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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依紋（證期局科長）

李志偉（證期局科員）

壹、前言

完善的公司治理是企業經營基石，董事會是公司經營管理的主要機構，也是落實

公司治理的重要推手，強化董事會組織運作和職責，是公司治理發展的核心，OECD 在

1999 年首次發布公司治理之六大原則之一，即是落實董事會責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 2013 年及 2018 年發布二次公司治理藍圖，其中強化董事會

職能一直是藍圖推動的重點。為使董事會能發揮其監督功能，金管會推動擴大獨立董事

及審計委員會之設置、增訂董事長與總經理為同一人之強化措施，另為促使董監薪酬合

理訂定，強化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董事薪酬資訊揭露及董事會自我評鑑，並為加強

董事行使職務之支援，推動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要求設保董監責任險，以提升董事會效

能。

經審酌國際趨勢，國內外專家及機構對我國推動公司治理之觀察與評論，我國在董

事會運作及董事職能方面仍有不足處，如董事會成員不夠多元化，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比

重不高，監督功能不易發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角色與功能認知不足等，為持續

【專題二】

從公司治理 3.0
談近期強化董事會職能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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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董事會職能，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 25 日發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

以強化董事會職能為推動之重要目標。

本文將從我國近期推動強化董事會職能之措施談起，再就公司治理 3.0 中推動強化

董事會職能之 14 項措施做進一步之介紹，期望讀者能透過本文，對我國推動董事會職

能之強化措施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貳、我國近期推動強化董事會職能之相關措施

（一）強化董事會之監督功能

1、推動興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為強化我國上市櫃公司治理及董事會監督職能，

我國於 2006 年引進獨立董事以監督公司之運作，並採循序漸進方式分階段逐

步進行，爰自 2013 年 12 月發布函令強制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應於 2017 年底

完成設置獨立董事，另基於公司登錄興櫃係作為將來上市櫃之準備，為強化

興櫃公司之公司治理，金管會進一步推動興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並要求興

櫃公司應自 2020年起三年內（2020~2022年）依董事屆期完成設置獨立董事。

2、擴大審計委員會之設置：我國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後，部分上市櫃公司係採用

設有獨立董事之董事會與監察人治理形式，相較於監察人，若能由獨立董事

組成審計委員會，將更能提供董事會專業與客觀之意見，並協助董事會作出

對公司最有利之決策，金管會爰比照獨立董事推動方式，亦採分階段推動設

置審計委員會。2018 年起要求初次申請股票上市之公司及初次申請股票上櫃

且資本額達 6 億元以上之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2020
年起依董事屆期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即上市櫃公司應自 2022 年全面完成設

置審計委員會）。

3、增訂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配偶

或一親等親屬時應增設獨立董事席次：董事會為公司最高之核決層級，其能

否健全運作，有效發揮功能關係到企業經營之成敗，基於我國企業多為家族

企業，上市櫃公司常有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掌握大部分公司資源及控制相關

資訊等情事，較易有控制股東為私利犧牲小股東權益之風險或發生舞弊之情

事，為使董事長與總經理之職責能明確劃分，並強化董事會之獨立性，金管

會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2020 年 1 月公告修正「上市 /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增訂董事長與總經理或其他相當職務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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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經理人）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要求增加獨立董事席次，

並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另金管會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以下簡稱年報）」，進一步要求上

市櫃公司之董事長與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配

偶或一親等親屬時，公司應於年報揭露說明其必要性等相關資訊。

（二）促使董監薪酬合理訂定：鑑於薪資報酬制度為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之重要環節，

透過強化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獨立性、促進個別董監事薪酬資訊透明化，及推

動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與其薪資報酬之審查機制，以健全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薪資

報酬制度，以促進董監薪酬之合理訂定，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1、強化上市櫃、興櫃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獨立性：為持續強化薪資報酬委員

會之獨立性，並考量國外多未要求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應全數由獨立董事擔

任，仍給予公司彈性委任外部熟悉人力資源之專家擔任薪資報酬委員，是以，

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告「上市 / 上櫃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規範上市櫃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過

半數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並要求上市櫃公司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數完

成設置。

2、促進個別董事、監察人等薪酬資訊透明化與合理訂定：為透過投資人監督機

制，促使公司訂定合理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酬，金管會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修正重點

包括：

(1) 強化採彙總配合級距揭露酬金之資訊：規定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酬

金採彙總配合級距揭露者，縮小其酬金級距，由現行 8 個級距修正為 10
個級距，以落實資訊揭露透明度。

(2) 增訂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條件：包括最近 3 年度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一級距者、

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曾遭變更交易方法、停止買賣、終止上

市上櫃，或其他經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通過認為應不予受評者，以及上市

上櫃公司最近年度非主管全時員工之平均年度薪資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

者，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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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獨立董事酬金給付之合理適當：規範公司應揭露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

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

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4) 增訂上市櫃公司應個別揭露前五位最高主管之酬金：最近 3 年度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一級距

