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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

大陸
地區

廈門
正新

地  區 違反法規名稱 違反事由/情形 罰款金額 改善作法

2023年台灣與大陸地區環保法規違反情形

無

查12個排氣筒未列

入排汙許可證
已完成排氣筒整改和

排汙許可證修訂。

人民幣

30,125元

《排汙許可條例》第18條

  第二款

大陸
地區

廈門
正新

502車間開煉機外1

米監測點非甲烷總烴

平均濃度超標

已完成風管合併委

外監測合格。

人民幣

123,435元
《排汙許可條例》第18條

大陸
地區

廈門
正新

查102壓延車間3B

工序作業間門未關閉
購買安裝自動關閉

門，防止再發。

人民幣

22,571元

《大氣污染防治法》

  第45條

大陸
地區

廈門
正新

101A混煉廢氣排氣

筒高度不符法規要求
已經制定整改方案

按計劃實施整改。

人民幣

28,357元

《大氣污染防治法》

  第20條第1款

2.7 環境相關法規遵循
正新秉持遵循法規，改善環境品質，降低環境污染之原則，透過有效的環境管理系統之內部稽核方

式，定期自我檢視污染預防情形與污染防治設備妥善率，若遇缺失即時矯正。另訂有環安衛相關法

規鑑別管理規定，由安全衛生及環保管理單位，每月蒐集相關主管機關之法規更新逐一鑑別遵照施

行；每年進行一次法規符合性評估等以符合法令規定，然而2023年大陸地區正新仍有四件違反環

保法規，針對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正新立即修正違規事項並擬定再發防止改善措施，避免相同情形

再次發生。

註1：依當地法規管制之主要汙染物進行統計。

大陸地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單位：公斤

揮發性有機物

顆粒物

硫化氫(H2S)

總計

7,020

11,620

110

18,750

8,100

9,800

30

17,930

7,116

7,479

279

14,874

揮發性有機物

顆粒物

硫化氫(H2S)

總計

2,514

521

50

3,085

1,380

321

22

1,723

2,050

480

38

2,568

揮發性有機物

顆粒物

總計

56,825

23,481

80,306

47,593

14,160

61,753

87,560.14

10,791.07

98,351.21

地  區 污染物種類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註 2：本表所採用之排放係數如下

        硫氧化物：NIEA A413.76C、氮氧化物：NIEA A411.75C、揮發性有機物：環署空字第號
公告 1050059294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揮發性有機物之行業製程排
放係數、操作單元 ( 含設備元件 ) 排放係數、控制效率及其他計量規定、粒狀物：
NIEAA101.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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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

3.1 員工關懷政策

啟動員工持股信託計畫，同仁自由參與，參與同仁由每月薪資中提撥

固定金額，同時公司也相應提撥100%之公提金，共同存至專用信託

專戶，以達留才目的。

正新為世界著名專業輪胎製造廠，海外事業蓬勃發展，除了堅持深耕台灣，在台僱用約4,400名員

工，並入選「台灣就業99成份股(註)」外，亦帶動海外發展、積極培育當地人才。

對於每一位員工，除了保障基本權利之外，正新亦透過職業安全訓練及特殊項目健康檢查，確保員

工在職場的身心健康。此外，正新提供員工專業訓練課程及多元福利制度，期待每位同仁都能在完

善及友好的工作職場中發揮潛能，實現自我並成就公司。

正新招募與聘僱人才不因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國籍或政黨而有所差別。正新2023年底正式

員工總數：台灣地區共4,406人，其中未兼任員工之董事為9人，女/男比率為1：5.4、大陸昆山

及重慶廠區共3,726人，女/男比率為1:2.35、大陸廈門正新共8,408人，女/男比率為1:3.0，正

式員工人數無顯著波動，因產業特性關係，女性從業人員比例較低；正式員工超過員工總數99%，

非正式員工皆為派遣員工或外包員工(守衛)，人數亦無顯著變動。

正新員工包含高階管理階層都接受公正及嚴謹的績效考核機制，並以此作為晉升與獎勵之依據。而

在聘用上，則以廣納英才、營造多元文化為目標，並以在地聘雇、回饋地方為原則。

註：「台灣就業99成份股」是證交所及其合作機構，從上市公司中篩選出在台灣的母公司僱用員工

人數最多之99家上市公司成分股，以「員工人數」篩選成分股和決定成分股的權重。相關資料請詳

見：https://www.taiwanindex.com.tw/indexes/EMP99。

Part3
員工夥伴 幸福職場

彰化縣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優良廠商優等獎

99成份股

員工持股信託

獲選「臺灣就業99成份股」。

彰化縣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優良廠商優等獎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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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員工概況

組織治理單位的成員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工時(小時)

小計

總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男 女 男 女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

4,426 3,726 8,408

依雇用合約、性別及地區區分:

3,715

20

69,120

3,735

1

20

21

2.77%

15

565

580

76.62%

3

153

156

20.61%

19

738

757

100.00%

2.51%

97.49%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6

402

438

91.25%

2

32

34

7.08%

38

442

480

100.00%

7.92%

92.08%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1

71

92

92.00%

0

1

1

1.00%

23

77

100

100.00%

23.00%

77.0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89

810

899

74.54%

2

296

298

12.26%

94

1,112

1,206

100.00%

7.79%

92.21%

100.00%

0

8

8

1.67%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2

5

7

7.00%

3

6

9

0.75%

691

0

0

691

1,937

678

184,753

2,615

男

5,691

5

13

5,696

2,706

6

0

2,712

女

976

135

39,221

1,111

組織治理單位的成員百分比

註：非正式員工為派遣員工或外包員工(守衛)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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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與性別之員工人數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主管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9

738

757

17.18%

672

2,977

3,649

82.82%

691

3,715

4,406

100.00%

15.68%

84.32%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696

1,844

2,540

84.11%

734

2,286

3,020

100.00%

24.30%

75.70%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354

252

606

85.84%

377

329

706

100.00%

53.40%

46.60%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2,618

4,584

7,202

85.53%

2,712

5,696

8,408

100.00%

32.25%

67.75%

100.00%

38

442

480

15.89%

主管

主管

23

77

100

14.16%

94

1,112

1,206

14.47%

依職級與性別之員工人數統計

註：主管指職務為組長級以上人員均稱之。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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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員工概況

組織治理單位的成員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工時(小時)

小計

總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男 女 男 女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

4,426 3,726 8,408

依雇用合約、性別及地區區分:

3,715

20

69,120

3,735

1

20

21

2.77%

15

565

580

76.62%

3

153

156

20.61%

19

738

757

100.00%

2.51%

97.49%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6

402

438

91.25%

2

32

34

7.08%

38

442

480

100.00%

7.92%

92.08%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1

71

92

92.00%

0

1

1

1.00%

23

77

100

100.00%

23.00%

77.0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89

810

899

74.54%

2

296

298

12.26%

94

1,112

1,206

100.00%

7.79%

92.21%

100.00%

0

8

8

1.67%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2

5

7

7.00%

3

6

9

0.75%

691

0

0

691

1,937

678

184,753

2,615

男

5,691

5

13

5,696

2,706

6

0

2,712

女

976

135

39,221

1,111

組織治理單位的成員百分比

註：非正式員工為派遣員工或外包員工(守衛)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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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與性別之員工人數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主管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9

738

757

17.18%

672

2,977

3,649

82.82%

691

3,715

4,406

100.00%

15.68%

84.32%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696

1,844

2,540

84.11%

734

2,286

3,020

100.00%

24.30%

75.70%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354

252

606

85.84%

377

329

706

100.00%

53.40%

46.60%

100.00%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2,618

4,584

7,202

85.53%

2,712

5,696

8,408

100.00%

32.25%

67.75%

100.00%

38

442

480

15.89%

主管

主管

23

77

100

14.16%

94

1,112

1,206

14.47%

依職級與性別之員工人數統計

註：主管指職務為組長級以上人員均稱之。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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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級與年齡之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21

