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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重編與勘誤 2022年資料重編說明

•	人員調查使用之年齡區分法方式依GRI	405-1原文調整為：未滿30歲、30~50歲、超過50歲。

•	2021年永續報告書出版期間正值ISO	14064-1:2018轉版期間，因此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料以舊制（範疇一至三）呈現。	
因應ISO	14064-1:2018改版，本報告書之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料改以新制（類別一到六）呈現2021年與2022年資訊。

2021報告書章節 頁碼 原內容 重編/更正內容

關於報告書 3

報告書管理與審查－
內部：本報告書所揭露之數據與資料，是由各權責單位提供企業
永續發展辦公室彙整後，由權責單位校閱確認，並經稽核室查核
後，送呈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審閱後核定

內部：本報告書所揭露之數據與資料，是由各權責單位提供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彙
整後，由權責單位校閱確認後核定。公司亦將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及編制流程之管理
納入內部控制事項，透過稽核執行以能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並避免發生重大忽
視企業社會責任事件，造成公司重大損失

關於報告書 3
報告書管理與審查－
符合AA1000	ASv3第一類型中度保證等級進行查證

符合AA1000	ASv3第二類型中度保證等級進行查證

董事長的話、經濟與治理面重點績效、
CH.2治理、2.2.3	風險預警機作

5,	7,	31,	41 風險管理工作小組 風險管理小組

獎項與榮耀 11 RedDot	得獎產品第三項誤植為DUB-E250 正確得獎產品為DMS-106XT多網速交換器

1.2.1	利害關係人 24 政府單位的職責單位應刪去品牌策略中心 財務暨行政職安中心

1.2.1	利害關係人 24
利害關係人溝通方式與頻率由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向董事
會報告兩次

由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向董事會報告一次

誠信經營 36 且台灣最新的清廉指數在136名中位居第25位，屬於低風險地區 在180名中位居第25位

2.5.4	在產品開發與技術創新之相關作為與規劃、專利 56 DevOps流程有誤（設計版誤植）

2.7.2	供應商風險分級評估與誠信廉潔 63 供應商檢核流程有誤（設計版誤植）

CH.3	環境 66 透過更換節能燈具，累計至2021年可節電約10萬度 透過更換節能燈具，每年約可節電10萬度

4.3.2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教育訓練與工作環境監測 90 FSI算式有誤（設計版誤植）

 《2021 D-Link友訊科技企業永續報告書》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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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管理方針表

重大 
主題

面
向

對應
GRI

排列
異動 對D-Link的意義 價值鏈衝擊邊界及 

涉入程度
關注的 

利害關係人 短、中、長期目標註 因應政策與措施 管理行動 對應章節

創新	
研發

G 自
訂
主
題

▲ 持續創新產品與服務，創造價
值，以符合客戶對於新時代產
品與服務的期待。

因應科技變遷速度，須保持創
新動能。若無法洞察科技發展
趨勢，將衝擊競爭力，影響市佔
並損及投資者利益。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完成EAGLE	PRO	AI系列產品，以產品AI功能為訴求，並計劃

推出新一代品牌與產品系列。
•	 提出至少5件專利申請。

中/長期 
•	 在網通產品應用上，領先潮流提供網路整合方案，在智慧家

庭、企業網路、雲端管理、多機整合等各項應用上提出對應
方案，滿足網路應用的市場。

致力參與各項標準組織，運
用新技術與開發產品，為客
戶提供優質且便利的產品
與服務。

以加強產品新AI功能，提升使
用者體驗，做為現階段創新方
向，並以領先業界的雲服務平
台與前瞻性創新產品，持續創
造產品差異化及市場區隔。

3.5	 研發與
創新

營運
績效

G 201 ▲ 追求營運財務績效、達到獲利
目標，為公司穩健經營的根基。
公司營運能否產生經濟價值，
將影響股東權益與經濟發展。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員工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聯合優質ODM廠，建立可以掌控的、緊密的供應鏈體系。
•	 從規格價格、功能效能延展至企業識別三方面重塑D-Link

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價值。
•	 結合各別產業，提供各產業所需規格、功能，並深耕擴大市

場占有率，減少一般規格產品競爭。

中/長期 
•	 以雲運算為主軸，實現極簡化網通產品的供裝與管理。
•	 以優異的射頻與高速信號技術，打造穩固的先進網通產品。
•	 專注在SOHO及SMB的企業需求提出企業一站式解決方案。
•	 加強和Tier	2與Tier	3電信業者的合作，以在地化服務贏得

長期合約。

持續擴充產能、打造產品與
服務特色、建立多元產品
力。	

•	 定期召開經營檢討會議、
追蹤經營績效，充分掌握
營運狀況並監督達成進
度。

•	 每季召開董事會，確保經
營策略之前瞻性與可行
性。

企業概況	
2.5	財務績
效與稅務
治理

產品
品質

G 416
417

▲ 透過各階段管控，為客戶提供
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成為網通
領導品牌。

品質良窳以及穩定度，與客戶
損失、公司聲譽息息相關，直接
衝擊市佔與市場競爭力。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維護品質管理程序完整。

