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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內文： 

本研究主要以散戶投資人的角度，探討投資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是否會比投

資 0056（元大寶來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具有更好的投資績效，首先得計算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成立後至 2021 年底此研究期間的報酬率、標準差、貝它值

和風險調整後的報酬，檢視永續相關股票型基金是否能打敗 0056（元大寶來台灣高股

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在報酬層面上，00878 短期之報酬率略輸 0056 1.64%，但以中

長期來看皆勝過大盤，意旨在只考慮報酬率不考慮其他因素下，國泰永續高股息在研

究期間的報酬勝過元大高股息。而本文以β值來衡量系統性風險，00878(國泰永續高

股息)之β值皆小於 1，代表股價的波動幅度都較小，在風險調整後報酬層面 00878(國

泰永續高股息)之夏普指標及詹森指標皆為緩步成長，皆較 0056(元大高股息)之表現

好，顯示了在考慮總風險及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ESG ETF的績效表現較佳。 

 

 

 

關鍵詞:ESG、國泰永續高股息、元大寶來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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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的創新與發展，許多企業為了跟上世界的腳步而發展了新的科技產業，

也不忘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但有些企業卻為了自己的事業版圖而忽視了環境永

續的重要性，造成環境與社會的負面影響，例如：部分工廠肆意傾倒廢水、掩埋垃

圾，甚至是盜採砂石。絲毫不在意自身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不僅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

危害，間接也對當地人民的飲用水以及農作物形成了汙染，僅僅做到了對股東的負

責，卻沒有做到對社會的責任。 

隨著全球極端氣候影響加劇，永續發展為當前全球經濟轉型的首要目標，2020 年

更被視為全球 ESG 投資的轉折之年，在台灣，ESG 基金商品也迎來大爆發，根據晨星

發表的《被動型永續發展基金：2020年全球格局》指出，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永續

發展指數共同基金，總資產管理規模達到 2500 億美元，產品數量和資產規模均在過去

三年間增加逾一倍。而台灣當時只有三檔被動型管理永續發展基金，當中兩檔於 2019

年推出。儘管數目稀少，但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三檔基金的總資產管理規模合計達到

12億美元，令台灣成為歐美地區以外僅次於澳洲和中國的第三大市場。 

而在我國政府這方面，為與時俱進，金管會陸續發布推動我國 ESG 永續發展的相

關政策，於 109年 8月 18日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鼓勵金融機構逐步擴大投、

融資永續發展領域，以引導企業重視 ESG 議題，建立永續發展之正向循環及更為完善

的綠色永續金融體系，促進金融、企業與社會環境共生共榮。於 109 年 8 月 25 日發布

「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以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創造友善之投資環境，以企

業永續發展為目標，並鼓勵投資人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提升國際競爭力。於 109 年 12 

月 8 日發布「資本市場藍圖」，擬定推廣永續籌資與投資等措施。為強化落實責任投

資。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109 年 8 月 10 日修正發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要求機構

投資人將 ESG 議題納入投資評估決策流程、強化與被投資公司對 ESG 議題的重視、提

升盡職治理報告之 ESG 資訊揭露內容。我國公司治理評鑑更將發行或投資綠色金融商

品納入額外加分項目，鼓勵企業發行或投資綠色債券。由此可見，ESG 投資已為我國

主管機關目前及未來持續推動的措施之一。 

ESG 的架構主要包括三個構面，分別為 ESG 的訊息揭露標準、評估企業 ESG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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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以及 ESG 評等對投資的參考價值也是永續投資的基礎，本文將站在投資人的

