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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企業環境/永續性報告書之發展

趨勢與因應作法 

申永順*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紹國際間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發展趨勢與國內產業界的推行現

況；其次，說明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標準化發展與演進，並以 ISO 14063 標準

草案為例，介紹一般具國際共識性之企業環境溝通的作法。文中並說明金融財務機

構於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之運作機制中，可扮演之角色。最後，針對現階段國內

產業的因應對策，以及一般報告書之編撰方向、內容及製作要領，提出個人之淺見。

期能化解國內企業經營管理階層對於揭露企業環境 /永續資訊之疑慮，建立正面積

極的心態與觀念，從而著手進行企業環境 /永續性報告書之規劃與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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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時至今日，距離 1987 年聯合國布蘭登堡報告(Brundtland Report, WCED)正式將

「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發展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但不可損及後代子孫追求

滿足其本身需要的能力。」的歷史性宣告，已將近二十年。在這近二十年當中，國

際企業界所面對的國際貿易環境早已丕變，由早期著重於品質管理及安全規範之管

制，進而必須主動面臨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思潮的不斷演進--逐漸由觀念與共識，

轉變為具法律性要求的國際公約(如京都議定書等)或國際性指令(如歐盟 WEEE 及

RoHS 等)。是以，各國際企業莫不積極審慎地檢視自身整體的環境管理方向與策

略，調整公司治理方針，以符合各類利害相關者對於企業環境與社會責任的期望。

因之，社會大眾對於企業公開之環境/永續性資訊的需求，已與日俱增，這些資訊

可包括企業政策、價值聲明、環境衝擊數據、改善標的設定、公司治理(governance)、

管 理 系 統 ， 以 及 利 害 相 關 者 參 與 之 程 序 等 ； 而 編 撰 並 出 版 企 業 環 境 報 告

(environmental reporting)或永續性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ing)，即是提高這些企業資

訊透明度的最佳方式。 

客觀而言，會影響企業永續發展與經營的關鍵驅動力包括公司內部因素及外

部驅動力。就公司內部因素而言，企業界愈來愈能瞭解到改善環境績效也能改善獲

利率的事實。邁向更卓越的目標，當然也就自然成為環境績效改善的主要動力之

一，故符合現代環保觀念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不僅符合企業界降低生產成

本與環境衝擊的想法，也是創造股東價值的重要工具之一。而技術研發與合作是在

工業活動、資源使用效率及污染預防工作中，最有力的改變因素之一。環境與社會

績效已日愈成為企業重要的公司價值，對於內部聲譽、士氣及人才招募都相當重

要。由於社會大眾對於企業環境與社會績效報告的需求，已有日愈增高之趨勢，因

此在與利益相關人的互動方面，已有愈來愈多的企業，已出版各自公司之環境與社

會績效報告，這些報告可作為與客戶、員工、鄰近居民、政府和金融界溝通之工具。

另在外部驅動力方面，法規依然會是企業遵守環保規範之重要驅動力，然如何尋求

一互相制衡的政策工具，使企業與個人均能共同在正確的方向下，解決環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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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民間環保與人權組織過去在民間教育與意識推廣

上，扮演了相當成功的角色，未來諸如永續消費等議題，也一定能在消費者與社會

大眾中傳播開來，再加上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進步，企業的經營勢必面臨媒體與大

眾更多的關注與監督。另一方面，市場的要求已逐漸成為許多國家驅動企業進一步

改善其環境與社會績效的重要動力。透過供應鏈的體系，客戶對使用的原料成份之

公開標示、產品對環境無害的証明，以及公司要採取善盡企業責任之管理系統等的

要求已愈來愈高。企業面對產品責任、環境破壞之法律責任、回收及企業社會責任

等議題，在環境與社會方面的營運風險是愈來愈高，未來涉及此方面的罰責與市場

抵制的壓力，只會有增無減(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05)。  

世界上目前已有愈來愈多的公司每年定期地如出版其財務年報一般，製作企

業環境報告書(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s, CERs)積極地與各利害關係者進行

溝通，爭取認同。當企業環境資訊之取得與使用者愈來愈廣泛時，企業經營者除須

在自身環境資訊的收集工作上更加努力外，應當更加正視這些公開資訊背後所代表

的無形價值與影響--金融管理專家可以使用與風險相關的環境資訊，選擇正確的投

資機會，以取得更多的投資報酬，消費者可以有充足的資訊選購有利於環保的產

品，社區居民則可有客觀的資訊來瞭解並監督工廠降低與運輸、製程、產品及廢棄

物相關的環境風險。欲公開環境資訊尚有許多工作有待努力，以過去企業財務年報

的發展經驗，可以提供推動企業環境報告書工作時許多參考，例如這些公開的資訊

必須是可查證的、易於瞭解的、有意義的，以及標準化的，而且必須令使用者很快

的領會、具有足供決策的價值，更重要的是，必須透過一個公正可信的機制來提供

這些資訊。當企業界愈發努力公開其環境資訊之時，愈將會發現所需提供資訊之範

圍、品質、數量以及不確定性都會愈來愈大，如有不慎，將使辛苦編輯與分析所得

之結果，未能產生預期溝通的效果，致使企業本身及資訊使用者雙方產生困擾與損

失。目前國際間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所能達成的效益大多表示樂觀，故在過去十餘

年當中，已有許多組織在國際間著手進行相關的宣導與推廣的活動。  

二、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發展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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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間企業資訊公開之發展現況 