中期 
•	 80%供應商通過ISO	9001	外部驗證並取得證書。

長期
•	 供應廠商100%符合ISO	9001管理程序，並取得外部驗證

證書。

設置管理代表、制定品質政
策、依循品質政策制定管理
目標並定期審查，以有效管
理並持續改善。

由總經理擔任ISO管理系統之
管理代表，於每年管理審查會
議中審視品質政策方向並滾
動式調整，每年度依循品質政
策制定客戶滿意度調查、供應
廠商管理調查以及產品製造
品質評鑑品質目標，並將年度
品質目標呈管理審查會議決
議實行。

3.3	產品品
質與安全

■	直接衝擊					□	間接衝擊					●	商業關係

 ※ 短期：2023年；中期：2026年；中/長期：2028年；長期：20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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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主題

面
向

對應
GRI

排列
異動 對D-Link的意義 價值鏈衝擊邊界及 

涉入程度
關注的 

利害關係人 短、中、長期目標 因應政策與措施 管理行動 對應章節

供應鏈
管理

G 204	
308	
414

落實盡職調查責任，發揮市場
影響力，以強化整體產業鏈的
永續價值、持續精進上/下游夥
伴的價值鏈管理策略，藉此減
緩供應商的各種負面衝擊風
險，亦包括供應商的持續營運
管理情形，因其將直接衝擊公
司營運與對客戶的承諾。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子公司

短期
•	 以總採購金額占比87%之供應商為主要評鑑對象。

中期
•	 透過供應商問卷調查，了解供應商ESG管理程度。

長期
•	 供應商ESG表現納入選商條件。

•	 訂定供應商管理準則，
納入ESG	相關衝擊與風
險，定期評估供應商對
社會、環境的衝擊。

•	 提高在地採購比例。

實施供應商風險分級評估，依
不同級別定期排定不同稽查
策略，定期調查或稽核，以排
除系統風險。

3.6	供應鏈管
理

資訊
安全

G 418 ▼ 持續精進資安管理制度、強化
防護能力，以符合國內外資安
相關法規，並落實於日常營運
作業。一旦發生重大資安事件，
將衝擊客戶信賴度，影響公司
聲譽與市場競爭力。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子公司

短期
•	 建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	 全面導入產品軟韌體數位簽章制度，以及使用HSM管理金

鑰。
•	 改版SIM系統，整合到新的資安管理平台。
•	 因應ETSI	EN	303	645，啟動產品認證機制。
•	 全體員工每季完成至少1小時資訊相關教育訓練。

中期
•	 2024年底前通過新版ISO	27001:2022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
•	 於對外服務或網站建立有效之防駭及除弱措施，並定期委

託第三方外部專家進行滲透測試，持續優化系統。

長期
•	 逐步建構集團資安聯合防禦體系。
•	 依據業務需求購買資安保險。
•	 	即時調整內部安全規範與產品規格，以符合各國最新資安

規範。

訂定「資訊安全管理政策」，
並成立「資訊安全管理委員
會」，以國際標準確實掌握
資訊及通訊安全。

持續優化、定期稽核資訊安全
管理。

3.3.2	產品資
訊安全	
3.4	資訊安全
管理

■	直接衝擊					□	間接衝擊					●	商業關係

 ※ 短期：2023年；中期：2026年；中/長期：2028年；長期：2031年。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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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主題

面
向

對應
GRI

排列
異動 對D-Link的意義 價值鏈衝擊邊界及 

涉入程度
關注的 

利害關係人 短、中、長期目標 因應政策與措施 管理行動 對應章節

治理與
誠信	
經營

G 205	
206

▼ 健全的治理架構與良好的誠信
管理，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
公司治理失衡或發生貪瀆，除
了影響營運穩定與企業聲譽
外，亦可能導致財務損失。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員工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制訂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以維持董事會

成員與重要管理階層的專業與經驗度。
•	 定期安排多元課程供董事及高階經理人進修，以落實董事多

元化政策並提升決策品質及強化職能。
•	 董事會成員至少一席為女性董事，落實我國性別平等政策。
•	 編製董事手冊使新任董事會成員熟悉公司業務及董事職責。
•	 無涉及違反誠信經營之相關案件，並持續維持。

中期
•	 設置「提名委員會」，協助董事會發展及管理一套公平及透明

的程序，以制定有關於董監事及高階經理人的人力資源策略。
•	 提供全體員工「誠信經營守則」之完整教育訓練，整體完訓率

達95%以上並持續提升精進。

長期
•	 持續強化公司治理評鑑，並將評鑑結果提升至排序前5％之

級距，形塑公司治理文化。
•	 提升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目標達1/3以上。
•	 實施較能為公司及股東利益考量的自然人董事制度。
•	 將誠信經營內化為全體員工理念與公司DNA，使「誠信經營守

