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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申明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行」）109 年 12 月 30

日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修正之「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以秉持社會責任，維護資金提供者

之整體利益，並訂定本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準則」揭露於

本行網站－公司治理項下。 

為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專業與影響力，基於資金提供者之總

體利益(包含委託客戶、受益人及銀行股東)，本行承諾將考量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等企業永續經營因素，以增進銀行

本身、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價值且落實責任投資精神。 

為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之原則六，本行定期

向客戶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該遵循聲明及無

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出席被投資事業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

其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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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組織架構 

第一層：社會責任治理架構 

本行有關盡職治理之架構，第一層係依社會責任治理架構

辦理，本行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

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副總經理擔任督導，總行各單位主管

擔任委員，落實公司治理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促進經濟、

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2021年高雄銀行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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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投資審議委員會 

在本行社會責任治理架構下，為達永續投資發展目標，健

全有價證券投資業務，提高投資品質，特設立投資審議委員會，

由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研討市場趨勢及投資策

略，由金融市場營運處負責執行盡職治理相關事務，並將執行

情形簽陳總經理核定。 

 

 

總經理

副總經理

投資審議委員會

金融市場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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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投入資源 

本行於 111 年度就盡職治理相關事宜投入資源如下： 

執行內容 投入資源 投入成本 

盡職治理機制之規劃、

有價證券投資及轉投資

之執行、關注分析被投

資企業之 ESG 資訊及風

險、與被投資企業互動

議合等。 

人力資源 

金融市場營運處共計投入主管

3 人及經辦 2 人參與，相關作

業時間約 3,088小時。 

資訊資源 

相關資源係租用 Bloomberg 系

統壹台，每年租金費用約新台

幣 72 萬元。 

行內教育訓練 人力資源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

ESG與 TCFD等議題進行教育

訓練兩次，合計 5 小時。 

部門訪談輔導 人力資源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永

續發展議題進行部門訪談兩

次，合計 19 小時。 

參與行外培訓 人力資源 

參加證基會、金融研訓院、銀

行公會及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等機構所舉辦 ESG相關課程，

合計 165 人次、6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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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履行情形 

(一) 決定投資標的 

※轉投資 

本行為多角化經營，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開創新的經營領域，

期藉由轉投資不同行業降低經營風險，得依銀行法第七十四條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

本行轉投資標的以金融相關事業為主，若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

計畫，亦得投資於非金融相關事業。 

本行一貫秉持積極、穩健之投資政策方向，持續觀察、瞭

解市場發展趨勢，並視本行業務、整體產業發展需要，審慎評

估成本效益後，於法令許可範圍內進行轉投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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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其他有價證券 

本行透過 Bloomberg 等資料庫，長期關注各金融市場及產

業趨勢，在兼顧投資之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及風險分散等

原則下，從中挑選適當之投資標的，並透過公開資訊收集其

ESG 相關作為與成效，整體評估投資標的之風險與機會，以履

行盡職治理之責任。 

 

 

排除不可投資名單

挑選具成長機會標的

ESG相關評估

本行投資標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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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排除名單 

本行目前以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資訊作為投資

排除名單之基礎，以篩選出 ESG 風險較高之排除名單，

由上而下程序與範圍包括爭議性國家(如：北韓、伊朗、緬

甸、古巴、敘利亞、蘇丹…等)、爭議性產業(如：博弈產

業、軍火商、八大行業…等)，並透過名稱檢核管理程序，

篩選出投資標的企業之代表人、實質受益人及高階管理人

員，屬於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法人黑名單，或為電視、

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負面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涉

案人，則此些標的即為爭議性企業。 

爭議性國家

爭議性產業

爭議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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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後追蹤管理 

本行透過各種互動方式持續關注被投資事業之營運

狀況，每月於經濟部網站查詢被投資事業最新基本資料、

董監人事異動資訊，按季徵取被投資公司財務報告資料，

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擔任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

人時出席其董監事會議，參加公司法說會、座談會等，以

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公司治理。 

(四) 投資標的組合分析 

依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參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之上市櫃公司評鑑等級分類，就本行投資國內

上市櫃股票情形統計之「公司治理評鑑投資組合分析」評分

資料，本行 111 年度之分析結果評分為 99.93分，高於全市

場評分之 91.15分，表示本行投資標的之公司治理積分，優

於整體簽署盡職治理守則機構之投資標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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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與全市場簽署治理守則之機構投資人，投資標的

評量總分比較圖： 

 

 
3.圖表來源：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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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SG相關投資分析 

※國內：111 年底國內上市櫃公司中，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

成分股共 33 家，而本行即投資其中 18 家所發行之有

價證券，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41.67 億元，占本行 111 年

底不含公債、地方債及央行 NCD 之國內有價證券投

資總金額 34.96 %。 

※全球：在 DJSI 成分企業中，本行除投資上述 18 家國內企業

外，另投資海外 8 家企業所發行之有價證券，此外亦

投資 15 檔可持續發展債券、綠色債券及社會責任債

券，總金額達新台幣 102.22億元，占本行 111 年底不

含我國公債、地方債及央行 NCD 之整體投資總金額

之 2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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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DJSI 

成 

分 

公 

司 

台幣債、票券  3,600  

外幣債券  1,606  

台股  567  

外股  81  

可持續發展債券  2,232  

綠色債券  1,704  

社會責任債券 432  

合計 10,222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台幣債、票券

外幣債券

台股

外股

可持續發展債券

綠色債券

社會責任債券

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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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1.利益衝突態樣可能包含以下狀況 