628

649

14.73%

580

2,621

3,201

72.65%

156

400

556

12.62%

757

3,649

4,406

100.00%

17.18%

82.82%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438

1,605

2,043

67.65%

34

45

79

2.62%

480

2,540

3,020

100.00%

15.89%

84.11%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92

483

575

81.44%

1

1

2

0.28%

100

606

706

100.00%

14.16%

85.84%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941

5,565

6,506

77.38%

249

809

1,058

12.58%

1,201

7,207

8,408

100.00%

14.28%

85.72%

100.00%

8

890

898

29.7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7

122

129

18.27%

11

833

844

10.04%

依職級與年齡之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台灣地區弱勢、少數族群聘用人數統計

2023 56 57 728 10

依身心障礙程度加權

身心障礙聘用人數
年度

總人數
外籍員工聘用人數 少數族群聘用人數

註：少數族群指台灣原住民

正新榮獲彰化縣2023年度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優良廠商優等獎，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並塑造

友善職場環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2023 CST ESG

依學歷與性別之員工人數

博士 碩士 小計 佔比

博士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0

6

6

0.13%

56

386

442

10.03%

691

3,715

4,406

100.00%

15.68%

84.32%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1

0

1

0.03%

734

2,286

3,020

100.00%

24.30%

75.70%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0

0

0

0.00%

377

329

706

100.00%

53.40%

46.60%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3

10

13

0.16%

大專

249

1,319

1,568

35.59%

大專

321

884

1,205

39.90%

大專

53

121

174

24.65%

大專

761

1,699

2,460

29.26%

高中職

207

1,093

1,300

29.51%

高中職

408

1,374

1,782

59.01%

高中職

162

124

286

40.51%

高中職

242

840

1,082

12.87%

國中(含)以下

179

911

1,090

24.74%

國中(含)以下

4

28

32

1.06%

國中(含)以下

162

84

246

34.84%

國中(含)以下

1,706

3,145

4,851

57.70%

2,712

5,696

8,408

100.00%

32.25%

67.75%

100.00%

0

0

0

0.00%

博士

博士

0

0

0

0.00%

0

1

1

0.01%

依學歷與性別之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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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級與年齡之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職級

主管

非主管

小計

佔比

21

628

649

14.73%

580

2,621

3,201

72.65%

156

400

556

12.62%

757

3,649

4,406

100.00%

17.18%

82.82%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438

1,605

2,043

67.65%

34

45

79

2.62%

480

2,540

3,020

100.00%

15.89%

84.11%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92

483

575

81.44%

1

1

2

0.28%

100

606

706

100.00%

14.16%

85.84%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941

5,565

6,506

77.38%

249

809

1,058

12.58%

1,201

7,207

8,408

100.00%

14.28%

85.72%

100.00%

8

890

898

29.7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7

122

129

18.27%

11

833

844

10.04%

依職級與年齡之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台灣地區弱勢、少數族群聘用人數統計

2023 56 57 728 10

依身心障礙程度加權

身心障礙聘用人數
年度

總人數
外籍員工聘用人數 少數族群聘用人數

註：少數族群指台灣原住民

正新榮獲彰化縣2023年度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優良廠商優等獎，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並塑造

友善職場環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2023 CST ESG

依學歷與性別之員工人數

博士 碩士 小計 佔比

博士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0

6

6

0.13%

56

386

442

10.03%

691

3,715

4,406

100.00%

15.68%

84.32%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1

0

1

0.03%

734

2,286

3,020

100.00%

24.30%

75.70%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0

0

0

0.00%

377

329

706

100.00%

53.40%

46.60%

100.00%

碩士 小計 佔比

3

10

13

0.16%

大專

249

1,319

1,568

35.59%

大專

321

884

1,205

39.90%

大專

53

121

174

24.65%

大專

761

1,699

2,460

29.26%

高中職

207

1,093

1,300

29.51%

高中職

408

1,374

1,782

59.01%

高中職

162

124

286

40.51%

高中職

242

840

1,082

12.87%

國中(含)以下

179

911

1,090

24.74%

國中(含)以下

4

28

32

1.06%

國中(含)以下

162

84

246

34.84%

國中(含)以下

1,706

3,145

4,851

57.70%

2,712

5,696

8,408

100.00%

32.25%

67.75%

100.00%

0

0

0

0.00%

博士

博士

0

0

0

0.00%

0

1

1

0.01%

依學歷與性別之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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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進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4

85

99

61.11%

7

53

60

37.04%

2

1

3

1.85%

23

139

162

100.00%

14.20%

85.8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52

1,291

1,543

44.96%

0

0

0

0.00%

436

2,996

3,432

100.00%

12.70%

87.3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7

25

52

52.00%

0

0

0

0.00%

41

59

100

100.00%

41.00%

59.0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561

1,513

2,074

59.41%

114

41

155

4.44%

952

2,539

3,491

100.00%

27.27%

72.73%

100.00%

184

1,705

1,889

55.0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14

34

48

48.00%

277

985

1,262

36.15%

新進員工人數統計

新進員工&離職員工

台灣地區新進員工以2023年底總人數計算，新進員工佔比為3.7％，離職員工佔比為12.0％；大

陸地區以2023年底總人數計算新進員工，占比為57.8%，離職員工人數計算占比為62.22%，大

陸地區新進及離職比例偏高原因系當地勞動市場及產業環境變化所致。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2023年離職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8

110

128

24.15%

48

312

360

67.93%

16

26

42

7.92%

82

448

530

100.00%

15.47%

84.53%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76

1,337

1,613

48.91%

3

2

5

0.15%

462

2,836

3,298

100.00%

14.01%

85.99%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82

76

158

66.67%

0

0

0

0.00%

104

133

237

100.00%

43.88%

56.12%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737

1,725

2,462

61.32%

148

99

247

6.15%

1,179

2,836

4,015

100.00%

29.36%

70.64%

100.00%

183

1,497

1,680

50.9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22

57

79

33.33%

294

1,012

1,306

32.53%

離職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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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進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4

85

99

61.11%

7

53

60

37.04%

2

1

3

1.85%

23

139

162

100.00%

14.20%

85.8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52

1,291

1,543

44.96%

0

0

0

0.00%

436

2,996

3,432

100.00%

12.70%

87.3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7

25

52

52.00%

0

0

0

0.00%

41

59

100

100.00%

41.00%

59.00%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561

1,513

2,074

59.41%

114

41

155

4.44%

952

2,539

3,491

100.00%

27.27%

72.73%

100.00%

184

1,705

1,889

55.0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14

34

48

48.00%

277

985

1,262

36.15%

新進員工人數統計

新進員工&離職員工

台灣地區新進員工以2023年底總人數計算，新進員工佔比為3.7％，離職員工佔比為12.0％；大

陸地區以2023年底總人數計算新進員工，占比為57.8%，離職員工人數計算占比為62.22%，大

陸地區新進及離職比例偏高原因系當地勞動市場及產業環境變化所致。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2023 CST ESG

2023年離職員工(人數)

30歲以下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30歲以下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性別

女

男

小計

佔比

18

110

128

24.15%

48

312

360

67.93%

16

26

42

7.92%

82

448

530

100.00%

15.47%

84.53%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276

1,337

1,613

48.91%

3

2

5

0.15%

462

2,836

3,298

100.00%

14.01%

85.99%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82

76

158

66.67%

0

0

0

0.00%

104

133

237

100.00%

43.88%

56.12%

100.00%

30-49歲 50歲(含)以上 小計 佔比

737

1,725

2,462

61.32%

148

99

247

6.15%

1,179

2,836

4,015

100.00%

29.36%

70.64%

100.00%

183

1,497

1,680

50.94%

30歲以下

30歲以下

22

57

79

33.33%

294

1,012

1,306

32.53%

離職員工人數統計

台
灣
地
區

大
陸
地
區

昆
山
正
新

重
慶
正
新

廈
門
正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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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權政策與勞資關係

