社會

責任與公司治理策略的具體貢獻和潛在影響。訪談將聚焦於 ICT 技術（或電

信特定技術）如何協助企業提升環境績效、促進社會責任實行以及強化公司

治理結構。這可能包括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數據分析於社會責任項目的應

用、以及透過 ICT技術提高企業透明度和責任感等方面。 

此外，本問題也旨在比較電信業在推行 ESG 策略時與其他行業的不同之

處。這包括但不限於，電信業特有的技術挑戰、行業規範、客戶期望以及與

ESG 相關的獨特機遇和風險。通過這一探討，可以讓人更好地理解電信業在

ESG 領域的行業作法和策略重點，以及這些做法和策略如何與業界標準和其

他行業的作法相區隔。 

專家觀點：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提及了智慧建築和智慧樓宇的概念，如法商施耐德電

機在這方面的案例，他們利用各種感應器在建築中監測溫濕度等參數以進行

能源管理，這可以節能省電。他也提到了智慧電表的應用，但認為台灣在這

方面的利用還未充分發展，國外則有較成功的案例。另外，智慧運輸系統 

(ITS) 可以改善交通流量和物流，這都是 ICT產業能推動其他產業在 ESG方面

取得進展的範例，專家也在訪談中提及了 ICT 技術能夠協助其他產業和消費

者降低全球總排放量的 15%。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指出，電信業的主要碳排放源自於能源消耗，特別

是電力使用。因此，任何努力減少電力消耗都將對碳排放產生直接影響，進

而支持 ESG 策略的環境面目標。而基地台作為電信網路中最耗能的設施之一，

成為節能減碳努力的重點。根據專家 A 的描述，目前有內部研究指出，目前

的基地台設備並不需要維持特定的溫度。這項發現促使公司採取了創新措施：

關閉了 80%的基地台空調，改用排風扇以降低能源消耗。雖然這導致設備的

運作溫度提高，但這種節能措施顯著減少了能耗，符合 ESG 策略中減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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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要求。 

且目前電信設備供應商也開始重視外部設備的能源效率。這表示業界已

經從僅關注網路效率轉向全面考量設備運作的能源效率，這種轉變體現了對

ESG 環保目標的全面承諾。供應商現在更注重設計和實施不依賴空調冷卻的

設備，這不僅有助於降低能源使用，也減少了設備運行對環境的負擔。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Ｂ談到提到公司自己推動及導入的無紙化辦公和電子

簽署系統，這不僅減少了紙張的使用，降低了辦公的碳足跡，也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流程的透明度。全面推行文件電子化是實現環境保護目標的一個重要

步驟，同時也體現了對資源高效利用的承諾。其次，專家談到了協助用戶回

收舊手機並重新銷售，並提供自家公司保固的優惠措施。這種做法支持了資

源的再利用，符合減少浪費和促進循環經濟的 ESG 原則。儘管這可能不是盈

利的業務模式，卻展示了公司願意為實現環保目標而進行長期投資。 

專家也指出，公司常在不賺錢的領域進行投資，如提高偏遠地區的通訊

設施，這有助於縮小城鄉之間的資訊差距，展現了企業對社會責任的重視。

這類投資不僅提升了社會福祉，也有助於建立企業的社會形象和公眾信任。

最後，關於設備更新，專家強調公司選擇更換更節能的設備不僅是因為技術

老化，而是基於提高能效的考量。這種策略不僅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也顯

示了公司在資源使用上追求最大化效率的意圖。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提到了電信技術在推行 ESG策略時能提供幫助的幾

個方面。首先是透過節能減碳，例如提及了使用變頻系統替代傳統空調，以

及採用雲端技術減少實體設備的需求，從而降低能源消耗。此外，透過遠端

監控系統的建立，比如 IEN 監控，可以實現更精準的耗能管理。這些技術的

應用，不僅有助於降低運營成本，也符合 ESG 中的環境保護大方向目標。訪

談者提到，雲端技術可減少實體設備的需求，從而實現節能減碳。此外，也

有提及使用 ICT節能設備和修正管理過程來進一步節約能源。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Ｃ說明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限於電信事業自身的 ESG

目標，更擴展至支援其他企業乃至於公共部門達成其環保與社會責任目標。

不僅是在商業領域內部，也包括公共領域的協助。例如，專家Ｃ提到了公司

目前有應用電信技術協助學校實現班班有冷氣的目標，這不僅提高了教育環

境的舒適度，同時涉及到能源管理的智能解決方案，以確保能源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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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浪費；同時電信技術也有大量應用在支援政府政策實施方面的作用，

如協助台電節能。這涉及到利用 ICT 技術提升能源分配和使用效率，例如通

過智慧電網技術來降低能源消耗和提升能源使用的靈活性。 

另外，專家Ｃ也有提到電信技術助力企業實施 ISO 標準，這類標準的應

用有助於企業提高其操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時符合國際認可的環境管理和

社會責任規範。不僅能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也增強了其對於投資者和消

費者的吸引力。專家強調 ICT技術在推行 ESG策略方面提供了多維度的支持，

這些技術的應用超越了企業內部的需求，擴展至協助其他企業和政府部門達

成更廣泛的永續目標。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指出推行 ESG 的一個主要困難點在於電信業

相對於其他產業如半導體或傳統製造業，並沒有那麼明顯的碳排放壓力，因

此在 ESG的推行上缺乏外界的直接壓力。此外，他提到 ESG的量化問題，認

為 ESG 指標很難被具體和一致地量化，因為不同組織可能會有不同的評估方

式。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E進一步闡述了 ICT技術在推動ESG方面的多面作用。

在社會 (S) 層面，教育的普及和對偏鄉的支援，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電信技術

的應用如捐贈數位教室，有助於縮小資訊落差，提高教育資源的可及性。遠

距醫療的發展，雖然面臨道德標準的挑戰，但同時也提供了醫療公正的解決

方案。在治理 (G) 方面，財務資訊化的進步，如預測能力的提升和違規警示系

統的建立，對於以家族企業為主的台灣市場來說尤為重要。這些技術的應用

不僅提高了財務透明度，還強化了企業內部的風險管理和合規性。 

專家 E認為，台灣電信業在 ESG策略的推行上，通過科技的深度融合和

服務的廣泛應用，站在了相對一個有利的位置上，成為了支撐台灣社會各個

領域 ESG 實踐的重要基石。從智慧城市的建設到對永續發展的貢獻，電信技

術的運用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對企業的 ESG策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問題四：您認為電信業的 ESG策略與其他行業有什麼不同之處？ 