者、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曾遭變更交易方法、停止買賣、終

止上市上櫃，或其他經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通過認為應不予受評者，應個

別揭露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

(5) 為強化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等領取集團酬金資訊透明度，規範應揭

露前開人員領取來自母公司之酬金。

3、推動董事會進行自我（或同儕）評鑑：為協助董事會瞭解其運作效能及職能

發揮情形，強化董事之薪酬與績效結合，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告「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

點」，要求上市櫃公司應於 2020 年起每年辦理董事評鑑，董事評估內容應包

括董事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及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等，並要求公司應於年報揭露

上市櫃公司辦理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

方式及評估內容等相關資訊。

（三）增加對董事之支援，以提升董事會效能

1、引進公司治理主管提供董事支援：為提升董事會職能方面，金管會參考新加

坡、香港及英國等地規範，引進公司治理主管制度，要求實收資本額達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金控、銀行、保險等金融業應自 2019 年度起設置公

司治理主管，透過選任具備律師、會計師資格或於金融業或公開發行公司從

事法務、法遵、內部稽核、財務或股務等管理工作經驗達 3 年以上之專業人

事，對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董監事執

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及法令遵循等事項，提供董事支援，以提升董事會效能。

2、透過投保董監責任險，使董監事權責合理化：為衡平董監事責任，並使董監

事可全心全意發揮職能，金管會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其「上市 / 上櫃公

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中規範全體上市櫃公司應於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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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前為其董事、監察人於其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購買責任保險，且應於全數完成。

（四）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獨董辦法）」以強化

獨立董事獨立性：為利獨立董事提供董事會中立客觀之意見及保持其獨立性，本

會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明定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

接之利害關係，並修正獨立性相關規定如下：

1、明定屬經理人層級之受僱人，其配偶及近親不得擔任公司獨立董事：基於獨

立董事之獨立性考量，獨董辦法已明定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不

得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為兼顧獨立董事之獨立性與實務運作之彈

性，爰參酌美國、英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之規範，修正受僱人之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不得擔任獨立董事之範圍，限於受

僱人為經理人之情形。

2、增訂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時，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不得擔任公司之獨立董事：基於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法人股東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並指定代表人行使職務，及法人股

東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考量該法人股東持股雖未達百分之五

或前五名，惟該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時，其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仍有一定利害關係，致影響其獨立性，爰

增訂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

之法人股東，其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亦不得擔任公司之獨立董事。

3、受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其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不得擔任公司之獨立董

事：與公司受同一人（包括法人或自然人）所控制之他公司，雖與公司相互

間非屬公司法「關係企業」所定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情形，惟該他公司之相關

人員如擔任公司之獨立董事，仍有一定利害關係，致影響其獨立性，爰增訂

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或公司

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時，他公司

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不得擔任公司之獨立董事。

4、明定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相關服務者，及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

法務、財務及會計等非審計相關服務報酬二年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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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擔任獨立董事：參考美國規範獨立董事不得提供公司或其關係企業

審計服務，另參考美國及新加坡對非審計服務定有重大性標準，爰明定獨立

董事不得提供公司或關係企業審計相關服務（如財務報告查核、核閱、複核、

財務預測核閱、稅務簽證及專案查核等），至有關提供商務、法務、財務及

會計等非審計相關服務則訂定其重大性標準，考量我國過半數獨立董事年薪

低於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基於現行規範之獨立性期間已包括任職前二年亦

不得有違反獨立性規範情事（國外稱冷靜期 :Cooling-off  period），為避免規

避情事，爰明定重大性標準為二年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以兼顧實務

運作之彈性。

貳、發布公司治理 3.0 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

為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 25 日發布「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

展藍圖」，推動之具體措施 39 項中有 14 項係以強化董事會職能為目標，期望促使上市

櫃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並強化董事會、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職能及獨立性及落

實董事會之當責性，推動說明分述如下：

一、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一）推動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三分之一

為強化董事會監督功能，我國自 2006 年 1 月修訂證券交易法引進獨立

董事制度，2017 年全體上市櫃公司已完成設置獨立董事，現行並要求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惟與亞洲臨近市場相比，各

國除要求全面設置獨立董事外，近來開始要求提高獨立董事佔董事會之比

率，如香港規定上市公司需在 2012 年底達到獨立董事佔三分之一以上，新

加坡要求上市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董事會的獨立董事比例必須達三

分之一以上，馬來西亞亦規定，董事會至少有一半必須由獨立董事組成，爰

於本次藍圖推動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三分之一。

依藍圖規畫，2021 年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改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

司治理評鑑指標，推動初期將先以公司治理評鑑鼓勵上市櫃公司設置，另為

避免對上市櫃公司衝擊過大，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

2023 年修訂相關規章，要求金融保險業、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及初次

申請股票上市櫃之公司自 2024 年起依董事任期屆滿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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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會多元化資訊之揭露

