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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是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完整的GRI準則可於  
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下載。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表的回饋
意見可提送至 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101：基礎 適用於任何要使用GRI準則報告關於其經濟、環境、及/或社會
衝擊的組織。因此，本準則適用於： 

• 欲依循GRI準則編製永續性報告書的組織；或

• 欲使用選取之GRI準則，或其部分內容報告特定之經濟、社會、及 /或環境
主題相關衝擊（如僅報告排放量）的組織。

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皆能使用GRI 101。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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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永續性報導的背景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設定永續發展之遠大目標，並定義為「能夠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損及下
一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1

所有組織藉由他們的活動與關係，對永續發展的目標產生正面貢獻和負面衝擊。因此，組織在達成永續

發展目標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GRI準則提倡的永續性報導，是組織公開報導其邁向永續發展目標之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負面衝擊或
正面貢獻的實務做法。

透過此過程，組織鑑別其對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的重大衝擊，並依循全球公認的準則進行揭露。 

GRI準則為組織和利害關係人創造共同的語言，藉此溝通和瞭解組織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準則旨
在提升這些衝擊資訊的全球可比較性與品質，進而使組織的透明度與當責性更完備。

根據GRI準則的永續性報導，對組織永續發展目標之正面貢獻與負面衝擊，提供平衡且合理的表述。

簡 介

1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永續性報導提供可用的資訊，讓內外部利害關

係人形成意見，並對組織在永續發展目標的貢

獻做出明智的決定。

 

B.GRI永續性報導準則綜覽
 
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之制訂係供組
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的衝擊。
 
使用整套GRI準則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GRI準則是由一套相互關聯所架構而成的準則，
已發展之準則主要是透過合併使用，協助組織 
根據報導原則及聚焦的重大主題以編製永續性 
報告書。

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表示報告書提供組
織重大主題與相關衝擊完整且平衡的描述，以

及組織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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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GRI準則編製者，可編製單獨的永續性報告書，亦可是引用揭露於不同地方和形式（電子或紙本形
式）的資訊。任何依循GRI準則編製的報告書，必須包含GRI內容索引，並在報告書某處表達此索引，
且包含所有報告內容的所在頁碼或連結。見本準則中的條款2.6，以及GRI 102：一般揭露 中的揭露項
目102-55。

使用所選取之GRI準則或其部分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

如果正確引用相關準則，組織也可以使用所選取之GRI準則或其部分內容報告特定資訊。

更多使用和引用GRI準則之相關細節，見第三章節。

準則的結構

GRI準則分為四個系列：

系列 描述

通用準則

100系列

100系列包含三種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是使用整套GRI準則的起點。GRI 101 從定義報告書內
容和品質的報導原則出發，包括依循GRI準則編製永續性報告書的要求，
以及描述如何使用與引用GRI準則。GRI 101 也包括組織依循準則編製
永續性報告書和使用所選取之GRI準則報告特定資訊之宣告。 

GRI 102：一般揭露 是用以報告攸關組織的資訊及其永續性報導的實務。
包括關於組織概況、策略、倫理與誠信、治理、利害關係人溝通實務、及

報導流程的資訊。

GRI 103：管理方針 是用以報告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的資訊。其
制訂係供使用於永續性報告書內的每個重大主題，包括特定主題的GRI 
準則（200、300及400系列）所涵蓋、或其它的重大主題來使用。 

適用GRI 103 於每個重大主題，讓組織就主題為何重大、衝擊範圍（主題邊
界）、以及組織如何管理此衝擊，提出敘述性解釋。

特定主題準則

200系列  
( 經濟的主題 ） 
300系列 
( 環境的主題 ） 
400系列 
( 社會的主題 ）

200、300及400系列包括數個的特定主題準則。這些準則是用於報告組
織對經濟、環境及社會主題造成衝擊的資訊（例如：間接經濟衝擊、水或

勞雇關係）。 

依循GRI準則編製永續性報告書，組織應用GRI 101：基礎 的報導原則來
定義報告書內容，鑑別其重大的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主題。這些重大主
題決定組織使用何項特定主題準則以編製組織的永續性報告書。 

未編製永續性報告書者，亦可使用挑選之特定主題準則，或其部分內容

報告特定資訊。更多細節，見第三章節。 

簡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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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本準則

內容綜覽 

GRI 101：基礎 是組織使用GRI準則，報告關於其經濟、環境、及/或社會衝擊的起點。 

• 本準則的第一章節定義報告書內容與報告書品質的報導原則。這些報導原則是協助組織決定永續

性報告書要包含什麼資訊，以及如何確保資訊品質的基礎。

• 本準則的第二章節解釋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的基本流程。此章節包括應用報導原則及鑑別
和報導重大主題的基本要求。

• 本準則的第三章節載明使用GRI準則的方式，及要求組織使用準則之使用宣告或使用陳述。

要求、建議與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在建

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見第三章節之表1。

圖2 提供一個在特定主題GRI準則中要求、建議及指引的範例。

簡介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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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RI 303: 水 2016

揭露項目 303-3
回收及再利用的水

報導要求

303-3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5  彙編揭露項目303-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5.1  報告若無水錶或流量計，則以模式模擬估算之。

 2.5.2  計算回收／再利用的水量是根據回收／再利用而滿足的用水需求量，而非進一步的取水 
  量。

2.4  彙編揭露項目303-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包括灰水（中水），即收集的雨水和家庭污水，
如：洗碗水、洗衣水、洗澡水。

指引

揭露項目303-3的指引
本揭露項目同時衡量經處理再利用的水和未經處

理再利用的水。

條款2.5.2的指引
舉例而言，若組織某個生產循環需要20立方公尺
的水，組織取得20立方公尺的水用於一個生產循
環，然後重複利用，再進行三次生產循環，則該循

環的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水量為60立方公尺。 

背景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比率可衡量組織的用水效

率，展現組織在降低總取水量和排放量的績效。提

高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可減少用水、處理和處置的

成本。透過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隨著時間而減少  
的用水量還更有助於當地、國家或區域的水資源

供應管理目標。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回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

b. 水回收及再利用的總水量占揭露項目303-1所定之總取水量的百分比。

c.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編號與揭露項目標題

報導建議

鼓勵但非必要的行動

指引

一般包括背景資訊、解釋與範例

報導要求

• 揭露項目本身有必要的報告資訊

• 一些揭露項目在如何會邊資訊上
有額外要求

圖 2 
來自於一個特定主題GRI準則的範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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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則是達成高品質永續性報導的基礎。組織若想主張其永續性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更多資
訊見第三章節之表1），必須適用報導原則。報導原則分為兩個群組：定義報告書內容的原則和定義報告
書品質的原則。 

定義報告書內容的報導原則有助於協助組織決定報告書所含之內容。包括考量組織的活動、衝擊、及其

利害關係人實質的期待與利益。

定義報告書品質的報導原則指引組織如何確保永續性報告書資訊的品質，包括適當的表達方法。該報告

的資訊品質，攸關利害關係人對組織績效作出健全而合理的評估，及採取適當的行動。. 

報導原則由要求和如何使用原則的指引組成，包括檢視。檢視是協助組織評估應用原則與否的工具；非

為必要報告的揭露項目。

GRI 101:
基礎

1. 報導原則

報導原則之定義報告書內容 報導原則之定義報告書品質

•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 永續性的脈絡

• 重大性

• 完整性

• 準確性

• 平衡性

• 清晰性

• 可比較性

• 可靠性

• 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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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報告書內容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1.1 報導組織應鑑別其利害關係人，並說明如何回應他們的合理期望與利益。 

指引

利害關係人指的是合理預期、會受到報導組織活

動、產品或服務有顯著影響、或其行為將影響組

織執行策略或達成目標的實體或個人。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根據法律或國際公約，有權向

組織提出合法主張的實體或個人。

利害關係人可以包括員工和其他工作者、股東、供

應商、弱勢團體、當地社區、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公

民社群等。

在決定有關其報告書內容時，組織要考慮利害關

係人的合理期待與利益。包括未能明白表達其觀

點及其關注是由代理者表達（例如：非政府組織

是為集體利益著想），以及組織未能持續或明白

與其對話者。決定主題是否重大時，組織應鑑別

出一個考量這些觀點的流程。

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過程可視為瞭解利害關係人

的合理期望和利益，以及他們所需資訊的工具。

組織一般會採不同形式的利害關係人溝通，作為

其常態活動的一部分，為報導決策取得有用的資

訊。包括「例行性」溝通以告知進行中的組織或商

業流程。

利害關係人溝通係根據系統性或一般公認的方

針、方法學、或為了編製報告書而特別實施的

原則。其它可用於滿足本原則的方式，包括追

蹤媒體報導、與科學社群溝通、或與同儕和利

害關係人合作的活動。透過充分有效的總體方

針，才能適切地瞭解利害關係人所需的資訊。 

採用能鑑別利害關係人的直接意見和建立正當的

社會期待實屬重要。另外，組織可能面臨利害關

係人中意見或期望分歧的情況，應能說明在進行

報告書決策時，如何平衡這些衝突。

為了確信/保證報告的流程和數據，組織將其如何
鑑別利害關係人、決定與那些利害關係人進行溝

通及如何/何時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以及溝通
對報告書內容和組織的活動、產品與服務有何影

響，進行記錄與文件化實屬重要。

適切地執行系統性利害關係人溝通，可讓組織內

部持續的學習，並提升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當責

性。當責性強化組織與其利害關係人間的信任，

而信任會接著強化報告書的可信度。

檢視

• 組織可描述應該對哪些利害關係人負有責

任；

• 報告書內容參考組織在常態性活動中導入的

利害關係人溝通，也是其營運據點法律和制

度架構要求的結果；

• 報告書內容參考組織專為編製報告書而進行

的利害關係人溝通之活動結果；

• 與編製報告書決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溝通過

程之結果，應與報告書所包含之重大主題一

致。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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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的脈絡 
1.2  報告書應呈現報導組織在永續性之廣大脈絡中的績效。 

指引

提供績效資訊時應包含相關的背景說明，永續

性報導的根本問題是組織如何對當地、區域或全

球的經濟、環境及社會情況的改善或惡化有所貢

獻、或打算在未來的貢獻。舉例來說，這可意味著

除了報導生態效益的趨勢外，組織也可對照所在

地區生態系統對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表達自身的

絕對污染負荷程度。

因此，目的在於表達組織對於永續性之廣大概念

的績效。包括檢驗自身在行業、當地、區域或全球

經濟、環境或社會資源的限制和需求脈絡中的績

效。

從全球資源限制與污染水準來看，通常應可清楚

說明此一攸關環境的概念。但是，此概念也與社

會和經濟目標具有相關性，如：國家或國際間社

會經濟和永續發展目標。舉例來說，組織可以報

告員工薪資和社會福利水準，來對比全國的最低

和中等收入水準，也可以報告承擔貧窮線或接近

貧窮線人士之社會安全網的能力。

預期營運於不同地區、規模、行業別的組織要考

量，如何在更廣泛的永續性脈絡下，以最佳方式

建構整體績效。為此，可能需區分為具全球性衝

擊的因素（如氣候變遷）、和具區域性或當地性衝

擊的因素（如社區發展）。當報導正面或負面當地

衝擊之主題時，提供組織如何影響不同地點之社

區關點實屬重要，且組織區分營運範圍的衝擊參

數及不同地點的永續脈絡績效也實屬同等重要。

報告書中應清楚說明永續性與組織策略間的關

係、以及揭露的背景。

檢視

• 報導組織表達其對永續發展的認知、如何達

成目標與有效資訊、以及針對涵蓋主題如何

取得現有客觀的資訊，以衡量其永續發展；

• 組織在表達績效時，參考相關行業、當地、區

域或全球性工具以反映更廣泛的永續發展情

況和目標；

• 組織以溝通其在相對應之地區中所造成的衝

擊和貢獻之溝通方式來表達績效；

• 組織描述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主題如何與
長期策略、風險、機會和目標相關，包括其價

值鏈。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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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可報告的主題眾多。有潛在價值涵蓋於報告

書中的相關主題，是能合理反映組織的經濟、環

境及社會衝擊，或會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決策。在

本文中，「衝擊」指的是組織對經濟、環境、及 /或
社會的衝擊（正面或負面）。主題可以是僅與這些

面向之一有相關或潛在重大性的。

在財務報告中，一般認為重大性是影響財務報告

使用者，尤其是投資人，作為對經濟決策的最低

門檻。

相似的概念在永續性報導也很重要，但主要聚焦

在兩個面向，分別為衝擊廣度和利害關係人廣

度。在永續性報導中，重大性是決定相關主題是

否足夠重要以致於必須報告，並非所有的重大主

題都同等重要，報告書中應反映其相對的優先順

序。

在評估主題是否重大時，可綜合考量內外部因

素。這些因素包括組織的總體任務及競爭策略，

及由利害關係人直接表達的關注程度。重大性也

能藉由廣大的社會期待，由組織對上游實體（如

供應商）或下游實體（如顧客）的影響力來決定。

重大性的評估也需考量組織所要遵循之國際標準

與協定。

在評量反映顯著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衝擊，或
對利害關係人的決策有影響之資訊的重要性時，

要考量這些內外部因素。評估衝擊的顯著性可透

過許多不同的方法；一般而言，「顯著衝擊」是指

專家群體長期關注的、或使用現有工具（例如：衝

擊評估方法或生命週期評估）所鑑別的主題。組

織若認為某些衝擊很重大，需要積極的管理或控

制，即可認為是顯著衝擊。

應用本原則以確保報告書對於重大主題之優先順

序，其它相關主題也可納入，但表現不需過於突

出。組織能解釋其決定主題優先順序的流程是重

要的。

圖3主要作為參考用之矩陣範例指引，它顯示評估
主題是否重大的兩個面向；主題可僅根據其中一

個面向來決定重大與否，無需使用整個矩陣。然

而，應用重大性原則，須根據此兩個面向鑑別重

大主題。

在GRI 102: 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102-46與條款
6.1要求解釋如何應用重大性原則。

檢視

定義重大主題時，報導組織要考慮以下因素：

• 經認可的專家或具有適當資格的專家團體所

作的詳細調查，其鑑別出可合理推測的經濟、

環境、及 /或社會衝擊（如：氣候變遷、愛滋病
或貧困）；

• 特別與組織攸關之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和期

望，如：員工、股東等利害關係人；

• 由利害關係人，如：非員工的工作者、供應商、

當地社區、弱勢團體與公民社群所提出之廣

泛的經濟、社會、及 /或環境的利益與主題；

• 由同儕和競爭對手所鑑別出的重大主題和未

來挑戰；

• 對組織及其利害關係人，具策略顯著性的法

律、規章、國際協定、或自願性協定；

• 組織的關鍵價值、政策、策略、營運管理系

統、目標、及標的；

指引 

重大性 
1.3  報告書應涵蓋以下主題：

 1.3.1   反映報導組織的顯著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或

 1.3.2  會實質上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和決策。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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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 組織的核心能力及可貢獻於永續發展的方式；

• 組織在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上的相關衝擊所
造成的後果（例如：風險對於商業模式或聲譽

所造成的衝擊）；

• 重大主題在報告書中要適當地排序。

承接重大性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圖 3 
主題優先順序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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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1.4   報告書包含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應當足以反映組織在經濟、環境及社會的顯著衝擊，並使利害

關係人評估報導組織在報導期間的績效。 

指引 

完整性的概念也可涉及資訊蒐集的方法（例如：

確保所編輯的數據涵蓋來自於衝擊範圍內所有實

體的成果），以及資訊的表達是否合理及恰當。這

些議題也與報告書品質有關，將在準確性和平衡

性詳加說明。

報告書中所涵蓋的重大主題：報告書中所涵蓋的

主題應足以反映組織顯著的經濟、環境、及 /或
社會衝擊，並使利害關係人得以評估組織。在決

定報告書中的資訊是否充足時，組織宜同時考量

利害關係人溝通過程的結果，以及社會的廣泛期

望。

主題邊界：主題邊界是重大主題的衝擊範圍、以

及組織涉及哪些衝擊的描述。組織可能經由自身

的活動或與其它實體的商業關係而涉及這些衝

擊。依循GRI準則編制報告書的組織，不僅要報告
所直接造成之衝擊、也要報告所促成之衝擊、以

及透過其商業關係而有直接關聯之衝擊2。見本準

則條款 2.4 和GRI 103：管理方針，以取得關於主
題邊界的更多資訊。

時間：時間指在報告書規定的報導期間內，所選

擇的資訊應具完整性。在可行的情況下，組織應

儘量揭露報導期間內所發生的各種活動、事件和

衝擊。此包含某些在短期衝擊有限，但長期可能

會有顯著且合理預期、將導致不可避免或不可逆

轉的累積效應之活動（如生物累積性或持久性污

染物）。

在預測未來的衝擊時（包括正面貢獻和負面衝

擊），資訊應建立在合理推測的基礎上，並能反映

可能衝擊的規模和性質。儘管這類推測本質上具

有不確定性，但只要明確的指出推測的依據和限

制，便可為決策提供有用的資訊。即使這些衝擊

可能只會在未來發生，但揭露其性質與可能性，是

與組織為達到平衡且合理表示經濟、環境及社會

衝擊的目標一致。

檢視

• 報告書考量報導組織所直接造成、促成或透

過其商業關係而有直接關聯之衝擊，並根據 
重大性原則、永續性的脈絡及利害關係人包

容性原則，涵蓋及排序所有的重大資訊；

• 報告書中的資訊涵蓋報導期間內所有的顯著

衝擊，以及某些可合理預期在未來可能無法

避免或逆轉之顯著衝擊的合理推測：

• 報告書未省略會實質影響利害關係人進行評

估或決策，或反映重要經濟、環境及社會顯著

衝擊的相關資訊。

2  這些概念是根據以下文件 ：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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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報告書品質的原則

準確性 
1.5  報告之資訊應充分準確及詳盡，以供利害關係人評估報導組織的績效。

指引

本原則旨供反映能以多種方式表述資訊的事實，

從定性描述回應到詳盡的定量衡量。

定義準確性的特性會因資訊的性質及資訊使用者

而有所差異。

例如：定性資訊的準確性可能受其清晰與詳細程

度，以及關於主題邊界的平衡性影響；定量資訊

的準確性可能取決於蒐集、編排及分析數據所採

用的特定方法。

此外，準確性的特定門檻可能取決於資訊的用

途。利害關係人的某些決策需要準確性相對較高

的資訊。

 

檢視

• 報告書指出經過量測的數據；

• 適切地描述數據量測的方法及計算基礎，並

能重複產生相似結果；

• 定量數據的誤差幅度不足以嚴重到影響利害

關係人作出適當且可靠的結論；

• 報告書指出哪些是以估計方式產生的資料、

估計的基本假設和方法，或哪裡可以找到該

資訊；

• 報告書中的定性陳述應與其它已報告的資訊

及其它可取得的證據一致。

指引

報告書內容的整體表現方式，應當無偏見地反映

組織績效的整體情況。

報告書應避免某些可能會影響讀者過度或不當地

決定或判斷的刻意選擇、省略或表達方式。報告

書應一併揭露有利和不利的結果，並按其相對應

的重要性，揭露會影響利害關係人決策的資訊。

報告書也應明確區分事實和組織對事實的解釋。

檢視

• 報告書一併揭露有利與不利的結果與考量

面；

• 報告書中資訊呈現的方式，能讓使用者看到

組織逐年績效的正面或負面趨勢；

• 報告書中各個考量面強調的程度，應與其重

大性相呼應。

平衡性  
1.6  報告之資訊應反映報導組織正、反兩面績效，讓各界對組織的整體績效做出合理的評估。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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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性  
1.7  報導組織呈現資訊的方式，應讓使用資訊的利害關係人易於理解和取得。

指引

報告書表達資訊的方式，包括印刷或透過其它管

道，應讓組織各個利害關係人能理解、取得和應

用。

利害關係人不用大費周章即可找到想要的資訊是

很重要的。資訊表達的方式應讓組織及其活動有

合理瞭解的利害關係人能理解。

採用圖形及合併數據表，可使報告書中的資訊更容

易取得和瞭解。資訊的彙總程度若與利害關係人

的期望有顯著的差距（過度詳細或不夠詳細），也

會影響報告書的清晰性。

檢視

• 報告書涵蓋的資訊宜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程度，但避免過度冗長和不重要的細節；

• 利害關係人無須大費周章便可從目錄、圖示、

網站連結或其它輔助工具中找到所需的特定

資訊；

• 報告避免技術術語、縮寫、專業術語或利害關

係人可能不熟悉的內容；如有必要，應在相關

章節或詞彙表中解釋；

• 所有利害關係人均可獲得報告書的資訊，包括

有特別需求（例如：不同能力、語言或技術）的

人。

可比較性

1.8   報導組織應以一致的標準來篩選、整理和報告資訊。資訊表達的方式，應讓利害關係人能分析
組織長期的績效，並與其它組織進行比較分析。

指引

「可比較性」是評量績效的必備要素，利害關係人

能將組織目前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與過去績

效和目標相比較，且儘可能地能與其它組織之績

效做比較實屬重要。

「一致性」讓內外部單位可做標竿比較該組織的

績效並評估其進展，以作為評比活動、投資決策、

宣傳計畫和其它活動的一部分。比較不同組織績

效時，應留意某些因素，如：組織的規模、地理影

響力，以及其它可能影響組織相對績效的因素。必

要時，提供背景資料以協助報告書使用者瞭解可能

導致不同組織衝擊或績效差異的因素。

為提供報告在不同時期的可比較性，需要在數據

的計算方法、報告書的編輯形式保持一致，並解釋

編製資訊的方法及假設。由於組織及其利害關係

人所重視主題之重要性可能會隨時間而改變，報

告書的內容也可以進化。

然而，在重大性原則的規範下，組織應儘可能持續

保持報告書之一致性。組織應提供總數量（即，絕

對數據，如多少噸廢棄物）及比值（即，常態化資

料，如每單位產量的廢棄物），供比較分析之用。

當重大主題、主題邊界、報導期間的長度或資訊（

包括報告書中揭露項目的設計、定義和使用）發生

變更時，報導組織應表達目前的揭露項目，同時重

述歷史數據（反之亦然）。這樣可以確保資訊及可

比較性仍是可靠且有持續的意義。如果沒有進行

重述，組織則應對目前揭露之解釋給予充分的解

釋。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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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應對其報告書有信心，報告書是可供

檢驗以確定內容的真實性，並已有相當程度的應用

報導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報告書中的資訊及數據，應有內部控制或文件紀

錄為依據，供報告書編製者以外的人檢視。報導組

織沒有證據證實的衝擊或績效，不應在永續性報

告書中揭露，除非是重大資訊，而報告書應明確解

釋與該資訊有關的任何不確定因素。

報告書的基本決策過程應記錄並文件化，以作為

關鍵決策的檢查依據（例如：決定報告書內容和主

題邊界、或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流程）。組織針對其

報導的設計資訊系統時，應預期此系統需接受檢

驗，作為外部保證/確信過程的一個環節。

檢視

• 已鑑別為外部保證/確信的範圍和程度；

• 組織得鑑別報告書中資訊的原始來源；

• 組織得提出可靠的證據來支持假設或複雜的

計算；

• 原始數據或資訊的所有人可提供說明，證明資

料或資訊的準確性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內。

承接可比較性

檢視

• 報告書中的資訊得按照年度比較；

• 報導組織的績效得與適當的基準作比較；

• 不同報導期間的報告書在重大主題、主題邊

界、報導期間的長度、或報告書涵蓋內容上有

任何顯著變化時，得指出並解釋之；

• 報告書在編排、衡量及表達資訊時，採用一般

公認的協定（如有），包括GRI準則所要求的資
訊。

可靠性 
1.9   報導組織編製報告書時所使用的資訊及流程，應以可供檢視、並可建立資訊品質及重大性的方

式，予以蒐集、記錄、彙整、分析及揭露。

指引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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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性

1.10  報導組織應定期報告，及時提供資訊以供利害關係人進行決策。

指引

資訊的實用性與資訊是否能及時讓利害關係人納

入其決策中密切相關。「時效性」是指與報導的規

律性以及報告書描述之衝擊，時間上接近的程度。

雖然持續不斷地發佈資訊將有利於滿足特定目

的，但報導組織應致力於定期在一個時間點，針對

經濟、環境及社會之衝擊提出綜合性的揭露。

報導的頻率及報導期間的一致性，也可確保利害關

係人能持續地比較資訊和取得報告書。永續性報

導與其它形式的報導，特別是與財務報導的時間

若能一致，對利害關係人是有價值的。期望組織能

在及時提供資訊和確保資訊的可靠性間取得平衡，

包括任何先前揭露資訊的重述。

檢視

• 報告書所揭露的資訊在報導期間內是最近公

佈的；

• 報告書中的資訊應明確指出相關的時程（例

如：最近一次更新和下一次更新的時間），並分

別鑑別任何之前揭露的重述事件和重述的理

由。

第一章節: 報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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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

此章節列出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的基本流程，組織欲宣告其永續性報告書已依循GRI準則（無
論為核心或全面選項）者，必須遵循此章節的所有要求。這些要求以「應」和粗體字表示，而報導組織透

過該流程以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 已適用報導原則；

• 提供與組織攸關的資訊之揭露項目；

• 每一個重大主題已予鑑別並加以報告。

在此章節中的部分條款與 GRI 102：一般揭露 以及GRI 103：管理方針 之揭露項目中，要求報導組織揭
露特定資訊有密切關聯。於此情況，GRI 102 與GRI 103 的相關揭露項目在此「指引」中予以鑑別。

適用報導原則

2.1    報導組織應適用章節1的所有報導原則來定義報告書內容與品質。

指引 

組織用GRI準則來編製永續性報告書時，已理解和
運用十項報導原則界定報告書的內容與品質是相

當重要的，這些報導原則可協助指引報告書資訊的

篩選與品質的抉擇。

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 102-46要求解釋
組織如何執行報導原則來界定報告書內容。

報導一般揭露項目

2.2  報導組織應報告GRI 102：一般揭露 所要求的揭露項目。

指引 

一般揭露項目要求與組織攸關的資訊及其永續性

報導的實務，如果組織欲宣告其報告已依循GRI準
則編製（核心或全面選項），有幾項在GRI 102：一
般揭露中為必須要報告的揭露項目。更多資訊，見

章節3的表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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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3  These concepts ar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instruments: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4  Source: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重大主題是組織已優先包含在永續性報告書中的

那些主題，此優先順序是依利害關係人包容性與 
重大性原則行使之。鑑別重大主題的重大性原則

以下面兩個面向為依據：

• 組織經濟、環境及社會衝擊的重大性；

• 實質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與決策。

當應用重大性原則時，「衝擊」表示組織對經濟、

環境及社會的影響，也可表示其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正面或負面的）。更多關於重大性原則的資訊，

見條款1.3。

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  102-47要求報導

表列重大主題。

使用GRI行業揭露

GRI行業揭露提供額外特定的行業揭露項目與指

引，其可與GR I準則做連結。行業揭露項目可於

GRI準則網站中取得。如有適用，建議報導組織查

閱與其行業相關的GRI行業揭露，幫助鑑別其重大

主題。然而，行業揭露的使用並不是要替代適用報

導原則來定義報告書內容。

將已鑑別的重大主題與GRI準則連結

在GRI準則中「主題」的使用與廣泛的經濟、環境

及社會題材有關，例如：間接經濟衝擊、水或勞雇

關係。這些主題的名詞非常廣泛，每個主題可涵蓋

數個相關的概念。舉例來說，「水」這個主題可包

含許多特定但與此相關的題材，例如：「缺水」或「

取得用水」。

GRI準則內所涵蓋的主題清單並非完全詳盡，在某

些情況下，組織鑑別之重大主題也許無法精準與

現行可適用的特定主題準則相配。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此重大主題相似於某一個主題準則或可視為

與其相關，則組織應使用這項準則來報導所提及

的主題。

如果組織鑑別之重大主題無法合理地與任何一個

特定主題準則相關，則有關如何報告此重大主題，

見條款2.5.1與 2.5.3之要求。

報導每項重大主題的邊界

主題邊界是重大主題的衝擊範圍、以及組織涉及

哪些衝擊的描述。組織可能經由自身的活動或與

其它實體的商業關係而涉及這些衝擊。依循GRI準

則編制報告書的組織，不僅要報告所直接造成之

衝擊、也要報告所促成之衝擊、以及透過其商業關

係而有直接關聯之衝擊3。於GRI準則的脈絡中，組

織的商業關係可包含直接與組織的商業活動、產

品或服務相關的商業夥伴、價值鏈中的實體以及

任何其它非國營或國營事業之關係4。

GRI 103：管理方針 中揭露項目 103-1要求每一個

重大主題報導其邊界。更多主題邊界的詳細資訊，

見GRI 103 。

鑑別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2.3  報導組織應使用報導原則鑑別重大主題以界定報告書內容。

 2.3.1  如有適用，報導組織得查閱與其行業相關的GRI行業揭露，協助鑑別其重大主題。

2.4  報導組織應針對每個重大主題鑑別其邊界。

第二章節: 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19GRI 101: 基礎 2016

報導重大主題

2.5  報導組織對每項重大主題：

 2.5.1   應針對該主題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管理方針揭露；及下述二者擇一：

 2.5.2   如果重大主題涵蓋於現行的GRI準則（200、300及400系列），應報告相對應GRI準則
中的特定主題之揭露項目；或

 2.5.3  得報告其它適合的揭露項目（如果重大主題未涵蓋於現行的GRI準則中）。

指引

條款2.5的指引

為宣告其報告書已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導組織

需要報告已鑑別的所有重大主題（依GRI 102：一

般揭露中揭露項目102-47報告的重大主題清單）

。如果某個重大主題未涵蓋於現行之特定主題的

GRI準則，組織仍需要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來

報告其管理方針，且建議使用其它來源的適當揭

露項目來報告其衝擊。

在其它例子中，組織可能希望使用其它來源之額外

揭露項目來報告已涵蓋於GRI準則的重大主題，以

及報導GRI揭露項目。

任何額外的揭露項目期待能受到如GRI準則般技

術嚴謹之規範，並與已存在的相關標準或報導架

構一致。

 

當邊界擴大超過報導組織的主題報導

在某些例子中，如果主題的邊界擴大超過組織可

能無法報告一些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例如：如果

主題的邊界包含部分的供應鏈，組織可能無法從

其供應商中獲取所需的資訊。在這些情況下，為依

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組織仍必須報告該主題的

管理方針，但仍可針對該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使

用已認可之省略理由。更多關於省略理由，見條款

3.2。

GRI 103：管理方針 的揭露項目 103-1- c要求報導

任何有關主題邊界的特定限制。

資訊呈現

引用其它文件報導所需之揭露項目

2.6  如果報導組織報告所需之揭露項目引用另一個來源的資訊，組織應確保：

 2.6.1  該引用文件包含所需之揭露項目的特定所在位置；

 2.6.2  該引用的資訊是公開可用且容易取得的。

指引

所需揭露項目的資訊可能已包含在報導組織已編

製的文件中，如公司年報。在這個情況下，組織可

以選擇不再將揭露項目重複於永續性報告書中，

取而代之的是資訊可供參考的引用文件。

只要該引用文件是屬特定、公開可使用且容易取得

的，則可以接受此方針。舉例來說，當年報中包合

頁碼、章節名稱或其它特別指名哪裡可以取得該資

訊，則可視為可接受的引用文件。

第二章節: 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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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編製報告書時，報導組織可鑑別與前本報告書相

比無改變的資訊或流程。組織可選擇只更新有改

變的資訊，以及針對報導期間無改變的任何揭露

項目重新發布或提供引用文件。

報告書的彙編與資訊呈現

2.7  彙編永續性報告書時，報導組織宜：

 2.7.1  呈現當下報導期間與至少前兩個期間的資訊，以及未來的短、中期目標（如果有制定）；

 2.7.2   使用一般公認的國際單位（如公斤或公升）和標準換算係數來彙編及報告資訊，並解釋不

常見的量測或計算基礎；

 2.7.3  使用比例或常態化數據時，提供絕對數據與解釋的註解；

 2.7.4  發行報告書時，界定一致的報導期間。

承接資訊呈現

指引

報導方式

報導組織可選擇使用結合電子和紙本形式的報告

書，或僅使用一種形式。例如：組織可選擇於網站

提供詳細的報告書內容以及用紙本形式提供執行

摘要。

無論為何種形式，依循GRI準則編製的報告書必

須包含GRI內容索引表，且該內容索引表必須編

製於某處，並包含所有已報告的揭露項目之頁碼

或連結。更多資訊，見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

項目102-55。

第二章節: 使用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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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使用GRI準則有兩個基本的方式：

1. 使用GRI準則作為一套編製永續性報告書依循的準則。

2.  使用選取之準則或其部分的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

在本準則中界定使用的各項準則方式，皆有其相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供使用。任何已使用GRI準則揭露項
目為基礎的揭露文件，則須採其中一種宣告方式來作為引用參考的依據，以確保準則應用的透明度。

使用GRI準則作為一套編製永續性報告書依循的準則

鼓勵組織使用此方針且依循GRI準則之標準報告其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衝擊（見表1）。一本符合本準
則標準之永續性報告書足以提供組織的重大主題與相關衝擊，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衝擊之完整且平衡的

全貌。

一本依循GRI準則的報告書可編製為一本單獨的的永續性報告書，或可引用各種地方與形式的資訊予以
揭露（電子或紙本形式）。任何依循GRI準則編製的報告書必須包含GRI內容索引表，並呈現於某處且包
含所有已報告的揭露項目之頁碼或連結。見本準則的條款2.6以及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102-
55。
 
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有兩種選項：核心和全面

核心。此選項指出一本報告書包含瞭解組織性質、其重大主題和相關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衝擊的最低所

需資訊。

全面。建立於核心選項之上，要求組織的策略、倫理與誠信以及治理等額外的揭露項目。另外，要求組

織透過報導GRI準則中每一項重大主題之所有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報告其更廣泛的衝擊。

這些選項與報告書中的資訊品質或組織的衝擊大小無關，反而是反映出GRI準則應用的程度。沒有要求
組織從核心提升至全面；組織可選擇最符合其報導需求與利害關係人資訊需求的選項。

宣告報告書依循GRI準則的特殊標準見表1。

選擇性的使用GRI準則或其部分的內容來報告特定資訊  

此選項稱為「引用GRI」的宣告，適用於欲報告特定經濟、環境、及 /或社會衝擊，但尚不欲使用GRI準則
以提供完整的重大主題與相關衝擊的組織。

舉例來說，組織可能想針對特定利害關係人群體報告其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於此情況下，組織可使用

GRI 103：管理方針 與GRI 304：生物多樣性的揭露項目，以及於任何以這些準則為基礎的揭露文件中
包含必要之「引用GRI」的宣告。有關「引用GRI」的宣告之特殊標準見條款3.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3/traditional-chinese-gri-304-biodiversi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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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的宣告

3.1  為宣告永續性報告書已依循GRI準則來編製，報導組織應符合表1中個別選項（核心或全面） 
的所有標準（在第23頁）：

第三章節: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指引

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102-54要求組織報

導針對任何已依循本準則（核心或全面選項兩者之

一）來編製報告書之宣告。

 如果組織無法符合表1中核心或全面的最低標準，

則不可宣告該報告書已依循GRI準則編製。於此情

況下，任何以GRI準則為基礎的揭露文件必須包含

「引用GRI」的宣告。下一個章節將概述如何進行「

引用GRI」的宣告。

當組織報告額外的揭露項目超過核心的標準，但

無法符合全面的最低標準，則不可宣告其依循：全

面選項。不過，組織可在GRI內容索引表中包含任

何已報告的額外揭露項目。

GRI內容索引表

組織無論依循GRI準則的核心或全面來編製報告

書，皆須包含所有使用的GRI準則與已報告的揭露

項目之GRI內容索引表。更多資訊，見GRI 102：一

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102-55。

核心選項之選擇性報告揭露項目

許多特定主題的GRI準則包含數個揭露項目。如果

報導組織沒有針對給定的主題報告每一個揭露項

目，則應選擇並報告最能充分反映其對該主題的

衝擊之揭露項目。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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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標準 核心選項 全面選項

在任何根據GRI準則
進行揭露的揭露文

件中使用正確的宣

告 （陳述）

包括以下的陳述：「本報告書已依循
GRI準則：核心選項進行編製」

包括以下的陳述：「本報告書已依循
GRI準則：全面選項進行編製」

使用GRI 101:基礎 
的基本流程來編製

永續性報告書

遵循GRI 101：基礎 第二章節（「使用
GRI準則進行永續性報導」）的所有要
求

「與核心選項相同」

使用GRI 102：一般
揭露來報告與組織

攸關的訊息

依循GRI 102：一般揭露 中所有以下的
揭露項目的報導要求： 
• 揭露項目102-1至102-13（組織概
況）

• 揭露項目102-14（策略）
• 揭露項目102-16（倫理與誠信）
• 揭露項目102-18（治理）
• 揭露項目102-40至102-44（利害
關係人溝通）

• 揭露項目102-45至102-56（報導
實務）

依循GRI 102：一般揭露 中所有揭露項
目的報導要求：

僅允許針對以下揭露項目：揭露項目
102-17（倫理與誠信）和揭露項目102-
19至102-39（治理）說明省略理由。 

更多資訊見條款3.2

使用GRI 103:管理
方針來報告所有重

大主題的管理方針

和主題邊界5

每個重大主題依循GRI 103:管理方針 
的所有報導要求

省略理由僅限於揭露項目103-2及
103-3（見條款3.2）

「與核心選項相同」

使用特定主題的

GRI準則（200系
列、300系列、400
系列）來報告重大

主題

每個涵蓋特定主題GRI準則之重大主
題：

• 遵循「管理方針揭露」章節中所有
的報導要求

• 至少一個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依
循其全部的報導要求

每個未涵蓋GRI準則的重大主題，建議
此主題報告其它適當的揭露項目（見
條款2.5.3 ）

所有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允許的省略
理由（見條款3.2）

每個涵蓋特定主題GRI準則之重大主
題：

•  遵循「管理方針揭露」章節中所有
的報導要求

•  所有的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依循
其全部的報導要求

每個未涵蓋GRI準則的重大主題，建
議此主題報告其它適當的揭露項目（
見條款2.5.3 ）

所有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允許的省略
理由（見條款3.2）

若適用，確保正確使

用省略理由

遵循條款3.2（省略理由）中所有的要
求

「與核心選項相同」

通知GRI使用本準則 遵循條款3.4（通報GRI使用本準則）中
所有的要求

「與核心選項相同」

5  This includes material topics covered by the GRI Standards and those not covered by the GRI Standards.

表1  
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的宣告之標準
 

第三章節: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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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理由

3.2  在特別的情況下，如果組織依循GRI準則編製之永續性報告書，未能報告必須的揭露項目時，組
織應於報告書中提供以下省略理由：

 3.2.1  描述被省略的特定資訊；及

 3.2.2  從表2的理由中指定出一個省略理由，包括必要的解釋。

指引

在特殊的情況中，組織依循GRI準則（核心或是全
面選項）的要求下，倘若無法報告其中所需的揭露

項目時，則可使用省略理由。省略理由僅可用於某

些揭露項目中，其詳細內容，見表1。另外，如果組
織省略太多必要的揭露項目，這將會減少報告書的

可信度和對利害關係人的實用性。

使用「不適用」作為省略理由

如果揭露項目中涵蓋的特定情況並不適用於組

織，則可使用「不適用」作為省略理由。例如：組織

可能鑑別「能源」與「排放」為重大主題，但組織

消耗能源的形式僅為購買電力。於此案例中，組織

非直接消耗燃料，或直接擁有或控制來源，因此有

關組織燃料消耗的揭露項目與直接（範疇一）溫室

氣體的排放，可視為「不適用」。

如果一個揭露項目未涵蓋使主題具重大性的特定

衝擊時，也可使用「不適用」作為省略理由。例如：

一個組織運用水的流動產生水力發電，則「水」這

個主題可具重大性。但現行此主題的揭露項目與

取得用水、水回收 /再利用有關，因此尚未足以衡
量組織的衝擊（例如：改變流水的體積）。所以對

於此組織而言，現行GRI 303：水的揭露項目可視
為「不適用」。

如果主題的邊界擴大超過報導組織時之省略理由

如果重大主題的邊界擴大超過組織，且組織無法

取得適當的資訊來報導，則「資訊無法取得」可作

為省略理由。在此例子中，省略理由包含資訊為何

無法取得的解釋。如果組織欲宣告其報告書已依

循GRI準則編製，即使在無法報告特定主題的揭露
項目之情況下，組織仍必須報告該主題的管理方針

（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省略理由 在永續性報告書中必要的解釋

不適用 指定揭露項目考量為不適用的解釋。

保密規定限制 描述受特定保密規定所禁止之揭露項目。

特定的法律禁令 描述特定的法律禁令。

資訊無法取得 描述為取得資訊所採取的特定步驟，以及預計取得該資訊的時間表。

如果省略理由是因為無法取得所需的資訊、或是資訊的品質不適當（有時

當重大主題之邊界擴大超過報導組織時則可能會發生），請說明此狀況。

表2  
省略理由

第三章節: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2/traditional-chinese-gri-303-water-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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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選取之準則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3.3  如果報導組織使用所選取的GRI準則或其部分的內容來報告特定資訊，但尚未符合依循GRI準則

編製報告書的標準（按照條款3.1），則組織：

 3.3.1  應在任何的揭露文件中包含揭露是以GRI準則為基礎的一份陳述：

    3.3.1.1  包含以下文字：「本文件參考【XX年出版之GRI-XXX準則】，適用每一個使 
    用的準則；

    3.3.1.2  如果未全盤使用本準則，指出準則中所適用的特定內容為何；

 3.3.2  應遵守與報告揭露項目一致的所有報導要求；

 3.3.3  按照條款3.4，應通報GRI使用本準則；

 3.3.4  宜應用章節1定義報告書品質的報導原則；

 3.3.5  宜應用GRI 103:管理方針 與任何特定主題準則（200、300或400系列）來報告其管理 
   方針。

指引

任何組織編製揭露文件使用GRI準則的揭露項目
時，須說明其如何使用。如果組織無法滿足表1依
循的標準，仍須於任何的揭露文件中包含一份揭

露是以本準則為基礎的「引用GRI」宣告。

一份「引用GRI」的宣告具有如條款3.3.1.1所列之特
定文字。例如：「本文件參考2016 GRI 305：排放中
的揭露項目 305-1與305-2、及2016 GRI 103：管理
方針中的揭露項目103-1、103-2及103-3。」

一個組織因選擇性使用本準則係無法宣告其已依

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然而，組織使用報導原則
來界定報告書品質仍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原則幫助

確保資訊的正確性與具備高品質，使利害關係人能

基於這些資訊進行合理的評估。

第三章節: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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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GRI使用本準則
3.4  報導組織應透過以下任一方式，通報GRI使用其準則、以及報告書或揭露文件中的宣告。

 3.4.1  寄送一份報告書至GRI信箱：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或 

 3.4.2  於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登錄報告書或揭露文件。

指引

此要求適用於以下兩者：

• 依循GRI準則核心或全面選項編製永續性報告
書；以及

• 揭露文件中包含「引用GRI」的宣告。

通報GRI使用本準則可以提供全球各地的組織如
何使用本準則之透明性，且使用本準則並不會有任

何的收費。

第三章節: 製作關於GRI準則使用的宣告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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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在GRI準則中，除非有特別註明，否則「衝擊」之定義為組織在經濟、環境、及/或社會的影響 
，且依序指出組織對永續發展的貢獻（正面或負面）。

 註1：在GRI準則中，「衝擊」一詞可指正面的、負面的、實際的、潛在的、直接的、間接 
  的、短期、長期、蓄意、非蓄意的衝擊。

 註2：對經濟、環境、及/或社會的衝擊也會影響組織本身。舉例來說，在經濟、環境、及/或 
  社會的衝擊會對組織商業模式、名譽、或是目標達成有所影響。

管理方針揭露

 描述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以及相關的衝擊

 註：組織管理方針的揭露也提供使用特定主題標準的資訊報告內容（200、300和400系列）。

重大主題

 主題反應報導組織顯著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或實質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與決策

 註1：有關重大主題定義的更多資訊，請參閱GRI 101：基礎 章節中界定報告內容的報導原則。

 註2：為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組織應針對重大主題加以報告。

 註3：重大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GRI準則中200、300與400系列所涵蓋之主題。

報導期間

 報告資訊所涵蓋的特定時段

 註：除非另有說明，GRI準則要求提供組織所選定報導期間內之相關資訊。

報導原則

 概念描述報告書預期達成的結果，並指出報導過程中有關報告內容或品質的決策。

關鍵用詞

下列所選用之詞語及定義是出自於GRI準則詞彙表 6，係供幫助理解GRI 101: 
基礎。 

6 完整的GRI準則詞彙表可於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
pdf 找到。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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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可合理預期將受報導組織的活動、產品和服務顯著影響的實體或個人，或其行為可合理預期會
影響組織成功執行策略和達成目標的能力

 註1：利害關係人包括根據法律或國際公約，有權提出關於組織之法律請求權的實體或個人。

 註2：利害關係人包括投資於組織的對象（如員工、股東），也包括與組織具有其他關係的對 
   象（如不是員工的其他工作者、供應商、弱勢群體、在地社區、非營利組織與其他公民 
   社會等）。

永續發展/永續性
  發展係指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求之能力 

 註1：永續發展包含三個面向：經濟、環境和社會。 

 註2：永續發展與較廣泛的環境和社會利益關聯，而非特定組織的利益。 

 註3：「永續性」及「永續發展」之用詞在GRI準則中可交替使用。  

主題

 經濟、環境或社會的主題

 註1：在GRI準則中，主題係由永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面向所組成。

 註2：為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組織應針對重大主題進行報告。

主題邊界

  描述一個重大主題的衝擊範圍以及組織與這些衝擊的關聯

 註：主題的邊界依報導主題而異。

關鍵用詞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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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 102：一般揭露 載明針對組織及其永續報導實務資訊之報導要求。本準則
可適用於任何大小、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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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組織在編製GRI準則依循之報告時，需使用準則
GRI 102：一般揭露 項目來報告與組織攸關的
資訊和其永續性報導實務。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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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指引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助
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註：在此準則中，「核心」標示用以鑑別編製報告

書所需的揭露係依循GRI準則（核心選項）。組織
依循GRI準則（全面選項）編製報告書時，必須報
告準則中所有的揭露，儘管特定揭露允許以省略

理由說明之。更多資訊見GRI 101：基礎 的表格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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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102:
一般揭露

揭露項目 102-1
組織名稱

報導要求

1. 組織概況

102-1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名稱。

核心

核心

報導要求

報導建議 

1.1   彙編揭露項目102-2-b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解釋其產品或服務是否為利害關係人之質問或公
共討論的主題。

揭露項目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102-2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對組織活動的描述。

b. 解釋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包含任何產品及服務在特定市場被禁止的原因。

此類揭露提供組織規模、地理位置、以及活動的概述。這些與組織攸關的資訊對利害關係人瞭解組織

的特質，以及其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實屬重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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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揭露項目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揭露項目 102-3
總部位置

102-3
揭露項目

102-4
揭露項目

指引

總部指的是一個組織的行政中心，其控制和指引組織本身。

揭露項目 102-4
營運據點

第一章節: 組織概況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總部的所在位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營運所在之國家數量，涉及重要營運據點及/或與報告書主題相關者，則應提供國家名
稱。

102-5
揭露項目

核心

核心

核心

報導要求

揭露項目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102-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

i.   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地理位置；

ii.  所服務的行業；

iii. 客戶和受惠者的類型。

核心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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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組織概況

核心

報導要求

揭露項目 102-7
組織規模

102-7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規模，包括：

i. 員工總人數；

ii.  營運據點總數；

iii. 淨銷售額（私部門組織適用）或淨收入（公部門組織適用）；

iv. 按債務和權益區分的資本總額（私部門組織適用）；

v. 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數量。

報導建議

1.2   彙編揭露項目102-7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提供下列額外資訊：

 1.2.1  總資產；

 1.2.2  受益人，包括其身分和最大股東的持份百分比；

 1.2.3  細部分類：

  1.2.3.1  按國家或區域別，其淨銷售額或淨營業收入達到總營業收入的百分之五以上者； 
  1.2.3.2  按國家或區域別，其成本達到總成本的百分之五以上者；
  1.2.3.3  按國家或區域別，其員工總數。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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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102-8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 102-8-d的指引

組織活動在揭露項目102-2-a中報告。

背景

透過員工和工作者在組織活動中人數的多寡，可洞

悉勞工議題所造成的衝擊大小。

將員工按性別進一步細分，則能夠呈現組織內部

的性別分佈，以及對可用勞動力與人才的理想使用

情況。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6、7、10及12。

報導要求

報導建議

1.3   彙編揭露項目102-8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1.3.1  說明員工數量，以人數或全時等量法(FTE)計算皆可，但對於選擇之方法應進行說明並一
致地應用。

1.3.2  根據員工所在國家的法律定義，鑑別合約類型以及員工的全職和兼職身份。

1.3.3  使用報導期間結束日當天的數字，除非報導期間內有發生重大變化。

1.3.4  不考慮法律定義的差異，合併各國家資料以計算全球資料。儘管各國對合約類型以及全
職或兼職勞雇關係的定義可能不盡相同，全球資料仍可反映出合法的勞雇關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依性別及勞雇合約（正職和臨時）分類的員工總數。

b. 依區域及勞雇合約（正職和臨時）分類的員工總數。

c. 依性別及勞雇類型（全職和兼職）分類的員工總數。

d. 組織的活動是否由重大比例非員工的工作者執行。如適用，請描述非員工的工作者執行工作
之性質與規模。

e. 於揭露102-8-a、102-8-b、以及102-8-c報導之雇用人數的任何重大變化（例如：旅遊業或
農業，聘僱人數會隨著季節有所變動）。

f.  對資料編製方式作解釋，包括編製過程是否包含任何假設。

核心

第一章節: 組織概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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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要素範例的描述中可涵蓋的部分包括：

• 供應商溝通的型態；

• 與組織有關的供應商總數，以及供應鏈中供應

商的估計數量；

• 供應商的地理位置；

• 對供應商支付款項的預估總額；

• 供應鏈的行業特色，如：勞力密集程度。

背景

此揭露項目建立瞭解組織供應鏈的全面脈絡。

揭露項目 102-9
供應鏈

報導要求

102-9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包括與組織活動、主要品牌、產品以及服務相關的主要要素。

核心

第一章節: 組織概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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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要求

揭露項目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指引

此揭露項目包含報導期間的重大改變。

對供應鏈的重大改變是指會導致或可能產生對經

濟、環境及社會之重大衝擊。

重大改變的例子可包括：

• 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其它國家；

• 供應鏈結構的改變，例如：將組織活動的重要

部分外包。

102-10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關於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何重大改變，包括：

i.    所在地或營運上的改變，包括廠房、設備的啟用、關閉和擴充；

ii.   股本結構的改變與其它資本的構成、保有及營運上的改變（私部門組織適用）；

iii.  供應商所在地、供應鏈結構，或與供應商之關係（包括選用和終止）的改變。

指引

揭露項目102-11可包括組織在營運計畫，或是開發
和導入新產品之風險管理方針。

背景

聯合國在《關於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第15條原
則導入預警方針。裡面指出：「為了保護環境，各國

應根據它們的能力廣泛採取預防性措施。在存在

著嚴重或不可挽回之損害的威脅情況下，不應將缺

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作為推遲採取具有成本效益

措施，以防止環境退化的理由。」運用預警方針可

幫助組織減少或避免環境負面衝擊。見參考文獻

章節中文獻13。

揭露項目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報導要求

102-11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是否及如何應用預警原則或方法。

核心

核心

第一章節: 組織概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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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12
外部倡議

報導建議

1.4   彙編揭露項目102-1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1.4.1   包括正式採用的日期、適用的國家或營運據點、制定及管理這些倡議所涉及利害關係人
的範圍；

1.4.2   區分不具約束力的自願性倡議與組織有義務的遵守義務。

揭露項目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報導建議

1.5   彙編揭露項目102-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納入在治理單位內佔有席位、參與專案或委員會、
除定期繳納會費外並提供大額資助，或是會員資格具有策略性意義的公協會或組織裡的組織層級

之會員狀態。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12
揭露項目

102-1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它倡議。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列出組織參與產業或其它公協會和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主要會員資格。

核心

核心

第一章節: 組織概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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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102-1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包含：

2.1.1  短、中、長期的整體願景與策略，特別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其直接造成、促成、或透過其
它關係而有直接關聯的活動、產品或服務（如：地方社區的供應商、民眾或組織）之重大

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2.1.2  短期與中期的永續性策略重點和關鍵主題，包含遵守國際公認標準，以及這些標準與組織
長期策略和成功的關係；

2.1.3  影響組織與永續性優先面向的宏觀趨勢（如：總體經濟或政治趨勢）；

2.1.4  報導期間內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成就和失敗；

2.1.5  計畫目標與實際績效的審視；

2.1.6  組織下一年的主要挑戰與標的，以及未來3–5年的目標；

2.1.7  與組織策略方針有關的其它項目。

揭露項目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報導要求

102-14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最高決策者（如：CEO、董事長或等同的高階職位者）對於該組織的永續性議題，及其
永續性策略的聲明。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4、15及16。

核心

2. 策略
此類揭露提供組織永續性策略的概述，以提供後續更詳細的GRI準則報導指南之背景脈絡。策略章節
可使用報告書其它部分的資訊，但此部份的揭露目的在於組織針對策略性主題進行深入描述，而非就

報告書的內容進行簡單摘要。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15GRI 102: 一般揭露2016

揭露項目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第二章節: 策略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102-15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包含：