問題說明： 

延伸上一問題，擁有自身 ICT技術協助，使 ESG能夠更容易推動，是電

信業與其他行業有所區隔的不同之處。本問題專注於探討電信業在推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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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策略時，與其他行業相比具有的獨特性與差異。

電信業作為一個高度技術驅動的行業，其 ESG 策略的實施方式和重點可能與

傳統製造業、金融服務業或其他服務行業顯著不同。此問題旨在從業內專家

的角度深入了解電信業在 ESG 策略方面的特殊挑戰和機會，例如在減少能源

消耗、管理供應鏈、促進數位普及、保障數據安全和隱私、以及在全球化業

務中推動社會責任等方面的具體行動。 

訪談中也可能會進一步探討電信業如何利用其技術和創新能力來推動

ESG 策略，並比較這些策略如何反映出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價值創造途徑。此

外，了解電信業在推行 ESG 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期望、法規遵循情況，以及

如何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也是這一訪談問題的關鍵部分。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的看法為電信業由於其技術本質，使其在 ESG策略

上具有獨特性。例如，電信業能利用其技術平台來推動智慧節能解決方案，

這些解決方案不僅能改善能效，還能促進資源的有效使用，如通過遠端工作

減少交通帶來的碳排放。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電信行業在 ESG策略方面具有特殊性，這主要體現

在其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能力。電信行業可以透過技術升級和基站的改造直

接對環境有所貢獻，如 5G技術的推廣；同時，電信公司由於其業務的特點，

對社會連接性和資訊流通有著重要影響，因此電信業在 ESG 策略上的重點可

能更側重於這些領域。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指出，電信業在 ESG方面的獨特性主要來自於其技

術創新能力，特別是在大數據、人工智慧以及物聯網的應用。傳統的窄帶物

聯網技術由於速度慢、頻寬低，限制了在自駕車等高要求應用上的實現，而

5G技術的推出有效解決了這一瓶頸，並提供了服務等級協議。 

這些技術不僅增進了電信服務的可靠性，也為電信業務開啟了新的應用

可能，如支援智慧農業和智慧電網的傳輸需求。電信業的這些技術創新，在

ESG 方面尤其體現在環境領域的實踐上，提供了其他行業所無法比擬的環保

和能效優勢。 

4.2.3 企業推行誘因議題 

這兩個問題的目的是從訪談對象那裡獲得關於企業從 ESG 策略中獲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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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見解，以及政府在此過程中如何提供支持和激勵。這些見解將有助於本

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推行 ESG策略的經濟和政策動機。 

問題五：您認為現階段創造的企業價值大於投入成本嗎？ 

問題說明： 

本問題旨在探討企業從推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策略中獲得

的具體益處是否為正向。這包括但不限於提高品牌形象、增強投資者和消費

者信任、提升員工滿意度與吸引力、以及長期經濟效益的實現。此問題還將

探討企業在推行 ESG 過程中所承擔的成本與創造的企業價值之間的關係，包

括短期與長期的投資回報率評估。本問題將邀請受訪者分享他們對於衡量

ESG 投資價值的標準和方法，這可能包括節能成本降低、員工生產力提升、

市場競爭力加強以及風險管理改善等方面。 

專家觀點：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認為 ESG 可以提高公司的形象，但是要量化投入成本

與創造的企業價值很困難。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認為 ESG相關的就業市場需求正在增長，這表明企

業和社會對 ESG 專業人才的需求正在上升。這種需求的增加反映出企業正在

認識到 ESG 實施的長期價值，這超過了初期的投入成本。ESG 不僅提高了企

業的品牌形象和市場競爭力，還有助於企業長期的永續發展，通過改善環境

和社會表現來吸引更多的投資和消費者信任。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Ｂ指出企業價值的量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特別是當

涉及到 ESG 的時候。然而，從長遠來看，ESG 不僅對社會和環境有益，對企

業自身同樣也是有利的。專家提到，透過實施節能減碳措施，例如關閉部分

設備以減少能源消耗，電信公司不僅成功降低了其碳足跡，同時也節省了相

應的電費。這種節能減碳的行動顯示了 ESG 策略的雙贏特性：一方面為企業

節省了運營成本，另一方面也對環境負責，進而提高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形象

和市場競爭力。 

專家Ｂ也特別強調，對於電信行業而言，減少碳排放與節省電力是直接

相關的，這反映了環保措施與企業財務表現之間存在的直接聯繫。從這個角

度看，ESG 措施不僅僅是提升企業口碑，更是提升其經濟效益的策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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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即使在現階段，企業透過實施 ESG 所創造的價值也是超過其投入成本的。

ESG 策略的實施有助於企業在節省成本、增強競爭力及提升品牌形象等方面

獲得顯著的正面效果，從而在經濟和環境層面創造雙贏的局面。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認為 ESG常被視為企業的一種市場策略，主要是為

了吸引合作夥伴和符合投資者的期望，而不是由於對散戶投資者的實際需求。

專家指出 ESG 已成為企業在進行設備購買和業務合作時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

因素。這意味著 ESG 的實施不僅影響到企業的內部運營，同時也成為與其他

企業交往的一個門檻。這種門檻表現在是否能夠遵守相關的法規和標準，以

及在產品和服務的功能及外觀上是否能體現 ESG 的原則。從成本與收益的角

度來看，ESG 的實施確實需要企業進行初期投資，如改進設施、培訓員工以

及改變管理流程等。然而，這些投入在長遠來看，有可能通過提升企業形象、

增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任以及開拓新的市場機會來帶來回報。專家 D 的觀

點暗示，儘管 ESG 可能被視為增加交易成本的因素，但這些成本是獲取更大

商業機會和永續性的必要投入。 

專家 D認為 ESG策略的實施對企業而言是一種雙重投資：它增加了商業

操作的復雜性，同時也提供了符合當前市場和法規趨勢的機會。因此，評估

ESG 實施是否創造了超過其投入成本的企業價值，需要從多個維度來考量，

包括合作機會、市場需求、法規遵從性以及長期的品牌價值。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對於企業在 ESG 方面的投入和創造價值進行

