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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商業銀行 
投票準則與揭露情形作業要點 

 
  2024年 5月 14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第一條 訂定目的 

    本行基於股東之最大利益，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制訂之「落實及強化證

券商因持有公司股份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

決權標準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規定，訂定明確投票政策，積極行使股

東會投票表決權行使，參與被投資事業之經營。 

 

第二條  適用權責單位 

本要點適用權責單位為戰略企劃部、金融交易部及獲准行使股東會投票

表決權之相關單位(下稱權責單位)。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行所有投資之公開發行公司。 

 

第四條  投票準則 

一、 本要點所稱投票表決權係指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之股票投票表決

權。 

二、 本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決權等，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 

三、 本行股權之行使應基於公司及股東之最大利益，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該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四、 本行收到持有股份公司之開會通知書，於股東會開會期限內由   

權責單位辦理出席人員指派、表決權行使決策等相關作業程序，

並留存資料備查。 

五、 表決權行使決策定義支持、反對或僅能表達棄權之議案類型，並

聲明本行並非絕對支持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反對

或棄權議案包括︰財務報告、盈餘分配表現低於本行預期，或董

監事更換頻繁等，而經與被投資公司溝通沒有回應或對結果不滿

意等。 

六、 考量對被投資公司整體營運之影響效應及適行性分析，對持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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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投資成本金額逾新臺幣三仟萬元之股票投資，應進行表決權行

使作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採電子投票者，倘因業務需要得親自

出席股東會。非採電子投票者，應指派人員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

投票表決權，不得以委託方式行使投票表決權。 

七、 持有股份原始投資成本係指銀行簿及交易簿投資金額合計數。  

八、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

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

違反公司治理議案(如財報不實、董監酬勞不當等)、對環境或社

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汙染環境、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

原則不予支持。 

九、 本行參與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情形及評估報告應至少保存五年備

查。 

 

第五條 作業流程 

一、 本行行使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

一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二、 本行收到持有股份公司之股東會開會通知書，由權責單位負責保

管，並檢視是否達到第四條第六款所載行使投票表決權之門檻。 

三、 本行於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前，由權責單位人員出具將行使表

決權之評估分析報告，評估股東會各議案，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

與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通，經權責單位主管核定後，授權專人

執行電子投票或指派人員代表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表決權。 

四、 電子投票平台覆核權限由權責單位部門主管或授權金融交易部股

權交易科主管執行，且覆核者不得為前款被授權執行電子投票之

專人。 

五、 電子投票平台授權投票人及主管覆核相關之電腦設定作業，應提

交資訊需求單由資訊單位協助辦理。 

六、 若未達第四條第六款行使投票表決權之門檻，得不指派人員出席

股東會，但仍認為有需要參與股東會行使投票表決權者，可提交

評估報告經權責單位主管核定後參與電子投票或申請出席股東會

行使投票表決權。 

七、 為充分表達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之意見，並降低時間及空間

對投票的限制，本行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投票方式為主，指派代表

人出席股東會為輔。 

     

第六條  ESG議案投票準則 

本行之投票決策將依據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之面向分類，針對不同議

案，設置相應投票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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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SG議案定義 

ESG 議案為關注被投資公司於環境  (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公司治理 (Governance) 方面的行為與策略。這些議案

旨在促進被投資公司採取更加負責任與透明的做法，以改善其在

環境保護、社會影響及治理結構的表現，目的是鼓勵被投資公司

在其業務決策和策略中融入 ESG考量，從而強化其社會與環境責

任，並促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 涵蓋之 ESG議題(ESG三大面向議題)包含但不限於以下議題： 

面向 關注項目 

環境 

(E) 

1. 氣候變遷 

2. 環境保護 

3. 綠色資源 

4. 生物多樣性 

社會 

(S) 

1. 勞工薪資福利 

2. 健康與安全 

3. 人權維護 

4. 社區發展與回饋 

5. 消費者責任 

6. 產品責任 

公司

治理 

(G) 

1. 確立有效公司治理架構 

2. 保障股東權益、公平對待股東及發揮其重要功能 

3. 重視利害關係人在公司治理扮演之角色 

4. 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5. 落實董事會責任 

三、 ESG議案投票指引 

面向 原則支持 原則反對 棄權 

環境 

(E) 

1. 直接改善被投資

公司之環境保護

作為，如具合理

完整性之氣候轉

型提案、減少營

運與供應鏈溫室

氣體排放之計畫

案等。 

2. 有助資訊揭露

者。 

明顯不利於環境

保育或者訊息揭

露之作為，如對

環境造成重大汙

染之產線投資、

對動力煤產業之

投資、對整體自

然環境及生態系

統造成不可逆衝

擊之議案。 

如本行對被投

資公司環境議

題議案有疑

慮，經本行與

被投資公司議

合後認為仍有

疑慮或需待後

續觀察者，得

投票棄權。 

社會 

(S) 

1. 促進被投資公司

善盡社會責任或

明顯不利於企業

社會責任之作

如本行對被投

資公司社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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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如低

於市價發行員工

認股憑證、庫藏

股低於買回價格

轉讓員工、社區

回饋計畫案。 

2. 有助資訊揭露

者。 

為，如非法雇用

童工或移工、強

迫勞動、對性別

或學歷之就業歧

視行為、投資社

會爭議性產業如

色情業等。 

題議案有疑

慮，經本行與

被投資公司議

合後認為仍有

疑慮或需待後

續觀察者，得

投票棄權。 

公司

治理 

(G) 

1. 有助提升公司治

理表現者，如內

部控制政策、與

公司獲利連結之

長期薪酬政策。 

2. 強化董事會職能

者，如增加獨立

董事席次。 

3. 有助資訊揭露

者。 

將對公司治理或

股東權益有負面

影響之議案，如

財務報告不實、

無正當理由解任

簽證會計師、有

利益衝突疑慮之

董事競業禁止解

除。 

如本行對被投

資公司之公司

治理議題議案

有疑慮，經本

行與被投資公

司議合後認為

仍有疑慮或需

待後續觀察

者，或被投資

公司董監事選

任案有爭議者

得投票棄權。 

 

第七條  要求外部服務提供者須符合本行投票準則 

本行若有委託外部服務提供者代為進行投票或提供投票建議，將透過溝

通、約定或監督，確保受託之外部服務機構符合本行投票準則，且本行

仍對委外事務之管理與執行情形負最終責任。 

 

第八條  揭露方式與頻率 

本行定期於公司網站揭露年度彙總投票情形，每年執行一次。 

 

第九條  本要點經總經理核准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訂紀錄： 

2018年 8月 2日總經理核准施行 

2020年 11月 12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2021年 10月 15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2022年 5月 4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2023年 3月 1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2024年 5月 14日總經理核准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