2.2.1     描述組織的重大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以及相關的挑戰與機會。包括利害關係人之影
響層面，及國家法律和相關國際公認標準賦予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2.2.2     組織利害關係人之合理預期和利益範圍；

2.2.3     解釋處理這些挑戰與機會優先順序之方針；

2.2.4     揭示報導期間相關主題及相應績效進展之主要結論，包含績效不佳或績效優越的原因評
估；

2.2.5     描述處理績效及相關變化的現有主要程序；

2.2.6     說明衝擊組織長期前景與財務表現之永續發展趨勢、風險與機會；

2.2.7     揭露與財務方面之利害關係人現存或未來潛在相關的資訊；

2.2.8     描述從永續性趨勢考量對組織最重要的風險與機會；

2.2.9     根據長期組織策略、競爭地位、定性及定量（如果可能）的財務價值驅動力之攸關性，
鑑別關鍵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風險與機會之優先順序；

2.2.10   列表摘要報導期間之目標、對應目標之績效、以及所汲取的經驗；

2.2.11   列表概述組織下一個報導期間和中期（即3-5年）與主要風險和機會有關的目標；

2.2.12   描述現有專為管理這些風險和機會而制定的治理機制，並指出其它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報導要求

102-15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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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建議

3.1  彙編揭露項目102-16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提供組織的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的額外資
訊，包括：

3.1.1  是如何制定與核准的；

3.1.2  是否定期向所有及新的治理單位成員、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以及商業夥伴提供相關訓
練；

3.1.3  是否要求所有及新的治理單位成員、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以及商業夥伴定期檢閱並簽
署；

3.1.4  是否有任何管理階層的職位負責；

3.1.5  這些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是否為所有治理單位成員、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商
業夥伴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準備多種語言版本。

揭露項目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報導要求

指引

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可包括行為規約和倫

理規範。揭露項目 102-26報導最高治理單位和高階
管理階層在制定、核准、更新組織價值陳述之角色。

102-1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核心

3. 倫理與誠信
在此章節中，「商業夥伴」一詞於雙邊揭露時使用。在GRI準則中，「商業夥伴」包括供應商、代理商、說
客與其他中間商、合資與財團合夥人、政府、及客戶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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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17
倫理相關之建議與關切事項的機制

指引

要素範例可描述的部分包括：

• 任命何人完全負責此機制以徵求建議和報告

行為；

• 該機制是否獨立於組織；

• 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商業夥伴和其他利害

關係人是否知道、以及如何知道此機制；

• 是否對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和商業夥伴施予

相關訓練；

• 對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和商業夥伴而言，此

機制的可用性和可取得性。例如：每天總小時

數、每週總天數、及是否以不同語言提供；

• 建議和關切事項的要求是否保密處理；

• 建議是否可採匿名機制；

• 報導期間內，收到建議要求的總數，包括要求

的類型以及已答覆之百分比；

• 報導期間內，關切事項報導的總數，不當行為

報導類型，和已處理、解決或發現無根據的關

切事項之百分比；

• 組織是否有非報復政策；

• 關切事項調查的流程；

• 徵詢使用過建議機制人員的滿意度。

背景

組織可提供利害關係人尋求倫理和合法行為以及

組織誠信、或是報導這些關切事項的方法。這些方

法可包括透過直線管理、吹哨機制和熱線以逐步

提升問題處理層級。

報導要求

102-17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對下列事項的內部和外部機制描述：

i.   徵求倫理和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的建議；

ii.  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之舉報。

第三章節: 倫理與誠信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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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18
治理結構

揭露項目 102-19
授予權責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18
揭露項目

102-19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的治理結構，包括最高治理單位的委員會；

b. 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決策之委員會。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授權予高階管理階層和其他員工負責經濟、環境及社會主題之程序。

核心

4. 治理
此章節之揭露提供下列資訊：

• 治理結構與其組成；

• 最高治理單位在制定組織宗旨、價值觀與策略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單位的專業能力和績效評量；

• 最高治理單位在風險管理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單位在永續性報導上的角色；

• 最高治理單位在評量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上的角色；

• 薪酬與激勵措施。

下列已在GRI準則詞彙表中定義的用語適用於本章節：

• 最高治理單位

• 高階管理階層

• 雙軌制董監事制度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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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20
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責任

揭露項目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揭露項目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20
揭露項目

102-21
揭露項目

102-22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是否任命管理階層職級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b.   該人員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單位報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利害關係人與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上諮商的流程

b. 如果最高治理單位委派代理人進行諮商，描述代理人為誰及如何提供反饋結果給最高治理單
位。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i. 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

ii.  獨立董事；

iii. 治理單位的任期；

iv. 治理單位各成員的其它重要職位及承諾之數目、及其承諾的性質；

v. 性別；

vi.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vii.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相關之能力；

viii. 利害關係人代表。

第四章節: 治理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20 GRI 102: 一般揭露2016

第四章節: 治理

報導要求

102-2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

b. 如果是，說明其在組織管理階層的功能及此職務安排的理由。

揭露項目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揭露項目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報導要求

102-24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

b. 最高治理單位成員提名和遴選的準則，包括以下要點：

i. 是否考慮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參與；

ii. 是否考量多元性；

iii. 是否考量獨立性；

iv.  是否考量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專業程度及經驗。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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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節: 治理

揭露項目 102-25
利益衝突

揭露項目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報導建議

4.1  彙編揭露項目102-25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對具控制力股東的定義以及用於組織合併財務報表
或等同文件的定義保持一致。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1。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25
揭露項目

102-2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程

b. 是否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衝突，至少應包括：

i. 於其它董事會任職；

ii. 與供應商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交叉持股狀況；

iii. 具控制力股東的存在；

iv.  關係利害群體揭露。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與高階管理階層，在發展、核准與更新該組織之宗旨、價值或願景、策略、政
策，以及與經濟、環境、社會主題相關之目標上的角色。

揭露項目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報導要求

102-27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為發展與提升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上群體智識所採取的措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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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揭露項目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1、14、15及16。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28
揭露項目

102-29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評估最高治理單位在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績效的流程。

b. 評量流程是否具有獨立性、以及其執行的頻率。

c. 此流程是否為自我評估。

d. 為因應最高治理單位於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之績效評量而採取之措施，至少應包括成員和
組織實務做法的改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於鑑別與管理關於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及其衝擊、風險和機會所扮演的角
色，包括最高治理單位在實施盡職調查上的角色。

b. 與利害關係人之諮商是否用於協助最高治理單位鑑別與管理關於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及其
衝擊、風險和機會。

揭露項目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1、14、15及16。

報導要求

102-30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在檢視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風險管理流程之有效性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節: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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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揭露項目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1、14、15及16。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31
揭露項目

102-32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最高治理單位檢視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及其衝擊、風險和機會之頻率。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正式檢視及核准組織永續性報告書及確保報告書已涵蓋所有重大主題之最高委員會或職位。

揭露項目 102-33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報導要求

102-3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與最高治理單位溝通關鍵重大事件的程序。

第四章節: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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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要求

102-34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與最高治理單位溝通之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和總數。

b. 處理和解決關鍵重大事件之機制。

揭露項目 102-34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與總數

指引

由於管理制度或法律限制，關鍵重大事件的內容

較為敏感時，此揭露項目可限於報導組織能提供

而不損害保密性的資訊。更多省略理由的資訊，見

GRI 101：基礎。

第四章節: 治理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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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35
薪酬政策

報導建議

4.2  彙編揭露項目102-35所定資訊時，如有採用績效給付制度，報導組織宜描述下列事項：

4.2.1  如何設計獎勵高階管理階層長期績效表現的薪酬和激勵獎金；

4.2.2  在此報導期間和前一個報導期間，薪酬政策中的績效標準如何與最高治理單位和高階管理
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目標相連結。

4.3   彙編揭露項目102-35所定資訊時，如有採用離職給付制度，報導組織宜描述下列事項：

4.3.1  治理單位成員和高階管理階層的通知期是否有別於其他員工；

4.3.2  治理單位成員和高階管理階層的離職金是否有別於其他員工；

4.3.3  除屬於通知期需支付的離職金，對於離職的治理單位成員和高階管理階層是否還支付其它
款項；

4.3.4  離職協議中是否包括減輕損害的條款。

報導要求

102-35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照以下類型，說明最高治理單位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

i. 固定薪資和浮動薪資，包括以績效為基礎的薪酬、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獎金、遞延或既
得股份；

ii. 簽約獎金或招聘獎勵金；

iii. 離職金；

iv. 索回機制；

v. 退休福利，內容包括針對最高治理單位、高階管理階層和所有其他員工在提撥率和福利計
畫間的差異。

b. 最高治理單位和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目標，如何與薪酬政策中的績效標
準相連結。

第四章節: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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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揭露項目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報導要求

102-3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薪酬決定的流程。

b. 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的制定，以及他們是否獨立於管理階層。

c. 薪酬顧問與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其它任何關係。

報導要求

102-37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如何尋求利害關係人意見並將其意見納入薪酬相關考量事項。

b. 如果適用，納入薪酬政策和提案之投票結果。

第四章節: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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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建議

4.5   彙編揭露項目102-38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4.5.1  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定義和報告薪酬最高之個人以及所有員工的年度總薪酬組成
如下：

  4.5.1.1  列出計算中所包含的薪酬類型；

  4.5.1.2  說明計算中是否有包含全職和兼職員工；

  4.5.1.3  說明計算中是否對每個兼職員工使用全職的薪資率計算薪酬；

  4.5.1.4  如果組織選擇不合併整個組織的數據比例時，說明包含哪些營業據點或是國家；

4.5.2   根據組織的薪酬政策和資料的可用性，計算時考慮下述因素：

  4.5.2.1  基本薪資：保證的、短期的、以及固定現金報酬；

  4.5.2.2  現金報酬：基本薪資+現金補貼+獎金+佣金+現金分紅+其它形式的現金報償；

4.5.2.3 直接報酬：現金報酬總額+所有年度長期獎勵的公允價值總額，如：股票選擇權
獎勵、限制性股票或單位、績效股票或單位、虛擬股票、股票增值權、長期現金

獎勵。

揭露項目 102-38
年度總薪酬比率

報導要求

102-38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中，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薪酬與組織在該國其他員工 
（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的比率。

4.4   彙編揭露項目102-38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報告其於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

 4.4.1   依年度總薪酬之定義，鑑別報導期間內總薪酬最高的個人。

 4.4.2   計算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

 4.4.3   計算薪酬最高個人的年度總薪酬相對於其他員工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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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39
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

4.6   彙編揭露項目102-39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包含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

4.6.1   鑑別報導期間總薪酬最高的個人；

4.6.2   計算總薪酬最高個人前一期與報導期間薪酬的增加比率；

4.6.3   計算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

4.6.4   計算報導期間，前一期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之中位數的增加
比率；

4.6.5   計算年度總薪酬最高個人薪酬的增加比率相對於所有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年
度總薪酬之中位數增幅比率的百分比。

報導要求

102-39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組織中薪酬最高個人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與組織在該國其
他員工（不包括該薪酬最高個人）平均年度總薪酬增加百分比之中位數的比率。

報導建議

4.7   彙編揭露項目102-39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4.7.1  在重要營運據點的各個國家，定義和報告薪酬最高之個人以及所有員工的年度總薪酬組成
如下：

 4.7.1.1   列出計算中所包含的薪酬類型；

 4.7.1.2   指明計算中是否有包含全職和兼職員工；

 4.7.1.3   指明計算中是否對每個兼職員工使用全職的薪資率計算薪酬；

4.7.1.4 指明包含哪些營運據點或是國家，如果組織選擇不合併整個組織的數據的比率
時；

4.7.2  根據組織的薪酬政策和資料的可用性，計算時考慮下列因素：

 4.7.2.1   基本薪資：保證的、短期的、以及固定現金報酬；

 4.7.2.2   現金報酬：基本薪資+現金補貼+獎金+佣金+現金分紅+其它形式的現金報償；

4.7.2.3 直接報酬：現金報酬總額+所有年度長期獎勵的公允價值總額，如：股票選擇權
獎勵、限制性股票或單位、績效股票或單位、虛擬股票、股票增值權、長期現金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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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指引

利害關係人群體的形式，例如：

• 公民社會

• 客戶

• 員工、其他非員工的工作者

• 工會

• 當地社區

• 股東和出資人

• 供應商

報導要求

102-40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列出組織進行溝通的利害關係人組織。

核心

5. 利害關係人溝通
此類揭露提供組職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方針的概述。此部分不限於編製報告書所進行的利害關係人溝

通。有關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更多指引內容，見GRI 101：基礎 中的利害關係人包容性原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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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要求

102-41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團體協約所涵蓋之總員工數百分比。

揭露項目 102-41
團體協約

第五章節:利害關係人溝通

報導建議

5.1  彙編揭露項目102-4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使用揭露項目102-7中的數據做為計算百分比的基
礎。

指引

揭露項目102-41的指引

此揭露項目要求團體協約所涵蓋的總員工數百分比，

並非要求參與工會的員工百分比數。

團體協商是指為確定工作條件，或為規範雇主和工作

者1間的關係，而由雇主（一方、多方、或雇主組織）與

工作者組織（單一、多個、或工會）所進行的談判。因

此，團體協約是關於組織運作中聯合決策的一種模

式。

根據定義，團體協約是組織承擔的義務（通常具有法

律的約束力），該組織應瞭解協定的涵蓋面（工作者

對誰有義務適用於協定的條款）。

團體協約可用於不同級別以及工作者類別和群體。團

體協約可以是組織層級、產業層級（依各國慣例）、或

二者兼具。團體協約可以涵蓋特定的工作者群體；例

如：執行特定活動或在特定地點工作的人。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獻1、2、3、4、5及9。

1 此定義係根據國際勞動組織(ILO)第154號公約，「團體協約」，1981。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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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節:利害關係人溝通

核心

核心

揭露項目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揭露項目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報導建議

5.2   彙編揭露項目102-4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5.2.1   定義利害關係人團體；

 5.2.2   決定溝通或不與溝通之團體。

指引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可包括調查（如：供應

商、客戶或工作者調查）、焦點團體、社區小組、管

理階層或工會架構、團體協約及其它機制。

對於許多組織而言，客戶皆為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團體。除了衡量組織對客戶需求與偏好度，客戶

滿意或不滿意都可以察覺到利害關係人需求的程

度。

報導要求

102-42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鑑別與選擇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基礎。

報導要求

102-4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包含依不同利害關係人團體及形式的溝通頻率，並指出任何的溝
通程序是否特別為編製此報告而進行。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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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報導要求

102-44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經由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所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包含：

 i.   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包括透過報告；

 ii.  提出各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的利害關係人團體。

指引

作為利害關係人提出的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的一

部分，本揭露項目可包含報導期間內對客戶進行的

調查（基於統計相關之樣本規模）的結果或重要結

論。

這些調查可以瞭解客戶的滿意度與不滿意度：

• 整個組織

• 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

• 重要營運據點

核心

第五章節: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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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揭露項目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指引

組織得引述公開的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中的資訊，以報告揭露項目102-45。

6. 報導實務

報導要求

102-45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中所包含的所有實體。

b. 是否有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同等文件中所含的實體未納入本報告書中。

此類揭露提供組織為確定永續性報告書內容的依循過程之概述，並檢視其遵循過程，以確認重大主題

與邊界與任何改變或重述。此外，還提供有關報告書的基本資訊、使用GRI準則的宣告、GRI內容索引
以及組織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方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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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要求

102-4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解釋界定報告書內容和主題邊界的流程。

b. 解釋組織如何依循報導原則以界定報告書內容。

揭露項目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6.1   彙編揭露項目102-46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納入如何應用重大性原則以鑑別重大主題之解
釋，包含所做的任何假設。

報導建議

6.2   彙編揭露項目102-46中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包含以下內容的解釋：

 6.2.1   為界定報告書內容和主題邊界所採取的步驟；

 6.2.2   在流程的任一步驟適用界定報告書內容的報導原則；

 6.2.3   過程中做出的假設和決定；

 6.2.4   組織在適用報導原則定義報告書內容時所遇到的挑戰。

指引

界定報告書內容的四項報導原則為：利害關係人包

容性、永續性脈絡、重大性及完整性。這些原則合

併與組織的活動、衝擊及其利害關係人的實質期

望和利益考量，能幫助組織決定報告書所含之內

容。

此揭露項目解釋組織如何定義報告書內容和主題

邊界，以及實施這四項原則。並需要解釋如何應用

其重要性原則，包含如何根據原則的兩個面向來

確認重大主題。

該解釋還得包含：

• 為確認相關主題（例如：可能值得納入報告的

主題）而採取的步驟；

• 如何決定重大主題的優先順序。

有關定義報告書內容之報導原則更多的資訊，見

GRI：101基礎。

每個重大主題所描述的邊界於GRI 103:管理方針
之揭露項目103-1中報告。

核心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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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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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核心

核心

揭露項目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揭露項目 102-48
資訊重編

指引

指引

重大主題為組織優先考慮納入報告書的事項，進

行這項優先順序的工作是考量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與重大性原則。重大性原則依據以下兩個面向來

辨識重大性主題：

• 組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的關注程度；

• 對利害關係人的評價和決策具有實質性影響；

有關利害關係人包容性與重大性原則更多的資訊，

見GRI：101基礎。

解釋每個主題的重大原因在GRI 103:管理方針之
揭露項目103-1中報告。

基於下列情況得重編：

• 合併或併購

• 基準年或報導期間的改變

• 組織業務性質

• 衡量的方法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47
揭露項目

102-48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書內容的過程中所鑑別的重大主題。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對先前報告書中所賦予之任何資訊進行重編的影響及其原因。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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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49
報導改變

報導要求

102-49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與之前各個報導期間相比，重大主題和主題邊界的重大改變。

揭露項目 102-50
報導期間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50
揭露項目

102-51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提供資訊的報導期間。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如果適用）。

指引

指引

報導期間得為，例如：會計年度或日曆年度。

如果這是報導組織撰寫的第一份報告書，可對此揭露項目進行說明。

揭露項目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核心

核心

核心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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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52
報導週期

核心

核心 揭露項目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報導要求

報導要求

102-52
揭露項目

102-5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報導週期。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有關報告書或其內容問題的聯絡人。

指引

舉例而言，報導週期可為每年一次或每兩年一次。

揭露項目 102-54
依循GRI準則報導的宣告

報導要求

102-54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所提出的宣告中，如果已按照GRI準則依循選項編撰報告書則：

 i.    「本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核心選項」；

 ii.   「本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全面選項」。

指引

組織在準備報告書GRI準則的依循選項時，得根據
已應用的GRI準則程度選擇使用「核心」或「全面」
。每個選項都有其相對應的宣告或使用陳述，而組

織也需在報告書中進行說明。這些宣告已有設定

的說法。 

使用G R I準則所提出有關宣告的更多資訊，見
GRI：101基礎 第3章節。

核心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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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揭露項目 102-55
GRI內容索引

6.3   報導揭露項目102-55提到GRI內容索引時，報告組織應：

 6.3.1   在標題中包含「GRI內容索引」字樣；

 6.3.2   在一個位置上呈現完整的GRI內容索引；

 6.3.3   在報告書中包含GRI內容索引的連結或參考文獻（如果報告書內沒有提供的話）；

 6.3.4   對於所使用的每個GRI準則，包含標題和出版年份（如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6.3.5   包含報告書中任何未涵蓋GRI準則之其它重大主題，並加入資訊所在之頁碼或URL。

 

報導建議

6.4   彙編揭露項目102-55所定資訊時，除了編號（如102-1）以外，報導組織宜在GRI內容索引中說
明每個揭露項目的標題（如組織名稱）。

 指引

本揭露項目所要求的內容索引是一項導引工具，

藉以指出已揭露之項目、其所使用之GRI準則、以
及這些揭露於報告書或其它位置之所在。它能使

利害關係人快速瀏覽報告書，並有助於輕易導引

報告書內容。任何組織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
則編製的，需要在其報告書中包含GRI內容索引或
提供可以找到內容索引的連結。有關更多資訊見

GRI：101基礎 表1。

揭露項目的號碼指的是GRI準則中每個揭露項目 
（如102-53）特定之編號。

內容索引中引用的頁碼（當報告書為PDF版）或
URL（當報告書為網路版）時，應更具體的讓利害
關係人能夠瞭解揭露的資訊。如果揭露內容散佈

在某個網頁或URL上，內容索引則可以找到所有引
用的網頁和URL資訊。有關更多資訊，見GRI 101：
基礎「報導所需揭露使用參考」。

除了報告書以外的網頁與文件，如：年度財務報告

或政策文件的引用，只要有特定頁碼或網頁的連

結，都可包含在內容索引中。

報導要求

102-55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GRI內容索引列示報告書中使用到GRI準則之所有揭露項目。

b. 每個揭露項目其內容索引應包含：

 i.     揭露的數量（GRI準則所涵蓋的揭露項目）；

 ii.    報告書或其它揭露文件之頁碼或URL等資訊；

 iii.   在允許的情況下（如果適用）卻無法進行必要的揭露時，須說明省略理由。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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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準則未提及但包含於報告書內的重大主題，也
需納入內容索引中。更多資訊，見GRI 101：基礎「
報導重大主題」、及準則中表1以瞭解如何在內容
索引中包含這些主題的範例。

原則上由報導組織加入內容索引的直接答覆，但

太多的文字會降低索引的清晰度與導引力。

附加內容也可以包含在內容索引中，如：出示其它

報導準則或架構的連結。只要不影響內容索引的

易讀性，可加註解以增加利害關係人的清晰度。

見GRI 101：基礎條款3.2，說明省略理由時須提供
的必要資訊。

組織可使用表1的準則作為GRI內容索引的一種格
式。

承接揭露項目 102-55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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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內容索引
GRI 準則
[包含用於撰寫報告書的每
個GRI準則之標題和出版
年份]

揭露項目
[包含每項揭露項目的編號和
名稱]

頁碼及/或URL 省略
[見GRI 101：基礎 中有
關省略理由]

GRI 101：基礎 2016
[GRI 101 不包含任何揭露]

一般揭露
 [一般揭露列表是否基於報告書依循核心或全面選項來編列]

GRI 102：一般揭露 2016 102-1 組織的名稱 第3頁 [本揭露項目不能省略]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第4-5頁 企業網站 
[直接連結]

[本揭露項目不能省略]

                         "     "              "     "                  "     "

重大主題 
[報告書中所列出的重大主題清單，如：揭露項目 102-47所述。報導組織必須報告所有未涵蓋GRI準則的重大主
題]

排放 [涵蓋的特定主題準則範例]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與其邊界 第20頁 [本揭露項目不能省略]

103-2 管理方針與其組成部分 第21頁 –

                         "     "                "     "                     "     "

GRI 305：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
體排放

第22頁 –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
室氣體排放

               "     " 資訊無法取得305-2  
[獲取資料以及預計時
間表採取的步驟描述]

                         "     "                "     "                     "     "

言論自由 [未涵蓋特定主題準則的主題範例]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與其邊界 第28頁 [本揭露項目不能省略]

103-2 管理方針與其組成部分 第29頁 –

                         "     "                "     "                     "     "

  [不適用。如果重大主題不
在現有的GRI準則範圍內，
則建議（但非必須）報告其
它適當的揭露內容]

[特定主題揭露項目的標題] 第30頁 –

                         "     "                "     "                     "     "

表1  
GRI 內容索引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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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報導要求

102-56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組織為報告書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現行實務做法。

b. 如果報告書獲得外部的確認時：

i.    引用外部的保證/確信報告、陳述或意見，如果未在永續性報告書附帶保證/確信報告，
需說明外部保證/確信的基礎及範圍，包含所使用的保證/確信準則、獲得保證/確信的等
級，以及保證/確信過程的任何限制；

ii.   組織與保證/確信雙方之間的關係；

iii.  最高治理單位與管理階層是否參與尋求永續性報告書外部認證的程序。

指引

背景

組織可採用多種方針來提高報告的可信度。

除了在運用內部資源之外，也可對永續性報告書執

行外部保證 /確信，但對於依循GRI準則編撰報告
書宣告，則無強制性要求。

GRI準則使用的「外部保證 /確信」一詞，是指報告
及其所含資訊（無論是定性或是定量資訊）品質結

果的公布。外部保證 /確信也可指對有關報告系統
或流程（例如：界定報告書內容的流程，包括運用

重大性原則或利害關係人溝通）的結果公布。這有

別於為評估或查驗組織的績效品質或績效程度所

為之活動（例如：發出績效證明或符合性評估）。

除了外部保證 /確信外，組織可有內部控制的制度，
這些內部制度對報告書的整體完整性及可信度也

很重要。

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公司治理規約可要求董事檢查

並在年度報告中確認內控的適當性。一般而言，管

理階層負責設計及執行這些內控。在年報中可能僅

說明涉及財務報告所需的內部控制，而未必能延伸

至能解決永續性報告書中資訊可靠性的控制。

組織也可建立內部稽核功能，作為風險管理及管

理報導資訊程序的一環。

組織也可召開利害關係人座談會，討論永續性報導

的整體作法，或對永續性報告書內容提供建議。

揭露項目 102-56的指引

組織可使用各種方法來尋求外部保證 /確信，如：專
業保證 /確信服務單位、其他外部組織或專家。無
論採用那種方式，外部保證 /確信均須由合格組織
或專家，遵循專業標準保證 /確信，或者依系統、文
件記錄及實證程序保證 /確信（「保證 /確信服務單
位」）。

整體而言，對使用GRI指南編製的報告書進行外部
保證 /確信，保證/確信服務單位必須：

• 獨立於組織，能對報告書作出並發表客觀、公

正的意見或結論；

• 熟稔保證 /確信事項和保證 /確信實務做法；

• 對保證 /確信服務實施品質控制程序；

核心

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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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節: 報導實務

承接揭露項目  102-56

• 依步驟明確、有系統、有文件記錄的證實性程

序執行保證/確信服務；

• 評估報告書是否合理且公正的呈現績效，並考

慮報告書中資料的真實性及整體報告書內容

的選擇；

• 在作出保證 /確信結論的過程中，評估組織應
用GRI準則的程度；

• 發佈公開的書面報告，並包括：意見及結論；

說明報導組織與保證 /確信單位的責任；以及
解釋保證 /確信報告書中所傳達之保證 /確信性
質的工作進行摘要。

外部保證 /確信的報告、陳述或意見可能是較為技
術性且非淺顯易懂的。因此，對於此揭露項目的公

開資訊應使用廣泛採用的語言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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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5,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Convention’, 
1971.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1998.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research-and-databases/kilm/lang--en/index.htm,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LABORSTA Internet, http://laborsta.ilo.org/,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1, ‘Collective Agreements  
Recommendation’, 1951.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tatus in Employment (ICSE)’, 1993.

1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12.   United Nations (UN), Composition of macro geographical (continental) regions, geographical  
sub-regions, and selected economic and other groupings,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m49/m49regin.htm,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13.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14.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15.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16.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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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管理方針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103：管理
方針。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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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管理方針揭露讓組織能解釋自身如何管理重大主

題相關之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這提供有關組織

如何鑑別、分析、及回應實際和潛在衝擊的描述性

資訊。

組織管理方針的揭露也對使用特定主題準則（200
、300及400系列）報告的資訊提供說明。

這對與利害關係人解釋定量資訊時尤其有用。

本準則中的報導要求具有一般通用的形式，且可應

用於廣泛的主題。

根據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的組織必須報告其使用
本準則之各項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

特定主題準則也可包含額外的報導要求、報導建

議、及 /或報導與主題問題相關之管理方針資訊的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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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報導管理方針的一般要求
• 揭露項目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 揭露項目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 揭露項目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報導管理方針之一般要求

報導要求

1.1   如果管理方針揭露內容結合一群的重大主題，報導組織應說明每一個揭露項目所涵蓋之主題。

1.2    若對於重大主題沒有管理方針，報導組織應描述：

1.2.1  任何實施管理方針之計畫；或

1.2.2  缺少管理方針的理由。

指引 

條款1.1的指引

如果一個組織的管理方針或其組成，如政策或特

定行動，適用於多項重大主題，將不須對每項主題

進行重複性描述。這類的資訊可於報告書中僅提

供一次，並對其涵蓋的主題做明確的解釋。

GRI 103:
管理方針 

http://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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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報導要求

103-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103-1-a的指引 

重大主題是反映組織在這些主題上對經濟、環境

和社會的顯著衝擊；或實質影響各利害關係人的

評估與決策。重大主題清單已列示於GRI 102：一
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 102-47。有關鑑別重大主題的
更多資訊，見GRI 101：基礎。

解釋此主題的重大原因，內容得包括：

• 描述鑑別的重大衝擊和相關主題之利害關係

人的合理期望與利益；

• 描述組織用來鑑別與主題相關之衝擊的程序，

如盡職調查。

揭露項目103-1-b的指引 

組織可能會透過自己的活動或與有商業關係之其

它實體而涉入衝擊。依循GRI準則編制報告書的組
織，不僅要報告直接造成之衝擊，也要報告所促成

之衝擊，以及透過其商業關係有直接關聯的活動、

產品或服務之衝擊1。在GRI準則內容中，組織的商
業關係可包括其價值鏈中的商業夥伴與實體，以及

任何其它與組織商業活動、產品或服務有直接關

聯的非國家或國家實體2 。

主題的邊界是用來描述該重大主題之衝擊範圍，

以及組織與此衝擊的涉入程度。

描述「衝擊範圍」時，組織可鑑別造成衝擊的實

體，它可以是組織中的實體3、及 /或與組織有商業
關係，如：在其價值鏈中的實體。可依實體的屬性

進行分類，例如：實體的類型、位置，或其在價值

鏈中的定位。舉例來說，包括「客戶使用由組織製

造的洗衣機」、「在某區域的化學品供應商」、或「

組織的貿易子公司」。

於組織中發生衝擊的例子：

• 組織的子公司在缺水地區營運並使用大量的

水，以致於對當地社區的可用水造成顯著的衝

擊。在這個案例中，描述主題的邊界可鑑別出

特定的子公司（衝擊範圍）和衝擊是由該子公

司活動（組織的涉入）所造成的事實。

1  這些概念是基於以下文件：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的《跨國企業準則 》，2011。
 •  聯合國(UN) 《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落實聯合國 的《保護、尊重和救濟：商業人權架構》，2011。
2 資料來源：聯合國(UN) 《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落實聯合國 的《保護、尊重和救濟：商業人權架構》，2011。
3  這些都是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中的實體或等同文件，如GRI 102:：一般揭露 的揭露項目 102-45 中所報告的內容。

針對每一個重大主題，報導組織應報告下列資訊：

a. 解釋該主題的重大原因。

b. 描述該重大主題的邊界，包括：

i.  衝擊範圍；

ii. 組織與此衝擊的涉入程度。例如：組織是否直接造成此衝擊、或促成衝擊、或透過其商業
關係與此衝擊有直接關聯。

c. 任何與該主題邊界相關之特定限制。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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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組織與其它實體有商業關係而造成衝擊的例

子：

• 組織透過其盡職調查發現在某區域中的大多

數供應商，在工廠製造產品時並未維護基本的

健康和安全標準，組織已經鑑別出對供應商的

工作者有健康與安全潛在的重大衝擊。在這個

案例中，描述主題的邊界可鑑別出組織的供應

商或在某區域生產組織產品的供應商團體（衝

擊範圍），和衝擊是由組織的產品透過這些供

應商（組織的涉入）而有直接關聯所造成的事

實。

在組織沒有影響力4匡正實體所直接造成或促成之
衝擊的情況下，組織仍應報告這些衝擊及其回應

衝擊的方法。

主題的邊界得依主題而變化。

揭露項目103-1-c的指引

在某些案例中，如果主題的邊界已超過組織本身，

組織可能無法報告某些特定主題的揭露項目。舉例

來說，如果主題的邊界包括一部分的供應鏈，組織可

能無法從供應商取得所需資訊。在這些案例中，依循

GRI準則編製報告書的組織仍需報告其對主題的管
理方針，但可使用特定主題揭露項目中公認的省略

理由。省略理由的更多資訊，見 GRI 101：基礎。

承接揭露項目  103-1

4  影響力被認為存在於組織有能力去影響改變造成傷害的實體的不法行為。資料來源：聯合國(UN) 《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落實聯合國 的《保
護、尊重和救濟：商業人權架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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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報導要求

103-2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103-2的指引

報導組織應提供報告書使用者充分的資訊，使其

能理解組織管理重大主題的方針與所造成之衝

擊。

揭露項目103-2-b的指引

管理方針的目的為避免、減輕或補償負面的衝擊，

或增加正面的影響。

報導建議

1.3   報導揭露項目103-2-c-i所定政策時，報導組織宜提供摘要、總結，或提供涵蓋主題公開政策之
連結，以及下列資訊：

 1.3.1 政策涵蓋的實體範圍及所在地；

 1.3.2 鑑別負責核准政策的人員或委員會；

 1.3.3 國際標準和公認倡議的引用；

 1.3.4 發佈日期和最新檢視日期；

1.4   報導揭露項目103-2-c-ii所定承諾時，報導組織宜提供其管理主題之衝擊的意向宣告或說明：

 1.4.1 組織對於主題的立場；

 1.4.2 管理主題的承諾是否基於法規遵循或是延伸（擴及）到超越法規；

 1.4.3 遵守與主題相關的國際標準和公認的倡議。

1.5   報導揭露項目103-2-c-iii所定目標與標的時，報導組織宜提供下列資訊：

 1.5.1 目標與標的基線和背景；

 1.5.2 目標與標的中包含的實體範圍及所在地；

針對每一個重大主題，報導組織應報告下列資訊：

a. 解釋組織如何管理此主題。
b. 管理方針目的之陳述。
c. 如果管理方針包含下列組成，請個別描述之：

i. 政策

ii. 承諾 
iii. 目標與標的 
iv. 責任
v. 資源

vi. 申訴機制
vii. 特定的行動，例如：流程、專案、方案及倡議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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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預期的結果（定量或定性的）；

 1.5.4 實現目標與標的之預期時間表；

 1.5.5 目標與標的是否為強制性的（基於法規）或是自願性的。若屬強制性的，組織宜列出相
關的法規。

1.6   報導揭露項目103-2-c-iv所定責任時，報導組織宜說明：

 1.6.1 管理主題的負責人；

 1.6.2 責任是否與績效評估或獎勵機制相連結。

1.7   報導揭露項目103-2-c-v所定資源時，報導組織宜說明管理主題所分配的資源，如：財務、人力
或技術資源，並說明分配的依據。

1.8   報導揭露項目103-2-c-vi所定申訴機制時，報導組織宜說明個別申訴機制：

 1.8.1 機制的擁有權；

 1.8.2 機制的目的和其與其它申訴機制的關係；

 1.8.3 機制涵蓋的組織活動；

 1.8.4 機制的預期使用者；

 1.8.5 機制如何管理；

 1.8.6 處理與解決申訴的流程，包括如何制定決策；

 1.8.7 已使用的有效性標準。

1.9   報導揭露項目103-2-c-vii所定特定行動時，報導組織宜說明：

 1.9.1 各項行動及其所在地涵蓋的實體範圍；

 1.9.2 行動是否為臨時性或系統性的；

 1.9.3 行動是否為短期、中期、或長期的；

 1.9.4 行動是如何排定優先次序的；

 1.9.5  特定行動是否屬於盡職調查流程的一部分，且其目的是為了避免、減輕、或補償該主題
的負面衝擊；

 1.9.6 行動是否將國際規範或標準納入考慮。

承接揭露項目 103-2

指引 

條款1.6的指引

在GRI 102：一般揭露 中第四章節已涵蓋最高治理
單位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責任揭露項目。

條款1.7的指引

此解釋可包含預防、減輕和補償衝擊的支出。這些

包含，如：設備、維護、操作材料與服務、訓練與教

育、外部認證的管理系統、研究與開發、或安裝新

技術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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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1.8的指引

此準則涵蓋與報導組織相關聯的申訴機制。這種

機制可以是產業、多重利害關係人或其它合作的倡

議者，更可為組織建立的過程。

由組織所設立的機制稱之為「營運層級」的申訴機

制。這些機制可發生在組織層級或是較低的層級，

如：現場或專案層級。

說明機制的負責權時，組織可指出申訴機制是否

為一個營運機制，或是與其它組織建立的合作機

制，或是正式包含在其它組織中。

申訴機制得有多重用途，包括：

• 當負面衝擊發生時，提供補救方法；

• 協助鑑別負面衝擊；

• 通知組織管理方針的有效性。

因此，關於申訴機制的資訊，可用本準則之揭露項

目103-1和103-3來報導。

組織應揭露任何有運用申訴機制來排除司法 /非司
法的救濟管道，或有干預工會合法地位之情況。

申訴機制的管理可取決於申訴機制是否為一個營

運機制，或有其它組織參與。組織可揭露利害關係

人，包括供應商、社區組織或工會是否有參與機制

的設計，更可揭露利害關係人是否在監測機制的

有效性上發揮作用。

有效性標準可包括申訴機制是否為合法的、無障礙

的、可預測的、公平的、透明的、權力兼容的，以及

是否為可持續學習的資源。若要讓營運層級機制具

有效性，則應以溝通和對話為基礎。有關各項標準

的說明，見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指

引原則31。這些有效性的標準可適用於申訴機制
來解決任何經濟、環境及社會的主題或衝擊。

在相關情況下，組織得為各個機制報告以下內容：

• 在報導期間內，透過該機制提出的申訴總數；

• 在報導期間內，經處理（或審查）的申訴總數；

• 在報導期間內，已解決之申訴總數；

• 在報導期間之前，透過該機制所提出，並於報

導期間內已解決之申訴總數；

• 透過補償措施已解決之申訴總數，以及補償的

方法。

如果申訴機制將提供顯著的負面衝擊於內文中，

組織可依照申訴的性質和地點，以及提出申訴的一

方（包括：員工、非員工的工作者、工會、及商業夥伴

（如：供應商、公民社會或當地社區）），提供申訴

總數的分類。

條款1.9.6的指引

國際規範與標準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的《跨國企業準則》、聯合國 (UN) 的《
保護、尊重和救濟：商業人權架構》、以及聯合國

(UN)的《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承接揭露項目 103-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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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報導要求

103-3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103-3-a-i的指引

監督管理方針有效性的機制得包括：

• 內外部稽核或驗證（類型、系統、範圍）；

• 量測系統；

• 外部績效評估； 

• 標竿比較；

• 利害關係人回饋；

• 申訴機制。

揭露項目103-3-a-ii的指引

這些結果的解釋得包括：

• 使用GRI準則之揭露項目或組織特定測量的報
告成果；

• 相對於目標與標的之績效，包括主要的成功因

素與不足之處；

• 如何針對其結果進行溝通；

• 管理方針中的挑戰和差距； 

• 任何遭遇的障礙、未成功的努力，與吸取的教

訓；

• 實施管理方針的進度。

揭露項目103-3-a-iii的指引

因評量結果而調整的管理方針得包括：

• 改變資源、目標、或標的之配置； 

• 旨在提高績效之特定的行動。

針對每一個重大主題，報導組織應報告下列資訊：

a. 解釋組織如何評量管理方針，包括：

i. 評量管理方針有效性的機制；

ii. 管理方針評估的結果；

iii. 對於管理方針之任何相關調整。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12 GRI 103: 管理方針 2016

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2.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3.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4.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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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201：經濟績效 載明針對經濟績效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
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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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經濟績效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1：經
濟績效。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簡介

GRI 201：經濟績效 為200系列（經濟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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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織
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全

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
之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主要的

經濟衝擊。

GRI 201 闡述經濟績效的主題，包含組織所產生及
分配的經濟價值(EVG&D)；其確定的福利計劃義
務；從任何政府得到之財務補助；和氣候變遷對財

務所產生的影響。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主要文書之

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經濟績效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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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 揭露項目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 揭露項目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 揭露項目 201-4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經濟績效的管理方針。

GRI 201:
經濟績效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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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總

資料時得使用下列準則：

•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
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

•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揭露項目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報導要求

201-1
揭露項目

2.1  彙編揭露項目20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於可行的情況下，編製EVG&D資訊時採用的數據應
為該組織經查核的財務報表或損益(P&L)表，或其內部稽核的管理帳目。

指引

背景

經濟價值的產生和分配等資訊反映了組織如何

為利害關係人創造財富。產生和分配的經濟價值

(EVG&D)中的數個項目反映組織的經濟概況，有

助於其它績效數據的常態化。

若以國家層級呈現EVG&D，EVG&D就能夠有效

地描述組織為當地經濟創造直接貨幣價值的情

況。

揭露項目 201-1 的指引

收入

組織之收入包括銷售淨額加上自金融投資與資產

銷售所得之收入。

銷售淨額可用產品和服務銷售總額減去銷貨退

回、折扣及折讓計算之。

金融投資的收入得包括現金收入如：

• 金融貸款的利息；

• 持有股份的股利收入；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說明按應計基礎制（權責發生制）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EVG&D)，包含以下所列示
之組織全球營運的基本要素。若數據之呈現是依現金基礎制，除了報告以下基本要素外，尚

需報導該決定的理由：

i.  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收入；

ii. 分配的經濟價值：營運成本、員工薪資和福利、支付出資人的款項、按國家別支付政府的
款項，及社區投資；

iii. 留存的經濟價值：「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減去「分配的經濟價值」。

b. 當EVG&D屬重大時，依國家、地區或市場水準分別說明，以及用以判斷重大性的標準。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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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金；

• 資產產生的直接收益，例如：資產租賃。

資產銷售收入得包括：

• 有形資產，例如：房地產、基礎設施、設備；

• 無形資產，例如：智慧財產權、設計和品牌。

營運成本

組織之營運成本可採計購買原物料、產品零件、場

地設施及服務而支付給組織外的現金支出。

購買服務可包括對自營作業者、臨時安置機構以

及其它提供服務組織的支出。購買服務的成本包

括從事營運角色但非組織所僱用之工作者，並非僅

根據員工的薪資與福利來計算。

營運成本得包括：

• 租金；

• 授權金；

• 場地設備使用費（因為這些費用具有明確的商
業目的）；

• 權利金；

• 外包勞務費；

• 教育訓練費用，若使用了外部培訓專家；

• 個人防護服裝費用。

疏通費的使用也於GRI 205：反貪腐 中說明。

員工薪資和福利

組織得以員工薪資與福利計算薪資總額（包括員

工薪資與代替員工向政府支付的金額）加上福利

總額（不包括教育訓練、防護設備成本或與員工工

作職責直接相關的其它成本項目）。

代替員工向政府支付的金額得包括員工稅捐及失

業基金。

福利總額得包括：

• 定期提撥款，例如：退休金、保險費、公務車及

私人醫療；

• 其它的員工補貼費用，如：住房補助、無息貸

款、大眾交通工具補助、教育津貼及解僱補

貼。

支付出資人的款項

組織計算支付出資人的款項包含給付所有股東的

股利，加上支付貸款人的利息

支付貸款人的利息得包括：

• 任何形式的債務及借款（不僅指長期債務）的

利息；

• 應付給特別股股東的未付股利。

支付政府的款項

組織計算支付政府的款項包含組織依據國際、國

內與當地標準支付的所有稅款及罰金。稅款可包

括營業稅、所得稅及財產稅。

支付政府的款項不包括遞延稅款，因為組織未必

會支付。

跨國營運時，組織可依國別申報所支付的稅款，包

含所使用的區分國別之定義。

社區投資

社區投資總額是指在報導期間內實際支出的款

項，而非承諾支付的款項。組織計算社區投資包含

對廣泛社區的自願性捐贈及資金投資，且其受益

人為非屬該組織之外部單位。在廣泛社區中自願

性捐贈和資金投資（受益人為非屬該組織之外部

單位）可包括： 

• 向慈善組織、非政府組織、研究單位（與組織

自身的商業研發無關）的捐贈；

• 支援社區基礎設施的資金，如：休閒設施；

• 社會活動的直接成本，包括藝術和教育活動。

承接揭露項目 20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8/traditional-chinese-gri-205-anti-corrup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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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報導基礎設施的投資，除了資金成本外，組織

還可包括商品及勞務的成本，以及對運行中的設

施或項目提供支援的營運成本。對運行中的設施

或項目提供支援可包括組織資助公共設施的日常

運作。

社區投資不包括法律和商業活動，或純粹從事商

業目的之投資（向政黨捐獻的金額可包括在內，但

GRI 415：公共政策 則會有更詳細的個別處理）。

社區投資也排除任何關於核心事業的需求、或促

進組織商業營運之基礎設施投資。核心事業主要

需求的基礎設施投資可包括，例如：修建通往礦場

或工廠的道路。而對組織主要商業活動之外的基

礎設施投資則可以包括在社區投資內，例如：為工

作者及其家庭設立的學校或醫院。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5、6、7與9。

承接揭露項目 20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2/traditional-chinese-gri-415-public-polic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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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報導要求

201-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3   彙編揭露項目201-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針對所鑑別的風險和機會，得報告以下特點：

 2.3.1    描述風險或機會的驅動因素，如特定的立法；或實質的驅動因素，如水資源缺乏；

 2.3.2    預期風險或機會將產生實質財務影響的時間範圍；

 2.3.3    直接和間接衝擊（是否對組織產生直接的衝擊，或透過價值鏈而間接衝擊組織）；

 2.3.4    一般潛在衝擊，包括增加或減少：

  2.3.4.1 資金和營運成本；

  2.3.4.2 產品和服務需求；

  2.3.4.3 資金取得性和投資機會；

 2.3.5    可能性（對組織產生衝擊的可能性）；

 2.3.6    衝擊程度（如果產生了衝擊，於財務面影響組織的程度）。

2.2   彙編揭露項目201-2所定資訊時，如果組織尚未建立計算財務影響、成本或收入預估的機制，組
織應報告建立此機制之計畫和時間表。

指引

揭露項目201-2的指引

因氣候變遷所產生的風險和機會可分類為：

• 實體

• 法規

• 其它

實體風險和機會包括：

• 更趨頻繁和強烈的風暴衝擊；

• 海平面變化、環境溫度變化、可利用的水資源

之變化；

• 對工作者的衝擊-例如：健康影響，包括高溫引
起的相關疾病或病害，以營運地點需要遷移。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這些風險與機會可能對營運、收入或支出產生重大的變化。
說明內容包括：

i.  風險或機會之描述及其分類，如：實體、法規或其它；

ii. 風險或機會相關衝擊之描述；

iii. 採取對應行動之前，風險或機會產生的財務影響；

iv. 用來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法；

v. 用於管理風險或機會所採取之行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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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揭露項目 201-2

其它風險和機會可包括因應氣候變遷或消費者行

為所能使用的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用於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式可以包括：

• 碳捕捉和儲存；

• 燃料替代；

• 使用再生能源和低碳足跡的能源；

• 提高能源效率；

• 燃燒、通風與逸散性排放減量；

• 再生能源認證；

• 使用碳抵減。

背景

氣候變遷對於組織、投資者和利害關係人帶來風

險和機會。

當政府施行管制會導致氣候變遷的活動時，應直

接或間接負排放責任的組織，將面臨法規管制的

風險和機會。風險可以包括成本增加或其它影響競

爭力的因素。然而，限制溫室氣體(GHG)排放也可

因新技術和市場的建立，為組織創造機會。這特別

是針對能更有效地使用或生產能源及能源效率產

品的組織之情況。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2、3與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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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報導要求

201-3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彙編揭露項目20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4   彙編揭露項目20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4.1   依循所在司法管轄區內的規定和方法進行計算，並報告彙總資料；

 2.4.2   採用與組織編製財務報告一致的合併方式。

指引

揭露項目 201-3的指引

提供員工退休計畫的結構得基於：

• 確定給付制

• 確定提撥制

• 其它退職計畫類型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例如：國家），對於退休計畫的

保障範圍有不同的解釋和指導。

退休金福利計畫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 SB) 

《國際會計準則》IAS19「員工福利」的一部分，但

IAS19還包括更多主題。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的參考文獻7。

背景

當組織向員工提供退休計畫，員工將可根據組織

承諾的退休計畫，安排自己未來的長期經濟規劃。

確定福利計畫對雇主而言為潛在需履行之義務。其

它類型的退休計畫，如：確定提撥制，則就無法保

證運用退休計畫或其福利品質。因此，組織選擇何

種類型的退休計畫對員工和雇主雙方都有影響。

適當提撥的退休金計畫有助於吸引人才和保持員

工團隊的穩定度，從而對雇主的長期財務和策略

規劃發揮支持的作用。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若組織的一般資源滿足這些計畫所須負擔之資金，估算這些負債的價值。

b. 若以獨立的基金來支付這些計畫的退休金負債：

i. 估算預先提撥用以支付這些計畫負債所需之資產範圍；

ii. 進行上述估算的依據；

iii. 做出上述估算的時間點。

c. 若所設立的基金未能足額提撥這些計畫之退休金負債，解釋雇主如何實現足額提撥的策略和
雇主預計達成足額提撥之時程規劃（如果有的話）。

d. 員工或雇主提撥數占其薪酬的百分比。

e. 說明退休計畫的參與程度，例如：強制參與或自願性方案、地區或國家別計畫、或具有財務
衝擊的計畫。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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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報導要求

201-4
揭露項目

2.5   彙編揭露項目201-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透過公認的會計準則一致適用，確認從政府獲得之
財務補助的貨幣總值。

指引

背景

該揭露項目衡量組織營運所在地之政府對於組織

所提供的支援。

將從政府獲得的重大財務補助和納稅金額進行比

較，則有助於瞭解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往來情況。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的參考文獻8。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報導期間內，組織接受任何政府財務補助的貨幣總值，包括：

i. 稅收減免及抵減；

ii. 補貼；

iii. 投資補助、研發補助及其它相關類型補助；

iv. 獎勵；

v. 權利金豁免期；

vi. 來自於出口信貸機構(ECAs)的財務援助；

vii. 財務獎勵；

viii. 針對組織任何營運，從任何機構得到或可得到的財務補助。

b. 按國家別說明201-4a的資訊。

c. 任何政府是否包含在股權結構中與其所占比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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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2.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Guidance for companies responding to the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3.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 – Edition 1.1, October 

2012.

4.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Framework Boundary Update, June 

2012.

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2 Income Taxes, 2001.

6.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8 Revenues, 2001.

7.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2001.

8.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20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

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2001.