人權政策

為維護正新之員工及價值鏈夥伴（包含客戶、 供應商 、 地方社區）的基本人權，促進環境、社會

、經濟之永續發展，正新支持並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全球盟約」(請參閱附錄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謹守正新營業所在地國家法令規範，定期檢視正新人權政策的執行狀況

，以確保人權保障工作之落實 。

聘用流程嚴謹確認年齡，確保符合營運地區當地的勞工相關法令規定，2014年至2023年間未有使

用童工之情事，亦未接獲與使用童工有關的申訴案件。另台灣勞動基準法已明定，雇主不得強制勞

工工作，對於外籍員工之管理同台籍員工之管理作法。此外，亦制訂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等管理機制，以維護員工工作權益，提供免遭受性騷擾之工作環境。

正新持續進行人權政策相關宣導與 教育訓練，以深化內部對人權議題的重視、落實人權保障工作。

註：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https://www.ohchr.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註：聯合國全球盟約https://unglobalcompact.org/

工會組織

為追求工作效率及勞動條件的改善，並促進勞資雙方的和諧，正新依當地法規成立工會組織，台灣

地區雖有成立企業工會，但尚未簽訂團體協約，遇有相關議題需討論時，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採

良性溝通方式進行。

台灣地區

加入百分比加入人數地區

大陸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2,336

2,207

0

6,350

53.02%

73.08%

0.00%

99.37%

最短預告期
正新如有勞動條件的調整及年度休假計劃皆需經工會同意，所有營運活動皆符合當地法律規範，針

對員工重大作業改變之規定如下：

台灣地區參照勞動基準法規範，依據員工年資之最短預告期規定如下:

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

告之。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大陸地區則依當地法規規定依勞動合同法，有以下情形之一，需要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

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

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始可裁減人員。

(一)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

(二)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

(三)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人員的。

(四)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

註：重慶廠區並未設置工會，但仍亦依規管理並建立申訴管道以積極保障員工權益。

2023年加入工會員工百分比

2023 CST ESG

勞資會議

此外，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並依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定期舉辦勞資會

議，遇重大勞資案件亦召開臨時會議，確保勞資溝通順暢及公允，會議頻率一年四次，2023年度

台灣地區共計召開28場。

員工溝通管道

正新要求所有營運活動均應合規，如員工遇有相關問題時，可向人力資源部申訴，或向當地政府申

請勞資調解，2023年台灣廠、昆山廠及重慶廠皆未有與結社自由、歧視、童工和性騷擾等與勞動

條件和人權有關的申訴案件。申訴管道及調解事件說明如下：

當地政府調解事件

人資部申訴管道

台灣地區：

申訴專線：(04)8525151#321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cster@tw.maxxis.com 

實體申訴信箱

大陸地區(昆山正新)：

申訴電話：0512-57673888-8102(人資)/8119(工會)

員工反饋平台：http://www.maxxis.cn/wechat/MxFeedback/auth_wechat.asp

大陸地區(重慶正新)：

重慶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長壽區勞動監察大隊、重慶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網(市長信箱、大渝網) 

、長壽區晏家街道辦事處人民調解委員會。

大陸地區（廈門正新）：

申訴信件郵寄：杏林廠稽核組  陳協理

申訴電子郵件：csttb3@malil.xcs.com.cn

台灣地區

改善措施案件說明
案件
類型

地區 件數

大陸地區

工作時段安排問題

持續強化員工建議及回饋機制，優

化正新與員工之溝通管道，以創造

穩定和諧之勞資關係

2023年大陸地區無相關調解案件

調解 1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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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權政策與勞資關係

人權政策

為維護正新之員工及價值鏈夥伴（包含客戶、 供應商 、 地方社區）的基本人權，促進環境、社會

、經濟之永續發展，正新支持並尊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全球盟約」(請參閱附錄

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謹守正新營業所在地國家法令規範，定期檢視正新人權政策的執行狀況

，以確保人權保障工作之落實 。

聘用流程嚴謹確認年齡，確保符合營運地區當地的勞工相關法令規定，2014年至2023年間未有使

用童工之情事，亦未接獲與使用童工有關的申訴案件。另台灣勞動基準法已明定，雇主不得強制勞

工工作，對於外籍員工之管理同台籍員工之管理作法。此外，亦制訂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等管理機制，以維護員工工作權益，提供免遭受性騷擾之工作環境。

正新持續進行人權政策相關宣導與 教育訓練，以深化內部對人權議題的重視、落實人權保障工作。

註：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https://www.ohchr.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註：聯合國全球盟約https://unglobalcompact.org/

工會組織

為追求工作效率及勞動條件的改善，並促進勞資雙方的和諧，正新依當地法規成立工會組織，台灣

地區雖有成立企業工會，但尚未簽訂團體協約，遇有相關議題需討論時，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採

良性溝通方式進行。

台灣地區

加入百分比加入人數地區

大陸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2,336

2,207

0

6,350

53.02%

73.08%

0.00%

99.37%

最短預告期
正新如有勞動條件的調整及年度休假計劃皆需經工會同意，所有營運活動皆符合當地法律規範，針

對員工重大作業改變之規定如下：

台灣地區參照勞動基準法規範，依據員工年資之最短預告期規定如下:

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

告之。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大陸地區則依當地法規規定依勞動合同法，有以下情形之一，需要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

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

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始可裁減人員。

(一)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

(二)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

(三)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人員的。

(四)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

註：重慶廠區並未設置工會，但仍亦依規管理並建立申訴管道以積極保障員工權益。

2023年加入工會員工百分比

2023 CST ESG

勞資會議

此外，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並依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定期舉辦勞資會

議，遇重大勞資案件亦召開臨時會議，確保勞資溝通順暢及公允，會議頻率一年四次，2023年度

台灣地區共計召開28場。

員工溝通管道

正新要求所有營運活動均應合規，如員工遇有相關問題時，可向人力資源部申訴，或向當地政府申

請勞資調解，2023年台灣廠、昆山廠及重慶廠皆未有與結社自由、歧視、童工和性騷擾等與勞動

條件和人權有關的申訴案件。申訴管道及調解事件說明如下：

當地政府調解事件

人資部申訴管道

台灣地區：

申訴專線：(04)8525151#321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cster@tw.maxxis.com 

實體申訴信箱

大陸地區(昆山正新)：

申訴電話：0512-57673888-8102(人資)/8119(工會)

員工反饋平台：http://www.maxxis.cn/wechat/MxFeedback/auth_wechat.asp

大陸地區(重慶正新)：

重慶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長壽區勞動監察大隊、重慶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網(市長信箱、大渝網) 

、長壽區晏家街道辦事處人民調解委員會。

大陸地區（廈門正新）：

申訴信件郵寄：杏林廠稽核組  陳協理

申訴電子郵件：csttb3@malil.xcs.com.cn

台灣地區

改善措施案件說明
案件
類型

地區 件數

大陸地區

工作時段安排問題

持續強化員工建議及回饋機制，優

化正新與員工之溝通管道，以創造

穩定和諧之勞資關係

2023年大陸地區無相關調解案件

調解 1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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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與健康職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45001及CNS 45001涵蓋台灣各分廠，為落實推行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建置及驗證，於2015年10月邀集各單位參與推行組織，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各部門

指派推行責任者，共同組成推行小組， 由管理代表帶領宣示成立管理系統之決心，將系統要求納入

日常管理項目中置取得管理系統證書。

管理系統每年由驗證機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外部驗證，目前系統依循版本為

ISO 45001:2018，證書有效期至2025年5月2日；最近一次追查為2024年6月。

職安委員會

為促進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正新台灣地區於工會章程中明訂工會應促進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