企業製作環境報告書，或將環境資訊納入公司年報中報導，係開始於 1990

年代初期，目前全世界至少有 1,500 個以上的公司，已經製作了專門用以介紹企

業 環 境 資 訊 且 合 乎 一般國際共識內容之環境報告書 (目前名稱及內容已十分多

元，包括環境報告、永續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等)，而有更多的企業亦已將其環

境資訊納入公司的年報內容中，圖 1 為世界主要國家之企業環境報告出版的情

形 ， 由 圖 可 知 國 際 上 已 出 版 CER的 公 司 ， 主 要 多 屬 於 歐 洲 與 北 美 地 區 的 國 家

[3](CorporateRegister, 2003)。且根據學者針對近年來各國企業環境報告書之內容

發展情形進行研究，發現這些文件無論在品質或數量上均有極大的改變 [2]，從

早期的定性描述發展至今已成為內容架構完整，且可用來表現企業具體環保績

效的量化數據。此外，Ranganathan[5]認為企業永續發展資訊的面向應包括生態

環境、經濟發展、社會關懷，且必須緊密的結合才能增進人類的福祉，White and 

Zinxl[6]也認為環境報告書其所涵蓋的範疇不應該局限於環境面，而更應該擴展

至 經 濟 面 與 社 會 面 ， 即 應 將 環 境 報 告 提 升 為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CSRs)之層次，故近年來國際間企業更往前一步出版企業永

續報告，且比例已顯著增加(如表 1)。  

 

表 1  1995 年與 2003 年國際企業對環安及永續等主題資訊報告比例之比較  

主題  
百分比  

年度  
環保  環保+ 

工安  社會  企業責任
環保+ 
社會  永續  

1995* 82% 15% 3% -- -- -- 
2003** 45% 19% 6% 5% 10% 15% 

*基於 158 家企業之調查結果。    
**基於 549 家企業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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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世界主要國家之企業環境報告出版的情形(CorporateRegister, 2003) 

根 據 長 期 觀 察 研 究 國 際 間 企 業 環 境 /永續報告書的「會計師驗證授權機構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在其於 2004 年公告

之名為  “Towards Transparency: Progress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的

報告中調查發現 [1]，目前在世界各地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 (CER/CSR)發展的程

度相當不一致，較先進的國家施行的時間已超過十五年，但某些國家或地區尚

未成為顯著性的企業。  

境管理議題，例如美洲及西歐國家的企業推動的情形即比較積極，反觀許

多中東地區及大部分的南美洲國家，甚至未聽聞過非財務面資訊揭露為何物。

在亞洲，只有日本、澳洲、紐西蘭，以及非洲(只有南非)，才比較重視環境報告

揭露的活動。但即便在已施行CER/CSR的地區，彼此間的報告品質與範疇，亦

有相當大的差異性。故目前世界各地已有為數甚多的政府單位、研究或產業機

構，紛紛制訂相關的規範、指引或標準，以降低這些資訊形式與範圍的歧異。

根據ACCA最近所進行的全球企業永續性報告揭露之研究 [1]，發現很多企業仍然

無法提供良好的報告，亦發現政府在這方面並無用心鼓勵。  

這項調查乃由ACCA及CorporateRegister.com聯合執行。該報告並指出幾點

重要的發現：(1)不同國家 /企業均採用不同的外部保證(external assurance)方法，

導致可信度的一致性問題需要改進； (2)各國在制定「限制性」或「自發性」資

訊揭露情況亦有很大的差別；(3)企業若使用全球均接納的報告格式(如GRI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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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報告綱領)，則報告書的品質將會有所提升；(4)儘管全球各大小企業均有發行

報告書，但也不過只有 1,500~2,000 家公司而已。此外，此報告尚發現，大部分

公司仍需要尋求最佳報告的實務做法，並且需要把利害相關者參與(stakeholders 

engagement)納入報告範圍當中。該報告指出，歐洲企業在企業環境 /永續資訊揭

露的績效表現最優，佔全世界報告總數的一半，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西歐國家的

企業。然而，從調查中發現，報告書的內容約三分之二在說明環境資訊，只有

五分之一在陳述企業的永續性及社會責任。在所有歐洲的報告書當中 (2003 年

版)，只有一半的報告書有經過第三者的驗證。在非洲國家中，只有南非企業有

非常高的意願來發行報告書，此可能與當地法律之規範有關，發行數量佔整個

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二。至於美洲部分，近年來美國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的發行

數量已經超越加拿大，成為發行報告書最多的美洲國家，然而南美洲只佔全美

洲的 6%。在亞洲及大洋洲，只有澳洲、日本及紐西蘭在報告書的發行量上有增

加的趨勢，其他國家則非常有限。例如，超過一半的報告書來自於東 /南亞，而

僅澳洲 /紐西蘭便佔亞洲總數的 43%，但東南亞僅佔亞洲總數的 1%而已 [1]。  

2.國內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發展現況 

相較於國外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活動的時程，我國企業環境報告書之推動，

已整整比國際間晚了十年以上，1999 年底由民間團體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出版包含其 13 家會員廠商之「環境績效說帖」，可謂我國企業環菁資訊溝通

