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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_ESG 定期揭露內容 

 

(I)本基金之基金資產組合符合指數 ESG 投資策略與篩選標準之實際投資比重: 

本基金為指數化操作，以追蹤臺灣永續指數之績效表現為目標，其中臺灣永續指

數之編制採用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的 ESG 評鑑模型，包含環境保護、社會

責任、公司治理三大評選面向(相關 ESG 投資策略與篩選標準請參考本基金公開

說明書)。綜上所述，本基金所追蹤指數(臺灣永續指數)之成分股票皆符合 ESG 投

資策略與篩選標準。 

依基金信託契約，本基金操作係採用指數化策略，原則採完全複製法進行操作，

且投資於指數成分證券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惟基金

須保留現金部位以因應日常之現金使用需求(例如:基金初級市場申購/贖回、收益

分配等)，將無法將全數基金資產 100%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股票，為達複製標的

指數績效表現之操作目標，將以與標的指數具相關性且流動性佳之期貨補足基金

整體曝險。 

截至 2024/12/31，本基金實際投資於「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票之比重合計為

97.62%，即本基金 97.62%之投資部位符合臺灣永續指數之 ESG 投資策略與篩

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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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本基金採用 ESG 篩選標準與績效指標(Benchmark)對成分股篩選標準之差

異: 

本基金為指數化操作，以追蹤臺灣永續指數之績效表現為目標，即本基金參考績

效指標為臺灣永續指數。故本基金採用 ESG 篩選標準同績效指標(Benchmark)

對成分股之篩選標準。 

 

(III) 本基金為達到永續投資重點和目標，而採取之盡職治理行動： 

本基金採指數化操作，以追蹤標的指數臺灣永續指數之績效表現為目標，本基金

標的指數由臺灣指數公司與富時國際有限公司聯合編製，指數編製規則採用

FTSE 的 ESG 評鑑模型，包含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三大評選面向，且

於經理公司官網出具「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並履行本公司盡職

治理政策之盡職治理行動(包括但不限於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互動、參與股東

會及行使投票權等記錄報告)，善盡基金盡職治理責任。 

2024 年度_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盡職治理會議(行動)說明: 

一、 目標: 

I. 接軌國際與政策規範，履行盡職治理 

II. 促使被投資企業進行永續轉型與資訊揭露，增加機構投資人影響力 

III. 富時 ESG 評鑑方式介紹與探討，協助企業認識 ESG 評鑑重點與評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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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企業永續轉型之參考 

二、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盡職治理會議家數統計，共 1 家: 

日期 拜訪公司 會議形式 

2024/8/14 台灣水泥 視訊 

 

三、盡職治理會議之企業產業分布統計  

統計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從 2021 年以來所進行之企業盡職治理會議，企業

所屬產業分散多元，不集中特定產業，包含半導體、電腦硬體、電子零組件、航

運、食品製造、水泥、製鞋、零售、鋼鐵、金融等產業，希望能夠客觀分析台灣

多產業之永續執行狀況。 

 

四、盡職治理會議之企業參與層級統計 

統計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所進行之企業盡職治理會議，董事長/總經理親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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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約 21%，財務長親自參與率高於 79%，永續長/客戶關係主管則超過 95%，

顯示企業對於永續轉型之重視程度日益提升。 

 

 

五、盡職治理企業_各主題影響性與富時 ESG 分數表現統計 

統計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所進行之企業盡職治理會議，主題平均影響性較高

包含環境保護供應鏈(E)、社會責任供應鏈(S)、消費者責任(S)、勞動基準(S)、風

險管理(G)，隱含 ESG 評鑑並非僅是關注環境保護議題，社會責任影響性高，並

重視企業與各利害關係人(供應商、員工、客戶、經營層)之永續政策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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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主題曝險(影響性)區間為 0~3 分，越高代表某主題於公司影響性越高，NA 則表示此主題

對於公司影響性極小，於計算時不予考慮。 

 

統計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所進行之企業盡職治理會議，平均 ESG 分數表現較

佳之主題包含公司治理(G)、反行賄(G)、勞動基準(S)，隱含企業目前於公司治理

層面發展較為完善。 

平均 ESG 分數表現待改善之主題包含氣候變遷(E)、生物多樣性(E)、水資源運用

(E)、消費者責任(S)，隱含企業目前於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仍存在明顯進步空間，

呼應 COP28 所探討之重要議題_企業經營對於氣候變遷之影響，仍是市場關注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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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主題 ESG 分數區間為 0~5 分，越高代表某主題於公司表現越佳。 

 

六、盡職治理會議之企業永續相關調查統計 

統計元大臺灣 ESG 永續 ETF 所進行之企業盡職治理會議，79%以上公司已成立

永續專責小組/部門；100%皆已於公司官網設立永續專區與編制 ESG 報告書，

而設立英文版專區則為 79%；僅 53%取得富時 ESG 評鑑報告，並有 32%反映

富時評鑑存在校正與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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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盡職治理會議之討論與回饋 

I. 企業普遍回饋，透過元大投信進行臺灣永續指數與富時 ESG 評鑑模型介紹，

提供其產業於 ESG 三大永續政策的落實方向，有利其公司於網站永續專區

與 ESG 報告書更完善揭露永續相關政策與執行情況。 

II. 企業於 ESG 揭露普遍不夠全面，其中不乏企業確實有執行 ESG 相關政策，

但沒有進行相關揭露之狀況，元大投信回饋，企業於公開資訊揭露永續執行

狀況與政策書面化為評鑑重點。 

III. 企業於永續資料更新不夠即時，以及富時 ESG 評鑑時點與台灣企業 ESG 報

告書發布時間呈現遞延性，元大投信回饋，因為台灣企業揭露 ESG 企業永

續資訊除了從 ESG 報告書內容編制外，透過公司網站之 ESG 專區快速更新

將能降低評鑑數據出現遞延性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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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部分企業於公司相關爭議事件處理不夠快速與即時，元大投信回饋，企業爭

議事件若由富時評估後認定公司違反最嚴厲的爭議事件，則該公司將從臺灣

永續指數成分中被暫停納為成分股，所以企業面對爭議事件應採預應式態度

處理之，並於公開資訊揭露與對外主動說明，避免以訛傳訛。 

V. 部分企業於公司網站之永續專區或 ESG 報告書未提供英文版本，元大投信

回饋，目前全球具代表性之 ESG 評鑑機構多為國際永續評鑑公司或指數公

司，增加英文版本將能降低資訊不對稱之狀況，並客觀提升永續評鑑之效度。 

VI. 部分企業回饋尚未收到富時 ESG 評鑑報告書或回饋管道，元大投信與富時

指數公司說明富時 ESG 評鑑報告書年度寄發時間與議合管道(專屬電子信箱

與評鑑分數查詢平台)，提供企業進行意見回饋與補充說明。 

VII. 部分企業反映富時 ESG 評鑑於特定主題曝險設定存在校正空間，元大投信

回饋，將會彙整企業意見予富時 ESG 評鑑單位，期許富時 ESG 評鑑能夠因

地制宜並針對企業所提問題進行優化與校正。 

 

 

 

 

 

資料來源: 2024/12/31，元大投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