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力 ─ 同仁照顧
TEAMWORK ─ Employment Care

62

1

11

10

3

2

4

5

6

7

8

9

    9.2 人力雇用
    9.2.1人力結構

     王品集團所有人事行政皆恪遵勞動法令，各項人力資源
制度規章以「勞動基準法」為基礎而訂定，並依照法令修
改而調整相關制度，其因法訂定之所有制度規章，已明確
表述所有同仁可享有或應盡的福利與義務，且適用於全體
在職同仁。同時，因公司力求人資制度規範完整且合法合
規，以達照顧同仁，善盡企業公民職責。因此並未另設有
工會組織，全體在職同仁皆為公司人資制度規章所保障。

   以本報告書揭露範疇為台灣事業群而言，營運據點包含
台灣總公司以及旗下所有品牌分部於全台灣之門店，截至
2016年12月31日，王品集團台灣地區之同仁總數為8,029
人，其中男性佔49.1%，女性佔50.9%，並對於所有同仁
不論性別、年齡或種族，在內部均享有平等的學習發展機
會，因此各職級之間的性別分佈並無顯著差異，有效達到
促進性別、就業實質迎平等之精神。

   台灣事業群同仁平均年齡25.6歲，高階管理階層佔全體
同仁數的3.5%，且100%為當地人，惟高階管理階層(自店
長、主廚、總部之經、副理職級以上等管理階級)需要專
業經驗累積的時間，故年齡分布上30~50歲佔94.6%居多 
，而非管理層級則以30歲以下佔80.0%，超過66.5%的
同仁具有大學/專科以上之學歷。

   為鼓勵高中職以下同仁繼續升學，積極開發產學合作，
設立產學合作專班，提供同仁在職進修的管道。

人力結構分佈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5,281

5,513

10,794

10,085

709

3,890

6,831

73

4,237

4,689

8,926

1,026

767

1,793

18

57

75

182

161

343

5,099

5,352

10,451

48.9%

51.1%

100.0%

93.4%

6.6%

36.0%

63.3%

0.7%

39.3%

43.4%

82.7%

9.5%

7.1%

16.6%

0.2%

0.5%

0.7%

1.7%

1.5%

3.2%

47.2%

49.6%

96.8%

4,615

4,904

9,519

8,881

638

3,450

6,005

64

3,692

4,132

7,824

911

712

1,623

13

59

72

154

137

291

4,458

4,770

9,228

48.5%

51.5%

100.0%

93.3%

6.7%

36.2%

63.1%

0.7%

38.8%

43.4%

82.2%

9.6%

7.5%

17.1%

0.1%

0.6%

0.8%

1.6%

1.4%

3.1%

46.8%

50.1%

96.9%

3,945

4,084

8,029

7,516

513

2,689

5,269

71

3,038

3,321

6,359

893

707

1,600

14

56

70

148

130

278

3,797

3,954

7,751

49.1%

50.9%

100.0%

93.6%

6.4%

33.5%

65.6%

0.9%

37.8%

41.4%

79.2%

11.1%

8.8%

19.9%

0.2%

0.7%

0.9%

1.8%

1.6%

3.5%

47.3%

49.2%

96.5%

年   度

類   別 人  數

同仁人數

男

女

總數

正式員工

非正式員工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專科

碩士以上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契約類型

教育程度

30歲以下

30-50歲

50歲以上

管理職

一般職

年齡

職務

% 人  數 % 人  數 %

註：管理職指經副理級以上















































滿意 ─ 社會關懷
SATISFACTION ─ Soci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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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堤牛排是非常受年輕族群歡迎的品牌