9.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FRS 8 Operating Segments, 20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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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202：市場地位 載明針對市場地位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
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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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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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

文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市場地位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2：市
場地位。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202：市場地位 為200系列（經濟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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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

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該準則並不聚焦在組

織的財務狀況。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
之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主要的

經濟衝擊。

GRI 202 闡述組織市場地位的主題，並提及組織對
其所營運地區或社區經濟發展的貢獻。例如：這可

包括組織所採取的薪酬或當地招募方法。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市場地位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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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率
• 揭露項目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市場地位的管理方針。

GRI 202:
市場地位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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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率

 報導要求

202-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202-1b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1   使用GRI 102：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2組織活動的描述； 

2.1.2   如果適用，將基層人員薪資水準依最低薪資所使用的相同單位進行轉換（例如：每小時
或每月）；

2.1.3   重大比例執行組織活動的其它工作者（不包括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
時，依性別報告重要營運據點中，基層人員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之間的比例。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重大比例的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時，依性別報告重要營運據點中，基層人員
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之間的比例。

b. 重大比例執行組織活動的其它工作者（不包括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時，說
明為確認這些其它工作者之薪酬是否高於最低薪資之情況，所採取的行動。  

c. 依性別說明重要營運據點是否缺乏或有差異之當地最低薪資標準。當有不同最低薪資標準可供
參照時，報告組織所使用的標準為何。

d. 「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2. 特定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總資

料時得使用下列準則：

•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
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某些提及之揭露項目，請參考特定的IFRS公報）。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 經國際認可之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導準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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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背景

本揭露項目適用於組織中重大比例的員工和執行

組織活動的工作者（不包括員工），其薪酬係緊密

依最低薪資法規計算的組織。

提供高於最低標準的薪資，有益於組織活動的工

作者之經濟福利。薪資水準所造成的衝擊為立即

且直接影響個人、組織、國家與經濟。薪資分配對

於消除不平等至關重要，例如：男女之間、或公民

與移民者間之薪資差距。

此外，相較於當地最低薪資，基層人員薪資水準顯

示組織的薪資競爭力，並提供評估當地勞動力市

場薪資影響力之相關資訊。依性別比較這些資訊，

也是衡量組織在工作場所落實平等機會的一種方

法。

承接揭露項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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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報導要求

202-2
揭露項目

2.2   彙編揭露項目202-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使用全職 員工的資料計算此百分比。

指引

揭露項目 202-2的指引

從當地社區雇用個人擔任高階管理階層，包括那

些當地出生、或是在與營運據點相同的地理市場

中具有無限期法定居住權（例如：入籍公民或具永

久簽證持有者）之人。「當地」的地理定義可包括

營運周邊的社區、國家內的區域或國家。 

背景

將當地社區的成員納入組織的高階管理階層中能

顯示出組織積極的市場地位。在管理團隊中包括

當地社區成員，可強化人力資本，還可提高對當地

社區的經濟效益，也有助於加強組織瞭解當地需

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重要營業據點中，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所佔的百分比。

b. 「高階管理階層」的定義。

c. 組織對於「當地」的地理定義。

d. 「重要營業據點 」的定義。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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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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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方針揭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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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項目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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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203：間接經濟衝擊 載明針對間接經濟衝擊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
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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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間接經濟衝擊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

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203：間接經濟衝擊 為200系列（經濟主
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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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狀況所造成的衝擊，及

對當地、國家與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該準

則並不聚焦在組織的財務狀況。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的主要經

濟衝擊。

經濟的衝擊可定義為影響社區或利害關係人的福利

及長期發展目標的經濟生產力變動。GRI 203 闡述
金融交易直接衝擊以及利害關係人間的資金流動後

所產生的衝擊，也就是間接經濟衝擊。GRI 203 也
闡述組織之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支援服務所帶來的衝

擊。

間接經濟衝擊可為貨幣或非貨幣形式，對於當地社

區及區域經濟相關的評估尤為重要。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間接經濟衝擊

相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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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 揭露項目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

報導建議

1.2   報導組織宜：

 1.2.1   描述為瞭解組織在國家、地區或當地層級的間接經濟衝擊所採取的行動。

 1.2.2   解釋組織是否進行社區需求評估，決定基礎設施和其它服務的需求，並描述評估結果。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間接經濟衝擊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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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報導要求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20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揭露：

2.1.1   每項重大基礎設施投資或支援服務的規模、成本和期限；

2.1.2   不同的社區或地方經濟受到該組織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的衝擊程度。

指引

背景

本揭露項目涉及組織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

對利害關係人與經濟的衝擊。

基礎設施投資的衝擊可擴及組織營運外範圍，並

能長時間發揮作用。這種投資可包括運輸連結、公

共事業、社區服務設施、健康和福利中心或運動中

心。連同自身營運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也是一種衡

量組織對經濟貢獻的標準。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的發展程度。

b. 對於社區和當地經濟產生之現有或預期的衝擊，包括所有正面與負面的相關衝擊。

c.  這些投資和服務是否屬於商業活動、實物捐贈或是公益活動。

203-1
揭露項目

2. 特定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總資

料時得使用下列準則：

•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
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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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報導要求

指引

揭露項目 203-2的指引

本揭露項目關注組織可能對於利害關係人和經濟

產生間接經濟衝擊的所有範圍。

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中正面與負面的例子，可包括：

• 改變組織、行業或整個經濟體系之生產力（例

如：透過更廣泛地運用科技或科技的普及）；

• 嚴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透過單一工

作收入支持受扶養的人口總數變化）；

• 因社會或環境條件的改善或惡化，而產生的經

濟衝擊（例如：小型家庭農場轉變成為大型養

殖場，對地區就業市場的改變，或污染造成的

經濟衝擊）；

• 低收入者在產品與服務上的可取得性（例如：

提供優惠價格的藥品以提高大眾健康水準，從

而讓大眾能夠參與更多的經濟發展；或超出低

收入者經濟所能承受的價格）；

• 對於一職業群體或地區，提升其技能和知識 
（例如：當組織需求轉變為吸引額外的技術工

人進入一個地區，則有助於推動當地對新式學

習機構的需求）；

• 支援供應鏈或銷售通路中的工作數量（例如：組

織的成長或縮減對供應商勞雇數量的衝擊）；

• 激勵、促進或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例如：當組織

改變在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基礎設施或服務

時，導致該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產生變化）；

• 因營運或活動所在地的改變而產生的經濟衝擊

（例如：將工作外包至海外地區的衝擊）；

• 因使用產品和服務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

使用特定產品或服務所產生的經濟成長）。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已鑑別的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例子，包括：正面與負面的衝擊。

b. 在外部標竿與利害關係人優先關注的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之意含，例如：國家和國際標準、協
定和政策議程。

203-2
揭露項目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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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採購實務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4：採
購實務。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204：採購實務 為200系列（經濟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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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

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該準則並不聚焦在組

織的財務狀況。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主要的

經濟衝擊。

GRI 204 闡述採購實務的主題，包含組織對當地
供應商，或由他們所擁有的婦女或弱勢團體的支

持。它還包含組織採購的實務（例如：對供應商交

付的週期或採購價格的協商）所導致或助長供應

鏈的負面衝擊。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採購實務相關

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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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GRI 204:
採購實務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採購實務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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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指引

當在報導採購實務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還得：

• 描述組織為了鑑別及調整會導致或助長供應

鏈負面衝擊之採購實務，包括：

 • 如何透過與供應商的對話機制，鑑別會導

致或助長供應鏈負面衝擊之採購實務；

 • 為了調整付款的政策和程序所採取之行

動；

• 描述選擇當地供應商的政策和實務做法，無論

是適用於組織整體或是特定地點；

• 解釋追踪採購原物料或生產投入（如果適用）

來源、原產地或生產條件的理由和方法；

• 描述在選擇供應商時，促進經濟包容性的政策

和實務做法。

導致或助長供應鏈負面衝擊的採購實務得包括：

• 與供應商關係的穩定度或時間長短；

• 採購前置期間（訂購到交貨的時間）；

• 訂購和付款程序；

• 採購價格；

• 更改或取消訂單。

經濟包容性的形式得包括：

• 中小型供應商；

• 女性為所有權人之供應商；

• 由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或少數社會群體所擁有

或擔任員工的供應商。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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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報導要求

204-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204-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根據報導期間內的發票或承諾來計算該百分比，即
是使用應計基礎制（權責發生制）的會計處理。

指引

揭露項目 204-1的指引

當地採購可以是出自營業據點或出自組織總部的

預算。 
 
 
 

背景

透過支援當地供應商，組織可間接地吸引更多對

當地經濟的投資。當地採購可為確保供應、支持穩

定當地經濟以及維護社區關係的一種策略。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重要營業據點中，使用當地供應商的採購預算比例（例如：在當地採購產品和服務的百分
比）。

b. 組織對於「當地」的地理定義。

c. 「重要營業據點 」的定義。

2. 特定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總資料時

得使用下列準則：

•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
會提出的解釋（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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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反貪腐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
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5：反貪腐 。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205：反貪腐 為200系列（經濟主題）中特
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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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

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該準則並不聚焦在組

織的財務狀況。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主要的

經濟衝擊。

GRI 205 闡述反貪腐的主題。在本標準中，貪腐包
括賄賂、疏通費、詐欺、勒索、勾結以及洗錢等作

法；提供或收受禮品、借款、費用、獎勵或其它利

益，以作為誘使不誠信、非法或違反信任的行為。

還可以包括貪汙、以影響力交易、濫用職權、非法

增加財產、隱瞞及妨礙司法等作法。

貪腐相關的負面衝擊廣泛，例如：轉型經濟體的貧

窮、對環境的破壞、濫用人權、濫用民主、投資分配

不當和破壞法治。市場、國際規範與利害關係人期

待組織展現其遵守誠信、治理以及負責任的商業實

務。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件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反貪腐相關的

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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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 揭露項目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 揭露項目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在本GRI準則中，「商業夥伴」一詞包括供應商、代理商、遊說者、其它中介者、
合資企業和聯盟合作夥伴、政府、顧客和客戶、及其它。

GRI 205:
反貪腐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反貪腐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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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建議

1.2   報導組織宜報告以下資訊：

 1.2.1     組織對貪腐的風險評估程序，包括使用的標準，例如：地點、活動、行業。

 1.2.2     組織如何鑑別和管理員工或與組織的活動、產品或服務相關人員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
最高治理單位的利益衝突已規定在GRI 102：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25。

 1.2.3     組織如何確保對其它組織的慈善捐款和贊助（財務或實物）不被用來掩飾賄賂。慈善捐
款和贊助（財務或實物）的接受者得包括非營利組織、宗教組織、私人組織和活動。

 1.2.4     說明組織專為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商業夥伴和其它已鑑別為具高貪腐事件風險的人，
溝通及培訓反貪腐的程度。

 1.2.5     向治理單位成員、員工、商業夥伴以及其它被鑑別為具有高貪腐事件風險的人，提供反
貪腐培訓的階段（如：在新員工入職時或與新商業夥伴建立合作時）及頻率（如：每年

一次、兩年一次）。 

 1.2.6     組織是否參與打擊貪腐的集體行動，包括：

  1.2.6.1     集體行動的策略；

  1.2.6.2     表列組織參與的集體行動；

  1.2.6.3     對這些活動主要目標的描述。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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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205-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205-1的指引

此揭露項目得包括以貪腐為主的風險評估或將貪

腐作為一項風險因素的整體風險評估。

「營運據點」是指組織用於生產、儲存及 /或經銷
商品和服務，或作行政用途（如：辦公室）的單一地

點。一個營運據點內，可有多條生產線、倉庫或其

它活動。例如，一個工廠可生產多種產品，單個零

售管道可包含由組織擁有或管理的數個不同零售

營運據點。

背景

本揭露項目在衡量整個組織中風險評估實施的程

度。風險評估可以幫助評估潛在的組織內部和組

織相關的貪腐事件，並幫助組織制定打擊貪腐的

政策與程序。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已進行貪腐相關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

b.   透過風險評估鑑別出的重大貪腐風險。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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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報導要求

205-2
揭露項目

報導要求

2.1   彙編揭露項目205-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1   使用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中揭露項目GRI 405-1的資訊來鑑別：

  2.1.1.1    組織內的治理單位，例如：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或非法人組織的類似單位；

  2.1.1.2    組成這些治理單位的個人及/或員工的總數；

  2.1.1.3    每個員工類別的員工總數，不包括治理單位成員；

 2.1.2   估算商業夥伴的總數。

指引

背景

溝通和訓練有助於培養內、外部的反貪腐意識和

打擊貪腐的能力。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地區分類，說明在組織治理單位成員中，已針對組織反貪腐政策和程序進行溝通的成員總
數及百分比。

b. 按員工類別和地區分類，說明已針對組織傳達反貪腐政策和程序進行溝通的員工的總數及百
分比。

c. 按商業夥伴和地區分類，說明組織已與商業夥伴溝通反貪腐政策及程序之總數及百分比。描
述組織的反貪腐政策及程序是否已與任何其它人或組織溝通。

d. 按地區分類，說明已接受反貪腐訓練的組織治理單位成員的總數及百分比。

e. 按員工類型和地區分類，說明已接受過反貪腐訓練的員工的總數及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2/traditional-chinese-gri-405-diversity-and-equal-opportunit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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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報導要求

205-3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 205-3的指引

利害關係人關注事件的發生以及組織對事件的回

應。關於貪腐的公開法律案件可包括當前的公開

調查、起訴或完結的案件。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之總數及性質。

b. 員工因貪腐事件而被解僱或受到紀律處分的事件總數。

c. 因貪腐違規行為與商業夥伴終止合約或未續約的事件總數。

d. 報導期間內，所有針對組織或組織員工貪腐行為的公開法律案件及其結果。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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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1997.

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Good Practice Guidance on Internal  
Controls, Ethics, and Compliance, 2010.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4.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2003.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5. British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Bribery Act 2010 Guidance, 2011.

6.   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U.S.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 Resource Guide to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2012.

7.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ery’, 2011.

8.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9.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Guidance on the 10th  
Principle Against Corruption, 2009.

10.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Control of Corruption,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參考文獻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home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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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206：反競爭行為 載明針對反競爭行為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
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使用，以便說明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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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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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反競爭行為係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

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206：
反競爭行為。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206：反競爭行為 為200系列（經濟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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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和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經濟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利害關係人之經濟條件及對當地、國家與

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之衝擊，該準則並不聚焦在組

織的財務狀況。

GRI準則中經濟系列(200)闡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資本流動狀況，以及組織對整體社會主要的

經濟衝擊。

GRI 206 闡述反競爭行為的主題。包括反托拉斯和
壟斷手段。

反競爭行為是指組織或其員工與潛在競爭者限制

市場競爭、聯手勾結的行為。這可包括固定價格或

協調出價、創造市場或產出限制、強加地域配額、

以及分配客戶、供應商、地理區域或產品線。

反托拉斯和壟斷可導致組織勾結建立進入該行業

的障礙、或以其它方式阻止競爭的行為。這可包括

不公平的商業行為、濫用市場地位、聯合壟斷、反

競爭合併和固定價格。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件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反競爭行為相

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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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6:
反競爭行為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 GRI 103 ）
• 揭露項目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反競爭行為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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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2. 特定主題揭露

指引

背景

本揭露項目適合根據國家或國際法律發起的法律

行動，主要是為了管制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或壟

斷做法。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可影響消費者的選

擇、定價和其它對效率市場重要的因素。許多國家

頒布法規來控制或防止壟斷，其基本假設是企業

間的競爭也能促進經濟效率和永續成長。

法律訴訟顯示組織的市場行動或地位已達到讓第

三方關注的程度。由這些情況引起的法律裁決可

能會導致組織的市場活動受到重大干擾及遭受懲

罰性措施之風險。

報導要求

206-1
Disclosure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報導期間內，組織認定涉入的反競爭行為及反托拉斯和壟斷法規相關之訴訟、或已結案之
法律行動總數。

b. 已結案之法律訴訟的主要結果，包括任何裁定或判決。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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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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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準則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301：物料 載明針對物料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模、類型、
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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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物料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準
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1：物料。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301: 物料 為300系列（環境主題）中特定
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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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1 闡述物料的主題。 

用於生產和包裝產品與服務的投入可為不可再生

物料，例如：礦物、金屬、油、氣或煤；或為可再生

物料，如：木材或水。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物料都可由

原生的或回收的物料所組成。

組織使用之物料的種類與數量可顯示其對自然資

源的依賴度，以及物料可得性對組織的衝擊。組織

對資源保育的貢獻可藉由其對物料、產品及包材的

回收與再利用方式來顯示。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物料相關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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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 揭露項目 301-2 使用的可再生物料
• 揭露項目 301-3 回收的產品及其包材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經濟績效的管理方針。

GRI 301:
物料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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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1-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30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1   計算使用物料總量時，包括以下的物料種類：

  2.1.1.1  原物料，即會轉變成產品或服務的自然資源，如：礦石、礦物、及木材；

  2.1.1.2  製程中的副資材，即生產過程所需但非最終產品之組成的物料，如：生產機器中
的潤滑油；

  2.1.1.3  半成品或部件。除原物料外，在最終產品的組成中所有形式的物料或零件；

  2.1.1.4  包裝用物料，包括紙張、紙板或塑膠；

 2.1.2   對每種類型的物料，報告物料是採購自外部供應商（外購）或是由內部取得（自產） 
（如：專屬生產和開採活動）；

 2.1.3   報告這些數據是估算的或是直接量測；

 2.1.4   若必須估算，說明所用之方法。

指引

揭露項目301-1的指引

報告所使用的數據以物料之原始狀態計之，不做進

一步的數據處理，例如：以「乾重」計算之。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報導期間內用於生產和包裝主要產品與服務之物料的總重量或體積，按以下分類：

 i.    所用的不可再生物料；

 ii.   所用的可再生物料。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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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1-2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報導要求

301-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3   彙編揭露項目301-2所定資訊時，若必須進行估算，報導組織宜報告運用的方法。

2.2   彙編揭露項目301-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2.1    使用揭露項目301-1所定之物料使用總重量或總體積：

 2.2.2    運用以下公式計算使用可可再生物料的百分比：

指引

揭露項目301-2的指引

若物料的重量和體積使用不同度量單位，組織可將

之轉換為標準單位。

  可再生物料使用總量

  物料使用總量  
x 100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用於製造組織主要產品和服務之可再生物料的百分比；

可再生物料的使用百分比 =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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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揭露項目301-3的指引

報導組織也可分別報告包材的回收或再利用。

揭露項目 301-3
回收產品及其包材

 報導要求

301-3
揭露項目

2.4   彙編揭露項目30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4.1   排除不合格的或召回的產品；

 2.4.1   運用下列公式計算每一產品類別之回收產品及其包材的百分比：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每一產品類別之回收產品及其包材的百分比；

b.   如何收集此揭露項目的數據。

   報導期間內回收之產品及其包材

   報導期間內售出之產品  
x 100回收產品及其包材的百分比 =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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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能源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準
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2：能源。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302: 能源 為300系列（環境主題）中特定
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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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2 闡述能源的主題。

組織可能消耗不同型式的能源，如：燃料、電力、供

熱、製冷或蒸氣。能源可為自行產生（自產）或自

外部來源購得（外購）。能源可能來自於再生能源 
（如：風力、水力或太陽能），或非再生能源（如：

煤、石油或天然氣）。 

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及選擇再生能源，是對抗氣候

變遷並降低組織整體環境足跡的基本要素。

能源消耗量也可以發生在與組織營運相關聯之所

有的上下游活動中。包括消費者使用組織販售之產

品，以及這些產品於生命終止後的處置。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能源相關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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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2:
能源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 揭露項目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 揭露項目 302-3 能源密集度
• 揭露項目 302-4 減少能源的消耗
• 揭露項目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能源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

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
的特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指引

報導能源之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也可說明是否

受任何國家、區域或產業層級的能源法規或政策

的影響。此外，可提供這些法規與政策的實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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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2.1     彙編揭露項目302-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報導自產源消耗量時，避免重複計算燃料消耗量。若組織自非再生或再生燃料產生電

力並消耗此電力，只需在燃料消耗量計算一次即可；

2.1.2 分別報告非再生燃料及再生燃料的消耗量；

2.1.3 僅報告組織所有或控制之實體的能源消耗量；

2.1.4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透過下述計算式計算組織內部能源消耗總量：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之組織內部所使用的非再生能源之燃料類別及總消耗量。

b.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之組織內部所使用的再生能源之燃料類別及總消耗量 。

c. 以焦耳、瓦小時或其倍數說明以下種類的能源消耗總量：

i. 電力消耗

ii. 供熱消耗

iii. 製冷消耗

iv. 蒸汽消耗

d. 以焦耳、瓦小時或其倍數說明以下種類的能源消耗總量：

i. 出售的電力

ii. 出售的供熱

iii. 出售的製冷

iv. 出售的蒸汽

e.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的能源消耗總量。

f.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g. 所用之轉換係數的來源。

302-1
揭露項目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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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302-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2.1     對揭露數據使用一致的轉換係數；

 2.2.2     若可能，使用當地的轉換係數，將燃料消耗量單位轉換為焦耳或其倍數；

 2.2.3     若無當地的轉換係數，使用一般的轉換係數；

 2.2.4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說明選擇此標準與方法學的方式；

 2.2.5     就能源消耗量選擇一致的主題邊界。若可能，其邊界宜與GRI 305：排放 之揭露項目
305-1和305-2的邊界一致；

 2.2.6     若有助於透明度或可比較性，依下列類別將能源消耗量數據細分：

  2.2.6.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2.6.2   國家；

  2.2.6.3   能源類型（見非再生能源與再生能源的定義清單）；

  2.2.6.4   活動類型。

指引

背景

對於某些組織而言，電力是其能源消耗的唯一重

大類型。對其它組織而言，其它形式的能源也很重

要，例如：來自於區域供熱廠或製冷水廠所提供的

蒸汽或水。

能源得購自於外部（外購）或自己生產（自產）。

非再生燃料，得包括組織所有或控制的鍋爐、熔

爐、供熱器、渦輪機、火焰燃燒塔、焚化爐、發電機

和車輛設備所燃燒的燃料。非再生燃料包括組織

購買的燃料，也包括經由組織活動所產生的燃料，

如開採的煤或來自油氣鑽探的天然氣。

再生燃料，得包括生質燃料（購買直接使用），以

及組織所有或控制的生質能。

非再生燃料的消耗通常是直接（範疇一）溫室氣

體排放的主要來源，此資訊在GRI 305：排放 的揭
露項目305-1中報告。購買的電力、供熱、製冷和
蒸汽的消耗，產生組織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

氣體排放量，此資訊在GRI 305：排放 的揭露項目
305-2中報告。

承接揭露項目 302-1 

組織內部能源消耗總量

+

+

+

-

=
非再生燃料的消耗

再生燃料的消耗

購買而消耗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

自產但未消耗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見條款2.1.1）

出售的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汽量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7


8 GRI 302: 能源 2016

揭露項目 302-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報導要求

2.3   彙編揭露項目302-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排除揭露項目302-1中所報告的能源消費量。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之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b.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c. 所用之轉換係數的來源。
302-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4   彙編揭露項目302-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4.1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說明選擇此標準與方法學的方式；

 2.4.2   依上下游類別與活動，列出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

指引

揭露項目302-2的指引

報導組織得透過評估活動的能源消耗是否滿足下

列情況，鑑別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

• 顯著導致組織外部的總預期能源消耗量；

• 透過組織的執行或影響力，具降低能源消耗量

之潛力；

• 促使組織面臨氣候相關風險（如：財務、法規、

供應鏈、產品與客戶、訴訟和商譽風險）；

• 利害關係人（如：客戶、供應商、投資者或公民

社群）視為是重大的；

• 由以前在內部進行但現已外包的活動產生，或

其它同業組織一般在內部進行的活動而產生；

• 已透過組織所屬行業鑑別為顯著的；

• 符合組織或同業組織所制訂，決定攸關性的任

何其它判定標準。

組織得運用以下來自於《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業價值鏈（範疇三）會計與報告準則》的上下游類

別與活動，鑑別組織外部的相關能源消耗（見參考

文獻章節中的文獻2）：

上游類別

1.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2. 資本材

3. 燃料和能源相關的活動（不在指標G4-EN3中
所包含的活動）

4. 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5. 營運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

6. 商務差旅

7. 員工通勤

8. 上游資產租賃

其它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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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類別

9. 下游的運輸和配送

10. 售出產品的加工

11. 售出產品的使用

12. 售出產品的最終處理

13. 下游資產租賃

14. 加盟

15. 投資

其它下游

組織得計算或預估每一類別與活動的能源消耗

量。

組織得分別報告非再生能源與再生能源的消耗

量。

背景

能源消耗得發生於組織外部，也就是發生在貫穿

組織營運相關的上下游活動中。

這可包括消費者使用組織售出之產品、及產品生命

終止後的處置。

量化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是計算GRI 305：排放之
揭露項目305-3中部分相關其它間接（範疇三）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基礎。

承接揭露項目 302-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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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2-3
能源密集度

 報導要求

2.5   彙編揭露項目302-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5.1   計算絕對能源消耗量（分子）除以組織特定之度量標準（分母）之比值；

 2.5.2   若報導的密集度比值同時涵蓋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應分別報告其密集度比
值。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之能源密集度比值。

b. 選用於計算該比值的組織特定之度量標準（分母）。

c. 該密集度比值所涵蓋的能源類型：燃料、電力、供熱、製冷、蒸汽或全部。

d. 計算該比值時，是採用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或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還是兩者都包括。

302-3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6   彙編揭露項目302-3所定資訊時，若有助於透明度或可比較性，報導組織宜依下列類別劃分其能
源密集度比值：

 2.6.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6.2   國家；

 2.6.3   能源類型（見非再生能源與再生能源的定義清單）；

 2.6.4 活動類型。

揭露項目302-3的指引

密集度比值可包括：

• 產品密集度（如：每單位生產量的能源消耗

量）；

• 服務密集度（如：每功能或服務的能源消耗

量）；

• 銷售密集度（如：每單位銷售金額的能源消耗

量）。

組織特定度量標準（分母）可包括：

• 產品單位；

• 產量（如：公噸、公升，或百萬瓦時）；

• 大小（如：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

• 全職員工數；

• 貨幣單位（收入或銷售）。

背景

能源密集度比值定義組織特定度量標準的關係脈

絡之能源消耗量。

這些比值代表每單位活動、產出或任何其它組織

特定度量標準的能源需求。

與報告於揭露項目302-1及302-2中的組織總能源

消耗量一起搭配，能源密集度有助於理解組織的

能源使用效率，包括與其它組織的比較。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與3。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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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報導要求

2.7   彙編揭露項目302-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7.1   排除因產能下降或外包所導致的減量；

 2.7.2   說明減少之能源是否係採估算、模式分析或採直接量測得之。若採估算或模式分析得
之，組織應揭露所用之方法。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計算因採取節約及效率提升的行動方案而直接減少的能源消耗量。

b. 此減少的能源消耗量中所包含的能源類型；燃料、電力、供熱、製冷、蒸汽或全部。

c. 計算能源消耗量減少的基準，例如：基準年或基線，包括選擇此一基準的理由。

d.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2-4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8   彙編揭露項目302-4所定資訊時，若依照不同的標準與方法學，報導組織宜說明選擇標準和方法
學的方式。

揭露項目302-4的指引

報導組織可優先揭露在報導期間內所執行，具顯著

減量潛力的行動方案。可於本主題的管理方針中

描述減量行動方案及其標的。

減量行動方案得包括：

• 流程重新設計；

• 設備改善或更新；

• 行為改變；

• 營運變化。

組織可結合不同的能源類型報告能源消耗減少量，

或依燃料、電力、供熱、製冷及蒸汽分別報告之。

組織也可以就個別或集體的行動方案，分別提供

能源消耗的減少量。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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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2-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焦耳或其倍數為單位，報導期間內所售出之產品和服務其所需能源的減少量。

b.  計算能源消耗減少量的基準，例如：基準年或基線，以及選擇此一基準的理由。

c.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2-5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9   彙編揭露項目302-5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9.1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說明選擇標準和方法學的方式；

 2.9.2    若資訊可取得，參照行業使用的標準以取得相關資訊（例如：汽車以每小時90公里的時
速行駛100公里的油耗量）。

揭露項目 302-5的指引

可包含以「使用」為導向的數字，例如：一輛汽車

或一台電腦的能源需求。

可包含消耗模式的相關資訊，例如：每100公里里
程或每單位時間（小時、平均工作天數）減少10％
的能源使用量。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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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相關參考文獻：

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2.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3.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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ӵҏྥࠌϛȂგԤۻጣϞҢຠӵຠཊߒϛϐԤۡဎȄ

ҡਝР ҏGRIྥࠌՌ2021ԑ1Т1РଔҡਝȂᎌҢܻൢ֙ਪڏܖѺМӇȂٮჂᓾඪԞ௴ҢȄ

註：ҏМӇѓࢂՍڏѺྥ຺ޟࠌ๖ȄӵσഋϷޟᘲ។ᏢϛȂ按住` ctrĺ 鍵再點擊滑鼠左鍵Ȃџӵཱིᘲ។

ᏢຜๅϛంѴഋ๖ȄంѴഋ๖ࡣȂ按住` alt 鍵́再按左箭頭鍵Ȃџӱڗӑޟࠉᘲ។ॲ७Ȅ

內容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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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ҏྥ࣏ࠌGRIҗ៉ൢܒᏲྥࠌȞGRIྥࠌȟޟΙഋϷȄ

࣏߽ࠌྥٲಢᙑൢ֙ڏᄇငᔼȃᕗცȃоЅޟོޥ

ፐᔞՄ೩ॎȄ

GRIྥ߽ࠌҥΙৈϸࣺᜰиಢϽ࢜ࠌྥޟᄺՄԙȄ

ׇᐌގҏџܻ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ή
ၷȄ

ޟਪ֙ൢܒϛԤέএᎌҢܻؐএಢᙑጡᇧҗ៉ࠌྥ

ҢྥࠌȈ

GRI 101Ȉஅᙃ 
GRI 102ȈΙૡත៩ 
GRI 103Ȉᆓ౩Пବ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圖一
GRI ྥޟࠌᆣ។

GRI 
103

GRI 
102

੫ۡкᚠ
ࠌྥ

Ңྥࠌ

ޟࠌҢGRIྥٺ
ଔᘈ

GRI 
101

அᙃ

Ιૡත៩ ᆓ౩Пବ

ൢ֙ᜰܻಢᙑޟ
ၥଉ

ବᄇؐΙ१σкᚠ
ൢ֙ᆓ౩Пବ

ବᄇؐΙ१σкᚠϛᒵᐅ֙ൢپ੫ۡත៩
Ҭ

GRI 
300

環境

GRI 
400

ོޥ

GRI 
200

ငᔼ

ಢᙑџоفٲӖϛࢅᒵGRIྥࠌϞ੫ۡкᚠൢپ

१σкᚠȄڏ֙

請參考GRI 101:基礎 報導原則之定義報告書內容

以取得更多關於如何鑑別重大主題的資訊。

ࠌྥٲҥέএفӖಢԙȈ200Ȟငᔼкᚠȟȃ300Ȟᕗ

ცкᚠȟоЅ400ȞོޥкᚠȟȄ

ؐএкᚠྥࠌѓࢂ၎кᚠޟ੫ۡත៩Ȃи೩ॎԙ與

GRI 103Ȉᆓ౩Пବ ΙଔٺҢ֙ൢپ၎кᚠޟᆓ౩П

ବȄ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為300系列（環境主題）中特

定主題之GRI準則。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ಢᙑџആႆڍᆍПԒٺҢGRIྥࠌȂؐᆍПԒԤڏ

ᄇᔖܖ֙ࡇޟങक़ȂٮઽΣಢᙑޟ៉ࡣත៩МӇȄ

1.  GR IྥࠌџҢܻጡᇧٷඉҏྥࠌϞҗ៉֙ൢܒ

ਪȄӵጡᇧൢ֙ਪਢȂԤڍএᒵџоٷඉȞਯ

Ж與Ӓ७ȟȂ֙ൢؚܻڥϛත៩ϱৠޟแ࡙Ȅ 
 
ष水與放流水࣏१σкᚠϞΙȂಢᙑӵጡᇧٷඉ

GRIྥࠌϞൢ֙ਪਢȂሯٺҢྥࠌGRI 303Ȉ水與放流
水Ȅ

2.  षҐٷඉGRIྥࠌጡᇧൢ֙ਪਢȂһџᒵڥGRIྥࠌ

ϱৠȂоൢ֙੫ۡၥଉȄԪත៩МӇࠌഋϷྥܖ

҆ߣԤȶЕҢGRIȷ֙ࡇޟȄ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件的

相關資訊，請參考GRI 101:基礎 章節三。 

簡介

GRI 101:அᙃ ϛܚӖюࣸޟ౩ҥᎌҢܻҏྥࠌȄ

َGRI 101 న3.2Ԥᜰࣸ౩ҥޟौ Ȅؑ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4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C. 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ࠌѓࢂȈ

要求。Ԫ࣏҆ौᇳ݂ȄӵҏМϛȂौؑϞҬོҢ粗體

ҰȂٮҢȶᔖȷԅࡾ Ȅ݂ȶौؑȷζџю౪ӵ࡚ដڷ

ࠌඉҏྥٷ֙ࡇΟ࣏ΰήМϛȂณՄಢᙑฒޟЕࡾ

ጡᇧൢ֙ਪȂՄᒳඉ࡚ដࡾܖЕȄ

建議。Ԫ࣏Ⴢᓾ੫ଢ଼ПਰݷޑޟȂծ҆ߨौȄӵ

ҏМϛȂٺҢȶۣȷԅ࡚݂ࡾដȄ

指引。ٲണѓࢂधශၥଉȃ၌ភоЅٽυپᔓօ

ಢᙑΟ၌ौ Ȅؑ

ಢᙑ҆ᒳඉܚԤᎌҢޟȶौؑȷ֙ൢڏ֙ࡇپਪ߽

ՄጡᇧȄӻၥଉَGRI 101Ȉஅᙃ ȄࠌඉGRIྥٷ

D. 背景脈絡

ӵGRIྥޟࠌϱМϛȂҗ៉ޟܒᕗც७өᜰܻݧಢᙑ

ᄇԤҡڷڼฒҡޟڼՌณفಛϞፐᔞȂѓࢂπӴȃު

ȃ水ڷҡᄘفಛȄ

GRI 303 លक़水與放流水ޟкᚠȄ

ᇯܚᖒӫ(UN)ᜰΡҡԆЅᆋआȂиҢష水ڥ

џޟΡ᠌Ȅᖒӫႆ2030ޟԑҗ៉ีដแЅڏӨ

Ӓ౨җ៉ีҬϛȂԃҬ6Ȉȶጂ߳ܚԤΡٴԤ

џٺҢиҗ៉ᆓ౩ޟ水ڷፏҡ೩ࢊȷ֯ ѓࢂ與җ៉水

ၥྛᆓ౩ࣺᜰϞᜰᗤҬȄٽԃȂٲҬԟӵᄂ౪ල

ЅԊӒиџ॒ᐊϞҢ水ȃ水፴ȃٮ၌ؚ水ၥྛ

ીޟ୰ᚠȄ
 
ಢᙑڥޟ水ڷૉ水໔ȃоЅ௶水ޟ水፴џоആႆӻᆍ

ПԒᄇҡᄘفಛޟђഅԙፐᔞȄᄇ水ୢޢޟፐ

ᔞџོᄇ࿋Ӵޟҡࣀ水ྥҡኄޟݿፐᔞȂѓࢂᄇ

࿋Ӵୢޥ與ন՞ҕഅԙငᔼོޥڷϚցݎࡣޟȄ

ҥܻ水࣏Ιᆍӓٴၥ Ȃྛиᄇ࿋ӴഅԙፐᔞȂӰԪჂ

ᓾಢᙑംᅚဣᄂоήհ࣏Ȉ

• ᓺӑՃኌڎ水ၥྛᔆΨӴୢޟଢ଼ȇ

• ᕣ၌ٮӱᔖ࿋ӴݷޑȂѓࢂ࿋ӴོޥЅᕗცፐᔞȇ

• хӣΙӴୢܚԤޟҢ水Иڧઉٮ൵१ڏሯؑڷᓺ

ӑ ȇ᠌

• ፡ᐌ與ڏтޟҢ水ИڷԤਝޟϴӓ๊ࢇΙमϞП

ᡝଢ଼Ȅڷݲ

ആႆӒ७ᕣ၌Ռ٘ޟҢ水ݷޑȂಢᙑџоຟեڏᄇҡ

ᄘفಛȃڏтҢ水Иڷಢᙑҏ٘Ԥઉޟ水ၥྛፐᔞȄ

ΙএಢᙑȂ੫տବᄇ水ၥྛಢᙑȂџоցҢ

ٲၥଉ໌Ԥਝޟ水ၥྛᆓ౩Ȅ

ҏྥࠌϛޟත៩ԟӵڞօಢᙑԤਝᕣ၌與ྜڏ與水

ࣺᜰᡗፐᔞȂоЅԃդᆓ౩၎ፐᔞȄ

ҥܻڥ水ȃૉ水ڷ௶水Ϟޟϸᜰ߽Ȃൢ Ᏺಢᙑۣ

ൢ֙GRI 303 ϛܚԤޟέএ੫ۡкᚠත៩ȄӰ與水ࣺ

ᜰፐᔞல࣏࿋ӴޟܒȂჂᓾಢᙑᅾ໔Лࡻӈդۡ໔

ӈդधශӰશܻཊጡޟବᄇՃ໔ٮཊᖂแ࡙ၥଉȂޟ

ၥଉਢ໌ఄक़ܒජक़ȄඪټԤᜰಢᙑҢ水ݷޑ

Ӓ७ޟᆣ។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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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方針揭露

ᆓ౩Пବත៩ᜰܻಢᙑԃդᆓ౩१σкᚠȃࣺ ᜰፐᔞȂЅցᜰ߽Ρӫ౩ఖ與ցઉఄޟक़ܒ၌ភȄӈդࡇ

ಢᙑȂ̓ޟጡᇧࠌඉGRIྥٷਪ֙ൢڏ֙ ൢ֙ؐڏএ१σкᚠޟᆓ౩ПବȄ

ಢᙑϐᠦտ水與放流水ڏ࣏१σкᚠޱᔖٺҢGRI 103Ȉᆓ౩Пବ ЅҏണϞᆓ౩Пବත៩Ȃൢ 水與放流ڏ֙

水кᚠޟᆓ౩ПବȄ

ҏണϛޟත៩ᆹฐܻಢᙑԃդᠦտ與ᆓ౩ڏ水ࣺᜰޟፐᔞȄӰԪȂԪണҢپ၄шGRI 103 ՄڥߨфGRI 
103 ϞϱৠȄ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ҏྥࠌѓࢂᆓ౩Пବත៩與੫ۡкᚠත៩ȄࠌྥٲԃήܚҰȈ

• ᆓ౩Пବත៩

• ත៩Ҭ 303-1 ӓٴ水ၥྛϞࣺϣኇ

• ත៩Ҭ 303-2 與௶水ࣺᜰፐᔞޟᆓ౩

• ੫ۡкᚠත៩

• ත៩Ҭ 303-3 ڥ水໔

• ත៩Ҭ 303-4 ௶水໔

• ත៩Ҭ 303-5 ૉ水໔

指引

ҏണϞත៩ौؑඪ҆ټौၥଉȂоᔓօᕣ၌ಢᙑԃ

դᆓ౩與水ࣺᜰޟፐᔞȄൢᏲಢᙑுൢ֙ӈդԤᜰڏ

水ၥྛᆓ౩ԙݎ與ᄂሬհޟ࣏ѴၥଉȄ

Ԥਝޟᆓ౩Пବᇳ݂࿋ӴޟҢ水ݷޑȂٮᇯџհ࣏

ӓٴၥྛϞ水ၥྛᆓ౩ޟ१ौܒȄಢᙑுആႆԤਝ

水ȃૉ水ȃ௶水ЅࣺᜰፐᔞȂԃȈ水ඉڥڏЍࢊ௩ޟ

ᕗ與ӔցҢȃ流แ१ཱི೩ॎȃоЅആႆ຺юڏᕊၼܚ

ӵ水ୢጒ൜ϱޟᡝଢ଼Ȅಢᙑுആႆԁޟ௶水

౩پ水፴Ȅ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水與放流水的管理方針。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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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ත៩Ҭ303-1ࡾޟЕ

ആႆڏቋᜦȂಢᙑுӣਢኇ水፴Ѕ水ޟџҢܒȄ

षൢᏲಢᙑϐᠦտڏቋᜦϛڎ與水ࣺᜰᡗፐᔞȂ

ѓࢂ與ಢᙑԤޢܖ୦ཾᜰ߽ޟᄂᡝȂฒ፣

ȞaȟඪټԤօܻಢᙑՌ݈٘ࠢܖޟ݈ࠢܖȃ 
Ȃࣱ݈ܖтಢᙑԝࠢڏȞbȟܖ ሯൢ֙Ԥᜰ

՝ညȞ։кᚠޟΟජक़ፐᔞีҡ࣏ၥଉȄޟፐᔞٲ

ȟࣨȂَත៩Ҭ103-1-bࡾޟЕȄ

ජक़ಢᙑԃդ與水ޟϣଢ଼ுѓࢂԤᜰڥ水Ȃૉ水與௶

水ޟ੫ۡ水ୢၥଉȂоЅޢᕊၼ與ቋᜦڏтӴ

ПҢ水ޟၥଉȞԃҢܻվࠓȃᓽԆȃᄬΣ ȃࠢᆍේၻ

հ้ސȟȄ

ӵҏྥޟࠌϱМϛȂ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џ

ѓࢂ水ၥྛ୦݈ࠢܖټޟᔖ୦ȃ՝ܻڎ水

ၥྛᔆΨӴୢټޟᔖ୦ȃЅ/ܖᄇ࿋Ӵ水ၥྛᕗც與ࣺ

ᜰ࿋Ӵڎୢޥᡗፐᔞټޟᔖ୦Ȅ

ԤᎌҢȂಢᙑுජक़ڏഃ流ܚഅԙޟᕗცፐᔞЅԃ

դ౩ഃ流ដᚠȄٽԃȈҥܻಢᙑࣀޟଢ଼Ȃഃ流џளپ

ଽᕊᎴ與Դ॒ȂՄᏲम࿋Ӵ水ᡝᓺᎴϽ與ڏт॒

७ޟፐᔞȄ

ත៩Ҭ303-1-bࡾޟЕ

࿋ຟեፐᔞਢȂಢᙑ൷水፴ڷџҢܒՃኌڏҐޟپፐ

ᔞᄂ឴१ौȂӰ࣏ٲӰશџོᓍਢՄᡐȄ

ᠦտፐᔞޟώڎ與Пݲџѓࢂҡ໊ڼຟեȃᕗცፐ

ᔞຟեȃ水ٗၬຟեȃცϷݙȃоЅցᜰ߽Ρྜ

Ȅԃݎၥଉ࣏եᆗܖᔣޟȂՄྛߨՌޢก໔Ȃಢ

ᙑு၌ភڏեᆗܖᔣޟПݲȄ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組織如何與水相互影響，包括如何及從何處取得、消耗和排放水，以及組織所造成、促成或透過

商業關係與組織活動、產品或服務產生直接關聯等，與水相關的衝擊（如逕流造成者）。

b.  描述鑑別與水相關衝擊之方法，包括評估的範圍、時間區間、及任何工具或方法學。

c.  描述如何解決與水相關的衝擊，包括組織如何與利害關係人合作、將水作為共享資源進行管理、以

及如何與具水相關顯著衝擊的供應商或客戶合作。

d.  解釋制定任何與水相關目標與標的之過程，其目標與標的係為組織管理方針之部份，並如何與公共

政策以及每個具水資源壓力地區當地狀況相關聯。

報導建議

1.2 ൢᏲಢᙑۣൢ֙оήѴޟၥଉȈ

 1.2.1  ಢᙑᐌএቋᜦϛҢ水ޟᆣ។ȇ

 1.2.2   ಢᙑഅԙ與水ࣺᜰᡗፐᔞϞ੫ۡ水ୢӖߒȄ

ත៩Ҭ

303-1

揭露項目 303-1
ӓٴ水ၥྛϞࣺϣ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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ත៩Ҭ303-1-cࡾޟЕ

ಢᙑ水ຜ࣏ӓٴၥྛ໌ᆓ౩ٮ與ցᜰ߽Ρӫ

հȂиՃ໔水ୢڏтҢ水ИϞሯؑՍ࣏१ौȄಢᙑ

Ȉࢂցᜰ߽Ρџѓޟ

ᔖ୦ȇټޟ與水ࣺᜰᡗፐᔞڎ •

ȇޱҢٺޟࠢ與݈ڏ  •

•  ࿋Ӵୢޥ與ଢ଼ღᡝȇ

•  ষώ與ڏтώհޱȇ

Ң水Иȇޟཾܖтཾڏ  •

ಢᙑȇོޥȃᅿᆓᐠᜰȃ與ҕۺࢇ  •

•  Ӓ౨ដȃӣཾϴ ȃོ與ӫհჱբȄ

ಢᙑுජक़ڏԃդ與ցᜰ߽Ρޟଆ፣ȃྜ ޟᓜ

ȃоЅڏӵٲଆ፣ϛُޟՓȄ與ցᜰ߽Ρӫհ

ᡝҬȃቨёஅᙃޟԃȈॏۡҢ水ٽȂࢂџѓݎ๖ޟ

೩ޟࢊၥȃࡇ๊ࢇᏲȃΨ࡚ည與ඪଽᇯޣȄ

࿋ൢᏲ與ټᔖ୦ྜޟਢȂ၎ಢᙑுජक़Ȉ

•  ಢᙑԃդ與ټᔖ୦ӫհȂᔓօڏ水ၥྛᆓ౩

հ࣏ȇ

ኵ໔ȇޟᔖ୦ྜټ •

•  ྜ ޟ๖ݎȇ

•  ငྜႆټޟᔖ୦ܚլ௴ᗊߜޟШٽȇ

ټᔖ୦ඪټޟԤ與水ࣺᜰᡗፐᔞڎդϚौ࣏ؑ  •

ၥଉȇ

• 與ټᔖ୦ӫհЍ水ࣺᜰፐᔞޟҐپॎห與ҬȄ

ᖞٽՄ Ȃِആႆيࠢ೩ॎȃඪټԤᜰ݈ࠢڷ

॒ٺޟҢၥଉ與࡚ដȃоЅ與ҢИۡᒚ୦้Ȃ

џ၌ؚܚڏഅԙࣺޟᜰ水ၥྛፐᔞȄ

ත៩Ҭ303-1-dࡾޟЕ

ᄇᆓ౩與水ࣺᜰፐᔞڎཎဎޟҬȈ

• ᇳ݂࿋Ӵڥ水與௶水ݷޑޟȇ

•  ਲ਼ᐃऋᏰޟҗ៉ߞᘤོޥڷधශȂᕣ၌੫ۡ水

ȇݷޑޟୢ

•  與ϴഋޟߞֆΨ߳ࡻΙमȂٽԃȈᖒӫҗ៉ี

Ҭϛ與水ၥྛࣺᜰޟҬȞ੫տҬ ȟ˱ȃܖ

ড়ڷӴПۺࢇᐠᜰޟۡڙܚҬȇ

•  ᕕுҕོޥಢᙑȃӣཾϴ ȃོЅଢ଼ღᡝ้ڏт

ցᜰ߽ΡޟЛࡻȄ

َՃМᝦണϛМᝦ24ڷȄ

ಢᙑுٺҢGRI 103Ȉᆓ౩Пବ ϛϞన1.5ൢ֙ڏҬ

與ޟϞ໌Ȅ

న1.2.1ࡾޟЕ

ಢᙑџҢყܖߒਪ७לԒ֕౪ڏᐌএቋᜦϛҢ水ᆣ

។ޟಠϷȂٽԃȈૉ水ᡗޟቋᜦഋϷڷ與Ϟࣺᜰ

୦ޟ ȃࠢܖ୦ࠢ௴ᗊྛՌܻڎ水ၥྛᔆΨ水ୢޟԻ

ϷШȄჂᓾಢᙑొᇐΰ෬ڷή෬Ң水ޟၥଉȞѓࢂҕ

ҡੑາࠢޟҢ水ȂԃغȃࢿᏁᆠڷ఼ዓҢࠢȟȄ

న1.2.2ࡾޟЕ

水ޟӵܚΟᠦտಢᙑഅԙ與水ࣺᜰፐᔞ࣏ Ȃୢџٺ

ҢӒ౨水ୢኵᐃȄѓࢂCEO水ၥྛڼٺȶж

(WWF)ོߜжࣨՌณஅڷύ流ϣଢ଼ኵᐃ৲ȷ1ݬࣨ
ȶHydroSHEDSȷ2Ȅ

接續揭露項目 303-1

1 CEO Water Mandate, Interactive Database of the World’s River Basins, riverbasins.wateractionhub.org/,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2 WWF, HydroSHEDS, http://www.hydrosheds.org/,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riverbasins.wateractionhub.org/
http://riverbasins.wateractionhub.org/
http://www.hydrosheds.org/
http://riverbasins.wateractionhub.org/
http://www.hydroshe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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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ත៩Ҭ303-2ࡾޟЕ

ശճྥ٩࣏ࡾХ຺юೣݲौ ȂؑҢоᆓ放流水水

፴ޟ Ȅྥ

水፴ࡾ水ސޟ౩ȃϽᏰȃҡڷސ้ࣺڨᜰ੫ȄѺ

Ρ࣏հڏࢂȂѓࡾܒӫۣޟђܖޟᒋ໔੫ۡҬ

فҢȄ水፴ྥԤօܻᆰ៖水፴Ȃо߳៖ҡᄘٺޟ᠌

ಛȃഏҡҡސȃЅΡޟஶ與ᆋցȂٮџਲ਼ᐃ水឴ޟ

ሖᢃȟؚܖȞԃྣ࡙ܒ ۡ水፴ Ȅྥ

੫ۡޟ水፴ྥ與ኵϞᒵᐅџӰಢᙑޟ ȃ݈ࠢ

ڷ೩ࢊ՝ညՄȂџؚܻڥড়Ѕ/ܖӴୢೣݲ

оЅԝ水ᡝޟ྅ݷȄ

揭露項目 303-2
與௶水ࣺᜰፐᔞޟᆓ౩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任何設定放流水水質最低標準的描述，以及如何決定這些最低標準，包括：

  i.  未設有排放限值之營運所在地，如何決定其設施的排放標準；

  ii.  任何內部制定之水質標準或指引；

  iii.  任何考量之行業特定準則；

  iv.  是否考量接收水體的概況。

ත៩Ҭ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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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主題揭露

揭露項目 303-3
 水໔ڥ

報導要求

報導建議

2.2  ൢ Ᏺಢᙑۣൢ֙оήѴޟၥଉȈ

 2.2.1   ؐ এ՝ܻڎ水ၥྛᔆΨӴୢޟ೩ࢊȂоԻϴЀ(megaliters)࣏՝Ȃٷත៩Ҭ303-3ܚӖϞپ

ྛտಠϷᖂڥ水໔Ȉ

 2.2.2  оԻϴЀ(megaliters)࣏՝Ȃ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ڎ水ၥྛᔆΨӴୢϞᖂڥ水

໔Ȅ

2.1 彙編揭露項目303-3所訂資訊時，報導組織應使用公開可取得且可信任之工具和方法學評估一個地區

的水資源壓力。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報告所有地區的總取水量，並按以下來源細分總量（倘有適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產出水；

  v.  第三方的水.

b.  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報告所有具水資源壓力地區的總取水量，並按以下來源細分總量（倘

有適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產出水；

  v.  第三方的水，並依照i.至iv.所列來源細分總取水量。

c.  根據以下類別，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依揭露項目303-3-a與303-3-b所列之來源細分總取

水量：

  i.  淡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ii.  其他的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d.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ත៩Ҭ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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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303-3

指引

धශ

ྛՌڎ水ၥྛᔆΨӴୢڥޟ水໔Ȃџࡾюಢᙑӵఃཐ

ӴୢܚഅԙޟፐᔞȄ

భᕣ၌ӻԤᜰџڎԤᡗ與水ࣺᜰፐᔞȃоЅശ

ሯ௴ڥ௩ࢊ၌ؚٲ୰ᚠޟӴୢȂൢᏲಢᙑζџо

൷ؐএ՝ܻڎ水ၥྛᔆΨӴୢޟ೩ࢊȂൢ ֙ත៩Ҭ

303-3ϛܚौؑޟၥଉȄџᡱցᜰ߽Ρᄇܻಢᙑޟ

水ၥྛᆓ౩ԙݎ與ᄂሬհ߬ڎ࣏ЖȄ

ත៩Ҭ303-3ࡾޟЕ

Ԥᜰԃդ֕౪ත៩Ҭ303-3ܚौؑၥଉޟጒٽȂَ

1Ȅߒ

Ӵߒ水ѓࢂԝܖᕕுߦޟ水ȄέПޟ水ѓࢂҥ࠲

ѿټ水فಛڏܖтಢᙑඪޟټ水Ȅ

ත៩Ҭ303-3-bࡾޟЕ

水ၥྛᔆΨڎࡾരܖીмᅖٗΡ與ҡᄘᄇܻ水ሯؑ

ϞΨȄ水ၥྛᔆΨџࡾ水ޟџٺҢܒȃ水፴ȃڥܾܖ

ҢܒȄ

Ңܻຟե水ၥྛᔆΨϴџڥுиџ߬ӈϞώڎѓࢂ

жࣨၥྛंޟܚـȶ෮ዀ水ॳᓎӴყȷڷжࣨՌณ

அོߜ(WWF)ޟȶ水ॳᓎႆᘮᏢȷȄ

ਲ਼ᐃٲώڎȂΙএӴୢޟ水ၥྛᔆΨџٺҢήӖޟ

ᘤຟեȈߞڷࡾ

•  ԑ࡙ᖂڥ水໔與ԑ࡙џҢӔҡ水ᖂټᔖ໔Ȟ։水

ၥྛᔆΨޟஅྥጣȟϞШ࣏ଽȞ40-80ʦȟྃܖଽ

Ȟ> 80ʦȟ3ȇ

•  ૉ水໔ᄇџҢ໔Ȟ։水ၥྛੑૉȟޟШ࣏ϛ Ȟ࡙

ୁԑ࡙࢝ᆑլՍЍ10ʦޟਢȂؐ Тੑૉ>75
ʦȟȃଽȞ۟࢝ܒᆑȂҁ֯ΙԑϛԤΙএТੑૉ

>75ʦȟȃߨܖலଽȞ࢝ܒ៉ࡻᆑȂҁ֯ੑૉ> 
75ʦȟ4Ȅ

ಢᙑџоٺҢࡾٲȂ։ٺѺঈѫՃ໔水ၥྛᔆΨ

ڥܾܖПବՃ໔水፴ܒᐃѓৠٷኵ໔ȂՄҐޟဎۡܚ

ҢܒȄ

ಢᙑுٺҢՌϏޟຟե၄шٲώޟڎ๖ݎȂоඪټ

ᆠಠޟ࿋ӴቹኵᐃȄΙএӴୢޟ水ၥྛᔆΨശω

џҥ水ୢޟቹپᒋ໔Ȅ

ත៩Ҭ303-3-b-vࡾޟЕ

ԃݎ水ҥέПಢᙑټᔖȂࠌಢᙑᔖөέПټ水୦

ષڥԤᜰڥڏ水ޟྛپၥଉȂྛپٲӖܻත៩Ҭ

303-3-b-iՍ303-3-b-ivϛȄಢᙑџൢ֙ԤᜰέПޟ水

ӈդѴޟၥଉȂٽԃȈέПټ水୦࣏դȃЅټڏᔖ

水໔Ȅޟ

ත៩Ҭ303-3-cࡾޟЕ

ಢᙑᔖࡸష水ڏڷтޟ水Ϟտඪټත៩Ҭ303-
3-a3-303ڷ-bȞӴߒ水ȃӴή水ȃ水ȃю水ȃέП

ڥܚ水ಠȄಢᙑѫᄇڥޟྛپӖؐএܚ水ȟϛޟ

水໌ྛپޟಠϷȄषܚԤڥޟ水໔༉پՌΙտ

Ȟ։ష水ڏܖтޟ水ȟȂࠌಢᙑџൢ഻֙ڏᎷտޟҢ

໔࣏ႭȄٽԃȈԃܚݎԤڥҢޟ水឴ܻڏтޟ水Ϟ

տȂࠌಢᙑџоൢ֙ష水ޟҢ໔࣏ႭȄ

ӈդ水ޟᡝᐨ࡙ଽܻ1,000 mg / Lھ水ҥᖂྙ၌ޟтڏ

水ȄޟԤϚ឴ܻష水տܚ࣏水ޟтڏಢԙȄӰԪȂܚ

ಢᙑՍЍᔖൢ֙ත៩Ҭ303-3-a3-303ڷ-bϛܚӖؐ

এڏޟྛپтڥ水໔ϞኵȄଶΟٺҢත៩Ҭ303-
3-d၌ភۡဎ水፴ޟПݲϞѴȂಢᙑᗙџਲ਼ᐃڏ水ၥྛ

ᆓ౩ൢڷᏲᄂȂൢ ӈդ໌Ι؏ಠϷȄޟ水ڥтڏ֙

ಢᙑџоൢ֙Ԥᜰԃդጂۡ水፴ޟѴၥଉȂѓࢂՃ

໔Ң水Иᄇ水ޟዖӵቋȃоЅٺܚҢޟӈդ๘ᄇސ

౩Ѕ/ܖϽᏰ Ȅྥ

3 Indicator used in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queduct Water Risk Atlas, 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4 Indicator used in WWF, Water Risk Filter, waterriskfilter.panda.org,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http://waterriskfilter.panda.org/PreAssessment.aspx
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http://waterriskfilter.pan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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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303-3