之首波行動；另個別性企業如台灣積體電路公司，自 2000 年起，也獨自發行了

該公司之環境報告書，但僅係提供給公司之相關供應商（上下游），及內部員

工參考；聯華電子、旺宏電子等公司亦已撰寫環境報告書並放於網路上供大眾

參閱。  

同時，經濟部工業局亦已因應國際趨勢，委託各輔導機構執行各年度之示

範 及 持 續 改 善 輔 導 計 畫 ， 歷 年 來 已 陸 續 協 助 數 十 家 企 業 製 作 完 成 環 境 報 告 書

[11]。據筆者個人估計，迄今國內企業能依據公認規範撰寫的企業環境報告書約

有 50~60 家左右(含公開及未公開者)，但大多未經過第三者之查證或驗證；另在

撰寫範疇與品質方面，多數廠商仍是以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與OHSAS 18001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運作成果來展現，相較於國外企業CER撰寫的多元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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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環保產品之研發、員工福利與社區溝通、守規性表現等 )，仍有相當的差距。

雖然我國廠商於近五年間，在企業資訊公開方面之活動已有較明顯的開展，尤

其如中鋼公司、台積電、國瑞汽車等國內大型公司，其環境報告書均已出版數

年，內容品質與國外企業不相上下，但整體產業界對於環境與永續資訊公開的

態度、撰寫內容廣度與呈現方式，均有待進一步提昇。  

三、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活動標準化發展情形 

1.各產業團體及政府組織推動之環境報告規範 

目前有關環境報告書之完整性及相容性的一致性規範，仍有待確立，唯鑑

於環境報告書在全世界企業間的應用日益廣泛，且重要性與日具增，近年來已

有許多工業組織、政府單位、環保組織等已著手致力於研擬製作環境報告書的

指導綱要，以協助企業使用適當的格式與方法，在其公司年報中或獨立出版的

說明書中，與各利害關係者溝通企業的環境狀況。迄今至少有超過 40 個以上的

著名產業組織與非產業組織、政府單位，針對某些產業類別或處於特殊地理地

區 的 產 業 制 訂 撰 寫 環 境 報 告 書 的 指 導 綱 要 。 例 如 歐 盟 的 環 境 管 理 及 稽 核 制 度

(EMAS) 與歐洲化學產業協會(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所制訂的指

導綱要(CEFIC)，以符合特定產業的需要。  

在表 2 及表 3 中說明該類環境報告書是否為強制性或自發性的活動、是否

涵蓋了定性或定量資料的因素，以及有否評估 /查證 /驗證的要求等資料。目前在

國際間係以全球報告協會(GRI)機構，所推動的企業永續報告活動最具共識性，

相關活動之推行也最為積極。GRI 自 1999 年正式向產業揭示整合經濟、環境及

社會三類報告合為一體的「公司永續性報告」以來，在過去五年中已完成各項

試行計畫，該指導綱要亦已陸續完成 2002、2002 年版並積極推廣中，其已成為

全球企業永續報告實務之主要參考規範，目前 GRI 正進行修訂，預計將於 2006

年中旬出版第三版指導綱要(GRI, 2005)。  

在上述表 2 及表 3 中所列舉的大多數組織，對於環境報告書只提供較為鬆

散的規定，而只有 8 個組織發展較為詳細的指導綱要、標準或資料矩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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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如表 4 所示。其中有 2 個是屬於產業特定性的活動(CEFIC 針對化學工業，

VfU 針對銀行與保險業)，其他 6 個則屬一般通用性的活動。表 4 同時列舉這 8

個組織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的要求或建議事項，其中 WBCSD 及 WRI 只涵蓋定

量的資訊，不像其他組織除了涵蓋定量的資訊，也包括了涵蓋定性的資訊。  

 

表 2  國際間各產業組織及其環境報告書活動特性的比較  (White, 1999) 

產業組織名稱 重點領域 
/國家 

報告的

強制性

制訂指

導綱要

定性資

料矩陣

定量資

料矩陣

評估/查
證/驗證 

Th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Banks, Savings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y (VfU) 

金融業 
/ 德國  X X X  

Business in the Environment 
通用性 
/國際  X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VCI) 
化學工業 

/德國  X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CMA) 

化學工業 
/美國 X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Environmental Business Forum 

製造業 
/英國  X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CEFIC) 

化學工業 
/歐洲  X X X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通用性 
/國際  X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通用性 
/國際  X    

Japan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KEIDANREN) 

通用性 
/日本  X    

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 
通用性 

/澳大利亞  X   X 

Prince of Wales Business Leaders 
Forum 

通用性 
/國際  X    

Public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Initiative (PERI) 

通用性 
/國際  X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WEC 
and NRTEE) 

通用性 
/國際  X  X  

 

荷蘭為全球第一個公告有關企業環境報告法案的國家，其名稱為「環境報

告 法 案 暨 環 境 報 告 法 令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ct 1997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Decree 1998) 」，該法令係於 1998 年底公告，要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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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內中大型產業最遲須自 2000 年 4 月 1 日起對環境主管機關提出正式報告，

並自 2000 年 7 月 1 日起對一般大眾提出環境報告。荷蘭經驗不僅受到各國政府

及業界之重視；繼荷蘭之後，英國、丹麥、美國等國亦已陸續頒布相關法令，

藉由荷蘭的案例而衍生為全球潮流之可能性，也值得國內產、官、學、研各界

注意，以共同維護大眾之環境知識權，並促使企業界對社會大眾善盡環境溝通

之責。  

 