，形象青春有活力，近年更積極推廣棒

球賽事，陸續參與中職明星賽及WBC世

界棒球經典賽等合作，期望帶動社會大

眾支持台灣棒球，進而提升賽事品質。

2016年力挺中華職棒明星對抗賽，我們

邀請知名球星擔任一日店長宣傳，廣邀

民眾前往賽事現場為選手加油，逾萬人

進場觀賽。2016年適逢台灣巨砲陳金鋒

選手引退，我們亦透過支持棒球的行動

，向陳金鋒選手致敬，未來我們將持續

參與支持台灣或國際的運動賽事，展現

熱情活力的品牌精神。

為台灣體育加油

2016年社會參與投入資源

王品集團深入民眾生活，與社大眾患難與共，2016年2月高雄美濃大地震重創台南，造成多處樓房、
建物傾倒，我們義不容辭發起賑災，以集團名義捐款300萬元，希望略盡心力，協助重建，同時也緊
急動員南部地區的同仁投入協助救災的工作，於台南永康崑山里的活動中心準備熱食、飲用水等物資
，為災民及救難人員補充體力，加油打氣，西堤牛排也透過Facebook粉絲團即時號召捐血，希望拋磚
引玉幫助災民度過難關。

未來，我們將持續提供顧客滿意又安全餐飲服務，並深化社會關懷，以實際行動發揮影響力，創造更
美好溫馨的社會。

關心社會議題

類 別

藝 文

公 益

教 育

關 懷

教 育

公 益

教 育

震 災

王品牛排「玫瑰傳愛，獻愛金馬」

西堤「捐出熱情，延續愛心」

陶板屋「知書達禮-關懷偏鄉教育」

原燒「一人衣愛助兒盟」

夏慕尼「音樂夢飛揚鐵板傳熱(Love)計畫」

品田牧場「幸福『袋』著走」

第10屆王品盃托盤大賽

高雄美濃大地震

2000,000

1,200,000

2,540,160

9,966,400

2,059,175

1,599,209

4,540,000

3,000,000

送花數量 6,000(朵)

募血量 3,300,000(c.c.)

募款 208,700(元)

募款 13,160,000(元)

募款 2,058,840(元)

募款 4,662,000(元)

參與隊伍 190(隊)

捐助3,000,000元

2003/2005/2008/2013/2016

2004~2016共13年

2005~2016共12年

2009~2016共8年

2012~2016共5年

2012~2016共5年

2007~2016共10年

2016年2月

活 動 效 益 活 動 歷 程活 動 名 稱 支出經費 (元)

註：支出費用計算方式=活動創意設計費(創意發展、創意企劃、設計等內部直接成本)+人力成本(人x工作天x費用400元x店數)



滿意 ─ 社會關懷
SATISFACTION ─ Soci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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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集團相當重視勞安、工安、建安以及勞動和衛生相關法令，除了交由相關部門

定期規劃教育訓練課程，協助門店清楚了解最新法規與執行標準，內部也清楚的訂

立規範與準則，透過內部稽核檢核各店落實情況，一旦違規，則立即要求改善與

回報。

 2016年裁罰金額見表格，勞檢面，因違反勞動法令開罰280,724元，將透過後續因

應計畫（依法發放加班費、舉辦法令宣導課程、內部網站公告法令資訊、落實申報

薪資投保）力求改善。

 食品衛生與環保議題面，王品集團再三強調，食安管控是紅線區，任何有違食安的

狀況都將嚴格處理，2016年共發生兩起食材過期與冰塊生菌數過高的裁罰事件，針

對相關人員與供應商已進行嚴懲，並快速修改管理機制，實行覆驗與追蹤，啟動

全面管控，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10.5法規遵循

年 度

2 0 1 5 年

2 0 1 6 年

合 計 環 保 建 安 勞 檢食品衛生 身心障礙晉用

525,416

469,124

102,400 260,000 3,000

150,000

40,016 120,000

280,724---- ----38,400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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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指標索引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策略與分析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組織概況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G4-1 組織最高決策者的聲明

組織名稱

說明主要品牌、產品與服務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說明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

