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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責�金�
本行自願依循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及責任銀行原則，將 ESG與

氣候風險管理融入既有的投資與授信流程當中，於交易前審

慎評估投融資對象 ESG 與氣候風險並進行分級管理，交易後

除持續檢視其 ESG與氣候表現外，亦積極與相關企業深入對

話，協助企業進行轉型，以確保投融資組合妥適性。

不予承作清單 不投資/放貸

責任投資／授信過程

● ESG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
● 敏感性產業管理
● EP赤道原則專案融資

重大性ESG風險

整合ESG因子

投資/放貸

氣候/生物多樣性/人權風險

爭議性
行為決策

投資

授信

財務
評估

責任投資／授信後盡職管理作為
 

定期監控檢視 
⑴ 投資組合之敏感性產業集中度與範疇三財務碳排放 
⑵ 被投資公司之氣候風險與ESG表現
至少每半年重新檢視上述項目，作為投資部位調整參考，或是依被投資公司之ESG表現採取適當管理措
施，包括觀察追蹤、減碼、暫不承作等。 

企金授信戶均須辦理ESG風險年度檢視，審慎評估原案核定之ESG授信條件、遵循情況及ESG評等歷史變
化，持續監控客戶ESG風險變化與預警資訊以利及早因應，同時制定金融資產轉型策略，加強客戶議合。

管理政策與承諾

國泰金控暨子公司進行投資與放貸時必須遵循「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責任投資暨
放貸政策」，以善盡金融機構對利害關係人所負之責任，審慎管理環境、社會及治理（ESG）風險，
追求長期投資績效，並發揮金融影響力，促進投融資對象持續提升 ESG表現，貢獻全球永續發
展目標，實現永續社會與永續經營。

對應 SDGs

具體績效

• 完善赤道原則（EP）政策及 EP案件審查機制與管理
• ESG規範之規劃、推動及分析
• 國際 ESG與企業永續框架之對接與管理
• 聯合國責任銀行原則之遵循與推動

管理評核機制

國泰金控訂定「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不可投資與放貸政策」，政策明訂關注領域，
包括爭議性產業與爭議性國家，責任投資小組每年根據特定篩選標準，檢視關注領域之企業與國
家，更新「投資與放貸排除名單」，各子公司須列為投資與放貸業務之排除標的。

優化作為
目標至 2030年，永續授信（綠色授信與永續績效連結授信）將突破千億。

永續金融與責任金融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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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潛在環境與社會衝擊與風險較顯著之案件（即赤道原則 A類及 B類案

件），案件評估流程中引進專業第三方顧問進行獨立的環境與社會風險審查，並

於核貸後要求嚴謹的貸後管理機制，每年度均須提供經專業第三方顧問審核之監

測報告書，確保本行妥適監控赤道原則授信案之環境與社會風險。2023年達 EP

規範須揭露之狀態（Financial Close-簽約可撥貸）案件件數為 3件，新增核貸授

信額度約 1,585百萬元。截至 2023年 12月，本行累計達 Financial Close之 EP

授信案共 24件。

 

 

 

 

當地民眾 政府 金融機構投資方 非政府環保組織
（NGO）與媒體

降低專案觸及的
環境與社會衝擊

風
險
與
影
響
程
度

專案對環境與社會有潛在重大負面之風險，且／或涉及多樣、不
可逆、前所未有之影響

專案對環境與社會可能造成程度有限之風險，且／或涉及數量較
少、地點特定、大部分可逆並易於透過減缓措施加以解決之影響

專案對環境與社會僅具輕微或無不利之風險和影響

A類

高

低

B類

C類

當地民眾
抗爭風險

所在國政府终止
專案／罰款風險

融資風險
公司營運風險

聲譽風險
其他風險

簽署銀行依EP作業 客戶遵循EP與利益
相關方溝通改進

不予
承作

本行遵循集團不可投資與放貸規範，訂定不予承作產業 /企業 /營運活動清單，並持續朝非常規油氣與天然氣相關管理精進。

本行將爭議性武器、違反人權、色情、採礦、燃煤 / 核能發電、煤炭相關、石油及天然氣上游開採、菸品業、博奕、熱帶雨林伐木、流刺網製造與捕撈等列為不予承作
對象。

整合
ESG
因子

本行將 ESG因子納入既有投資及授信決策流程，以確實控管 ESG相關風險。

• ESG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本行嚴格控管投資及企金授信案件衍生之 ESG相關風險，並建置 ESG 風險評等管理機制，進行差異化分級管理。
投資：投資標的之產業若屬於敏感性產業者須填寫「氣候風險評估表」，應將氣候風險納入盡職調查，包括碳排放數據、減碳目標與策略、潛在升溫度數、水足跡、

水資源管理政策等，另標的 ESG風險評等若表現不佳，須透過填寫「ESG風險評估表」進一步評估是否投資及投資後管理措施等。
授信：辦理企金授信案件之 KYC（Know-Your-Customer）時，將授信戶之環境汙染、危害社會公益、侵害人權、治理、氣候與自然等 ESG相關風險納入授信往來評

估，須檢視授信戶 ESG事件，並洽詢授信戶了解其事件改善情形、風險緩解措施與追蹤檢視項目。另依 ESG風險分級辦理企金授信案件之 ESG風險審查，要
求授信戶提供 ESG風險管理計畫，包含但不限於碳排放數據、減碳目標與策略、水資源管理政策等資訊，並評估授信戶之轉型機會，如減碳之技術困難及資
金需求等，評估透過綠色授信、永續績效連結授信等方案進行議合之可行性。

• 敏感性產業管理：考量碳排放、用水量等氣候風險敏感性因子，訂定敏感性產業管理機制，深入評估環境與氣候相關風險。
本行已於 2024年 :（1）新增「生物多樣性」敏感性因子 （2）將敏感性產業進行分級管理，依產業限額規範控管高度敏感性產業。

• EP赤道原則專案融資：本行將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人權風險，列為赤道原則專案融資評估之必要項目，並依 IFC八項績效標準（含 PS6生物多樣性）檢視 EP
案件並明確納入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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