了分析，強調了三個核心領域：環境的碳排放、社會的股票評鑑，以及治理

在上市和國際評鑑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環境的面向，企業在降低碳排放方

面的努力可以提升其環境責任形象，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未來可能出現

的環境相關風險和成本，這在長遠看來是有益的；而在社會的面向則是通過

股票評鑑和社會責任的提升，企業能夠吸引更多對社會責任有所期待的投資

者，同時增進公眾和消費者的信任，這些都是非直接財務性的價值增加。最

後在治理面向，通過股票評鑑和社會責任的提升，企業能夠吸引更多對社會

責任有所期待的投資者，同時增進公眾和消費者的信任，這些都是非直接財

務性的價值增加。教授認為當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良好治理方面進

行投資時，雖然會產生成本，但這些成本是創造長期價值的一部分。這些投

入通過提升企業的聲譽、管理風險和吸引資本等方式，能夠在企業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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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帶來正面的影響。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對於現階段企業在投入 ESG策略上創造的價值與成

本的比較提供了量化的視角，指出在國際上對 ESG 的評估常常涉及社會投資

回報率和局部利益群體等指標，這些指標幫助企業量化社會面的投資價值。

專家指出，企業在 ESG 的初期投入通常較大，尤其是在塑造正面公司形象上，

但這種投入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 

從內部來看，管理層對於 ESG 的專注會促使員工有更強的歸屬感和成就

感，這對於員工的滿意度和公司的整體績效是有利的。特別是對於遠傳這樣

曾經在形象上遇到挑戰的公司而言，通過推行 ESG 策略，公司成功地塑造出

了一個負責任且實在的企業形象。 

專家 E認為然從投資報酬率來看，某些 ESG投入在短期內可能看起來不

夠經濟，但從長遠來看，這些投入對於企業的內外部都是有益的。對外而言，

三大電信在 ESG 方面投入的效果差距不大；對內而言，以專家所在的公司為

例，遠傳在提升員工韌性和歸屬感上的努力，創造了差異性，這反映了 ESG

策略在實現企業長期價值和社會責任上的雙重效益。 

問題六：政府提供何種幫助將有助於企業推行 ESG 之意願？ 

問題說明： 

此問題聚焦於政府如何透過政策、獎勵或其他支持措施，促進企業推行

ESG 策略。訪談將探討企業領袖對於現有政府政策和激勵措施的認識程度，

以及他們認為政府可以如何更有效地支援企業實施 ESG 措施。這包括但不限

於稅收優惠、資金補助、法規制定、公共認知提升以及建立行業標準等方面。 

透過本問題，訪談者將能夠收集意見，關於政府如何在推動 ESG 領域發

揮更大作用，以及哪些措施可能會促使更多企業參與 ESG實行活動。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認為政府需要進行更有策略和效率的資源分配，而

不僅僅是通過法規強制要求。他認為，政府應該超越傳統的法條壓制方式，

更多地考慮如何統籌資源以支持企業有效地實現 ESG 目標，如節能減碳等。

這不僅有助於企業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還能允許企業將資金投資於其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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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從而促進綜合性的持續發展。專家 A 還指出，政府在進行頻譜規劃

和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時，常常存在效率不高的問題。例如，政府可能要求企

業在不需要的地方建設設施，導致資源浪費。這種做法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成

本，還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因此，專家 A 建議政府應進行更合理的規劃，以確保基礎設施建設的需

求與實際情況相匹配，從而提高投資的效率和效果。關於政府補助，高階主

管認為現行的補助政策對於資金相對充裕的台灣電信業來說，其效果有限。

他提議，政府應重新評估和設計補助計劃，以確保這些補助能夠真正促進企

業在 ESG方面的投入和創新，而不僅僅是提供財政上的小幅度支持。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 B 認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監管框架的明確化對於促進

企業實施 ESG 策略非常關鍵。他提到，政府應該提供一個有利的政策環境，

使企業能夠在確保遵守法規的同時，也能看到 ESG投入的經濟效益。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認為減稅和提供財政補助是激勵企業推行 ESG措施

的有效方法。透過減輕企業在實施環保和社會責任措施時的財務負擔，政府

可以增加企業投資於這些領域的意願。然而，專家也指出，儘管這種做法理

論上有效，但在現實中可能因為財政和法律的限制而難以實行。訂立相應的

處罰措施也是鼓勵企業遵守 ESG規範的一種方式。透過對不符合 ESG標準的

企業實施罰款或其他負面後果，政府能夠強制企業考慮其運營對環境和社會

的影響。 

專家 D 同時也提及大公司如何通過設立基金會等方式進行稅收規劃，認

為政府可以設計針對實施 ESG 措施的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不僅能夠激勵

企業從事環保和社會責任活動，也能夠幫助他們在遵守法規的同時最大化經

濟利益。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認為政府可以透過提供碳排放管理的評分系

統來鼓勵企業參與。例如，政府可以設計和提供碳盤查的範本，使企業能夠

根據這些標準來評估自己的碳排放情況。政府可以開發和提供標準化的工具

或範本，幫助企業進行碳盤查和計算其碳足跡。這些工具可以簡化測量和報

告過程，使企業更容易遵循並實施相關 ESG 措施；同時，可以建立一套評分

系統，對企業在 ESG 方面的表現給予正面的認可。這種系統可以包括獎勵機

制，比如稅收減免或其他經濟激勵，以獎勵那些表現突出的企業，同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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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雖然政府提供的範本和工具能為企業提供了一個起點，但企業應該有

空間進行自我設計和創新，以便根據自身的特定情況開發定制的 ESG 策略和

措施，因此認為政府對於規格應保留一些彈性空間給企業。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提到電信業作為公用事業，其在 ESG的推行上承擔