則」獲得所有利害關係人高度認同並成為最高標準。  

•	 董事會監督組織營運
策略計畫與績效，透
過內部稽核和外部查
證機制，持續強化公
司治理、風險機會管
理。	
	
創造優質的誠信經營
與法令遵循文化，以
確保各利害關係人長
遠的利益。

•	 定期召開董事會與股東
會，每三年進行董事改選，
並確保董事之專業性與多
元性。

•	 自願參加國際公司治理相
關評鑑，並將指標要求納
入公司治理提升規劃。

•	
•	 訂有「道德行為規範」、「誠

信經營守則」與「檢舉制度
實施辦法」等內部規章制
度，恪守並持續推動高標
準從業道德文化。

2.2	永續治理	
2.4	誠信經營

綠色
產品

E 301 因應綠色消費意識提升，結合
產業職能研發高效、節能、防
災、包裝減量的產品，讓客戶
每一次購買與使用都能響應環
保。如未能與時俱進推出友善
環境的產品，未來將無法進入
國際市場，削弱市場競爭力。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子公司

短期
•	 精簡產品包裝，降低材料使用並提高運輸效能。

中期	
•	 塑殼使用回收塑料比例達30%以上。
•	 產品包裝朝無塑化邁進，必要使用者則改以可回收/可分解之

材質取代。

長期
•	 導入ISO	14067產品碳足跡。

制定專案計畫並逐年提升
綠色產品占比，透過持續
發展綠色設計、減少資源
耗用，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推行「D-Link	 Green」計畫，由
產品設計、功能、材料、包裝等
面向實踐環保理念。

4.4	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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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主題

面
向

對應
GRI

排列
異動 對D-Link的意義 價值鏈衝擊邊界及 

涉入程度
關注的 

利害關係人 短、中、長期目標 因應政策與措施 管理行動 對應章節

企業
形象

S 自訂
主題

透過企業形象管理，使利害關
係人產生好感與認同，提升信
任與忠誠度，進而驅動投資合
作或消費選擇，形成正向循環。
未有一致性的品牌態度將無法
累積市場口碑與認同感、危機
事件無法及時因應將損及客戶
信任，嚴重時將影響營收。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員工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短期
•	 定位企業方向，聚焦提升企業形象的價值。
•	 成立專責部門，擬定企業品牌溝通與行銷策略	。

中期	
•	 傳遞品牌理念，強化企業意象。
•	 建立品牌認同，經營客戶關係。

長期
•	 企業形象拓展，引領產業。
•	 執行品牌責任與永續發展。

設立品牌中心，諮詢專業品
牌顧問，偕同打造並執行新
品牌策略。

將品牌精神延展到各營運細
節(產線、銷售通路、網站、社
群、產品包裝、售後服務、促銷
活動等)，讓內部員工到外部
夥伴都擁有共同目標，並使客
戶在每個接觸點都能感受一
致的優質品牌形象。

董事長的話	
企業概況	
3.2	品牌形象

風險
管理

G 自訂
主題

▼ 風險管理的完整度與強度是企
業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面對
各種新興風險，公司力求及早
辨識、並擬定妥適可行的因應
策略，可大幅減緩其衝擊程度，
同時展現企業韌性及營運穩定
度，藉此鞏固商業關係、提升市
場信賴。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員工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將風險與策略連結，透過辨識、分析及衡量D-Link的潛在

風險事件，制定風險回應措施。

中期	
•	 透過有效的風險回應措施，降低風險矩陣中已辨識的重大

風險，並即時發現和解決潛在的風險事件。

長期
•	 建立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將風險管理貫穿到D-Link的策

略、營運和管理之中，形塑D-Link的風險管理文化。

完善風險管理制度，有效監
督與提升風險管理落實實
施之效益。

成立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由總
經理擔任召集人，每季召開風
險管理小組會議，負責規劃、
執行與監督風險管理相關事
務，並每年至少一次向審計委
員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2.6	風險管理

關於本報告書

關於D-Link友訊科技

CH1  永續經營

CH2  公司治理

CH3  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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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資料重編與勘誤

•	重大主題管理方針表

•	稅務治理相關資訊

•	GRI準則對照表

•	SASB準則對照表

•	TCFD對照表

•	SDGs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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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主題

面
向

對應
GRI

排序
異動 對D-Link的意義 價值鏈衝擊邊界及 

涉入程度
關注的 

利害關係人 短、中、長期目標 因應政策與措施 管理行動 對應章節

永續
發展
策略

S 自訂
主題

永續發展是利他又利己的營運
策略，能為公司降低成本、增進
營收，創造財務價值；並可內造
文化、外塑形象，創造無價的非
財務價值。隨時掌握永續發展
趨勢並透過PDCA循環管理，
避免因策略失當而導致財務損
失或影響公司聲譽。

■	供應商/商業夥伴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員工	
供應商/商業
夥伴	
投資人/股東	
子公司

短期
•	 結合網通產業職能，訂定永續發展策略。
•	 藉由外部評鑑與評比，檢討並管理永續發展目標與績效。
•	 永續發展績效與主管KPI連結。
•	 啟動綠色能源採購計畫。
•	 啟動藝文活動連結計畫。
•	 舉辦內部永續教育課程與工作坊，強化同仁永續素養。

