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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實施對資產管理業務影響之研究 

研究性質：「資產管理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基金」112年度工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黃泓智教授 

研究期間：112年 1月～112年 9月 

報告摘要： 

自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通過開始，氣候變遷成為國際重要關注議

題之一，惟氣候變遷議題日趨嚴峻，自 2021年開始，各國開始提出淨零碳排之時

程表，希望於 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以積極面對氣候變遷議題。氣候風險

的不確定性，亦造成金融市場穩定性之挑戰。隨著國際 ESG 議題之發展，企業與

投資人亦考量投資標的所面臨的氣候風險，並納入其投資決策中。 

本研究透過梳理現今氣候變遷議題之主要發展現況，了解國際發展趨勢與主

要關注議題，透過主要國家之發展進行資料蒐集，了解其針對氣候議題是否訂定相

關規範，提供指引協助該國之資產管理業者了解及因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透過了

解主要國家之發展情形，持續提升我國資產管理業者因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之韌

性，亦可作為拓展國際永續領域相關業務之發展參考。本報告的重點結論與建議摘

要如下： 

一、 研究結論 

1 氣候風險管理已

納入公司治理重

要議題 

各國主管機關所發布相關規範，大部分採用 TCFD 之核

心架構，進行延伸與具體措施，更使得此類永續相關揭露

逐步從自願性過渡至強制性。氣候變遷議題涵蓋眾多，但

相關主軸大致一致，包含董事會或高階主管階層必須認知

氣候變遷帶來之風險機會，並且將其納入於董事會或管理

時之決策，定期了解內部可能面臨之問題，並設想在氣候

變遷的不利威脅下，如何調整過渡計畫，協助企業因應甚

至於轉型。 

在投資管理強調投資計畫中之可能風險之相關性與重大

性後，進行相關情境分析，透過不同條件之設定，了解不

同氣候風險帶來之衝擊與負面影響，並且可以其結果，商

討並建立因應機制，提升業者本身之靈活性與韌性。 

資訊揭露也是在各國相關規範中被提及之重要議題，因氣

候變遷議題影響範圍廣大，長短期皆有可能造成不同之影

響，資訊透明與即時之揭露，可以讓相關投資之利害關係

人了解。 

2 關注漂綠議題，

ESG 基金管理陸

續上路 

永續相關議題涉及廣泛，並且仰賴科學方法論進行驗證，

發展快速且尚無一國際統一標準，隨市場擴大，標榜綠色

相關投資之商品也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在市場大量需求

下，不免會造成企業想方設法以確保自己成為永續投資之

關注焦點。隨著國際永續規範之發展，逐漸建立起有關永

續相關之揭露，對於漂綠風險之認知，使得各國開始注意

到此議題之風險，開始對於企業之揭露、商品之規範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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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實質之因應。 

從各國發展，可發現 ESG 基金之設立要求日趨嚴格，要

求商品名符其實，包含投資之標的、採用之方法論、最低

資產配置及相關風險之管理等，並定期揭露，皆希望可以

落實 ESG基金可以帶來正面之效用與循環。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研析各國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之發展，發布相關指引與規範。了解