表 3  國際間各非產業組織、政府及其環境報告書活動特性的比較(White, 1999) 

非產業組織、政府名稱 重點領域
/國家 

報告的
強制性

制訂指
導綱要

定性資
料矩陣

定量資
料矩陣

評估/查
證/驗證 

非產業組織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財務環境 
報告書/國際

 X    

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通用性/國際  X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 (CERES) 通用性/國際 X X X X X 

Eco-Management & Audit Scheme (EMAS) 製造業/歐洲 X X   X 
German Institute for Standards (DIN)  通用性/德國  X    
International Auditing Practices Committee 通用性/國際  X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 通用性/國際    X  
Social Venture Network 通用性/國際  X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 / SustainAbility 通用性/國際  X   X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UN-ISAR) 

財務環境報
告書/國際

 X X X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通用性/國際  X  X  
政府       
Advisory Committee o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 UK (ACBE) 

財務環境報
告書/英國

 X    

Denmark, “Green Accounts” 通用性/丹麥 X X   X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 of 1993 通用性/荷蘭 X(1998) X*   X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ity 

通用性/新南
威爾斯澳大

利亞 
 X    

*指導綱要仍在發展中  

 

表 4  各組織對於企業環境報告書內容的要求或建議事項  (Whit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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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IC CERES Denmark IRRC UNEP/ 
SustainAbility VfU WBCSD 

(制訂中)
WRI  

(已制訂) 
定性資訊          
高階主管的聲明  X    X    
公司環境政策  X X  X X    
公司概況  X X X X X X   
新或修正的生產線  X X       
新或修正生產設備  X X       
方案、目標、目的  X X   X X   
環境管理架構  X X X X X X   
環境稽核  X X  X X    
緊急應變  X X   X    
員工識別機制   X  X X    
環境公益活動   X       
物料政策   X   X    
員工安全與衛生  X X   X    
產品管理  X X   X X   
與供應商間之互動   X  X X    
環保守規性與訴訟  X X  X     
利害關係者間互動  X X   X X   
合約資訊  X X   X X   
驗證程序   X   X    
定量資訊          
化學物質排放  X X X X X X X X 
事故災害   X  X X   X 
有害廢棄物管理  X X X X X X  X 
能源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X X 
水量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X  
無害性廢棄物管理  X X X X X X  X 
物料使用情形   X X*  X X X X 
非產品物質的產出      X   X 
進行環保工作支出  X X  X X    
數據的正規化   X  X  X   
*企業必須向丹麥政府提報該資訊，但可不公開發表。  

 

2. ISO 14063 環境溝通標準制定之發展 

自 1999 年以來，ISO/TC 207 開始有來自日本、美國等代表提出應仿效歐盟

「環境管理稽核制度(EMAS)」中環境聲明書(environmental statement，於系統驗

證後，組織須提出之系統有效性及績效展現的報告，且須經過第三者驗證)之設

計，針對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EMS)驗證制定「環境報告」標準。雖然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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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來遭各會員國代表反對而擱置，但有關組織於建制 EMS 後之績效與承諾等

資訊透明化之呼聲，在歷次年會中仍然有熱烈的討論。為回應各界對此議題之

關切，ISO/TC 207 於是於 2002 年起，成立獨立的第四工作小組(WG4)進行「環

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標準之研擬，並賦予編號為 ISO 14063。

該標準之目的在於提供組織進行環境溝通的一般性指引。  

在 2002 年 6 月 8-16 日 TC 207 約翰尼斯堡年會的技術委員會議中，WG4

討論近 400 個有關新的 ISO 14063 標準「環境管理–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例」

(WD2 版)的評論與修正意見，並已在溝通的原則與運作架構、除報告以外之溝

通作法上的指導綱要等要項上獲致相當顯著的共識。「溝通之連續性(continuum 

of communication)」是在 WG4 會議中一個主要新興的議題，在此所謂連續的過

程中，溝通的範圍包括由公司之自主控制並向外傳送的信息，以及外部強制要

求 公 開 的 資 訊 。 WG4 將 這 二 個 極 端 的 作 法 ， 區 分 為 單 向 與 雙 向 溝 通 ， 目 前

ISO/WD2 14063 版的制訂方式較傾向於單向溝通。  

另一項爭議的焦點為，是否應將 ISO 14063 訂定為正式的國際標準或一份

無任何強制性要求的參考性指引。較多數的與會者認為國際間已有許多組織發

展為數不少的環境溝通相關指引，而 ISO 的角色應在於統整各方的做法與論

述，形成國際性的共識，故仍應以正式國際標準的制定為主要使命。環境溝通

標準之主要精神並不止於企業提出環境報告，而更重要的是如何使利害相關者

能有適當的參與；企業在與外界對話前，須先確認某些組織內部考量的需求(如

溝通的對象與內容等)。WG4 已於 2002 年 10 月份於墨西哥會議中將全部的文稿

定案，正式進入 WD3 版的進度。此外，直至目前與會代表對於將環境溝通成為

環境管理系統(EMS)之強制性要求多表示不贊同，此即是 WG4 在編制上未納入

TC 207 SC1(負責 EMS 標準制訂)架構之下的主要原因。WG4 期望能在 ISO 執委

會規定的 2005 年 6 月的期程前，完成國際標準版(IS)之公告。  

原 ISO 14063(WD3 版)標準共有 6 個小節，依序為範圍、詞彙與定義、環境

溝通之原則、環境溝通政策、環境溝通策略、環境溝通過程，除第 6 節(內容為

公司如何規劃及執行溝通活動)仍在研商中外，其餘 5 個小節均已完成初稿；目

前 WG4 已在 WD4 版中新增了第 7 節(在約堡會議時原為第 6 節之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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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為環境溝通之「規劃 -執行 -檢查 -修正」管理循環，使本節成為該標準的