中期
•	 透過永續發展計畫、	結合七大永續管理能力貫徹永續發展

策略，以內造文化、外塑形象。
•	 永續發展績效與每位員工KPI連結。
•	 規劃並執行公司內部ESG提案競賽。

長期
•	 連結網通業職能與產業特性，引領智慧生活，共創永續價

值。
•	 以2050淨零排放為目標，逐步實現。

成立專責單位管理公司永
續發展策略以及落實永續
發展政策之推動。

設立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以
協助董事會持續推動企業永
續發展，實踐永續經營目的。
並設置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
透過功能型工作小組，每月召
開一次會議，與各部門高階主
管共同審視、研議公司的核心
營運能力，訂定ESG發展及優
化方向。

1.1	永續願景
與策略	
5.8	社會參與

客戶
關係
經營

G 自訂
主題

提供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是公
司對客戶的承諾；客戶的信賴
與滿意度，是公司持續成長的
動能。若客戶疑慮或需求無法
獲得及時解決，可能影響品牌
信任度與市佔。

■	D-Link	
■	分公司	
■	顧客/客戶

顧客/客戶	
供應商/商業
夥伴	
子公司

短期
•	 客戶滿意度持續達85分以上。

中期	
•	 客戶滿意度持續提升至90分以上。

長期
•	 客戶滿意度每年維持90分以上之高水準客戶滿意度。

透過制定標準作業流程、定
期調查顧客滿意度並檢討
各項服務管理指標，以維護
顧客權益並增進信賴感。

訂定「1-3-7服務品質保障協
議」、每月調查顧客滿意度並
檢討各項服務管理指標，並設
置客訴處理權責單位妥善管
理客戶關係。

3.3.3	客戶
服務

■	直接衝擊					□	間接衝擊					●	商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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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營業收入 所得稅前損益 已納所得稅 
（退稅） 當期應付所得稅 員工人數

台灣 7,241 137 15 - 515

印度 4,301 417 92 20 0~3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471 148 - - 0~300

新加坡 1,333 -266 - - 0~300

俄羅斯 1,825 164 2 - 0~300

英國 941 -274 - - 0~300

德國 648 10 - - 0~300

日本 761 25 8 5 0~300

義大利 541 9 5 4 0~300

美國 769 44 -9 - 0~300

法國 448 4 2 - 0~300

加拿大 298 -133 -4 - 0~300

澳大利亞 330 13 9 1 0~300

西班牙 333 6 1 - 0~300

巴西 126 -38 - - 0~300

中國大陸 135 282 - - 0~300

南韓 63 -6 - - 0~300

地區 營業收入 所得稅前損益 已納所得稅 
（退稅） 當期應付所得稅 員工人數

摩爾多瓦 1 - - - 0~300

英屬維京群島 - 138 - - 0~300

模里西斯 - 156 1 - 0~300

瑞典 - 1 1 - 0~300

波蘭 - 2 1 - 0~300

智利 - 1 - - 0~300

荷蘭 - 1 - - 0~300

祕魯 - -1 - - 0~300

立陶宛 - 1 - - 0~300

匈牙利 - - - - 0~300

捷克 - 1 - - 0~300

墨西哥 - -13 - - 0~300

馬來西亞 - - - - 0~300

菲律賓 - - - - 0~300

哥倫比亞 - - - - 0~300

開曼群島 - 282 - - 0~300

 2022年各租稅管轄區之所得及稅負

稅務治理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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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租稅管轄區 主要營運活動

D-Link Corporation Taiwan
R&D,	trading	of	network	equipment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Yeo-Tai Investment Inc. Taiwan Investment

D-Link Canada Inc. Canad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Systems, Inc. US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Holding Company Ltd. B.V.I Investment

D-Link (Europe) Ltd. UK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AB Sweden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Magyarorszag) Kft Hungary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France SARL France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Polska Sp Z.o.o. Poland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Iberia SL Spain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s.r.o
Czech	
Republic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Netherlands) BV Netherlands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Mediterraneo SRL Italy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Deutschland) GmbH Germany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Holdings) Ltd. UK Investment

D-Link (UK) Ltd. UK Investment

D-Link Adria d.o.o Croat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Russia Russia After-sales	services

Success Stone Overseas Corp. B.V.I Investment

D-Link Holding Mauritius, Inc. Mauritius Investment

D-Link (India) Ltd. Ind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eam F1 Networks Private Limited India R&D

公司名稱 租稅管轄區 主要營運活動

D-Link Shiang-Hai (Cayman) Inc.
Cayman	
Islands

Investment

D-Link (Shianghai) Co., Ltd. Chin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Netpro (Shianghai) Co., Ltd. China R&D

D-Link International Pte. Ltd. Singapore Marketing,	procurement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Korea Limited Kore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Trade M S.R.L
Republic	of	
Moldov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Russia Investment Co. Ltd. B.V.I Investment