對於資產業者內部風險管理，至永續商品相關規範，了解國際如何逐步建立商品

之規範。氣候變遷議題屬發展中議題，歐美國家發展相對領先，但亞洲區皆以逐

步建立制度，我國亦推出許多措施，以提升我國資本市場在此議題之競爭力，故

本研究參考各國發展，研提短、中長期建議如下： 

  短期 中長期 

1 主動進行共同議合，了解被投資企業之發展 

對資產管理業而言，在氣候風險管理議題中如何評估被

投資公司之永續議題因應方式與努力，再再影響投資決

策之判斷。再者，ESG 評等機構發展其一套方法論給予

企業評分，提供客戶參考投資，但各家差異明顯，因此

除透過商業評等機構了解該公司之永續議題因應之外，

更應該要積極主動去了解企業。 

我國重要措施中，如躍進計畫中鼓勵業者積極採取議合

活動被視為具體績效之一，而在 ESG基金揭露審查監理

原則中，亦強調有關議合活動之揭露，足見議合已為資

產業者積極參與重要事項，惟我國資產業者規模大小不

一，如能集合多家業者共同進行議合，在公司永續議題

與策略發揮更大效用。 

共同議合將成為資產管理業了解客戶很重要之方式，另

外亦可透過此種方式，推動被投資公司認知到納入氣候

風險之重要性，乃至於因應氣候變遷造成之風險，而進

行企業轉型。對於業者而言，亦是落實盡職治理，並且

也可以透過溝通了解企業風險，如能進一步給予投資、

籌資之支持與協助，更可發揮其在議題影響力，健全永

續金融生態圈。 

◎  

2 與外部單位多方合作，持續培養永續金融人才 

對資產管理業者而言，現行法規已完善，相較於其他各

國並無太大差異，但永續金融涉及廣泛，相關揭露又涉

及專業性，因此具有相關知識之金融人才，可謂是當務

之急，但人才培育係屬一長遠計畫，相關事務極具實務

性，可與永續相關單位，如環境相關部會、會計師事務

所、ESG資料庫提供商等各類議題相關之單位持續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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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金融人才，除要求董事與管理階層具有一定知識，

更應該落實於各層級之人員，如同從業人員證照一般，

使每個人員都擁有一定之永續金融知識，建議可透過與

外部機構設置培訓課程、舉辦研討會議、乃至建置永續

相關證照認證，提升金融從業人員相關知識。 

3 加強永續資訊取得之容易性與便捷性 

將永續資訊揭露普及化，如歐盟 CSRD、ESRS要求不區

分公司規模大小，循序漸進地依照大中小型企業進行永

續資訊揭露。使投資人能透過永續報告書、網站等方式

了解該投資公司之永續相關資訊。 

在上市櫃公司永續資料揭露方面，相關國際資料庫多數

依其客戶需求進行相關 ESG數據之蒐集，因此現存之相

關評分並未涵蓋我國所有上市櫃公司，此乃我國資產管

理業者在評估相關資訊所關心議題，於 112 年 7 月證交

所建置 ESG info Hub 網站，提供上市公司揭露 ESG 資

訊，櫃買中心亦建置企業 ESG亮點專區，提供上櫃公司

ESG 揭露資訊，此類資訊之揭露，可供我國資產業者更

加了解被投資公司之現況，對於永續商品之規劃，可帶

來一定之幫助。 

◎  

4 ESG基金分類細緻化，逐步擴大 ESG投資影響力 

歐美地區之發展，對於 ESG基金係採原則揭露，給予不

同程度之商品進行分類，提供投資人不同程度的永續商

品，以符合不同種類投資人之需求。我國 ESG基金較無

明確分類，有關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而發行之基金，相關

內容亦有所不同，如能參考國際之發展，就 ESG基金之

內容進行更細緻化之分類，可以使投資人更了解我國資

本市場中 ESG基金之差異性，多元的投資人可能在其風

險偏好、關注目標、投資報酬之要求可能都不同。給予

細緻化之說明，讓投資人依照其投資習性進行商品之符

合，更能夠於行銷端給予正確之推薦，擴大投資範圍。 

 ◎ 

5 深化投資人教育，擴大永續投資生態系 

永續金融為持續發展中之議題，國際相關議題之討論與

規範日新月異，深化投資人教育，除使其了解永續議題

之重要性及急迫性外，更要連結永續議題如何影響其個

人之生活與投資決策。 

氣候變遷之風險造成之影響係屬全面性，不論是前述之

風險管理與商品投資標的選擇，縱使非屬 ESG基金，投

資之目標公司皆有可能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而遭逢損

失，使的基金投資也可能因此遭逢損失，因此若能夠透

過教育宣導活動，投資人應該要更加了解永續投資之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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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了解企業投資的努力，使投資人對於永續轉型有正

確且清楚之認知，將永續投資融入投資人的決策中。 

生態系之建立，有賴供需雙方之健全發展，在此前提之

下，可以多加宣傳有關推廣永續議題之重要性，透過不

同管道之宣傳與擴散，辦理相關活動與主題式講座，強

化投資人相關知識。隨著投資人對於永續相關規範，乃

至於國際發展現況之了解，可以更加理解上市櫃公司在

永續議題之投入，能逐步並更公允的反映企業之投資價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