核心部分。目前 WG4 主要處理的議題為如何將該標準第 7 節的內容格式化，其

餘新版的第 1~6 節僅為原則性與架構性的描述。ISO 14063(WD3 版)環境溝通標

準 提 供 企 業 實 施 環 境 溝 通 的 一 般 性 指 引 ， 其為 /可為組織整體溝通作法的一部

份。本標準提供與組織活動、產品、服務或其結合內部或外部環境溝通相關的

通則，方式及（目前的）實務（過程）與範例。其可適用於所有的組織，且與

規模、型態、位置及複雜度無關，其可適用於已具有或尚未建制環境管理系統

之 組 織 。 本 標 準 並 不 企 圖 成 為 一 份 驗 證 目 的 用 的 規 範 性 標 準 ， 其 可 結 合 ISO 

14000 系列標準或單獨使用。  

在該標準草案中較為重要的部分為選擇適當的環境溝通方式(第 6.1.5 節)。

該標準建議組織須決定適當的溝通方式，以組織整體溝通策略一致，此將視所

欲溝通之資訊型態、標的關係者，以及組織環境溝通目標而定。溝通的方式會

受組織是否欲通知、勸說標的關係者或標的關係者引發行動等之影響。特別的

是在內容與議題之撰寫上，須格外注重讀寫水準及文化的考量。在選擇溝通方

式時，尤須牢記在心的是，標的關係者對資訊內容感興趣的程度。此外，與前

者同等重要的是，組織所期望溝通之主動程度。如表 5 所示，依組織與標的關

係者是主動或被動之分別，列出許多不同的溝通方式。  

 

表 5  溝通方式之範例  

方式  主動標的關係者  被動標的關係者  
主動溝通方式  人員對話  分送環境資訊  
被動溝通方式  製作立即可取得的資訊 對個別之關切與意見保持警覺  

 

其次的重點為所欲溝通之環境資訊的鑑別(第 6.2.1 節)。根據規劃階段所發

展出之環境溝通目標，組織須選擇或產生是當定性與定量的數據與資訊。在大

部分組織中有許多可取得的環境資訊來源與型式，包括：  

－環境策略、管理實務及績效量測，其可由如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中取得； 

－環境績效評估數據，如 ISO14031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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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法定申報；  

－相關的財務及會計數據；  

－社區參與活動；  

－產品之環境考量面與衝擊；  

－產品與活動之生命週期評估，如 ISO14040 中所述；  

－與當地 /區域性 /國家法令、規章、及 /或國際性規範相關之守規性紀錄；  

－在安全處置物料上之員工訓練；  

－緊急事件之準備及應變防護措施；  

－管理該系統之專業人員 /專家之類型，如環境工程師、水利學家、生物學等；  

－不符規定之意外事件與突發事件之處置紀錄；  

－環境指數 

此外，組織須指定特定的人員及權責單位以發展環境溝通資訊。組織須確

認在負責建構環境溝通資訊時，個別成員與負責組織參與公開性和政治性溝通

工作的個別成員間，能具有適切的協調機制，以使資訊有效運用。  

四、金融財務機構於企業環境/永續報告活動中之角色 

在企業永續發展與金融業之互動發展方面，「環境價值」已漸漸成為世界各

國很多銀行業者借貸評核的考慮項目。西歐各主要工業國家所發展出來的「生態貸

款」(Eco-loans)不僅已由地區性的銀行擴及至全國性甚至世界性的銀行集團，同時

也已帶領美國與亞洲各主要工業國銀行界群起效尤。包括荷蘭的 ING 銀行、英國

的 National Westminister 銀行(NatWest)，以及日本的 Sumitomo 銀行均已朝向生

態貸款的市場邁進。所謂「生態貸款」，意即銀行界以較優厚之條件借款給有關環

境保護以及資源回收之工程或計畫，包括風力發電、土壤整治或資源回收工廠的建

造計畫。符合生態借貸基本條件的小規模業務，諸如協助從事有機產品的農夫購

田，或家戶裝置太陽能設施等之貸款，都涵蓋在內。此外，1999 年 9 月初道瓊(Dow 

Jones)與永續資產管理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SAM)正式推出道瓊永

續性群組指數(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roup Index, DJSGI)，並發展一套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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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業永續發展績效表現的評等方法。根據許多研究顯示，在環保與社會公益上