項，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0條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監督及協調員工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為當然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成員，台灣地區由總經理指定管理

代表參加，其他委員會組成成員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各部門主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勞工代表等，並定期每季召開會議，討論及審議公司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劃、健康管理與促

進計劃及職業病預防事項。大陸地區則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比照台灣地區由總經理指派

管理代表參加，依據中國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等勞動保護相關法規，設置合

規的勞動安全衛生設施、建立健全勞動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制定各崗位安全操作流程、提供勞工防

護用品等，致力於確保勞工擁有安全而衛生的工作環境。

台灣地區地區
大陸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委員會總人數

勞工代表人數(註)

勞工代表比例

43

19

44%

26

21

81%

30

18

60%

289

166

57%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註：不包含派遣員工、工讀生等非正式員工

2023 CST ESG

危害風險評估
正新訂有廠規「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管理規定」，針對各項機械、設備或作業可能造成人員傷害或

事故， 進行全面危害鑑別與風險評鑑， 並檢討對安全衛生管理績效及評估其管制效果， 藉以製定

政策、目標， 作為規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依據。

風險評估程序如下:

→

1.列出所有作業步驟

→

2.辨識可能發生的危害與後果

→

3.確認現有的防護措施

→

4.實施安全衛生風險鑑別評估

→

5. 依風險評鑑結果(不可接受風險)規劃及實施降低風險之管制措施

6. 實施管制措施後安全衛生風險鑑別評估

職業災害管理
2023年度台灣地區共發生嚴重職災3件，大陸地區共43件嚴重職災，主要職災類型為夾、捲傷。

依據職安署公告資料2021至2023年度各行業總合傷害指數，橡膠製品製造業:失能傷害頻率(FR)

：2.67、失能傷害嚴重率(SR)：77、總合傷害指數：0.45。台灣正新2023年失能傷害頻率(FR)

：0.34、失能傷害嚴重率(SR)：7.62、總合傷害指數：0.05，遠低於平均值。依照正新廠規發生

職災災害單位須填具職業災害調查表，調查發生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呈核，複查、追蹤，所有職災

案件皆已完成改善。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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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與健康職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45001及CNS 45001涵蓋台灣各分廠，為落實推行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建置及驗證，於2015年10月邀集各單位參與推行組織，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各部門

指派推行責任者，共同組成推行小組， 由管理代表帶領宣示成立管理系統之決心，將系統要求納入

日常管理項目中置取得管理系統證書。

管理系統每年由驗證機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外部驗證，目前系統依循版本為

ISO 45001:2018，證書有效期至2025年5月2日；最近一次追查為2024年6月。

職安委員會

為促進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正新台灣地區於工會章程中明訂工會應促進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

項，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0條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監督及協調員工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為當然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成員，台灣地區由總經理指定管理

代表參加，其他委員會組成成員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各部門主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勞工代表等，並定期每季召開會議，討論及審議公司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劃、健康管理與促

進計劃及職業病預防事項。大陸地區則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比照台灣地區由總經理指派

管理代表參加，依據中國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等勞動保護相關法規，設置合

規的勞動安全衛生設施、建立健全勞動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制定各崗位安全操作流程、提供勞工防

護用品等，致力於確保勞工擁有安全而衛生的工作環境。

台灣地區地區
大陸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委員會總人數

勞工代表人數(註)

勞工代表比例

43

19

44%

26

21

81%

30

18

60%

289

166

57%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註：不包含派遣員工、工讀生等非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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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評估
正新訂有廠規「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管理規定」，針對各項機械、設備或作業可能造成人員傷害或

事故， 進行全面危害鑑別與風險評鑑， 並檢討對安全衛生管理績效及評估其管制效果， 藉以製定

政策、目標， 作為規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依據。

風險評估程序如下:

→

1.列出所有作業步驟

→

2.辨識可能發生的危害與後果

→
3.確認現有的防護措施

→

4.實施安全衛生風險鑑別評估

→

5. 依風險評鑑結果(不可接受風險)規劃及實施降低風險之管制措施

6. 實施管制措施後安全衛生風險鑑別評估

職業災害管理
2023年度台灣地區共發生嚴重職災3件，大陸地區共43件嚴重職災，主要職災類型為夾、捲傷。

依據職安署公告資料2021至2023年度各行業總合傷害指數，橡膠製品製造業:失能傷害頻率(FR)

：2.67、失能傷害嚴重率(SR)：77、總合傷害指數：0.45。台灣正新2023年失能傷害頻率(FR)

：0.34、失能傷害嚴重率(SR)：7.62、總合傷害指數：0.05，遠低於平均值。依照正新廠規發生

職災災害單位須填具職業災害調查表，調查發生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呈核，複查、追蹤，所有職災

案件皆已完成改善。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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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嚴重職災：因職業災害休息超過1日(以8小時計)以上

可記錄職災：嚴重職災及職業災害休息未超過1日(以8小時計)之職災

嚴重職災比率：嚴重職災件數x1,000,000/工作總時數

可記錄職災比率：可記錄職災件數x1,000,000/工作總時數

FR：每百萬工時中，發生嚴重職災的總人次數。FR=嚴重職災總人次數×1,000,000/工作總時數

SR：每百萬工時中，發生嚴重職災的總損失日數。SR=嚴重職災總損失日數×1,000,000/工作總

時數

2023年職災情形統計

男 女 男

  

女

大陸地區

重慶正新昆山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2023年

0.34

3

0

0

62

7.16

8,653,316.6 9,978,835.5 1,564,740.5 20,188,800.0

0.34

7.62

工作總時數

性別

嚴重職災件數

嚴重職災比率

合計

死亡

死亡比率

可記錄職災件數

可記錄職災比率

損失日數

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22 63 0

66 0

1.00

10

0

0

29

2.91

1.00

53.61

477 58

3.19

5

0

0

6

3.83

1.38

28

0

0

31

1.39

3.19

80.84

28.8 97.7

1.38

81.23

1,285 355

男 女

9 1

男 女

1 4

2023年職災類型

夾傷、捲傷

撞傷

高低溫接觸

切傷、割傷、擦傷

跌倒

物體倒塌

物體飛落

其他

合計

14

1

1

34

3

0

1

8

62

5

5

0

3

2

0

0

14

1

4

0

1

0

0

0

0

66

14

3

0

4

6

1

0

3

分類 台灣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大陸地區

正新所發生之職業災害，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按月進行統計與提報，主要職業災害類型與一般製

造業無異，多為「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等為主要職災類型，2023年台灣地區嚴重

職災共3件，大陸地區43件，2023年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皆無職業病的案例發生。

2023 CST ESG

訂有災害事故處理管理規定，當現場人員發現有可能導致其受傷或疾病的情形時，人員可自行離開

現場，並不會受到任何處分，如發生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現場主管人員依規定於廠內通

報，進行職災調查、改善等作業，通報程序如下圖，發生職災時應根據傷害嚴重度(輕微或嚴重)進

行不同通報流程及處置，並另組織人員啟動流程圖中調查程序。

2023年台灣地區職災事故增加原因主要為操作人員安全意識不足所造成，多為異常排除時貪快而

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致使災害事故發生。目前正新推行「零危險點活動」，積極推行現場危害識

別活動，主管以關懷心態指出問題點，被提醒者抱持感恩的心接受主管提出的問題，攜手致力於災

害預防。

廠內職業災害通報程序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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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嚴重職災：因職業災害休息超過1日(以8小時計)以上

可記錄職災：嚴重職災及職業災害休息未超過1日(以8小時計)之職災

嚴重職災比率：嚴重職災件數x1,000,000/工作總時數

可記錄職災比率：可記錄職災件數x1,000,000/工作總時數

FR：每百萬工時中，發生嚴重職災的總人次數。FR=嚴重職災總人次數×1,000,000/工作總時數

SR：每百萬工時中，發生嚴重職災的總損失日數。SR=嚴重職災總損失日數×1,000,000/工作總

時數

2023年職災情形統計

男 女 男

  

