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至106年應用電子投票大數據
分析研究案成果分享

暨新興科技之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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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4年至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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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分析

-提名制 & 逐案票決分析

貳、大數據推動
成果分享

-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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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

-集保e存摺APP之好智慧-集保搜股

報告面向

-自然人電子投票分析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

4

278

604

總家數
1,217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04年 105年 106年

自願

強制

自願
674

強制
543

43.79%
45.24%

49.40%

40%

42%

44%

46%

48%

50%

104年 105年 106年

(家數) (電子投票率)

1,962 
2,332 

2,807 億權

343 

983 

2,230 仟筆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104年 105年 106年

上市櫃、

興櫃投票

權數(億權)

上市櫃、

興櫃投票

筆數(仟筆)

投票筆數
(仟筆)

� 電子投票總權數、筆數
投票權數

(億權)

� 電子投票家數 � 電子投票率

43.79% 45.24%
49.40%

74 

60 
48 

0

20

40

60

80

40%

50%

60%

70%

104年 105年 106年

電子投

票率

平均會

議時間

(分)

� 股東會會議時間變化
(電子投票率) (分鐘)



�公司治理排名越高之公司，電子投票率越高，外資與專業
機構法人持股率也越高

�除了外資持續踴躍投票外，本國專業機構法人更加積極使
用電子投票，104-106年投票權數提升79.28%，帶動國內
外專業機構持股比率高的發行公司電子投票率向上提升

56.84%

43.26%

24.34%

前5%

前6-20%

無排名

104年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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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電子投票率

外資+本國
專業機構法
人持股比率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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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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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1%-100%
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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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年度電子投票公司之公司治理排
名係以「前一年度」之評鑑排名為基準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發行公司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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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提名制 vs.未採提名制
電子投票公司家數變化

(家數)

註1:占比計算係該類採逐案票決之上市(櫃)公
司家數/該類上市櫃公司總數

註2:整體上市(櫃)公司家數及採逐案票決總家
數係依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公布之資料

採電子投票之公司 vs.非採電子投票之公司
逐案票決公司家數占比註1變化

歷年

100%
逐案票決71%

� 106年相較於非採電子投票公司其採提
名制比例僅33%，採電子投票公司其
採提名制比例高達71%

電子投票提升議案表決透明度，
為推動公司治理之利器

� 提名制分析 � 逐案票決分析

(逐案票決公司
家數占比註1)

提名制 & 逐案票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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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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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業
機構法人

17%贊成比例

提名制 vs.議案表決

� 106年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外資

55%

52%
外資

63%

33%

國內專業
機構法人

1% 0%

7%
非採提名制 採提名制

註:資料範圍係106年上市(櫃)、興櫃電子投
票公司且當年度有解除董事競業禁止議
案與董監選舉議案之公司

反對比例

棄權比例

反對比例

棄權比例 31% 30%

44% 67%贊成比例

1.外資傾向對非採提名制
之公司「解除董事競業
禁止案」投反對票

2.發行公司是否主動與股
東溝通也是影響投票結
果的一大關鍵

3.由國際市場標準及外資
投票結果觀之，台灣應
積極走向強制提名制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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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管道分析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23萬筆
54萬筆 91萬筆5萬筆

36萬筆

122萬筆

104年 105年 106年
網頁版 APP版

�106 年 自 然 人
使 用 APP投 票
成為主流，對
投票管道佔比
達 57% ， APP
使用率首度超
越網頁版

57%
40%

16%

自然人電子
投票總筆數

28萬筆 90萬筆 213萬筆

(筆數)106年股東e票通平
台以「一種自動跨
平台以執行股東投
票之方法及系統」
榮獲我國專利權

� 投票管道筆數分析-網頁版 vs. APP版

成功開發集
保「股東e票

通APP」

「股東e票
通」連結證券

商下單APP

「股東e票通」
連結「集保e存

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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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年齡層分析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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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投票人口集中於30-49歲