D-Link Malaysia Sdn Bhd Malays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Sudamerica S.A. Chile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Mexicana S.A de C.V Mexico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Japan K.K. Japan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Australia Pty Ltd. Austral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Middle East FZCO UAE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Brazil LTDA. Brazil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Investment Pte. Ltd. Singapore Investment

D-Link Trade Russ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Latin-America Company Ltd.
Cayman	
Islands

Investment

D-Link Peru S.A. Peru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de Colombia S.A.S. Colombi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Guatemala S.A. Guatemal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Argentina S.A. Argentina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Link Service Lithuania, UAB Lithuania After-sales	services

 2022年租稅管轄區內各公司主要營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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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對照表

GRI 編碼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1：基礎 2021；D-Link依循GRI準則報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的內容。

GRI 2：一般揭露 2021

GRI 2-1 組織詳細資訊 企業概況 8

GRI 2-2 組織永續報導中包含的實體 關於本報告書 4

GRI 2-3 報導期間、頻率及聯絡人 關於本報告書 4

GRI 2-4 資訊重編 資料重編與勘誤 152

GRI 2-5 外部保證／確信 第三方查驗證情形 169

GRI 2-6 活動、價值鏈和其他商業關係
企業概況 8

3.6.1	供應鏈體系 88

GRI 2-7 員工
企業概況 8

5.3.1	人力概況 120

GRI 2-8 非員工的工作者 5.3.1	人力概況 120

GRI 2-9 治理結構及組成 2.2.2	董事會 42

GRI 2-10 最高治理單位的提名與遴選 2.2.2	董事會 42

GRI 2-11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2.2.2	董事會 42

GRI 2-12 最高治理單位於監督衝擊管理的角色

1.4.1	重大性分析 26

2.4.1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49

2.6	風險管理 55

2.7	智慧財產管理 58

3.4.1	資訊安全管理架構 76

4.2.1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	架構因應 100

GRI 2-13 衝擊管理的負責人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37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96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113

GRI 編碼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2-14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報導的角色 1.4.1	重大性分析 26

GRI 2-15 利益衝突 2.3	資訊揭露透明 46

GRI 2-16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2.2.2	董事會 42

2.6	風險管理 55

本年度未有重大申訴、檢舉案件需與董事會溝通之情事 –

GRI 2-1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2.2.4	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制度 44

GRI 2-1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2.2.4	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制度 44

GRI 2-19 薪酬政策
2.2.4	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制度 44

2.2.5	高階薪酬連結永續經營績效 45

GRI 2-20 薪酬決定流程 2.2.4	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制度 44

GRI 2-21 年度總薪酬比率 因保密規定限制，無法揭露。 –

GRI 2-22 永續發展策略的聲明
董事長的話 5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17

GRI 2-23 政策承諾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17

4.2.2	從盤查到淨零 105

4.2.3	生物多樣性承諾 106

5.2.1	人權政策 117

GRI 2-24 納入政策承諾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	–	治理面 37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	–	價值面 61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	–	環境面 96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	–	社會面 113

GRI 2-25 補救負面衝擊的程序 5.3.2	聆聽策略 121

GRI 2-26 尋求建議和提出疑慮的機制 2.4.3	檢舉制度 51

GRI 2-27 法規遵循 2.4.4	法規遵循 51

GRI 2-28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1.4.3	倡議及組織 32

GRI 2-29 利害關係人議合方針 1.4	重大性分析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25

GRI 2-30 團體協約 本報導年度無簽訂相關協約 –

 一般揭露

GRI準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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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編碼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GRI 3：重大主題 2021

GRI 3-1 決定重大主題的流程 1.4.1	重大性分析 26

GRI 3-2 重大主題列表 1.4.1	重大性分析 26

創新研發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自訂主題 3.5	研發與創新 80

營運績效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37

GRI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2.5.1	財務績效 53

產品品質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GRI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2.4.4	法規遵循 51

3.3.1	品質管理 69

GRI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2.4.4	法規遵循 51

3.3.1	品質管理 69

GRI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2.4.4	法規遵循 51

3.3	產品品質與安全 68

GRI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相關法規的事件
2.4.4	法規遵循 51

3.3	產品品質與安全 68

GRI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2.4.4	法規遵循 51

3.3	產品品質與安全 68

供應鏈管理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GRI 204-1 來自當地供應商的採購支出比例 3.6.6	在地採購 94

GRI 308-1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 3.6	供應鏈管理 87

GRI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3.6	供應鏈管理 87

GRI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3.6	供應鏈管理 87

GRI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3.6	供應鏈管理 87

GRI 編碼 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資訊安全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GRI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2.4.4	法規遵循 51

3.4.6	重大資通安全事件 79

治理與誠信經營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37

GRI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2.4	誠信經營 48

GRI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2.4	誠信經營 48

GRI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2.4	誠信經營 48

GRI 206-1 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2.4	誠信經營 48

綠色產品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96

GRI 301-2 使用回收再利用的物料 4.4	綠色產品 110

企業形象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自訂主題 3.2	品牌形象 66

風險管理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37

自訂主題 2.6	風險管理 55

永續發展策略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17

自訂主題
1.2	永續管理架構 21

1.3	D-Link永續價值 23

客戶關係經營

GRI 3-3 重大主題管理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61

自訂主題 3.3.3	客戶服務 73

 重大主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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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準則對照表