女

大陸地區

重慶正新昆山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2023年

0.34

3

0

0

62

7.16

8,653,316.6 9,978,835.5 1,564,740.5 20,188,800.0

0.34

7.62

工作總時數

性別

嚴重職災件數

嚴重職災比率

合計

死亡

死亡比率

可記錄職災件數

可記錄職災比率

損失日數

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22 63 0

66 0

1.00

10

0

0

29

2.91

1.00

53.61

477 58

3.19

5

0

0

6

3.83

1.38

28

0

0

31

1.39

3.19

80.84

28.8 97.7

1.38

81.23

1,285 355

男 女

9 1

男 女

1 4

2023年職災類型

夾傷、捲傷

撞傷

高低溫接觸

切傷、割傷、擦傷

跌倒

物體倒塌

物體飛落

其他

合計

14

1

1

34

3

0

1

8

62

5

5

0

3

2

0

0

14

1

4

0

1

0

0

0

0

66

14

3

0

4

6

1

0

3

分類 台灣地區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大陸地區

正新所發生之職業災害，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按月進行統計與提報，主要職業災害類型與一般製

造業無異，多為「被夾、被捲」、「被切、割、擦傷」等為主要職災類型，2023年台灣地區嚴重

職災共3件，大陸地區43件，2023年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皆無職業病的案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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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災害事故處理管理規定，當現場人員發現有可能導致其受傷或疾病的情形時，人員可自行離開

現場，並不會受到任何處分，如發生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現場主管人員依規定於廠內通

報，進行職災調查、改善等作業，通報程序如下圖，發生職災時應根據傷害嚴重度(輕微或嚴重)進

行不同通報流程及處置，並另組織人員啟動流程圖中調查程序。

2023年台灣地區職災事故增加原因主要為操作人員安全意識不足所造成，多為異常排除時貪快而

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致使災害事故發生。目前正新推行「零危險點活動」，積極推行現場危害識

別活動，主管以關懷心態指出問題點，被提醒者抱持感恩的心接受主管提出的問題，攜手致力於災

害預防。

廠內職業災害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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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教育訓練
新進員工於其完成報到手續後，即接受新進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3小時)。

正新為減少職災的發生所做的努力如下：

消防及防災訓練
新進員工入廠後皆需接受消防及防

災訓練，教育其消防滅火之技能。

各單位安全教育
新進員工至其單位後，即使其接受適合

與其工作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訓練道場
設置新僱員工之訓練道場，使其於此接

受工作訓練，經驗證技能與認知合格後

方可實機上工。

現場危害識別活動

為增進職場安全，透過全員參與方式，

藉由虛驚事故提案、職制30分鐘安全觀

察，提昇全體人員安全意識，對現場人

員、環境、機械設備之潛在危害加以鑑

別、提出改善，並藉由PDCA模式循環

，創造更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防範災

害於未然，保障勞工的安全。

註：「職制」在日語中為現場作業區擔

當之意，即現場作業主管人員。

地區 新進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完成度百分比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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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認呼喚實施

員工每日上工前，由主管帶領實施作業

危險點之指認呼喚，辨別危險場域，以

提醒員工作業安全。

2.職制30分鐘作業安全觀察

於每日作業前30分由現場主管實施安全

觀察，視察工作環境及人員狀況、及早

發掘不安全行為或環境等潛在危險因子

，並依觀察結果採取有效改善對策及矯

正措施。

3.虛驚事故提案

透過全員參與方式，有效收集在員工工

作場所區域範圍內之虛驚事故，並加以

鑑別、提出改善方案，以防範災害，創

造舒適及作業安全的作業職場。其提案

如經核准，給予提案者獎勵點數以玆獎

勵。 

部課安全衛生巡檢活動

為保障職場安全衛生，透過以部門經(副)理

為首，偕同課長、指定主管共同實施現場安

全衛生巡檢活動，由高階主管之立場及觀點

，提出現場安全衛生需改善部分。

危害宣導

於現場明顯處設置安全看板，公告該區安

全相關訊息，使員工周知。文化走廊上隨

時更新各項危害宣導資料，提升員工安全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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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教育訓練
新進員工於其完成報到手續後，即接受新進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3小時)。

正新為減少職災的發生所做的努力如下：

消防及防災訓練
新進員工入廠後皆需接受消防及防

災訓練，教育其消防滅火之技能。

各單位安全教育
新進員工至其單位後，即使其接受適合

與其工作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訓練道場
設置新僱員工之訓練道場，使其於此接

受工作訓練，經驗證技能與認知合格後

方可實機上工。

現場危害識別活動

為增進職場安全，透過全員參與方式，

藉由虛驚事故提案、職制30分鐘安全觀

察，提昇全體人員安全意識，對現場人

員、環境、機械設備之潛在危害加以鑑

別、提出改善，並藉由PDCA模式循環

，創造更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防範災

害於未然，保障勞工的安全。

註：「職制」在日語中為現場作業區擔

當之意，即現場作業主管人員。

地區 新進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完成度百分比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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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認呼喚實施

員工每日上工前，由主管帶領實施作業

危險點之指認呼喚，辨別危險場域，以

提醒員工作業安全。

2.職制30分鐘作業安全觀察

於每日作業前30分由現場主管實施安全

觀察，視察工作環境及人員狀況、及早

發掘不安全行為或環境等潛在危險因子

，並依觀察結果採取有效改善對策及矯

正措施。

3.虛驚事故提案

透過全員參與方式，有效收集在員工工

作場所區域範圍內之虛驚事故，並加以

鑑別、提出改善方案，以防範災害，創

造舒適及作業安全的作業職場。其提案

如經核准，給予提案者獎勵點數以玆獎

勵。 

部課安全衛生巡檢活動

為保障職場安全衛生，透過以部門經(副)理

為首，偕同課長、指定主管共同實施現場安

全衛生巡檢活動，由高階主管之立場及觀點

，提出現場安全衛生需改善部分。

危害宣導

於現場明顯處設置安全看板，公告該區安

全相關訊息，使員工周知。文化走廊上隨

時更新各項危害宣導資料，提升員工安全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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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行安全生產月/強化月活動，組織多項安全活動，增強員工安全意識。

提出各項活動及文宣，增進員工安全意識

 

「安全強化月」活動

安全衛生防護具著用基準

依據不同工程所需安全衛生防護具製作標示，

並張貼於作業廠區內，同時為因應廠內有來自

多國外籍勞工而加註外語翻譯，以確保所有作

業者安全。

現場安全衛生查核活動

2023年各廠別醫師臨場服務執行狀況

安全衛生部人員於不定時與廠內巡察查核中發

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情事，則開立工安

環保改善表對違規單位進行指摘，被指摘單位

限期於一週內將發生原因、改善對策、與再發

防止對策回覆安衛部，再由安衛部進行複查確

認改善後結案。

員工健康服務
正新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依各廠人數設置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約聘專科醫師進行臨場服務，

