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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作為4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與對話4.1
本公司透過直接面對面開會、電話會議、Email 往來等方式，及「正面議合、循序漸進」的態度，與

被投資公司之高階經營管理階層、投資人關係或企業永續團隊進行互動及議合，目的在於透過觀念

溝通，讓企業先認知 ESG 對自身的影響開始，到認同 ESG 議題的重要性，進一步企業可以主動管

理 ESG 相關風險，並落實到企業各項營運環節之中，以落實盡職治理精神。

( 一 ) 對話方式及互動：股權投資部主要透過電話、視訊會議、公開法說會及面對面會議等方式，與

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掌握被投資公司完整之運營情況，以作為投資判斷之依據。倘若被

投資公司在 ESG 特定議題上有違反法規或經營上損及本公司及保戶長期利益時，本公司將不

定時派員向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及密切追蹤其後續發展狀況，並視狀況適時拜訪公司經營階

層或發言體系。 

與 A 漁電開發暨營運商，溝通需確認水權及養殖事實，以利環境友善，針對 B 地面型太陽能

案場開發商，希望能落實對於週遭住民的溝通，以獲得環境、人、能源開發三贏的局面。上述

兩案皆與該公司董事長及經營高層面談。

( 二 ) 互動目的：持續與被投資公司互動以評估投資目的、成本與效益及所關注特定議題之重大性，

依據所關注資訊之類型、程度與頻率，透過前述互動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適當溝通，

瞭解產業面臨之風險與策略，掌握經營狀況，透過對話、議合及行使表決權等方式與被投資公

司互動，展現公司積極所有權人之盡職管理作為，以維護受益人權益。

2023 年關注結果列示如下：

本公司於 2023 年 1-12 月共出席股東會 58 次 ( 含電子出席 )、親自拜訪 818 人次 ( 不含電話會議 )，

參加券商論壇 65 場，針對被投資公司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

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持續進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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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投資公司議合4.2
本公司為落實企業永續作為並承諾遵循「PRI」，在投資分析與決策流程中納入環境、社會及治理三

大面向考量，透過與投資標的及產業夥伴進行議合，強化責任投資原則執行的效能。

依 5 階段流程，確認議合之執行符合本公司盡職治理政策。

主軸設定 公司篩選 期間設定 成效評估 後續行動

 Ì ESG評比

 Ì ESG資訊揭露

 Ì 公司治理

 Ì ESG評比 /資訊揭露
待改善項目

 Ì 影響股東權益範圍

 Ì 5年為原則

 Ì 得適時調整

 Ì 議合成功結案

 Ì 已朝正向發展

 Ì 未有明確進度

 Ì 議合不成功結案

 Ì 調整投資限額

 Ì 股東會提案 /發言

 Ì 暫時不予投資

 Ì 列入排除名單

( 一 ) 主軸設定

針對本公司被投資公司經營狀況，重點關注之議題與被投資公司進行議合。在議合議題上，本

公司依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中原則三及原則四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

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被投資公司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以及對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及公司治理等 ESG 因素執行之情形，展現本公司積極落實盡職治理作為。

・ 公司經營策略與財務表現

・ 公司管理階層與公司治理

・ 公司文化

・ 公司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

・ 公司相關新聞

・ 經營權 / 所有權分離或一致性問題、董監持股是否過低問題

・ 配息 / 配股問題

・ 其他重要事項

( 二 ) 公司篩選

以 MSCI ESG 研究資料為基礎，篩選 MSCI ESG 評比為 B 及 CCC 作為議合對象，並針對企

業 ESG 重大議題進行議合。此外，進行內部評估作業若發現該企業資訊揭露不足，則會立即

與企業議合與溝通。

( 三 ) 期間設定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時，通常企業必須先體認到該項 ESG 議題對自身公司營運影響的重要性，

才會進行流程調整、甚至是組織再造對企業本身而言不僅挑戰很大也需要時間調整。因此很少

在第 1 年就會有顯著效果，而國際成功的議合至少需要 3~5 年的時間，故議合期間參考國際標

準 原則設定為 5 年，得視情況調整。

4.2.1 議合流程

18 19



2023盡職治理報告書2023盡職治理報告書

( 四 ) 成效評估

依據被投資公司的關鍵 ESG 議題，不定期與該公司之投資人關係部門、企業永續專責單位或

經營階層溝通了解其進展記錄，與公司互動及溝通狀況，並每年評估在各項 ESG 議題議合之

成效。

( 五 ) 後續行動

根據被投資公司回應、改善狀況進行討論，做為後續投資調整依據包括「持續觀察追蹤」、「調

整投資限額 」、「暫時不予買進」、「列入排除名單 」 。

4.2.2 議合進度

4.2.3 議合影響

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議合進度及里程碑

以下就實際與被投資公司議合狀況為示例：

階段 里程碑 議合數量 占總資產規模比重 * 
(截至 2023/12/31)

第一階段 向被投資公司提出議合議題 3 <10%

第二階段 被投資公司承認該議合議題存在 2 <10%

第三階段 被投資公司針對該議題擬定因應策略 1 <10%

第四階段 被投資公司採取實際措施，達成議合目標 1 <10%

*佔總資產規模比重計算方式：該被投資公司股票市值佔本公司股票部位總市值比重

議合個案 1：
某創業投資 (議合主軸 : 公司治理及股東權益確保 )

議合個案 2：
某創業投資 (議合主軸 :公司治理及股東權益確保 )

背景說明：該創投於合資協議書原定投資期間屆滿後，擬延長

投資期限三年至 114 年 5 月 10 日，且期滿後若尚未處分投資

事業，則經董事會決議後得延長之。

本公司認為投資期限展延與否可供討論，但延長投資期限三年

後就片面由董事會決定缺乏監督管理機制，故於股東會中反對

該議案。

議合內容及進展：股東會前幾日該創投即與遠雄人壽接觸討論，

本公司希望能導入檢查點、里程碑、基線等觀念於該提案，以

平衡雙方的需求，並優化該案執行的細緻度。

股東會結果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權數的 78.93%，該議案照案

通過，但因我方的反對，某創投於股東會同意將於近期董事會

討論釐清下列議題及提出管控機制：

(1) 三年後營運期限展延是否可由股東會決議； 

(2) 延長營運期間是否參與短投； 

(3) 三年後若有未能處分投資，該創投管顧不收管理費； 

(4) 資金返還計畫

後續追蹤：該創投於後續兩年股東會報告該配套計畫之實施狀

況，並陸續有資金返還之實績。

議合後可能行動：考量該公司已提出管控機制，本案將持續追

蹤該配套措施的執行程度。

背景說明：

1. 該被投資公司 (OO 創投 ) 於投資期間內並未完成實際投資，

亦未有確實可替代之投資計畫。該創投卻仍未擬定相關退場

或減資計畫。

2. 要求該創投簽署創投公會自律規範。

議合內容及進展：

1. 本公司基於責任投資準則及盡職治理守則，公司聯手同案股

東發揮影響力，要求被投資公司應明確履行減資計畫。

2. 依「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有限合

夥事業自律規範」，第四條第二項「…本項自律規範修正施

行前已投資之前述被投資對象或其管理機構，於其自律規範

經核定後三個月內應加入同業公會並簽署其自律規範。」要

求該被投資公司簽署相關自律規範。

後續追蹤：

1. 被投資公司在確定無法於期限內完成投資計畫後，依議合結

果完成相關減資計畫。

2. 被投資公司 (OO 創投 ) 完成簽署相關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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