揭露主題 指標代碼 性質 揭露指標 對應章節/補充說明 頁碼

產品安全 TC-HW-230a.1 質化 說明產品資訊安全之風險鑑別與管理方法
3.3.2	產品資訊安全
3.4	資訊安全管理

70
75

員工多元任用 TC-HW-330a.1 量化
不同性別和種族/民族群體佔（1）管理階層（2）技術人員（3）
其他員工的百分比

5.3.1	人力概況
5.4.1	多元化雇用

120
124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TC-HW-410a.1 量化 產品符合IEC	62474應申報管制物質之年營收百分比
不適用。D-Link為品牌商，原物料由外包商控管，但D-Link會要求外包商生產符合歐盟
法規要求的產品，如RoHS、REACH等。

–

TC-HW-410a.2 量化 產品符合EPEAT標章或同等要求之年營收百分比 不適用。D-Link產品無要求取得環保標章。 –

TC-HW-410a.3 量化 產品符合ENERGY	STAR®要求之年營收百分比
D-Link產品本體並無要求符合ENERGY	STAR認證，但要求產品使用之外接電源100%
須符合美國能源部的6級能效標準。

–

TC-HW-410a.4 量化 回收報廢產品和電子廢棄物的重量、回收百分比
D-Link對於報廢產品之回收、處理均設有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及紀錄（亦包含廢五金等下
腳料之賣出情形），惟2022年尚未擴及重量數據，故規劃於2023年建置相關欄位，定期
記錄，以利未來透明揭露，並研議產品回收機制。

–

供應鏈管理

TC-HW-430a.1 量化
第一階供應商執行RBA稽核（VAP）或同等稽核（CMA）所佔
之供應商類別百分比（a）所有供應商和（b）高風險供應商

3.6	供應鏈管理 87

TC-HW-430a.2 量化
第一階供應商	（1）未通過	RBA	稽核（VAP）等同稽核（CMA）	
之受稽廠商百分比，以及（2）稽核結果於（a）	重大缺失與（b）
其它缺失的改善率

3.6	供應鏈管理 87

材料來源 TC-HW-440a.1 質化 描述使用關鍵材料（critical	materials）有關的風險管理 3.6	供應鏈管理 87

活動指標

TC-HW-000.A 量化 按產品類別生產的單位數 因涉及公司機敏資料，不便揭露。請參考本公司《111年度年報》。 –

TC-HW-000.B 量化 製造區域的面積 3.6	供應鏈管理 87

TC-HW-000.C 量化 自身擁有的工廠所製造的產品比例 不適用。D-Link屬品牌公司，無生產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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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對照表

面向 TCFD 建議揭露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治理

董事會如何監督氣候相關議題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管理階層如何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策略

公司辨認出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氣候相關議題對公司的商業模式、策略與財務規劃的衝擊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情境分析（包括2℃或更嚴苛的情境）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風險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說明上述之辨識及管理風險流程如何整合至公司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指標與目標

評估指標是否與公司策略與風險管理一致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17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9

揭露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4.2.2	從盤查到淨零 105

管理目標及相關績效 4.2.2	從盤查到淨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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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對照表

永續發展目標 管理方針 對應章節 頁碼

健康與福祉 •	 打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並規劃公平、合理、具競爭性的制度、福利與獎勵措施
•	 透過社會參與計畫，推動並照顧外部利害關係人福祉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6.3	健康職場
5.7	福利與退休制度
5.8.1	公益參與

113
137
140
143

優質教育 •	 建構全方位學習的教育訓練體系，提升企業永續經營競爭力
•	 訂定個人發展計畫，協助主管與同仁持續強化職涯永續發展
•	 透過社會參與計畫，拓展網通教育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5.2	多元學習
5.5.4	教育訓練
5.8.1	公益參與
5.8.2	產業發展推動

113
128
130
143
151

性別平等

•	 建構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3	勞雇關係及員工參與
5.4.1	多元化雇用
5.6.3	健康職場

113
119
124
137

可負擔能源 •	 每年盤點公司營運過程中各類能源耗用量、能源密集度，以及推動相關節能措施之成效
•	 遵循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每年設定年度環境管理方案，並承諾、推行五大環境政策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4.2.2	從盤查到淨零
4.3.1	能源管理

96
105
108

就業與
經濟成長 •	 持續擴充產能、打造產品與服務特色、建立多元產品力

•	 打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並規劃公平、合理、具競爭性的制度、福利與獎勵措施，吸引並留任關鍵人才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2.6	風險管理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2	人權保護
5.4	多元共融
5.5.2	多元學習
5.5.5	薪酬與績效考核

37
55

113
116
122
128
130

工業 、 創新
基礎建設 •	 致力開發與運用新技術，為客戶提供優質且便利的產品與服務

•	 訂定「資訊安全管理政策」，並成立「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以國際標準確實掌握資訊及通訊安全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3.4	資訊安全管理
3.5	研發與創新