(1)本行或員工為其私利，而為對資金提供者不利之決策

與行動。 

(2)本行或員工為特定資金提供者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

戶、受益人或利害係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3)本行員工為其私利，而犧牲資金提供者或投資事業之

利益，致使本行負擔不合理之費用或成本。 

2.利益衝突管理 

本行訂有「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轉

投資事業股權管理準則」以及「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準則」

等內部規範，本行透過分層負責、資訊控管、監督控管等

機制，避免利益衝突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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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本行與利害關係人從事交易時，符合內部控制

及穩健經營原則，防止利益衝突暨避免發生非常規交易，

已訂定「高雄銀行對利害關係人交易標準作業程序」，以

供本行辦理該類交易時有所遵循。 

111 年度就盡職治理事務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之情事。 

(七) 未能遵循盡職治理部分原則情形 

本行均依所簽署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落實執行各項盡職治理原則，111 年度無未能遵循盡職治理部

分原則之情形。 

與被投資企業互動、議合情形 

(一) 議合政策 

為維護資金提供者之權益，本行透過關注被投資事業營

運狀況、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或擔任被投資事業之董

事或監察人時出席其董(監)事會議等方式，適當與被投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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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公司治理並

掌握被投資事業之動態。 

本行應注重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事業的影響，進

行後續規劃，列入未來投資決策的考慮因素。 

本行對被投資事業之關注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產業概況、

公司財務、營運現況、未來展望及公司治理等議題，投資評

估流程宜融入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議題，瞭解被投

資事業之永續發展策略。 

必要時，將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作，以維護本行

客戶或受益人之權益。針對特定 ESG 議題參與相關倡議

組織，共同擴大及發揮本行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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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被投資事業互動數據 

111 年度本行與被投資事業相關互動數據統計如下： 

互動方式 電郵 電話 

次數 216 88 

      資料期間：111.01.01~111.12.31 

另本行就得派任董(監)事之被投資事業，均積極派任具有

相關領域專業者擔任，111 年度本行共指派代表人擔任 3 家被

投資事業董事計 4 席次、擔任 1 家監察人計 1 席次，共參加 32

人次董(監)事會議。 

 

(三) 與被投資事業議合實例 

本行透過與被投資事業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

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

資事業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 



 

 

 
16 

【實例】 

一、互動內容(議題及原因) 

本行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公司治理 3.0-永

續發展藍圖」中，五大推動主軸之一「強化董事會職能、

提升企業永續價值」，向被投資公司積極爭取擔任董(監)事

以參與公司治理；110 年度原本擔任 3 家被投資事業董事，

經持續與另一家被投資公司議合，截至 111 年度獲得正面

回應，爰指派本行具業務與財務專長之高階主管擔任代表

人，參加其監察人選舉，以主動的態度參與公司治理並掌

握被投資事業之動態。 

 

二、對被投資事業之影響及後續追蹤 

本行所指派之代表人業已順利當選為該被投資公司監

察人，任期自 111 年 7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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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股東行動主義積極主動態度，將持續與被投資公司經

營階層互動與議合，追蹤其營運及治理績效。 

參與股東會投票情形 

一、111年度參與股東會投票情形 

本行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票，如被投資事業股東會

採電子投票者，除業務需要親自出席股東會外，以電子投票為

主，於行使投票權之前，均審慎評估各議案。 

111 年度本行參與 20 家次股東會投票，總計表決 82 項議

案，其中以電子投票者計 9 家次，派員或委託出席者計 11 家

次。 

111 年度參與股東會議案，未有被投資事業經營階層不健

全經營而損害公司或股東權益之虞、或有違反 ESG 永續經營

等重大情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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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式 家次 

親自出席(含電子投票) 9 

委託出席 11 

合計 20 

 

 

9, 45%

11, 55%

親自出席 (含電子投票) 委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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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議案類型分類之投票紀錄 

 

資料期間：111.01.01~111.12.31 

二、股東會投票政策 

本行股權之行使應基於本行、資金提供者及被投資事業共

同利益。本行股權代表應於被投資事業之董事會及股東會適度

表達本行意見及行使表決權。 

棄權 反對 贊成 議案類型 

0 0 35 財務報告相關 

0 0 23 章程或程序修訂 

0 0 9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0 0 7 董監事選舉 

0 0 8 資本相關 

0 0 0 其他 

0 0 82 合計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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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損及本行、資金提供者權益時，本行應研商對策，對

被投資事業表達本行之立場及訴求，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

共同合作表達訴求。 

本行應盡可能審慎評估各股東會議案，並說明對重大議案

贊成、反對及棄權之原因，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

議案。 

本行原則支持、反對或棄權之議案態樣如下： 

(一)原則支持：被投資事業所提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及財務

報告案。 

(二)原則反對或棄權：被投資事業經營階層倘有不健全經營而

損害公司或股東權益之虞、或有違反

ESG 永續經營等重大情事議案。 

三、重大議案說明 

111 年度並無重大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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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聯絡資訊 

關於本行之盡職治理如需進一步相關資訊 

如您為客戶，請洽詢： 

24 小時客服專線：0800-751068(限市話)、07-5561804 

如您為被投資公司，請洽詢： 

金融市埸營運處 麥添壽專員 

電話：+886 7 5570535 分機：653 

電子信箱：000381@mail.bo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