2023年各廠別醫師臨場服務情況如下：

總廠

中庄廠

三廠

溪州廠

斗六一廠

斗六二廠

每月9次，每次3小時

每月1次，每次3小時

每季1次，每次2小時

每月3次，每次3小時

每季1次，每次2小時

每月1次，每次3小時

108

12

4

36

4

12

406

52

8

336

28

114

廠別 醫師服務頻率 總次數 諮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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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健康監測
正新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於每年七月份由負責之醫療院所臨廠替員工實施健康檢查。在職勞
工健康檢查分為一般健康檢查(針對一般員工)及特殊健康檢查(針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
2023年台灣地區接受特殊健康檢查人數為597人，其中針對肺部X光異常或三高異常過高者，即通
知複檢。另外，正新對於物流司機特別增加夜視、視野、心電圖及心臟相關功能等每年檢查，避免
因健康因素造成行車意外。中國當地法規並無要求員工進行一般健康檢查，但仍針對高風險作業環
境之員工進行特殊健康檢查，昆山廠區更導入自動化物流、積極改善工作環境，以提升員工的健康
安全管理。2023年接受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人數如下表，其結果有異常者，則通知該員複診，複
診後須繳交就醫證明或收據至駐廠護理師方可結案，待全員完成複診後健檢責任醫院才能出具特殊
健康檢查結果分級報告。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2023年特殊健康檢查人數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合計

597

378

225

2,491

3,691

71

20

2

157

250

地區/人數 健檢人數 追蹤人數

噪音    高溫     粉塵    正己烷(有機溶劑) (台灣地區提供)    游離輻射

台灣地區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揭露如下：

2021

2022

2023

5,415

4,699

4,349

年度

718

696

703

員工人數-
年化平均(人)

員工薪資-
平均數(仟元/人)

650

658

664

員工薪資-
中位數(仟元/人)

員工敘薪不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而有所差異，皆採取公平一致的態度，正新
參考人力供需市場與區域性之薪酬行情，並以員工擔任之工作崗位、學歷、工作經驗及工作年資、
專業能力等作為敍薪之考量，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配合每年經營績效，並依照個人績效達成
率及對公司績效的貢獻度考核結果發給。正新員工敍薪主要以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現作為核薪及升遷
之標準，其工作獎金不因性別有差異。且為提升員工福祉，除一般薪資外，2022年10月正式啟動
員工持股信託計畫。
正新自2022年10月起開放員工持股信託，並依規定給予對等的公司提撥金，鼓勵員工共享經營成
果，使平均薪資增加7千/年、中位數薪資增加6千/年。

2023年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薪酬/組織其他員工年度總薪酬中位數比率為4.34、年度總薪酬變化
比率為-25.51。
上述2022年薪酬最高員工於當年度離職，2022年薪酬次高員工與2023年薪酬最高員工相同。

3.4 員工福利與照顧

薪酬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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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行安全生產月/強化月活動，組織多項安全活動，增強員工安全意識。

提出各項活動及文宣，增進員工安全意識

 

「安全強化月」活動

安全衛生防護具著用基準

依據不同工程所需安全衛生防護具製作標示，

並張貼於作業廠區內，同時為因應廠內有來自

多國外籍勞工而加註外語翻譯，以確保所有作

業者安全。

現場安全衛生查核活動

2023年各廠別醫師臨場服務執行狀況

安全衛生部人員於不定時與廠內巡察查核中發

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情事，則開立工安

環保改善表對違規單位進行指摘，被指摘單位

限期於一週內將發生原因、改善對策、與再發

防止對策回覆安衛部，再由安衛部進行複查確

認改善後結案。

員工健康服務
正新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依各廠人數設置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約聘專科醫師進行臨場服務，

2023年各廠別醫師臨場服務情況如下：

總廠

中庄廠

三廠

溪州廠

斗六一廠

斗六二廠

每月9次，每次3小時

每月1次，每次3小時

每季1次，每次2小時

每月3次，每次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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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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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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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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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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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別 醫師服務頻率 總次數 諮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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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健康監測
正新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於每年七月份由負責之醫療院所臨廠替員工實施健康檢查。在職勞
工健康檢查分為一般健康檢查(針對一般員工)及特殊健康檢查(針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
2023年台灣地區接受特殊健康檢查人數為597人，其中針對肺部X光異常或三高異常過高者，即通
知複檢。另外，正新對於物流司機特別增加夜視、視野、心電圖及心臟相關功能等每年檢查，避免
因健康因素造成行車意外。中國當地法規並無要求員工進行一般健康檢查，但仍針對高風險作業環
境之員工進行特殊健康檢查，昆山廠區更導入自動化物流、積極改善工作環境，以提升員工的健康
安全管理。2023年接受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人數如下表，其結果有異常者，則通知該員複診，複
診後須繳交就醫證明或收據至駐廠護理師方可結案，待全員完成複診後健檢責任醫院才能出具特殊
健康檢查結果分級報告。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2023年特殊健康檢查人數

昆山正新

重慶正新

廈門正新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合計

597

378

225

2,491

3,691

71

20

2

157

250

地區/人數 健檢人數 追蹤人數

噪音    高溫     粉塵    正己烷(有機溶劑) (台灣地區提供)    游離輻射

台灣地區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薪資平均數揭露如下：

2021

2022

2023

5,415

4,699

4,349

年度

718

696

703

員工人數-
年化平均(人)

員工薪資-
平均數(仟元/人)

650

658

664

員工薪資-
中位數(仟元/人)

員工敘薪不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婚姻狀況而有所差異，皆採取公平一致的態度，正新
參考人力供需市場與區域性之薪酬行情，並以員工擔任之工作崗位、學歷、工作經驗及工作年資、
專業能力等作為敍薪之考量，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配合每年經營績效，並依照個人績效達成
率及對公司績效的貢獻度考核結果發給。正新員工敍薪主要以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現作為核薪及升遷
之標準，其工作獎金不因性別有差異。且為提升員工福祉，除一般薪資外，2022年10月正式啟動
員工持股信託計畫。
正新自2022年10月起開放員工持股信託，並依規定給予對等的公司提撥金，鼓勵員工共享經營成
果，使平均薪資增加7千/年、中位數薪資增加6千/年。

2023年薪酬最高個人之年度總薪酬/組織其他員工年度總薪酬中位數比率為4.34、年度總薪酬變化
比率為-25.51。
上述2022年薪酬最高員工於當年度離職，2022年薪酬次高員工與2023年薪酬最高員工相同。

3.4 員工福利與照顧

薪酬與福利

2023 CST ESG



98

為提升員工福祉，除一般薪資外，正新並提供優於政府法定之員工福利。正新福利事項依其性質可

區分為相關保障、生活福利、節慶活動、員工支持四大類別，說明如下：

註1：正新依法負擔法定保險外，未再提供其他保險。

註2：僅台灣地區

註3：僅台灣地區

註4：僅台灣地區

註5：僅台灣地區

相關保障：法定假期及保險(註1)、

定期年度健檢、駐廠醫師(註2)、

醫療諮詢、退休金、

員工紅利(註3)等。

生活福利：員工餐點、

制服、宿舍、停車場、

特約商店、員工活動休閒場地、員工購買輪胎優惠。

節慶活動：三節禮金或禮券、

年終獎金、尾牙補助、自強活

動補助等。

員工支持：員工持股信託(註4)、

醫療補助、撫恤金、慰問金、

結婚/喪葬/殘障補助(註5)、

子女教育獎勵金。

相關保障

2023 CST ESG

育嬰留停
為使員工安心工作，正新台灣地區依法令讓員工享有育嬰留職停薪的權利，大陸地區因政府法令無

此假別故無統計。當遇到傷病等情況需長期休假等情況時，也可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後再申請

復職，以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的需求。以留職停薪為例，正新台灣地區2023年共有67位同仁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率為100%；而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後，又在職滿一年之員工為100%。而上

述資訊可知，正新對於留停復職員工能提供相關協助，使其重新適應工作環境。正新依法提供員工

育嬰留停之福利，2023年度育嬰留停人數分析如下：

台灣地區

2023年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

2023年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2023年育嬰留停原應復職人數(A)

2023年育嬰留停原應復職且復職人數(B)

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人數(C)

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且於2022年在職滿一年人數(D)

育嬰留停回任率%= B/A

育嬰留停留任率%= D/C

221

35

25

25

12

12

56

32

19

19

15

15

277

67

44

44

27

27

項目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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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員工福祉，除一般薪資外，正新並提供優於政府法定之員工福利。正新福利事項依其性質可