61
7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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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管理方針 對應章節 頁碼

減少不平等 •	 透過盡職調查鑑別相關風險，並妥善管理
•	 透過人權保護政策，保障員工權益
•	 提供合宜的申訴管道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2	人權保護
5.3.2	聆聽策略
5.4	多元共融

113
116
121
12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	 設置管理代表、制定品質政策、依循品質政策制定管理目標並定期審查，以有效管理並持續改善

•	 透過制定標準作業流程、定期調查顧客滿意度並檢討各項服務管理指標，以維護顧客權益並增進信賴感

2.1	永續策略與目標－治理面
2.4.4	法規遵循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3.3	產品品質與安全
3.4	資訊安全管理
3.6	供應鏈管理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4.2.3	生物多樣性承諾
4.3.3	廢棄物管理
4.4	綠色產品
5.8.1	公益參與

37
51
61
68
75
87
96

106
109
110
143

氣候行動 •	 每年盤點公司營運過程中的碳排放量、逐年盤點減碳績效，並定期對員工施以環境教育
•	 根據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系統，訂定相關政策
•	 訂定生態友善相關承諾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96
99

和平與
正義制度

•	 響應、支持全球ESG趨勢及相關倡議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4.2.3	生物多樣性承諾
5.1	永續策略與目標－社會面
5.2.1	人權政策

96
106
113
117

全球夥伴 •	 訂定供應商管理準則，納入ESG	相關衝擊與風險，定期評估供應商對社會、環境的衝擊
•	 提高在地採購比例
•	 與多元夥伴合作，透過各項社會參與計畫，造福人群與社會

3.1	永續策略與目標－價值面
3.6	供應鏈管理
4.1	永續策略與目標－環境面
4.2.3	生物多樣性承諾
5.8.1	公益參與

61
87
96

106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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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辦法第四條：強化揭露指標－通信網路業

編號 指標 指標種類 年度揭露情形 單位 對應章節 頁碼

一 消耗能源總量、外購電力百分比及再生能源使用率 量化
2022年D-Link消耗能源總量為8,879.89	 GJ；100%為外購電力，現階段再生

能源使用率為0%。

十億焦耳(GJ)

百分比(%)
4.3.1	能源管理 108

二 總取水量及總耗水量 量化 2022年D-Link總取水量為10.99千立方公尺，總耗水量則為1.10千立方公尺。 千立方公尺(m³)	 4.3.2	水資源管理 108

三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之重量及回收百分比 量化
D-Link屬品牌公司，無生產線，並未產出任何有害廢棄物；因此其重量及占比

均為0。

公噸(t)

百分比(%)
4.3.3	廢棄物管理 109

四 說明職業災害類別、人數及比率 量化 2022年D-Link未發生任何職業災害事件，因此人數及比率均為0。
比率(%)

數量

5.6.2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教育訓練與工作環境監測
134

五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之揭露：含報廢產品及電子廢棄

物之重量以及再循環之百分比註
量化

D-Link對於報廢產品之回收、處理均設有標準化的作業流程及紀錄（亦包含廢

五金等下腳料之賣出情形），惟2022年尚未擴及重量數據，故規劃於2023年建

置相關欄位，定期記錄，以利未來透明揭露。

公噸(t)

百分比(%)
4.4	綠色產品 110

六 與使用關鍵材料相關的風險管理之描述 質化描述

D-Link產品之關鍵材料為主動元件-IC，為減緩該材料可能發生供貨不穩之風

險，本公司透過積極發展多方貨源、適時檢討其分布占比，並刻意保持在地供

應商之供貨比例維持於一定水準等措施有效管控。

– 3.6	供應鏈管理 87

七
因與反競爭行為條例相關的法律訴訟而造成的金

錢損失總額
量化 2022年D-Link未發生與反競爭行為條例相關之訴訟及相關金錢損失；0元。 新臺幣元 2.4.1	誠信經營與反貪腐 49

八 依產品類別之主要產品產量 量化 因涉及公司機敏資料，不便揭露。請參考本公司《111年度年報》。 – 本公司《111年度年報》第90頁 –

註：包含下腳料賣出或其他回收處理，應提供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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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辦法第四之一條：氣候相關資訊揭露對照表

編號 項目 執行情形

1 敘明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對於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監督及治理。

董事會為D-Link氣候治理之最高監督單位，負責審查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機會之管理報告及執行報告
等，以確保相關管理制度之有效推行。
	
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則負責推動氣候變遷相關管理計畫，並由各部門主管組成工作小組，共同執行並定
期檢討相關專案；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亦須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呈報相關執行進度與績效。

2 敘明所辨識之氣候風險與機會如何影響
企業之業務、策略及財務(短期、中期、長
期)。

為全面掌握各種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對於公司營運之影響性，我們除了透過定期的工作小組會議蒐集相
關議題、初估影響程度外，更規劃以三年一次的頻率全面盤點、重新鑑別並逐一評估各風險、機會之具體
影響，進而規劃合適的因應策略及行動計畫。
	