著特殊的責任。由於電信業的基本運作成本和費用結構固定，且不能進行價

格競爭，因此，政府在這一領域內的支持尤為重要。專家建議，政府可以通

過費用折抵來鼓勵電信業投入節能和永續發展的措施。例如，對於實現特定

節能目標的企業，政府可以提供相應的財政激勵，如每省下一定量的能源就

可以獲得一定數額的費用折抵。 

此外，專家強調了電信行業應該避免在 ESG 的推行上進行無謂的競爭，

而是應該尋求協作和聯合的方式來提升整個行業的 ESG 表現。例如，電信業

者可以共同談判購買綠電，這樣不僅可以獲得更好的價格，也可以集體提升

行業的環境表現。專家還提到，政府應該確保作為公用事業的電信網路有更

高的穩定度，類似於自來水公司的運作標準，這可以使電信業更加穩定地服

務社會，尤其在應對災害和緊急情況時，能夠更有效地支援社會運作。 

專家認為政府在支持電信業推行 ESG 方面，應提供財政激勵、促進行業

協作以及提升服務穩定性，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電信業更有效地實施 ESG 策略，

同時也符合公共利益。 

4.2.4我國法規議題 

透過這兩個問題，訪談者將能夠從訪談中獲得關於台灣特定法規變動對

企業 ESG 策略影響的深入見解，這對於理解企業如何在法規框架下調整其

ESG策略與實踐將非常有幫助。 

問題七：您認為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修訂新增的碳費機制，會對於業界

帶來什麼樣的機會或衝擊？ 

問題說明： 

本問題旨在探討台灣《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新增的碳費機制對電信事業

及其他行業的具體影響，包括可能帶來的機會和挑戰。訪談將涵蓋該法律修

訂如何影響企業的營運成本、投資決策、技術創新以及企業策略的調整。此

外，還將探討碳費機制如何促進企業朝向低碳經濟轉型，包括投資於清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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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高能效以及開發新技術等方面。訪談者亦將被問及對於此一機制可能

帶來的長期經濟和環境影響的看法，以及企業如何準備適應這些變化。 

專家觀點： 

電信主管機關專家認為碳費機制雖然為業界帶來了一定的挑戰，特別是

對於碳排放量較高的產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管理和減少其碳足跡。然

而，這種挑戰同時也孕育了新的市場機會，特別是對於那些專注於環境技術

和創新解決方案的新創公司。碳費機制的實施促使所有企業必須更加關注其

碳排放量，這為提供碳管理解決方案的公司創造了龐大的市場需求。新創企

業可以透過開發低碳技術、碳足跡評估工具或碳交易平台等服務，來滿足這

些需求。這不僅有助於企業達到規定的環保標準，還能夠通過提供創新解決

方案來獲得經濟利益；碳費機制的推行迫使企業尋找新的運營方式來降低碳

排放，從而驅動了技術創新和效率提升。例如，能源效率更高的機械設備、

更新更綠色的製造流程，或是更永續的廢物利用等，都可能會是受此政策影

響下的創新案例。 

隨著企業尋求符合新規範的解決方案，新創公司有機會進入這個快速發

展的市場，提供專業服務或產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這不僅有助於推動

經濟增長，也促進了就業市場的多樣化，創造了許多與環境管理、永續發展

及相關科技創新相關的新職位；專家認為碳費機制雖然短期內可能會對部分

企業造成經濟壓力，但從長遠來看，這一政策將促進整個產業的環境永續性，

推動技術創新，並為創新型企業和環境技術專業人才創造豐富的機會。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的看法為對於台灣電信業這樣的大企業而言，由於

財務資源充足，支付一定數額的碳費並不會造成太大的經濟壓力。這些企業

通常已有資金和策略來應對這類環境政策的變化，且為了企業的長期永續發

展，撥出營收的一部分來支付碳費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若此類政策擴展至

涵蓋整個台灣，其中多數為中小企業的生態結構將面臨顯著的挑戰。中小企

業往往缺乏足夠的財務彈性來應對碳排放的額外成本，特別是在目標為淨零

碳排的情況下。這不僅會增加這些企業的運營成本，也可能影響其競爭力，

而大企業可能會感到這種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不公平。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政策的實施困難性。如果政策制定中缺乏相應的懲罰

措施，則其執行力將大打折扣，這可能導致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企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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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持觀望態度，選擇「走一步看一步」。覺得新增的碳費機制對台灣業界帶來

的影響是雙刃劍。對大企業而言，雖然有能力承擔相關費用，但對中小企業

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重大挑戰。政府在推行此類政策時需要謹慎考慮如何平

衡不同規模企業的承受能力，確保政策既公平又有效，同時應加強監管和懲

罰機制，以確保政策的順利執行和實際效果。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 認為修訂後的法律將使得在碳權交易和減碳措施方

面的商機增多。企業能通過投資於減碳技術或參與碳交易市場來尋求經濟效

益，而小公司可以利用這一機制來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特別是在碳權管理

和環境友好型技術方面；碳費的引入可能會激勵公司尋求新的方式來減少能

源消耗，如利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這不僅有利於環境，也可以為企業節

省成本。 

在衝擊的面向，專家 D 認為碳費機制可能會迫使企業改變運營方式，這

可能會對員工的滿意度產生影響，導致員工流動率增加，進而影響企業的社

會維度評分；企業需要在徵才過程中加強對 ESG 理念的宣傳，培養員工的環

境意識，將 ESG 價值觀植入員工心中。此外，專家還提到企業可以在小地方

展示其對 ESG 的承諾，如避免在尾牙等公司活動中使用瓶裝飲料，這些具體

行動可以強化企業的 ESG形象，並實際降低碳足跡。 

專家 D 認為透過碳費機制的引入，台灣的企業面臨著從企業運營到文化

層面的多重挑戰和機會。這不僅會推動企業採取更多環保措施，也將驅動產

業內部的創新與變革。企業需要尋找平衡點，既能利用這一機制帶來的商機，

又能在內部管理中穩定轉型，以免受到負面影響。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C 指出，企業目前已經在遵守台電的電力供應量規定，