న2.2.1ࡾޟЕ

ȈȞaȟጂۡݲҢоήПٺၥଉȂಢᙑџоٲΟཊጡ࣏

ٲ೩ࢊ՝ܻڎ水ၥྛᔆΨޟӴ ȂୢȞbȟᄇܻؐএ೩

Ȃൢࢊ ֙Ӵߒ水ȃӴή水ȃ水ȃю水ڷέПޟ水Ȅ

Ԥᜰԃդ֕౪ԪၥଉޟጒٽȂَ2ߒȄ

న2.2.2ࡾޟЕ

ȈȞaȟጂۡݲҢоήПٺၥଉȂಢᙑџоٲΟཊጡ࣏

ټٲᔖ୦՝ܻڎ水ၥྛᔆΨޟӴ ȂୢȞbȟጂۡٲ

क़Ϟؐএࠉᔖ୦അԙ與水ࣺᜰᡗፐᔞȂȞcȟёᖂټ

水໔ȂȞdȟൢڥᖂޟᔖ୦ټ ֙ᖂ໔ȄԤᜰԃդ֕౪Ԫၥ

ଉޟጒٽȂَ3ߒ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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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3-4
௶水໔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報告所有地區的總排水量，並按以下終點類別細分總量（倘有適用）：

  i. 地表水；

  ii.  地下水；

  iii.  海水；

  iv.  第三方的水，及供其他組織使用的總量（倘有適用）。

b.  根據以下類別，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細分所有地區之總排水量：

  i.  淡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ii.  其他的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c.  根據以下類別，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細分所有具水資源壓力地區之總排水量：

  i.  淡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ii.  其他的水 (>1,000 mg/L總溶解固體)。

d.  優先關注物質的排放處理，包括：

  i.  如何定義優先關注物質，及任何使用的國際標準、官方列表、或規範。

  ii.  針對優先關注物質訂定排放限值的方法；

  iii.  未符合排放限值的事件數量。

e.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2.3  彙編揭露項目303-4所訂資訊時，報導組織應使用公開可取得且可信任之工具和方法學評估一個地區 
        的水資源壓力。

報導建議

2.4  ൢ Ᏺಢᙑۣൢ֙оήѴޟၥଉȈ

 2.4.1  ຺ ю௶放३ีޟҡԩኵȇ

 2.4.2  оԻϴЀ(megaliters)࣏՝Ȃٷ౩แ࡙ಠϷܚԤӴୢϞᖂ௶水໔ȂЅԃդؚۡ౩แ ȇ࡙

 2.4.3  ᄇ௶水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ϐ೩Ԥ放流水水፴ശճྥϞԻϷШȄ

ත៩Ҭ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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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धශ 

໔Ͻ௶水໔џоᔓօಢᙑᕣ၌ڏᄇԝ水ᡝ॒ޟ७ፐ

ᔞȄ

௶水໔與॒७ፐᔞϞߨٮጣܒᜰ Ȅ߽ᖂ௶水໔ޟቨ

ёϚΙࣺۡ࿋ܻσ॒ޟ७ፐᔞȂӰ࣏ٲፐᔞؚڥ

ܻ௶放水፴ڷԝ水ᡝޟఃཐܒȄಢᙑ௶水໔σȂծ

౩แ࡙ଽиᝒڎਿޟ水፴ Ȃྥџᄇԝ水ᡝҡ

ғ७ޟፐᔞȄ

భᕣ၌ӻԤᜰџڎԤᡗ與水ࣺᜰፐᔞȃоЅശ

ሯ௴ڥ௩ࢊ၌ؚٲ୰ᚠޟӴ Ȃୢൢ Ᏺಢᙑζџоବ

ᄇؐএ՝ܻڎ水ၥྛᔆΨӴୢޟ೩ࢊȂൢ ֙ත៩Ҭ

303-4ϛܚौؑޟၥଉȄ

ත៩Ҭ303-4ࡾޟЕ

Ԥᜰԃդ֕౪ත៩Ҭ303-4ܚौؑၥଉޟጒٽȂَ

1Ȅߒ

ԃդຟեڎ水ၥྛᔆΨޟӴ Ȃୢَත៩Ҭ303-3-b
ЕȄࡾޟ

ත៩Ҭ303-4-a-ivࡾޟЕ

࿋ಢᙑ༈ଚ水與放流水ڏټтಢᙑٺҢȂ։࣏Ιᆍ

έПޟ水௶放ϞጒٽȄӵᆍݷήȂಢᙑᔖϷտൢ

֙Ԫ௶水໔Ȅ

ත៩Ҭ303-4-b與303-4-cࡾޟЕ

ಢᙑᔖࡸష水ڏڷтޟ水Ϟտඪټ௶水ՍܚԤӴ

ȃୢоЅܚԤڎ水ၥྛᔆΨӴୢϞ௶水ಠȄڏтޟ

水ҥᖂྙ၌ھᡝᐨ࡙ଽ 1ܻ,000 mg / Lޟӈդ水ܚಢԙȄ

ӰԪȂڏтޟ水ܚ࣏ԤϚ឴ܻష水տޟ水Ȅ

ಢᙑՍЍᔖൢ֙ڏт௶水໔ޟኵȄଶΟٺҢත៩

Ҭ303-4-e၌ភۡဎ水፴ޟПݲϞѴȂಢᙑᗙџਲ਼ᐃڏ

水ၥྛᆓ౩ൢڷᏲᄂȂൢ ؏ӈդ໌Ιޟт௶水ڏ֙

ಠϷȄಢᙑџоൢ֙Ԥᜰԃդጂۡ水፴ޟѴၥଉȂ

ѓࢂՃ໔Ң水Иᄇ水ޟዖӵቋȃоЅٺܚҢޟӈդ

๘ᄇސ౩Ѕ/ܖϽᏰ Ȅྥ

ත៩Ҭ303-4-dࡾޟЕ

ӵҏྥޟࠌϱМϛȂᜰސݧ፴ޟࡾᄇ水ᡝȃҡᄘف

ಛȃܖΡஶഅԙϚџඈܒ༌ސޟ፴Ȅ

ᜰސݧ፴ޟ௶放३џਲ਼ᐃೣݲЅ/ܖಢᙑޟؚۡܚ

Ռۡڙড়ȂಢᙑџޟೣݲԤ௶放३ؠтӰશȄӵڏ

放३Ȅ௶ޟ٘

ȶ௶放೨џȷࡾ௲Ϡಢᙑޟ೨џȂϰ೨ڏ௶放Ιۡ

ኵ໔ސޟ፴ȄಢᙑுٺҢත៩Ҭ303-4-dൢ֙ӈդ

Ґင௲᠌ȃ຺юٲ३ޟ௶放Ȅಢᙑᗙџජक़ӈդ

ЍҐپҐင௲᠌௶放ޟॎหȄ

న2.4.2ࡾޟЕ

ڏᄆಢᙑғӵֆΨࢾ౩แ࡙ൢ֙௶水໔џྱࡸ

௶水水፴Ȅ࿋ൢᏲԃդؚۡ౩แ࡙ਢȂಢᙑۣѓࢂ

೩ۡΙۡ౩แ࡙ޟনӰȄ

ฒ፣ҥಢᙑӵ౪ൟܖଚڗέПಢᙑ໌౩Ȃ

ுൢᏲӈդ水ܖ放流水ӵ௶放ᘈޟ౩แ Ȅ࡙

水ޟ౩ਖ਼Ѕސڗ౩ܒȃϽᏰܖܒҡႆܒސแȂആႆ

ଶў水ڷ放流水ϛھޟᡝȃԴސȃڷԤᐠސ፴پ

水፴Ȅ౩ޟശճ३џӵড়ȃԎ឴ܖӴПҳ

ٮᐌᡝ௶水ፐᔞڏȇณՄȂಢᙑۣՃ໔ۡೣܚϛԤݲ

ӵ೩ۡ౩แ࡙ਢՃ໔ڏтҢ水Иޟሯ Ȅؑ

接續揭露項目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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ಢᙑுҥоή౩แ࡙ಠϷڏ௶水໔Ȉ

ᡝھޟᅔਗ਼ӵ水७ΰܖ౩Ȃԟӵଶўؖᐦߑ  •

፴ȇސ

•  Π౩Ȃԟӵଶўܻ水ϛȃྙܖ၌ȃܖਗ਼

ܻ水ϛޟԙϷ與ސ፴ȇ

•  έ౩Ȃԟӵ水ӵ௶放ࠉЀڗଽޟ水፴

แ Ȃ࡙ѓࢂଶўԃ१ߜ ȃ឴෨ڷᕥႆޟแȄ

ಢᙑџڥҢڷ௶放Ϛሯ౩ޟᓺ፴水ȄषԃԪȂಢᙑ

џоӵൢ֙ਪϛᇳ Ȅ݂

న2.4.3ࡾޟЕ

ശճྥ٩࣏ࡾХ຺юೣݲौ ȂؑҢоᆓ放流水水

፴ޟ ȄྥԤᜰ水፴ྥޟӻၥଉȂَᆓ౩Пବත

៩ണϛޟත៩Ҭ303-2Ȅ

௶ȈȞaȟҥݲҢоήПٺၥଉȂಢᙑџоٲΟཊጡ࣏

水໔ؚۡ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ኵ໔ȂȞbȟጂ

ۡӻЍټᔖ୦ڏ࣏放流水水፴೩ۡശճྥȂȞcȟٺ

ҢήӖϴԒॎᆗԻϷШȈ

ᄇ௶水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

ϐ೩Ԥ放流水水፴ശճྥϞԻϷШ

=

放流水水፴೩Ԥശճྥڏ࣏

ᔖ୦ኵ໔ټޟ

ᄇ௶水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ኵ໔
x 100

Ԥᜰԃդ֕౪ԪၥଉޟጒٽȂَ3ߒȄ

接續揭露項目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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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3-5
ૉ水໔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所有地區之總耗水量。

b. 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所有具水資源壓力地區之總耗水量。

c.  若已鑑別儲水量具與水相關顯著衝擊，以百萬公升(megaliters)為單位，儲水量之變化。

d.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包括資訊是否經計

算、估算、模擬、或源自直接測量，以及採用的方法學（如任何使用的行業特定因素）。.

報導建議

2.5 ൢᏲಢᙑۣൢ֙оήѴޟၥଉȈ

 2.5.1   ؐ এ՝ܻڎ水ၥྛᔆΨӴୢޟ೩ࢊȂоԻϴЀ(megaliters)࣏՝Ϟᖂૉ水໔ȇ

 2.5.2   оԻϴЀ(megaliters)࣏՝Ȃൢ 水ၥྛᔆΨӴୢϞᖂڎᔖ୦՝ܻټޟ與水ࣺᜰᡗፐᔞڎ֙

ૉ水໔Ȅ

ත៩Ҭ

303-5

指引

धශ

ૉ水໔ᒋ໔ΙএಢᙑӵൢᏲϱȂϚӔټҡᄘفಛ

水ȄൢᏲૉ水໔џᔓօಢᙑᕣ၌ӰޟҢٺୢޥ࿋Ӵܖ

ᖂᡝೣȄޟഅԙፐᔞܒ水ᄇή෬水ၥྛџҢڥ

ත៩Ҭ303-5ࡾޟЕ

ԃդ֕౪ත៩Ҭ303-5ܚौؑޟၥଉȂَ1ߒȄ

ԃդຟեڎ水ၥྛᔆΨޟӴ Ȃୢَත៩Ҭ303-3-b
ЕȄࡾޟ

ԃൢݎᏲಢᙑฒޢݲก໔ૉ水໔ȂџٺҢоήϴԒ

ॎᆗȈ

ૉ水໔

=
ᖂڥ水໔

-
ᖂ௶水໔

ත៩Ҭ303-5-cࡾޟЕ

ԃݎᓽԆޟ水ϐጂۡڎ࣏與水ࣺᜰᡗፐᔞȂࠌಢᙑ

ᔖൢ֙ᓽ水໔ޟᡐϽȄಢᙑџٺҢоήϴԒॎᆗᓽ水

໔ޟᡐϽȈ

ᓽ水໔ϞᡐϽ

=

ൢᏲ๖ਢޟᖂᓽ水໔
-

ൢᏲۖਢޟᖂᓽ水໔ 

న2.5.1ࡾޟЕ

ȈȞaȟጂۡݲҢоήПٺၥଉȂಢᙑџоٲΟཊጡ࣏

ٲ೩ࢊ՝ܻڎ水ၥྛᔆΨޟӴ ȂୢȞbȟᄇܻࠉक़Ϟ

ؐএ೩ࢊȂൢ ֙ᖂૉ水໔ȄԤᜰԃդ֕౪Ԫၥଉޟጒ

2ȄߒȂَٽ

న2.5.2ࡾޟЕ

ȈȞaȟጂۡݲҢоήПٺၥଉȂಢᙑџоٲΟཊጡ࣏

ټٲᔖ୦՝ܻڎ水ၥྛᔆΨޟӴ ȂୢȞbȟጂۡٲ

क़Ϟؐএࠉᔖ୦അԙ與水ࣺᜰᡗፐᔞȂȞcȟёᖂټ

ᖂૉ水໔ȂȞdȟൢޟᔖ୦ټ ֙ᖂ໔ȄԤᜰԃդ֕౪Ԫၥ

ଉޟጒٽȂَ3ߒȄ



16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表1、呈現揭露項目303-3、303-4與303-5資訊的參考範例
ਿϱৠȂԃȈൢߒওלᄂሬڏȄൢᏲಢᙑџоਲ਼ᐃٽԃդ֕౪ත៩Ҭ303-3ȃ303-4與303-5ၥଉϞጒټ1ඪߒ ᏲѴޟၥଉȄ.

取水量 (303-3)
所有地區 具水資源壓

力的地區

依來源劃分取水量 Ӵߒ水 (ᖂ໔) ML (303-3-a-i) ML (303-3-b-i)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3-c-i) ML (303-3-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3-c-ii) ML (303-3-c-ii)

Ӵή水 (ᖂ໔) ML (303-3-a-ii) ML (303-3-b-ii)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3-c-i) ML (303-3-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3-c-ii) ML (303-3-c-ii)

水 (ᖂ໔) ML (303-3-a-iii) ML (303-3-b-iii)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3-c-i) ML (303-3-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3-c-ii) ML (303-3-c-ii)

ю水 (ᖂ໔) ML (303-3-a-iv) ML (303-3-b-iv)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3-c-i) ML (303-3-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3-c-ii) ML (303-3-c-ii)

έПޟ水 (ᖂ໔) ML (303-3-a-v) ML (303-3-b-v)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3-c-i) ML (303-3-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3-c-ii) ML (303-3-c-ii)

 ྛپ水ڥٷ
გϷέП 
水໔ڥᖂޟ

Ӵߒ水 ML (303-3-b-v)

Ӵή水 ML (303-3-b-v)

水 ML (303-3-b-v)

ю水 ML (303-3-b-v)

總取水量 Ӵߒ水(ᖂ໔)+Ӵή水(ᖂ໔)+水(ᖂ໔)+ю水(ᖂ໔)+
έПޟ水(ᖂ໔)

ML (303-3-a) ML (303-3-b)

排水量 (303-4)
所有地區 具水資源壓

力的地區

依終點劃分排水量 Ӵߒ水 ML (303-4-a-i)

Ӵή水 ML (303-4-a-ii)

水 ML (303-4-a-iii)

έПޟ水(ᖂ໔) ML (303-4-a-iv)

水ޟέПޟҢٺтಢᙑڏټ ML (303-4-a-iv)

總排水量 Ӵߒ水+Ӵή水+水+έПޟ水(ᖂ໔) ML (303-4-a) ML (303-4-c)

依淡水和其他的水

劃分之排水量

ష水 (≤1,000 mg/Lᖂྙ၌ھᡝ) ML (303-4-b-i) ML (303-4-c-i)

(ᡝھ1,000 mg/Lᖂྙ၌<) 水ޟтڏ ML (303-4-b-ii) ML (303-4-c-ii)

依處理程度劃分排

水量
ݧཎȈԪ࡚࣏ដՄߨ

ौؑ

Ґ౩ ML (న 2.4.2) 

౩แ࡙ [ඪټ౩แ࡙ޟᚠ] ML (న 2.4.2) 

౩แ࡙ [ඪټ౩แ࡙ޟᚠ] ML (న 2.4.2) 

౩แ࡙ [ඪټ౩แ࡙ޟᚠ] ML (న 2.4.2) 

耗水量(303-5)
所有地區 具水資源壓

力的地區

耗水量 ᖂૉ水໔ ML (303-5-a) ML (303-5-b)

ᓽ水໔ϞᡐϽ (ԃݎᓽ水໔ϐೝᠦտڎ࣏與水ࣺᜰᡗ

ፐᔞ)
ML (303-5-c)



17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表2、呈現設施層級資訊的參考範例
ȄൢᏲಢᙑٽॏۡൢᏲ࡚ដၥଉϞጒܚ水ၥྛᔆΨӴୢԃդ֕౪ත៩Ҭ303-3(న2.2.1)與303-5(న2.5.1)ϛڎ՝ܻࢊ೩ټ2ඪߒ
џоਲ਼ᐃڏᄂሬלওߒਿϱৠȂԃȈൢ Ᏺ௶水໔ޟၥଉȄ

位於具水資源壓力地區的設施 設施A 設施B 設施C

取水量

(న2.2.1)
Ӵߒ水 ML ML ML

Ӵή水 ML ML ML

水 ML ML ML

ю水 ML ML ML

έПޟ水 ML ML ML

耗水量

(న2.5.1)
ᖂૉ水໔ ML ML ML

表3、呈現供應鏈資訊的參考範例
ȄൢᏲಢٽॏۡൢᏲ࡚ដၥଉϞጒܚᔖ୦ԃդ֕౪ත៩Ҭ303-3(న2.2.2)ȃ303-4(న2.4.3)與303-5(న2.5.2)ϛټಢᙑټ3ඪߒ
ᙑџоਲ਼ᐃڏᄂሬלওߒਿϱৠȂԃȈൢ Ᏺټᔖ୦ܚޟӵӴȄ.

取水量

(న2.2.2)
оԻϴЀ(megaliters)࣏՝Ȃൢ 水ၥڎᔖ୦՝ܻټޟ與水ࣺᜰᡗፐᔞڎ֙

ྛᔆΨӴୢϞᖂڥ水໔
ML

排水量

(న2.4.3)
ᄇ௶水ڎ與水ࣺᜰᡗፐᔞټޟᔖ୦ϐ೩Ԥ放流水水፴ശճྥϞԻϷШ %

耗水量

(న2.5.2)
оԻϴЀ(megaliters)࣏՝Ȃൢ 水ၥڎᔖ୦՝ܻټޟ與水ࣺᜰᡗፐᔞڎ֙

ྛᔆΨӴୢϞᖂૉ水໔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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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集水區

ܖοȃοݬӵܖՍσހڷύȃ֤水ቹݬ流ႆྩ流ȃוٷചӴୢȂޟӴή水ڷഃ流ߒԤӴܚ

έُޟࢸѪΙএюο

註1:  水ୢѓࣺࢂᜰޟӴή水ୢȂџѓࢂഋϷ水ᡝȞԃݬܖހ流ȟȄӵӒ౨ϚӣޟӴୢȂ

水ୢζೝᆎ࣏ȶϷ水ᔐȷܖȶ流ȷȞܖυ流ȟȄ

註2:  ԪۡဎྛՌ水ၥྛᆓ౩ᖒ࿗(AWS)ȂAWSሬ水ၥྛᆓ౩ྥȂގҏ1.0 (2014)Ȅ

放流水

௶放င౩ܖҐင౩ޟኀ水

註:   ԪۡဎྛՌ水ၥྛᆓ౩ᖒ࿗(AWS)ȂAWSሬ水ၥྛᆓ౩ྥȂގҏ1.0 (2014)Ȅ

淡水

水ޟᖂྙ၌ھᡝ(TDS)֤໔้ܻܖωܻ1,000 mg/L

註:  ԪۡဎྛپՌISO 14046: 2014ȃछӴ፴፡ࢥ(USGS)2018ԑ6Т1РϴҀwater.usgs.gov/edu/
dictionary.htmlȂ水ऋᏰᇭߒȃоЅжࣨፏҡಢᙑ(WTO)ȂҢ水፴(2017) ࠒࡾȄ

地下水

߳ԆӵӴۻήȂٮџоӴቹϛڥӱޟ水

註: ԪۡဎྛپՌISO 14046: 2014Ȅ

衝擊

ӵGRIྥࠌϛȂଶߨԤ੫տຝ݂Ȃ֏ࠌȶፐᔞȷϞۡဎ࣏ಢᙑӵငᔼȃᕗცȂЅ/ޟོޥܖኇȂ

Մࡾюಢᙑᄇҗ៉ีޟଓᝦȞғ७॒ܖ७ȟȄ

註1:  ӵGRIྥࠌϛȂȶፐᔞȷΙຠџࡾғ७ޟȃ॒७ޟȃᄂሬޟȃዖӵޟȃޢޟȃޟȃ

ȃߝȃᇋཎȃߨᇋཎޟፐᔞȄ

註2:  ᄇငᔼȃᕗცȂЅ/ޟོޥܖፐᔞζོኇಢᙑҏ٘ȄᖞپٽᇳȂӵငᔼȃᕗცȃЅ/ޟོޥܖ

ፐᔞོᄇಢᙑ୦ཾԒȃ୦ៗȃܖҬႀԙԤܚኇȄ

ҏຠཊߒѓ֤ٺҢҏྥࠌਢܚᎌҢϞҢຠۡޟဎȄۡٲဎџѓ֤ӵׇ៉ࡣᐌގGRIྥࠌຠཊۡܚ ߒဎޟ

ҢຠȄ

౩၌ڷϛԤҐۡဎϞҢຠȂᎌҢலҢߒຠཊࠌGRIྥގᐌׇܖߒҏຠཊݎጣȄԃۻҢຠࣱϐგޟԤۡဎܚ

ϞۡဎȄ

https://water.usgs.gov/edu/dictionary.html
https://water.usgs.gov/edu/dictionary.html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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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ন՞ҕΙૡۡဎԃήȈ

• ӵᐿҳড়ϛޟഋဣΡҕȂོޥڏȃМϽڷငᔼݷ與ϱོޥϛڏтୢԤ݂ᡗୢտȂи٘ڏ

ϷׇӒܖഋϷڧтঈޟಬ߹ȃ༈ಛȃ੫ೣೣݲܖࡡݲጒϞఊတȇᐿҳড়ϱޟഋဣҕఊȂޥڏ

ོȃМϽڷငᔼనӇڏ與ҕఊޥတڏޟтഋϷୢϷپȂ٘ڏϷӴ՝ׇӒܖഋϷڏڧՌ٘ॳ߹

ጒȇೣܚۡೣܖࡡݲ੫տܖ༈ಛܖ

•  ӵ݈܂ȃҕܖᐙҳҬࠉࣨਢȂϐۨ՞ܻᐿҳড়឴ܚڏܖӴ౩ୢΡҕϞࡣфȂϚ፣ݲڏ

ন՞ҕȄ࣏Ȃ։ຜϞޱ࡙ڙݽࢇڷȃငᔼȃМϽོޥӒഋܖդȂϫ߳ഋϷ࣏Ӵ՝ࡡ

註: ԪۡဎྛپՌሬ഼ώಢᙑ (ILO) 169ဴϴघȮন՞ҕڷഋဣΡҕϴघȯ(1989)Ȅ

基礎設施

ᑹ࡚ޟ೩ࢊкौ࣏ඪټϴӓ݈ܖϴಀցઉȂՄߨюܻ୦ཾҬޟȂиಢᙑٮϚོᙤԪ൶ؑޢޟင

ᔼցઉ

註:  அᙃ೩ٽޟࢊυџѓټࢂ水೩ࢊȃၾၯȃᏰਮȃᚂ้Ȅ

當地社區

ܻಢᙑޟᕊၼࣀଢ଼ܚഅԙငᔼȃܖོޥᕗცፐᔞȞғ७॒ܖ७ȟϞӈΙӴୢȂҡࣀЅ/ܖώհޟΡܖ

တᡝ

註:  ࿋Ӵୢޥџѓ֤ᆧ᎑ಢᙑޟᕊၼࣀଢ଼ȃоЅࣺႤΙࢲຽᚔϫџڧٲᕊၼࣀଢ଼ኇۨޟҕȄ

重大主題

кᚠІᔖൢᏲಢᙑᡗޟငᔼȃᕗც與ོޥፐᔞȇܖᄂ፴ኇցᜰ߽Ρޟຟե與ؚ๊

註1:  Ԥᜰ१σкᚠۡဎޟӻၥଉȂᎧGRI 101Ȉஅᙃ ണϛࣨۡൢ֙ϱৠൢޟᏲনࠌȄ

註2:  ࣏ጡᇧٷඉGRIྥࠌϞൢ֙ਪȂಢᙑᔖବᄇ१σкᚠёоൢ֙Ȅ

註3:  १σкᚠџѓࢂծϚ३ܻGRIྥࠌϛ200ȃ300與400فӖొܚᇐϞкᚠȄ

產出水

ӰڥȞԃনݶȟȃёώȞԃҠጵȟȃٺܖҢӈդনਟՄ໌ΣಢᙑࣨϱȂӰՄϠಢᙑᆓ౩

水ޟ

註: ԪۡဎྛپՌᆇත៩டਰ(CDP)ȂCDP水ԊӒൢᏲ(2018) ࠒࡾȄ

產品

ಢᙑඪټ୵ȃܖհ݈࣏ϞΙഋϷސܖࠢސޟ፴

報導期間

ൢ֙ၥଉొܚᇐޟ੫ۡਢࢲ

註:  ଶߨѪԤᇳ݂ȂGRIྥࠌौؑඪټಢᙑܚᒵۡൢᏲϱϞࣺᜰၥଉ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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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

ܻӴߒȞ։Ӵߒഃ流ȟܖπϱȞ։Ӵή水流ȟ流өݬύޟഋϷ६水

註:  ԪۡဎྛپՌᖒӫఀऋМಢᙑ(UNESCO)Ȃሬ水МᏰӪຠᇭ (2012)Ȅ

海水

水ܖࢷϛޟ水

註:  ԪۡဎྛپՌISO 14046: 2014Ȅ

行業

ਲ਼ᐃΙٲӓӣ੫ۡဎȂငᔼȃࣀܖོޥଢ଼ሴ໌ಠϷޟᆍ 

註:  ཾϷџѓࢂϴӓؽܖᕊഋ้ߞȂоЅཾ੫ۡϷȂԃఀىȃߜܖᒊཾȄ

服務

ಢᙑ࣏ᅖٗሯؑܖሯौՄୈюޟଢ଼

利害關係人

џӫ౩ႱൢڧᏲಢᙑࣀޟଢ଼ȃ݈ࠢڷᡗኇޟᄂᡝܖএΡȂڏܖ࣏џӫ౩Ⴑོኇ

ಢᙑԙђஈ๊ڷႀԙҬޟΨ

註1:  ցᜰ߽Ρѓࢂਲ਼ᐃܖࡡݲሬϴघȂԤ᠌ඪюᜰܻಢᙑϞࡡݲؑ᠌ޟᄂᡝܖএΡȄ

註2:  ցᜰ߽ΡѓࢂၥܻಢᙑޟᄇຫȞԃষώȃݍȟȂζѓࢂ與ಢᙑڎԤڏтᜰ߽ޟᄇຫȞԃ

Ϛষώڏޟтώհޱȃټᔖ୦ȃ৵༖တᡝȃ࿋Ӵୢޥȃߨᕊցಢᙑ與ڏтϴҕ้ོޥȟȄ

供應商

ඪൢټᏲಢᙑܻټᔖᜦϛٺҢޟ݈ࠢܖϞಢᙑܖএΡ

註1:   ټᔖ୦ޟ੫ӵܻڎԤ與ಢᙑޢܖޟ୦ཾᜰ߽ 

註2:   ټᔖ୦ٽޟυѓࢂȂծϚ३ܻȈ

 •  ငक୦Ȉ࣏тΡີ፲ࠢȃ݈ܖၥޟএΡܖಢᙑȂѓࢂඪ഼ټଢ଼Ψܛޟѓф౩୦Ȅ

 •  ୰Ȉӵࡡݲᇯџޟடཾڷ୦ཾஅᙃΰȂඪټடড়ཎَ݈ڷޟএΡܖಢᙑȄ୰џӵ

ষώȄޟѪΙಢᙑܖޱՌᕊհཾ࣏ΰᇯࡡݲ

ώհޟ᛫घՌϏޢᡧ୦џܛಢᙑȄܖএΡޟϚӵ౪ൟώհܖಢᙑӵ౪ൟߒᡧ୦Ȉфܛ  • 

ᡧ୦ȄܛᐿҳܖȂζџήѓᙽѓ୦ޱ

 •  င୦ȈөтΡඪټࠢޟএΡܖಢᙑȄ

 •  ੫೨ငᕊ୦ܖ௲᠌ኅ୦ȈࡾԤൢᏲಢᙑ௲Ϡ੫೨ငᕊ᠌ܖ೨џޟএΡܖಢᙑȄ੫೨ငᕊ

 ୵Ȅڷҡޟ࢚ࠢଢ଼Ȃԃࣀ୦ཾޟ೨џϰ೨੫ۡڷ᠌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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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ড়ώհޱȈӵড়ϛڏܖᒵᐅڏޟѺൟܚȞߨкޟώհൟܚȟώհՄڥுᖠႍȂٮඪ

ѺҢࠢȄڏܖਟސ೩രȃټȂϚ፣ҥ።ඪ݈ܖࠢޟۡࡾкټ

 • ᐿҳܛᡧ୦Ȉ࣏ಢᙑȃܛᡧ୦ܖᙽѓ୦ώհޟএΡܖಢᙑȄ

 •  ᇧഅ୦ȈᇧഅࠢҢܻ୵ޟএΡܖಢᙑȄ

ಢᙑȄܖএΡޟਟސনڥܖȈᆍේȃԝസޱҡߑ  • 

 • ᙽѓ୦ȈфߒΙಢᙑӵ౪ൟܖϚӵ౪ൟώհޟএΡܖಢᙑȂڏ與ܛᡧ୦ܖᙽѓ୦ڎԤޢ

ӫघᜰ߽ȂՄҐ҆與ಢᙑڎԤޢӫघᜰ߽Ȅᙽѓ୦џޢ᛫घՌϏޟώհܖޱζџήѓ

ᐿҳܛᡧ୦Ȅ

ಢᙑȄܖএΡޟтΡႭ୵ټ୦Ȉσ໔୵ࠢี׳  • 

地表水

ՌณีҡܻӕቹȃӕᇐȃӕύȃӕόȃݯᐩȃԱ༮ȃހȃݬύྩڷ流ϛӴ౨ߒ७ޟ水

註:  ԪۡဎྛپՌᆇත៩டਰ(CDP)ȂCDP水ԊӒൢᏲ(2018) ࠒࡾȄ

第三方的水

ޟ放流水ڷҢ水ٺܖȃၼᒯȃ౩ȃ఼ଶټȃЅ與ඪࢊΡ೩ؽܖԴ水౩ኅȃϴӓܖ水୦ټѿ࠲

тಢᙑڏ

主題的邊界

ජक़Ιএ१σкᚠޟፐᔞጒ൜оЅಢᙑ與ٲፐᔞޟᜰᖒ

註:  кᚠޟࣨൢٷᏲкᚠՄȄ

價值鏈

ಢᙑޟቋᜦࣀଢ଼ਖ਼ЅΣᙽԙଽቋюࣀޟଢ଼Ȃѓࢂ與ಢᙑҏ٘ڎԤޢܖ୦ཾᜰ

ܖࠢޟಢᙑڧȞbȟܖȂ݈ܖࠢޟ݈ܖࠢޟԤօܻಢᙑՌϏټиȞaȟඪٮᄂᡝȂޟ߽

݈Ȅ

註1:   Ԫۡဎ߽ਲ਼ᐃᖒӫ (UN)Ȯӌཾ൵१Ρ᠌ޟӈȈၛភࠒࡾ ȯ(2012)Ȅ

註2:   ቋᜦޟጒ൜ొᇐΙএಢᙑΰή෬ޟӒഋࣀଢ଼Ȃٮѓׇ֤ᐌޟ݈ࠢܖޟҡ໊ڼȂڏ྅

ҢȄٺശತڗҡԙ܈

耗水量

ܖૉȃੑܖᇑีȃᇑඹࣘܖюȃೝΡސኀణ࣏հܖҡސᄬΣࠢϛȃҢܻၻհٮڥԤϐඪܚ

ೝڏтҢИԴՍฒٺݲҢޟแ࡙ȂӰՄӵൢᏲϱฒݲភ放ӱӴߒ水ȃӴή水ȃ水ȃܖέ

Пಢᙑޟ水ၥྛᖂ໔

註1:   ૉ水໔ѓࢂӵൢᏲϱൢ៉ࡣټᏲٺҢܖ௶放ܚᓽԆޟ水Ȅ

註2:   ԪۡဎྛپՌᆇත៩டਰ(CDP)ȂCDP水ԊӒൢᏲ(2018) ࠒࡾ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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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量

ӵൢᏲϱȂಢᙑҐ໌Ι؏ٺҢϞ放流水ȃٺҢႆޟ水ȃЅҐٺҢႆՄភ放ӱӴߒ水ȃӴή水ȃ

水ȃܖέПಢᙑޟᖂ໔

註1:   水џоҥ݂ጂޟ௶放ᘈȞᘈྛ௶放ȟភ放ڗԝޟ水ᡝϛȂܖоϚጂۡޟПԒϷඹӵചӴΰ

Ȟߨᘈྛ௶放ȟȄ

註2:   ௶水џоೝ௲᠌Ȟਲ਼ᐃ௶放೨џȟܖҐင௲᠌Ȟԃႆ຺ݎ௶放೨џȟȄ

水資源管理

ആႆցᜰ߽ΡѓৠႆޟแȂѓࢂਖ਼Ѕ೩ڷࢊ水ୢޟଢ଼Ȃᄂ౪ོޥϴҁȃᕗცҗ៉ڷငᔼցઉ

Ң水ޟ

註1:   يԁޟ水ၥྛᆓ౩ᕣ၌ڏՌ٘ޟҢ水ݷޑȇ水ୢጒ൜ȇӵ水ݽ౩ȃ水ҁᒋڷ水፴П७Ϸᐊॳ

ᓎȇٮ與ԤઉܻΡ與ՌณϞ൲֤ཎဎޟএΡڷᡝଢ଼ȄԪѴȈ

ઉȇ᠌ڷᆋआޟᔓօጂ߳ΡٮΡ᠌Ȃޟፏҡ೩രڷ水ࢊҢ水߽ᒱᜋ與ᄂޟϴҁོޥ • 

 • ᕗცҗ៉ޟҢ水߽߳ܖࡻ水ୢϞҡސӻኺܒЅҡᄘ與水Мႆޟแȇ

 • ငᔼցઉޟҢ水߽ԤօܻҢ水Иȃ࿋Ӵୢޥ與ᐌএߝޟོޥਝȃีੑڷଶጏȄ

註2:   ԪۡဎྛՌ水ၥྛᆓ౩ᖒ࿗(AWS)ȂAWSሬ水ၥྛᆓ౩ྥȂގҏ1.0 (2014)Ȅ

儲水量

ᓽԆӵᇋ水೩ܖࢊ水৲ϛޟ水

水資源壓力

ીмᅖٗΡ與ҡᄘᄇܻ水ሯؑϞΨܖരڎ

註1:   水ၥྛᔆΨџоޟࡾ水ޟџٺҢܒȃ水፴ȃڥܾܖҢܒȄ

註2:   水ၥྛᔆΨஅܻкᢎޟӰશٮਲ਼ᐃོޥቋ໌ϚӣޟຟեȂٽԃȈҢ水ޟӫۣܖܒџټ

ҡᄘفಛٺҢޟौؑȄ

註3:   ΙএӴୢޟ水ၥྛᔆΨശωџҥ水ୢޟቹپᒋ໔Ȅ

註4:   ԪۡဎྛپՌCEO水ၥྛڼٺȂӌཾ水ၥྛත៩ࡾЕ (2014)Ȅ

取水量

水ၥྛᖂ໔ޟέПಢᙑϞӈդҢഊܖ水ȃӴή水ȃ水ߒՌӴڥԤܻൢᏲϱܚ

ՃپܖՌISO 14046: 2014ྥۡޟဎ߽ငሬྥϽಢᙑ(ISO)ޟ೨џܚፒᇧȄ᠌ގᘪISOܚԤ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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ആႆήӖМӇுᕣ၌ҏྥࠌϞีȂٮԤօܻ౩၌與ᎌҢȄ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United Nations (UN) Resolution A/RES/64/292, ‘The human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2010.

2.  United Nations (UN),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3.  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AWS), AWS International Water Stewardship Standard, Version 1.0, 2014.

4.  CDP, The CEO Water Mandate, The Nature Conservancy, Pacific Institut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WF International, Exploring the Case for Corporate Context-based Water Targets, 2017. 

5.  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 (MCA), Water Accounting Framework for the Minerals Industry, User Guide, v1.3, 
2014.

6.  The CEO Water Mandate, Corporate Water Disclosure Guidelines, Toward a Common Approach to Reporting 
Water Issues, 2014.

7.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queduct Water Risk Atlas, 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8.  WWF, Water Risk Filter, waterriskfilter.panda.org,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參考文獻

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http://waterriskfilter.pan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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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簡介    3

GRI 304：生物多樣性 5

1. 管理方針揭露 5

2. 特定主題揭露 7

 揭露項目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 7 
  位於環境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揭露項目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顯著衝擊 8

 揭露項目 304-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9

 揭露項目 304-4 受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 10 
  及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 

參考文獻  11

關於本準則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304：生物多樣性 載明針對生物多樣性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
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告與本主

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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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生物多樣性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

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4：
生物多樣性。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簡介

GRI 304: 生物多樣性 為300系列（環境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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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4 闡述生物多樣性的主題。

保護生物多樣性關乎確保植物與動物物種、基因

多樣性以及自然生態系統的留存。另外，自然生態

系統提供乾淨的水源與空氣，以及提供糧食安全與

人類健康。生物多樣性可有助於改善在地生計、減

少貧窮、進而達成永續發展。

這些概念已於聯合國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

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生物多樣性的

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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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 

 境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 揭露項目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顯著衝擊
• 揭露項目 304-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 揭露項目 304-4 受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 

 保護名錄的物種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方針。

GRI 304:
生物多樣性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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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報導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得描述

為達成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政策及其策略。生物多

樣性策略可包括組合預防、管理及復育的相關要

素，以及因組織活動所造成的自然棲地損害。在策

略分析（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時將生物多樣性納

入考量即是一例。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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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4-1
組織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地區位於環境
保護區或其它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4-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304-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包括已正式宣布未來將營運之場址相關資訊。

指引

背景

監測在保護區以及位於保謢區外具高度生物多樣

性價值的地區之活動，可使組織降低可能遭受衝

擊的風險，也助於組織管理其衝擊或避免不當的

處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對每個所擁有、租賃、管理的營運據點或其鄰近於環境保護區以及位於保謢區外具高度生物
多樣性價值地區之以下資訊：

i.   地理位置；

ii.   組織可能所擁有、租賃或管理之地表下土地；

iii.   有關保護區的位置（位於、鄰近或包含一部分保護區的區域）或保護區以外具有重要生
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iv.   營運活動類型（辦公室、製造或生產、或資源開採）

v.   以平方公里為單位表示營運據點的面積（適當時使用其它單位）；

vi.   保護區和其它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屬性 （例：陸域、淡水或海洋生態系統）
來描繪其生物多樣性之價值；

vii.   其保護級別（例如：IUCN保護區管理類別系統、拉姆薩國際濕地公約、各國法規）來
說明其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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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4-2
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生物多樣性方面的顯著衝擊

 報導要求

304-2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 304-2的指引

生物多樣性的間接衝擊可包括供應鏈的衝擊。

衝擊範圍不僅限於正式保護的地區，也要考慮對

緩衝區以及已正式認定具有特殊重要性或敏感性

之區域。

背景

可藉由此揭露項目瞭解（及發展）組織為減輕對生

物多樣性直接或間接的顯著衝擊的策略背景。透

過結構化、定性資訊的呈現，此揭露項目可比較不

同組織隨著時間的相對規模、範圍和性質的衝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有關以下一項或多項，說明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或間接顯著衝擊的性質：

i.  建築施工或製造工廠、採礦交通設備的使用；

ii. 污染（說明不會自然發生在棲息地的物質從點源或非點源的方式進入）；

iii. 說明侵入性物種、害蟲及病原體；

iv. 物種的減少；

v. 棲息地的轉變；

vi. 自然變化範圍之外的生態變化（例如：鹽化或地下水位的變化）。

b. 就以下各項，直接和間接的重大正面或負面衝擊：

i.  受影響的物種；

ii. 受衝擊區域的範圍；

iii. 衝擊的持續時間；

iv. 衝擊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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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4-3
受保護或復育的棲息地

 報導要求

304-3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 304-3指引

此揭露項目闡述組織關於其對生物多樣性衝擊的

預防以及復育措施之程度。此揭露項目意指已完

成復育的地區，或得到積極保護的地區。如果地區

符合「復育」或「受保護」的定義，但仍有營運活動

的地區也得納入報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有受保護或復育之區域的面積大小和位置，以及復育措施的成果是否有經過獨立的外部專
家確認。

b. 是否於組織曾進行監督和實施復育或保護措施以外的地區，有透過與第三方合作進行保護或
復育棲息地。

c. 各區域於報導截止期間的狀態說明。

d.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304-3的所定資訊時，倘適用，其內容宜與棲息地之受保護或復育規範或許可要求
相符合。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3


10 GRI 304: 生物多樣性 2016

揭露項目 304-4
受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保
護名錄的物種

 報導要求

304-4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此揭露項目幫助組織鑑別營運活動對瀕臨絕種物

種構成威脅之外。鑑別這些威脅，組織即可採取適

當步驟來避免危害以及防止物種滅絕。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IUCN)「紅色名錄」和「國家保育名錄」

的物種資料可作為權威的參考資料，用以決定受

營運影響地區之生物棲息地的敏感程度，以及從

管理角度來看以上棲息地的相對重要性。

見參考文獻章節之參考文獻8。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依瀕臨絕種風險的程度，說明受組織營運影響的棲息地中，已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及國家保
護名錄的物種總數：

i.  極危

ii. 瀕危

iii. 易危

iv. 近危

v. 無危

報導建議

2.3 彙編揭露項目304-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比較規劃文件以及監測記錄中所列的物種，其與
IUCN紅色名錄和國家保育名錄中的資訊，以確保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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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Ramsar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1994.

2.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

3.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 (CITES)’, 1979.

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Biosphere Reserves,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ecological-sciences/biosphere-reserves/,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List,  
http://whc.unesco.org/en/list,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6.  BirdLife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s, http://www.birdlife.org/datazone/site,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7.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2008.

8.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參考文獻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ecological-sciences/biosphere-reserv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http://whc.unesco.org/en/list
http://www.birdlife.org/datazone/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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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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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 304：生物多樣性 載明針對生物多樣性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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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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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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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排放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準
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5: 排放。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簡介

GRI 305: 排放 為300系列（環境主題）中特定
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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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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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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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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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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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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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5 闡述進入空氣的排放物，此排放物係自
污染源排放至大氣中的物質。排放的種類包括：

溫室氣體 (GHG)、臭氧層破壞物質(ODS)，氮氧
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及其它重大的氣體
排放物。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係氣候變遷的主要促成者，受到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約

束。

本準則包括以下溫室氣體：

• 二氧化碳(CO2)
• 甲烷(CH4)
• 氧化亞氮(N2O)
• 氫氟碳化物(HFCs)
• 全氟碳化物(PFCs)
• 六氟化硫(SF6)
• 三氟化氮(NF3)

某些溫室氣體，包括甲烷，也是對生態系統、空氣

品質、農業、人體和動物健康具顯著負面衝擊的空

氣污染物。

因此，不同的國家和國際法規，以及相關的誘因機

制（如：碳排放權交易體系），都致力於控制和獎

勵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本準則之溫室氣體排放的報導要求係根據《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及《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價值鏈（範疇三）會計與報告標準》（《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價值鏈標準》）的要求。此二標準係

世界資源研究院(WRI)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共同開發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一部
分。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建立了溫室氣體排放的分類，

稱作「範疇」：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國際標準

組織(ISO)發布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ISO 14064》
，使用以下用詞來表述這些分類：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
• 其它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

本準則中，這些用詞採以下方式結合，定義於GRI
準則詞彙表 中：
•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臭氧層破壞物質(ODS)

臭氧層可過濾太陽光中對生物有害的大部分紫外

線(UV-B)輻射。經過觀察及預測由ODS造成的的
臭氧層破壞引起了全球關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議定書》（《蒙特
婁議定書》），要求國際逐步淘汰臭氧層破壞物質

的使用。

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及其它重大的氣
體排放物

污染物，如：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會對氣候、生態

系統、空氣品質、棲息地、農業及人體和動物健康

產生不良影響。空氣品質的惡化、酸化、森林退化

及公共健康問題都促使地方和國際法規控制這些

汙染物的排放。

減少受管制之污染物的排放，可以改善工作者和當

地社區的健康衛生條件，並提升與受影響之利害關

係人的關係。在有排放總量管制的區域，排放量也

對組織的成本有直接影響。

其它重大氣體排放包括，如：持久性有機汙染物或

粒狀污染物，以及國際公約及 /或國家法規所管制
的氣體排放物，包括列於組織環境許可上的氣體排

放物。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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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 揭露項目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 揭露項目 305-3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 揭露項目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 揭露項目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 揭露項目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
• 揭露項目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其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排放的管理方針。

1.2  報導溫室氣體排放標的時，報導組織應說明是否使用碳抵減以達成標的，包括碳抵減相對應的類
型、數量、條件或其所屬的體系。

GRI 305:
排放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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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指引

報導排放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也得：

• 說明是否需遵守任何國家、地區或行業的排放

管制和政策；並提供此管制和政策的實例。

• 揭露排放處理的支出（如：過濾器、藥劑的支

出）及採購和使用排放證書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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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彙編揭露項目305-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計算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時，排除任何溫室氣體交易；

2.1.2   自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分開報告源自生質的燃燒或生物降解之生物源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不包括生物源之其它種類溫室氣體（如：甲烷和氧化亞氮）排放，以及發

生於生質的生命週期中，非源自燃燒或生物降解之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源自加

工或運輸生質的溫室氣體排放）。

揭露項目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5-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305-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2.1      揭露的資料要運用一致的排放係數和GWP比率；

2.2.2      使用源自IPCC評估報告之100年時間尺度的GWP比率；

2.2.3      以一致方法彙整直接（範疇一）和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從《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所列的股權比例、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法中選取其一；

2.2.4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描述標準和方法學的選去方針；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的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b. 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是否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碳、六氟
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c.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之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d. 若適用，計算的基準年，包括：

i. 選擇其為基準年的理由；

ii. 基準年的排放量；

iii. 促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之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絡。

e. 所用之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比率的來源，或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f.  彙整溫室氣體量的方法；是否為股權比例、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

g.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8 GRI 305: 排放 2016

承接揭露項目 305-1

2.2.5      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的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比
較性：

2.2.5.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2.5.2    國家；

2.2.5.3    排放源類型（固定燃燒，製程、逸散）；

2.2.5.4    活動類型。

指引

揭露項目305-1的指引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但不限於在

GRI 302：能源 之揭露項目302-1中報告的來自於
燃料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可來自於以下由組織

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

• 發電、供熱、製冷或蒸汽：這些排放來自於固

定源（如：鍋爐、暖爐、渦輪機）的燃料燃燒或

其它的燃燒製程，如：火焰燃燒；

• 物理或化學製程：這些排放大部分來於自化學

品和材料的生產或加工，如：水泥、鋼鐵、鋁、

氨，及廢棄物加工；

• 材料、產品、廢棄物、工作者和乘客的運輸；這

些排放大部分來自於組織擁有或控制的移動

燃燒源（如：卡車、火車、船舶、飛機、大客車及

小客車）的燃料燃燒；

• 逸散性排放：來自於有意或無意，但無法實體

控制的溫室氣體釋放。可能包括自設備接合

處、封口、包裝、墊片的洩漏；甲烷自採煤過程

或其通風口排放；冷凍和空調設備的氫氟碳化

物洩漏；以及如天然氣運輸過程的甲烷洩漏。

用於計算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方法可

包括：

• 直接量測能源消耗量（煤、天然氣）或製冷系

統的損失（重新填滿），並轉換為溫室氣體（以

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 質量平衡計算；

• 根據現場特定的資料（如：燃料成分分析）計

算；

• 根據公開資料（如：排放係數和GWP比率）計
算；

• 直接量測溫室氣體排放，如：連續監測分析

儀；

• 估算。

倘因缺乏預設的數字而採用估算時，報導組織可

說明估算的基礎及假設。

組織可按《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中的方

針，重新計算前一年的排放量。

排放係數可源自於強制報導要求、自願報導架構，

或行業團體。

GWP比率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改變。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中的GWP比率，係為《京都議定書》下之國際協
商的基礎。因此，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導要

求衝突，此比率可用來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組織也

可使用IPCC最新版「評估報告」中最新的GWP比
率。

組織可合併揭露項目305-1與揭露項目305-2（能
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及305-3（其它間
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揭露總溫室氣體排

放。

進一步的細節與指引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業標準》中。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2、12
、13、14和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1/traditional-chinese-gri-302-energ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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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報導要求

報導建議

2.4   彙編揭露項目305-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4.1     揭露的資料要運用一致的排放係數和GWP比率；

2.4.2     使用IPCC評估報告之100年時間尺度的GWP比率；

2.4.3     以一致方法彙整直接（範疇一）和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從《溫室氣體
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所列的股權比例、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法中選取其一；

2.4.4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描述標準和方法學的選取方針；

2.4.5     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
比較性：

2.4.5.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4.5.2    國家；

2.4.5.3    排放源類型（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氣）；

2.4.5.4    活動類型。

2.3   彙編揭露項目305-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3.1     計算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時，排除任何溫室氣體交易；

2.3.2     排除揭露項目305-3所定之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2.3.3     若其營運活動所在市場沒有產品或供應商的特定資料，地點基礎方法，計算與報告能
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2.3.4     若其任何營運活動所在市場提供產品或以合約文件形式載有供應商的特定資料，根據
地點基礎方法和市場基礎方法，同時計算與報告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305-2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地點基礎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b. 若適用，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市場基礎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c. 若適用，計算所包括的溫室氣體；是否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
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d. 若適用，計算的基準年，包括：

i. 選擇其為基準年的理由；

ii. 基準年的排放量；

iii. 促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之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絡。

e. 所用之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比率的來源，或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f.  彙整溫室氣體量的方法；是否為股權比例、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

g.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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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揭露項目 305-2

指引

揭露項目305-2的指引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但不限於

在GRI 302：能源 之揭露項目302-1中報告的，自

消耗購買或取得之電力、供熱、製冷和蒸氣所產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對許多組織而言，購買電力所產

生的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可能較其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高出許多。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範疇二指引》要求組織提

供兩種不同的範疇二排放值：地點基礎和市場基

礎的值。地點基礎方法反映能源消耗所在電網的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平均值，大多數的情況下係使

用電網平均排放係數資料。市場基礎方法反映組

織依特定目的選擇（或無從選擇）之電力的排放，

其衍生的排放係數來自於合約文件，包括任何能源

買賣契約，以約制能源產生形式或不作約制之宣

告內容。

若組織未從合約文件中取得特定的排放密集度，

市場基礎方法的計算也包括使用剩餘混合係數。此

有助於避免重複計算電力消費者間市場基礎方法

的數字。若剩餘混合係數不可得，組織可以揭露此

情況並使用電網平均係數為替代（這表示地點基

礎方法的計算和市場基礎方法的計算會得到相同

數值，直到可取得剩餘混合係數的資訊為止）。

報導組織得應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範疇二的

指引》中品質標準，使合同文書能傳達溫室氣體排

放率之宣告及避免重複計算。見參考文獻章節中

參考文獻18。

組織可按《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中的方

針，重新計算前一年的排放量。

排放係數可來自於強制報導要求、自願報導架構，

或行業團體。

GWP比率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改變。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中的GWP比率，係為《京都議定書》下之國際協

商的基礎。因此，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導要

求衝突，此比率可用來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組織也

可使用IPCC最新版「評估報告」中最新的GWP比

率。

組織可結合揭露項目305-2與揭露項目305-1（直

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及305-3（其它間接／

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揭露總溫室氣體排放。

進一步的細節與指引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業標準》中。地點基礎方法和市場基礎方法的細

節，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範疇二指引》中。見

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2、12、13、14和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1/traditional-chinese-gri-302-energ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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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3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的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

b. 若適用，計算所包括的溫室氣體；是否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
碳、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c.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之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

d. 計算中包括的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類別和活動。

e. 若適用，計算的基準年，包括：

i.  選擇其為基準年的理由；

ii. 基準年的排放量；

iii. 促使基準年排放量重新計算之任何顯著排放量變化的脈絡。

f.  所用之排放係數和全球暖化潛勢(GWP)比率的來源，或GWP來源的參考文獻。

g.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5-3
揭露項目

2.5   彙編揭露項目305-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5.1 計算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總排放時，要排除任何溫室氣體交易；

