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會績效評估-外部專家評估 

本公司已於 108.8.13董事會通過制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依據第六

條及第八條之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執行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每三年由外部專

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 

 

本公司 2022年 8月董事會通過委託外部機構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進行董事會績效

評估，評估資料檢視期間為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協會除進行問卷書審

外，並於 2022.10.20由評估執行委員洪英正召集人率領專家團隊以視訊訪評。

於 2022.10.26完成上述作業並出具報告，茲摘要如下： 

 

(一)構面重點說明 

1.董事會之組成 

董事會以集體議事方式督導企業的運作，因此，董事會之組成應符合企業營運

發展的需求，以期能有效發揮指導與監督功能。而追求永續經營的企業，應規

劃董事會的傳承及發展，並定期檢視現有董事會之組成、分工，以及成員之遴

選、提名與聘任過程是否嚴謹周全。 

2.董事會之指導 

董事會是企業經營決策的指揮中心。董事會應植基於公司的外在環境，審視企

業自身的優勢，來設定及調整公司目標與因應策略，並有效管理與確保經理部

門落實策略執行以達成目標。 

3.董事會之授權 

董事會在召開會議的時間之外，透過職責的分工及對經理部門之授權，確保企

業依循既定的政策、制度、目標及策略落實執行。董事會應建置被授權單位有

效即時的回報機制，以作為決策或管理調整的參考。 

4.董事會之監督 

董事會之監督，應藉由設置獨立的內部稽核專職人員，並借重外部專業會計

師，與其他有效機制來落實，以合理確保企業合規及有效運作。 

5.董事會之溝通 

現代的企業領導與管理中，「溝通」是一項核心能力。董事會指導與監督的功

能，須奠基於良好的溝通機制始得以有效發揮，董事會的授權與分工才能真正

落實。董事會溝通對象包括董事會自身成員、經理部門、股東，以及其他利害

關係人；董事會也必須關注溝通的議題、溝通與反饋機制及董事會議事文化。 

  



 

6.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內部控制系統及風險管理，是確保企業有效管理的兩大機制，而董事會是內部

控制與風險評估最終的監督機構。董事會根據企業的目標，應辨識重要的風險

事項，定義風險容忍度，並建置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合理保證）企

業運作成果。此外，高階經理人的培訓與繼任也是確保企業穩健經營、降低斷

層風險的重要議題。 

7.董事會之自律 

董事會領導企業經營方向，其效能之發揮攸關企業的興衰成敗，因此，董事會

自身當責及高度自律，可確保企業經營績效及誠信經營文化之落實。董事會必

須定期對自身的參與投入及績效進行評估，並確實檢討精進，期能回應經營環

境的變化。 

8.其他如董事會會議、支援系統等 

能夠協助發揮董事會效能的基礎，在於具備專業且健全的董事會議事支援系

統，包括公司治理人員的設置、議程的規劃、會議的籌備、資訊的提供、會議

的記錄與會後的追蹤管理等。 

  

(二)總評與建議 

經由訪評小組檢視資料、視訊線上溝通與互動觀察結果，彙集整理提出總評與

建議事項如後，供聚鼎內部使用，以為後續規劃、建置及強化董事會職能之參

考。 

總評： 

1. 貴公司董事長重視董事會之專業才能組合與誠信的道德價值觀。董事會成

員之遴選除考量符合公司治理法定要求外，並依據公司發展策略需求，積極尋

求適任人選。 

 

2. 貴公司董事長與董事之間具信任基礎，溝通順暢，董事會議事文化開明，

以及獨立董事對傳承與提名新任獨立董事參與討論與規劃，值得肯定。 

 

3. 貴公司專注本業發展、重視企業永續發展，產品和製程皆朝向綠能設計發

展，關注地緣政治變動的風險因應及海外布局，設有風險控管小組以因應公司

多面向的風險。 

 



4. 貴公司注重人才培育與傳承，重視企業精神與價值觀面向，具共同理念作

為攬才和留才的重要標準。董事長和總經理持續培育管理階層，按部就班進行

訓練計畫與激勵方案，值得肯定。 

建議： 

1. 貴公司關注企業永續發展之國內外趨勢，建議貴公司董事會進一步討論如

何運用 ESG指標，引導公司策略發展與資源分配，並強化董事會風險管理督導

職責。 

 

2. 貴公司重視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建置吹哨人機制。建議貴公司強化吹哨人

機制，加強其與獨立董事的直接連結(如於官方網站設置與獨立董事連繫的專屬

溝通管道；或調整目前的溝通管道，讓獨立董事可直接同步接收未經篩選之舉

報信件)。此外，建議貴公司公司治理主管定期彙整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並向董

事會報告。 

 

3. 建議貴公司制訂「新任董事講習制度」（董事長及總經理面談、部門簡

報、實地參訪、管理階層座談等均可納入），並可彙整重要資訊編製「董事手

冊」，以協助新任董事及早掌握公司營運狀況，並有利於董事職能發揮。 

 

針對上述建議，本公司將擬列為 112年公司治理改善重點，後續預

計將改善方案及進度，報告並揭露於年報或公司網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