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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地 點：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3 室)   

出 席：出席股東連同委託代表股份及股東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合計 18,552,830 股，出

席比率為 54.97％。（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為 33,750,000 股，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為  

33,750,000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股份總數為 857,615 股） 

列 席：董事唐進賢、董事蔡河鑫、董事蔣榮霖、董事陳振通、獨立董事曹先進、 

獨立董事周育正   

主     席：陳  文  宗                                    紀        錄：陳  鵬  宇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1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 111 年度決算表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劉書琳會計師及

鄭淂蓁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分別出具會計師查核

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其內容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29 條規定，應提撥當年度稅前淨利之 5%~10%為員

工酬勞、不高於當年度稅前淨利之 5%為董事酬勞。 

二、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之依據為本公司「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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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 111 年整體營運目標達成率計算之，分派稅前淨利之 10%為

本公司 111年度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7,902,945元；5%為董事酬勞，計

新台幣 3,951,475 元，均以現金分派之。實際分派與帳上估列無差異。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三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法

提請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內容請詳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數 18,552,830 權， 其中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57,615 權。本案表決結果，贊成之表決權數

18,027,636 權，佔出席總表決權 97.16％（其中電子投票 332,421權）， 反對之表決

權數 1,144 權（其中電子投票 1,144 權），棄權及未投票之表決權數 524,050 權

（其中電子投票 524,050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可分派盈餘為新台幣 48,637,310 元，擬按本公司章程規定分

派股東現金紅利新台幣 48,600,000 元，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持股比

例分配每股配發新台幣1.44元，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

發基準日及股利發放等相關事宜，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數，列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嗣後若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數變動，致影響股東每股配發率，或因事實需

要、法令變動或主管機關核定必要變更時，授權由董事長全權處理。 

三、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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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數 18,552,83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57,615 權。本案表決結果，贊成之表決權

數 18,027,636 權，佔出席總表決權數 97.16％（其中電子投票 857,615 權）， 

反對之表決權數 1,144 權（其中電子投票 1,144 權），棄權及未投票之表決

權數 524,050權（其中電子投票 524,050 權）。   

 

四、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選舉第八屆董事。  

說 明：一、本公司董事任期於 112年 6月 15日屆滿，擬於 112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第八屆董事。 

二、依照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本次將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

四席），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新任董事自股東常會結束後隨即

就任，原任董事同時解任，新任任期自 112年 6月 7日起至 115年 6月 6

日止，任期三年。 

三、本次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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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 名 持有股數 學 歷 經 歷 

董事候選人 唐進賢 1,686,975 股 明道中學 美加美鞋業(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人 陳文宗 1,525,838 股 國立台灣大學光電

所博士 

工研院光電所光纖技術部工程師 

鴻亞光電研發經理 

董事候選人 蔡河鑫 1,540,000 股 淡江大學國貿系 營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候選人 白金隆 669,974 股 稻江商職 旭隆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人 陳振通 1,400,000 股 崇先中學 立祥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候選

人 

曹先進 0 股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

商學院 MBA 

商周集團管理處副總、台灣大哥大

副處長、處長 

獨立董事候選

人 

周育正 0 股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會計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

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獨立董事候選

人 

周尹中 0 股 美國波士頓大學管

理學院碩士 

欣特協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顧

問、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嘉裕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嘉

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行銷業務處副

長 

獨立董事候選

人 

林  權 0 股 國立政治大學財稅

系 

台灣大學企業管理

研究班 

UL 美國安全實驗室大中華區檢驗部

總經理、UL 中國美華合資公司總經

理、UL 台灣優力公司總經理、GE

奇異家電總經理 /國際事業開發經

理、HP 惠普科技市場開發經理/業

務訓練經理/直效行銷/市場資訊經理

/周邊產品通路/商用電腦大型客戶/

政府客戶業務代表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姓 名 得票權數 備註 

1 唐進賢 22,158,926 權 董事 

2 陳文宗 29,311,403 權 董事 

3 蔡河鑫 19,855,081 權 董事 

4 白金隆 19,218,666 權 董事 

5 陳振通 18,233,461 權 董事 

A12047**** 曹先進 14,146,257 權 獨立董事 

F12014**** 周育正 13,859,462 權 獨立董事 

A12062**** 周尹中 13,045,606 權 獨立董事 

A12195**** 林 權 12,327,306 權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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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