這包括限制特定時段的電力消耗量。這些規定意味著企業需要精確地管理其

能源使用，以避免超出規定的限制。隨著碳費機制的實施，企業不僅需要控

制能源使用量，還要支付相應的碳排放費用。這無疑會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

尤其是對於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企業來說，碳費可能成為一筆顯著的開支。 

但儘管碳費增加了財務負擔，但這也促使企業尋找減少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的方法。這包括投資於更高效的技術、改進運營流程或轉向使用更永續的

能源來源。此外，這種政策驅動可以激勵企業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如碳交

易和管理解決方案，從而創造新的商業機會並提升市場競爭力。專家認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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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機制對台灣的企業界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增加了企業的經濟壓

力，尤其是對於那些碳排放量大的企業；另一方面，它也推動企業在環境管

理和技術創新上進一步努力，以達到更高的環境標準。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指出，新增的碳費機制對於業界而言，會帶

來一定的財務壓力，尤其是對於能源使用密集的行業。然而，這也促使企業

尋求更高效的能源使用方法和創新技術來減少碳排放，這在長遠來看是一個

轉型和創新的機會。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 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修訂新增的碳費機制對於

電信業而言影響有限，主因在於該法規主要針對直接排放（例如燃燒）的碳

大戶，而電信業的碳排放大多來自於間接排放，如電力使用。這種間接排放

目前在法規中的規範和管理尚未完全覆蓋，因此認為電信業不太會受到新碳

費機制的直接影響。 

專家 E 指出，現行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和環境部的溫室氣體管理法重

點在於直接排放，而電信業通常不涉及直接的燃燒活動，這使得這一行業相

對於製造業等其他更多涉及實體生產活動的行業，不會直接受到碳費影響。

此外，許多電信公司已經開始使用綠電，進一步降低了他們碳排放的足跡，

這也有助於緩解新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專家還提到，儘管電信業可能在《氣候變遷因應法》的直接影響範圍之

外，但作為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記錄者和管理者，電信業在國家溫室氣

體登記平台上的活動和數據管理仍然扮演著關鍵角色。此外，台灣三大電信

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如中華電信，由於其用電量巨大，仍需承擔較大的減

碳責任和壓力，這可能會推動這些企業在 ESG 策略上進行更多的創新和投資。 

雖然新增的碳費機制直接影響有限，但電信業仍需要關注其間接排放的

管理，並在減碳和永續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應對未來可能的法規變

化和市場期望的提升。 

問題八：如果未來台灣政府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一永續規格書對於業

界推行 ESG有幫助的嗎？ 

問題說明： 

根據文獻回顧，已有許多研究表明強制性揭露永續資訊必為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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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問題關注於未來若台灣政府要求企業必須揭露永續資訊並遵循統一的永

續規格書，這樣的政策對於業界推行 ESG 的潛在影響。訪談將著重於這些要

求對企業在策略規劃、資訊透明度、投資者關係以及公眾形象等方面的影響。

此外，討論也將包括這些措施如何幫助標準化 ESG 光架、提高行業整體的永

續表現水平，以及促進公平競爭。 

訪談者同樣被邀請分享他們對於政府制定此類政策的建議，包括如何平

衡企業負擔與永續發展目標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確保政策的有效實施和監

管。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認為政府統一永續規格對於監管機構來說非常有利，

因為這有助於規範和簡化監管過程。然而，對於企業來說，這可能意味著他

們需要投入額外的努力去整理和符合新的標準。該專家也進一步提出，除了

政府設定全行業規範之外，也可以由政府牽頭讓行業內部進行合作，共同制

定一套行業標準，以避免 ESG 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惡性競爭。此外，可以借鑑

半導體產業的做法，利用行業龍頭企業的影響力來推動整個行業的正向發展。

專家還指出，政府制定統一規格的出發點應該是清晰的，如果目的是為了符

合國際規範，從而幫助台灣企業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則這種政策將大有裨

益，並且會為業界帶來更強的推動力。 

根據電信主管機關專家Ｂ的意見，認為政府在推行 ESG 策略中的主導作

用是必不可少的。強制性的政策可以幫助統一標準，使所有企業都按照相同

的規範來報告和改善其環境和社會表現。這種方法得以提高了行業整體的透

明度，還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促使企業更認真地對待自己

的 ESG責任。 

此外，專家也認為台灣揭露 ESG 的方式仍有進步空間，政府通過設定明

確的指導原則和規範可以更加提升整體的實施品質。不僅能對對環境和社會

造成積極影響，還有助於提升國家和行業的整體形象，如同半導體行業龍頭

所示範的那樣，通過嚴格規定推動整個供應鏈和產業的綠色轉型會是專家個

人樂見其成的結果。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 認為若台灣政府未來能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

一永續規格書，將對業界推行 ESG 策略大有裨益。目前，企業在編制永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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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時，由於顧問公司的不同，可能會導致報告的永續規格有所差異。這不

僅增加了稽核員審核的難度，也使得外界難以對企業的 ESG 表現進行一致性

評估。 

統一的永續規格書可以提供一個標準化的評估和報告框架，從而提高了

報告的比較性和可信度。例如，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就是一套國際認可的

標準，可以作為 ESG 中環境子項目的一部分。這樣的國際標準化對於提升企

業管理品質和加強對外資訊透明度都有顯著效果。若政府規範能夠與國際標

準如 ISO 14001進行對接或類似，不僅有助於提升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

爭力，也能夠鼓勵企業加大在 ESG 方面的投入和努力。此外，這也能夠促使

企業在永續發展方面進行更深入和具體的內部管理改進。專家認為政府的此

類規範將有助於統一企業 ESG 策略的推行標準，促進整體業界向更高的永續

發展目標邁進，並提升公眾對企業永續實踐的認知和信任。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C 提到，由於台灣未能成為聯合國成員國，這限制了

其參與國際標準設定與政策討論的能力。這種情況使得台灣在推行 ESG 方面

面臨特定的外交與政策挑戰，尤其是在與國際標準接軌方面。專家指出，國

際上已有如 ISO 27001等廣泛認可的標準，這些標準不僅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框