所有權性質與法律型式

組織提供服務的市場

說明組織規模

依聘雇合約與性別報告員工總數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結構、所有權或供應
鏈的任何重大變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經組織簽署認可，而由外部所制定的經濟、
環境與社會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如產業公協會）和
國家或國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

2. 董事長的話
4.3 經營理念與使命

4. 關於王品
4.1 公司概況
4.2 組織架構
4.4 全球品牌版圖

G4-17

a. 列出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文件中所
    包含的所有實體
b. 說明是否有在組織合併財務報表或等同
    文件中的實體未包含在此報告書中

4.1 公司概況

G4-3

G4-4

G4-5

G4-6

G4-7

G4-8

G4-9

G4-10

G4-11

G4-12

G4-13

G4-14

G4-15

G4-16

9.2  人力雇用
9.2.1 人力結構
9.2.2 雇用政策

6.6 風險管理

6.5 外部組織

4.1 公司概況
4.2 組織架構
4.4 全球品牌版圖

7.2 採購食安政策
7.4 供應商管理

利害關係人議合

a. 界定報告內容和考量面邊界的流程
b. 組織如何依循「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列出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
重大考量面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內部在考量
面上的邊界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說明組織外部在考量
面上的邊界

說明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
行重編的影響及原因

說明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在範疇與考量面
邊界上的顯著改變

列出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就所議合的利害關係人，說明鑑別與選擇的
方法

說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包含依不同
利害關係群體及形式的議合頻率

說明經由利害關係人議合所提出之關鍵議題
與關注事項，以及組織如何回應這些關鍵議
題與關注事項

G4-18

G4-19

G4-20

G4-21

G4-22

G4-23

G4-24

G4-25

G4-26

G4-27

5.2 重大性議題
鑑別與回應

5. 利害關係人與
重大性議題鑑別

1. 關於本報告書

2016年未簽署外部所制
定的經濟、環境與社會
規章、原則或其他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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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指標索引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報告書基本資料

治  理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道德與誠信

所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如會計年度或日曆年度）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報告週期

提供可回答報告或內容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a. 說明組織選擇的「依循」選項。
b. 說明針對所擇選項的GRI內容索引
c. 如報告書經過外部保證/確信，請引述外部
    保證/確信報告

說明組織為報告尋求外部保證/確信的政策與
現行做法

說明組織的治理結構，包括最高治理機構的
委員會。鑑別哪些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環
境及社會衝擊的決策。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
和社會議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機構報告

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

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正式檢視及核准組織
永續性報告書之程序

G4-56

G4-58

描述組織之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如行為準則和倫理守則

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
問題的內外部機制

6. 誠實-公司治理

6. 誠實-公司治理

G4-28

G4-29

G4-30

G4-31

G4-32

G4-33

G4-34

G4-36

G4-38

G4-39

G4-48

1. 關於本報告書訊

1. 關於本報告書訊

1. 關於本報告書訊

1. 關於本報告書訊

6.2 董事會
6.3 CSR委員會

6.3 CSR委員會

6.2 董事會

6.2 董事會

6.3 CSR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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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指標索引對照表

特定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經濟面向

環境面向

特定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涵蓋範圍

自政府取得之財務補助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能源密集度

在重要營運據點，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
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的比例

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
階層的比例

G4-EC1

G4-EC3

G4-EC4

G4-EC5

G4-EC6

9.2 人力雇用

9.2 人力雇用

4.1 公司概況

9.3 員工照顧

9.2 人力雇用

考量面：經濟績效

DMA

考量面：市場形象

DMA

於重要營運據點，採購支出來自當地供應商
之比例

G4-EC9

G4-EN3

G4-EN5

7.5 原物料管理檢測

8.3 節能減碳倡議

8.3 節能減碳倡議

7.6 食物安全管理

考量面：採購及食材溯源管理實務

DMA

考量面：能源

DMA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程度G4-EN27 8.3 節能倡議

8.3 節能倡議

8.4 廢棄物管理

考量面：產品和服務

DMA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G4-EN23

考量面：廢汙水與廢棄物

DMA

重大違反環境法條規定的事件及所處巨額
罰款的金額，以及制裁的次數G4-EN29

考量面：法規遵循

DMA

7.4 供應商管理

7.4 供應商管理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資G4-EN31

考量面：交通運輸

DMA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比例

供應鏈對環境的顯著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
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G4-EN32