區分為相關保障、生活福利、節慶活動、員工支持四大類別，說明如下：

註1：正新依法負擔法定保險外，未再提供其他保險。

註2：僅台灣地區

註3：僅台灣地區

註4：僅台灣地區

註5：僅台灣地區

相關保障：法定假期及保險(註1)、

定期年度健檢、駐廠醫師(註2)、

醫療諮詢、退休金、

員工紅利(註3)等。

生活福利：員工餐點、

制服、宿舍、停車場、

特約商店、員工活動休閒場地、員工購買輪胎優惠。

節慶活動：三節禮金或禮券、

年終獎金、尾牙補助、自強活

動補助等。

員工支持：員工持股信託(註4)、

醫療補助、撫恤金、慰問金、

結婚/喪葬/殘障補助(註5)、

子女教育獎勵金。

相關保障

2023 CST ESG

育嬰留停
為使員工安心工作，正新台灣地區依法令讓員工享有育嬰留職停薪的權利，大陸地區因政府法令無

此假別故無統計。當遇到傷病等情況需長期休假等情況時，也可申請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後再申請

復職，以兼顧個人與家庭照顧的需求。以留職停薪為例，正新台灣地區2023年共有67位同仁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率為100%；而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後，又在職滿一年之員工為100%。而上

述資訊可知，正新對於留停復職員工能提供相關協助，使其重新適應工作環境。正新依法提供員工

育嬰留停之福利，2023年度育嬰留停人數分析如下：

台灣地區

2023年符合育嬰留停申請資格人數

2023年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2023年育嬰留停原應復職人數(A)

2023年育嬰留停原應復職且復職人數(B)

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人數(C)

2022年育嬰留停復職且於2022年在職滿一年人數(D)

育嬰留停回任率%= B/A

育嬰留停留任率%= D/C

221

35

25

25

12

12

56

32

19

19

15

15

277

67

44

44

27

27

項目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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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照顧
正新台灣地區共有728位來自越南、泰國、印尼籍移工，宿舍皆安排宿舍管理師專責移工生活照護

。距離宿舍較遠之廠別，公司安排交通車接送上下班；宿舍提供健身器材、休閒場地供移工紓解工

作壓力，想念家鄉味時可至宿舍烹飪區自行煮食，2023年彰化宿舍榮獲《彰化縣外國人宿舍環境

評比競賽Ａ組佳作》肯定。

112年度彰化縣外國人宿舍環境評比競賽 彰化宿舍

節慶體驗(端午節製作香包) 彰化宿舍移工開心農場

2023 CST ESG

3.5  職涯發展與考核

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

正新規劃各部門專業技術能力之訓練課程，並搭配不同階層的規劃訓練，提升員工專業職能、增進

管理能力，落實企業文化精神，強化員工競爭力。

(台灣地區)2023年度開辦2,405堂職種別課程、例行及專案性課程85堂，共計2,490堂課程，受

訓總時數為51,233.5小時，每名員工平均受訓時數為11.63小時。

(大陸地區) 2023年度開辦2,953堂職前培訓課程、2,892堂職種別課程、10,841堂例行性課程、

124堂階層別課程、其他類課程258堂，共計27,016堂，受訓練時數為497,203小時，每名員工

平均受訓時數為41.63小時

教育訓練時數表-依員工類別

接受訓練

總時數

每名員工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男 女 男 女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 廈門地區
台灣地區

教育訓練時數表-依性別區分

44,041

11.85

7,192.5

10.41

55,329

21.16

19,773

17.80

男 女

282,746.3

49.53

139,354.7

51.38

接受訓練

總時數

每名員工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 廈門地區
台灣地區

9,299.5

12.28

41,934

11.49

8,117

13.99

66,985

21.29

主管 非主管

53,751.3

44.57

368,350.2

51.05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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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照顧
正新台灣地區共有728位來自越南、泰國、印尼籍移工，宿舍皆安排宿舍管理師專責移工生活照護

。距離宿舍較遠之廠別，公司安排交通車接送上下班；宿舍提供健身器材、休閒場地供移工紓解工

作壓力，想念家鄉味時可至宿舍烹飪區自行煮食，2023年彰化宿舍榮獲《彰化縣外國人宿舍環境

評比競賽Ａ組佳作》肯定。

112年度彰化縣外國人宿舍環境評比競賽 彰化宿舍

節慶體驗(端午節製作香包) 彰化宿舍移工開心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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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職涯發展與考核

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

正新規劃各部門專業技術能力之訓練課程，並搭配不同階層的規劃訓練，提升員工專業職能、增進

管理能力，落實企業文化精神，強化員工競爭力。

(台灣地區)2023年度開辦2,405堂職種別課程、例行及專案性課程85堂，共計2,490堂課程，受

訓總時數為51,233.5小時，每名員工平均受訓時數為11.63小時。

(大陸地區) 2023年度開辦2,953堂職前培訓課程、2,892堂職種別課程、10,841堂例行性課程、

124堂階層別課程、其他類課程258堂，共計27,016堂，受訓練時數為497,203小時，每名員工

平均受訓時數為41.63小時

教育訓練時數表-依員工類別

接受訓練

總時數

每名員工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男 女 男 女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 廈門地區
台灣地區

教育訓練時數表-依性別區分

44,041

11.85

7,192.5

10.41

55,329

21.16

19,773

17.80

 

男 女

282,746.3

49.53

139,354.7

51.38

 

接受訓練

總時數

每名員工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類別
大陸地區

昆山+重慶 廈門地區
台灣地區

9,299.5

12.28

41,934

11.49

8,117

13.99

66,985

21.29

 

主管 非主管

53,751.3

44.57

368,350.2

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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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訓練：

針對新進員工提供全方位的職前培訓課程，內容涵蓋企業文化、誠信經營、安全教育、品質 觀念、

規章制度等，增進員工對正新的瞭解並樹立品質與安全意識。員工於完成培訓後，尚需參加上崗教

育訓練，透過崗前、崗位培訓、實習及能力認證，確保新進員工熟悉工作環境、掌握工作知識及技

能，並在師傅的輔導下熟悉崗位操作要求並通過認證，方能正式開始擔當工作職務。

•階層別管理訓練：

針對不同職等同仁，規劃符合工作的系列主題課程，加強同仁的管理能力及工作效率。如針對儲備

人員開辦簡報技巧、報告書寫作等一系列課程，協助其融入工作環境、掌握工作步調和效率；針對

基層幹部開辦人際溝通、日常管理、問題解決步驟等課程以增進其工作效能；針對主管開辦方針管

理、領導個案研討等課程以提升其領導及管理技巧。近年來更優化學習地圖，將過往提升中高階主

管職能的專案性課程，列入每年例行性的階層別培訓，培養中高階主管成長學習心態；並在培訓中

加入工作安全、企業文化的概念性課程與風險預防、成本管理的專業性課程；更提早於非管理職就

開始培養管理技能，進而完善階層別培訓體系。

•專業課程：

針對各個職位規劃不同的專業類課程，讓同仁在每個階段得到完善的訓練，如入廠初期階段根據各

崗位所需之知識、技能來提供崗位別培訓；另在生產管理、研發、品質保證等專業部門領域提供專

業職能訓練，引導同仁專注於自身工作，實現自我，發揮潛能；而針對特殊技術崗位員工如維修電

工、電銲工、數控車床等，提供特殊工種培訓計劃，協助其取得職業資格證，以確保員工具備職務

所需專業能力；透過輔以內部講師培訓、督導人員廠內訓練 (Training Within Industry for Supervi-

sors, TWI)教導養成公司專屬的內部講師進行自單位及跨單位的專業課程教授，以協助智慧資本的

移轉及傳承，成為組織內部知識與典範傳遞的樞紐。

•專案性課程： 

根據正新策略及方針擬定年度教育訓練目標，規劃多樣化的專案性課程，滿足各職等同仁不同領域

的學習需求，如定期舉辦提升品質意識的五大核心工具課程、培養儲備主管並強化管理能力的關鍵

人才發展計畫、研發單位的創新人才培訓等系列課程。

•自我學習： 

提供外部訓練補助機會及安排知識與生活講座，讓同仁在工作之餘，吸收多樣新知，引導員工自我

啟發，如開辦理財、心靈舒壓講座、稅務申報實務講座。

2023 CST ESG

專業訓練架構

正新提供員工多元學習的管道與機會，除落實實務及案例操作外，更強調與工作任務結合。

多 元 學 習 管 道

在職訓練 外訓課程

線上學習海外派駐

在職訓練

專案指派

個案管理課程

創造思考課程

提案改善
海外研討會

參展

CST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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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訓練：