2.5.2 本揭露項目不包括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
放為揭露項目305-2所定之揭露；

2.5.3 自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分開報告生質的燃燒或生物降解之生物源的二氧
化碳排放。不包括生物源之其它種類溫室氣體（如：甲烷和氧化亞氮）排放，以及發生

於生質的生命週期中，非燃燒或生物降解之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如：加工或運輸生

質的溫室氣體排放）。

報導建議

2.6   彙編揭露項目305-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6.1 運用一致的排放係數和GWP比率來揭露資料；

2.6.2 使用 IPCC評估報告之100年時間尺度的GWP比率；

2.6.3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描述標準和方法學的選取方針；

2.6.4 以上游和下游類別和活動劃分，列出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2.6.5 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的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將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比

較性：

2.6.5.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6.5.2   國家；

2.6.5.3   排放源類型；

2.6.5.4   活動類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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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揭露項目 305-3

指引

揭露項目305-3的指引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是組織所有活動

的結果，但產生的來源並非為組織擁有或控制。其

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包括上游河下

游的排放。範疇三活動的例子包括挖採和生產材

料；運送非組織擁有或控制之車輛所添購的燃料；

終端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其它的間接排放也可能來自組織的廢棄物分解、

在採購商品生產期間之加工相關排放，以及非組

織擁有或控制之設施的逸散性排放。

對某些組織而言，組織外部能源消耗所產生的溫

室氣體排放，可能較其直接（範疇一）和能源間接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高出許多。

報導組織可透過評估自身活動的排放，鑑別其它間

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 對組織預期的其它間接（範疇三）總排放有顯

著貢獻；

• 組織可影響或降低排放；

• 對氣候相關風險（如：財務、法規、供應鏈、產

品與客戶、訴訟和商譽風險）有所貢獻；

• 利害關係人（如：客戶、供應商、投資者或公民

社群）認為重大的；

• 由過去在內部進行但目前已外包的活動產生，

或其它同業組織一般在內部進行的活動而產

生；

• 鑑別為組織所屬行業的顯著排放；

• 符合組織或同業組織制訂的其它判定條件。

組織可使用以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價值鏈標

準》（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5）的上游與下
游類別和活動：

上游類別

1.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2. 資本貨品

3. 燃料和能源相關的活動（不包含於範疇一或範
疇二的活動）

4. 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5. 營運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

6. 商務差旅

7. 員工通勤

8. 上游租賃資產

其它上游

下游類別

9. 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10. 售出產品的加工

11. 售出產品的使用

12. 售出產品的最終處理

13. 下游租賃資產

14. 加盟

15. 投資

其它下游

組織可提供上述每項類別和活動的二氧化碳當量

數值，或說明為何不包含特定項目的資料。

組織可按《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價值鏈標準》

中的方針，重新計算前一年的排放。

排放係數可來自於強制報導要求、自願報導架構，

或行業團體。

GWP比率的估算會隨著科學研究的進展而改變。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中的GWP比率，係為《京都議定書》下之國際協
商的基礎。因此，只要不與國家或地區性的報導要

求衝突，此比率可用來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組織也

可使用IPCC最新版「評估報告」中最新的GWP比
率。

組織可結合揭露項目305-3與揭露項目305-1（直
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及揭露項目305-2（能
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揭露總溫室氣體

排放。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2、12、13、15、17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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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比值。

b. 組織用於計算該密集度比值的度量標準（分母）。

c. 密集度所包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類型，是否為直接（範疇一）、能源間接（範疇二），及/或其它
間接（範疇三）。

d. 計算所包括的溫室氣體；是否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碳、六氟
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305-4
揭露項目

2.7   彙編揭露項目305-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7.1    由溫室氣體絕對排放量（分子）與組織所定之度量標準（分母）相除計算該比值。

2.7.2    若報導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比值，應與直接（範疇一）和能源間接
（範疇二）排放密集度比值分開報告該密集度比值。

報導建議

2.8   彙編揭露項目305-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的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
體排放，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比較性：

2.8.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8.2     國家；

2.8.3     排放源類型；

2.8.4     活動類型。

指引

揭露項目305-4的指引

密集度比值可包括：

• 產品密集度（如：每單位生產量的二氧化碳排

放公噸）；

• 服務密集度（如：每功能或服務的二氧化碳排

放公噸）；

• 銷售密集度（如：每銷售額的二氧化碳排放公

噸）。

組織所定之度量標準（分母）可包括：

• 產品單位；

• 產量（如：公噸、公升，或百萬瓦時）；

• 大小（如：平方公尺樓板面積）；

• 全職員工數；

• 貨幣單位（收入或銷售）。

報導組織可使用報告於揭露項目305-1和305-2的
數字，報告合併直接（範疇一）和能源間接（範疇

二）溫室氣體排放的密集度比值。 

背景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比值定義溫室氣體排放與組

織所定之度量標準間的關係脈絡。許多組織以密

集度比值來追蹤其環境績效，密集度比值常稱作

正規化的環境衝擊資料。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表示每一單位活動、單位產

出或組織之其它特定度量標準下的溫室氣體排

放。與報告於揭露項目305-1、305-2和305-3的組
織絕對溫室氣體排放一起搭配，溫室氣體排放密

集度有助於理解組織的效率，包括與其它組織的

比較。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3、14及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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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由於採取減量措施而直接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為單位）。

b. 計算所包括的氣體種類；是否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碳、六氟
化硫、三氟化氮或以上全部。

c. 基準年或基線，包括選擇其為基準年或基線的理由。

d. 發生減量的範疇：是否為直接（範疇一）、能源間接（範疇二），及/或其它間接（範疇三）。

e. 使用之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5-5
揭露項目

2.9   彙編揭露項目305-5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9.1 排除因產能下降或外包所導致的減量；

2.9.2 使用盤查或預估方法來說明減量；

2.9.3 以減量行動方案的相關初級效應和任何顯著之次級效應的總和，計算此行動方案的溫室氣
體總減量；

2.9.4 若報導二個或以上的範疇類型，分別報告每一範疇的減量；

2.9.5 分開報告使用碳抵減的減量。

報導建議

2.10  彙編揭露項目305-5所定資訊時，若依不同標準和方法學，報導組織宜描述標準與方法學的選取
方針。

指引

揭露項目305-5的指引

報導組織可優先揭露在報導期間內所執行，具顯著

減量潛力的行動方案。可於本主題的管理方針中

描述減量行動方案及其標的。

減量行動方案得包括：

• 流程改善；

• 設備改善或更新；

• 燃料轉換；

• 行為改變；

• 碳權抵減。

組織可依行動方案或行動方案群組劃分，報告各自

的溫室氣體減量。

本揭露項目可與本準則之揭露項目305-1、305-2
和305-3一起搭配，依組織標的，或國際或國家層
級之法規和交易系統，監控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2、13、14、15、16和 
19。

條款2.9.2的指引

盤查法係與基準年比較減量。預估法係與基線比

較減量。這些方法的進一步細節在參考文獻章節

中參考文獻15和16 。

條款2.9.3的指引

初級效應係設計用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元素或

活動，如碳儲存。次級效應為減量行動產生之較小

的、非有意的結果，包括生產或製造的改變導致別

處溫室氣體排放的改變。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

文獻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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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ODS)的排放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CFC-11（三氯氟甲烷）當量公噸為單位之臭氧層破壞物質(ODS)的產生量、輸入量和輸出
量。

b. 納入計算的物質。

c. 所用之排放係數的來源。

d.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5-6
揭露項目

2.11   彙編揭露項目305-6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1   計算ODS的產生量，是將生產的ODS減去使用核准技術破壞的ODS，以及減掉完全
作為其它化學品之製造原料的ODS，剩餘之量即為ODS的產生量；

ODS的產生量
=

生產的ODS
–

使用核准技術破壞的ODS
–

完全作為其它化學品之製造原料的ODS

2.11.2   排除回收和再使用的ODS。

報導建議

2.12    彙編揭露項目305-6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2.1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描述標準和方法學的選取方針；

 2.12.2    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的ODS資料，將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比較性：

2.12.2.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12.2.2   國家；

2.12.2.3   排放源類型；

2.12.2.4   活動類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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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揭露項目305-6的指引

報導組織可分開或合併報告計算中所含物質的資

料。

背景

衡量ODS產生量、進口量和出口量，有助於說明

組織遵守法規的情況，對於在其製程、產品和服務

中生產或使用ODS，並遵守逐步淘汰承諾的組織

來說，會顯得特別攸關。ODS逐步淘汰的結果有

助於說明組織在受ODS管制影響市場中的地位。

本揭露項目包含《蒙特婁議定書》附件A、B、C和E

中所含物質的生產、輸入和輸出，以及其它由組織

生產、輸入或輸出的任何ODS。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2、8和9。

承接揭露項目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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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其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公斤或其倍數為單位 之以下各重大氣體排放：

i.  氮氧化物(NOx)

ii. 硫氧化物(SOx)

iii. 持久性有機汙染物(POP)

iv.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v. 有害空氣汙染物(HAP)

vi. 懸浮微粒(PM)

vii. 其它在相關法規中明訂之氣體排放的標準類別 

b. 所用之排放係數的來源。

c.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假設、及/或計算工具。

305-7
揭露項目

2.13     彙編揭露項目305-7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選取以下一種方式來計算重大氣體排放量：

2.13.1    直接量測排放（如：線上分析儀）；

2.13.2    根據現場的具體資料計算；

2.13.3    根據公開的排放係數計算；

2.13.4  估算。若由於缺乏預設數字而採用估算，組織應說明估算的基礎及假設。

報導建議

2.14    彙編揭露項目305-7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4.1    若依照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學，描述標準和方法學的選取方針；

2.14.2    提供依以下方式劃分之氣體排放資料，將有助於提升透明度或可比較性：

2.14.2.1    事業單位或設施；

2.14.2.2    國家；

2.14.2.3    排放源類型；

2.14.2.4    活動類型。

指引

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3、4、5、6和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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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5.

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3.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Genev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91.

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Gothenburg Protocol to Abate 
Acidification, Eutrophication and Ground-level Ozone’, 1999.

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Helsinki Protocol on the  
Reduction of Sulphur Emission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85.

6.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Convention, ‘Sofi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Emissions of Nitrogen Oxides or their Transboundary Fluxes’, 1988.

7.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and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Black Carbon and Tropospheric Ozone, 2011.

8.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1987.

9.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Standards and Codes of Practice to Eliminate Dependency  
on Halons - Handbook of Good Practices in the Halon Sector, 2001.

1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Convention,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Annex A, B, and C, 2009.

11.   United Nations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2.

12.  United Nations (UN)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7.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13.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Investor CDP Information Request, updated annually.

14.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 2004.

15.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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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for Project Accounting’, 2005.

17.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2011.

18.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HG Protocol Scope 2 Guidance . An amendment to the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 2015.

19.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Accounting Notes, No. 1,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Amendme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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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準則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306：廢汙水和廢棄物 載明針對廢汙水和廢棄物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
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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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廢汙水和廢棄物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

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306：廢汙水和廢棄物 為300系列（環境
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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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6 闡述廢汙水和廢棄物的主題。包括水排
放；廢棄物的產生、處理與處置；化學品、油品、

燃料與其它物質的洩漏。

水排放的衝擊與排放的水量、水質與排放的目的地

相關。含高濃度化學物質或養分（大部分為氮、磷

或鉀）之未受管理的廢汙水排放可能影響水生生物

的棲息地、水供應的品質以及組織與社區和其它用

水者的關係。

廢棄物的產生、處理與處置（包括不適當的運輸）

也可能對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傷害。若廢棄物被

運輸至缺乏處理廢棄物的基礎設施與法規的國家，

尤需注意。

化學品、油品與燃料、其它物質之中的洩漏可能影

響土壤、水體、空氣、生物多樣性與人體健康。

這些概念已於巴塞爾與拉姆薩濕地公約和國際海

事組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廢汙水和廢棄

物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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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

指引

在報導其汙水和廢物的處理方法時，報導組織得

揭露下列支出：

• 廢棄物的處理與處置；

• 清理費用、包括揭露項目306-3所定的補救洩
漏成本。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 揭露項目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 揭露項目 306-3 嚴重洩漏
• 揭露項目 306-4 廢棄物運輸
• 揭露項目 306-5 受放流水及其它（地表）逕流排放而影響的水體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廢汙水和廢棄物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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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6-1
依水質及排放目的地所劃分的排放水量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6-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306-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2.1   倘組織有排放汙水或製程用水時，應使用標準參數說明汙水總量的水質，如：生化需氧
量(BOD)、總懸浮固體(TSS)。

2.2.2   選擇之參數應與組織所屬行業使用的參數一致。

指引

揭露項目 306-1的指引

本準則內容中，「水排放」包括報導期間排放的放

流水。這些放流水可排放至伏流水、地表水、下水

道，進而導入河川、海洋、湖泊、濕地、處理設施、

以及地下水，或者：

• 經由已界定的排放點（點源排放）；

• 以擴散或未界定之方式漫流至地表（非點源排

放）；

• 以廢水型態， 由卡車自組織內移出。

雨水收集和生活污水的下水道排放不視為水排

放。

條款2.2的指引

得依組織的產品、服務以及營運來選擇特定的水

質參數。

水質指標也與國家或區域的法規有關。

2.1   彙編揭露項目306-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從計畫性和非計畫性的排放水總量中，排除雨水收集和生活污水；

2.1.2 若組織沒有水錶量測排放水量，可採用GRI 303：水 的揭露項目303-1所說明的總用水
量減去預估現場之消耗水量，進行計畫性和非計畫性的排放水總量估算。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以下分類，計畫性的和非計畫性的總排放水量：

i.   排放目的地；

ii.   水質（包括處理方法）；

iii.   是否被其它組織再利用。

b. 使用的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2/traditional-chinese-gri-303-water-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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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報導要求

306-2
揭露項目

2.3     彙編揭露項目306-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3.1     依產生廢棄物當地之國家法規鑑別有害廢棄物；

2.3.2     從非有害廢棄物的計算中排除非有害之廢水；

2.2.3     如果沒有重量資料，使用廢棄物的密度和體積、質量平衡或類似資訊來估算重量。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以下適用的處置方法，說明有害廢棄物的總重量：

i. 再利用

ii. 回收

iii. 堆肥

iv. 再生利用，包括能源的再生利用

v. 焚化（大量燃燒）

vi. 深井注入

vii. 掩埋

viii. 現址儲存

ix. 其它（由組織說明）

b. 按以下適用的處置方法，說明非有害廢棄物的總重量：

i. 再利用

ii. 回收

iii. 堆肥

iv. 再生利用，包括能源的再生利用

v. 焚化（大量燃燒）

vi. 深井注入

vii. 掩埋

viii. 現址儲存

ix. 其它（由組織說明）

c. 廢棄物處置方法係如何決定：

i. 由組織直接處置，或直接確認處置方式

ii. 由廢棄物處置承包商提供的資訊

iii. 廢棄物處置承包商的違約事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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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揭露項目 306-2 

指引

背景

廢棄物處置方法的資訊展現組織對處置方式和各

類環境衝擊兩者之間關係的管理。例如：土地掩埋

或回收再利用就會造成非常不同的環境衝擊和後

續效應。大多數廢棄物基本的策略都強調在所有

處理方式中，優先考慮重複使用、循環使用和回收

再利用，然後才是其它處置方式來減少生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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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6-3
嚴重洩漏

 報導要求

306-3
揭露項目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有紀錄之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和總量。

b. 若已在組織之財務報告中揭露洩漏事件，再就每起洩漏提供以下補充資訊。

i.  洩漏位置；

ii.  洩漏量；

iii. 按以下分類說明洩漏的物質：油料洩漏（土壤或水面）、燃料洩漏（土壤或水面）、廢
棄物洩漏（土壤或水面）、化學物質洩漏（多為土壤或水面）、其它（由組織特別說

明）。

c. 嚴重洩漏的衝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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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6-4
廢棄物運輸

 報導要求

306-4
揭露項目

2.4  彙編揭露項目306-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4.1  將體積換算成大致的重量；

 2.4.2  回應揭露項目306-4-c，就換算所用之方法學予以概要說明。

指引

揭露項目306-4的指引

揭露項目包括依《巴塞爾公約》附錄 I、I I、I I I、VII I
規定視之為有害的廢棄物（見參考文獻章節中文

獻1）。按最終處理目的地區分，在報導期間內由
報導組織或由代表報導組織運輸之有害廢棄物，

其在營運範圍內外的運輸均包括在內。

組織可使用以下算式計算運輸有害廢棄物的總重

量：

 
 
 
 
 
 
 
 
 

依照運送目的地區分，有害廢棄物的進口可計算

跨國際邊界運輸以及進入組織邊界的有害廢棄物

總重量。在組織不同營運據點之間的運輸不納入

計算。

依照最終處理目的地區分，有害廢棄物的出口可

計算由組織往境外運輸的有害廢棄物總重量所占

的比例，包括所有離開組織邊界的跨境運輸之有

害廢棄物，組織在不同營運據點之間的運輸不納

入計算。

就已處理之廢棄物，組織可鑑別：

• 依最終處理目的區分，在運輸和輸出的所有有

害廢棄物中，已經過組織處理的有害廢棄物所

占比例。

• 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區分，說明由組織運輸、進

口或出口的所有有害廢棄物中，已經由外部來

源 /供應商處理的有害廢棄物所占比例。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下每項的總重量：

i.   已運輸之有害廢棄物

ii.   已進口之有害廢棄物

iii.   已出口之有害廢棄物

iv.   已處理之有害廢棄物

b. 已運往國外有害廢棄物的百分比。

c. 使用的準則、方法學及假設。

運輸的有害廢棄物總重量 
（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從外部來源/供應商（非組織擁有）
運輸到組織的有害廢棄物重量 
（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組織向外部來源/供應商（非組織擁有）

運送的有害廢棄物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

組織擁有、租賃或管理之國內和國際營運據點間

運輸的有害廢棄物重量（依最終處理目的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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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6-5
受放流水及/或地表逕流影響的水體

 報導要求

306-5
揭露項目

2.5   彙編揭露項目306-5所定資訊時，在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條件下，組織應說明受組織放流水或地
表逕流而顯著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

 2.5.1 水排放量占該水體之年均總水量的5%或以上；

2.5.2 根據合適的專家（例如：市政主管機關）之意見，認為廢水排放量已被確認，或極有可
能對水體或相關棲息地造成顯著衝擊；

2.5.3 廢水排放至經專家認為屬特別敏感的水體；而之所以特別敏感係由於其相對面積大小、
功能、稀有情況、受威脅、或瀕臨絕種，或支持其動植物中瀕臨絕種之特定物種；

2.5.4 向列屬「拉姆薩濕地公約」名單之濕地或任何其它國家或國際自然保護區排放廢水，無
論其排放之多寡；

2.5.5 該水體被認定具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如：物種多樣性和特殊性，受保護物種的總
數）；

2.5.6 該水體被認定對當地社區及原住民具有較高價值或重要性。

背景

此揭露項目是相當於廢水排放定量揭露項目的定

性描述，有助於描述這些排放產生的衝擊。衝擊水

棲地的廢污水排放和逕流，可能顯著衝擊水資源

的取得性。

見參考文獻中文獻4和5。

指引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受組織放流水及/或地表逕流顯著影響的水體及相關棲息地，包括以下資訊：

i.   水體和相關棲息地的面積；

ii.   水體和相關棲息地是否被指定為國家或國際的保護區；

iii.   生物多樣性價值，例如：受保護物種的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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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Basel Convention, ‘Ban Amendment to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1995.

2.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London Convention), 1972.

3.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1973, as modified by the Protocol of 1978.

4.  Ramsar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1994.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5.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參考文獻

http://www.iucnredl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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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為重大主題之一，

組織在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
則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307：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為300系
列（環境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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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7 闡述有關環境保護法規遵循的主題，並涵
蓋組織遵循環境法律及 /或法規。這包括遵循國際
宣言、公約和條約、以及國家、洲 /省界、區域和地
方法規。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環境保護法規

遵循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如果報導組織已鑑別GRI 307 與GRI 419 兩者為
重大主題，則可將兩者合併揭露。舉例來說，若組

織使用相同方針管理兩個主題，可以只提供一個其

管理方針的合併解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6/traditional-chinese-gri-419-socioeconomic-compliance-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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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的管理方針。

GRI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
法規遵循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指引

報導有關環境保護法規遵循的管理方針時，報導

組織得揭露環境責任保險的支出。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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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7-1
違反環保法規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7-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307-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納入因未遵循環境法律及/或法規而導致的行政或司
法制裁，包括：

 2.1.1    國際性的宣言、公約與協定；

 2.1.2    國家、洲/省界、地區和地方法規；

 2.1.3    與相關的監管機關簽訂之具有約束力的自願性環境協定並取代新規定的實施；

 2.1.4    透過國際爭議解決機制或在政府機關管轄下的國內爭議解決機制對組織提起的訴訟；

 2.1.5    報告於GRI 306：廢汙水和廢棄物 中關於洩漏而違反法規的訴訟。

指引

揭露項目307-1的指引

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內，與監管機關簽訂的自願性

環境協定可稱為「契約」。

 
 

背景

違反法規得說明組織確保營運符合特定績效指標

的管理能力。在某些情況下，違反法規可能導致清

理義務或其它成本昂貴的環境責任。組織遵循法

規紀錄之強度也會影響其擴大營運或取得許可的

能力。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以下各項，說明因違反環境法律及/或法規而遭受重大罰款和非金錢的處罰：

i.  重大罰款的總金額；

ii.  非金錢的處罰次數；

iii. 透過爭議解決機制提起的訴訟。

b. 如無違反環境法律及/或法規之情事，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5/traditional-chinese-gri-306-effluents-and-waste-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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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準則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載明針對供應商環境評估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
則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

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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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供應商環境評估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

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為300系列（環境
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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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脈絡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環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系統之衝擊，包括土

地、空氣、水和生態系統。

GRI 308 闡述供應商環境評估的主題。

組織可能經由其自身的活動或與其它夥伴的商業

關係牽涉環境衝擊。盡職調查是期待組織能預防

與減輕供應鏈中環境的負面衝擊，包括由組織引

起、或因活動、產品或服務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直接

關聯所造成的衝擊。

這些概念已於聯合國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

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預防與減輕其供

應鏈對環境負面衝擊的管理資訊。供應商得以一系

列的環境標準（例如：關於水、排放或能源的衝擊）

來評估。其中部分的標準已涵蓋其它300系列（環
境主題）的GRI 準則中。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如果報導組織已鑑別GRI 308 與GRI 414 兩者為
重大主題，則可將兩者合併揭露。舉例來說，若組

織使用相同方針管理兩個主題，可以只提供一個其

管理方針的合併解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1/traditional-chinese-gri-414-supplier-social-assessment-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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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 揭露項目 308-2 供應商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供應商的管理方針。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指引

報導供應商環境評估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也

可揭露：

• 使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制度，以及表列

出用於篩選新供應商的環境標準；

• 用於鑑別或評估供應鏈中重大實際或潛在負

面衝擊的程序（例如：盡職調查）；

• 組織如何鑑別與排序供應商進行環境衝擊評

估；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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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重大實際或潛在負

面環境衝擊所採取的行動，以及行動是否預

防、減輕或修復其負面衝擊；

• 如何在供應商的合約中定義與制定相關規定，

俾能促進對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環境衝擊（

包括目標）的預防、減輕或修復；

• 是否針對預防、減輕或修復重大實際和潛在負

面環境衝擊，提供供應商的鼓勵和獎賞；

• 使用環境標準執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

評估和審查；

• 表列評估和審查的類型、系統、範疇、頻率、現

行之執行，以及業經認證和審查之供應鏈究屬

何部分；

• 因評估供應商環境衝擊及因組織減輕該衝擊

的策略，而終止供應商關係的評估制度。

供應商環境衝擊的評估或環境標準可包括300系
列的主題（環境主題）。

負面的衝擊包括由組織直接造成、或促成、或透過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而有直接關聯的活動、產品

或服務。

評估可透過稽核、合約審查、雙向溝通、投訴和申

訴機制管道告知。

因應環境衝擊的行動可包括組織採購實務的改

變、績效期望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

以及終止與供應商的關係。

使用環境標準進行供應商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評估

和審查可由組織、第二方單位或第三方單位執行。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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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308-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308-1的指引

環境標準可包括300系列的主題（環境主題）。

背景

本揭露項目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經過環境衝擊之

盡職調查程序選定或簽約的供應商比例。

組織應於與供應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開始

盡職調查。

在制定合約或其它協議的階段與供應商持續合

作，可預防或減輕衝擊。

報導組織須報告以下資訊：

a. 使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8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揭露項目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報導要求

308-2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308-2的指引

負面的衝擊包括由組織直接造成、或促成、或透過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而有直接關聯的活動、產品

或服務。

環境標準可包括300系列的主題（環境主題）。

評估可依據約定的績效期望進行，這些可在開始評

估前與供應商確定並說明。

評估可透過審查、合約複審、雙向溝通、投訴和申

訴機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可包括組織採購模式的改變、績效期望

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更改程序。

背景

本揭露項目向利害關係人說明組織對供應鏈中重

大實際或潛在負面環境衝擊的認知。

報導組織須報告以下資訊：

a. 已進行環境衝擊評估之供應商數量。

b. 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供應鏈中經鑑別但有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的環境衝擊。

d. 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已有
所改善。

e. 已鑑別對環境具有重大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中，有多少比例的供應商經評估後終止
合作關係以及終止的原因。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308-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對重大衝擊提供適當內容，並提供以下分類資訊： 

 2.1.1    供應商所在地；  
 2.1.2    國家、洲/省界、地區和地方法規；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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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2.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3.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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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勞雇關係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1: 勞雇
關係。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1: 勞雇關係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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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1 闡述勞雇關係的主題，包括組織勞雇關係或
創造就業機會的方針，也就是組織關於招募、聘用、

留任等相關作業以及它所提供的工作條件。GRI 401 
還涵蓋組織供應鏈中的勞雇關係和工作條件。

勞雇關係是指工作者和組織間賦予雙方權利和義

務的法律關係。這種關係通常是用來判定是否適用

勞雇關係、勞基法或是商業法的方法。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勞雇關係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其它準則亦有工作條件的詳細規定：

• GRI 402: 勞/資關係

• GRI 403: 職場健康與安全

•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 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 GRI 406: 不歧視

此外，GRI 102:一般揭露中 揭露項目102-8要求提
供有關員工和其它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資訊，

如：依勞雇合約（正式與臨時）按性別劃分的員工

總數。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8/traditional-chinese-gri-401-employment-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3/traditional-chinese-gri-406-non-discrimin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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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 揭露項目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 揭露項目 401-3 育嬰假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勞雇關係的管理方針。

GRI 401:
勞雇關係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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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條款1.2的指引

涵蓋為組織執行工作關係之政策或實務做法可包

括公認的勞雇關係、使用其它組織的員工（例如：

由仲介提供的工作者）、以及在臨時或兼職基礎上

從事的工作範圍。政策和實務做法的描述可包括有

關歧視、薪酬、升遷、隱私、人力資源發展和勞資

關係等政策和實務做法。 

在適宜制度與法律架構之工作，通常涉及與合法且

能清楚識別之雇主間的勞雇關係。

工作條件包括薪酬、工作時間、休息期間、休假、懲

戒和解僱實務做法、生育保障、工作環境、職業健

康與安全，也包括提供有品質的住宿和其它福利事

務（如：安全的飲用水、餐廳和醫療服務）。

足夠的報酬代表一個標準工作週（不含加班）的薪

酬，符合法律與行業之最低標準，並可以滿足員工

及其家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一些可支配收入。為解

決工作薪酬不當所採取的行動可能包括：

• 和供應商討論關於向供應商支付的價格與支

付給員工之薪酬間的關係；

• 改變組織採購實務；

• 支持團體協商以決定薪酬；

• 確定加班的程度、加班是否強制、加班的薪酬

程度是否合理。

報導建議

1.2   報導組織宜描述：

 1.2.1      涵蓋為組織執行工作關係之政策或實務做法；

 1.2.2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鏈內執行的工作不在適當的體制和法律架構之情況，所採取的行
動；

 1.2.3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商所屬勞工未獲得國家勞動法令賦予社會和勞動保護之情況，所採
取的行動；

 1.2.4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鏈中的工作條件不符合國際勞工標準或國家勞動法令之情況，所採
取的行動；

 1.2.5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鏈中工作薪酬不當之情況，所採取的行動；

 1.2.6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鏈中工作者假裝成自營作業者或掩飾為勞雇關係之情況，所採取的
行動； 

 1.2.7      為確定並解決供應鏈中工作者在家工作而未受法律認可合約規範之情況，所採取的行
動。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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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彙編揭露項目40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使用報導期間結束時的總員工人數來計算新進員
工與離職員工的比例。

揭露項目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1-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40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使用在GRI 102：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7的
資料來定義總員工人數。

指引

揭露項目401-1的指引

組織可用以下年齡層分組：

• 30歲以下

• 30歲-50歲

• 50歲以上

背景

新進員工的人數、年齡、性別和地區能顯示組織

在吸引多元、且優秀的員工之策略和能力。此資訊

可表示組織根據年齡和性別執行包容性的招聘方

式，以及最佳運用不同地區之既有勞工與人才。

較高的員工離職率可顯示員工之間的不穩定和不

滿意程度，也可能是組織核心營運結構將發生基

礎變化的訊號。若按年齡或性別劃分，而有離職率

不均的情形，可顯示工作場所存在著不合理或潛在

不公平的現象。員工離職會導致組織人力和智慧

資本的變化，並影響生產效率；離職也會在減薪、

招聘新人等方面，對成本有直接影響。

報導組織須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報導期間內，按年齡層、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b. 在報導期間內，按年齡層、性別及地區劃分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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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彙編揭露項目401-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排除實物福利，例如：提供運動設備、兒童托育
中心、工作期間的免費膳食和類似一般員工福利的計畫。

揭露項目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報導要求

401-2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此揭露項目的資料提供組織投資在人力資源和提

供全職員工的基本福利的評估方法。全職員工福

利的品質為留住員工的一項關鍵要素。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重要重要營運據點劃分，說明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標準福利。這
些福利至少應包括：

i.  人壽保險

ii. 醫療保險

iii. 傷殘保險

iv. 育嬰假

v. 退休制度

vi. 員工持股

vii. 其它

b. 說明「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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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1-3
育嬰假

報導要求

401-3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1-3的指引

有權使用育嬰假的員工是指受組織政策、協議或

合約所包含而享有育嬰假之員工。

組織可查閱報導期間之前的相關記錄，以確定休完

育嬰假、且復職十二個月後仍在職之員工總數。

背景

許多國家已立法保障育嬰假，此立法的目的為允

許員工休完育嬰假後能回到相同或相當的工作崗

位。

法律的落實隨著政府、雇主和員工的闡釋而有所

不同。許多女性員工因雇主的實務做法可能會影

響她們未來的就業保障、薪酬和職涯道路，對休育

嬰假和復職感到心灰意冷；許多男性員工即使有

權享有休假也不鼓勵使用。

性別同等的產 /陪產假、育嬰假和其它享有之休假
權利，可讓組織更容易招聘並留住優秀員工，也可

提高員工士氣和生產力。男性員工對陪產假的接

受率，可顯示組織鼓勵父親們使用這類休假的程

度；男性員工善用休假權利可正面影響女性員工在

不損害她們的職涯發展情況下使用類似的休假。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性別劃分，享有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b. 按性別劃分，實際使用育嬰假的員工總數。

c. 按性別劃分，休完育嬰假後，在報導期間復職的員工總數。

d. 按性別劃分，休完育嬰假且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的員工總數。

e. 按性別劃分，休完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員工比例。

育嬰假後實際復職的員工總數

育嬰假後應該復職的員工總數

休完育嬰假復職後十二個月仍在職的員工總數

上個報導期間內休完育嬰假後復職的員工總數

x 100復職率 =

留任率 = x 100

報導建議

2.4   彙編揭露項目40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用以下公式計算復職率和留任率：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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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2,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21, ‘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s Convention’, 1964.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28, ‘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7.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0, ‘Medical Care and Sicknes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9.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2, ‘Holidays with Pay Convention (Revised)’, 1970.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0, ‘Paid Educational Leave Convention’, 1974.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6, ‘Workers wit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Convention’, 1981.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7, ‘Mainte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Rights  
Convention’, 1982.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8,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8.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3, ‘Maternity Protection Convention’, 2000.

1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 1944.

1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f Social Justice for a Fair  
Globalization’, 2008.

1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ent Work’, 1999.

1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98,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Recommendation’, 2006.

1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1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17.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199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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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勞/資關係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2：勞/資
關係。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2: 勞/資關係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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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2 闡述勞/資關係的主題，包含組織與員工及
其代表的諮商實務做法，以及其傳達重大營運變化

的方法。

組織的諮商實務做法應與相關國際法規和標準一

致。

團體協商可以在組織的諮商實務做法中扮演重要

角色。團體協商是指為確定工作條件，或為規範雇

主和工作者間的關係，而由雇主（一方、多方、或雇

主組織）與工作者組織（單一、多個、或工會）所進

行的談判。1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勞/資關係相關
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報導團體協商可從GRI 407：結社自由和團體協商
得到更詳盡的資訊。此外，在GRI 102：一般揭露 中
揭露項目102-41要求在報導團體協約中包括員工總
數的百分比。

1  Thi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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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勞/資關係的管理方針。

GRI 402:
勞/資關係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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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2-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2-1的指引

最短預告期可訂於公司政策與標準勞雇合約，不同

的政策陳述可存在於區域層級。

組織可以從GRI 102: 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41
鑑別團體協約，並在這些文件中檢閱預告期條款。

背景

組織應該向員工及其代表以及相關政府部門提供

合理的重大營運變化通知。最短預告期可供作衡

量組織在執行重大營運變化時，維持員工滿意度

和積極性的能力指標。

此揭露項目能深入瞭解組織在面臨重大營運變化

時，確保能和員工與其代表及時討論、商討並落實

這些可能對工作者有正面或負面影響的作法。

此揭露項目可用於評估組織的諮商實務做法是否

有達到相關國際標準所期望的規範。

諮商的本質是管理階層能在作出具體決定時，考

量工作者們的意見。因此，在做出決定前進行諮商

是非常重要的。有意義的諮商，包括及時提供工作

者或其代表能做知情決定的所有資訊。真誠的諮

商涉及對話和意見調查，而問卷調查則不視為諮

商。

及時、有意義的諮商能讓受影響的單位瞭解重大

變化所帶來的衝擊，例如：失業的可能，並提供他

們共同合作的機會，以儘可能避免或減輕負面衝擊

（見參考文獻11和12）。實踐諮商能促成良好勞
資關係，有助於提供正向的工作環境、減少員工離

職，並降低營運中斷發生。

報導組織須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執行可能嚴重影響員工權利的重大營運變化前，提前通知員工及其代表的最短週數。

b. 對於有團體協約的組織，說明團體協約是否載明預告期以及諮商和談判的相關條款。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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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5,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Convention’, 1971.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8,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research-and-databases/kilm/lang--en/index.htm,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LABORSTA Internet, http://laborsta.ilo.org/,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1, ‘Collective Agreements  
Recommendation’, 1951.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94, ‘Co-oper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Undertaking Recommendation’, 1952.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1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1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http://laborsta.ilo.org/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research-and-databases/kilm/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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ᏢຜๅϛంѴഋ๖ȄంѴഋ๖ࡣȂ按住` alt 鍵́再按左箭頭鍵Ȃџӱڗӑޟࠉᘲ។ॲ७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3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

A. 綜覽

ҏྥ࣏ࠌGRIҗ៉ൢܒᏲྥࠌȞGRIྥࠌȟޟΙഋϷȄ

࣏߽ࠌྥٲಢᙑൢ֙ڏᄇငᔼȃᕗცȃоЅޟོޥ

ፐᔞՄ೩ॎȄ 

GRIྥ߽ࠌҥΙৈϸࣺᜰиಢϽ࢜ࠌྥޟᄺՄԙȄ

ׇᐌގҏџܻ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ή
ၷȄ 
 
ޟਪ֙ൢܒϛԤέএᎌҢܻؐএಢᙑጡᇧҗ៉ࠌྥ

ҢྥࠌȈ 

GRI 101Ȉஅᙃ 
GRI 102ȈΙૡත៩Ҭ 
GRI 103Ȉᆓ౩Пବ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圖一

GRI 準則的綜覽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

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重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重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ಢᙑџоفٲӖϛࢅᒵGRIྥࠌϞ੫ۡкᚠൢپ

 १σкᚠȄڏ֙

請參考GRI 101:基礎 報導原則之定義報告書內容

以取得更多關於如何鑑別重大主題的資訊。

ࠌྥٲҥέএفӖಢԙȈ200Ȟငᔼкᚠȟȃ300Ȟᕗ

ცкᚠȟоЅ400ȞོޥкᚠȟȄ 

ؐএкᚠྥࠌѓࢂ၎кᚠޟ੫ۡත៩Ȃи೩ॎԙᇄ

GRI 103Ȉᆓ౩Пବ ΙଔٺҢ֙ൢپ၎кᚠޟᆓ౩П

ବȄ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ಢᙑџആႆڍᆍПԒٺҢGRIྥࠌȂؐᆍПԒԤڏ

ᄇᔖܖ֙ࡇޟങक़ȂٮઽΣಢᙑޟ៉ࡣත៩МӇȄ

1.   GRIྥࠌџҢܻጡᇧٷඉҏྥࠌϞҗ៉֙ൢܒਪȄ

ӵጡᇧൢ֙ਪਢȂԤڍএᒵџоٷඉȞਯЖᇄ全

७ȟȂ֙ൢؚܻڥϛත៩ϱৠޟแ Ȅ࡙ 
 
ष職業安全衛生࣏१σкᚠϞΙȂಢᙑӵጡᇧٷඉ

GRIྥࠌϞൢ֙ਪਢȂሯٺҢྥࠌGRI 403Ȉ職業安
全衛生Ȅ 

2.  षҐٷඉGRIྥࠌጡᇧൢ֙ਪਢȂһџᒵڥGRIྥࠌ

ϱৠȂоൢ֙੫ۡၥଉȄԪත៩МӇࠌഋϷྥܖ

҆ߣԤȶЕҢGRIȷ֙ࡇޟȄ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件的

相關資訊，請參考GRI 101:基礎 章節三。

簡介

GRI 101:அᙃ ϛܚӖюࣸޟ౩ҥᎌҢܻҏྥࠌȄ

َGRI 101 న3.2Ԥᜰࣸ౩ҥޟौ Ȅؑ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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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ࠌѓࢂȈ

要求。Ԫ࣏҆ौᇳ݂ȄӵҏМϛȂौؑϞҬོҢ粗體

ҰȂٮҢȶᔖȷԅࡾ Ȅ݂ȶौؑȷζџю౪ӵ࡚ដڷ

ࠌඉҏྥٷ֙ࡇΟ࣏ΰήМϛȂณՄಢᙑฒޟЕࡾ

ጡᇧൢ֙ਪȂՄᒳඉ࡚ដࡾܖЕȄ

建議。Ԫ࣏Ⴢᓾ੫ଢ଼ПਰݷޑޟȂծ҆ߨौȄӵ

ҏМϛȂٺҢȶۣȷԅ࡚݂ࡾដȄ

指引。ٲണѓࢂधශၥଉȃ၌ភоЅٽυپᔓօ

ಢᙑΟ၌ौ Ȅؑ

ಢᙑ҆ᒳඉܚԤᎌҢޟȶौؑȷ֙ൢڏ֙ࡇپਪ߽

 ՄጡᇧȄӻၥଉَGRI 101ȈஅᙃȄࠌඉGRIྥٷ

D. 背景脈絡 

ӵGRIྥޟࠌϱМϛȂҗ៉ོޥޟܒ७өᜰܻݧಢᙑ

ᄇڏᕊၼܚӵفོޥޟಛளپϞፐᔞȄ

GRI 403 លक़職業安全衛生ޟкᚠȄ

ஶᇄ安全ޟώհనӇೝຜ࣏ΙΡ᠌Ȃࢇܻߒีٮ

ሬ഼ώಢᙑ(ILO)ȃငᔼӫհࢂПМӇȂѓۢޟۺ

ᄲีಢᙑ(OECD)ȃЅжࣨ衛生ಢᙑ(WHO)Ȉَ

ՃМᝦȄ

ஶᇄ安全ޟώհనӇζӣਢ࣏ᖒӫ(UN)ႆޟ

2030ԑҗ៉ีដแϛҗ៉ีҬϞಠҬȄ1

ஶᇄ安全ޟώհనӇਖ਼ЅႱ٩٘Ж༌ȃЅ໌ߴώ

հޱஶȄ

Ⴑ٩༌Ѕ໌ߴώհޱஶሯौಢᙑ౪ڏᄇώհޱ

ஶᇄ安全ܛޟᒛȄಢᙑᗙሯौᡱώհޱᇄᎌӫಢ

ᙑೣᇄࣀଢ଼Ϟ職業安全衛生ࢇ ȃ๊ᆓ౩فಛЅॎห

ڙޟ ȃۡᄂࢊᇄᕼਝຟեȄ

ᒚ໌ޱਢȂಢᙑᇄώհ๊ࢇಢᙑ職業安全衛生ۡڙ

୦ȂٺٮώհޱᇄೣგȃЛࡻȃၼհȃЅ៉ࡻຟե職

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ڷॎหϞԤਝܒȂᄂ឴१ौႆޟ

แȄ

ӠᒱᜋᇄॳᓎຟեȃώհޱଋጛȃЅ࢈ٱᠦտᇄ፡ࢥ

ζೣგȃЛࡻȃၼհڷຟե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

ϞᜰᗤȄ

ଶΟႱ٩༌Ȃಢᙑᗙџആႆᚂᕛ݈߳ܖՌܒ

ஶ݈໌ߴᇄॎหߴȂ ໌ώհޱஶȄٽԃȈڞօώ

հޱॵקܖȄٲѴ݈ޟᇄॎหϚџ࿋

հ٩Х༌߳ڷ៖ώհޱջܻ職業༌ܖ職業Ϟ職

業安全衛生ॎหȃ݈ فڷಛϞфПਰȄ

ԟӵႱ٩༌໌ߴڷώհޱஶܚޟԤ݈ᇄॎห

ᔖ൵१ώհޟޱᗴ᠌ؽȄಢᙑϚۣώհޱᇄԪ

݈ᇄॎหȃܖҥԪ生ޟஶኵᐃհ࣏Ԥᜰώհޱ

Ңܖ᛫घؚۡޟ ȂྥѓࢂತХȃ६ȃਣЀܖඪټ

 ႄȄޟϚցܖтԤցڏӈդܖශȃ၄ຮȃࠉ

1  َᖒӫҗ៉ีҬ8Ȉȶ໌ߴҗ៉ЅӓޟٴငᔼԙߝȂႀԙ全७иଽ൷業ȂٺΡΡԤᎌ࿋ޟώհȷϞಠҬ8.8Ȉȶܚ࣏ԤώհޱȂѓࢂ

ಋώȂ੫տτܒಋҕȃڷϚᛧۡ൷業ޟώհޱঈȂ߳៖഼ڏώ᠌ց໌ߴٮ安全џᎬޟώհᕗცȷȄڏтҗ៉ีҬζᇄ職業安全衛生кᚠࣺᜰȂԃ

Ҭ3Ȉȶጂ߳ஶ生ࣀЅ໌ߴӨԑឭቹޟᆋआȷ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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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ҏྥࠌѓࢂᆓ౩Пବත៩ᇄ੫ۡкᚠත៩ȄࠌྥٲԃήܚӖȈ 

• ᆓ౩Пବත៩ 
•  ත៩Ҭ 403-1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 
• ත៩Ҭ 403-2 ӠᒱᜋȃॳᓎຟեȃЅ࢈ٱ፡ࢥ 
• ත៩Ҭ 403-3 職業ஶ݈ 
• ත៩Ҭ 403-4 Ԥᜰ職業安全衛生Ϟώհޱᇄȃᒚ୦ᇄྜ

• ත៩Ҭ 403-5 Ԥᜰ職業安全衛生Ϟώհޱଋጛ 
• ත៩Ҭ 403-6 ώհޱஶ໌ߴ 
• ත៩Ҭ 403-7 Ⴑڷ٩ሆᇄ業ᜰ߽ޢࣺᜰᖒϞ職業安全衛生 

ፐᔞޟ    

• ੫ۡкᚠත៩

• ත៩Ҭ 403-8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ܚᇐϞώհޱ

• ත៩Ҭ 403-9 職業༌

• ත៩Ҭ 403-10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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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中「工作者」的範圍

ӵGRIྥޟࠌϱМϛȂȶώհޱȷϞҢຠ߽ࡾݿٱώհޟΡȄषϓGRIྥࠌѪԤೣጒ੫ۡυတᡝώհޱϞጒ

൜Ȅ

ҏྥొࠌᇐоήϞώհޱυတᡝȂಢᙑۣᄇڏ職業安全衛生॒Ȉ

ᎌҢौڏܖࡡݲȞһ։ਲ਼ᐃড়ޱষώϞώհ࣏Ԥܚ • ȂؑᇄಢᙑڎԤ഼ᜰ߽Ϟώհޱȟȇ

 ȇޱᆓϞώհܚಢᙑڧܚώհൟܖ/ώհЅڏষώծߨԤܚ •

Ԫ業ᜰ܄ᆓȂծҥܻܚಢᙑڧϚܚώհൟܖ/ώհЅڏȂޱষώϞώհߨԤܚ • Ȃ߽ٲώհޱᄇಢᙑ

ᕊၼȃ݈ࠢܖȂོ  ᜰᖒ職業安全衛生Ϟ१σፐᔞȄޢ

َ1ߒȂਲ਼ᐃȶώհڧಢᙑᆓȷᇄȶώհൟڧܚಢᙑᆓȷޟ ȂྥրۡষώߨڷষώϞώհޟޱጒٽȄ

ൢᏲಢᙑฒڥݲுත៩ҬೣۡϞܚԤώհޟޱၥਟਢȂಢᙑᔖࡾюත៩ϱৠ௶ଶޟώհޱȂٮ၌ភ௶ଶ

ጢҥȄζَGRI 101Ȉஅᙃ ϛన3.2ȂԤᜰࣸ౩ҥޟौ Ȅؑ  

為員工之工作者

ฒ፣ಢᙑ֏ᆓڏώհЅ/ܖώհൟܚȂಢᙑᔖܚԤষώၥਟઽΣܻൢ֙ϛȄ

ಢᙑᔖ൷ষώൢ֙ڏᆓ౩Пବත៩Ȟත៩Ҭ403-7ଶѴȟȂЅ੫ۡкᚠත៩Ȅ

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

џޱষώϞώհߨȄޱώհޟтڏሌώȂЅࣂȃޱՌᕊհ業ܖᡧ୦ȃএΡܛώȃסࢂџѓޱষώϞώհߨ

࣏ಢᙑώհȂ࣏ܖಢᙑϞټᔖ୦ȃࡊИȃڏܖт୦業ჱբώհȄ

ݧཎȈώհޱؚۡߨٮώհޱ֏ѓࢂӵಢᙑൢ֙ၥਟϛٷޟᐃȄषಢᙑᆓڏώհЅ/ܖώհൟܚȂӈ

դޟώհࣱޱᔖѓࢂӵൢ֙ၥਟϛȂӰ࣏ٲᆓלԒᡱಢᙑஊ௴ڥଢ଼ੑଶӠȃٮॳᓎ६Սശ

ճȂо߳៖ώհޱջܻ༌Ȅ 

ώհڧಢᙑᆓ߽ࡾಢᙑඡΟώհޟЙܖࢲПݲȃࡾܖථώհȂڏٺᇄ職業安全衛生ᕼਝԤᜰȄώհൟܚϞ

ᆓ߽ࡾಢᙑඡΟώհൟޟܚᄂᡝቹ७Ȟԃ໌ΣώհൟܚȟȂЅ/ܖӵώհൟܚϱџޟٱհ業ࣀଢ଼Ȅ 

ಢᙑџᐿᆓώհЅ/ܖώհൟܚȃܖᇄΙএܖӻএಢᙑᖒӫᆓȞԃټᔖ୦ȃࡊИȃڏܖт୦業ჱբȂԃ

ӫၥӌ業ϛޟ୦業ჱբȟȄӵᖒӫᆓޟݷήȂ࿋ಢᙑᇄӫհჱբԆӵӫघဎਢȂиಢᙑᖒӫᆓЙࢲ

ਢȂൢܚώհൟܖ/ώհȃЅޟᖒӫᆓ౩ஈܖȂݲПܖ ֙ၥਟᔖѓࢂಢᙑϞ୦業ჱբޟώհޱȄԪݷޑήȂആ

ႆӫघဎȂಢᙑџौؑӫհჱբȂԃܻڏࠢܖᇧแϛٺҢճӠޟϽᏰ Ȅࠢ

ᆓȂಢᙑᔖൢ֙ᆓ౩Пବත៩Ȟත៩Ҭ403-7ଶѴȟᇄ੫ܚಢᙑڧώհൟܖ/ώհЅڏȂծޱষώϞώհߨ

ۡкᚠත៩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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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員工之工作者，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不受組織所管控，但由於彼此間業務關係，這些工作者對組織營運、

產品或服務，會直接關聯職業安全衛生之重大衝擊

ಢᙑۣᄇষώȃᇄߨষώծڏώհЅ/ܖώհൟڧܚಢᙑܚᆓϞώհޟޱ職業安全衛生॒ȄଶԪϞѴȂಢᙑ

ζџӰᇄڏтᄂᡝȞԃቋᜦϛᄂᡝȟޟ業ᜰ Ȃ߽Մਖ਼Ѕ職業安全衛生ޟፐᔞȄ 

ӵಢᙑؠԤᆓώհᇄώհൟޟܚݷήȂಢᙑϫԤӈᅾڏЖΨȂѓࢂၼҢಢᙑᇄ業ᜰ߽ޟኇΨȂپႱ

٩ᇄጥڏᇄಢᙑޟᕊၼȃ݈ࠢܖԤޢᜰᖒϞ職業安全衛生॒ޟ७ፐᔞȄ

ӵԪݷήȂಢᙑᔖٺҢᆓ౩Пବත៩ണϞත៩Ҭ403-7ȂՍЍජक़ڏႱ٩ᇄጥ職業安全衛生Ϟ१σ॒

७ፐᔞȂоЅࣺᜰӠᇄॳᓎޟᆓ౩ПବȄ

表1 
根據「工作受組織管控」與「工作場所受組織管控」的標準，判定員工和非員工之工作者的範例

工作受組織管控

ಢᙑᐿᆓώհȃܖᇄΙএܖӻএಢᙑᖒ
ӫᆓ

工作不受組織管控

ಢᙑҐᆓώհ 

工作場所受組

織管控

ಢᙑᄇώհ
ൟڎܚᐿᆓ
ȃܖᇄΙএ
ӻএಢᙑᖒܖ
ӫᆓ

範例： 

ൢᏲಢᙑޟষώܻಢᙑᆓޟώհൟܚώհȄ

ൢᏲಢᙑҢܛᡧ୦ܻಢᙑᆓޟώհൟܚȂ

ٱনҏџौҥಢᙑষώׇپԙޟώհȄ

ಢᙑώհȄܚώհൟޟώܻൢᏲಢᙑᆓס

 

範例：

ൢᏲಢᙑ೩രټᔖ୦ޟώհܻޱಢᙑᆓ

ޟᔖ୦ᇄಢᙑټ೩രྱࡸȂܚώհൟޟ

ӫघೣ Ȃۡᄇټᔖ୦ޟ೩രȞԃኇӟᐠȟ໌

РலᆰওȄӵԪݷήȂಢᙑᆓώհൟ

ڏӵޱώհޟᔖ୦ټȂծҐᆓ೩രܚ

ώհൟܚୈޟώհȄ 

工作場所不受

組織管控

ಢᙑҐᆓώ
հൟܚ

範例： 

ൢᏲಢᙑޟষώܻಢᙑᆓѴޟӴᘈώհȞԃ

ӵড়ܖӵϴӓୢϛȃӵϱܖஈၮޟ

ӈȃܻܖಢᙑܚ安௶ޟ୦ਡϛȟȄ

ൢᏲಢᙑҢܛᡧ୦ܻϴӓୢȞԃӵၯܖ

ທၾΰȟٱώհȄ

ൢᏲಢᙑҢܛᡧ୦ܻಢᙑࡊИޟώհൟܚȂ

Һпώհ/݈Ȅޢ

ൢᏲಢᙑټᔖ୦ޟώհټܻޱᔖ୦ޟᕊ業ൟ

ώܖਟސޟҢ੫տٺᔖ୦ټҰࡾҥಢᙑٮȂܚ

հПپݲᇧഅ/Һпܚौؑޟ݈ࠢܖȄ

範例：

ᇄൢᏲಢᙑॏԤӫघϞټᔖ୦ޟώհޱȂ

ӵټᔖ୦ᕊ業ൟٺܚҢټᔖ୦ޟώհП

ு໖Ԛᇄڥᔖ୦ټԃȈൢᏲಢᙑٽȄݲ

ጣȂԪ໖ᇄጣټ࣏ᔖ୦ޟྥࠢȄټ

ᔖ୦ޟώհޱӵټᔖ୦ޟώհൟܚᇧհ໖

ᇄጣȄณՄȂಢᙑᕕொ໖Ԛߒ७༯Ԥ

ᡝȂࢳ༯၆ਢོភܹԤޱጲȂӵώհࡌ

ኇڏஶȄԪלήȂಢᙑҐᆓټᔖ

୦ώհޟޱώհᇄώհൟܚȂծငҥڏᇄ

ޱώհٲ業ᜰ߽ȂԪࠢᇄޟᔖ୦ټ

生ޢᜰᖒϞ१σ職業安全衛生ፐᔞȄ



8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

1. 管理方針揭露

ᆓ౩Пବත៩ᜰܻಢᙑԃդᆓ౩१σкᚠȃࣺ ᜰፐᔞȂЅցᜰ߽Ρӫ౩ఖᇄցઉఄޟक़ܒ၌ភȄӈդࡇ

ಢᙑȂ̓ޟጡᇧࠌਲ਼ᐃGRIྥਪ֙ൢڏ֙ ൢ֙ؐڏএ१σкᚠޟᆓ౩ПବȄ 

ಢᙑϐᠦտ職業安全衛生ڏ࣏१σкᚠޱᔖٺҢGRI 103Ȉᆓ౩Пବ ЅҏണϞᆓ౩Пବත៩Ȃൢ 職業安ڏ֙

全衛生кᚠޟᆓ౩ПବȄ 

ҏണϛޟත៩ᆹฐܻಢᙑԃդᠦտᇄᆓ౩ڏ職業安全衛生ޟፐᔞȄӰԪȂԪണҢپ၄шGRI 103 Մڥߨ

фGRI 103 ϞϱৠȄ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職業安全衛生的管理方針。

報導建議

1.2 ൢᏲಢᙑۣൢ֙ӈդڏтҢܻޣᆓ౩ቹڷຟե職業安全衛生ᕼਝޟሴӑࡾܖ௩ࢊȄ

指引

ԃൢݎᏲಢᙑޟᕊၼᐗၮ೨ӻড়ܖӴᘈȂࠌџࣺٷ

ᜰտȂ൷ড়ܖӴᘈϷಢൢ֙ᆓ౩Пବත៩ȄٽԃȈ

ಢᙑџත៩Ҭ403-4-bܚौؑϞҥ഼ၥӓӣಢԙ

ғԒޟ安全衛生ۏষ Ȃོࣺࡸխ੫ޟӴᘈ໌Ϸಢ

ၥଉൢ ȇ֙ಢᙑϚሯौϷտൢ֙ؐএۏষ Ȅོ

న1.2ࡾޟЕ

ሴӑࡾᒋ໔ಢᙑ௴ڥଢ଼оႱ٩職業༌ڷ職業

ߒޟ౪ȄҥܻߝዖӅޟᇄᅓൢ้୰ᚠȂಢᙑ

ϚᏵฒݲઍᄂІڏࢎ職業安全衛生ߒ౪ޟဣࡾࡣ

ȂӰԪሴӑࡾᄂ឴१ौȄ 

ሴӑࡾலڎᐿ੫ܖܒ൷੫ۡಢᙑܚ໔٘ۡڙȄ

Ȉܻࢂѓٽጒޟࡾٲ Ӡᒱᜋᇄൢ࢈ٱᏲϛႆڧ

ଋጛޟώհޱኵ໔ȃӵᄂൢࢊᏲ๊ࢇȃࢺแڷώհޱ

ଋጛൢࡣᏲቨёޟӠ࢈ٱڷȃஶᇄ安全ᔮܖࢥጋ

ਯޟᓜȃҢܻஈᔮܖࢥጋਯ࡚ܚដٱޟҁ֯ਢ

ȃоЅ፡ੑڷࢥଶӠޟІᔖਢȄ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2ȃ4ȃ7ȃ8ȃ1112ڷ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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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uidelin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ILO-OSH 2001, 2001.