角度挑選著重於永續發展企業之投資標的以獲得更佳的投資報酬率，永續概念已經近

期才在國內萌芽，其實已經在許多西方國家蔓延一段時間了，在那些國家不僅績效不

輸，甚至還超越市場，希望投資人在投資時不僅僅是挑選績效好的標的，同時也要兼

顧此標的對於環境永續的友善程度。 

2021 年 11 月格拉斯哥氣候峰會（COP26），超過 120 個參與國達成了數項重要協

議，簽署《格拉斯哥氣候協定》，目標為控制未來升溫上限至攝氏 1.5 度，這是全球首

項逐步減少煤炭使用量計畫的協議，也為全球在 ESG 永續行動劃下時代的里程碑。預

計在 2022 年，各國政府制定更嚴謹的法規來打擊「漂綠」企業（greenwashers），也將

更加重視資訊與回報機制的公開透明。而目前投資者可利用不同種工具來評估基金，

不管是 PRI報告、MSCI ESG 評級、CFA Institute 的揭露標準、歐盟強制執行的永續金

融資訊披露條例（SFDR）分類等。ESG 必須揭露其目標、方法、定量財務和非財務相

關資訊。對投資人來說，未來「避免漂綠」和「做出更明智投資抉擇」，將會更容易

些。漂綠的含意為「宣示關注環保的立場，特別是為了掩飾其產品、政策或行為。」

指資產管理公司為基金塗上永續發展的色彩（綠色），打上環保關鍵字、碳抵換作為招

徠手段，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但實際上卻沒有減少對環境的影響，甚至可能誤導消費

者支持高碳排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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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台灣歷年碳排放量 

單位:公噸，資料來源: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二、研究目的 

 站在投資人的角度，藉由比較市場上既有的 ESG 相關基金(00878)與元大寶來台灣

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0056)評估在台灣市場投資 ESG ETF 是否有優於大盤之績效

的可能。 

首先透過比較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與0056(元大寶來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的報酬與波動度是否有明顯差異，之後根據數據做一個詳細的分析與可能之原因探

討。 

總結永續投資相關之波動以及報酬率，給與投資者投資建議之外，期盼市場對於

永續投資的投資標的多一點關注，將台灣引領成更注重環境永續的投資環境，使此理

念在台灣發揚光大。 

 

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一、 ESG永續發展之定義與評分 

ESG概念源自 1997 年代提出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旨在強調企業或

國家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時候，同時也要堅持三重底線原則。而這個概念逐漸進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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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SG 的重視，如今成為可持續及負責任投資的基石，也就是說環境保護、社會責

任、公司治理，這三重底線是企業追求不斷發展、歷久不衰的基礎，也是判斷現代企

業經營有沒有符合 CSR的標準。 

 

表(1) ESG指標 

面向 關鍵指標 

Environmental

（環境） 

包含碳排放、產品碳足跡、融資對環境的影響、氣候變遷、水資

源、生物多樣性及土地利用、原物料採購、有毒物質之排放、包

裝材料、電子廢棄物、潔淨科技的機會、綠能建築的機會、再生

能源的機會。 

Social 

（社會） 

勞工管理、健康與安全、人力資源發展、供應鏈勞工規範、產品

安全與品質、化學品安全性、金融商品安全性、資訊安全與個人

隱私、責任投資、健康與人口風險、爭議性的採購、溝通途徑、

融資途徑、獲得醫療之途徑、健康與營養的機會。 

Governance 

（公司治理） 

董事會、薪資、所有權、會計與審計、商業道德、反競爭措施、

貪污及不穩定性、財務系統的不穩定性、稅收透明度。 

資料來源：www.blackrock.com 

 

隨著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經濟交互影響下，一直以來，美國勞工處於意識形態僵

化，美國勞動法忽視勞資矛盾為階級問題，且將勞工爭議重新定義為個人權利問題和

黨派之間的衝突，隨著工人組織和權益的衰退，美國工會成為犧牲許多工人的主要武

器，包括用罷工換取協議談判權、定期工資、增加工作福利及保障，引致工會組織及

權益的衰敗。基層鬥爭崛起、工會官僚化的打壓，始終將永續投資排除在外；但在國

際間環保意識的抬頭下，已有許多主流投資者與機構意識到，企業重大性議題與 ESG

作為，對於投資人的資產組合配置，具有關鍵效益。許多大型投資機構以 ESG 做為投

資人的資產組合關鍵性的效益，以至於至 2020 年 10 月 8 號截止簽屬[責任投資原

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投資機構已經超過 3100家，資產管理規模高

達 110兆美元。而 PRI是目前全球最大永續投資倡議組織之一，並且是聯合國全球盟約

http://www.blackr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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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Global Compact）、聯合國環境署（UNEP）的合作夥伴。PRI 成立目的為幫助投

