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化建構ESG新想像
企業實踐文化ESG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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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社會影響力×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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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成為企業永續新顯學
永續營運的路上，文化將不缺席

企業談起ESG，多把重心放在環境、綠能、碳權。
但臺灣除了要在科技、經濟上占有一席之地，更需要以文化作為對外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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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2024年對ESG提出文化新想像

並透過新的法令與政策，展示企業參與文化的新模式與新做法。



「減碳」是企業進行式，「減少社會不平等」將是企業下一個挑戰
TIFD不平等相關財務揭露框架草案將於2024年發布

全球永續關注重心 E與S將並重

4

永續發展：「既能滿足當代需要，同時又不損及後
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

－聯合國《我們共同的未來》（1987年）

環境/社會/治理(ESG)
從負面排除到正面貢獻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
社會風險為短期內最具威脅的全球危機之一



文化的影響力能為全球永續發展產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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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指出

文化應被視為永續發展除經濟、環境、社會以外的第四支柱
文化納入永續發展架構，並透過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歷史保存、地方社區、文化多樣性等形式，與SDGs 17項目標
互動產生貢獻，是攜手各界利害關係人之關鍵價值。

① 強化認同 ③帶來文化經濟繁榮

④ 創造社會凝聚力及歸屬感

② 提升文化環境韌性

⑤助於和諧夥伴關係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2015)
SGD4優質教育、SGD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
成長、SGD11永續城鄉、SGD12責任消費
及生產等都提及文化的角色。

UNESCO文化專題指標(2019)
從「環境和復原力」、「繁榮和生計」、
「知識和技能」、「包容和參與」四大
主軸，考證文化對於多項永續發展目標
的貢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政策會
議(MONDIACULT)(2022)
150國共同宣示文化為一種「全球的公共財」
（a Global Public Good），並肯認文化在永
續發展中發揮關鍵轉型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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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企業ESG下一個創新引擎

步驟一
檢視企業目前既有的ESG行動與策略，以及過去是
否有與文化結合相關的ESG實績。

步驟二
釐清自身需求，評估導入文化合作的切點、資源和
對利害關係人產生的預期效益。

步驟三
找尋合作夥伴，對焦合作方式與雙方期待以及希望
共創的價值。

步驟四

聚焦目標開展合作及滾動調整，並設定階段性檢核點。

價值主張年代下，文化為ESG重大性主題
創造社會和諧、社群凝聚的在地價值

文化影響力是ESG價值的拓展媒介
以文化的創造與創意性與ESG利害關係人議合

以夥伴關係打造多元、平等、共融文化
連結多元夥伴，打造整體社會的韌性與永續力



文化ESG進行式—企業發揮文化影響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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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與華納兄弟探索集團、
文化內容策進院籌組共同簽署合
作備忘錄（MOU），將合組影
視基金，結合三方優勢及合作綜
效，期望打造更多國際級的臺灣
優質影視作品，讓臺流航向國際
匯聚成黑潮。

永豐商業銀行著重在地深耕與文
化平權，為向將一生奉獻給這塊
土地的長者致上謝意與關懷，串
聯音樂製作人、專業師資與長輩
們共創「生命之歌」和舉辦《恁
的演唱會》，透過音樂讓社會大
眾理解長輩的心聲。

善立文教慈愛基金會（上立汽車）以
持續23年邀請與支持大開劇團每年演
出一齣臺灣流傳的民間故事，於臺中
市十餘所國小巡演兒童歌舞劇，並舉
辦學童觀後的作文及四格漫畫甄選，
積極推動藝術文化推廣工作，提倡藝
術創作及鑑賞能力。

鼓勵更多企業透過多元管道支持臺灣藝文產業
發展，以實際行動落實文化永續。 [ 更多案例 ]

文化部文馨獎自2023年起

增設【文化永續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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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ESG不再只是媒合企業支持藝文團體、單向投入。
制度性搭建嶄新模式，走向精準挹注、策略整合、雙向互惠。

政府建立文化ESG新模式 陪伴企業共進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營利事業與個人租稅優惠

【文化幣】
嘉惠學弟妹、回饋故里情

【文化ESG策略模板及指引手冊】
《文化與企業共創ESG影響力》雙向指南

ESG for Culture 影響力中心

【公司治理評鑑】
新增支持文化指標與得分要件

【永續金融評鑑】
新增支持文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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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第27-1條，將支持文化發展納入企業永續發展範疇。