揭露項目 403-1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陳述是否已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包括是否： 

  i. 因法令要求而實施此系統。若如此，條列此項要求；

  ii. 根據公認的風險管理及/或管理系統標準/指引來實施此系統。若如此，條列此標準/指引。

b.  描述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工作者、活動及工作場所的範圍。若有任何工作者、活動或工

作場所未涵蓋在內，解釋其原因。 

ත៩Ҭ

403-1

指引

ත៩Ҭ403-1ࡾޟЕ 

ත៩Ҭ403-1ौؑൢᏲಢᙑనӖӈդᄂࢊ職業安全

衛生ᆓ౩فಛᒳԈݲޟхौ Ȅؑ

職業安全衛生ޟϴᇯྥ/ࡾЕᇄᆓ౩فಛѓࢂሬ

ޟȃᇄ੫ۡ業ޟȃড়ޟ Ȅྥ 

ൢᏲ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ਢȂಢᙑζџජक़Ȉ

•  ॒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ޟட業ΡষտȂо

ЅٲΡষڧ֏ჍܻಢᙑȂܖᐊӈ୰職

ȇ

• ᆓ౩فಛԃդႀܒ៉ࡻڗȂ։ඪЀᆓ౩ف

ಛȂڏٺႀԙᐌᡝ職業安全衛生ᕼਝޟІ᙭

แȄ2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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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2
ӠᒱᜋȃॳᓎຟեȃЅ࢈ٱ፡ࢥ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例行性和非例行性職業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的流程，並應用分級管控，消除危害並將風險降至

最低，包括：

  i.  組織如何確保這些流程的品質，包括執行這些流程的人員能力； 

  ii.  如何使用這些流程的結果來評估並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b.  描述讓工作者報告職業危害與危險狀況的流程，並解釋如何保護工作者免於處分。

c.  描述工作者可自行離開其所認為可能導致傷害或疾病的工作狀態之政策與流程，並解釋如何保護工

作者免予處分。

d.  描述調查職業事故的流程，包括事故相關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的流程，並利用分級管控以決定糾正

行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需進行的改善措施。

指引

ත៩Ҭ403-2-aࡾޟЕ

ජक़ٽٽߨڷܒܒӠᒱᜋᇄॳᓎຟեࢺޟแȂ

ᔖҢϷᆓਢȂൢٮ ᏲಢᙑџȈ

ޟϴᇯܖ/ौؑЅࡡݲஅܻ֏แࢺٲᡝᇳ݂ڎ •

ྥ/ࡾЕȇ

• ජक़ٽࢺܒแޟᓜᇄጒ൜ȇ

•  ජक़ٽߨࢺܒแϛџᇶีޟᡐኵȂԃᐇհแ

ᙽϭȇܖວޱȇώհࢥ፡࢈ٱᡐȇޟ೩രܖו

ώհܖޱώհࢺแޟᡐȇᅿώհᕗცȃώհޱ

ஶޟ๖ݎȂѓࢂኸ៩ᅿȞԃኸ៩ܻᏡॱȃᎪ

ଢ଼ȃԸშȟȇ

• ၌ភԃդᄇၶܾڧܛ職業༌ܖ職業ॳᓎޟώ

հޱȂੑ ଶ໌ࢺٲแޟራᛤȂԃ७ᖝᇭِራᛤ

ৠܾޱȞԃആႆώհޱώհޟཬڧ᠙ΨܖຜΨܖ

౩၌ޟᇭ Ȃِඪټ職業安全衛生ޟஉଋᇄၥଉȟȄ

ත៩Ҭ403-2-bᇄ403-2-cࡾޟЕ

߳៖ώհޱջܻϷȂѓ๊ࢇۡڙࢂᇄࢺแ٩Хт

ঈᎏڧৼᔃȃࡄȃܖџᄇтঈޟҢܖώհӫघ

生॒७ፐᔞޟ࣏ȞѓࢂತХȃ६ȃѶў၄ຮȃक

џӰтঈᚔޱȟȄώհᄇޟтϚցڏӈդڷȃࡡ

өώհܖȃݷޑώհޟܖџᏲमӠ࣏ᇯܚڏ

ՄᎏݷޑӠᓎܖᅿᆓᐠᜰൢ֙Ӡܖȃкߒфޱ

 ϷȄڧ

ත៩Ҭ403-2-cొᇐώհܢޱ๘ୄܖХϚ安全ܖϚ

ஶώհ᠌ޟցȄώհޱԤ᠌ᚔтঈᇯ࣏џᏲमт

ঈڏܖтΡڧ༌ܖޟώհݷޑȄ

ත៩Ҭ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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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3
職業ஶ݈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有助於辨識和消除危害、將風險降至最低的職業健康服務功能，並解釋組織如何確保這些服務

的品質，以利於工作者獲得這些服務。

指引

ත៩Ҭ403-3ࡾޟЕ

職業ஶ݈ԟӵ߳៖ώհޱᇄڏώհᕗცޟஶࣺ

ᜰҬȄ 

ӵජक़ԃդጂ߳職業ஶ݈ࠢޟ፴ਢȂൢ Ᏺಢᙑџ

၌ភԪ݈֏ҥڎϴᇯၥਿڷᇯᜌϞᆎ職Ρষܚ

ඪټȂоЅ֏ಒӫݲхौؑЅ/ܖϴᇯޟྥ/ࡾЕȄ 

ජक़ԃդ໌ߴώհޱᕕு職業ஶ݈ਢȂಢᙑџජ

क़ڏ֏ӵώհൟڷܚΰੲਢඪټ݈ٲȇ֏

安௶ᙽଚຨࡨܖܚ݈ޟȇ֏ඪټԤᜰ݈ޟၥ

ଉȞѓࢂώհޱৠܾ౩၌ޟᇭِȟȇоЅ֏፡ᐌώհ

໔ᡱώհޱٺҢ݈ٲȄ

ಢᙑᗙџൢ֙ຟե݈ٲԤਝࡾޟܒȂоЅቨё

ώհޱᄇ݈ٲޟᇯᜋٮჂᓾᇄޟПݲȄ

న1.3.1ᇄ1.3.2ࡾޟЕ

職業ஶ݈ᔖ൵१ώհޟޱᗴ᠌ؽȄಢᙑϚۣώ

հޱᇄԪ݈ᇄॎหȃܖҥԪ生ޟஶኵᐃհ

ತХȃ६ࢂྥȂѓؚۡޟ᛫घܖҢޱԤᜰώհ࣏

ȃਣЀܖඪࠉټශȃ၄ຮȃܖӈդڏтԤցܖϚցޟ

ႄȄَՃМᝦണϛМᝦ6Ȅ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39ڷȄ

ත៩Ҭ

403-3

報導建議

1.3 ൢᏲಢᙑۣൢ֙оήѴၥଉȈ

 1.3.1  ಢᙑԃդᆰ៖ώհޱএΡஶࣺᜰၥଉޟᐠܒȇ

 1.3.2 ಢᙑԃդጂ߳ώհޟޱএΡஶࣺᜰၥଉЅڏᇄޟӈդ職業ஶ݈ȂϚོᄇώհޱ生ӈ

դԤցܖϚցޟᄇȄ



12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8

揭露項目 403-4
Ԥᜰ職業安全衛生Ϟώհޱᇄȃᒚ୦ᇄྜ 

報導要求

指引

ත៩Ҭ403-4-aࡾޟЕ

ජक़ώհޱᇄ職業安全衛生ႆޟแϛȂൢ Ᏺಢᙑџ

ѓࢂоήၥଉȈ

• அܻݲхौؑޟғԒᇄȇ 

• ആႆᇄғԒᇯџޟώհޱфྜߒپᇄȇ

ȞԃആႆωޱώհޟኇڧᄇᇄȂ੫տޢ •

ؚޟᇄ職業安全衛生ޢޱԤώհܚಢᙑᡱ

๊ȟȇ

ၼڷষོԃդ࡚ҳۏٲҢഊȂоЅޟষོۏ •

հȇ

• ᇄ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ȞԃᇄӠᒱᜋȃ

ॳᓎຟեȃϷᆓޟᔖҢȃ࢈ٱ፡ࢥȃጋਯȃ

ԤᜰٺҢܛᡧ୦ᇄѴѓ୦ؚ๊ޟȟȇ

•  ԃդᒱᜋੑڷଶᇄራᛤȞԃആႆඪټଋጛȃ߳

៖ώհޱջܻϷȟȇ

ජक़࣏ώհޱඪټ職業安全衛生ࣺᜰၥଉᇄྜϞࢺ

แਢȂಢᙑџൢ֙֏ඪټԤᜰ職業ޟ࢈ٱၥଉоЅ

Ȅࢊӱᔖ௩ޟڥ௴ܚ

ත៩Ҭ403-4-bࡾޟЕ

ώհޱᇄ職業安全衛生ശலَޟПԒ࣏ആႆҥ഼ၥ

ӓӣಢԙޟ安全衛生ۏষོȄ၎ۏষོଶΟӨώհቹ

ϞώհޢޱᇄѴȂώհޱфߒȞԃݎԤޟၗȟζ

џᇄٲᖒӫࣀଢ଼ȂӰ࣏ಢᙑџ௲᠌тঈհю

ᜰؚࣺޟԤᜰ職業安全衛生ܚтώհൟڏ Ȅ๊

ष೩Ԥҥ഼ၥӓӣಢԙғԒޟ安全衛生ۏষ Ȃོಢᙑ

ᗙџජक़ؐএۏষོӵಢᙑϱၼհޟቹȃތڏᆒ၌

ؚᐠڙȃڏкৰ職ȃоЅԃդ߳៖ۏষོԙষջܻ

ϷȄ

ත៩Ҭ403-4-bौؑජक़၎ۏষོԤฒώհޱᐊӈ

фߒȃЅڏনӰȞषฒώհޱᐊӈфߒȟȄԪත៩Ҭ

Ϛሯජक़դΡ࣏၎ۏষོԙষᇄ֏ޟၥଉȄ

న1.4ࡾޟЕ

࿋ӴቹڞޟដலѓࢂԃඪټএΡ٩៖೩രȇώհ

ȇඪࢥ፡࢈ٱڷȃጋਯȃࢥᔮޟ安全ڷᇄஶߒфޱ

Ϸ้кᚠȄڧᎏڏȇоЅ߳៖ىଋጛᇄఀټ

全౨ቹڞޟដலѓࢂԃᒳԈILOޟሬ഼ଢ଼ ȇྥ

၌ؚ୰ᚠޟ安௶ܖ๖ᄺȇоЅ職業安全衛生ྥᇄᕼ

ਝЫҁܛᒛ้кᚠȄ

報導建議

1.4  ൢ Ᏺಢᙑۣൢ֙֏Ԥ職業安全衛生кᚠѓ֤ӵᇄώོܚ᛫ॏޟ࿋Ӵܖ全౨ғԒڞដϛȂषԃԪȂൢ ֙

Ԥդᆍ職業安全衛生кᚠȄ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工作者的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制定、實施與評估進行的諮商，以及提供工作者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資訊與溝通之流程。

b. 若設有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員會，描述他們的職責、開會頻率、決策權，以及若該委員

會無工作者擔任代表，解釋其原因。

ත៩Ҭ

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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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5
Ԥᜰ職業安全衛生Ϟώհޱଋጛ

報導要求

指引

ත៩Ҭ403-5ࡾޟЕ

ජक़ܚඪޟټ職業安全衛生ଋጛਢȂൢ Ᏺಢᙑџѓࢂ

оήၥଉȈ

• ԃդຟեଋጛሯؑȇ

• ԃդ೩ॎ໌ڷଋጛȂѓࢂਖ਼Ѕޟϱৠܖкᚠȃ

ᖿৱޟΨȃڧଋጛޟώհޱᄇຫȃଋጛޟᓜ

ȃоЅଋጛ֏ඪټώհޱৠܾ౩၌ޟᇭِȇ

ؠݎջາଋጛȇԃޟЛᖠټώհਢϱඪܻ֏ •

ԤȂ֏ڙौؑώհޱёଋጛȃоЅ֏ᄇ

Ԫ໌၄ᓻȇ

• ԃդຟեଋጛޟԤਝܒȄ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提供工作者之任何職業安全衛生訓練，包括一般的訓練以及特定的職業危害、危險活動、或危

險狀況訓練。

ත៩Ҭ

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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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6
ώհޱஶ໌ߴ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就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報告以下資訊：

a.  解釋組織如何促進其工作者獲得非職業醫療及健康服務，以及組織所提供服務的範圍。

b.  描述組織是否提供工作者任何自願性健康促進服務與計畫，以解決主要非職業相關的健康風險，包

括解決特定的健康風險、以及組織如何促進工作者獲得這些服務與計畫。

指引

ත៩Ҭ403-6-aࡾޟЕ

ᖒӫҗ៉ีҬϞಠҬ3.8ौᄂ౪全ҕ

ஶ߳ራȂѓࢂඪټॳᓎ߳ޟ៖ȇᕕுԤࠢ፴ޟஅ

ҏᚂᕛ݈ȇЅᕕு安全ȃԤਝȃԤࠢ፴иџ॒ᐊޟ

அҏࠢ࣫ڷऻȄ 

ώհޱџആႆϴѧຨܖܚݽᕛॎหȃᙽϭفಛȃ

Ȃߴਖօܖᚂᕛ߳ᓎܖ 職業ᚂᕛᇄߨᕕுڏ໌

ஶ݈Ȅ

ජक़ᕕுಢᙑܚඪߨټ職業ᚂᕛᇄஶ݈ޟጒ൜

ਢȂൢ Ᏺಢᙑџᇳ݂ඪ݈ټޟȃЅᕕு݈ޟ

ώհޱȄ  

षಢᙑӰܚڏӵޟড়ϐඪټଽࠢ፴иܾڥுϞߨ職

業ᚂᕛЅஶ݈ȞԃആႆڏܖтධօȟȂमҐඪ

ᜰ݈Ȃಢᙑџܻൢ֙ਪϛങक़ϞȄࣺޱώհټ

षಢᙑӰߨষώϞώհڏޱкϐඪ໌ߴټώհޱᕕ

ுߨ職業ᚂᕛЅஶ݈ȂमҐඪߨټষώϞώհޱ

ࣺᜰ݈Ȃಢᙑџܻൢ֙ਪϛങक़ϞȄ

ත៩Ҭ403-6-bࡾޟЕ

ᖒӫҗ៉ีҬ3ौጂ߳ஶ生ࣀЅ໌ߴӨԑ

ឭቹޟᆋआȄএҬޟಠҬѓࢂആႆႱ٩Ѕݽ

ᕛȂЍߨ༈ܒޟԞԫιΡኵȂ໌ߴٮЖ౩

ஶᇄᆋआȇёސᕀҢޟႱ٩ᇄݽᕛȞѓࢂബ᎖

ޟސᕀҢᇄԤନᆠੑޟૉȟȇጂ߳ܒᇄ生ஶ

݈ޟලЅȇоЅੑଶདྷฅȃ๖ਯȃᅹȃڷೝ܇ຜ

т༈ڏڷȃЫ൬ȃއمݽ٩ٮȂܒࢺዥளޟ

Ȅ

ත៩Ҭ403-6-bొᇐ࣏၌ؚώհޱкौߨ職業ஶ

ॳᓎޟՌ݈ܒᇄॎหȂѓࢂԤᜰ٘ЖஶϞॳ

ᓎȄٲॳᓎᄂٽѓܪࢂȃސЅନᆠᕀҢȃીмၼ

ଢ଼ȃϚஶޟॵȃདྷฅȃڷЖ౩ོޥӰશȄ 

Ռܒஶ໌ߴॎหᇄ݈џѓקࢂॎหȃॵ

࡚ដȃඪټஶޟষώᓡȃᔆॎหȃඪټ٘ܖܘ

१ॎหȄՌޟܒॎห݈ܖϚڙ೩ۡএΡҬȂи

षԤඪټዩᓾȂࣱ ᇄಢᙑҢܖ᛫घώհؚۡޟޱฒ

ᜰȄ

ත៩Ҭ

403-6

報導建議

1.5 ൢᏲಢᙑۣൢ֙оήѴၥଉȈ

 1.5.1  ಢᙑԃդᆰ៖ώհޱএΡஶࣺᜰၥଉޟᐠܒȇ

 1.5.2  ಢᙑԃդጂ߳ώհޟޱএΡஶࣺᜰၥଉЅڏᇄޟӈդ職業ஶ݈ܖॎหȂϚོᄇώհޱ

生ӈդԤցܖϚցޟᄇ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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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403-6

Ռܒஶ݈໌ߴᇄॎหџ၄шծϚџԙ٩࣏Х༌

߳ڷ៖ώհޱջܻ職業༌ܖ職業Ϟ職業安全衛

生ॎหȃ݈فڷಛϞфПਰȄՌܒஶ໌ߴᇄ

職業安全衛生џҥಢᙑӓӣᆓ౩Ȃоհ࣏ጂ߳ώհޱ

ᐌᡝஶ安全ПޟݲΙഋϷȄ

ජक़ԃդ໌ߴώհޱᕕுՌܒஶ݈໌ߴᇄॎห

ਢȂಢᙑџ၌ភڏ֏ϰ೨ώհޱӵЛᖠώհਢϱ

ড়৳ԙޟޱᇄॎหȄಢᙑζџൢ֙ώհ݈ٲҢٺ

ষ֏ζџоٺҢ݈ٲᇄॎหȄ

ಢᙑජक़ڏՌܒஶ݈໌ߴᇄॎหਢȂಢᙑζџ

ൢ Ȉ֙

• ొᇐܻ݈ٲᇄॎหϛޟкᚠԃդᒵۡޟȂ

ѓࢂώհޱԃդᇄкᚠޟᒵᐅȇ

• ݈ٲᇄॎหܚਖ਼Ѕޟแ Ȃ࡙ѓࢂԤਝϓႱޟ

ᜌ Ȟَ݂ՃМᝦണϛМᝦ19ȟȇ

• ຟե݈ٲᇄॎหԤਝࡾޟܒȇ

• ቨё݈ٲᇄॎหޟᇯᜋٮჂᓾᇄޟПݲȄ

న1.5.1ᇄ1.5.2ࡾޟЕ

Ȅಢᙑ᠌ؽᗴޟޱ職業ஶ݈ᇄॎหᔖ൵१ώհߨ

ϚۣώհޱᇄԪ݈ᇄॎหȃܖҥԪ生ޟ

ஶኵᐃհ࣏ԤᜰώհޱҢܖ᛫घؚۡޟྥȂѓࢂ

ತХȃ६ȃਣЀܖඪࠉټශȃ၄ᓻȃܖӈդڏтԤց

ႄȄَՃМᝦണϛМᝦ6ȄޟϚցܖ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1ȃ1415ڷ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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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7
Ⴑڷ٩ሆᇄ業ᜰ߽ޢࣺᜰᖒϞ職業安全衛生ޟፐᔞ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描述組織透過業務關係，預防和減緩與組織營運、產品或服務有直接關聯之重大職業安全衛生負面

衝擊、以及相關危害和風險之方法。

指引

धශ

ӵಢᙑؠԤᆓώհᇄώհൟޟܚݷήȂಢᙑϫԤ

ӈᅾڏЖΨȂѓࢂၼҢಢᙑᇄ業ᜰ߽ޟኇΨȂ

ᜰޢԤ݈ܖᕊၼȃࠢޟᇄಢᙑڏႱ٩ᇄጥپ

ᖒϞ職業安全衛生॒ޟ७ፐᔞȄӻࣺᜰࡾЕȂَҏ

ጒ൜Ȅޟȷޱϛȶώհࠌྥ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13Ȅ

ත៩Ҭ

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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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主題揭露 

揭露項目 403-8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ܚᇐϞώհޱ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若組織依法令要求及/或公認的標準/指引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  若組織依法令要求及/或公認的標準/指引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i.  在此管理系統下，經內部稽核之所有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

工作者的人數和比例； 

  iii. 在此管理系統下，經外部組織稽核或認證之所有員工、與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

織所管控之工作者的人數和比例； 

b.  此揭露項目是否排除任何工作者，並說明其原因（如有排除），包括所排除工作者之類型。

c.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指引

धශ

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џհ࣏ᆓ౩ᇄੑ៉ࡻଶӠ

࣏ಛفоݲȄ၎ПݲΙԤਝПޟॳᓎ६Սശճڷ

அᙃ職業安全衛生ᆓ౩ᒊΣϴѧᐌᡝࢺแϛȄ၎ف

ಛலོ໌ȶॎგ - ஈ – ࢥਯ - ଢ଼ȷ(plan-do-
check-act)ඉᕗȂആႆಢᙑϱӨώհቹϞώհޱԤཎ

ဎޟᒚ୦ڷᇄߴȂ ໌ሴᏲᇄհ࣏Ȅ 

оفಛ࣏அᙃȃׇ全ᐌӫࢺแޟПݲȃџҥΙࣀଢ଼

Ճ໔ӠᒱᜋȃॳᓎຟեȃЅ࢈ٱ፡ࢥհ࣏Ι१σ

ಢᙑுᒱᜋю職業安ٺીѶޟಛفȄᆹฐܻݲП

全衛生ᐌᡝᆓ౩ޟϚ ȇٗ၌ؚپ ȃྛ๊ࢇЅᕊၼڙȇ

Ȅܒ៉ࡻጂ߳ٮ

ත៩Ҭ403-8ࡾޟЕ

ҏත៩ҬࡾюಢᙑݲٷхौؑЅ/ܖϴᇯޟྥ/ࡾ
ЕϞ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ήొܚᇐޟষώȃᇄߨষ

ώծڏώհЅ/ܖώհൟڧܚಢᙑܚᆓϞώհޱΡኵ

ШٽȄൢᏲಢᙑџٺҢᆓ౩Пବත៩ണϛත៩Ҭ

403-I-a-iᇄ403-I-a-iiൢ֙ڏ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ܚ

ȄߒЕӖࡾ/ྥޟϴᇯܖ/хौؑЅݲޟҢٺ

ත៩Ҭ

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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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403-8

षܚߨԤώհొࣱޱᇐܻԪ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

ήȂಢᙑџൢ֙ҐొᇐϞώհڎ֏ޱԤӈդଽॳᓎ

職業Ȅܖ職業༌ޟ

ଶҏත៩ҬौؑϞၥଉѴȂಢᙑுൢ֙ݲٷхौؑ

Ѕ/ܖϴᇯޟྥ/ࡾЕϞ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ܚ

ᇐൟܚϞኵ໔ڷԻϷШȄ

ಢᙑζџජक़Ȉ

• ϱഋጋਯޟПݲȞٽԃȈтঈྱٷ֏Ιৈϱഋጋ

ਯྥܖϴᇯޟጋਯྥஈȃጋਯষޟၥਿौ

ؑȟȇ

ᇯᜌጒ൜ܖђϐ௶ଶܻጋਯܖแࢺԤӈդ֏ •

ѴȂоЅԃդᅿԪጒ൜Ϟ職業安全衛生ߒ౪ȇ

•  ಢᙑٺܚҢޟጋਯܖᇯᜌ Ȅྥ

Ѵഋጋਯ՝џѓࢂΠПᇄέПጋਯȄΠПጋ

ਯலҥࡊИȃڏтࡊИфߒȃڏܖтᇄಢᙑԤғԒ

ցઉᜰ߽ޟѴഋ՝ஈȄέПጋਯࠌҥᐿҳޟ

ಢᙑȂԃຝы՝Ȟ։ᡛᜌᐠᄺȟܖᅿᆓᐠᄺஈȄ

ත៩Ҭ403-8-bࡾޟЕ

ώհޟޱџਲ਼ᐃԃ഼Ȟ全職ܖঙ職ȟȃ഼ 

ӫघȞҗδܖᖝਢȟȃᆓޟܖแ Ȟ࡙ԃώհܖώ

հൟڧܚಢᙑܚᆓȃᐿܖᖒӫᆓȟȃоЅܚڏӵ

Ӵ้ྥୢϷ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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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9
職業༌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有員工：

  i.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數量與比率；

  ii.  嚴重的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排除死亡人數）；

  iii.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

  iv. 職業傷害的主要類型；

  v.  工作時數。

b.  所有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

  i.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數量與比率；

  ii.  嚴重的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排除死亡人數）；

  iii.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

  iv. 職業傷害的主要類型；

  v. 工作時數。

c.  造成嚴重職業傷害風險的職業危害，包括：

  i.  如何決定這些危害；

  ii.  報導期間內，何種危害造成或促成嚴重傷害；

  iii. 使用分級管控，消除這些危害並將風險降至最低，所採取或即將採取的行動。

d. 使用分級管控，消除其他職業危害並將風險降至最低，所採取或即將採取的行動。

e.  是否根據200,000或1,000,000工作小時計算比率。

f.  此揭露項目是否排除任何工作者，並說明其原因（如有排除），包括所排除工作者之類型。 

g.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2.1 彙編揭露項目403-9所訂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在計算嚴重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時，排除死亡人數；

 2.1.2 在計算可記錄之職業傷害的數量與比率時，包括由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2.1.3 僅包括透過組職安排的運輸工具造成通勤事故的傷害；

ත៩Ҭ

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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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403-9

 2.1.4 根據200,000或1,000,000工作小時計算比率，請使用以下公式：

職業傷害所造成 
的死亡比率

=

職業傷害所造成 
的死亡人數  

x [200,000 or 1,000,000]
工作小時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 
（排除死亡人數）

=

嚴重的職業傷害數 
（排除死亡人數）

x [200,000 or 1,000,000]
工作小時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 =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

x [200,000 or 1,000,000]
工作小時

報導建議

指引

2.2 ൢᏲಢᙑۣൢ֙оήѴၥଉȈ

 2.2.1  ԃٲ࢚ݎ༌ȃড়ȃ業տȃܖώհޱΡοಛॎȞԃܒөȃܒտĂȃಋҕ٘Ӌȃԑឭȃܖώհ

ȟൢޱ ಠϷၥਟȇٲټኵ໔ᇄШ݂ᡗၶଽȂඪޟ֙

ಠϷџᓃϞ職業༌ኵ໔ȇ࢈ٱٷ 2.2.2 

 2.2.3 ԃݎӵත៩Ҭ403-9-cϛᒱᜋюϽᏰࠢӠȂඪټϽᏰࠢӖߒȇ

 2.2.4  ϐᠦտϞଽॳᓎ職業࢈ٱኵ໔ȇ

 2.2.5  ϐᠦտϞຎᡙ࢈ٱኵ໔Ȅ

ත៩Ҭ403-9ࡾޟЕ

ҏත៩Ҭొᇐ職業༌Ȅ職業༌ၥਟώհޱᎏ

 ᒋ໔Ȅܒ安全ߨٮᒋ໔ȇޟ༌แ࡙ڧ

࢈ٱҰߒϚΙۡٮШቨёȂܖኵ໔࢈ٱޟ֙ൢܚ

ኵၶоࠉӻȇџߒҰ࢈ٱकᓃᇄൢᏲޟݷޑ

Ȅ 

ԃݷޑ֙ൢ࢈ٱݎኵ໔ܖШޟቨёಢᙑ௴ڥଢ଼

оൢᏲᇄकᓃԫιȃ༌ڷȂܖᘗσڏᆓ౩

Ȃൢݎ๖ޟܚώհൟܖޱಛొᇐӻώհف Ᏺಢᙑு

၌ភ֙ൢٮٲଢ଼ᇄ๖ݎ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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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403-9

職業༌ޟџѓࢂԫιȃᡝᄠȃນ༌ȃ଼ ȃ

ᡩᅽڷȃᐶ༌ȃཎᜋൊѶޜ Ȅ้

ӵҏྥޟࠌϱМϛȂᇄώհࣺᜰޟՊՈ଼ᓫѓࢂ

ӵ職業ȞՄߨ༌ȟϛȂٺٮҢත៩Ҭ403-10ൢ
֙Ȅष၎ಢᙑᕊၼޟѧݲᆓᗒୢϱȂՊՈ଼ᓫ

Ϟώհޱ፫ᓻ࡙ڙᘪ࣏༌ȂಢᙑџٺҢත៩Ҭ

403-9၌ភ֙ൢٮٲȄԤᜰՊՈ଼ᓫϞӖ

ȂَՃМᝦണϛМᝦ5ᇄ16Ȅߒ

ਖ਼ЅΙૡσಀ༌ޟ職業࢈ٱ๖ݎϚѓࢂӵҏත៩

ҬϛȂծಢᙑுϷտൢ֙ԪၥଉȄٽԃȂಢᙑுൢ֙ٱ

ԫޱҢٺтၾၯڏᎽᎻٙᎄՄᏲमޱ生ӵώհี࢈

ιȃܖӵڏώհൟܚਢڧ༌ޟࡊȄ

ൢᏲଽॳᓎ職業༌ࡾޟЕ

Ԥ職業ܚဎȂಢᙑᔖൢ֙ۡޟџᓃϞ職業༌ٷ

༌հ࣏ȶџᓃϞ職業༌ޟኵ໔ᇄШȷޟΙഋ

ϷȄѪѴȂಢᙑᔖࡸήӖಠϷȃϷտൢ֙ଽॳᓎ職業༌

Ȉ

Ңත៩Ҭ403-9-a-iᇄ403-9-b-iൢ֙ԫιΡٺ •

ኵȄ

• ώհޱฒݲඈڏޟт༌Ȟԃᄠȟȃܖฒݲ/ᜲ
оܻϲএТϱඈՍڧ༌ࠉஶޑᄘޟ༌Ȟԃ

-9-403ڷҢත៩Ҭ403-9-a-iiٺȟȂሯ଼ܒีځ
b-iiൢ֙Ȅ

ȶଽॳᓎ職業༌ȷۡޟဎٺҢȶඈਢȷՄߨȶཬ

Ѷਢȷհ࣏րᘞ༌ᝒ१แ࡙ޟ ȄྥȶཬѶਢȷ

ϚΙٮȇࡾΙޟ職業༌Ᏺमಢᙑ生Ψή६

༌แޟڧᎏܚޱҰώհߒۡ Ȅ࡙ 

ІϞȂȶඈਢȷࡾώհׇޱ全ඈڧڗ༌ࠉஶޑ

ᄘܚሯޟਢȇٮϚࡾώհߕޱӱώհܚሯौޟਢ

Ȅӵٲ࢚ݷήȂώհޱџӵׇ全ඈࠉ൷ߕӱώ

հȄ

ଶΟҏත៩Ҭौؑٷᐃඈਢ֙ൢپଽॳᓎ職業

༌Ȃಢᙑζџൢ֙ᏲमཬώРኵਰӇޟ職業༌ኵ

໔ᇄШȃؐΙཬώਰӇޟҁ֯ཬѶЈኵȃཬώРኵȃ

 ી༕Ȅڷ

ත៩Ҭ403-9-cࡾޟЕ

ත៩Ҭొᇐ։ٺӵԤᆓ௩ޟࢊݷήȂषϚёо

ᆓζོഅԙᝒ१職業༌ॳᓎޟ職業ӠȄҏ職業

Ӡџငҥॳᓎຟեкଢ଼ϠоᒱᜋȂܖҥଽॳᓎ職業

१༌ೝଢ଼ϠоᒱᜋȄᝒܖ࢈ٱ

職業Ӡܚഅԙߴܖԙଽॳᓎ༌ٽޟυȂѓ࡙ႆࢂ

ώհ໔ሯޟ ȃؑಙইӠᓎȃܖኸ៩ܻܾᐽސޟਟȄ

षϐᒱᜋϞ職業ӠܻϚӣӴᘈڎᡗ৯Ȃ၎ಢᙑ

џࣺࡸᜰտȞԃӴ౩ୢܖ業տȟϷಢܖϷ

ӠȄӣኺӴȂष၎տԆӵσ໔ӠȂಢᙑџϷٲ

ಢܖϷٲӠоցൢᏲȄ

ൢᏲԃդٺҢත៩Ҭ403-9-c-iؚۡդᆍ職業Ӡഅ

ԙଽॳᓎ職業༌Ȃಢᙑுජक़ҢؚܻۡդᆍӠഅ

ԙॳᓎᇄ֏ޟྥߞڷᘤȄൢᏲಢᙑџٺҢත៩Ҭ

403-2-aൢ֙ڏӠᒱᜋᇄॳᓎຟեȃоЅᔖҢϷᆓ

ࢺޟแȄ

ත៩Ҭ403-9-c-iiϚौؑൢᏲդᆍ職業ӠܻൢᏲ

ϱഅԙߴܖԙդᆍଽॳᓎ༌ȇڏौؑൢᏲഅԙଽ

ॳᓎ༌ϞܚԤ職業ӠޟᆣӫϷݙȄ 

षӰ職業࢈ٱՄᏲमޟଽॳᓎ༌ᄠՍൢᏲۻϫ

ӵ፡ࢥȂಢᙑџܻൢ֙ਪϛങक़ϞȄಢᙑுൢܻ֙ൢᏲ

ϱȂੑ࣏ଶӠٮϐᒱᜋϞॳᓎ६Սശճܚ௴

Ȅ࢈ٱ職業ޟΙএൢᏲϱȂ၌ؚࠉܻܖଢ଼ȃޟ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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ත៩Ҭ403-9-dࡾޟЕ

ҏත៩ҬొᇐӈդԤᜰੑଶڏт職業Ӡٮॳᓎ

६Սശճܖڥ௴ܚ։௴ޟڥଢ଼ȞԃҐѓࢂӵත៩

Ҭ403-9-cϛȟȄҏත៩Ҭுѓ࣏ࢂӱᔖߨଽॳᓎ

職業ӠȃоЅഅԙଽॳᓎӠџܒճޟ職業࢈ٱ

ଢ଼Ȅޟڥ௴ܚ

ත៩Ҭ403-9-fࡾޟЕ

ώհޟޱџਲ਼ᐃԃ഼Ȟ全職ܖঙ職ȟȃ഼ 

ӫघȞҗδܖᖝਢȟȃᆓޟܖแ Ȟ࡙ԃώհܖώ

հൟڧܚಢᙑܚᆓȃᐿܖᖒӫᆓȟȃܚڏӵӴ้

ྥୢϷȄ 

ත៩Ҭ403-9-gࡾޟЕ

षಢᙑᒳඉሬ഼ώಢᙑ(ILO)ᄂԈࠌȂᓃڷޣ
職業ڷ࢈ٱȂಢᙑுӵත៩Ҭ403-9-gϛങक़

ϞȄ

षಢᙑϚᒳඉሬ഼ώಢᙑ(ILO)ᄂԈࠌȂ၎ಢᙑџ

職業༌о֙ൢڷᔖҢܻᓃڏ࣏فᡝࠌդᆍೣ݂ߒ

Ѕڏᇄሬ഼ώಢᙑ(ILO)ᄂԈޟࠌᜰ Ȅ߽

षಢᙑฒޢݲॎᆗώհਢኵȂ၎ಢᙑџਲ਼ᐃΙૡܖ

ྥώհਢኵեᆗϞȂӣਢՃ໔ளᖠӄ᠌ޟઉ

ȞԃளᖠӄȃளᖠȃۡРȟȂ֙ൢܻٮਪϛ

ᄇԪϠо၌ភȄ 

࿋ಢᙑฒޢݲॎᆗܖեᆗώհਢኵਢȞԃӰώհޱ

ӵᆧࡨݷή໌ٽߨܒώհȃܖӰώհਢҐࡸ

ωਢЛпȟȂ၎ಢᙑሯौ൷GRI 101Ȉஅᙃ ඪࣸټ౩

ҥȄԤᜰࣸ౩ҥޟौ ȂَؑGRI 101 న3.2Ȅ  

న2.1.3ࡾޟЕ

న2.1.3ौؑѓࢂആႆಢ職安௶ޟၼᒯώڎഅԙ༕

ᎄȟȄಢᙑџϷٙܖ᛫घϴٙܖ༌Ȟԃϴѧޟ࢈ٱ

տൢ֙ڏт༕࢈ٱȇٽԃȈष࿋Ӵݲхौؑൢ֙Ԫၥ

ଉȄ

న2.1.4ࡾޟЕ

న2.1.4ौؑಢᙑਲ਼ᐃ200,0001,000,000ܖώհωਢ

ॎᆗШȄ

ྥϽШᡱಛॎޟШၶڎཎဎȂШԃϚӣܖ

ಢᙑޟШၶȃܖԤօܻ၌ភᄇྱಢϛώհޱΡኵȃо

Ѕтঈώհਢኵޟ৯Ȅ 

ਲ਼ᐃ200,000ώհωਢޟШࡾΙԑϱؐ100Ӫ全職

ώհޟޱ職業༌ኵ໔Ȃਲ਼ᐃ全職ώհޱΙԑώհ

2,000ωਢ໌೩ȄٽԃȈШ1.0ཎڨҁ֯ؐ100
Ӫ全職ώհޱȂӵΙԑϱོڗڧΙԩ職業༌Ȅਲ਼ᐃ

1,000,000ώհωਢШࡾΙԑϱؐ500Ӫ全職ώհޱ

職業༌ኵ໔Ȅޟ

ਲ਼ᐃ200,000ώհωਢޟШџၶᎌӫωಢᙑȄ

ଶΟྥϽШȂҏත៩Ҭौؑಢᙑൢ֙๘ᄇၥਟȞ

։ኵԅȟȂᡱၥଉٺҢޱџܚڏٷሯٺҢڏтПݲᏰ

ॎᆗШȄ

న2.2.1ᇄ2.2.2ࡾޟЕ

ᖒӫҗ៉ีҬϞಠҬ8.8ԟӵȶܚ࣏Ԥώհ

ώհޟϚᛧۡ൷業ڷಋҕȃܒτಋώȂ੫տࢂȂѓޱ

ঈȂ߳ޱ ៖഼ڏώ᠌ց໌ߴٮ安全џᎬޟώհᕗცȷȄ

ԑឭ้ΡܖտĂȃಋҕ٘ӋȃܒөȃܒڏတᡝџӰٲ࢚

οӰશՄ७ᖝσޟ職業༌ॳᓎȇӰԪȂࡸٲΡ

οಛॎྥಠϷ職業༌ޟኵᐃၶ࣏ԤઉȄَՃ

МᝦണϛМᝦ14Ȅ

ሬ഼ώಢᙑ143ဴϴघȶಋώȞ၄шೣۡȟϴघȷϞ

ȶಋώȷۡ ဎȈȶ࣏ᒗڧჍȞߨՌרჍҢȟՄ᎐ூޱȃܖ

ϐՌ࢚᎐ۨڗѪΙএড়ޱȂٮѓࢂலᄘܒೝຜ࣏

ಋώޱȷȄԤᜰӻࡾЕȂَሬ഼ώಢᙑ143ဴϴ

घȄ

ष職業༌ޟၥਟкौپՌٲ࢚ޟ༌Ȟԃᄠ

ȟȂ၎ಢᙑுඪ࢈ٱȞԃᛖࣔȃҺ࢈ٱܖȃᡩᅽȟ

ԪಠϷၥଉȄټ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10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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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3-10
職業 

報導要求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有員工：

  i. 職業病所造成的死亡數量與比率；

  ii. 可記錄之職業病的案件數量；

  iii.  職業病的主要類型。 

b.  所有非員工但其工作及/或工作場所受組織所管控之工作者：

  i.  職業病所造成的死亡數量與比率；

  ii.  可記錄之職業病的案件數量；

  iii. 職業病的主要類型。

c. 造成疾病風險的職業危害，包括：

  i.  如何決定這些危害； 

  ii.  報導期間內，何種危害造成或促成疾病案例；

  iii.  使用分級管控，消除這些危害並將風險降至最低，所採取或即將採取的行動。

d. 此揭露項目是否排除任何工作者，並說明其原因（如有排除），包括所排除工作者之類型。 

e.  瞭解如何彙編數據之任何必要背景資訊，如所使用的任何標準、方法學、及假設。

2.3  彙編揭露項目403-10所訂資訊時，報導組織在計算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或職業病案件數量時，應包括因

職業病所造成的死亡事件。

報導建議

2.4  ൢ Ᏺಢᙑۣൢ֙оήѴၥଉȈ

 2.4.1 ԃٲ࢚ݎȃড়ȃ業տȃܖώհޱΡοಛॎȞԃܒөȃܒտĂȃಋҕ٘Ӌȃԑឭȃܖώհ

ȟൢޱ ಠϷၥਟȇٲټኵ໔݂ᡗၶଽȂඪޟ֙

 2.4.2  ԃݎӵත៩Ҭ403-10-cϛᒱᜋюϽᏰࠢӠȂඪټϽᏰࠢӖߒȇ

 2.4.3  ኸ៩ܻත៩Ҭ403-10-cܚᒱᜋϞӨӠϛȂষώоЅߨষώծڏώհЅ/ܖώհൟڧܚಢᙑ

 ኵ໔ȄޟޱᆓϞώհܚ

ත៩Ҭ

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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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揭露項目 403-10

ත៩Ҭ403-10ࡾޟЕ

職業ுѓࢂҥώհనӇܖᄂհܚ࣏അԙܖёቑޟ

ՊՈ଼ᓫȃࢂѓڏஶ୰ᚠȄܒᄚڷܒȃඈีܒࡨ

Ҫጳف֜ڳڷಛȃඌܒᕜȃҥސ౩ӰશЕଔޟ

ȞԃᏡᖐᇶีޟ᠙Ψڧཬȃਏଢ଼Еଔޟȟȃڷ

ᆠડȞԃฐኌȃഺ༌ࡣᔆΨঐတȟȄҏත៩Ҭ

ొᇐȞծϚ३ܻȟሬ഼ώಢᙑ(ILO)職業Ӗߒϛܚ

ѓޟࢂȄӵҏྥޟࠌϱМϛȂ職業ՊՈ଼ᓫ

ѓࢂӵஶȞՄߨ༌ȟϛȂٮሯٺҢҏත៩Ҭ

໌ൢ֙ȄَՃМᝦണϛМᝦ516ڷȄ

ҏත៩ҬѓܚࢂԤܻൢᏲϱȂൢޣᏲಢᙑȃ

職業ਰӇȄಢޟᠦտюܚಢᙑആႆᚂᕛᅿᐠᄺܖ

ᙑџആႆڧኇޟώհޱȃ፫ᓻᐠᄺȃܖᚂᕛ߳

ட業Ρষ֙ൢޟȂᕕு職業ਰٽൢȄҏත៩Ҭ

џѓൢܻࢂᏲϱȂӵᚔ職ώհޱϛᔮกڗ職業

ޟਰӇȄषಢᙑആႆ፡ࢥጂۡ職業ޟൢਰٮٽ

џܻൢ֙ਪϛᄇԪϠоࠌኸ៩Ȃܚಢᙑώհਢ࣏ӵߨ

၌ភȄ

ҏත៩ҬొᇐዖӅᇄߝዖӅޟ職業ȄዖӅ

ࡾۖีڗޟࢲਢȄ 

೨ӻߝዖӅޟݷҐೝี౪ȇषԤี౪ȂڏҐ҆

Ӱ࣏Ιкܚኸ៩Ȅԃώհޱџ࣏Ϛӣкώհ

ਢኸ៩ܻүᆭϛȂܖώհޱџԤߝዖӅޟ

ӰՄܻᚔ၎ಢᙑӻԑࡣൊڼȄӰԪȂ職業ޟၥਟ

ᔖ၄шܻ職業ӠၥଉϱȄ

ӵٲ࢚ݷήȂಢᙑџฒݲᇔܖϴත៩職業

 υȈٽޟݷٲ࣏ၥਟȄήӖޟ

• ড়ܖӴୢݲ ȃೣӫघဎȃஶ߳ᓎనȃоЅ

ौೣݲԤᜰϞؽஶࣺᜰၥଉᗴޱтᇄώհڏ Ȃؑ

џࣚញಢᙑᇔȃᆰ៖ȃᇄϴൢᏲٲၥਟȄ 

• ώհޱ७ᖝЖ౩ོޥӰશޟၥଉܒ፴ȂσӻஅܻՌ

ݲؽᚂᕛ߳ᗴڗڧήݷත៩Ȃиӵ೨ӻܒี

 ಢᙑත៩ԪၥଉȄڙ៖Ȃџ३߳ޟೣ

ӵԪݷήȂ၎ಢᙑሯौ൷GRI 101Ȉஅᙃ ඪࣸټ౩

ҥȄԤᜰࣸ౩ҥޟौ ȂَؑGRI 101 న3.2Ȅ

ਖ਼ЅΙૡσಀޟ職業࢈ٱ๖ݎϚѓࢂӵҏත៩

ҬϛȂծಢᙑுϷտൢ֙ԪၥଉȄԪޟ࢈ٱΙএٽυ࣏

࿋ϽᏰސ፴ࣉᅓᏲमۨୢޥߖߣҕ٘ᡝஶڧཬȄ 

ත៩Ҭ403-10-cࡾޟЕ

ҏත៩Ҭѓࢂኸ៩ ȶܻሬᕜंـᐠᄺ(IARC)
1ಢȷȞᄇΡमᕜȟȃȶIARC2AಢȷȞ࡞џᄇΡ

ԤڎȟȃоЅȶIARC2BಢȷȞџᄇΡܒԤमᕜڎ

मᕜܒȟտȄَՃМᝦണϛМᝦ1718ڷȄ

ԤᜰൢᏲӠޟӻၥଉȂَත៩Ҭ403-9-cࡾޟ

ЕȄ 

ත៩Ҭ403-10-dࡾޟЕ

ώհޟޱџਲ਼ᐃԃ഼Ȟ全職ܖঙ職ȟȃ഼ 

ӫघȞҗδܖᖝਢȟȃᆓޟܖแ Ȟ࡙ԃώհܖώ

հൟڧܚಢᙑܚᆓȃᐿܖᖒӫᆓȟȃܚڏӵӴ้

ྥୢϷȄ

ත៩Ҭ403-10-eࡾޟЕ

षಢᙑᒳඉሬ഼ώಢᙑ(ILO)ᄂԈࠌȂᓃڷޣ
職業ڷ࢈ٱȂಢᙑுӵත៩Ҭ403-10-eϛങक़

ϞȄ

षಢᙑϚᒳඉሬ഼ώಢᙑ(ILO)ᄂԈࠌȂ၎ಢᙑџ

職業оЅ֙ൢڷᔖҢܻᓃڏ࣏فᡝࠌդᆍೣ݂ߒ

ᜰޟࠌᇄሬ഼ώಢᙑ(ILO)ᄂԈڏ Ȅ߽

న2.4.1ࡾޟЕ

ष職業ޟၥਟкौپՌܻٲ࢚ޟ生ܖ

Ȟԃف֜ڳಛȃҪጳȟ࢈ٱܖȞԃញಠܖ

ԪಠϷၥଉȄټȟȂ၎ಢᙑுඪࢳ

ζَన2.2.1ᇄ2.2.2ࡾޟЕȄ

ՃМᝦ

َՃМᝦണϛМᝦ5ȃ1016ڷȄ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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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虛驚事故

Ґี生༌ܖޟ職業࢈ٱȂծڎዖӵഅԙࠉक़Ϟџܒ 

註1：ຎᡙ࢈ٱζџоࡾȶຎᡙٱӇȷܖȶҐၿٱӇȷȄ

註2：ԪۡဎྛՌISO 45001:2018Ȅ 

通勤事故

࿋ώհޱӵؽΡࣀଢ଼ൟܚȞԃ՞ܚȃᓡᢈȟоЅώհӴᘈܖώհൟܚϞߕ܁ਢีܚ生࢈ٱޟ

註：ߕ܁ПԒѓءࢂᐠٙȞԃኞԜٙȃٙءȃњٙȃϴٙȟȃԤॗӖٙȞԃЬٙȃሆॗȟȃՌ

ٙȃॴᐠȃڷ؏้Ȅ

員工

ਲ਼ᐃড়ܖࡡݲඉࣺڏᜰᎌҢौؑȂमᇄಢᙑี生഼ᜰ߽ϞএΡ

勞雇合約

ငড়ܖࡡݲᄂᇯџ഼ޟӫघȂџоਪ७ȃοᓞܖᓶᇯלԒȞ։ڎԤ഼ᜰ߽ܚޟԤ੫Ȃ

ծؠԤਪ७ܖငَᜌޟοᓞӫघȟ

ฒۡھ३ܖҗδӫघȈҗδ഼ӫघࡾᇄ全職ܖঙ職ষώ᛫ॏޟฒۡھ३ӫघȄ

घۡώհӈܖӫघȂծܻ੫ۡਢ๖഼ޟԃΰۡဎࡾ३ӫघۡھᖝਢӫघȈܖ३ۡھ

ႱॎׇԙਢਢತХȄᖝਢ഼ӫघڎࡾΙۡ३ܖӰ੫ۡٱӇತХȂԃ࢚Ιடਰܖώհࢲ๖

ȃܖೝфޟষώڗϴȄ

勞雇類型

全職Ȉȶ全職ষώȷ߽ষώ໊ؐȃؐТؐܖԑϞώհਢȂоড়ԤᜰώհਢڷࡡݲޟᄂϞۡ

ဎྥ࣏ȞٽԃȈড়ۡೣࡡݲȶ全職ȷۡޟဎ࣏ؐԑՍЍώհΞএТȂ໊ؐՍЍώհ30এωਢȟȄ

ঙ職Ȉȶঙ職ষώȷ໊ؐࡾȃؐТؐܖԑޟώհਢЍܻоΰۡဎޟȶ全職ȷȞӣΰۡဎȟώհޟ

ষώȄ

暴露

ӵڎԤӨᆍแ࡙ڷᆍϞӠٲ࢚ޟᕗცή߆ܚາޟਢܖញܒޟ፴ȃܖߖџഅԙ༌ܖ

ޟݷȞԃϽᏰࠢȃᒭৢȃଽᔆȃᏡॱȃЬخȃᛖນސȟ

ҏຠཊߒѓ֤ٺҢҏྥࠌਢܚᎌҢϞҢຠۡޟဎȄۡٲဎџѓ֤ӵׇ៉ࡣᐌގGRIྥࠌຠཊۡܚߒဎޟ

ҢຠȄ
 
౩၌ϞۡڷϛԤҐۡဎϞҢຠȂᎌҢலҢߒຠཊࠌGRIྥގᐌׇܖߒҏຠཊݎጣȄԃۻҢຠࣱϐგޟԤۡဎܚ

ဎ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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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協議