資人了解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層面，在投資行為中扮演重要之角色，並協

助投資人將 ESG層面納入投資考量因素，提高投資收益及風險控管能力等。 

近年來，疫情於全球造成巨大衝擊，永續議題逐漸成為市場顯學，在永續議題更

獲重視之下，永續投資策略成為後疫情時代不可或缺的投資配置之一。過去，ESG 被

視為只是應該避免的風險，如今觀念已經逆轉，投資人不應再忽視企業環境與社會決

策。根據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的統計結果

顯示，2006 年全球簽署責任投資原則的投資機構只有管理約 6.5 兆美金，時至今日全

球已逾 3,000家投資機構簽署，管理全球近 103 兆美金的規模。 

Aaron S. Yoon(2020)認為 PRI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 ESG 投資議題，但令人惋惜的

是，沒有人去查驗簽署者後續的行動。」他們的研究是想找到簽署 PRI 後的作為。研

究認為簽署 PRI是正面行動，因此簽署 PRI，公司因而獲得現有客戶與新客戶投入更多

的資金。 

 

圖(2)簽屬 PRI後資金流動提升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及「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 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藉

由協力合作達成我國減碳及永續發展目標。永續發展藍圖五大主軸包括「提高資訊透

明度，促進永續經營」、「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強化利害關係人溝

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深化公司永續治理文化，提供多元化商品」以及「接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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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規範，引導盡職治理」，並於 2021~2023 年間推動，其目的為持續深化我國公司治

理，並營造健全 ESG 生態體系。企業也應強化利害關係人之溝通，提高資訊的透明

度，提供有效之資訊，在良性互動下，進而促進公司進步，以利企業經營持續創新成

長。 

 

表(2)ESG評分機構之介紹 

評分機構 評級 評分方式 

MSCI ESG 以 AAA為最佳 

環境面向包含氣候變遷、天然資源、汙染濫

用、環境機會 4 個主題，社會面向包含人

權、勞工、股東、社會機會 4 個主題，公司

治理面向包含公司管理、公司行為。三大面

向共 10個不同主題。 

FTSE Russell 評級分數最高為 5分 

利用環境、社會以及公司治理作為 3 大核

心，並在此 3大核心下設定 14個相關主題。

對這 14個相關主題曝險程度以及重要性的差

異，給予各主題不同的權重分數，並利用超

過 300項的指標數據來衡量這些主題表現。 

Sustainalytics 

評級分數愈低風險愈

低，0分～10分被視

為無風險，40分以上

則視為嚴重風險。 

設定關鍵 ESG議題、公司治理，及企業會遇

到的獨特議題等 3 個主要核心，會將企業在

這些核心中遭遇的風險分為「可控制」、「不

可控制」，再將企業整體曝險扣除已控制的

風險，最後得到 ESG之分數和評級。 

資料來源:MSCI ESG 貝萊德整理、經濟日報 

 

二、ESG與績效之關聯 

(一)ESG對績效的正面影響 

George Serafeim(2021)在分析 2,000 多家美國公司 20 年的業績時，發現改善 ESG的

公司在股價表現上明顯優於其他競爭對手，且在 ESG 問題上採取積極行動和提高透明

度可以幫助公司保護其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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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e et al. (2015) 透過整合自 1970 年代以來 ESG 標準與公司財務績效 （CFP）之

