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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球電氣化、智能化與綠色能源的核心發展驅動者」

1



過去十來年的明顯演變

2來源：2023 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Report, Weinreb Group 

◆企業中設置CSO之

比例近年顯著增加

◆約1/3的CSO直接向

CEO報告

◆幾乎所有CSO皆與

董事會有互動



永續長的角色種類

3來源：The CSO at a Crossroads, BSR

這些角色並不相互衝突，CSO的實際角色
可能擷取各自的部分特性而成，或隨著時間演變

穩紮穩打的經理人 整合策略家 變革推動者



穩紮穩打的經理人

4來源：The CSO at a Crossroads, BSR

「穩紮穩打的經理人」領導已建構的永續組織，優先工作為管理風險、與業務部
門間保持關係平順、確保合規性，並在現有的商業模式內有效率地推進少數優先
事項。

特徵

◆致力於支持既有的企業

策略和業務模式，而非

應用永續考量去形塑或

重新定義

◆能帶來比較漸進式的改

變、改善，而非變革

◆可以穩定產出績效，或

作為行業中的快速追隨

者

適合的企業類型

◆擁有一套緊密聚焦的永

續發展優先事項，以及

與重大議題緊密結合的

計畫、方案

◆可能適合規模較小、依

賴低風險商業模式、在

低風險地區或價值鏈經

營，或較不受業務、技

術或永續性顛覆影響者

潛在風險

◆可能會落後同業，並錯

過利用永續性的機會創

新、創造營收成長和吸

引人才

◆企業領導人可能會認為

這類CSO缺乏推進實質

議程的影響力，使得來

自同儕的支持受限



整合策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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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策略家」在現有的典範和商業模式內擁有影響企業策略的發言權，其將永
續發展的考量納入核心商業決策，被視為重要的領導者。

特徵

◆策略性、前瞻性的商業

角色、可提升企業價值、

韌性，創造社會影響

◆使命明確，並擁有足夠

的資源來實現

◆可能會領導與核心商業

利益相關的重大議題

◆董事會倚賴CSO的「洞

察力」來了解潛在干擾

◆被經常合作部門視為可

信賴的夥伴、同儕

◆向公民團體、媒體、商

業網絡、投資人和其他

利害關係人發聲、議合

◆傑出的永續發展績效，

讓企業被顧客、政府、

人才等視為領導者

適用的企業類型

◆公司必須承諾所需之資

源和行政支持，以利

CSO取得成功

來源：The CSO at a Crossroads, BSR



變革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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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推動者」具有使命，去探索可影響、甚至於重塑公司基礎商業策略、治理、
產品和服務的方式。

特徵

◆利用永續發展來指導整

體業務創新，並重新定

位商業模式以解決核心

的永續挑戰

◆需要不同的領導思維。

利用情境規劃，參與公

共政策，並廣納意見

◆欣賞並接受協作的價值

適用的企業類型

◆ CSO不僅是領導團隊之一，而且與

其他最高管理層領導人平起平坐，

可採取轟轟烈烈地的方式追求永續 -

可能僅適合少數企業

◆更有可能出現在未上市企業，或者

公司章程明確包含長期時間範圍，

或對於社會、環境價值的渴望

來源：The CSO at a Crossroads, BSR



永續長的職責

7
來源：請問永續長，你有做到八大職責嗎? 哈佛商業評論；

The CSO at a Crossroads, BSR；自行整理

監督永續專案的
內容組合

ESG監測與報告

確保遵循法規

管理公司與利害
關係人的關係

建立組織能力

促進文化變革

偵查與實驗

將永續納入流程
與決策制定

◆發展夥伴關係
(含金融機構)

◆提供策略性的
願景與領導力

◆防止漂綠、偽
永續

延伸發展：



對永續長而言，何謂成功?

8
來源：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CSO, Korn Ferry

讓永續發展成為每個人的工作；讓永續位於公司最高層，並融入執行領導層

“Others delivering on my agenda!”

“An activist,                                                                                               

but one you’d feel comfortable about inviting to the end of year party.” 

打破組織中的藩籬

改變經理人的思維方式；能建立信任，呈現成長、降低風險或降低成本的商業案例

設定具雄心的目標，以及從實踐中學習 - 進步比完美更重要



東元ESG推動辦公室定位與永續機制

9

• 擘劃集團永續策略並落實淨零排放
• 型塑永續文化，強化永續賦能
• 規劃、推動永續專案，追蹤達標情形
• 評估響應關鍵倡議，參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 彙整揭露集團永續績效

公司治理及永續
委員會



跨部門的整合及合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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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 

三大事業群其他業務

客戶

投資人主管機關

社會大眾媒體

供應鏈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節能產品、
減碳方案

數位應用等

財會採購人資安衛

IFRS
S2 揭露

供應鏈低
碳管理

推廣低碳認知日常碳管理

特定議題(如:氣候)評比、揭露
ESG

Office低碳營運 低碳營運

建立R&R共識
為合作基礎

提供諮詢、資源、

資訊，必要時協作



永續長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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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階層的理念如何? 支持是否足夠?

•固有迷思
- 看到「永續」、「ESG」字眼就拋過來
- 「永續就是給資料做報告書」
- 「永續 = 環境」
- ……

•配合部門自顧不暇，無力或不願關注
中、長期潛在風險、機會

•資料、資訊的正確性與即時分享

可能包含但不限於：

•防止漂綠、偽永續

•如何展現business case?

•如何展現與他部門協作的績
效?

•永續人才市場競爭激烈

•預算、人力(含素質)有限



永續長的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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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產業運作

• 運用策略

• 具有對於業務的敏

銳度

• 對於永續的專業、

熱情、韌性

• 取得經營階層承諾

• 注重長期

• 清楚永續原則

• 吸收、解讀趨勢並

連結產業的能力

• 保持開放態度

• 具備同理心

• 溝通協調，建立橫

向跨域合作

• 建立內外部的網絡

• 支持創新

• 參與實質議合 合作

Collaboration

信賴

Credibility

商業意識

Commercial 
awareness 

承諾

Commitment

來源：The 4 C’s of being a 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WEF; 自行整理



實際來自於經營階層的提點、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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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大家有成就感，不要只感到挫折』

『多與業務部門接觸，與客戶做永續面向的交流』

『聚焦在對公司最有價值的事』

『要擲地有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