表現傑出的企業，投資報酬率均優於市場平均值。以所統計的數據來看，道瓊永續

性投資指數較傳統指數高出 5.5%，但風險僅增加 1%。雖然以企業永續性為主要考

量而設立的創業基金仍佔全部市場資金的小部份，1999 年以來卻呈現極大幅度的

成長。資本市場終於開始注意到永續性企業及從事開發可再生能源之企業的未來前

景是相當樂觀的，尤其是從事可再生能源開發公司，已成為華爾街投資公司的最愛。 

全球知名社會責任型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SRI)及企業永續性

資 訊 服 務 公 司 (SRI World Group) ， 最 近 已 公 佈 成 立 OneReport™ 

(www.one-report.com)電子報告系統，此系統之建制目的在於協助企業更有效率地

揭露社會、環境、財務、公司治理資訊給予投資者、財務機構及其它利害相關者，

這 系 統 係 由 50 家 以 上 跨 國 企 業 ( 其 中 一 半 係 Fortune 100 大 公 司 )合 作 完 成 。

OneReport™可協助公司及利害相關者處理、分析及評等所需的資訊，節省大量的

時間及金錢，促進資訊報告的透明化、一致性及效率，並能簡化報告之繁複性，降

低企業揭露資訊的成本並提高企業揭露資訊的意願。目前，已有超過 20 個SRI研

究基金表示對此報告系統深感興趣，該報告系統現有 25 個國家的 4,000 家企業之

永續性資訊，在功能設計上可引導企業內部各單位記行資訊蒐集、稽核、審查、批

准等工作；該報告系統並相容於GRI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及AccountAbility AA 1000

驗證標準的需求 [9]。  

隨著利害相關者對企業須進行資訊揭露的潮流日益受到重視，近年來已有許

多國家或財務政策制定者，包括奧地利、澳洲、比利時、丹麥、芬蘭、法國、德國、

義大利、荷蘭、挪威、瑞典、南非、英國及美國等先進國家，先後制定多種關於企

業資訊揭露的法律。茲將各國推動企業資訊揭露的相關法律或規範之內容彙整如表

6 所示。由表中內容可知，這些先進國家政府大多已藉由立法等程序，規定其境內

企業必須揭露環境衝擊、社會及公司治理等資訊，而相關的財務金融機構的活動參

與更是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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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國推動企業資訊揭露的相關法律或規範之內容  

國家  法律或規範之內容  
奧地利  2003 年政府出版企業自願式永續性報告之指導綱領。  

澳洲  
自 2001 年開始，所有上市上櫃公司需按規定每年須發行永續性報告書。2003
年 4 月，澳洲證交所企業治理委員會更要求公司向所有利害相關者提出公司

治理聲明。  

比利時  
自 1996 年開始，比利時公司或在當地設立附屬公司的跨國企業，有超過三

年營運時間者，必須每年發行公司的社會績效報告。在 2001 年，政府尚須

檢視受規範之企業如何將社會及環境績效整合入公司投資決策之執行績效。 

丹麥  
自 1995 年起，政府規定公司必須揭露環境衝擊資訊，尤其是森林、塑膠及

鋼鐵業，每年必須提出「綠色帳戶」“green account”。2001 年開始，政府制

定社會及倫理報告指導綱領，提供給私人 /公共部門參考 (包括對中小企業 )。 

芬蘭  2003 年 1 月芬蘭會計標準局制定環境資訊揭露指引，協助企業如何在財務年

報內揭露環境資訊。  

法國  

2001 年起已制訂三項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律。同年 2 月，員工儲蓄金的管

理人在投資或買賣股票時必須考慮社會、環境及倫理準則。5 月，國會通過

新經濟規定法 (New Economic Regulations Law)，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必須在每

年的年報中揭露社會、環境及財務績效。7 月，規定員工退休基金 (市值 160
億歐元 )在做任何投資前必須考慮社會、環境與倫理準則。  

德國  自 2001 年開始，所有退休基金管理人必須證明其在投資時，已將社會及環

境因素整合入於投資決策。  

義大利  

2004 年 7 月，政府規定所有退休金管理者必須聲明如何將非財務面因素，納

入投資決策。2002 年 11 月，Umbria 區政府制訂相關辦法，規定上市公司必

須取得 SA8000 驗證。雖然此「規定」係以自願性為主，但金融服務業均十

分贊同這項作法。  

荷蘭  從 1999 年開始，超過 300 家公司履行企業的責任來出版環境報告書。同時，

荷蘭年報諮詢局建立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格式的指引。  

挪威  1999 年在「會計法」(Accounting Act)下，所有公司必須將環境資訊納入公司

的年報內，政府亦建立環境報告書的標準格式。  

瑞典  
從 1999 年開始，大型企業必須揭露其於生產製程所導致的環境衝擊資訊。

此外，在公共退休金法 (Public Pension Funds Act, 2000)，基金管理者必須顯

明其投資決策已納入環境及倫理準則。  

南非  
2002 年南非執行長研究中心發行公司治理指南，規定所有上市公司、銀行、

財務機構或保險業公司，每年必須報告公司在社會、倫理、安全、健康及環

境管理方面的政策及實務作法。  

英國  

1999 年國會通過退休金揭露規定 (Pensions Disclosure Regulation)，即所有信

託者 (trustees)可要求信託管理者，揭露其在投資項目上考慮社會、環境及倫

理問題之作法。2004 年 5 月，在公司法最新的修正案上，規定公司必須揭露

關於社會、環境及倫理議題的資訊於公司年報內。  

美國  
2002 年 7 月根據 Section 406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規定公司的執行長、

財務長及會計長必須揭露書面化的倫理準則。目前，該國已在檢討公司是否

應揭露環境資訊並制定相關的要求。  
(資訊來源：http://www.enviroreporting.com；永續發展雙月刊，2004) 
 