間的 2200 個實證研究，發現大約 90％的研究， ESG 與 CFP 之 間非負相關，也就是說

發展 ESG 並不會犧牲掉公司的利益，且絕大多數研 究都呈現正相關，進而得出結論：

長期負責任的投資方向對於所有理性的投資者來 說很重要，並可以使投資者的利益與

社會目標相輔相成。 

Albuquerque et al. (2019)基於企業社會責任是產品差異化策略之前提下，提出一個

讓公司有參與企業社會責任(CSR)誘因的產業均衡模型，透過將 CSR 建模為增加產品

差異化的一項投資，使公司能夠從中獲取更高的邊際利益。根據這個模型預測，企業

社會責任確實可以降低系統性風險並且增加公司價值，對於具有高產品差異化的公

司，這些影響會更明顯。 

 

(二)ESG對績效的負面影響 

ESG ETF 主要專注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因此在減少利害關係人利

益的前提下降低了對於市場環境衝擊的靈活性，同時也是企業社會責任股票股價難以

預估的原因。 

此外，評等分數的不一致也會影響風險報酬及經濟利益，並減少投資者投資該股

票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該企業也不太可能從低的資金成本中獲取利益，必須還是

有較高的資金水位。 

 

三、 ESG相關指數 

目前全球有 3大社會責任投資指數，分別為富時永續指數（FTSE ESG Index）、道

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DJSI）、 MSCI 明晟 ESG 指數（MSCI 

ESG Index）。 

全球第一個永續發展指數—道瓊永續指數，是美國道瓊公司（Dow Jones Index）

最早於 1999 年和蘇黎世永續評級機構 RobecoSAM 合作推出。以企業永續評鑑法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SA），從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方面（也就是 

ESG）評價企業永續發展能力，依各產業永續發展表現得分最高的 10% 將入選 DJSI 指

數系列成分股。隨後，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於 2001年推出「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 Index Series）」，旨在發現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https://www.stockfeel.com.tw/isearch/?query=MSCI&utm_source=article_keyword&from_post_id=1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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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SG）的實踐方面表現傑出的公司，並對其成績進行表彰。而明晟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也依不同主題及責任投資策略編製了 ESG 系列

指數（MSCI ESG Indexes）。 

 

表(3)各國永續相關指數 

年份 國家 編制機構 指數名稱 

1999 美國 
道 瓊 指 數 公 司 & 

RobecoSAM 
道瓊永續指數系列 

2001 英國 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2003 日本 明晟(MSCI) 日本社會責任投資指數 

2009 中國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死 

上證社會責任指數 

深證社會責任指數 

2010 香港 香港恆生指數公司 恆生永續發展企業指數 

2014 馬來西亞 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 
FTSE4Good Bursa Malaysia 

(F4GBM) Index 

2016 新加坡 SGX Index Edge 新加坡交易所永續指數 

2017 台灣 
臺灣指數公司、富時羅素

(FTSE Russell) 
臺灣永續指數 

2021 台灣 臺灣指數公司 

臺灣永續價值指數 

臺灣 ESG優息存股指數 

新臺灣高股息指數 

資料來源:證交所。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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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泰永續高股息前三大成分股之公司永續治理 

一、聯強 

聯強積極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的工作，於 2021年正式簽署成為 TCFD的支持者，並按其建議的框架揭露本年

之工作進度與成果。 

 

表(4)聯強之永續治理 

氣候治理 

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風險管理事務和整

體永續治理中，以表現聯強推動永續發

展的決心，並向總經理(CSR 委員會主席) 

定期報告成果。 

氣候策略  

為有效對應氣候變遷，聯強已規劃具體

的管理做法。鑒別與評估重大的氣候相

關風險與機會，以利減緩潛在氣候風

險，掌握永續商機。 

風險管理  

聯強管理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將減緩氣

候變遷之因素，納入公司運營策略和維

護計畫中，以達妥善執行且有效對應與

氣候相關風險之目的。 

資料來源:聯強國際集團。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二、華碩 

 有鑑於華碩原先減碳目標之營運異動，無法真實反應減緩氣候風險的長期策略。

因此基於參考科學基礎減碳路徑，訂定新的氣候行動目標，以 2020年為基準年。 

 