針對新進員工提供全方位的職前培訓課程，內容涵蓋企業文化、誠信經營、安全教育、品質 觀念、

規章制度等，增進員工對正新的瞭解並樹立品質與安全意識。員工於完成培訓後，尚需參加上崗教

育訓練，透過崗前、崗位培訓、實習及能力認證，確保新進員工熟悉工作環境、掌握工作知識及技

能，並在師傅的輔導下熟悉崗位操作要求並通過認證，方能正式開始擔當工作職務。

•階層別管理訓練：

針對不同職等同仁，規劃符合工作的系列主題課程，加強同仁的管理能力及工作效率。如針對儲備

人員開辦簡報技巧、報告書寫作等一系列課程，協助其融入工作環境、掌握工作步調和效率；針對

基層幹部開辦人際溝通、日常管理、問題解決步驟等課程以增進其工作效能；針對主管開辦方針管

理、領導個案研討等課程以提升其領導及管理技巧。近年來更優化學習地圖，將過往提升中高階主

管職能的專案性課程，列入每年例行性的階層別培訓，培養中高階主管成長學習心態；並在培訓中

加入工作安全、企業文化的概念性課程與風險預防、成本管理的專業性課程；更提早於非管理職就

開始培養管理技能，進而完善階層別培訓體系。

•專業課程：

針對各個職位規劃不同的專業類課程，讓同仁在每個階段得到完善的訓練，如入廠初期階段根據各

崗位所需之知識、技能來提供崗位別培訓；另在生產管理、研發、品質保證等專業部門領域提供專

業職能訓練，引導同仁專注於自身工作，實現自我，發揮潛能；而針對特殊技術崗位員工如維修電

工、電銲工、數控車床等，提供特殊工種培訓計劃，協助其取得職業資格證，以確保員工具備職務

所需專業能力；透過輔以內部講師培訓、督導人員廠內訓練 (Training Within Industry for Supervi-

sors, TWI)教導養成公司專屬的內部講師進行自單位及跨單位的專業課程教授，以協助智慧資本的

移轉及傳承，成為組織內部知識與典範傳遞的樞紐。

•專案性課程： 

根據正新策略及方針擬定年度教育訓練目標，規劃多樣化的專案性課程，滿足各職等同仁不同領域

的學習需求，如定期舉辦提升品質意識的五大核心工具課程、培養儲備主管並強化管理能力的關鍵

人才發展計畫、研發單位的創新人才培訓等系列課程。

•自我學習： 

提供外部訓練補助機會及安排知識與生活講座，讓同仁在工作之餘，吸收多樣新知，引導員工自我

啟發，如開辦理財、心靈舒壓講座、稅務申報實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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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架構

正新提供員工多元學習的管道與機會，除落實實務及案例操作外，更強調與工作任務結合。

多 元 學 習 管 道

在職訓練 外訓課程

線上學習海外派駐

在職訓練

專案指派

個案管理課程

創造思考課程

提案改善
海外研討會

參展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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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吉斯大學(大陸地區)

瑪吉斯大學(MAXXIS UNIVERSITY)是以正新產品品牌命名創辦的培訓中心，旨在為正新培育優秀、

能創造最大價值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2006年斥資人民幣1,700萬元創立，室內總面積

1,600多平方公尺，透過齊全的教育設施及寬廣舒適的學習空間確保員工在健全的環境中成長和學

習。

在軟體方面，公司每年持續投入約人民幣400萬元教育經費，透過有系統的培訓體系及依職級設計

的培訓課程，輔以演講、座談、討論、模擬等豐富的教學模式，讓員工在專業能力和個人發展上持

續精進。

外籍顧問指導與海外廠TWI講師培訓

台灣及大陸地區導入TWI講師制度後，至今已開辦多期培訓課程，透過學科與術科的交互學習，讓

學員能夠將知識內化到現場教導的領域。大陸地區更已培育約24位TWI(Training Within Industry 

for Supervisors, 督導人員廠內訓練)講師，投入工廠的生產線，以求達到品質的一致性。外籍顧問

的導入，也將搭配TWI制度，透過作業觀察、動作分析的手法，協助提升生產效率、降低品質不良

機率。

海外派駐經驗交流

邁向國際化經營與世界接軌，於印度、東南亞均有生產基地，為強化員工的國際化能力及世界觀，

提供優秀員工外派申請及短期培訓機會，並舉辦海外派駐經驗分享，傳承海外派駐經驗及暸解文化

差異。

為達成正新照顧員工福利、激勵優秀人才、協助同仁達到長期儲蓄，以保障未來退休或離職後之生

活安定並增進員工對公司之參與感，使員工能夠持有公司股票，於2022年5月11日經董事會通過

成立「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暨其子公司員工持股會」，2022年10月正式啟動員工持股信託

計畫，同仁由每月薪資中提撥固定金額，同時正新也相應提撥100%之公提金，共同存至專用信託

專戶，以達留才目的，更協助同仁累積財富，規劃未來退休生活。

正新截至2023年12月，入會人數占比為54.92%。

員工持股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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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與「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除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與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在員工退休時依法給付退休金，另提供退休紀念品。

退休顧問團

公司視員工為人才，具有豐富經驗的同仁是公司寶貴的資產，正新之一般員工中含有「退休再聘」

者，即符合勞基法退休條件申請退休而被再聘回任之員工，藉由資深同仁的實務經驗傳承，帶動內

部傳承的風氣，以避免大量流失具經驗人手，並提升中高齡勞動力。在積極推廣退休人員轉聘為專

門技師與顧問的政策之下，讓正新內部知識管理持續循環轉動。2023年底退休再聘人數台灣地區

及大陸地區合計達183人。

員工退休金

2023年台灣及大陸地區員工100%接受績效考核。

為達到正新年度經營方針之目標，及暸解員工個人工作績效表現，正新定期進行全公司同仁的績效

考核。考核的重點在於衡量過去工作任務執行情況與未來工作目標的設定，並以此作為員工薪資、

評選、職涯發展規劃之依據，每年更參考前一年度績效考核結果進行人員調升，確保升遷管道的公

正與完善。

正新為不斷精進員工能力，致力建構完善的教育訓練體系，激發未來發展所需之潛力。每個月的績

效考核由各單位主管依據人員工作項目表現進行評估，如員工表現未達到預期標準，除了予以面談

關懷外，另將安排適當的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員工技能。

考核制度

舊制退休金

新制退休金

正新按月就薪資總額2%提撥退休金，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

戶儲存於台灣銀行。另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

，若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金

數額，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2023年度，正新依上述退休金

辦法認列之退休金為12,499仟元。

自2005年7月1日起入廠人員一律適用新制，選擇新制者，其退休金給與由正

新每個月提撥規定實施的退休金至個人帳戶中(為公司提撥)，員工亦可自行從

薪資中，提撥1%~6%的退休金至個人帳戶(為員工自提)。2023年度，本公司

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為122,651仟元。

2023 CST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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