擔任董事之行為，在不損及本公司利益下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該

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三、有關新任董事兼任情形，資料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陳文宗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唐進賢 美加美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蔡河鑫 綠鑽石農場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陳振通 立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白金隆 旭隆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 曹先進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薪酬委

員兼召集人 

勤益控股董事 

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獨立董事 周育正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審計委

員兼召集人 

能翔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 

獨立董事 周尹中 欣特協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顧問 

獨立董事 林 權 無 

 

決    議：本議案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數 18,552,83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57,615 權。本案表決結果，贊成之表決權

數 18,009,446權，佔出席總表決權數 97.07％（其中電子投票 314,231權）， 

反對之表決權數 18,337權（其中電子投票 18,337 權），棄權及未投票之表

決權數 525,047權（其中電子投票 525,047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之規定，以超過面額發行普通股溢

價之資本公積計新台幣 2,025,000 元分配現金，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

簿所載之持股比例分配每股配發新台幣 0.06 元。俟本次股東常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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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發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按分配比

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數，列

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嗣後若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數變動，致影響股東每股配發率，或因

事實需要、法令變動或主管機關核定必要變更時，授權由董事長全

權處理。 

三、本案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每股 0.06 元，併計本年度盈餘分配每股

1.44 元，合計本年度每股發放新台幣 1.5 元現金。 

四、本案業經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通過，依法提請 112 年

股東常會決議。   

決 議：本議案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總表決權數 18,552,83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57,615 權。本案表決結果，贊成之表決權

數 18,026,639權，佔出席總表決權數 97.16％（其中電子投票 857,615權）， 

反對之表決權數 1,144權（其中電子投票 1,144 權），棄權及未投票之表決權

數 525,047權（其中電子投票 525,047 權）。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上午十時九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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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前言  

世界銀行於 2022 年 1月《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 2022 年全球 GDP 成長率將放緩至 4.1%，

不過由於俄、烏兩國在第一季爆發軍事衝突，導致全球能源及原物料價格大漲，加上中國因

沿海省市爆發疫情，又在第二季採取嚴格封控措施，造成全球供應鏈再受打擊，使得實際全

球經濟 GDP 成長率降至約 3.0%左右。 

主計總處一月公布 2022 年 GDP 概估指出，受出口衰退拖累，去年第四季經濟成長遠低

於預期，由原預測 1.52％轉為-0.86％。而去年第四季經濟之所以出現負成長，主因通膨及升

息壓力持續抑制全球終端需求，加以中國大陸疫情惡化干擾消費及生產活動，以致外需明顯

走弱，使得我國第四季商品及服務輸出走疲；終結 26 季正成長，為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負成長，

2022 年全年經濟 GDP 成長率也降為 2.43％，創六年來最低，去年及今年都無法保三。 

據資策會 MIC 報告， 2022 年臺灣整體通訊產業，預計產值可達 4.45 兆新台幣，占全球

比重約 18%，較 2021 年成長了 5.8%。 

其中 5G 產業表現最為亮麗，達 2.4 兆新台幣，成長了 20.3%，約占臺灣整體通訊

產業的 55%。 

網通產業 2022 年全年營收達 9,525 億新台幣，占臺灣通訊整體產業 20%，年成長率約

7.5%。 

    而臺灣光通訊產業在2022年也繳了不錯的成績單，雖然整體產值尚不如傳統網通，但普遍

呈現不錯的成長現象，尤其上游成長幅度最大；年增率可達50%。中游則小幅成長；年增率

約介於5%〜15%，而下游年增率約落在+15%〜+25%之間。 

光通訊產業在2022年的平均成長率雖然優於臺灣整體通訊產業，但仍然面臨非常嚴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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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價競爭與缺料議題及原物料價格上漲之多重考驗。 