架來評估企業的實踐，也增加了企業行動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台灣企業在無

法直接參與這些國際標準的制定過程中，面臨著需要跟隨這些已確立的標準

的挑戰。 

為了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公信力，專家建議台灣需要制定符合或類

似國際標準的自發性強制規格。此外，應建立一個被全國認證且具有一定權

威性的機構來監督這些標準的實施，以確保這些標準能被國際市場認同；專

家認為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一永續規格書對於推行 ESG 策略確實有其

助益，尤其是在提升企業透明度和責任感方面。然而，為了確保這些措施的

有效性和公信力，台灣政府需要確保這些規格能夠與國際標準保持一致或相

似，並透過一個公認的監督機構來實施這些規範。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提到他認為如果政府能夠制定統一的永續規

格並強制揭露，將有助於標準化 ESG 實施並增加透明度，但這也可能導致企

業面臨額外的負擔，因此這樣的政策需要從全面性和實用性來仔細考量。政

府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和統一永續規格書將有助於提升整個產業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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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比性，從而推動企業更認真地對待 ESG 實踐。這樣的措施能夠讓所有企

業都按照一定的標準報告其 ESG 行動，有助於公眾和投資者做出更明智的決

策。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 認為，雖然不是針對企業 ESG，但台灣現階段其實

已經有一套可套用的成熟永續標準模板可參考，包括金管會依據 A1000 標準

和 GRI標準，以及未來將更嚴謹的 TCFD和 TNFD標準，這些都是針對氣候

變遷的財務量化和方法學。台灣在 2024年 8月宣布將完全接軌國際財務報告

標準 IFRS，顯示出對 ESG規範的認真態度和國際一致性的承諾。這些標準不

僅提供了企業報告永續性的框架，也強調了透明度和財務準確性的重要性。

專家也表示金管會在推動 ESG 的過程中比環境部門還要積極，這反映出台灣

使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的策略。CSR 報告的查證過程需要會計師參與，

確保報告的確性和保證等級，這對於提升企業的可信度和投資者信心至關重

要。GRI 的揭露要求使得企業必須透明地報告其 ESG 表現，而非僅僅追求高

分。這種要求促進了企業內部的標準化和品質控制，特別是在具有完善系統

的行業，如電信業，相對容易遵守這些規範。 

專家強調，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一永續規格書對於業界推行 ESG

是有幫助的，但這些標準和查證過程在行業中的應用不應僅限於表面的遵循，

而是應該深入到企業的運營和文化中，真正達到提高企業 ESG 表現的目的。

這不僅有助於企業本身的永續發展，也有利於整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長期穩

定。 

4.2.5企業運營議題 

通過這個議題，本研究將能夠收集專業人士對於「漂綠」現象的看法和

建議，這對於理解當前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運營實務中的挑戰和機遇將非常

有幫助及其價值。 

問題九：您對於「漂綠」或誇大 ESG 作為的看法為？ 

問題說明： 

這一問題旨在探討訪談對象對於「漂綠」現象的看法。所謂「漂綠」是

指企業通過市場營銷手段過分宣傳其環境友好或永續發展的形象，而實際上

並未做出相應的環境保護行為或投入，從而誤導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一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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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將聚焦於訪談對象對此現象的認識、見解，以及他們認為這種行為對企

業自身和整個行業帶來的影響。 

本問題也將探討訪談對象認為企業、政府和消費者應如何應對「漂綠」，

以及如何提升企業在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方面的真實行動和透明度。討論將

涵蓋識別「漂綠」行為的方法、提高公眾對此問題的認識、以及鼓勵企業採

取真正意義上的環境責任行為的策略。 

專家觀點：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A 表示認為「漂綠」的重要性並不高，主要是因為如

果這種行為能達到其目的—無論是吸引消費者、投資者還是符合政府規定—

那麼就可視為足夠。從這個角度來看，「漂綠」行為即使沒有深入實施真正的

環保措施，只要能滿足外部的期待和要求，就被認為是有效的。高階主管強

調了誘因的角色，無論是鼓勵還是懲罰，都是推動企業進行某種形式的環保

行為的關鍵因素。如果「漂綠」能夠帶來正面的獎勵—例如提高公司聲譽或

達到法規標準—則可能被視為一種達標的實用策略；不應僅從道德的角度來

制裁「漂綠」行為，因為最終的目標是實現某些具體的環保目標。如果這種

行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達到這些目標，那麼它可能仍然具有其實用價值。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D認為中華電信等企業在 ESG成為熱門話題之前就已

經在進行相關的環保和社會責任活動。當這些活動與 ESG 的崛起相吻合時，

外界可能會誤解為企業是出於對潮流的迎合而進行的「漂綠」行為。專家提

出「時間點的問題」，當企業的環保行動恰好與 ESG話題的興起同時發生時，

這些行動往往會被外界視為是為了追求形象而進行的「漂綠」。在這種情況下，

企業面臨著如何說服公眾，其實施的環保措施是基於長期承諾而非短期形象

塑造的挑戰。專家認為公眾對於企業「漂綠」行為的評價可能受到誤解或時

間點的影響。這要求企業必須加強其與公眾溝通，清楚表明其環保行動的真

正動機和長遠目標，從而獲得公眾的信任。 

專家認為「漂綠」行為應從時機性和動機的角度來評估。企業的環保努

力，不論是早期還是在 ESG 話題高漲時期，都應該基於其對環境責任的實際

承擔程度來評價。 

中華電信資通技術整合處 專家提到認為「漂綠」主要是關於行動的形

式化和數據的量化，這使得公司能夠在公眾眼前展示其為永續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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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觀點強調了透明度的重要性，即做好事應該讓人知道。這樣的透明度不

僅有助於建立公眾信任，還能夠激勵其他企業和個人跟進。專家也提到了許

多環保行為，即使原始動機不是為了環保，結果卻對環境有益。 

專家以自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例子來說明，雖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避