2022年氣候相關風險、機會之鑑別結果，請參閱本報告書「4.2.1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架構因應」
章節。

3 敘明極端氣候事件及轉型行動對財務之
影響。

經專業顧問團隊針對歐洲地區，由供應鏈、業務、產品品質等三面向評估極端氣候事件可能造成之財務衝
擊約為新臺幣2.5億元。2022年D-Link未因極端氣候事件造成財務影響；相關轉型行動之投資金額約新
臺幣220.9萬元，主要包括碳盤查、驗證及綠色產品研發等成本。

4 敘明氣候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管理流程如
何整合於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D-Link將氣候變遷風險與各項營運風險整合於整體風險管理系統之中，以標準化流程定期進行鑑別、評
估與管理，並於年度計畫與檢討會議中進行審議。

5 若使用情境分析評估面對氣候變遷風險
之韌性，應說明所使用之情境、參數、假
設、分析因子及主要財務影響。

目前對於轉型風險的情境設定主要係以2050淨零排放（SSP1-1.9）的情境進行評估，所鑑別風險之可能
財務影響詳列於「4.2.1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架構因應」章節，敬請參閱。

6 若有因應管理氣候相關風險之轉型計畫，
說明該計畫內容，及用於辨識及管理實體
風險及轉型風險之指標與目標。

D-Link已承諾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為此，我們設立的中期目標是2026年減少10%的碳排（基準年為
2021年），近期轉型行動計畫包括汰換耗能燈具、導入ISO	14064-1：2018的方法學進行組織碳盤查、參與
CDP問卷並爭取中高評級，進而評估取得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及其他可行的有效方案。

7 若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劃工具，應說明
價格制定基礎。

本公司目前尚未使用內部碳定價作為規劃工具。

8 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標，應說明所涵蓋之
活動、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規劃期程，每年
達成進度等資訊；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能
源憑證(RECs)以達成相關目標，應說明所
抵換之減碳額度來源及數量或再生能源
憑證(RECs)數量。

目前D-Link所設定之氣候目標係包含範疇一及範疇二，以2021年為基準年，2023年之減碳目標為2%、2026
年則為10%，並正規劃購置再生能源憑證之執行效益，未來將持續強化減碳作為、公開揭露執行進程，積
極實現2050淨零排放之承諾。

9 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D-Link已優先導入ISO	14064-1:2018之方法學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亦完成範疇三之盤查與揭露，並規
劃於2027年完成確信作業。

本公司基本資料
□	資本額100億元以上公司、鋼鐵業、水泥業
■	資本額50億元以上未達100億元之公司
□	資本額未達50億元之公司

依上市櫃公司永
續發展路徑圖規
定至少應揭露

■	母公司個體盤查
□	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盤查
□	母公司個體確信
□	合併財務報告子公司確信

 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情形

總排放量
(公噸CO2e)

密集度
(公噸CO2e/百萬元) 確信機構

範疇一 119.87 0.0070
2022年數據查證作
業進行中，預計於
2023年7月完成第
三方查證

範疇二 1,255.52 0.0735

範疇三 523,159.00 30.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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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分類 10 項原則 對應章節 頁碼

人權
原則	1：企業界應支持並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 5.2	人權保護 116

原則	2：保證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 5.2	人權保護 116

勞工

原則	3：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及切實承認集體談判權

1.4.2	利害關係人

2.4.4	法規遵循

5.2	人權保護

5.3	勞雇關係及員工參與

30

51

116

119

原則	4：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3.6	供應鏈管理

5.2	人權保護

87

116

原則	5：切實廢除童工
3.6	供應鏈管理

5.2	人權保護

87

116

原則	6：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5.2	人權保護

5.3	勞雇關係及員工參與

5.4	多元共融

116

119

122

環境

原則	7：企業界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因應環境挑戰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17

99

原則	8：採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方面更負責任的做法

1.1	永續願景與策略

3.6	供應鏈管理

4.2	氣候治理與行動

4.3	能資源管理

17

87

99

107

原則	9：鼓勵開發和推廣環保技術 4.4	綠色產品 110

反貪腐 原則	10：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包括敲詐和賄賂
2.4	誠信經營

3.6	供應鏈管理

48

87



169			/ 2022 永續報告書

關於本報告書

關於D-Link友訊科技

CH1  永續經營

CH2  公司治理

CH3  價值創造

CH4  環境永續

CH5  人與社會

附錄

• 資料重編與勘誤

• 重大主題管理方針表

• 稅務治理相關資訊

• GRI準則對照表

• SASB準則對照表

• TCFD對照表

• SDGs對照表

• 作業辦法第四條

• 作業辦法第四之一條

•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 第三方查驗證情形

第三方查驗證情形 (GRI 2-5)

永續報告書查證聲明

ISO 9001:2015 ISO 45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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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查驗證情形 (GRI 2-5)

ISO 14001:2015

IEC 62443-4-1:2018

ISO 14064-1:2018

TIPS (A級)

ISO/IEC 27001:2013 BS 10012: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