   2022年公司業績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成長了約1.1%，總營業額達2億7仟4佰萬餘元；雖

不甚理想，更難能貴的是營業利益因缺料議題管控得宜與精實生產系統的導入而有所成長；

稅前淨利約67,175仟元，與上年度相較，大幅增加了約46%。 

  在此謹代表公司董事會與所有員工，衷心謝謝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使創威光電能在穩

健中持續成長茁壯，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二、111 年度營業報告 

 

(一)111年度營運目標: 

營業額：3.10億元 

毛利率：38.38% 

EPS：1.33(稅前) 

 

(二)111年度營運結果: 

營業額：2.74億元 (成長率1.07%) 

毛利率：44.67% (成長約5.77%) 

EPS：1.99(稅前) (成長率46.37%) 

EPS：1.59(稅後) (成長率46.54%) 

 

 (三)業務行銷: 

  不可諱言， 111年度業務銷售上的挑戰包括了缺料與通膨，直接影響了出貨與終端客戶

積極下單的意願。加上新產品的拓展開發，仍因疫情因素使得商業活動有所受限，尤其下半

年全球性的通膨與升息議題，導致營收難有大幅度的成長，最終營收成長率1.07%，但仍未

達預期目標。雖然邊境的封鎖限制了實體商務活動，但是透過電子商務平台我們仍然努力

開發了26個新客戶，海外營收比重首次超過八成；達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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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新客戶 24 18 21 23 20 26 

新代理(表) 3 1 0 0 0 0 

 

 

 (四)  研究發展： 

    因疫情與中美半導體競爭，導至缺料議題持續延燒，111年研發資源大半仍在解決缺料問題。

另外一個嚴重的研發挑戰來自於人才的缺乏與競爭，這可能高度與少子化、新一代價值觀的

改變與及缺乏技職教育人才庫有關。 

  儘管如此，111年度研發同仁仍努力達成以下目標： 

1. 針對缺料問題，即時提出替代方案，避免訂單流失。 

2. 持續推出多款12G影音多媒體產品，並已獲得重要客戶的訂單。 

3. 持續提升10G 與25G 系列產品之關鍵物料掌握度，以提升產品的競爭力。 

4. 強化產品自動化設計，以改善產品的競爭力。 

 

 (五)  生產管理： 

  111年下半年進入了後疫情時期，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與邊境逐步解封，臺灣染疫人數直

線上昇，居家隔離比例較111年高出很多，雖直接影響出勤，但可喜的是大家防疫得當，員工

皆能康復平安。並達到以下目標 

1. 準時出貨。 

2. 新冠疫情期間做好自主管理，維持產線正常稼動。 

年度 105年 106年 107 年 108 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營業額 38,865萬 35,634萬 28,300 萬 25,088 萬 24,948萬 27,130萬 27,421萬 

海外比重 58% 56% 62% 74% 78% 7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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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用即時工單系統，持續提升生產效能。 

 

(六)財務管理： 

     1.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111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274,207仟元，與上年度營業收入淨額271,302仟元相較，

增加約1.07%；營業利益60,738仟元，與上年度營業利益46,158仟元相較，增加31.59%；稅

後淨利53,776仟元，與上年度稅後淨利36,695仟元比較，增加46.54%。 

      

2. 獲利能力分析 

獲利能力分析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資產報酬率 6.53% 5.51% 4.43% 5.06% 5.17% 7.23% 10.23% 

股東權益報酬率 7.70% 6.55% 5.02% 5.56% 5.73% 8.20% 11.75% 

佔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利益％ 12.08% 12.40% 7.72% 8.42% 9.75% 13.68% 18.00% 

稅前純益％ 13.02% 10.83% 8.48% 9.25% 9.61% 13.60% 19.90% 

純益率％ 8.28% 7.67% 8.21% 10.07% 10.35% 13.53% 19.61% 

每股稅後盈餘（元） 1.07 0.91 0.69 0.75 0.76 1.09 1.59 

 