ҥܚԤࣺᜰП᛫ဍޟਪ७МӇȂࡇڎҰᚖПᒳඉМӇϛೣۡϱৠޟհҢ

註：ғԒڞដџѓࢂȂԃ࿋Ӵޟღᡝڞघȃܖড়ܖሬ࢜ᄺڞޟដȄ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員會

ҥᆓ౩ቹᇄώհޱфܚߒಢԙϞۏষོȂڏ職ᐌӫՍಢᙑ࢜ᄺϛȂਲ਼ᐃ୦ۡޟਪ७๊ࢇȃแו

 ᒚ୦職業安全衛生୰ᚠȄڷᇄޱώհ໌ߴԤօܻٮၼհȂࠌೣڷ

健康促進

แႆޟஶڷڙΡঈஊёٺ

註1：ȶஶ໌ߴȷҢຠȂலᇄȶᆋआȷᇄȶஶȷҺϣٺҢȄ

註2：ԪۡဎྛՌжࣨ衛生ಢᙑ(WTO)ȂෳЊஶ໌ߴᏴണ(1986)Ȅ 

分級管控

ඪЀ職業安全衛生ȃੑଶӠȃٮॳᓎ६ՍശճϞفಛܒПݲ

註1：ϷᆓആႆϷПԒᆓӠо߳៖ώհޱȄϷ๖ᄺϛȂΰቹᆓਝઉᓺܻήቹȂӰԪ

ᆓӠശԤਝޟП࣏ݲᓺӑੑଶӠȄ

註2：ሬ഼ώಢᙑ(ILO)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ࡾЕ(2001)оЅISO 45001:2018ࡸоήᓺӑוӖю

ήӖႱ߳ڷ٩៖௩ࢊȈ

• ੑଶӠʝॳᓎȇ

•  оၶϚڎӠʝॳᓎޟแוȃᕊၼȃސਟȃܖ೩രфڎӠʝॳᓎޟแוȃᕊၼȃন

ਟȃܖ೩രȇ

•  ആႆώแܖڙಢᙑ௩ࢊᆓྛᓞޟӠʝॳᓎȇ

•  ആႆ೩ॎ安全ώհفಛॳᓎ६ՍശճȂѓࢂࢇᆓ௩ࢊȇ 

•  ࿋ฒݲആႆᡝ௩ࢊᆓ഻ήޟӠʝॳᓎȂջາඪټᎌ࿋ޟএΡ٩៖೩രȂѓࢂ݈Ȃ

ᆰ៖ȄڷҢٺϞғጂڏоጂ߳ࢊ௩ڥ௴ٮ

嚴重的職業傷害

職業༌ՄᏲमԫιȃܖᏲमώհޱฒݲȃᜲоܻϲএТϱඈՍڧ༌ࠉஶޑᄘޟ༌

高風險職業事故

ྃџഅԙᝒ१༌Ϟ職業࢈ٱ 

註：ଽॳᓎ職業࢈ٱџѓࢂ೩ര࢈ራȃᛖࣔȃٙܖᎄኡȂྃџഅԙᝒ१༌࢈ٱޟ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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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ӵGRIྥࠌϛȂଶߨԤ੫տຝ݂Ȃ֏ࠌȶፐᔞȷϞۡဎ࣏ಢᙑӵငᔼȃᕗცȂЅ/ޟོޥܖኇ Ȃи

 ७ȟȄ॒ܖଓᝦȞғ७ޟюಢᙑᄇҗ៉ีࡾוٷ

註1：ӵGRIྥࠌϛȂȶፐᔞȷΙຠџࡾғ७ޟȃ॒७ޟȃᄂሬޟȃዖӵޟȃޢޟȃޟȃȃ

ፐᔞȄޟᇋཎߨȃᇋཎȃߝ

註2：ᄇငᔼȃᕗცȂЅ/ޟོޥܖፐᔞζོኇಢᙑҏ٘ȄᖞپٽᇳȂӵငᔼȃᕗცȃЅ/ޟོޥܖ

ፐᔞོᄇಢᙑ୦業ԒȃӪៗȃܖҬႀԙԤܚኇȄ

 重大主題

кᚠІᔖൢᏲಢᙑᡗޟငᔼȃᕗცᇄོޥፐᔞȇܖᄂ፴ኇցᜰ߽Ρޟຟեᇄؚ๊ 

註1：Ԥᜰ१σкᚠۡဎޟӻၥଉȂᎧGRI 101Ȉஅᙃണϛࣨۡൢ֙ϱৠൢޟᏲনࠌȄ

註2：࣏ጡᇧٷඉGRIྥࠌϞൢ֙ਪȂಢᙑᔖବᄇ१σкᚠёоൢ֙Ȅ

註3：१σкᚠџѓࢂծϚ३ܻGRIྥࠌϛ200ȃ300ᇄ400فӖొܚᇐϞкᚠ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શޟϣհҢࣺܖҬϞΙৈࣺϣᜰᖒٲᄂ౪ٮҬȂڷ๊ࢇΟ࡚ҳ職業安全衛生࣏

註：ԪۡဎྛՌሬ഼ώಢᙑ(ILO)Ȃ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ࡾЕȂILO-OSH 2001 (2001)Ȅ 

職業安全衛生風險

ี生職業Ӡܖݷኸ៩ޟџܒȂоЅџҥӠᓎܖݷޑኸ៩ܚഅԙޟ༌ܖᝒ१แ࡙Ϟӫᆎ 

註：ԪۡဎྛՌISO 45001:2018Ȅ

職業健康服務

ώհᕗცϞौؑөкȃώޟ安全ᇄஶࡻᆰڷ൷࡚ҳ॒ٮђȂܒԤႱ٩ڎஅҏΰ݈ޟଊۏ

հޱЅڏфߒඪ࡚ټដȂԤօܻ໌ߴώհޱᇄώհࣺᜰޟശ٘ٹЖஶȂٮਲ਼ᐃώհ٘ޱЖ

ஶڏٺݷޑᎌᔖώհޟΨ

註1：職業ஶ݈ޟђѓࢂȈ

• ᅿώհᕗცϛޟӰશȂѓࢂඪټώհܖޱώհᄂϛϞӈդџኇώհޱஶޟ衛

生೩ࢊȃॵஆڷ՞ܚȇ

•  ᅿᇄώհࣺᜰޟώհޱஶȇ

•  ඪټԤᜰ職業ஶȃ安全ڷ衛生࡚ޟដȇ

•  ඪټԤᜰΡӰώแȃоЅএΡڷᡝ٩៖೩ര࡚ޟដȇ 

 ߴ • ໌ώհޱᎌᔖώհȇ

• ಢᙑࡨڷᆧݽࡨᕛȄ

註2：ԪۡဎྛՌሬ഼ώಢᙑ(ILO)Ȃȶ職業安全݈ϴघȷ161ဴϴघ(1985)Ȅ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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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ಢᙑඪټ୵ȃܖհ݈࣏ϞΙഋϷސܖࠢސޟ፴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或職業病

ҥήӖӈդܚݷᏲमޟ職業༌ܖ職業Ȉԫιȃᚔώհர՝ȃώհڧ३ܖᙽώհர՝ȃ຺

юࡨޟᚂᕛȃܖѶўཎᜋȃܖҥᚂ生ڏܖтڎԤஈྱޟᚂᕛ߳ட業Ρষຨᘞюޟ१σ༌ܖ

Ȟ։ٺѺϚོᏲमԫιȃᚔώհர՝ȃώհڧ३ܖᙽώհர՝ȃ຺юࡨޟᚂᕛȃܖѶўཎ

ᜋȟ

註：ԪۡဎྛՌछ職業安全衛生ᆓ౩ȂΙૡᓃྥ1904.7Ȃ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
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638ȞᘝڥՌ2018ԑ6Т1РȟȄ

服務

ಢᙑ࣏ᅖٗሯؑܖሯौՄୈюޟଢ଼

供應商

 ඪൢټᏲಢᙑܻټᔖᜦϛٺҢޟ݈ࠢܖϞಢᙑܖএΡ

註1：ټᔖ୦ޟ੫ӵܻڎԤᇄಢᙑޢܖޟ୦業ᜰ߽

註2：ټᔖ୦ٽޟυѓࢂȂծϚ३ܻȈ

•  ငक୦Ȉ࣏тΡີ፲ࠢȃ݈ܖၥޟএΡܖಢᙑȂѓࢂඪ഼ټଢ଼Ψܛޟᡧф౩୦Ȅ

 • ୰Ȉӵࡡݲᇯџޟட業ڷ୦業அᙃΰȂඪټடড়ཎَ݈ڷޟএΡܖಢᙑȄ୰џӵݲ

ষώȄޟѪΙಢᙑܖޱՌᕊհ業࣏ΰᇯࡡ

ώհޟ᛫घՌϏޢᡧ୦џܛಢᙑȄܖএΡޟϚӵ౪ൟώհܖಢᙑӵ౪ൟߒᡧ୦Ȉфܛ  •

ᡧ୦ȄܛᐿҳܖȂζџήѓᙽѓ୦ޱ

•  င୦ȈөтΡඪټࠢޟএΡܖಢᙑȄ

• ੫೨ငᕊ୦ܖ௲᠌ኅ୦ȈࡾԤൢᏲಢᙑ௲Ϡ੫೨ငᕊ᠌ܖ೨џޟএΡܖಢᙑȄ੫೨ငᕊ᠌

୵Ȅڷ生ޟ࢚ࠢଢ଼Ȃԃࣀ୦業ޟ೨џϰ೨੫ۡڷ

•  ۨ ড়ώհޱȈӵড়ϛڏܖᒵᐅڏޟѺൟܚȞߨкޟώհൟܚȟώհՄڥுᖠႍȂٮඪټ

кޟۡࡾ݈ࠢܖȂϚ፣ҥ።ඪټ೩രȃސਟڏܖѺҢࠢȄ

•  ᐿҳܛᡧ୦Ȉ࣏ಢᙑȃܛᡧ୦ܖᙽѓ୦ώհޟএΡܖಢᙑȄ

• ᇧഅ୦ȈᇧഅࠢҢܻ୵ޟএΡܖಢᙑȄ

ಢᙑȄܖএΡޟਟސনڥܖȈᆍේȃԝസޱ生ߑ •

•   ᙽѓ୦ȈфߒΙಢᙑӵ౪ൟܖϚӵ౪ൟώհޟএΡܖಢᙑȂڏᇄܛᡧ୦ܖᙽѓ୦ڎԤޢ

ӫघᜰ߽ȂՄҐ҆ᇄಢᙑڎԤޢӫघᜰ߽Ȅᙽѓ୦џޢ᛫घՌϏޟώհܖޱζџήѓ

ᐿҳܛᡧ୦Ȅ

ಢᙑȄܖএΡޟтΡႭ୵ټ୦Ȉσ໔୵ࠢี׳  •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638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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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ӈդΡޟώհٱᄇࡾݿ

註1：ȶώհޱȷΙຠѓࢂȂծϚ३ܻষώȄ

註2：ώհ໌ޱΙ؏ٽޟυѓࢂᄂಬ生ȃᏰ৶ȃՌᕊհ業ޱоЅൢᏲಢᙑоѴޟಢᙑώհޟΡȂ

ԃټᔖ୦Ȅ

註3：ӵGRIྥޟࠌϱМϛȂӵٲ࢚ݷήȂώհޱџѓࢂ੫ۡυϞࣺᜰΡষȄ

工作者諮商

ӵୈюؚۡࠉӑؑώհޟޱཎَ

註1：ώհޱᒚ୦џആႆώհޱф໌ߒȄ

註2：ᒚ୦࣏ΙᆍғԒႆޟแȂᆓ౩ቹᙤоώհޱᢎᘈઽΣؚ๊Ճ໔ȄӰԪȂᒚ୦ᔖӑؚܻ

๊Ȅඪټώհڏܖޱфߒ։ਢၥଉȂо߯тঈӵؚ๊ࠉඪټԤཎဎиԤਝޟཎَՍᜰ१ौȄ

ઍғޟᒚ୦ѓࢂᄇၗȄ

註3：ώհޱᇄڷᒚ୦ڍ࣏ᆍڎ੫֤ۡཎϞϚӣҢᇭȄَȶώհޱᇄȷۡޟဎȄ

工作者參與

ώհޱᇄؚ๊ 

註1：ώհޱᇄџആႆώհޱф໌ߒȄ

註2：ώհޱᇄڷᒚ୦ڍ࣏ᆍڎ੫֤ۡཎϞϚӣҢᇭȄَȶώհޱᒚ୦ȷۡޟဎȄ

工作者代表

 ȈΡȂฒ፣тঈޟᇯܛٽᄂᄛܖࡡݲড়ڧ

•  ώོфߒȂһ։ҥώོܖԪώོԙষܖࣂࡾᒵᖞ生Ϟфߒȇܖ

• ᒵᖞ生ϞфߒȂһ։ҥӌ業ώհٷޱড়ࡡݲȃܖೣݲღᡝڞघϞೣۡՌҥᒵᖞ生ޟф

ଢ଼ȄࣀޟԤᜰড়ώོடԤ੫᠌ޟϴᇯࢂ職ϚѓڏȂߒ

註：ԪۡဎྛՌሬ഼ώಢᙑ(ILO)Ȃȶώհޱфߒϴघȷ135ဴϴघ(1971)Ȅ

職業危害

ዖӵџഅԙ職業༌ܖ職業ܖྛپޟݷ

註1：Ӡџ࣏Ȉ 

ᐠޟಙইӠᓎȃฒΡࣼԈܖᅓࣉޟΰݖѼσᏡॱȃӴܒ៉ࡻȞԃᒭৢȃྃᆒྣ࡙ȃܒ౩ސ •

డȃϚׇޟႫυ೩രȟȇ

• ΡӰώแޟȞԃ፡ᐌϚ࿋ޟώհѮ७ڷාυȃϚޟࣀଢ଼հȃਏଢ଼ȟȇ

• ϽᏰܒȞԃኸ៩ܻྙᏘȃΙϽᆇȃܾᐽސ፴ܖమᙫᏘȟȇ

• 生ܒސȞԃኸ៩ܻՖశڷᡝశȃઍȃಠȃࢳȃ݀ܖᙫѣࠖȟȇ

• Ж౩ོޥᏰޟȞԃِᇭኸΨȃឣᘙȃঞȟȇ

• ᇄώհಢᙑࣺᜰޟȞԃႆ࡙ޟώհ໔ሯؑȃᎈੲώհȃߝਢώհȃۇੲώհȃώհൟܚ

ኸΨȟȄ

註2：ԪۡဎྛՌሬ഼ώಢᙑ(ILO)Ȃ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ࡾЕ (2001)оЅISO 45001:2018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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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事故

ӵώհႆแѴܖӵώհႆแϛีܚ生џܖᄂሬོᏲम༌ܖٱޟӇ 

註1：ԪۡဎྛՌISO 45001:2018Ȅ

註2：࢈ٱџྛܻȂԃႫ୰ᚠȃᛖࣔȃЬخȇྖюȃ༊᙭ȃࣉᅓȃࢺюȇકཬȃᛖນȃકນȇ

ѶўڙȃྤইȃಙইȃᄣইȇؠԤᔆΨ٘ޟᡝଢ଼հȇԤᔆΨ٘ޟᡝଢ଼հȇᎪᡙȃᡙᔃȇώ

հൟܚኸΨܖឣᘙȞԃܒឣᘙȟȄ

註3：Ᏺम༌ܖٱޟӇலᆎϞ࣏ȶ࢈ٱȷȄڎዖӵഅԙ職業༌ܖ職業ϞџܒȃծҐ

ี生ӈդٱϞٱӇೝᆎ࣏ȶຎᡙ࢈ٱȷȃȶຎᡙٱӇȷܖȶएีٱӇȷȄ 

職業傷害或職業病

Ӱώհኸ៩ܻӠϛՄᄇஶഅԙ॒ޟ७ፐᔞ

註1：ԪۡဎྛՌሬ഼ώಢᙑ(ILO)Ȃ職業安全衛生ᆓ౩فಛࡾЕȂILO-OSH 2001 (2001)Ȅ

註2：ԪȶȷߒҰஶڧཬȂѓࢂȃ生ڷѶ፡Ȅȶȷȃȶ生ȷڷȶѶ፡ȷҢຠ

லџҺٺҢȂڎޟࡾԤ੫ۡޑᇄຨᘞޟݷȄ

註3：職業༌ܖ職業Ӱώհኸ៩ܻӠϛՄᏲमȄڏт࢈ٱџᇄڏώհฒᜰȄٽԃȂή

Ӗ࣏ߨ࢈ٱ職業༌ܖ職業Ȉ 

• ώհޱӵٱฒᜰώհٱޟਢЖีȇ

• ώհޱӵᎽᎻٙءΰήੲਢᎏႄٙᆌՄڧ༌Ȟ࿋ᎽᎻٙءϚ឴ܻώհޟΙഋӋȂикҐ

安௶ԪҺώڎȟȇ

• ԤᡪゕޟώհޱӵٱฒᜰώհٱޟਢีհȄ 

註4：ΰੲഊϛȈώհޱӵΰੲഊϛีܚ生ޟ༌ڷȂԃݎ༌ڷี生࿋ήȂώհޱғ

И᛫घȇஈώࡊᇄߕ܁ࢂυѓٽޟଢ଼ࣀᇄώհԤᜰȄԪࠌώհȂޟΟкցઉȷ࣏ȶٱ

հӈȇڷȞӵкࡾޟҰήȟ໌Һܾȃଆ፣ȃ໌ߴܖ業ܖܣޟᔖႍȄ

ӵড়ώհȈԃݎώհޱӵড়ώհਢี生༌ܖȂи༌ܖޢᇄώհߒ౪ՄߨΙ

ૡۨড়ᕗცڷշညࣺᜰȂีࠌ生ޟ༌ܖᇄώհԤᜰȄ

ᆠડȈԃݎώհޱՌൢᆠડȂٮᕕுڎԤஈྱȃᎌ࿋உଋڷငᡛޟᚂᕛ߳ட

業ΡষߒҰ၎ᇄώհԤᜰޟཎَЛࡻȂࠌԪᆠડᇄώհԤᜰȄ

ӻᜰܻրۡȶ職業ࣺᜰܒȷࡾޟЕȂَछ職業安全衛生ᆓ౩Ȃրۡ職業ࣺᜰܒ
1904.5Ȃ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
id=9636ȞᘝڥՌ2018ԑ6Т1РȟȄ

註5：ȶ職業ȷᇄȶώհࣺᜰȷޟҢຠலџҺٺҢȄ

ՃISO 45001:2018ྥۡޟဎ߽ငሬྥϽಢᙑ(ISO)ޟ೨џܚፒᇧȄ᠌ގᘪISOܚԤȄ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636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STANDARDS&p_id=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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ആႆήӖМӇுᕣ၌ҏྥࠌϞีȂٮԤօܻ౩၌ᇄᎌҢȄ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 ILO code of practice on HIV/AIDS and the world of work, 2001.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5,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1981.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1,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Convention’, 1985.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uidelin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s,  
ILO-OSH 2001, 2001.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LO Lis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2010.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Protection of workers’ personal data. An ILO code of practice, 1997.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Protocol 155, ‘Protocol of 2002 to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1981’, 2002.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4,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commendation’, 1981.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71,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Recommendation’, 1985.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rding and no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  
An ILO code of practice, 1996. 

1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17.

1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13.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14.  United Nations (UN) Resolution,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lobal Action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2013-2020, 2013. 

1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updated regularly.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17.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IARC Monographs on the Evaluation of Carcinogenic Risks 
to Humans,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 accessed on 1 June 2018. 

18.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 NIOSH Pocket Guide to Chemical Hazards, 
2007.

1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Burton, Joan), WHO Healthy Workplace Framework and Model: 
Background and Supporting Literature and Practices, 2010.

參考文獻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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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04：訓練與教育 載明關於訓練與教育主題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
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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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訓練與教育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

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4：
訓練與教育。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露

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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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
組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4 闡述訓練與教育的主題，包括組織針對培
訓和提升員工職能、以及績效和職涯發展檢核的

方針。GRI 404 還包括促進繼續就業能力的過渡協
助方案，以及因退休或終止合約的生涯管理。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訓練與教育相

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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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揭露項目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數
• 揭露項目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訓練與教育的管理方針。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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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4-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04-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1   員工總數可用人數或全時等量（FTE）來表示，並需在報導期間內以及不同期間保持一致
地揭露和應用。

 2.1.2   使用GRI 102: 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7的資料來確定員工總數。

 2.1.3   根據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中揭露項目405-1的資料確定每個類別的員工總
數。

揭露項目404-1的指引

此揭露提供組織深入瞭解訓練投資的規模，以及

整個員工基礎的投資程度。

在本準則中，「訓練」是指：

• 所有類型的職業培訓和教導；

• 組織提供給員工的帶薪教育假；

• 由組織全部或部分支付費用進行的外部訓練

或教育；

• 特定主題的訓練。

訓練不包括主管的現場指導。 

為計算揭露項目404-1 的資訊，報導組織得採用以
下公式：

指引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下列劃分，組織員工在報導期間內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i.  性別；

ii. 員工類別。

每名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員工總數

每名女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女性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女性員工總數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2/traditional-chinese-gri-405-diversity-and-equal-opportunit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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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員工類別可採用某些公式計算，這些計算是每

一個組織所特有的。

每名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

男性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每個類別的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

每個類別的員工接受訓練的總時數

該類別的員工總數

承接揭露項目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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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報導要求

404-2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2-2 的指引

提升員工職能的訓練計畫得包括：

• 內部訓練課程；

• 資助外部訓練或教育；

• 訓練期後，保證能重返工作崗位之規定；

支持退休或終止勞雇關係的員工的過渡協助方案

可以包括：

• 有意退休人員的退休前計畫；

• 有意繼續工作員工的再訓練計劃；

• 資遣費，可考慮計算員工年齡與服務年限；

• 就業服務；

• 協助員工（如訓練、諮詢等方式）過渡到無工

作的生活狀態。

背景

職能管理計畫可使組織規劃職能，讓員工在變動

的工作環境中具備實踐策略目標之能力。職能專

業較高的員工能增強組織的人力資本，並有助於

提升員工滿意度，這與績效改善息息相關。對即將

退休的員工而言，提供他們從工作到退休過程中的

各種協助可增強信心和工作品質。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提升員工職能而實施之方案以及提供之協助的類型和範疇。

b. 提供因退休或終止勞雇關係而結束職涯之員工，以促進繼續就業能力與生涯規劃之過渡協助
方案。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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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報導要求

404-3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此揭露項目是用來衡量組織定期評估員工績效的

程度，這有助於員工的個人發展，以及組織的職能

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另外，此揭露項目還能顯

示此系統在組織內的運用程度，以及是否出現機

會不平等的現象。

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的檢核也可以提升員工滿意

度，這與組織的績效改善息息相關。此揭露項目有

助於說明組織如何管控和維護其員工職能。當與

揭露項目402-2一併報告時，則有助於說明組織如
何促進職能的提升。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404-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2.1      使用GRI 102: 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7的資料說明員工總數。

 2.2.2      根據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中揭露項目405-1的資料確定每個類別的員工總
數。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報導期間內，按員工性別和員工類別，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核佔總員工的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2/traditional-chinese-gri-405-diversity-and-equal-opportunit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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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0, ‘Paid Educational Leave Convention’, 1974.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nvention’, 1975.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5,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and related Protocol 155, 1981.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8,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8.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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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程序制訂，協商代表來自全球相關組織及報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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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載明針對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主題之報
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

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3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為重大主題之一，組

織在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為400系列（
社會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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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5 闡述組織對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方針
的主題。

組織積極推動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可同時對

組織與工作者產生顯著效益。例如，組織可接觸

更多、更多元之潛在工作者。這些通常也對社會有

益，更平等的機會可促進社會穩定及支撐未來經濟

發展。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員工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404：訓練與教育

• GRI 406：不歧視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3/traditional-chinese-gri-406-non-discrimin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1/traditional-chinese-gri-404-training-and-educ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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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 揭露項目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的管理方針。

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
平等機會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指引

報導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的管理方針時，報導

組織得描述法律與社經環境所提供性別平等的機

會與障礙。

包括女性工作者於組織活動中的工作、同工同酬

以及參與最高治理層級的比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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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5-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05-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使用GRI 102：ㄧ般揭露 中的揭露項目 102-7予以
界定員工的總數。

指引

揭露項目 405-1的指引

組織內之治理單位，得為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或非

企業組織之類似單位。 

組織得鑑別攸關報導的自我監控與記錄之任何其

它多元化指標。

背景

此揭露項目提供組織內多元化程度的量化評估指

標，並能結合部門或區域性的標竿一併使用。員工

與管理層多元化的對照能提供平等機會的資訊。

此揭露項目的資訊也有助於評估哪些問題對於治

理單位或員工等特定部門特別相關。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以下多元化類別，組織治理單位的成員百分比：

i.  性別；

ii. 年齡層：30歲以下、30-50歲、50歲以上；

iii. 其它相關的多元化指標（例如：少數或弱勢團體）。

b. 就以下多元化類別，各項員工類別的員工百分比：

i.  性別；

ii. 年齡層：30歲以下、30-50歲、50歲以上；

iii. 其它相關的多元化指標（例如：少數或弱勢團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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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報導要求

405-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405-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以每個員工類別中、不同性別的平均薪酬為依據。

指引

揭露項目 405-2的指引

報導組織得使用揭露項目405-1的資訊，以界定各
項員工類別中不同性別的員工總數。

背景

組織為促進多元化、消弭性別偏見以及支持平等機

會，可在檢視其營運及決策時扮演積極的角色。這

些原則同樣適用於招募、晉升機會以及薪酬的政

策，而薪酬平等也是留住優秀員工的一項重要因

素。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在各項員工類別中女性對男性的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b. 「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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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5.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6.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7.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and Belief’, 1981.

8.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9.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 

1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1978. 

11.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2011.

12.   United Nations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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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簡介    3

GRI 406:不歧視 5

1. 管理方針揭露 5

2. 特定主題揭露 6

 揭露項目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6

參考文獻  7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06:不歧視 載明針對不歧視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模、類
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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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不歧視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
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6：不歧視。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6：不歧視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特
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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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6 準則闡述不歧視的主題。

就本準則而言，歧視之定義為不以個人價值平等視

之，反而加諸於他人不平等的負擔，或拒絕給予福

利的不平等地對待行為和結果。歧視也可包括騷

擾，即對人的批評方式或舉止不受歡迎，或是可合

理理解為不受歡迎的行為。

組織應該避免以任何理由歧視他人，包括避免歧視

從事勞動的工作者。組織也應該避免在提供產品和

服務上歧視客戶或任何其它利害關係人，包括供應

商或商業夥伴。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若干國際公約和宣言對特定群體的歧視或特定理

由都有所說明。例如：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CEDAW)和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本準則中的揭露得提供有關組織與歧視相關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5GRI 406: 不歧視 2016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6-1 歧視事件以及所採取的改善行動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不歧視的管理方針。

GRI 406:
不歧視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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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彙編揭露項目406-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於報導期間內包括國際勞工組織所定義對種族、膚
色、性別、宗教、政治、國籍或社會出身、以及涉及組織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相關歧視事件。

揭露項目 406-1
歧視事件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6-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6-1的指引

在本揭露項目的說明中，「事件」是指透過正式

流程向報導組織或主管機關登記的法律行動或申

訴，或是經組織既定程序鑑別為違規的事例。鑑別

違規事例的既定流程可包括管理系統稽核、正式監

管計畫，或申訴機制。

如果事件已解決、案子已結束或組織不需要有進一

步動作，則不再需要採取行動。例如，不需要採取

進一步行動的事件可包括訴訟撤銷的情況，或導致

該事件的潛在環境不復存在的狀況。

背景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文件，歧視可基於種族、膚色、

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族群和社會出身的理由。

歧視也可能因如年齡、殘疾、移民身份、愛滋病病

毒帶原者和愛滋病患者身分、性別、性取向、先天

遺傳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所導致 。

避免歧視的政策頒佈與有效執行是社會責任行為

的基本期望。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報告期間內歧視事件的總數。

b. 就以下各項，說明事件的狀態和所採取的行動：

i.  已由組織調查之事件；

ii. 已實施之改善計畫；

iii. 已執行完畢，並經例行內部管理審查流程審核具有結果之改善計畫；

iv. 無需採取行動的事件。

1   Sour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port I(B) - Equality at work: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 - Global Report under the follow-up  
to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20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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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4.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5.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6.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and related Protocol. 

7.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and Belief’, 1981.

8.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9.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

1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1978.

11.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2011.

12.  United Nations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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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 407: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載明針對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主題之報導要
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

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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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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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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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

在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
GRI 407：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7：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為400系列 
（社會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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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7 闡述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的主題。

結社自由是國際宣言和公約所規範的人權。在本文

中，結社自由是指雇主和工作者在未經國家或任何

其它實體事先授權或干預的情況下成立、加入和經

營其組織的權利。

工作者對於工作條件的團體協商之權利也是國際

公認的人權。團體協商是指為確定工作條件、或為

規範雇主和工作者間的關係，而由雇主（一方、多

方、或雇主組織）與工作者組織（單一、多個、或工

會）所進行的談判。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1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結社自由和團

體協商相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GRI 102：一般揭露 中的揭露項目102-41要求報導
團體協約涵蓋員工總數的百分比。

1  Thi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3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5GRI 407: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2016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風險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的管理方針。

GRI 407: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報導建議

1.2   報導組織應描述任何可能影響工作者成立或加入工會、團體協商或從事工會活動的政策。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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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7-1
可能面臨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風險的營運據點或供應商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7-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7-1的指引

揭露項目407-1所訂之營運據點和供應商鑑別流
程，可反映報導組織就此主題的風險評估方法。它

亦可參照公認的國際資料資源，例如：國際勞工組

織監督機構的各種成果和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

會的建議（見參考文獻章節中的參考文獻4）。

在報導採用的措施時，組織可參考國際勞工組織

( I LO)《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的三方原則宣
言》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業準
則》作為進一步的參考指南。

背景

本揭露項目涉及組織活動對勞工組織或加入工會，

以及團體協商的人權所產生任何負面衝擊的盡職

調查。這可包括與組織的業務關係（包括其供應

商）相關的政策和流程。它亦可包括鑑別這些權利

面臨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之盡職調查過程。

本揭露項目也旨在揭露組織的營運範圍中，為支

持這些權利而採取的行動。本揭露項目不要求組

織對國家法律體系的特性發表特別意見。

團體協約可以是組織層級、產業層級（依各國慣

例）、或二者兼具。團體協約可以涵蓋特定的工作

者群體；例如：執行特定活動或在特定地點工作的

人。

一個組織應該尊重工作者行使結社自由和團體協

商的權利。組織也不應透過其業務關係（例如：供

應商）助長或受益於這些違法行為。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以下方式之一，說明可能違反或具有重大風險之工作者結社自由或團體協商權利的營運據
點和供應商：

i.  營運據點（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之類型；

ii. 具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b. 在報導期間內，組織為保障員工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權而採取的行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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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54,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NORMLEX,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ases,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20060:0::NO:::,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1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commendation’, 1981.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8.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9. United Nations (U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10.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11.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參考文獻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20060:0::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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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童工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GRI準
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8：童工。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8：童工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特定
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包含
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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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8 闡述童工的主題。廢除童工是主要人權文
書和立法的一項關鍵原則與目標，也幾乎是所有國

家立法的主題。

童工係指「從事剝奪兒童的童年，他們的潛能和尊

嚴，並且有害於他們身心發展（包括干涉他們的教

育）的工作」。具體而言，意指有最低年齡限制的工

作類別。1

童工不是指青年就業或兒童工作，它是指全球公認

的人權侵犯。國際商定對童工的瞭解規定於國際勞

工組織 (ILO) 第138號公約《最低年齡公約》。

各國對從事危險工作的最低年齡是18歲。危險童
工於勞工組織第182號公約《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
動公約》中有所定義，「根據其性質或進行情況，

可能危害兒童的健康、安全或道德。」

盡職調查是期望組織能預防在其活動中使用童工。

此調查亦期望能透過與其他人（如：供應商、客戶）

的關係，避免助長或成為使用童工的共犯。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童工相關的衝

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1 國際勞工組織 (ILO) 和國際雇主組織 (IOE),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respect for children’s right to be free from child labour: ILO-IOE 
child labour guidance tool for business, 20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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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童工使用的管理方針。

GRI 408:
童工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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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8-1
營運據點和供應商使用童工之重大風險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08-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8-1的指引

依特定揭露項目408-1，鑑別營運據點和供應商的
過程得反映報導組織對此問題所採用的風險評估

方法。組織亦得參照公認的國際性資料來源，如：

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公約和建議適用情況的資料

和報告」（見參考文獻章節中參考文獻1）

當報告採取措施時，該組織可參考國際勞工組織

( I LO)《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的三方原則宣
言》、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
業準則 》作為進一步的參考指南。

在GR I準則中，「年輕工作者」定義為高於最低
適用工作年齡與18歲以下的人。注意，揭露項目
408-1不要求數據報導童工與年輕工作者數量。然
而，該項目要求說明具有嚴重使用童工或年輕工作

者從事危險工作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背景

童工受國際勞工組織(ILO) 第138號公約《最低年
齡公約》以及第182號公約《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
動公約》。

「童工」是指一種濫用，不應與國際勞工組織第

138號公約中所定義之「兒童從事」或「年少者從
事」的工作相混淆。

最低工作年齡會因國家而有所不同。國際勞工組

織第138號公約特定15歲為最低年齡或完成義務
教育的年齡（取其高者）。但是，有些例外國家因

經濟與教育的發展落後造成最低工作年齡降低至

14歲。這些例外國家是國際勞工組織根據有關國
家的特別條款，並與協商組織的雇主和工作者代表

確定。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具有以下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i.  使用童工；

ii. 使用年少工作者從事危險工作。

b. 就以下方式之一，說明具有使用童工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i.  營運據點（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之類型；

ii. 具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c. 在報導期間內，組織為有效杜絕使用童工情況而採取的行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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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第138號公約規定「國際法律或規
範可能允許13至15歲可從事輕型工作，這些工作為
（a）不對健康與發展造成傷害和（b）不得妨礙上
課出席數，他們參加由主管機關核可的職業導向、

培訓方案或有能力得益於指導」。

童工具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惟立即消除國際勞工

組織第182號公約第3條所界定的最惡劣的童工形
式應屬優先。這包含所有奴隸制或類奴隸制（如：

販賣、販運、強迫或強制勞動、農奴制或武裝衝突

招募）；使用、取得或提供兒童賣淫或非法活動和

任何會危及兒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國際勞

工組織第182號公約旨在確定各國的優先事項；然
而，組織不應使用這項公約來合理化其童工的形

式。

童工會導致未來技能不足和不健康的工作者以及

永久性貧窮，進而阻礙永續發展。因此廢除童工對

經濟跟人類發展都是必要的。

承接揭露項目 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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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III -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updated annually.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8,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4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nvention’, 1975.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7.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8.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9.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10.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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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載明針對強迫或強制勞動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
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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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強迫或強制勞動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

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為400系列（社會
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4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2016

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09 闡述強迫或強制勞動的主題。

不受強迫或強制勞動是一項基本人權，根據國際勞

工組織( ILO)第29號公約《強迫勞動公約》，強迫
或強制勞動被定義為「任何人在非自願、受任何懲

罰的威脅情況下，所提供的所有工作或服務」1。

強迫和強制勞動影響全世界各個地區、國家和經濟

區，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工作者。2

一些最常見的強迫勞動形式包括監獄中的強迫勞動

（受刑人在經法院判決且有公權力監管之勞動除

外）、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賣、脅迫受僱、剝

削性勞工合約制度的強迫勞動、以及債務促使的強

迫勞動，也稱為「債役」或「抵債勞動」。3

這些受害者多半來自於受歧視或在非正式或不穩

定的基礎上從事工作的群體。這可能包括被迫賣淫

的婦女和女孩、困於債役中的移民、以及血汗工廠

或農場的工作者等。4

盡職調查是期望組織能在其活動中預防和打擊強

迫或強制勞動，避免透過與其他人（如：供應商、客

戶）的關係，成為助長或使用強迫或強制勞動的關

聯者。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強迫或強制勞

動相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與童工相關的揭露項目可見：

• GRI 408：童工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bating Forced Labour. A Handbook for Employers & Business, 2015.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bating Forced Labour. A Handbook for Employers & Business, 2015.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Forced labour, human trafficking and slavery,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5/traditional-chinese-gri-408-child-labo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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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和特定主題揭露，在標準中列出的項目如下：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09-1 具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強迫或強制勞動的管理方針。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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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09-1
具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2. 特定主題揭露

管理要求

409-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09-1指引

按揭露項目409-1之規定辨別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的過程，可以反映出報導組織對此主題的風險評

估方針。它也可以參照公認的國際資料來源，如：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建議適用情況的訊息和報

告 》（見參考文獻章節之文獻1）。

報告所採取的措施時，可參考國際勞工組織(ILO)《
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的三方原則宣言》以及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業準則 》。

 

背景

強迫或強制勞動在全球以各種形式存在，其中最極

端的例子為奴役勞動和抵債勞動，但債務也可以作

為一種維持工作者處於強迫勞動狀態的方法。強

迫勞動的指標還可包括扣押身份證件、要求強制

押金以及用解僱威脅工作者而進行的非自願性超

時工作。

消除強迫勞動仍是一件重要的挑戰，強迫勞動不

僅嚴重侵犯基本人權、還助長永久性貧窮、更有礙

經濟和人類發展。5

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政策之存在並有

效執行，是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期望。有些國家會

要求具有跨國業務的組織提供他們在其供應鏈中

致力於消除強迫勞動的資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以下方式之一，說明具有強迫與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i.  營運據點（如：製造工廠）和供應商之類型；

ii. 具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所在之國家或地區。

b. 報導期間內，組織為了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而採取的行動。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on Forced labour.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subjects-covered-by-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forced-labour/lang--en/index.htm#P23_4987,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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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III -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updated annually.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Protocol to Convention 29’, 2014.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Recommendation 203, ‘Forced Labour (Supplementary Measures) 
Recommendation’, 2014.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7.  League of Nations Convention, ‘Convention to Suppress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1926.

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9.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10.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11.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12.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13.   United Nations (UN)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Slave Trade, and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 195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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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保全實務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0：保
全實務。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0：保全實務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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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0 闡述保全實務的主題，其聚焦於保全人員
對第三方的執行方式，以及過度使用暴力或其它侵

犯人權的潛在風險。保全人員可包括報導組織的員

工、或提供保全武力的第三方員工。 

使用保全人員可能對當地居民、人權和法治維護產

生潛在的負面衝擊。因此，提供有效的人權訓練有

助於確保保全人員瞭解何時以適當的方式使用武

力，及該如何確保尊重人權。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保全實務相關

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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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訓練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保全實務的管理方針。

GRI 410:
保全實務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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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之訓練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0-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0-1-a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1.1      使用保全人員總數計算百分比（無論他們是組織的員工還是第三方單位的s）：

 2.1.2      說明第三方單位的員工是否也包括在計算中。

指引

揭露項目410-1的指引

訓練可以指專門針對人權主題的訓練，也可以指一

般訓練計劃內的人權單元。訓練可以涵蓋武力使

用、不人道或具侮辱性質的對待或歧視，或身份查

驗和登記等主題。

背景

使用保全人員可有效讓組織在安全和富有生產力

的方式下營運，並可促進當地社區和居民的安全，

其角色至關重要。

然而，正如《國際民營保全服務業行為守則》中所

述，使用保全人員也可能對當地居民，以及維護人

權和法治產生潛在的負面衝擊。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的報告，「人

權教育對長期防止濫用人權有實質貢獻，代表對

成就所有人權都受到重視和尊重的公正社會之努

力。」1

因此，保全人員的人權訓練可以幫助確保他們對

第三方單位採取適當行動，特別是在武力使用方

面。接受人權訓練的保全人員比例之揭露可合理

推測組織的人權指標績效。此揭露指標下提供的

資訊可證明有關人權的管理制度之實施程度。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保全人員接受組織正式人權政策或特定程序訓練的人員百分比，以及在保全工作中的應用。

b. 訓練要求是否也適用於提供保全人員的第三方組織。

1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HCHR),  
http://www.ohchr.org/EN/Issues/Education/Training/Pages/HREducationTrainingIndex.aspx,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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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相關參考文獻：

1.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2010.

2.  Voluntary Principles on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http://voluntaryprinciples.org/,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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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原住民權利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

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1：原
住民權利。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1：原住民權利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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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1 闡述原住民的權利。雖然缺乏原住民的普
世定義，但他們一般被鑑別為：1

• 獨立國家內的部落民族，其社會、文化和經濟

條件將其與民族社群的其它部分區分開來，其

身分地位完全或部分受其自身風俗或傳統或特

別法律或規定所規範；

• 在征服、殖民或樹立目前邊界時期，已居住於

獨立國家或其所屬地理區域人民之後代，不論

其法律地位為何，仍保留部分或全部社會、經

濟、文化和政治制度者，即視之為原住民。

許多原住民遭受歷史不公平的待遇，因此被視為弱

勢群體。這樣的群體在組織活動的經濟、環境及 /
或社會衝擊中，承受不成比例的負擔風險較高。2

除了集體權利外，屬於原住民的每個人都享有普世

人權。

這些概念已於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的重要文書

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原住民權利相

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1 Sour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2 Source: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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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原住民權利的管理方針。

GRI 411:
原住民權利

指引

聯合國(UN)《原住民權利宣言》和國際勞工組織
( ILO)第169號公約《原住民和部落人民》說明原
住民的權利。原住民擁有這些文件所規定的集體

和個人權利。

原住民的集體權利包括，如：保留自己的習俗和

機構及自決權的權利。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

宣言》，自決權使原住民能夠「自由決定其政治地

位，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並「在與

內部和地方事務有關的事項享有自主或自治的權

利，以及為其自主提供資金的方法和途徑。」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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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亦有權佔有和使用其土地或領域，包括根

據非正式或習俗的權利持有或使用土地者。原住

民不得在沒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遷

移。如果他們的土地或資源在沒有自由、事先和知

情同意的情況下遭佔有或損壞，他們也有權要求

賠償。

組織應執行盡職調查，以避免其活動和決策侵犯

原住民的權利。組織也應尊重原住民在影響他們

的某些事項中獲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權利。

例如：組織打算在原住民居住或擁有的土地上著

手營運活動之事件。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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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1-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納入涉及原住民權利的事件資訊：

 2.1.1   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 

 2.1.2   可能受到組織現有或已籌畫活動影響的群體。

指引

揭露項目411-1的指引

在本揭露項目的說明中，「事件」是指透過正式

流程向報導組織或主管機關登記的法律行動或申

訴，或是經組織既定程序鑑別為違法的事例。鑑別

違法事例的既定流程可包括管理系統審核、正式監

管計畫，或申訴機制。

背景

涉及原住民權利的記錄事件數，提供組織執行原住

民相關政策的資訊。此資訊有助於指出與利害關

係人群體的關係狀態。這在原住民居住地、或該組

織營運據點附近有利害關係的地區尤為重要。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在報導期間內，已鑑別為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總數。

b. 就以下各項，說明事件的狀態和採取的行動：

i.  已由組織審核的事件；

ii. 已實施之改善計畫；

iii. 已執行並經內部例行管理審查流程完成結果審核之改善計畫；

iv. 無需採取行動之事件。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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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2.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3.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4.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986.

5.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6.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2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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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 412：人權評估 載明針對人權評估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標準可供任何規
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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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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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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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人權評估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2：人權
評估。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2：人權評估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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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2 闡述人權評估的主題。國際準則樹立組織
對人權負責行為的期待。此一國際準則即是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2011年批准的聯合國(UN)《商業與人
權指導原則》。

組織可透過其自身的行動與營運活動直接影響人

權﹔組織亦可間接影響人權，透過與其它團體的互

動與關係，包括政府、當地社區和供應商以及其投

資活動。

組織要對其整體國際公認人權的衝擊負責。這些權

利至少包括國際人權憲章中所規定的所有權利和

國際勞工組織（ILO）《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
利的宣言》中規定的原則。國際人權法案包括以下

三項文書：

• 聯合國宣言《人權宣言》(1948)；

• 聯合國公約《國際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

(1966)；

• 聯合國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966)。

除了此三項關鍵文件外，國際人權法律架構還包括

80多項其它文件，從宣言和指導原則到具有約束
力的條款和公約，兼具全球性及地區性文件。

為了鑑別、預防和減輕負面人權衝擊，組織可以對

其營運活動進行人權審查或衝擊評估。組織亦可實

施專門培訓，使員工在日常工作中落實人權。

除此之外，當與其它方（例如：合資企業與子公司）

簽訂合約和協議時，組織可在篩選過程中納入人權

標準或人權標準的績效要求。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方針和預防與減

輕負面人權衝擊之資訊。

其它處理特定人權之GRI準則（如：GRI 408：童工 
或GRI 411：原住民權利）。除此之外，評估有關供
應商對人權相關衝擊可與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
估 一併報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1/traditional-chinese-gri-414-supplier-social-assessment-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5/traditional-chinese-gri-408-child-labo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8/traditional-chinese-gri-411-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1/traditional-chinese-gri-414-supplier-social-assessment-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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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2-1 接受人權檢核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活動
• 揭露項目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 揭露項目 412-3 包含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議及合約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人權評估的管理方針。

GRI 412:
人權評估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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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報導組織的人權評估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得一

併解釋：

• 組織擴展對外適用政策及程序的策略，如：合

資企業與子公司；

• 在合約中使用人權標準或條款，包含組織條款

的類型與常適用的合同和協議類型，如：投資

與合資。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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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2-1
接受人權檢核或人權衝擊評估的營運活動

報導要求

412-1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此揭露項目報告的資訊可顯示組織在營運據點做

出決策時、考量人權的程度，亦可提供資訊來評估

組織對於人權虐待或為同謀的潛在可能。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國家分類接受人權檢核或人權衝擊評估之營運活動的總數與百分比。

2. 特定主題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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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2-2
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訓練

報導要求

412-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2-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使用GRI 102：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7的資料
來鑑別員工總數。

指引

揭露項目412-2的指引

此揭露項目涵蓋與營運活動相關之人權政策或程

序的員工訓練，包括人權政策與程序對員工工作的

適用性。

此訓練可指專為人權設計的課程或於一般訓練課

程中的人權模組課程。

報導員工訓練的總時數涵蓋於GRI 404：訓練與教
育 中。

背景

藉此揭露項目的資料，可以深入瞭解組織對於實

施人權政策和程序的能力。

由於國際準則與法律已完善規範人權議題，組織

有義務實施相關專門訓練，讓員工能得以在日常工

作中落實人權。接受訓練之員工人數及員工得到

的訓練總量，有助於組織對人權深入瞭解的評估。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報導期間內，與營運活動相關之人權政策或程序的總訓練時數。

b. 報導期間內，與營運活動相關之人權政策或程序的員工受訓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1/traditional-chinese-gri-404-training-and-educ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1/traditional-chinese-gri-404-training-and-educ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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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2-3
包含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議及合約

報導要求

412-3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412-3所定資訊時，報告組織宜：

 2.2.1     包括在報導期間內已定案的重要投資協議與合約總數，不論是移轉該組織所有權至另一
實體，或是啟動對財務帳戶有重要性的投資項目。

 2.2.2     僅包括具顯著規模或策略重要性的協議與合約。

指引

揭露項目412-3的指引

人權審查是指運用一套人權績效標準作為是否繼

續商業關係的正式或書面流程。

重要協議與合約可依組織投資所需的批准層級決

定。其它標準若可一致適用於所有協議，亦可用於

判斷是否具有重要性。

如果與同一家合作單位執行多項重要投資協議並

簽訂多項合約，協議的數量反映個別專案或新加入

實體的總數。

背景

此項揭露是對組織經濟決策納入人權議題程度的

衡量，在人權保護有重大疑慮的營運所在地或合

夥企業所在地尤其重要。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包含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的重要投資協議及合約之總數。

b. 對「重要投資協議」的定義。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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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1998.

2. United Nations (U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國際勞工組織(ILO)《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建立在ILO八項核心公約的基礎之上1: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29,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87,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98,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0,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5,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11,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38,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遵守普遍性原則的國際人權法案之區域公約（用於報導組織營運活動的領域），包括：

11. African Union Charter,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81.

12.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50.

13. League of Arab States, ‘Arab Charter on Human Rights’, 1994.

14.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969.

保護可能受組織營運活動衝擊的個人權利之公約，包括但不限於：

1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07, ‘Indigenous and Tribal Populations  
Convention’, 1957.

1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169,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91.

參考文獻

1  Conventions 100 and 111 pertain to non-discrimination; Conventions 87 and 98 pertain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s 138 and 182 pertain to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r; and Conventions 29 and 105 pertain to the prevention of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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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18.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6.

19.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20.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21.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額外的參考文獻包括： 

2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III - Information and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updated annually.

2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 2006.

24.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1990.

25.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3.

26.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986.

27.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2000.

28.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3.

29.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30.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31.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32.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Global Compact Business Guide for Conflict Impact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2002.

33.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Guidance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in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A Resource for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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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當地社區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3：當
地社區。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3：當地社區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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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組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3 闡述當地社區的主題。在GRI準則中，當
地社區是指居住及 /或生活於受到組織營運活動
在經濟、社會或環境衝擊（正面或負面）的人或群

體。當地社區包含從生活在組織營運活動附近的

人，到居住較遠仍然可能受到這些營運活動影響

的人。

組織的活動和基礎設施可能對當地社區產生重大

的經濟、社會、文化、及 /或環境衝擊。在可能的情
況下，組織應預期並避免對當地社區的負面衝擊。

建立及時、有效的利害關係人鑑別和溝通過程，能

幫助組織瞭解當地社區的脆弱性，及這些社區可能

如何受到組織活動的影響實為重要。

由於當地社區的異質性，組織應該考慮社區的差異

性，以及這些組織可能因組織的活動遭受的重大和

特定的弱點。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和聯合國的重

要文件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當地社區相關

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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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營運活動
• 揭露項目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當地社區的管理方針。

GRI 413:
當地社區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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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在報導對當地社區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織亦可描

述下列事項：

• 鑑別利害關係人和與其溝通的方式；

• 已經鑑別出的弱勢團體；

• 在當前討論中，任何已鑑別為社區特別關注的

集體或個人權利；

• 如何與社區特有的利害關係人團體（例如：由

年齡、原住民背景、種族或移民身份定義的群

體）溝通；

• 組織部門和其它機構應對風險與衝擊的手段，

或支持獨立第三方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並處理

風險和衝擊。

背景 

社區擁有源自國際宣言和公約等所賦予的個人和

集體權利，如：

• 聯合國宣言《世界人權宣言》(1948)；

• 聯合國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66)；

• 聯合國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1966)；

• 聯合國宣言《發展權利宣言》(1986)。

其它如國際金融公司（IFC）績效標準（PS）的準則
也為組織評估、溝通和處理社區相關衝擊主題提

供了廣泛接受的優良實務方針（見國際金融公司

PS1-環境與社會風險和衝擊之評估與管理、以及
PS4-社區健康、安全以及保全）。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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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營運活動

報導要求

413-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3-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使用GRI-102一般揭露 中揭露項目102-7的資料來
鑑別營運活動總數。

指引

背景

管理對當地社區民眾的衝擊關鍵在於透過評估和

規劃，來瞭解組織的潛在和實際衝擊，並透過與社

區進行深度交流，瞭解當地民眾的期望和需求。許

多元素可以放入社區交流、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

該揭露項目旨在鑑別哪些因素已在組織範圍內持

續執行。

在可能的情況下，組織應預期並避免對當地社區

的負面衝擊。如無法避免，或者剩餘衝擊仍然存

在，組織應適當管理（包含建立申訴制度），並補

償對當地社區造成的負面衝擊。

建立及時和有效的利害關係人鑑別和溝通流程，

對於幫助組織瞭解當地社區的脆弱性，以及這些

社區可能如何受到組織活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在早期規劃階段以及營運期間的利害關係人溝通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所有營運活動中，已執行與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以及發展計畫的據點之百分比，包括
使用：

i.  以參與過程為基礎進行之社會衝擊評估，包括性別衝擊評估；

ii.  環境衝擊評估和持續監控；

iii.  公開揭露環境和社會衝擊評估的結果；

iv.  以當地社區需求為基礎的社區發展計畫；

v.  依不同利害關係人設計的利害關係人溝通計畫；

vi.  涵蓋不同群體的當地社區諮詢委員會以及諮詢過程，弱勢族群應包含在內；

vii. 與勞資委員會、職業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及其它員工代表團體共同處理相關衝擊；

viii. 正式的當地社區申訴管道。

2. 特定主題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8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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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可以幫助建立組織各部門（規劃、財務、環

境、生產等）與社區中關鍵的利害關係人利益群體

之間的溝通渠道。這讓組織能夠在其決策中考量

社區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並及時解決其對當地社

區的潛在衝擊。

組織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的工具來與社區溝通，包括

涵蓋多種適當鑑別利益相關者和社區特徵方法的

社會和人權衝擊評估。這些可以基於種族背景、原

住民血統、性別、年齡、移民身份、社經地位、識字

水平、殘疾、收入水平、基礎設施可用性或利害關

係人社區內可能存在的特定人類健康脆弱性等問

題。

一個組織應考慮當地社區的差異性，採取具體行

動來鑑別弱勢群體並與其溝通。這可能需要採取

不同的措施讓弱勢群體得以有效參與，例如：以不

同語言或形式，為無法識字或無法取得印刷資料

者提供資訊。在必要的情況下，組織應建立額外的

或個別的流程，使對弱勢群體的負面衝擊得以避

免、減少、減輕或得到補償。1

承接揭露項目 413-1 

1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Guidance Notes: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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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3-2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報導要求

413-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2   彙編揭露項目413-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

 2.2.1    報告由於如下因素，潛在負面衝擊造成當地社區的傷害和風險：

  2.2.1.1 當地社區在實體上或經濟上隔絕的程度；

  2.2.1.2 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包括社區內部性別平等程度；

  2.2.1.3 社會經濟基礎設施，包括醫療、教育的基礎建設；

  2.2.1.4 毗鄰營運活動；

  2.2.1.5 社會組織水準；

  2.2.1.6 地方和國家機構治理當地社區的能力和品質；

 2.2.2    報告當地社區之風險曝露，可能起因於組織活動使用共用資源超出平均水準或對共用資
源造成的衝擊，包括：

  2.2.2.1 使用衝擊環境和人體健康的有害物質，尤其是生殖健康；

  2.2.2.2 汙染物排放量和類型；

  2.2.2.3 組織作為當地主要雇主的狀況；

  2.2.2.4 土地轉換或重新安置；

  2.2.2.5 自然資源消耗；

 2.2.3    每個對當地社區及民眾權利的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之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衝擊，描
述以下事項：

  2.2.3.1 衝擊的強度或嚴重性；

  2.2.3.2 衝擊的可能持續時間；

  2.2.3.3 衝擊的可逆性；

  2.2.3.4 衝擊的程度。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對當地社區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包括：

i. 營運活動地點；

ii. 營運活動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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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揭露項目 413-2 

揭露項目413-2的指引

營運活動對當地社區實際和潛在負面衝擊的內部

資訊來源可包括：

• 實際績效資料；

• 內部投資計畫和相關的風險評估；

• 所有根據GRI特定主題中有關個別社區所
收集的資料。例如：GRI 203: 間接經濟衝
擊、GRI 301:原物料、GRI 302:能源、GRI 
303: 水、GRI 304: 生物多樣性、GRI 305: 排
放、GRI 306: 汙水和廢棄物、GRI 403: 職業
健康與安全、GRI 408: 童工、GRI 409: 強迫或
義務勞動、GRI 410: 保全實務、GRI 411: 原住
民權利、以及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背景

本揭露項目關注於組織的營運活動相關的重大實

際和潛在負面衝擊，而非GRI 201：經濟績效 所陳
述之社區投資或捐贈。

本揭露項目讓利害關係人瞭解組織對當地社區負

面衝擊的察覺，並讓組織能更好地排序和提升整

個組織對當地社區的關注。

指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1/traditional-chinese-gri-302-energ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3/traditional-chinese-gri-304-biodiversi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6/traditional-chinese-gri-203-indirect-economic-impact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7/traditional-chinese-gri-410-security-practic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2/traditional-chinese-gri-303-wate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6/traditional-chinese-gri-409-forced-or-compulsory-labo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4/traditional-chinese-gri-201-economic-performance-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5/traditional-chinese-gri-306-effluents-and-waste-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0/traditional-chinese-gri-301-material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0/traditional-chinese-gri-403-occupational-health-and-safe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5/traditional-chinese-gri-408-child-labo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3/traditional-chinese-gri-416-customer-health-and-safe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6/traditional-chinese-gri-203-indirect-economic-impact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0/traditional-chinese-gri-403-occupational-health-and-safe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6/traditional-chinese-gri-409-forced-or-compulsory-labo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8/traditional-chinese-gri-411-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4/traditional-chinese-gri-305-emission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2/traditional-chinese-gri-303-water-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18/traditional-chinese-gri-411-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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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isk Awareness Tool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Weak Governance Zones, 2006. 