G4-EN33

考量面：供應商環境評估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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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指標索引對照表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一般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頁碼 說明

社會面向：產品責任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
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只提供給全職員工
(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G4-LA1 

G4-LA2 

G4-LA3 

9.2 人力雇用

9.3 同仁照顧

9.3 同仁照顧

9.3 同仁照顧

9.5 職涯發展

9.5 職涯發展

9.5 職涯發展

考量面：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DMA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
劃分，公司治理組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

G4-LA12 6.2 董事會
9.2 人力雇用

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劃分，女男基本
薪資和報酬的比例 

G4-LA13 9.2 人力雇用

9.4 勞資溝通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
實務申訴的數量 

G4-LA16

考量面：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考量面：女男同酬

考量面：勞工實務申訴機制

DMA

DMA

DMA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每名員工每年接受
訓練的平均時數

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助其管理退休
生涯的職能管理與終生學習計畫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接受定期績效及
職涯發展檢視的員工比例

G4-LA9 

G4-LA10 

G4-LA11 

考量面：訓練與教育

DMA

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別、工傷頻率、
職業病、損失日數比例及缺勤率，以及因
公死亡事故總數数

G4-LA6

考量面：職業健康與安全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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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標準揭露 對應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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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向指標:人權

歧視事件的總數，以及組織採取的改善行動G4-HR3 9.4 勞資溝通

9.4 勞資溝通

7.6 食物安全管理 

考量面：不歧視

DMA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G4-PR6 7.2 採購食安政策 

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違反法律和規定
被處巨額罰款的金額 

G4-PR9 10.5 法規遵循 

7.4 供應商管理  

7.2 採購食安政策

採購自符合公司溯源管理政策之供應商佔
總採購量之比例 

符合具有公信力之國際性責任生產標準規範
之採購比例 

G4-FP1 

G4-FP2 

考量面：行銷溝通

考量面：法規遵循

考量面：食品加工行業特殊規定

DMA

DMA

DMA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
問題申訴的數量G4-HR12

考量面：人權實務申訴機制

DMA

社會面向：產品責任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
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依結果分類，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在其生命
週期內之健康與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
準則的事件總數 

G4-PR1 

G4-PR2 

7.1 關鍵成果
7.5 原物料管理檢測
7.6 食物安全管理 

10.5 法規遵循

10.3 顧客滿意度經營 

考量面：顧客的健康與安全

DMA

依結果類別劃分，違反商品與服務資訊標示
的法規及自願性規範之事件數量 

客戶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G4-PR4 

G4-PR5 

考量面：產品及服務標示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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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回應內容                                                   回應章節 

為改善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而針對其從業人員、
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方面進行之
評估與改進及所影響之主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 

上市公司應遵循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及
上市公司違反上述法規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上市公司採購符合國際認可之產品責任標準者占整
體採購之百分比

經獨立第三方驗證符合國際認可之食品安全管理系
統標準之廠房所生產產品之百分比

上市公司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之家數及百分比、稽核
項目及結果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進行產品追溯與追蹤管
理之情形及相關產品占所有產品之百分比 

上市公司依法規要求或自願設置食品安全實驗室之
情形、測試項目、測試結果、相關支出及其占營業
收入淨額之百分比 

7.6食物安全管理 

7.6食物安全管理 

7.2採購食安政策 

7.6食物安全管理 

7.4供應商管理 

7.3食安溯源系統 

7.5原物料管理檢測

7.6食物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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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確信聲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