表(5)華碩之永續治理 

營運 

2030年全球營運據點碳排放量減少 50% 

2030年台灣營運 100%使用再生能源 

2035年全球營運 100%使用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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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 2025年關鍵供應商排放強度減少 30% 

產品 
每年主要產品平均能源效率優於 Energy 

Star 30%以上 

資料來源:華碩。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三、仁寶 

 綠色生產是維護環境資源與產業競爭力最重要的一環，仁寶持續提升節電、省

水、減廢的運作模式，也為公司推動綠色環保的專責單位，定期向公司高階主管報告

綠色推動進展及成果。 

 

表(6)仁寶之永續治理 

溫室氣體管理 

仁寶了解依賴著更多的開採、更多消費

及對資源的更多利用，已經無法再取得

長久的競爭優勢；當社會、市場及大自

然要求我們對使用能源及天然資源付出

成本時，唯有比別人更「綠」一籌，才

能徹底改變。 

溫室氣體管理 

仁寶藉由碳排放的盤查來評估溫室氣體

管理的成效，並且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

確認數值的正確性。 

資料來源:仁寶電腦。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統計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為 2020 年 8 月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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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共計 12個月，內容依 3個月、6個月、1年為變動資料探討。在資料來源的部

分，本文之持股資料取自CMoney法人投資決策支援系統、國泰投信官網、元大投信官

網。 

 

圖(3)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架構 

第一章為摘要；第二章為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第三章為定義與文獻探討，整理關於 ESG 定義、ESG 與績效關聯、ESG 相關指

數、介紹 ESG 相關 ETF；第四章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章為預期結果；第六章為結

論及建議，依據證結果提出結論，並提供後績相關研究建議 

(一)研究假說 



15 

 

H1：ESG 相關 ETF 之報酬率顯著優於 0056。 

H2：ESG 相關 ETF 之風險優於 0056。 

 

(二)研究變數 

一、夏普指標(Sharp Index)： 

採用資本市場線（capital market line）之觀念，共同基金投資者所關注的，是其所

投資共同基金的總風險，並不是非系統風險，所以在評估共同基金營運績效時，將投

資組合中非系統風險亦考慮進去，提出應以投資組合標準差，為風險衡量單位的績效

評估指標。 

Sp＝（Rp-Rf）／sp 

Sp=夏普指數 Rp=基金組合的實際收益 Rf=無風險收益率  sp=基金收益率所對應的標準差 

二、詹森指標(Jensen Index)： 

詹森指標之表示可為正或負，當數值大於零時表示基金組合績效優於市場，呈現

負數時的絕對值越大則表示績效不盡如人意，此指標是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回歸方程

式為基準，修正而得出的績效指標。 

α=（Rp-RF）-（Rm-RF）Xβp 

Rp：投資組合的報酬率，RF：無風險性資產的報酬率，Rm：市場投資組合的報酬率，βp：投資組合的貝他係數 

 

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從法人投資決策系統(CMONEY)分別抓取臺灣高股息(0056)及國泰永續高股

息(00878)之 2020年 8月 1日至 2021 年 7 月 31日共 231筆收盤價日資料，以過去實務

上常用的評估期間過去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分別計算這兩檔 ETF 過往的績效，如下

表 7。 

 以 2021年 7月 31日為基準日，檢視過去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以三個月來看臺

灣高股息的報酬率最佳；而過去半年和一年和整個樣本期間卻是國泰永續高股息優於

臺灣高股息。 

 

表(7)長、短期之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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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臺灣高股息 8.50% 1.59% 18.72% 

國泰永續高股息 6.86% 8.53% 25.45% 

 