� 106年30-49歲電子投票使用人數成長較其他年齡層明顯，3年間人數成長3.6倍

年齡

(人數)

106年

30-49歲
3萬人

(占比56%)

� 自然人投票年齡層分析-人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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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年齡層分析(續)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 自然人投票年齡層分析(續)-權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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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電子投票人口集中於30-49歲，電子投票權數集中於平均
較具財務實力之50-69歲人口

25億權

年齡

(權數)

20億權

15億權

10億權

5億權

106年

50-69歲
36億權

(占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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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地區分析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104-106年人數分布態樣相似
集中於6都+彰化縣

以106年為例
1st: 新北市1.5萬人(28%)
2nd:台北市1萬人(20%)

電子投票人數分布與台灣
人口分布主要態樣一致

集中於6都+彰化縣

第1名
新北市

15,216人

第2名
台北市

10,660人

106年電子投票人口分布圖

台中市占11%、高雄市占10%、桃園市占8%、

台南市占6% 、彰化縣占3%

第7名
彰化縣

1,855人

第6名
台南市

2,980人

第3名
台中市

5,666人

第4名
高雄市

5,127人

第5名
桃園市

4,041人

註：104-106年自然人電子投票地區分布情
形近似，故以106年資料代表性呈現

� 自然人投票地區分析-人數分布(以106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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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地區分析(續)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104-106年自然人
電子投票權數半數
以上來自台北市

�與電子投票人口分
布比較，台北市雖
於人數居次，惟權
數連年領先

8億權

13億權

台北市33億權,
占比50%

0

5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2,000,000,000

2,500,000,000

3,000,000,000

3,500,000,000

104年 105年 106年

高雄市 台中市 新北市 台北市

(權數)
35億權

30億權

25億權

20億權

15億權

10億權

5億權

� 自然人投票地區分析(續)-權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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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投票性別分析
壹、 104年至106年電子投票推動成效(續)

� 自然人投票性別分析(以106年為例)

投票
人數

男性54%

女性46%

投票
權數

男性70%

女性30%

投票
筆數

男性49%

女性51%

註：104-106年男性女性電子投票分布情
形近似，故以106年資料代表性呈現

�104-106 分 布 態 樣 相
似，故以106年為例：

(1)電子投票人數占比男
性略高於女性

(2)電子投票筆數男性、
女性比例約各占一半

(3)電子投票權數男性占
比遠高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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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

� 緣由
配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集保公司於
「股東e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新增「盡職
治理投票統計」功能，業於106年9月20日上線

� 提供服務之對象
簽署盡職治理守則且使用電子投票平台行使表決權
之專業機構法人

� 預期效益
免費提供查詢其依股東會議案分類之電子投票統計
結果，作為揭露投票情形之參考，協助簽署人落實
盡職治理責任，強化公司治理，並大幅減少簽署人
揭露資訊所需投入之人力、時間與開發成本

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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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服務(續)

現金增現金增現金增現金增
資案投資案投資案投資案投
票情形票情形票情形票情形

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原始資料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議案議案議案議案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私募私募私募私募有有有有
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
案投票案投票案投票案投票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三大特色

1
2種議案分
類彈性選擇 2

併計欄位
自由運用 3

資料格式
運用便利

依盡職治理守則
問答集建議

15分類

42分類

為提供議案分類
更具彈性依性質
延伸細項分類

保留彈性供使用者
自行將未使用電子
投票公司議案投票
結果併計彙整

自 由 選 擇 15 或 42
議案分類，以及需
要併計欄位與否

前項資料提供CSV
格式下載

CSV格式具高資料
運用性，便利併計
使用，有效節省使
用者人力時間成本

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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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服務(續)
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續)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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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服務(續)
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續)

1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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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e票通平台大數據專區 & 投稿證期月刊
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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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露出

已投稿下列刊物/平台

BroadridgeJP Morgan

ACG

The Company Lawyer

貳、 大數據推動成果分享(續)

W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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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0%
E-voting

新興科技創新
應用

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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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查詢 好方便