表 7 及表 8 為筆者推薦之較著名的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之公司及國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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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網址，提供有興趣的讀者自行上網連結閱讀與參考。  

 

表 7  著名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之公司網址  

公司名  Download CER website 
ATMEL http://www.atmel.com/dyn/general/site_search.asp 

BP 
http://www.bp.com/search2002/search2002.asp?userString=environmental+per
formance&match=0&maxPerPg=10 

BT http://www.btplc.com/Betterworld/Aboutthereport/index.htm 
CANON http://www.canon.com/environment/eco2003e/p15.html 
CASIO http://world.casio.com/env/ 
DELL http://www.dell.com/environment 
DSM http://www.dsm.com/en_US/html/about/triple_p_en.htm 

EPSON http://www.epson.co.jp/e/community/environmental_responsibility.htm 
ERICSSON http://www.ericsson.com/sustainability/ 
FUJITSU http://eco.fujitsu.com/info/2003/eco20030722_e.html 

HENKEL 
http://www.henkel.com/int_henkel/ourcompany/channel/index.cfm?channel=3
50,Quarterly_Reports03&picture=317 

HITACHI http://greenweb.hitachi.co.jp/en/download/download.html 

HP 
http://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supplychain/ser_pro
gram.html 

IBM http://www.ibm.com/ibm/environment/annual2002/ 
INTEL http://www.intel.com/go/ehs 

MOTOROLA http://www.motorola.com/EHS/environment/reports/ 
NEC http://www.nec.co.jp/ir/en/library/eco.html 

NOKIA http://www.nokia.com/nokia/0,6771,27142,00.html 
OKI http://www.oki.com/en/eco/ecoreport/ 

PANASONIC http://matsushita.co.jp/environment/2003e 

PHILIPS 
http://www.philips.com/InformationCenter/Global/FHomepage-NoXCache.asp
?lNodeId=1252 

SAMSUNG 
http://www.samsung.com/AboutSAMSUNG/SocialCommitment/EHSReport/in
dex.htm 

SHARP http://sharp-world.com/corporate/eco/report/pdf2000.html 
SHELL http://www.shell.com/home/Framework?siteId=shellreport2002-en 

SILICON 
VALLEY 

http://www.svep.org/ 

SONY http://www.sony.net/SonyInfo/Environment/index.html 
TOSHIBA http://www.toshiba.co.jp/env/english/index.htm 

UMC http://www.umc.com/english/about/v.asp 
WYETH http://www.wyeth.com/ehs/ 
XEROX http://www.xerox.com/go/xrx/template/020e.jsp?Xcntry=USA&Xlang=en_US 

表 8  著名國際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研究機構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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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網址  
CERES http://www.ceres.org/ 
GRI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 
ACCA http://www.corporateregister.com/about.html 
OneReport™ http://www.one-report.com 

DTT http://www.deloitte.com/dtt/research/0,2310,sid
%253D1084%2526cid%253D6999,00.html 

INEM http://www.inem.org/tools/cer-checklist.html 

Ranking 2000 http://www.ranking-umweltberichte.de/index_e.h
tml 

Stratos http://www.stratos-sts.com/ 
SustainAbility http://www.sustainability.com/home.asp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http://www.inknowvate.com/inknowvate/sustaina
bility_reporting.htm 

Sustainability-Report.com http://www.enviroreporting.com/service/ 

CSR/Wire https://sriworld.com/csrwire.com/htdocs/csr/inde
x.mpl?arg=d-f 

Fusion GOL http://www2.gol.com/users/hsuzuki/report.html 

 

五、產業界之推動策略及步驟 

目前國內外各類組織於推動環境管理系統的方向上，在「績效量化、明確適

法、資訊透明」等方面的發展趨勢已相當明顯，企業如何在得到環境管理系統驗證

之後，確實履行持續改善的承諾，以更積極的環境溝通方式建立公開律己的自我驅

動機制，實為企業善盡社會公民責任之具體表現。針對廠商在推行環境 /永續報告

書工作之一般性建議如下：  

1.落實推動ISO 14001 或其他相關環境管理活動 

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書為組織推動 ISO 14001 或其他相關環境管理活動工作

成果的具體展現，組織在心態上，不宜將其視為為避免失去商機而不得不為的

工作，因為推動心態的不同，系統建制之價值認定亦會不同，此將影響推動成

效甚鉅。更不應只以通過 ISO 14001 驗證為目標，而在系統之維護與持續改善

上鬆弛了應有的努力。廠商在實施初期可以環境報告書為目標，下一階段再往

永續報告書的出版方向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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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力的培訓 

