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法務稅務  誠信經營與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與公司治理
 寰瀛法律 2023.05.09

防弊制度是冰冷的，公司在貫徹誠信經營制度與政策的過程，首要展現的是關懷與溫暖，久而久之舞弊定能減
少。圖／摘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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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為了業績，定期地包紅包（⾛後⾨）給公務員或客⼾，雖然短期內業績爆

發，但可能⼀輩⼦都會害怕檢調上⾨！再想：客⼾或供應商為了討好你，想跟你公

司做⽣意，所以固定提供賄賂或你最喜歡的東⻄給你，雖然⾃⼰短期內很開⼼，但

有沒有想過，將來該客⼾或供應商提供的產品可能偷⼯減料，除了傷害到公司外，

最終更有可能傷害到⼀般消費⼤眾！

反貪腐、誠信經營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基⽯之⼀，相信無庸多做解釋。重點是，如

何真正地將誠信經營，由上⽽下地貫徹到企業文化中，以及，如何將反賄賂統合到

組織既有的管理系統流程內。企業除了參考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為指南參考範例、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

德⾏為準則參考範例等法令外，具體做法上，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提供了⼀些⽅向：

1、建置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公司治理指標4.2）

2、制訂誠信經營政策（公司治理指標4.15）

3、建立檢舉制度（公司治理指標4.16）

4、避免不誠信經營（即額外減分題提到：「公司是否有重⼤違反誠信經營原則、企

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制度或其他不符公司治理原則之情事？」）

上述指標在思考邏輯上是這樣的：為了貫徹誠信經營文化，公司
董事會必須帶頭做起、以⾝作則，因此，透過董事會通過的政
策，⾜以讓員⼯、客⼾、供應商、主管機關及消費者等利害關係
⼈瞭解公司管理階層的決⼼。同時，公司更設立專責的單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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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司也不是嘴巴說說或僅制訂⼀項政策卻束之⾼閣，因此，公司會定期在公

司網站或年報中揭露對於誠信經營政策的履⾏情形，利害關係⼈隨時想看都可以

看。另外，公司也瞭解，員⼯舞弊等經濟犯罪多具有隱密性極⾼、難以被發現的特

性，故在司法實證上，需仰賴檢舉制度來察覺。因此，公司特地設立了（可具名或

匿名之）檢舉制度，供內部員⼯、客⼾、供應商等舉報，且公司真的在乎此⼀制度

發揮作⽤。所以，針對舉報會透過保密⽅式進⾏，且不會對於舉報⼈有任何報復，

⽽且，舉報之調查更會隨著舉報對象層級⽽有相異處理。還有，公司為了避免發⽣

重⼤違反誠信經營或踰越內部控制情形，更定期對於不同職級舉辦客制化誠信經營

教育訓練，並透過引進系統與專業顧問整合所有管理與內部控制流程。

最後要再說明的是：若要真正讓員⼯瞭解反貪腐與誠信經營，⽽將此等信念放在⾃

⼰⼼中，⽽且，發現舞弊時也的確願意去使⽤檢舉制度，這時候很重要的是：企業

必須真正地展現出其有在乎、關⼼員⼯的態度！為什麼這麼說？舞弊之所以會發⽣

（犯罪動機），不外乎是因為情、仇或財（可能是貪⼼、可能是財務陷於困難），

⽽雖然如此，但絕⼤多數⼈都因為良知⽽踩下煞⾞（不去犯罪）。然⽽，犯罪觀察

上常⾒的是，某些⼈因為情緒、仇恨或財務壓⼒逐漸累積，這時候，如果多數⼈都

不願意關⼼他，甚⾄到處在八卦這個⼈的困境，那麼，在無⼈關⼼的寂寞中，這個

員⼯就會豁出去⽽決定舞弊。

因此，前⾯的確提到很多可以實施的制度（包含政策制訂、專責單位、檢舉制度、

內部控制等），但制度是冰冷的，實施制度的是「⼈性」，如果公司在貫徹誠信經

營制度與政策的過程，第⼀步展現的都是關懷與溫暖，相信久⽽久之，舞弊定能減

少，誠信經營的文化也能在公司上下、員⼯間的彼此照料與氛圍中，逐漸發芽、奠

基！

能屬於董事會層級或隸屬董事會），讓利害關係⼈瞭解，公司不
是隨便設立⼀個單位來應付主管機關⽽已，⽽是真正地要做好這
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