股東e票通 投票真輕鬆

股務小幫手 資訊樣樣有

個人訊息 好貼心

參、新興科技創新應用
集保e存摺APP好智慧

股東會資訊

除權除息資訊

存摺訊息

市場訊息

股務訊息

一機多摺
線上登摺

服務連結
多元便利

訊息推播
即時便利

e 手掌握
攸關資訊



參、新興科技創新應用(續)
集保e存摺APP2.0之好智慧-集保搜股

智能推薦個股快搜

追蹤自選

權益保護

數據洞見 趣味知識

Search riGhts

FOllow-up Data fOcus

i-recOmmend

Fun KnowleDge

六大特色

• 智能搜尋框
• 瀑布式呈現
• 資訊快捷鍵
• 方便查資料

• 自訂追蹤組合
• 點愛心圖示加入追蹤
• 各組合重要數據一目

了然

• 重大訊息、股東會、
除權息、收購等股東
權益資訊一應俱全

• 股權分散級距自由設定
• 設質數據自由定義大股東
• 智慧記憶所選級距

• 集保影音教學
• 集保大數據分析
• 使用者互動推廣方案

• 透過數據記錄最近的、熱
門的、與使用者最相關的
資訊，智能推薦好貼心

22

預計107年第3季推出



參、新興科技創新應用(續)
集保e存摺APP2.0之好智慧-集保搜股(續)

23

權益保護
riGhts

� 發行公司最新權益資訊

� 發行公司重大訊息、股東
會、除權息、公開收購、
董事承諾收購資訊，最新
資訊彙整在這通通不漏接

重大訊息 股東會 除權息

公開收購 董事承諾收購
79.4%

電子投票率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註：所列圖表樣式僅為示意，正式版
本APP將與外部廠商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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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戶?散戶?每家APP定義都不同

� 大戶散戶自由設定，方便分析

� 我的股票大戶散戶對作情形?

� 每檔股票情況不同，透過大戶
持股連增或大戶散戶持股趨勢
與股價走勢圖，股市變化一覽
無遺

數據洞見-1

股權分散新玩法

Data fOcus 1.個股股權分散級距圖 2.個股股權分散表 3.股權分散趨勢比較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參、新興科技創新應用(續)
集保e存摺APP2.0之好智慧-集保搜股(續)

註：所列圖表樣式僅為示意，正式版
本APP將與外部廠商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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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海茫茫，投資人保障?

� 使用者可自行定義大股東
為3%/5%/10%/20%大股東

� 設質比例與收盤價變化
趨勢等數據，投資人自
我分析保護自己！

� 設質比例出現大變動?

數據洞見-2

設質數據有保障

Data fOcus

•綠色：個股設質比例小於或等於產業平均
•橘色：個股設質比例大於產業平均

1.個股設質數據 2.歷史設質數據與收盤價

集保搜股 集保搜股

參、新興科技創新應用(續)
集保e存摺APP2.0之好智慧-集保搜股(續)

註：所列圖表樣式僅為示意，正式版
本APP將與外部廠商規劃設計



26

肆、總結

一、在主管機關支持、集保公司致力推廣下，電子投票逐受市場投資人接受，本(107)年

上市(櫃)公司全面電子投票後，將持續努力推動機構法人更加積極參與電子投票

二、近年來機構法人參與電子投票愈加踴躍，集保公司推出之盡職治理統計功能有助於

機構法人投票資訊揭露，進一步落實盡職治理，亦可作為主管機關管理之參考

三、透過電子投票資料大數據分析中英文報告發表，俾使國內外投資人深入瞭解我國資

本市場落實股東行動主義情形，有助提升我國公司治理形象

四、集保公司近年因應新興科技發展，持續推出多元服務，106年推出集保e存摺開通戶

日益增加(至107年4月約30萬戶)，本(107)年第3季將於e存摺推出「集保搜股」(暫

名)加值服務，投資人依自選標的獲取市場重要資訊，準確貼合投資人需求，並提升

證券市場資訊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