公司治理、永續金融-支持文化發展落實社會公益實踐

符合下列其中之一項要件，且揭露相關資源投入總金額合計達新臺幣300萬元以上，始能於構面計分。

113年度第十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受評對象：全體上市（櫃）公司）
4.22 公司是否投入資源支持國內文化發展，並將支持方式與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年報或永續報告書？

u [要件一]

u [要件二]

揭露當年度公司對國內表演團體、藝文組織或藝術家所舉辦之作品展示、表演與活動、軟硬體設備或其他技術
支持等項目。
揭露當年度公司挹注於國產電影、電視或音樂之製作、發行、播送、映演、展演，或提供器材、設施、技術及
其他專業服務等有助於完成電影、電視或音樂製作、發行、播送、映演、展演協助。

揭露當年度公司鼓勵民眾接觸文化藝術活動、培養閱讀習慣，如挹注美術館、博物館、地方文化機構等藝文場
館及國內出版，及支持舉辦中大型藝文活動、閱讀活動；以及響應政府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之政策或計畫。 

u [要件三]

113年度第二屆永續金融評鑑（受評對象：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
     新增「S2-4-2是否投入資源支持國內文化創意活動或產業發展，並將支持方式與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年報或
     永續報告書？」

上市上櫃公司宜經由捐贈、贊助、投資、採購、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服務或其他支持模式，持續將資源挹注文化藝術活動或文化創意
產業，以促進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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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之3
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法所定之租稅優惠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投資以影視音為核心內容的
國家戰略重點文創產業享租稅優惠

營利事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第27條之1

現金投資
- 文創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 專案

[達2年以上]

抵減 抵減率20%

- 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年度起5年內抵減
- 每年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最高50%

創投事業由其營利事業股東或合夥人，依持有之股份
或出資額比例，計算可享投資抵減金額。

個人-天使投資人
第27條之2

現金投資
- 高風險新創文創事業公司/ 
  有限合夥事業
- 國發基金共同投資之專案

[現金50萬]

減除 減除率50%

-自投資屆滿2年的當年度個人所得總額內減除

[達2年以上]

每年減除總額最高300萬元[ 註 ]



文化幣—支持16-22歲青年文化體驗

文化成年禮金鼓勵青年參與閱讀、音樂、藝術表演、影視等多元面向的文化體驗，擴大生命經驗，
促進文化國力茁壯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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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ESG精神展開，
與國內電子支付與零售通路的合作，

啟動青年數位化消費體驗

以精準媒合機制，讓企業、社會有情人直接線上
支持，加碼母校學弟妹、家鄉或企業/廠區鄰里的

青年、企業員工子女等對象

• 符合公司治理評鑑要件三「響應政府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之政策或計畫」，為公司治理

評鑑加分。

• 透過支持文化成年禮金觸及青年族群，培養青年藝文參與興趣和習慣，同時強化企業

雇主品牌形象。

參與
效益

113年擴大發給16-22歲青年
邁向常態化實施 嘉惠學弟妹、回饋故里情



結合公司治理評鑑「支持文化發展」三要件，以及企業投資文化影響力可產生的三大品牌效益，
協助企業與文化業者在複雜的永續議題中，快速連結及對焦適切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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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企業共創ESG影響力》雙向指南
引領企業以文化影響力發展ESG新點子！

文化ESG讓企業達成留才攬才、品牌形象、開拓商機等效益

文化ESG策略模板及指引手冊 助企業探索合作路徑

領導力 Leadership

解決方案 Solution

文化影響力的三大效益與九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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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品牌：
打造公司員工及潛在人
才的向心力與嚮往感，
為企業攬才、留才。

• 產品品牌：
在消費者心中建立好感
與信任，以優質的企業
形象提升市場地位。

• 資本品牌：
提升投資者對企業的信
賴感，讓企業成為更具
吸引力的投資標的。



文化ESG專案辦公室 促進企業與文化業者「強強結合」 

文化內容策進院於2023年成立ESG專案辦公室，推動文化內容產業生態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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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mpact

Financial
Effects

Cultural 
Content

Social Return

Business
Value

Financial Return

投資抵減

深化合作關係

建立長期合作

擴大社會影響力

促進雙方資源共享的同時，
創造雙方皆能獲益的互利
夥伴關係。

企業與「文化內容」雙方專業的
合作，創造出兼具「社會影響力」
與「商業價值」的創新ESG行動
方案，達到共享、共好、共融且
共榮的效應。

藉由企業與文化業者的專業，共
創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行動或作品，
提升雙方效益。

文化內容策進院

ESG for Culture影響力中心



壯大臺灣內容 建立文化自信
許一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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