鼓勵並委派人員參與相關的講習及訓練會，加強環境管理系統相關權責人

員之資訊與文件整理與分析之能力；訓練的過程，應著重在公司環境報告執行

面的訓練。目前經濟部工業局的系統建制年度持續改善輔導工作中，輔導廠商

建制企業環境與安全報告書，為主要工作之一，各相關法人與顧問機構多以建

立輔導及訓練能量，廠商可多加利用。  

3.內部資料的文書化 

工廠內部對於製程中所使用之物料及能源消耗與各類污染排放的結算與登

錄，必須確實予以文書化，以作為環境報告書中各項指標展現時之依據。另建

議廠商參考 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建立符合公司環境特性的環境績效

指標系統，有計畫的彙集、分析及轉換相關環境資訊，充實環境報告書的內容，

避免將環境報告書撰寫成為一份「有骨無肉」、華而不實的宣傳刊物之窘境。  

4.外部相關資訊獲得管道的建立 

產業界可經由工業局等相關單位所發行之相關通訊、期刊或國內外相關之

報 導 性 期 刊 雜 誌 及 電 腦 網 路 資 訊 ， 建 立 取 得 同 業 間 出 版 環 境 報 告 書 資 訊 的 管

道，以了解此國際發展推動的最新狀況，及早採取因應措施。對於各類指標(尤

其是社經方面)之資料亦應積極蒐集，做為未來撰寫永續報告書之準備。  

5.建立國內產業 CER/CSR 對外溝通之平台 

2004 年 5 月，美國矽谷毒物聯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SVTC)針

對全球各知名電腦公司之電腦回收及相關環保表現，公告其第五次績效評比報

告 ， 結 果 顯 示 台 灣 各 知 名 之 電 腦 資 訊 業 者 雖 然 在 國 際 電 腦 市 場 中 有 亮 眼 的 業

績 ， 但 在 環 保 方 面 的 成 績 因 該 調 查 機 構 無 法 自 國 內 業 者 網 頁 及 問 卷 回 覆 等 方

式，有效取得我國廠商相關資訊，故所得成績均十分不理想，與 HP、Dell 及

NEC 等國際性公司的水準有相當大的差距。此事件正除顯示國內企業對環境資

訊公開等國際環保潮流發展趨勢的輕忽，以及對環境管理專業的不夠重視外，

亦暴露出國內產業 CER/CSR 對外溝通窗口不足的問題，建議政府單位或相關的

產業協會，建立參考國外作法，提供已出版 CER/CSR 的廠商一個公開對外的資

訊平台(撰寫語文除中文外，應盡量配合英文版出版)，並主動與國外相關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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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聯繫，建立資訊交流管道，使台灣廠商的努力能有適當的國際能見度。  

有關企業 CER/CSR 推動步驟，由於環境政策與策略範疇中，工作之員工、

以 環 境 產 品 之 研 發 、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及 環 保 法 規 等 均 可 提 供 報 告 書 珍 貴 訊

息，而報告書應由公司不同部門之代表組成一規劃小組，此小組可由下列代表

組成：  

(1)管理部門  

(2)公共關係、運銷與企劃部門  

(3)技術與環境部門  

(4)人事部或員工代表  

(5)必要時可外聘顧問或公共關係組織  

此規劃小組人數宜在 3~6 人之間，而由其中最多 2 人擔任撰寫與最後編輯

環境報告書之工作。撰寫環境報告書整體上可分為三大部份：資訊之蒐集及準

備、報告書之規劃與撰寫以及報告展現，詳細撰寫報告書需涵蓋如圖 2 所示之

步驟。  

 

     流       程               工   作   內   容                   

指定一人主導報告撰寫與成立工作小

組，在較大規模之集團亦可成立一由利害

相關者組成之顧問諮詢委員會 

成立工作小組 
及諮詢小組 

 

 
架構規劃  

及資料彙集  
告知員工關於環境報告書及彙集適切

文章之構想 

 

界定報告  

對象及需求  

界定報告書展現之對象並確認其特定

之報告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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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內容是否  
滿足相關人員  

決定此環境報告書是否滿足所有的報

告展現對象，如對環境關係者、顧問等需

有大篇幅之報告版本。 

 
確定內容  

並開始撰寫  
列出適切之文章並確定此報告之討論

內容，賦予收集資訊與撰寫文章責任。  

 

審查報告書  
初稿內容  

 

審查內部環境初稿報告書之結果總結  

 

 

讀者試讀  
及校對  

 

經適當人數之利害關係者閱讀校對及

反映意見  

 

美編設計  
及排版印製  

 

將定稿之環境報告書經編輯排版設計

並印製發行  

 

正式向社會大眾公開環境報告書，必

要時可依報告書之對象各別介紹，如在貿

易博覽會或參展會場大篇幅介紹報告書，

對員工或地區居民可介紹報告書之摘要。  

向大眾介紹  
環境報告書  

圖 2  環境報告書之編輯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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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    論 

由前文所述可知，國際間之企業環境 /永續報告活動廠商正方興未艾，各國政

府透過正式立法與行政管制，要求企業公開企業相關資訊，以滿足各類利害相關者

期待的風潮已是大勢所趨；況且隨著國際貿易市場上環保及永續發展意識的高漲，

貿易與環保間的糾葛互動難料，建議我國業界對於自身環境與永續性資訊的蒐集、

彙整及溝通等工作，應早日進行。國際間對企業環境績效改善的壓力，咸認將有別

於傳統環保法規與行政管制之要求，而會逐漸來自於投資者及社會大眾的制約，故

如何掌握潮流，順勢而行，主動及負責任地進行環境溝通活動，正是業者立足未來

市場，建立永續經營與發展基礎的最佳利器。目前國內政府相關單位已積極地投入

相當的資源進行推廣宣導及技術訓練與引進的工作，企業界若能配合政府政策，克

服消極的心態及觀念，積極正面地去除執行支援及資訊不足等障礙，當可有效因

應，在此國際環保潮流中掌握企業永續發展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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