3.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4.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5.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986. 

6. United Nations (UN) Declaratio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2012. 

8.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 Good Practice Handbook for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Emerging Markets, 2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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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方針揭露 5

2. 特定主題揭露 7

 揭露項目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7

 揭露項目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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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載明針對供應商社會評估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
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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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供應商社會評估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

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為400系列（社會主
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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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層面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體系帶來之衝擊。

GRI 414 闡述供應商社會評估的主題。

組織可能透過其活動或是因為與其它團體的商業關

係受衝擊牽連。盡職調查是期望組織為了預防或減

輕供應鏈中的負面社會衝擊。這包括組織所直接造

成、促成、或透過其與供應商之關係而有直接關聯

的活動、產品或服務之衝擊。

這些概念已於聯合國的重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

獻。

此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組織在供應鏈中預防和減

輕負面社會衝擊所採取方針之資訊。得評估供應商

依一系列的社會標準，包括人權（如：童工和強迫

或強制勞動）；勞雇實務；健康與安全實踐；勞資關

係；事件（如：虐待、脅迫或騷擾）；工資和薪酬；和

工作時間。一部分標準涵蓋在其它400系列的GRI
準則（社會主題）中。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308：供應商環境評估

如果報導組織已鑑別GRI 308 與GRI 414 兩者為
重大主題，則可將兩者合併揭露。舉例來說，若組

織使用相同方針管理兩個主題，可以只提供一個其

管理方針的合併解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7/traditional-chinese-gri-308-supplier-environmental-assessment-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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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4-1 新供應商使用社會準則篩選
• 揭露項目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指引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供應商社會評估的管理方針。

報導組織供應商社會評估之管理方針時，報導組

織得一併揭露：

• 用於依據社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之系統，及用

於篩選新供應商的社會標準列表；

• 用於鑑別和評估供應鏈中具顯著負面社會衝擊

（實際和潛在）之程序，如盡職調查；

• 組織如何辨識和考慮供應商評估對社會的衝

擊優先順序；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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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 採取行動就闡述供應鏈中確定顯著的實際和 
潛在負面社會衝擊，以及這些行動是否旨在預

防、減輕或補救就這些衝擊；

• 如何在與供應商的合約中確立或定義期望來

促進顯著實際和潛在負面社會衝擊的預防、減

輕和補救，包括目標和標的；

• 是否供應商得到鼓勵和獎勵以預防減輕和補

救顯著實際和潛在的負面社會衝擊；

• 使用社會標準來評估和審核供應商以及其產

品與服務的做法；

• 列出類型、系統、範圍、頻率、目前實施的評估

和審核的清單，以及供應鏈的那些部分已得認

證與稽核；

• 此系統用於評估供應商受評估社會衝擊後終

止合作關係的負面衝擊，以及組織減輕這些衝

擊的策略。

供應商對社會衝擊的社會標準或評估得包括在

400系列（社會主題）。

負面衝擊得包括由組織所直接造成、促成、或透過

其與供應商之關係而有直接關聯的活動、產品或

服務。

評估可透過稽核、合約審查、雙向溝通、投訴和申

訴機制管道告知。

為解決社會衝擊而採取的行動得包括改變組織的

採購實務、調整預期績效、產能建構、訓練、改變

流程以及終止供應商關係。

得由組織、第二方或第三方使用社會標準對供應

商及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評估和審查。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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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4-1
使用社會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

報導要求

414-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14-1的指引

社會標準得包括在400系列（社會主題）。

背景

此揭露項目係向利害關係人說明，在選擇或簽訂

合約的供應商中，接受社會衝擊盡職調查的百分

比。

盡職調查應在與供應商建立新關係的過程中儘早

開始。

透過與供應商簽訂合約或其它協議的階段，以及

與供應商持續合作的方法，可預防或減輕衝擊。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百分比。

2. 特定主題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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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報導要求

414-2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4-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在其提供有關顯著衝擊的合適情況下，依以下類別
分別提供資訊：

 2.1.1   供應商的所在地點；

 2.1.2   顯著實際與潛在的社會衝擊。

指引

揭露項目414-2指引

負面衝擊得包括由組織所直接造成、促成、或透過

其與供應商之關係而有直接關聯的活動、產品或

服務。

受社會衝擊的評估得包括在400系列（社會主題）。

評估可違背事先與供應商溝通設定之預期績效。

評估可透過稽核、合約檢視、雙向議合、改成投訴

和申訴機制管道告知。

改善措施得包括：組織採購實務的改變、績效期望

的調整、能力建置、訓練和更改程序。

背景

本揭露項目讓利害關係人瞭解組織對供應鏈中顯

著實際與潛在負面社會衝擊的察覺。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已評估社會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b. 已鑑別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的負面衝擊的供應商數量。

c. 供應鏈中已鑑別的顯著實際與潛在的負面社會衝擊。

d. 已鑑別具有顯著實際與潛在的負面社會衝擊的供應商中，經評估後改善的供應商百分比。

e. 已鑑別具有顯著實際與潛在負面社會衝擊的供應商中，經評估後終止合作關係的供應商百分
比以及終止原因。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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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2. United Nations (UN),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08.

3.  United Nations (UN),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John Ruggie, 2011.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4.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Global Compact Business Guide for Conflict Impact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2002. 

5.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Guidance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in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A Resource for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20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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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

文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公共政策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5：公
共政策。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5：公共政策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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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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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5 闡述公共政策的主題，包括組織在公共政
策的參與，透過活動（如遊說）以及向政黨、政治

家或政治事業提供財務或實物捐獻。

組織可積極支持公共政治並鼓勵攸關社會大眾利

益的公共政策發展，然而此亦可能帶來與貪腐、賄

賂和不當影響等相關的風險。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重
要文書中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公共政策相關

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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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5-1 政治捐獻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公共政策的管理方針。

GRI 415:
公共政策

報導建議

1.2   報導組織宜報告：

1.2.1   組織參與的公共政策發展與遊說焦點的重大議題；

1.2.2   組織在這些議題的立場以及任何在其遊說立場與任何既定政策、目標或其它公共立場之
間的差異。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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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彙編揭露項目415-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如有）計算財務政治捐獻的價
值。

揭露項目 415-1
政治捐獻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5-1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該揭露項目旨在鑑別組織支持政治活動的原因。

該揭露項目得提供組織的政治捐獻與其既定政

策、目標或其它公開立場符合的程度。

直接或間接捐獻基於使用不當對政治程序造成不

當影響，亦會產生貪腐風險。許多國家都立法限制

組織得支出在政黨或政治候選人的金額。若是組

織透過中間人，如：遊說者或與政治相關的組織，

間接提供捐獻，該組織可不當地規避此等法律。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國家和接受者／受益者分類，組織直接或間接提供之財務和實物政治捐獻總值。

b. 有適用情況，估算實物捐獻總額的方法為何。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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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5.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Principles for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in Lobbying’, 20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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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顧客健康與安全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

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為400系列（社會主
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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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6 闡述顧客健康與安全的主題，包括其在產
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系統性的付出，以及遵守顧客

健康與安全的法規和自願性規約。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書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本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與顧客健康與安

全相關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417: 行銷與標示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4/traditional-chinese-gri-417-marketing-and-labeling-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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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 揭露項目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顧客健康和安全的管理方針。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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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在報導其顧客健康和安全的管理方針時，報導組

織亦可揭露在下述的每個生命週期階段，是否有

針對改善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之衝擊進行評

估：

• 產品概念開發

• 研發

• 認證

• 製造與生產

• 行銷與推廣

• 儲存、運輸和供應

• 使用和服務

• 處理、再使用或回收

承接管理方針揭露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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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6-1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16-1指引

該措施有助於組織對產品或服務在其生命週期中

所產生的健康與安全問題，採行系統性作為與否

及其範圍之鑑別。在報導揭露項目416 -1之資訊
時，報導組織也可說明評估的標準。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的衝擊而進行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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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報導要求

416-2
揭露項目

指引

揭露項目416-2指引

在報導期間內發生的違規事件，可以是與本期已正

式解決的事件（無論是否發生於報導當期）相關。

背景

健康和安全的保障是許多國家和國際法規的公認

目標。顧客期待產品和服務能滿足他們的預期功

能，而不會對健康和安全帶來風險。顧客有權獲得

無害的產品，當他們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影響時也

有權利尋求賠償。

此揭露項目說明產品或服務在可供使用下的生命

週期，以及必須遵守有關產品和服務的健康和安

全法規和自願性規約。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下列規約，說明組織在報導期間內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和自願性規約的
事件總數：

i.  導致罰款的違規事件；

ii.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iii. 違反自願性規約的事件。

b. 若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和自願性規約，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2.1   彙編揭露項目416-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排除判定為非組織過失所導致的違規事件；

 2.1.2   排除與資訊標示相關的違規事件。與資訊標示相關的事件揭露於GRI 417: 行銷與標示
的揭露項目 417-2中。

 2.1.3   如果違規事件與之前事件相關也應於本期中加以說明。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3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4/traditional-chinese-gri-417-marketing-and-labeling-2016.pdf#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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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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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GRI417：行銷與標示 載明針對行銷與標示主題之報導要求。此準則可用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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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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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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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行銷與標示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7：行
銷與標示。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7：行銷與標示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
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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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7 闡述產品和服務之資訊與標示和行銷傳
播的主題。從產品和服務之標示及行銷傳播的角度

而言，這包括客戶獲得關於他們所消費的產品和服

務在經濟、環境和社會之衝擊（正面和負面）的準

確且充分資訊。

公平和負責任的行銷傳播，以及能夠獲得有關產品

的組成、正確使用和處理方法之資訊，可幫助消費

者做出明智的選擇。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件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在此準則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於產品和服務

標示與行銷傳播的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

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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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 揭露項目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法規的事件
• 揭露項目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在行銷與標示的管理方針。

GRI 417:
行銷與標示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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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7-1
政治捐獻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7-1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客戶及最終使用者須可隨時取得產品與服務對環

境與社會造成衝擊（正面和負面）之充分資訊。這

可包括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安全、產品的處理方法，

或其成分來源之資訊。獲得這些資訊可幫助消費者

做出明智的購買選擇。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以下產品和服務資訊及標示的各類資訊是否為組織所要求：

i.  產品元件／成分的來源或服務的供應者；

ii. 產品內容物成分，特別是可能產生環境或社會衝擊的物質；

iii. 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安全；

iv. 產品的清除及其環境/社會衝擊；

v. 其它（請說明）。

b. 說明已進行法規評估之重要產品或服務類別的百分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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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相關法規的事件

報導要求

417-2
揭露項目

2.1 彙編揭露項目417-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1.1   排除被判定為非組織過失而導致的違規事件

2.1.2   如果適用，鑑別在報導期間之前各期有關的任何違規事件。

指引

揭露項目417-2的指引

在報導期間內發生的未遵循法規事件可關聯到報

導期間內已正式解決的事件，不論該已正式解決

的事件是否發生於報導期間內。

背景

提供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之適當的資訊與標

示，可包括遵循某些類型的法規、法律和規約。舉

例來說，國內法律，以及遵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跨國企業準則》，也可能與遵循品牌和
市場差異化的策略相連結。

呈現和提供產品與服務的資訊與標示受制於許多

法規和法律。未遵循法規的事件可顯示內部管理系

統和流程存在缺陷或執行成效不彰。藉由此揭露項

目的揭露趨勢，可顯示內部控制系統有效性的進

步或退步。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以下類別，說明違反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規定或自願性規約的事件總數：

i.  導致罰款的違規事件；

ii.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iii. 違反自願性規約的事件。

b. 如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及/或自願性規約，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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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報導要求

2.2 彙編揭露項目417-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

2.2.1   排除被判定為非組織過失而導致的違規事件；

2.2.2   如果適用，鑑別在報導期間之前各期有關的任何違規事件。

指引

揭露項目417-3的指引

在報導期間內發生的未遵循法規事件可關聯到報

導期間內已正式解決的事件，不論該已正式解決

的事件是否發生於報導期間內。

背景

行銷是組織和客戶間溝通的重要方法，其受制於

許多法規、法律，以及自願性規約，諸如：國際商會

(ICC)的《國際商會廣告與行銷傳播實務統一準則 
》等約束。

組織應於在其業務及客戶往來中使用公平且負責

任的做法。公平且負責任的行銷要求組織透明地

傳播其品牌、產品及服務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

擊。公平和負責任的行銷也可避免任何欺騙、不真

實或歧視性的宣告，以及避免利用客戶缺乏知識

或選擇而得到好處。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以下類別劃分違反有關行銷傳播（包括廣告、促銷及贊助）的法規及/或自願性規約的事件
總數：

i.  導致罰款或處罰的違規事件；

ii. 導致警告的違規事件；

iii. 違反自願性規約的事件。

b. 如組織未違反任何法規及/或自願性規約，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417-3
揭露項目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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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其它相關參考文獻：

2.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Consolidated Code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Practice,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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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18：客戶隱私 載明針對客戶隱私主題之報導要求。本準則可供任何規
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用以報告與本主題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簡介    3

GRI 418: 客戶隱私 5

1. 管理方針揭露 5
2. 特定主題揭露 6
 揭露項目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6

參考文獻  7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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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客戶隱私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編製依循

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8：客
戶隱私。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418：客戶隱私 為400系列（社會主題）中
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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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本GRI準則內容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8 闡述客戶隱私的主題，包括遺失客戶資料
與侵犯客戶隱私權。這些可能是起因於未遵循有

關保護客戶隱私的現行法律、法規及 /或自願性準
則。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書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在此準則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對於客戶隱私的

衝擊，以及如何管理該衝擊之資訊。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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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GRI 418:
客戶隱私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客戶隱私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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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彙編揭露項目418-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載明是否有大量的侵犯客戶隱私案件與過往的事件
有關。

揭露項目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8-1
揭露項目

指引

背景

保護客戶隱私權是國家法規和組織政策普遍認可

的目標。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跨國
企業準則》所規定，組織應「尊重客戶隱私與採取

合理措施確保他們收集、儲存、處理或散播的個人

資料安全」。

為了保護客戶隱私，組織應限制其個人資料的蒐

集、透過合法的手段蒐集資料，以及就如何蒐集、

使用及保護予以透明化。除非經客戶同意，組織亦

不可因任何目的，揭露或使用客戶資料，且須與客

戶直接溝通和資訊保護政策或措施相關之任何改

變。

本揭露項目提供客戶隱私保護的管理系統與程序

成功的評估。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按以下分類，說明已證實之投訴屬於侵犯客戶隱私的總數：

i.  來自外部各方並經由組織已證實的投訴；

ii. 來自監管機關的投訴。

b. 經證實之資訊洩露、失竊或遺失客戶資料事件的總數。

c. 如果組織未認定任何的投訴，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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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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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範疇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載明針對社會經濟法規遵循主題之報導要求。本
標準可供任何規模、類型、行業或地理位置的組織使用，以便報告其與本主題

相關之衝擊。

規範用文件 本準則需與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一併使用。

GRI 101：基礎

GRI 103：管理方針

GRI 準則詞彙表

在本準則中，劃有底線之用詞在詞彙表中已有定義。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提早採
用。

關於本準則 

簡介    3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5

1. 管理方針揭露 5
2. 特定主題揭露 6
 揭露項目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6

參考文獻  7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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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綜覽
 
本準則為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
分。這些準則係為組織報告其對經濟、環境、以及

社會的衝擊而設計。

GRI準則係由一套密切相關且模組化的準則架構
而成。完整版本可於www.globalrepor ting.org /
standards/下載。

準則中有三個適用於每個組織編製永續性報告書

的通用準則：

GRI 101：基礎

GRI 102：一般揭露項目

GRI 103：管理方針

 
 
 
 
 
 
 
 
 
 
 
 
 
 
 
 
 
 
 
 
 
 
 
 

組織可以從這些系列中挑選GRI準則之特定主題來
報告其重大主題。這些準則由三個系列組成：200
（經濟主題）、300（環境主題）以及400（社會主
題）。

每個主題準則包括該主題的特定揭露，且設計成與

GRI 103：管理方針 一起使用來報告該主題的管理
方針。 

B. GRI準則使用和宣告
 
組織可透過兩種方式使用GRI準則，每種方式都有
其對應的宣告或陳述，並須納入組織後續的揭露文

件。

1.  GRI準則可用於編製依循本準則之永續性報告
書。在編製報告書時，有兩個選項可以依循（核

心與全面），取決於報告中揭露內容的程度。

若社會經濟法規遵循為重大主題之一，組織在

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時，需使用準則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  若未依循GRI準則編製報告書時，亦可選取GRI
準則或部分準則內容，以報告特定資訊。此類揭

露文件必須附有「引用GRI」的宣告。

GRI 419：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為400系列（社
會主題）中特定主題之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是使用GRI準則的起點，內容
包含如何使用與參考本GRI準則的重要資訊。

簡介

組織如何使用GRI準則和特定宣告納入揭露文
件的相關資訊，見 GRI 101：基礎章節三。

GRI 
103

GRI 
102

特定主題
準則

通用準則

使用GRI 
準則的起點GRI 

101

基礎

一般揭露 管理方針

報告關於組織 
的脈絡資訊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
報告管理方針

針對每一種大主題從中選擇來報告 
特定揭露項目

GRI 
300

環境

GRI 
400

社會

GRI 
200

經濟

圖 1  
GRI 準則的綜覽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page=2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7/traditional-chinese-gri-standards-glossary-2016.pdf#page=1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2/traditional-chinese-gri-102-general-disclosures-2016.pdf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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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要求、建議及指引 

GRI準則包括：

要求。此為必要說明。在本文中，要求之項目會用

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要求」也可能出現

在建議和指引的上下文中，然而組織無須為了宣告

依循本準則編製報告書，而遵循建議或指引。

建議。此為鼓勵特殊行動方案的狀況，但非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建議。

指引。這些章節包括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

助組織更了解要求。

組織必須遵從所有適用的「要求」來宣告其報告書

係依循GRI準則而編製。更多資訊請見GRI 101：基
礎。

D. 背景說明

在GRI準則的說明中，永續性的社會面向關注於組
織對其營運所在的社會系統帶來之衝擊。

GRI 419 闡述社會經濟法規遵循的主題。該主題包
括組織整體法規遵循紀錄，以及對社會及經濟領

域的特定法律或規定之遵循。法規遵循可涉及會計

和稅務詐欺、貪腐、賄賂、競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或勞工議題，如：工作場所的歧視等。此包括遵循

國際宣言、公約和條款，以及國家、次國家、區域和

地方法規。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書中

提及：見參考文獻。

此準則中的揭露可提供有關組織在適用的法律和

法規及其它文書中法規遵循之資訊。

有關此主題之額外揭露亦可見於：

• GRI 307：環境法令遵循

如果報導組織已鑑別GRI 307 與GRI 419 兩者為
重大主題，則可將兩者合併揭露。舉例來說，若組

織使用相同方針管理兩個主題，可以只提供一個其

管理方針的合併解釋。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06/traditional-chinese-gri-307-environmental-compliance-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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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本準則包括管理方針揭露與特定主題揭露。這些準則如下所示： 

• 管理方針揭露（本章節參考GRI 103 ）
• 揭露項目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報導要求

1.1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103：管理方針 報告其社會經濟法規遵循的管理方針。

1. 管理方針揭露
管理方針揭露是關於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相關衝擊，及利害關係人合理期望與利益的敘述性解釋。

任何宣告其報告書是依循GRI準則編製的組織，必須報告其每個重大主題的管理方針，及這些主題的特
定主題揭露項目。

因此，本特定主題準則旨在與GRI 103：管理方針 合併使用，以便充分揭露組織的衝擊。GRI 103 規定
如何報告管理方針和資訊之提供。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3/traditional-chinese-gri-103-management-approach-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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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2. 特定主題揭露

報導要求

419-1
揭露項目

報導建議

2.1   彙編揭露項目419-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涵蓋在社會及經濟領域中未遵循法律及/或規定，包
括：

 2.1.1   國際聲明、公約和條約；

 2.1.2   國家、次國家、區域和當地法規；

 2.1.3   透過國際爭議機制或由政府當局監督的國家爭議機制所提起訴訟的案例。

指引

揭露項目419-1的指引

此項揭露的相關資訊可包括GRI 416：顧客健康與
安全 和GRI 417：行銷與標示之資料。

背景 

組織未遵循法規可顯示管理階層確保營運活動符

合績效規範的能力。在某些情況下，未遵循法規會

導致補救義務或其它昂貴的債務。組織對於記錄

法規遵循的強度亦會影響其擴大營運或獲得許可

證的能力。

報導組織應報告以下資訊：

a. 就社會與經濟領域方面違反法律及/或法規的重大罰款和非金錢制裁：

i.  重大罰款的總值；

ii. 非金錢制裁的總數；

iii. 透過爭議解決機制的案例。

b. 如組織未有任何違反法律及/或規定，簡要陳述此一事實即可。

c. 發生重大罰款和非金錢制裁的背景。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3/traditional-chinese-gri-416-customer-health-and-safety-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4/traditional-chinese-gri-417-marketing-and-labeling-2016.pdf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523/traditional-chinese-gri-416-customer-health-and-safet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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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文件得瞭解本準則之發展，並有助於理解與適用。

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20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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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詞彙表 

使用GRI準則編制永續性報導時，適用以下之用詞和定義。

GRI準則詞彙表 中未有定義之用詞，適用常用和理解之定義。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詞彙
表的任何回饋意見可提送至standards@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生效日期 本GRI準則詞彙表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並鼓勵
提早採用。

關於GRI準則詞彙表

使用GRI準則詞彙表的注意事項

註：本文件包括至其它準則的超連結。在大部分的瀏覽器中，按住‘ctrl’鍵再點擊滑鼠左鍵，將可在
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外部連結。開啟外部連結後，按住‘alt’鍵再按左箭頭鍵，可回到先前的瀏覽頁
面。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SSBandStandardSetting/
mailto:standards%40globalreporting.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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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勤者
因任何緣故失去勞動能力而缺勤之工作者，不限與工作有關之傷害或疾病

註： 不包括經核准的假期，如：節慶假日、受訓、產假、陪產假和喪假。

缺勤率
指實際缺勤日占同一時期內工作者應上工日的百分比

註： 缺勤率可以針對特定類別的工作者（如員工）來計算。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應的揭露
項目。

年度總薪酬
在一整年中所給付的薪酬

註： 年度總薪酬可包括薪資、獎金、股票獎勵、選擇權獎勵、非股權激勵計畫報酬、退休金金
額和未既得遞延薪酬收益的變動、所有其它報酬。

反競爭行為
組織或員工為了限制市場競爭的影響，與潛在的競爭對手發生勾結的行為

註： 反競爭行為的例子可包括操縱價格、共謀競標、設置市場或產量限制、實施區域配額，或
分配客戶、供應商、地理區域和產品系列。

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
組織的行動會導致勾結而形成進入該行業的障礙，或其它妨礙競爭的勾結行為

註： 勾結行為的例子可包括不公平的商業行為，濫用市場地位，卡特爾（利益壟斷集團），反
競爭併購，價格操縱。

具高度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
未受法律保護，但經若干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認定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特色的地區

註1： 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包括優先保育的棲息地，此棲息地通常被定義在聯合國 (UN) 
《生態多樣性公約》，1992。

註2： 一些國際保護組織已鑑別具有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特定區域。

保護區
獲保護而未受營運活動傷害的區域，且環境保持在原始狀態並擁有健康、機能完好的生態系統

復育區
指在營運活動期間使用或受營運活動影響的區域，但整治措施已將環境復育到原來狀態或其聚

健康、機能完好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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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年
組織用來追蹤長期衡量的歷史基準（如一年）

基線
用於比較的起算依據

註： 在能源與排放的報導內容中，基線係指在沒有任何減量活動下，預期的能源消耗量或排放
量。

基本薪資
為支付員工履行其職責而支付的最低固定金額，不包括任何額外薪酬，如加班費或獎金

福利
指組織提供財務捐贈、支付照顧費用或支付員工已自付之費用

註： 高於法定最低限額的裁員補償金、解僱補償、額外職業傷害補助、撫恤金、帶薪休假也可
納入。

生物源的二氧化碳排放
來自於生質的燃燒或生物降解之二氧化碳排放

侵犯客戶隱私權
任何違反保護客戶隱私權的現行法規及（自願性）標準的行為

二氧化碳當量
二氧化碳當量是根據全球暖化潛勢（GWP），用於比較不同類別的溫室氣體排放（GHG）的
通用衡量單位

註： 某種氣體的二氧化碳當量即為該種氣體的噸數乘上相對應的GWP。

（三氯氟甲烷）當量
用於比較不同物質臭氧層破壞潛勢(ODP)的衡量單位
註： 參考水平1是CFC-11（三氯氟甲烷）和CFC-12（二氯二氟甲烷）造成的臭氧層破壞。

兒童
指15歲以下或處於義務教育年齡的兒童，以較高者為準
註1： 在某些經濟和教育設施發展不足的國家，適用例外之14歲最低年齡。國際勞工組織

（ILO）規定對提出特別適用，且與代表性的雇主及勞工組織完成協商後之相關國家，
列屬例外國家。

註2： 國際勞工組織(ILO) 第138號公約《最低年齡公約》，1973， 指的是童工及年輕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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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回機制
指如果未達到特定的勞雇條件或目標時，將先前發放給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索回

打擊貪腐的集體行動
自願透過與倡議組織及利害關係人的協商合作，以改善更廣泛的營運環境及文化來打擊貪腐

註： 打擊貪腐的集體行動可包括與政府、同儕、廣泛公共部門、工會和公民社會的積極合作。

團體協商
為確定工作條件，或為規範雇主和工作者間的關係，而由雇主（一方、多方、或雇主組織）與

工作者組織（單一、多個、或工會）所進行的談判。

註1： 團體協約可以是組織層級、產業層級（依各國慣例）、或二者兼具。

註2： 團體協約可以涵蓋特定的工作者群體；例如：執行特定活動或在特定地點工作的人

註3： 此定義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LO)之第154號公約《團體協約公約》，1981。 

社區發展計畫
指詳列行動計畫以減少、減輕和補償負面社會及/或經濟衝擊，並鑑別機會和行動，以提高社
區專案的正面衝擊

確認的貪腐事件
已證實的貪腐事件

註： 經確認之貪腐事件不包括報導期間內仍在調查的貪腐事件。

利益衝突
個人在職責要求和私人利益間面臨抉擇的情況

節能與效率提升倡議專案
能減少能源消耗的既定流程或工作之組織面或技術面調整

註： 節能與效率提升之倡議專案包括流程重新設計、設備改善或更新（如高效能照明設備）、
或因行為改變而減少不必要的能源使用。

繼續就業能力
透過取得新技能以適應工作場所變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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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
貪腐係指由個人或組織意圖謀求「私利而濫用被賦予的權力」 1

註： 於GRI準則中的貪腐包括賄賂、順勢乘便不當收受、詐騙、敲詐、勒索、勾結以及洗錢等
腐敗行為，亦包括為在企業的業務中進行不誠實、非法或失信的行為，而提供或收受的

任何禮品、貸款、費用、報酬或其它好處作為誘因。2 此等好處可能為現金或實物利益，

例如：免費物品、禮品和假期、或提供特殊個人服務，以獲取不當得利，或施加道德壓

力從而獲得好處。

客戶隱私權
客戶對個人隱私及個人空間的權利

註1： 客戶隱私權包括的事項如資料保護、除另有特殊約定外，僅供原有目的之資訊或資料使
用、保守秘密之義務、保護資訊免於濫用或盜用。

註2： 客戶包括終端客戶（ 消費者）和企業客戶。

確定給付制  
除確定提撥制之外的退休福利計畫 

確定提撥制
退休福利計劃為一個體繳付固定提撥金額予另一個體（如基金）後，如果該基金資產不足以支

付當期和前期所應支付的員工退休福利時，則個體沒有繼續支付的法律義務或推定義務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組織擁有或控制的營運據點的溫室氣體排放

註1： 溫室氣體排放源係指排放溫室氣體之實體單位或製程。 

註2：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得包括燃油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

歧視
向人施加不平等待遇或拒絕提供福利、不公平地對待員工（而非基於個人表現而公平對待）的

行為和結果

註： 歧視還可包括言語及行為騷擾，即讓人反感的評論及行為、或可合理推斷為令人感到反
感。

盡職調查
在GRI準則的內容中，「盡職調查」係指鑑別、預防、減輕和陳述組織如何處理或因應真實及
潛在負面衝擊的程序。

註： 此定義係根據經濟合作暨與發展組織(OECD)、OECD《跨國企業準則 》(2011)、以及聯
合國 (UN) 《執行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2011)。

1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  These definitions are based 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e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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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根據國家法律或循其相關適用要求，致與組織發生勞雇關係之個人

員工類別
對員工按級別（如高階管理階層、中階管理階層等）和職能（如技術、行政、生產等）進行的

分類                                              
註： 此資訊來自於組織自身的人力資源系統。

離職員工 
自願或因解僱、退休或工作殉職而離開組織的員工

勞雇合約
經國家法律或實務認可的勞雇合約，可以是書面、口頭或默認形式（即具有勞雇關係的所有特

徵，但沒有書面或經見證的口頭合約）

無固定期限或永久合約：永久勞雇合約是指與全職或兼職員工簽訂的無固定期限合約。

固定期限或臨時合約：固定期限合約是指如上定義的勞雇合約，但於特定時期結束或約定工作

任務預計完成時間時終止。臨時勞雇合約是指具一定期限或因特定事件終止，如某一專案或工

作階段結束、或被替代的員工銷假到公。

勞雇類型
全職：「全職員工」係員工每週、每月或每年之工作時間，以國家有關工作時間的法律和實務

之定義為準（例如：國家法律規定「全職」的定義為每年至少工作九個月，每週至少工作 30 
個小時）。

兼職：「兼職員工」指每週、每月或每年的工作時間少於以上定義的「全職」（同上定義）工

作的員工。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組織所購買或取得之電力，用之於供熱、製冷或蒸汽而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減量
為完成同樣製程或任務，而減少使用的總能源需求量

註： 能源減量不包括降低產能或將組織活動外包所導致的總能耗降低量

初階人員薪資水準
提供最低勞雇等級員工的全職薪資

註： 實習生或學徒薪資不在此定義中。



8 GRI 準則詞彙表 2016

環保法規
適用於組織之所有與環境議題相關的法律或法規

註1： 環境議題可包括廢氣排放、污水排放、廢棄物、物料使用、能源、水及生物多樣性。

註2： 環保法規包括與主管機關簽訂具有約束力的自願協定，並發展為替代執行的新法規。

註3： 自願協定可適用於若組織直接參與、或公共機關通過立法或法規使此協定適用於其境內
的組織時。

環保支出
組織或其代表為預防、降低、控制和記錄環境問題、衝擊和危害發生的環保支出

註： 環保支出也包括處理、處置、衛生和清潔等支出。

財務援助
非由商品和服務交易所生之直接或間接財務收益，而是組織對所採取的行動、資產的成本或產

生的費用所提供的激勵或補償

註： 財務援助的提供者並不期待透過其提供的援助而獲得直接的財務回報。

強迫或強制勞動
任何人在非自願、受任何懲罰的威脅情況下，所提供的所有工作或服務

註1： 最極端的例子為奴役勞動和抵債勞動，但債務也可以作為一種維持工作者處於強迫勞動
狀態的方法。

註2： 強迫勞動的指標還可包括扣押身份證件、要求強制押金以及用解僱威脅勞工而進行的非
自願性超時工作。

註3： 此定義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第29號公約《強迫勞動公約》，1930。

正式的協定
雙方簽訂並聲明共同自願遵守其內容之書面文件

註： 正式協定可包括當地的團體協約、國家和國際架構協定。

結社自由
指雇主和工作者有權不經政府或其他實體的事先授權或介入，成立、加入、以及經營他們的組

織

足額提撥
福利計畫的資產可以滿足或超過其計畫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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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潛勢 （GWP）
GWP值描述在特定的時間內，一個單位的溫室氣體相對於一個單位的二氧化碳輻射驅動的影
響力

註： GWP將非二氧化碳氣體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轉為二氧化碳當量的單位。

治理單位
負責組織的策略指導、有效管理監督、對整個組織及其利害關係人承擔管理責任的委員會或董

事會

溫室氣體（GHG）
吸收紅外線輻射而促成溫室效應的氣體

溫室氣體（GHG）交易
購買、銷售或轉讓溫室氣體的抵減或配額

申訴機制
為受理抱怨和提供補救措施，而由程序、任務及規章所組成的系統

註： 有效的投訴機制應為合法的、可取得的、可預期的、平等的、透明的、符合人權的，它是
組織持續學習的來源。營運層級機制若欲達成效，他們應以協商合作與溝通對話為基礎。

這些準則的說明請見聯合國(UN)第31號指導原則《執行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
架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2011。

最高治理單位
由組織內掌握最高授權的人員組成的正式團體

註： 若最高治理單位由雙軌制組成，則應包括兩個層級。

人權條款
在書面協定中定義有關人權的最低預期績效，作為投資要求之特定條件

人權檢視
適用於一套人權績效準則的正式或有書面紀錄的評估流程

衝擊
在GRI準則中，除非有特別註明，否則「衝擊」之定義為組織在經濟、環境，及/或社會的影響 
，且依序指出組織對永續發展的貢獻（正面或負面）。

註1： 在GRI準則中，「衝擊」一詞可指正面的、負面的、實際的、潛在的、直接的、間接
的、短期、長期、蓄意、非蓄意的衝擊。

註2： 對經濟、環境，及/或社會的衝擊也會影響組織本身。舉例來說，在經濟、環境、及/或
社會的衝擊會對組織商業模式、名譽、或是目標達成有所影響。

多元化指標
組織蒐集資料時，應考量多元化指標

註： 多元化指標的例子可包括年齡、血統和種族、公民權、信念、殘疾、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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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原住民一般定義如下：

• 在獨立國家中的部落人民，其社會、文化和經濟情況與國內社會中其他區域有明顯區別，

且其身分完全或部分受他們的習俗、傳統、特殊法律或法規規範之族群；獨立國家內的部

落民族，其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將其與民族社群的其他部分區分開來，其身分地位完全

或部分受其自身風俗或傳統或特別法律或規定所規範；

• 在征服、殖民或樹立目前邊界時期，已居住於獨立國家或其所屬地理區域人民之後代，不

論其法律地位為何，仍保留部分或全部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者，即視之為原住

民。

註： 此定義來源為國際勞工組織 (ILO) 第169號公約《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1991。

間接政治捐獻
透過遊說者或慈善機構等中介組織，向政黨、政黨代表、公職候選人提供的任何財務或實物支

援；或與所支援的組織（如智庫或行業協會）相關聯的；或支援特定的政黨或政治事業

基礎設施
興建的設施主要為提供公共服務或公眾利益，而非出於商業目的，且組織並不會藉此尋求直接

的經濟利益

註： 基礎設施的例子可包括供水設施、道路、學校、醫院等。

傷害
因工作或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致命或非致命傷害

傷害率
報導期間內，傷害相對於所有工作者總工作時間的發生頻率

註： 可針對特定類別的工作者（如員工）計算傷害率。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應的揭露項
目。 

當地社區
於組織的營運活動所造成經濟、社會或環境衝擊（正面或負面）之任一地區，生活及/或工作
的人或群體

註： 當地社區可包含緊鄰組織的營運活動、以及相隔一段距離仍可受這些營運活動影響的居
民。

當地最低薪資
最低工資指法律規定的每小時或其它時間單位計算的勞動力報酬

註： 有些國家因不同州/省、或不同職業別而訂有多種的最低工資。

當地供應商
與報導組織處於相同的地理市場，並提供產品或服務予報導組織的組織或個人（即與供應商之

間不存在跨國支付）

註： 「當地」的地理定義可包括營運據點周圍的社區、國家以內的地區或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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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工日數
工作者因職業疾病或職業事故而不能從事日常工作（即損失）的時間（日數）

註： 工作者在同一組織從事有限職責或替代性工作不算入損工日數。

損工日數比率
以遭職業疾病及事故影響之工作者無法工作的時間來反映職業疾病及事故的衝擊

註1： 損工日數比率為比較報導期間內總損工日數與工作者預計工作的總勞動時數。

註2： 可針對特定類別的工作者（如員工）計算損工日數比率。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應的
揭露項目。 

管理方針揭露
描述組織如何管理重大主題以及相關的衝擊

註： 組織管理方針的揭露也提供使用特定主題標準的資訊報告內容（200、300和400系列)。

行銷傳播
組織為對其目標對象提升商譽、品牌、產品和服務所使用的策略、系統、方法和活動組合

註： 行銷傳播的活動可包括廣告、促銷、公共關係、社群媒體及贊助。

重大主題
主題反應報導組織顯著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衝擊；或實質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與決策

註1： 有關重大主題定義的更多資訊，請參閱GRI 101：基礎 中界定報告內容的報導原則。

註2： 為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組織應針對重大主題加以報告。

註3： 重大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GRI準則中200、300與400系列所涵蓋之主題。

非再生能源
無法在短期內透過生態系統循環或農業程序補充、再產生、成長或產生的能源

註： 非再生能源來源可包括從石油或原油提煉的燃料（如汽油、柴油、航空汽油、熱燃油）、
天然氣（如壓縮天然氣（CNG）、液化天然氣（LNG））、從天然氣加工和石油煉油提
取的燃料（如丁烷、丙烷、液化石油氣（LPG)）、煤炭和核能。

不可再生物料
無法在短期內補充的能源

註： 不可再生物料的例子可包括礦物、金屬、石油、天然氣、煤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491/traditional-chinese-gri-101-foundation-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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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疾病
因工作環境或活動、或因工作傷害所導致的疾病

註： 可能導致職業疾病的工作情況或活動例子可包括工作壓力或長期與有害化學品接觸。

職業疾病發生率
報導期間內，職業疾病相對於所有工作者總工作時間的發生頻率

註： 職業疾病發生率可針對特定類別的工作者（如員工）進行計算。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
應的揭露項目。

對當地社區具有重大實質或潛在負面衝擊的營運活動
無論是單獨考量或結合當地社區的特點，都對當地社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安寧產生高於平均

水準的潛在或實質的負面衝擊之營運活動

註： 對當地社區造成負面衝擊的例子，可包括對當地社區健康與安全的衝擊。

其它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
體排放係指發生於組織外部，同時包含上下游之排放。但未包含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

排放

臭氧層破壞物質 (ODS)
臭氧破壞潛勢（ODP）大於零且會消耗平流臭氧層的任何物質
註： 大多數ODS都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蒙特婁議定書》(1987)及其修正案之規

範，其中包括氯氟碳化合物（CFCs）、氫氟氯碳化物（HCFCs）、海龍和溴化甲烷。

育嬰假
因生育嬰兒而給予男性和女性員工的假期

政治捐獻
直接或間接向政黨、民意代表、政治職位候選人提供的任何財務或實物支援

註1： 財務捐獻可包括捐款、貸款、贊助、律師費用、購買募款活動的門票。

註2： 實物捐獻可包括廣告、設施使用、設計和印刷、設備捐贈、或提供公職當選人或參選人
所需之人力、顧問服務、提供董監事席位。

產品
組織所銷售物品或物質或提供之部分服務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
此處資訊和標籤意義相同，即與產品或服務同時提供，描述其特性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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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服務類別
可滿足某一市場特定需求且具一系列共同特點的一組相關產品或服務

保護區
為達到特定生態保護目的而規劃、管制、或管理的地理區域

回收
指在產品使用年限結束時蒐集、再利用或回收再製造的產品及其包裝物料

註1： 蒐集和處理工作可由產品製造商或承包商承擔。

註2： 回收項目可包括由組織或以其名義蒐集的產品及其包裝物料；分為原物料（如鋼鐵、玻
璃、紙張、某些塑料等）或零件；及/或由組織或其他使用者使用過的物料。

回收再利用的物料
用以取代由內部或外部來源購買或取得的原生物料。組織製造的副產品或非產品輸出（NPO)
非屬此類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相對於基線的排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或增加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清除或儲存量

註： 主要影響及一些次要影響可使溫室氣體減少。一項倡議的總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為量化其
主要相關影響和任何顯著次要影響的總和（影響可能包括減少或抵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

加）。

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視
績效考核檢視係根據員工及其主管皆瞭解的標準進行

註1： 考核在員工知情的情況下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註2： 考核可包括員工的直接主管、同儕或廣大範圍員工所提出的評價。人力資源部人員也可
參與考核。

薪酬
基本薪資加上支付給工作者的額外金額

註： 支付給工作者的額外金額可包括服務年資津貼、獎金（包括現金和股權（如股票和股份））
、福利、加班費、調休及任何其他補貼（如交通補貼、生活費補貼及育兒補貼）。

再生能源
短期內可通過生態循環或農業程序所補充的能源

註： 再生能源可包括地熱能、風能、太陽能、水能及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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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物料
可再生物料可由許多來源取得，這些來源可藉由生態循環或農業程序迅速恢復，因此由這些來

源或其它相關資源產生的服務不會短缺，並可供未來世代持續使用

註： 可再生物料的定義請參考以下文獻：

• 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 Network (EIONET), 
GEMET Thesaurus – Renewable Raw Material , http://www.eionet.europa.eu/
gemet/concept?ns=1&cp=7084,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 National Non-Food Crops Centre (NNFCC),Glossary - Renewable Materials, 
http://www.nnfcc.co.uk/glossary,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esource 
Productivity in the G8 and the OECD – A repor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Kobe 
3R Action Plan, http://www.oecd.org/env/waste/47944428.pdf,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6.

• United Nations (UN), European Commission (E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World Bank,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2003.

報導期間
報告資訊所涵蓋的特定時段

註： 除非另有說明，GRI準則要求提供組織所選定報導期間內之相關資訊。

報導原則
概念描述報告書預期達成的結果，並指出報導過程中有關報告內容或品質的決策

疾病風險控制
限制疾病暴露和傳播的措施。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針對發生溫室氣體排放的營運邊界進行分類

註1： 範疇分類主要依溫室氣體排放由組織本身產生的、或由其他相關組織（例如電力供應商
或物流公司）產生的。

註2： 範疇有三項分類：範疇1、範疇2和範疇3。

註3： 範疇分類來自世界資源研究院 (WRI) 和世界永續發展協會 (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修訂版，2004。

行業
根據一些共同特徵定義，將經濟、社會或活動領域進行細分的種類

註： 行業類型分類可包括公共或私營部門等，以及行業特定分類，如教育、技術或金融行業。

保全人員
為保護組織財產、維護秩序、預防損失、護送人員、貨物和貴重物品而僱用的人員。

http://www.nnfcc.co.uk/glossary
http://www.oecd.org/env/waste/47944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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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管理階層
組織最高管理層級成員，包括執行長（CEO）和直接向CEO報告或最高治理單位負責的個人
註： 每個組織各自定義其管理團隊的高階管理階層成員。

重大疾病
對工作者產生嚴重影響的職業或非職業的相關健康損害

註1： 重大疾病亦會對工作者家屬及社區造成衝擊。

註2： 重大疾病包含如愛滋病、糖尿病、重複性勞損（RSI）、瘧疾和壓力。

註3： 重大疾病可針對特定類別工作者（如員工）進行報告。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應的揭
露項目。

服務
組織為滿足需求或需要而做出的行動

支援服務
透過直接支付營運成本或委派組織自身的員工到設施或服務專案工作，以提供公共利益的服務

註： 公共利益也可包括公共服務。

顯著的氣體排放
國際公約及/或國家法律或法規中列管的氣體排放
註： 顯著的氣體排放包括組織營運活動之環境許可所列的氣體排放。

對生物多樣性的顯著衝擊
此顯著衝擊係藉由大幅改變整個區域的生態特徵、結構及功能；長期而言，對棲息地、生物總

數水準、及使棲息地具重要意義的特有物種難以維持，直接或間接地對地理區域或地區的完整

性產生不利影響

註1： 對某一物種而言，顯著衝擊會使生物總數下降或分佈改變，以致自然招募（繁衍或從尚
未受影響的區域遷徙而來）無法在有限的未來世代恢復至先前水準。

註2： 顯著衝擊也會在使用者長期利益受到影響的程度內，影響生存或商業資源的利用。

重大營運變化
組織營運形態的改變，有可能對工作者在組織活動的表現中產生顯著的正面或負面衝擊

註： 重大營運變化可包括重組、營業外包、關廠、擴張、新開業、收購、出售全部或部分的組
織、或合併。

嚴重洩漏
組織財務報導中（如責任負債）、或組織有案紀錄的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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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
會影響人體健康、土地、植被、水體和地下水的有害物質之意外排放

利害關係人
可合理預期將受報導組織的活動、產品和服務顯著影響的實體或個人，或其行為可合理預期會

影響組織成功執行策略和達成目標的能力

註1： 利害關係人包括根據法律或國際公約，有權提出關於組織之法律請求權的實體或個人。

註2： 利害關係人包括投資於組織的對象（如員工、股東），也包括與組織具有其他關係的對
象（如不是員工的其他工作者、供應商、弱勢群體、在地社區、非營利組織與其他公民

社會等）。

標準福利
一般提供給大多數全職員工的福利

註： 標準福利無須提供給組織的每一位全職員工。報導標準福利的目的是揭露全職員工可合理
期望的福利。

經證實的投訴
監管機構或其它類似官方機構發給組織的書面聲明，指明組織侵犯客戶隱私權、或提交給組織

並且經組織確定情形屬實的投訴

供應商
提供報導組織於供應鏈中使用的產品或服務之組織或個人

註1： 供應商的特徵在於具有與組織直接或間接的商業關係 

註2： 供應商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 經紀商：為他人買賣產品、服務或資產的個人或組織，包括提供勞動力的承包代理
商。

• 顧問：在法律認可的專業和商業基礎上，提供專家意見和服務的個人或組織。顧問可
在法律上認為是自營作業者或另一組織的員工。

• 承包商：代表組織在現場或不在現場工作的個人或組織。承包商可直接簽約自己的工
作者，也可下包給轉包商或獨立承包商。

• 經銷商：向他人提供產品的個人或組織。

• 特許經營商或授權廠商：指有報導組織授予特許經營權或許可的個人或組織。特許經
營權和許可允許特定的商業活動，如某項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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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工作者：在家中或其選擇的其它場所（非雇主的工作場所）工作而取得薪酬，並
提供雇主指定的產品或服務，不論由誰提供設備、物料或其它用品。

• 獨立承包商：為組織、承包商或轉包商工作的個人或組織。

• 製造商：製造產品用於銷售的個人或組織。

• 初級生產者：種植、收割或萃取原物料的個人或組織。

• 轉包商：代表一組織在現場或不在現場工作的個人或組織，其與承包商或轉包商具有
直接合約關係，而未必與組織具有直接合約關係。轉包商可直接簽約自己的工作者或

也可下包獨立承包商。

• 批發商：大量銷售產品供他人零售的個人或組織。

供應商篩選
一種正式或有文件記錄的流程，利用一組績效標準作為是否維持與供應商繼續關係的決定因素

之一

供應鏈
向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且具系列連續性的活動或單位

永續發展/永續性
發展係指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求之能力

註1： 永續發展包含三個面向：經濟、環境和社會。

註2： 永續發展與較廣泛的環境和社會利益關聯，而非特定組織的利益。

註3： 「永續性」及「永續發展」之用詞在GRI準則中可交替使用。

離職金
組織支付給因任命到期而離職的高階主管或最高治理單位成員的款項和提供的各項福利

註：離職金除了貨幣的發放，還有自動或提前授與離職的激勵誘因而給予的財產。

主題
經濟、環境或社會的主題

註1： 在GRI準則中，主題係由永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面向所組成。

註2： 為編製依循GRI準則之報告書，組織應針對重大主題進行報告。

主題的邊界
描述一個重大主題的衝擊範圍以及組織與這些衝擊的關聯

註： 主題的邊界依報導主題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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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取水量
從所有來源輸入組織且於報導期間內之任何用途的水資源總量

註： 總取水量可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雨水、公用設施供水。

雙軌制董監事制度
監督和管理分軌的治理制度存在於某些司法管轄區、抑或有當地法律規定由非管理階層組成的

監事會來監督董事會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
相對於在某個既定社會的人數，一群較少有機會表達其經濟、社會或政治需求和觀點的群體

註： 在此定義下的特定群體在每個組織內並非一致，組織會根據營運的內容鑑別相關的群體。

價值鏈
組織的價值鏈活動涉及將投入轉換成更高價值產出的活動，包括與組織本身具有直接或間接業

務關係的實體，並且（a）提供有助於組織自己的產品或服務的產品或服務，或（b）接受組織
的產品或服務。

註1： 此定義係根據聯合國 (UN)《企業尊重人權的責任：詮釋指南》，2012。

註2： 價值鏈的範圍涵蓋一個組織上下游的全部活動，並包含完整的產品或服務的生命週期，
從其概念生成到最終使用。

弱勢團體
弱勢團體是具有特定生理、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或特點的一群人，這些條件或特點使這群人

承受重負的風險較高；或可能因組織營運活動對社會、經濟或環境產生的衝擊而面臨不成比例

的負擔

註1： 弱勢團體可包括兒童和青年、老人、身障人士、退役軍人、境內流離失所人口、難民或
回國的難民、受愛滋病影響的家庭、原住民和少數民族。

註2： 弱勢和衝擊程度可能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

廢棄物處置方法
處理或處置廢棄物的方法

註： 廢棄物處置方法可包括堆肥、再利用、再製造、回收、焚化、掩埋、深井灌注及現場儲
存。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將已用水和廢水排放至最終處理設施和環境之前，通過循環加以處理的行為

註：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可包括廢水回收到同一流程、或在流程週期中使用更多回收水；在同
一設施的不同流程中回收和再利用廢水；以及在組織的另一設施再利用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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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泛指對從事工作的任何人

註1： 「工作者」一詞包括，但不限於員工。

註2： 工作者進一步的例子包括實習生、學徒、自營作業者以及替報導組織以外的組織
工作的人，如供應商。

註3： 在GRI準則內容中，在某些情況下，工作者可包括特定子集之相關人員。

工作相關死亡
在本報導期間內發生的工作者死亡，其係肇因於在組織控制下或由該組織控制之工作

場所執行工作，或執行承包工作致生之職業疾病或持續性傷害

註： 可就特定類別的工作者報告其工作相關死亡（如員工）。此已定義於GRI準則中對
應的揭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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