免開車的不便，但這無疑也減少了碳排放。這表明即使一些行為未被標籤為

「環保」，其實際影響仍然是正面的。專家認為即使外界將某些行為視為漂綠，

那也不應該貶低那些實際上對環境有益的行為。 

三大電信業者專家 E 對於「漂綠」的現象持批判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

聲東擊西的戰術，常見於企業更多地投入於公關或行銷活動而非真正的環保

實踐。他指出，這種做法中，企業在公關或行銷的支出往往高於實際推行

ESG 的成本，這不僅是資源的浪費，也可能誤導公眾和投資者對企業實際環

保努力的認知。他進一步解釋說，「漂綠」行為通常伴隨著頻繁變動的環保指

標和經常性的對外宣傳或獲獎，這些往往是短暫且不持續的。這種行為的特

點是重視形象而忽視實質的環保效果，對真正的環保目標造成了偏移。 

專家強調，真正的環保承諾應當是具體的、可執行的，並且以實際行動

逐步實現，如逐步減少使用高耗能設備，並在整個公司網路中推廣綠色環保

的技術。他提到，很多企業已經參與了如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這樣的倡議，這表明企業有增強其環保措施的強

度，但這需要是持續且有計劃的改善，而非僅僅為了展示而已。 

專家認為「漂綠」是一種不健康的企業行為，真正的 ESG 實踐應該是透

明的、有持續性的，並且能夠在長期內帶來正面的環境影響。他呼籲企業應

當對外部做出真正的承諾，對內確保所有操作和設備符合環保標準，從而在

保護環境的同時，促進企業的永續發展。 

4.3小結 

本研究通過對產、官、學界專家的深度訪談，探討了台灣電信業在推行

環境、社會與治理策略時面臨的實施現狀、挑戰、以及五大策略議題。訪談

結果顯示，電信業在推動 ESG 的過程中面臨多重挑戰，但也創造了顯著的企

業價值，並受到政策與技術進步的影響；綜合專家們的見解，可以得出以下

幾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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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行 ESG的現況及困難點 

從現況分析來看，大多數專家認為業界對 ESG 的認知逐漸提高，但推行

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資源配置、法規遵循與技術創新的需要。官方專

家指出，政府正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以促進 ESG 的實施，並強調了政府在形塑

業界標準和提供指導方針方面的角色，業界卻不是真的想推動企業永續概念，

而是被動性的響應趨勢；業界專家則認為，儘管業界對 ESG 的認知在提高，

也相當積極，但實際推行仍受到內外部以及成本和實際可行性的限制，政府

的幫助力度也不夠，他們認為需要更明確的政策、指引和案例示範；而學界

專家則指出目前的推動 ESG 最大的問題即為經費，台灣的三大電信業礙於各

種層面的壓力，都有能力能被逼出成本，但 ESG變成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

難免有點流於形式。目前雖然三大電信自評對 ESG 的態度普遍正面且積極，

但他們在執行速度與長期承諾上存在差異，且企業領導者的決策方式將會直

接影響 ESG策略的推進力度。 

2. 電信技術對 ESG策略的協助作用 

訪談結果顯示，專家們認為資通訊技術在監控和增進 ESG 表現方面皆扮

演關鍵角色。這些技術不僅能直接提高能源效率，除了企業本身，還能助力

產業鍊達成永續的多重面向目標，尤其是環境面向的指標；專家們普遍認為

電信技術對 ESG 策略的推行非常重要，能夠有效提升資料管理和能源效率。

尤其是在氣候變遷的大背景下，電信技術創新被視為推動永續發展的關鍵。

官方專家指出雖然對台灣的電信科技前景看好，但在這方面的應用還不夠深

入，認為手握很先進的武器，卻用原始的方式打仗，非常可惜；而業界專家

們皆提出提及非常多電信產業及自身企業電信技術在永續方面的應用，其中

多半以減碳面向的應用居多，例如：台灣大哥大整併了台灣之星，合併了部

分同一地區的基地台，節省了很多耗能；而學界專家也肯定了業界電信技術

對永續的作為，但也指出業界多半不懂得使用標準化的工具和方法來衡量推

動 ESG實際作為。 

3. 企業推行誘因 

多數專家認為，儘管初始投入大，長期來看，推行 ESG 能顯著提升企業

的市場競爭力與品牌價值。訪談中官方專家強調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誘因機

制，如碳費機制和永續揭露要求等等，對企業推動 ESG 構成了重大影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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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專家亦指出，推動 ESG 本身對於增強企業品牌與消費者信任的正面效益不

容忽視，但除了遵循法規外，政策推行應該要有配套措施，而不是一昧用法

條壓著企業作為；學界專家則認為現階段還處於企業推行 ESG 初、中期的階

段，許多企業會覺得 ESG 的花費成本會大於其帶來的直接經濟利益，但如三

大電信這樣的大企業還是會基於社會壓力及企業形象等多重因素投入成本。 

4. 法規對電信業界的影響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修訂及其引入的碳費機制為電信事業帶來了新的

環境責任。儘管如此，業界專家們認為該機制對電信業的直接影響有限，因

為業界現階段已有多項永續措施及限制，如此作為會增加業界的負擔。雖然

看法不盡相同，但業界專家一致認為強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並統一永續規格

書對於業界及整體社會推行 ESG 是會有正向幫助的，但希望政府對此會有完

善的配套措施。 

5. 企業運營 

訪談中，專家們對於「漂綠」的看法各異，但普遍認為企業應致力於環

保行動而非只將綠色視為公司之公關手段。官方專家認為目前「業界是被動

性的響應趨勢」，現階段業界經常只是消極地推行 ESG；而業界專家皆認為不

應該對企業道德綁架及強迫企業推行「純粹」的永續，ESG 本質是使用經濟

手段去解決永續問題，認為其如果應該與企業營收目標共存，創造雙贏，但

同時也有業界專家指出，台灣目前的企業 ESG 風氣不健康，永續報告書的本

意是揭露，但台灣企業的 ESG 單位卻經常為了獎項而美化數據、衝高排名；

學界專家則認為台灣企業因為被供應鏈、營收及政府逼迫，所以只好使用漂

綠策略把自身企業美化得更綠，其實也是情勢所逼迫。綜合訪談內容，本節

整理了專家們對台灣電信業在 ESG 推行策略議題的多元觀點及挑戰；專家們

的意見提供了寶貴的建議，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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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過去企業更加重視 EPS 的財務表現，因為透過 EPS 能夠直接反映了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短期經濟表現，這是投資者、分析師和股東最常用來衡量公司