近年來國際上強調董事會多元性的原因，在於過去的董事會大多由相

同背景與人際網絡上的個人組成，董事會若具備多元性則可避免「團思現

象」、提高監督能力、強化對企業的瞭解，國際趨勢已開始著重董事會成員

的多元化，促進董事會多元性，繼而強化公司決策；重視接班人計畫，以達

到公司永續經營。

本次藍圖將透過資訊揭露，要求公司自 2022 年於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揭

露董事會性別、專長、年齡等分布情形及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

與落實情形，以促進企業重視董事會成員專業及性別之多元化，符合國際間

重視兩性平權之趨勢，並藉由年齡分布之揭露，促使企業重視接班人計畫。

二、強化董事會職能

（一）推動上市櫃公司導入企業風險管理機制

因應企業經營所面臨之風險日益複雜，為協助企業辨識未來可能之挑戰

並適當因應，各國開始推動企業導入風險管理機制，如美國 COSO 委員會

於 2017 年發布「企業風險管理 - 整合策略與績效」之指導，要求董事會應

行使風險監督職責並履行治理責任，以支持管理階層達成策略與業務目標。

本次藍圖將逐步引導企業建立風險管理機制，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

2022 年訂定風險管理實務守則，俾使上市櫃公司有所依循，並透過公司治

理評鑑鼓勵上市櫃公司設置董事會之功能性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或風險管

理委員會，促使董事會有效督導公司風險管理。

（二）推動多元化之董事進修規畫

考量董事之素養係公司營運及治理推動的關鍵，將責由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進一步強化多元化之董事進修課程，以提供董事進行之需求，並自 2023
年起要求上市櫃公司董事於每屆就任當年度進修時數至少達 3 小時，另考量

上市櫃公司董事人數眾多且專業背景各異，進修課程尚無須強制，由上市櫃

公司董事視實際需求進修，以保持其有效行使董事職責所需的技能及知識。

（三）擴大強制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及強化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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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欄

目前我國已參考美國、英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地規範，要求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票券公司、保險公司、上市櫃綜合證券商、金融控股公司子公

司之綜合證券商及實收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等應設置公司治

理主管，以提供董事（含獨立董事）行使職務所需相關資訊及其他必要之協

助，促使董事會發揮功能，本次藍圖將進一步擴大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之範

圍，要求未滿 20 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 2023 年起設置公司治理

主管，並責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2022 年研議強化公司治理主管職能相關

措施，以完備我國公司治理主管之制度。

三、強化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職能及獨立性

（一）推動上市櫃公司半數以上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得逾三屆

為避免獨立董事任期過長影響獨立董事獨立性，現行規定要求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提名選任獨立董事逾三屆者，公司應公告及向股東會說明理

由，而金融業已採行取較高的標準，獨立董事不得逾三屆。與亞洲臨近市場

相比，我國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限制之規範仍可進一步加強，以落實董

事會獨立性，本次藍圖規畫，2021 年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修改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及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推動初期將先以公司治理評鑑鼓勵，證交所及

櫃買中心將於 2023 年修訂相關規章，要求上市櫃公司半數以上獨立董事連

續任期自 2024 年起不得逾三屆（配合董事任期屆滿適用）。

（二）訂定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參考範例

鑒於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職責之重要性，為促進其功能有效發揮，將

參酌國外相關規範及國內運作實務，於 2022 年發布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行使職權參考範例指引，做為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成員執行職務之參考。

四、落實董事會之當責性

（一）促進董事薪酬資訊透明化與合理訂定

為推動上市櫃公司董事薪酬訂定之合理性，金管會將於 2021 年修訂年

報，擴大上市櫃公司於特殊情況應揭露其個別董事薪酬之適用範圍，並將參

考歐盟 shareholder rights directive II 規範之 Say-on-pay 制度（指公司於股東

會開會前公告經營報酬相關資訊予股東，經股東衡量後，於股東會中投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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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表示支持或反對公司經營報酬之政策或措施），研議強化董事薪酬需提

報股東會報告相關機制，俾透過投資人及股東監督機制，促使公司訂定合理

之董事薪酬。

（二）推動非營業活動之關係人交易於股東會報告

為保障股東權益，將參考國際規範研議上市櫃公司將非營業活動（如重

大資產交易）之關係人交易於次一年度股東會報告之相關規範，以確保相關

交易不損害公司利益或股東權益。依藍圖規畫，2022 年由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修改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本次推動將先以公司治理評

鑑鼓勵上市櫃公司設置。

肆、結語

董事會為公司最高之核決層級，其能否健全運作，有效發揮功能關係到企業經營之

成敗，本次藍圖除推動強化董事會職能，以提升企業永續發展外，並將參考國際相關準

則強化永續報告書揭露資訊、分階段要求上市櫃公司公告自結財務資訊及提前公告年度

財務報告，以提高資訊透明度；增訂服務提供者之盡職治理守則，並建立國際投票顧問

機構與國內發行公司之議合機制，擴大我國盡職治理之產業鏈；規劃建置永續板，推動

可持續發展債券、社會責任債券及綠色債券等永續發展相關商品等措施，以深化我國永

續治理文化。

未來金管會仍將因應國際發展趨勢及我國實務需求，持續檢討改進，期能引導企

業、投資人及相關利害關係人良性互動及發展，並引導企業將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

內化並與其文化結合，提升我國整體公司治理水平。

~ 期貨交易提醒 ~
期貨交易具保證金或權利金交易之槓桿特性，

風險較高，開戶前應審慎考慮本身的財務能力

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從事，並應詳讀相關風險

預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