ETF 之風險分析  

一、夏普比率 (Sharpe ratio)  

投資收益與無風險收益之差的期望值，再除以投資標準差（即其波動性）。它代表

投資者額外承受的每一單位風險所獲得的超額報酬表現，經過資產配置後的投資組合，

夏普率通常可以得到提升，且夏普比率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衡量策略的好壞，因

此常被用在基金成效、資產配置等等長期投資的成效衡量上。 

 

表(8) ETF之夏普比率 

各 ETF之夏普比率 

期間 0056 00878 

三個月 -0.07  -0.20  

半年 0.07  0.13  

一年 0.07  0.15  

 

二、詹森指標 （Jensen Index） 

詹森指標可為正或負，當大於零時，則表示基金的績效優於市場投資組合，正值

愈大表示績效愈好，負值的絕對值愈大，則績效愈差，是用來評估投資組合的投資績

效，是否優於相同風險水準下基準投資組合的投資績效。 

 

表(9) ETF之詹森指標 

各 ETF之詹森指標 

期間 00878 0056 

3個月期 -4.02  -2.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9%A3%8E%E9%99%A9%E5%88%A9%E7%8E%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99%E6%BA%96%E5%B7%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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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期 -2.73  -4.87  

一年期 1.71  -1.70  

 

三、貝他系數 

常被稱為風險系數，是一種評估「系統性風險」的工具。若貝他係數等於 1，其波

動性與總體市場波動性一致，若該係數小於 1，表示波動性較總體市場小，而若該係數

大於 1，則其波動性較總體市場大。 

 

表(10) 00878之貝他系數 

00878 

期間 投資組合報酬率 β係數 大盤報酬率 

三個月 -3.74% 0.51 0.27% 

半年 9.55% 0.58 20.98% 

一年 25.14% 0.62 37.84% 

 

表(11) 0056之貝他系數 

0056 

期間 投資組合報酬率 β係數 大盤報酬率 

三個月 -2.09% 0.65  0.27% 

半年 6.56% 0.54  20.98%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外部投資人的角度，以報酬、風險表現，探討了 ESG 投資標的之績效表

現，檢視相關投資是否能帶來超越大盤之績效。 

以 00878 對比 0056(代表大盤)，選擇高股息之原因是 2021 年以來，許多主動選股

之基金績效都無法勝過大盤，讓許多人開始更專注於存股大盤，又鑒於台灣人相當青

睞發放股息之基金，因此選擇 0056作為對比標的。 

所設定樣本期間下，本文以三個月為短期之代表，六個月為中期之代表，一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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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之代表。在報酬層面上，00878短期之報酬率略輸 0056 1.64%，但以中長期來看皆

勝過大盤，意旨在只考慮報酬率不考慮其他因素下，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在研究期

間的報酬勝過 0056(元大高股息)。 

受限於研究時間太短，因此報酬率並沒有明顯差異，若是之後使用較長之區間，

因為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及 0056(元大高股息)之選股策略之不同，可能會有較明顯

之報酬率差距，本文以β值來衡量系統性風險，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之β值皆小於

1，代表股價的波動幅度都較小，在風險調整後報酬層面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之夏普

指標及詹森指標皆為緩步成長，皆較0056(元大高股息)之表現好，顯示了在考慮總風險

及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ESG ETF的績效表現較佳。 

由於 00878(國泰永續高股息)上市之時間為 2020 年 7 月，能夠做為樣本的時間較

少，並且 ESG的概念在台灣才剛剛興起，若未來 ESG的概念受到廣大投資人以及投資

機構的喜愛，未來或許會有更多 ESG相關 ETF能夠作為投資比較的對象，另外未來在

營運上，加入 ESG 概念的公司會越來越多，因此未來研究可以考慮用更長的樣本期

間，更多樣性的公司來分析，或許結果會有更大的差異，對投資人的投資決策也會更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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