價值和績效的財務指標之一。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及永續發展意識的提升，

社會、投資者和消費者開始意識到除了財務表現外，公司在環境、社會和治

理方面的行為也對公司的長期成功至關重要。現在，企業要揭露的不僅是過

去財務經營績效，更要以 ESG的目標達到永續經營。 

近年來，台灣的企業在 ESG 表現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一點從每年被

選入道瓊永續指數 (DJSI) 的台灣企業數量可以明顯看出。許多在永續發展方

面表現優異的本地公司已經達到了世界級水平，許多永續績優的本國公司其

表現相較於一些跨國品牌龍頭企業不遑多讓，已具世界級水準。 

儘管台灣的 ESG 發展已有顯著進步，但從我國整體上市公司的角度來看，

還有超過近千家企業沒有出版永續報告書。甚至有年營收近新台幣 2000 億的

公司也沒有發表 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表明非財務性資訊揭露仍不

夠完善，透明度尚有待提升。 

雖然電信事業遇到的 ESG 挑戰在本質上與台灣其他行業面臨的總體問題

大致相同，但由於電信業在今日社會和經濟體系中的關鍵作用，其 ESG 問題

的重要性格外重要。作為推動數位轉型、智慧城市發展、遠端工作和教育的

核心關鍵，電信網路和相關服務對於這些領域是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隨著

全球對於資料和互聯網服務的依賴日增，電信事業的每一項決策與行動都對

環境影響、社會福祉，以及治理的透明度與效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透過資料搜集、文獻分析及專家訪談，本研究針對我國電信推行 ESG 之

策略作深度訪談分析，並為電信業提出相關建議，提供我國電信業推行之參

考，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外部技術議題： 

本研究建議電信事業首先著重於將自身的技術能力和永續概念做結合，

鼓勵電信公司投資於節能技術，如智慧能源管理系統、無紙化雲技術等，以

提升自身能源效率和減少運營成本，同時兼顧到永續議題，以上述兩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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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可大幅度節碳、省紙。同時，也能推出相關導入服務及解決方案，協

助外部公司導入技術，讓電信技術驅動永續，也可以此讓電信事業讓 ESG 概

念導入整體通信網路產業鏈，除了能影響整個產業鍊之外，同時可以創造營

收及全面支撐 ESG目標的實現。 

（二）企業推行議題： 

l 政府面 

建議政府除了須定期與電信事業對話，定期召開永續會議以了解和協調

三大業者各自需求及進程外，也須同時協助業者制定短期目標，而非喊出一

個長期願景，讓業者自行摸索方向，並依循這些溝通、調解內容，提供部分

經費補助及更加明確之建議推行方向。此外，也應該確保政策與電信業自身

發展方向同步；且針對台灣電信業三間獨佔、各佔一方的特性，提供溝通管

道，讓三間企業在不損及自身利益的情況下適時進行永續方面合作，讓政府、

企業、永續，三方共贏。 

l 企業面 

在 ESG 作為上，鼓勵企業之間合作而非競爭，簽署相關永續備忘錄，並

互相監督。例如：在同一地區共同建設基地台，而非各自建設；共同採購綠

電降低成本等。此外，推行 ESG 應作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不只有相關部門

要做，應該是要融入進公司內部的企業文化，讓跨部門真心認同及共同參與，

具體建議作為有：將 ESG加入企業課程，讓員工了解公司做 ESG的目的不止

為了公司，也是為了自身；將參與 ESG 活動列入公司鼓勵、甚至獎勵項目，

鼓勵員工自發性發起或參與。 

（三）我國法規議題： 

鑒於目前電信業在推行 ESG 時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建議相關協會與政

府部門合作，制定明確的 ESG 實施指南和評估標準。這不僅有助於企業更好

地量化和評估自身的 ESG表現，也方便公眾和投資者進行比較和評價。 

建議我國政府規定單一行業使用統一的 ESG 規格和報告書格式，並使用

目前國際上較常見及承認之報告書格式；如遵循 GRI、TCFD或 SASB準則等。

且完善現《氣候變遷因應法》之碳、稅費機制，建立更加完善和全面的法規，

例如：確切的實施對象、審查程序、徵收辦法等；隨著全球 ESG 標準的逐步

統一和國際合作的增加，建議台灣電信業及相關管轄單位積極參與國際討論



 

64 

 

和合作機會，學習國際推行 ESG 之典範，並在國內及國際 ESG 範疇中全球

ESG實踐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四）企業運營議題： 

建議政府鼓勵企業在撰寫永續報告書時，以「揭露」為主，並告知目標

為確實紀錄作為，而不是讓自己看起來越綠越好；關於「揭露」的真實性該

如何驗證及規定也建議政府列入制定永續報告書之規定事宜上，使企業之

ESG策略更透明、積極，如此也能營造企業正面形象。 

企業應以追求透明度和積極性為主要目的，建議企業在制定 ESG 策略時，

採用長期且全面的策略來實現 ESG 目標，避免僅侷限於單一面向的永續行動。

此外，企業應加強與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內部方面，增強員工對 ESG

重要性的認識和參與感；外部方面，通過定期發布具公信力的永續報告書，

向投資者和公眾展示企業的 ESG進展和成就。 

5.2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人力、時間以及資源等限制，可能導致本研究的結果不盡完美，且

還有須改善之空間，本研究在此列出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並提出個人

建議，供讀者或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l 研究限制： 

n 受訪對象限制：由於本研究涉及的問題牽涉到公司較高層級的

決策者，許多企業內部員工因擔心職位安全而謹慎回應，或不

願意代表公司發聲。這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全面性和深度。 

n 樣本數限制：受限於時間、資源及人力，本研究的訪問樣本數

較少，未來研究可透過擴大樣本數來增強結果的可靠性。 

n 文獻資源稀缺：目前針對電信業推行 ESG 策略的研究相對不足，

相關文獻較難尋找，限制了理論框架的建構和參考依據。 

l 後續研究建議： 

n 可透過量化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來獲得更廣泛的社會觀感，

將有助於探索不同群體對該題目的看法及反應。 

n 深入探討 ESG策略實施後的長期經濟效益，評估不同 ESG措施

對企業財務表現和市場價值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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