  3. 有效控制匯損 

   相較於同業，控管得宜，避免公司匯損。 

 

三、112 年度營運方針與展望 

   

（一）112年度營運方針： 

因全球通膨、央行升息，加上受俄烏戰爭衝擊，2023年全球經濟一般預期並不樂觀，甚

至恐將創過去30年來第3糟水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今年 1 月 31日更新了「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 2023年的

全球經濟成長率調為 2.9％，上調幅度為 0.2％。同時 IMF 也預期全球通膨率會從 2021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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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上升至 2022 年的 8.8%，但通膨壓力 CPI 成長率將在 2023 年下降至 6.5%，顯示全球通膨

壓力可望於 2023 年逐漸趨緩。 

世界銀行也在今年初大砍全球經濟成長率預估，將 2023 年全球經濟實質成長率預估值自

前次(2022 年 6 月)預期的 3.0%大砍 1.3 個百分點調至 1.7%。 

世銀並指出，上述預測結果若成真、今年全球經濟成長率將創過去約 30 年來第三糟(第三低)

水準，將僅高於受金融海嘯影響的 2009 年、和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導致經濟活動陷入停滯的

2020 年。 

    而根據台經院於 2022年 11月公布之最新預測，2023年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率為 2.91%，

較 2022減少 0.54個百分點。且隨著國際原油等原物料價格回跌及比較基期墊高，國內通膨壓

力可望趨緩，故預測 2023 年消費者物價指數 CPI 成長率為 1.95%；明顯臺灣的通膨壓力是相

對較小的。 

展望 2023 光通訊，第五代行動通訊技術（5G）於 2019 年正式商轉後，這幾年來逐漸成

熟普及，第六代行動通訊系統(6G)已悄悄啟動，6G 除延續 5G 大頻寬（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大規模機器通訊（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mMTC）、超

可靠低延遲（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等三大特性外，也增加

了超廣域覆蓋與感測融合等概念，被認為將會打造出虛擬實境融合。面向 6G 願景，全球寬

頻網路營運商、行動通訊業者、電信設備商乃至衛星營運商等，均將加速 5G 網路基礎設施

布建進程。儘管目前各界對 6G 的想像仍很模糊，但若要實現地空聯網，可以預期未來的通訊

系統在射頻、光學和網路技術上均將有所突破。 

  當然，說到第六代行動通訊就不得不提一下矽光子技術發展。一般認為矽光子在資料中心、

自動駕駛、5G、電信、高效能運算等應用領域都將有很好的發揮。目前矽光子已開始往共封

裝光學（Co-Packaged Optics, CPO）發展，技術概念係將光通訊技術放入晶片，使用 CMOS

製程技術與 2.5D、3D 先進封裝，能夠以相對更低成本的方式在單一微晶片中實現複雜的光電

系統與功能，進一步整合光纖通訊和積體電路，此一技術項使晶片在功耗、尺寸表現上能夠

有所提升，且可以使用標準的 EDA 工具進行電路設計。 

以當前矽光子市場發展來說，Intel 將會是最先量產矽光子的業者，報告指出，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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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矽光子市占率已高達 58%，擁有絕對的領先優勢，其也將持續致動推動資料中心頻寬和 

5G 網路系統。市占率排名第二的業者是 Cisco，目前全球占比約 29%，其鎖定的關鍵市場應

用同樣也是資料中心，其他也有投入於矽光子行業的領導業者，還包括 Broadcom、Marvell 

等 

由上述的展望與分析不難發現，因為諸多大環境的因素，2023年全球性經濟並不樂觀，

但是科技的腳步並未變慢太多；尤其是先進國家的大企業，仍有足夠的資源持續投入前瞻研

發。縱然大環境存在許多的變數與挑戰，但是隨著新冠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邊界逐步解封，

商業活動終於得以獲得重啟，這也無異為112年營運帶來新的希望。因此，112年度的營運方

針我們應該謹慎而樂觀看待：在有限的資源做正確的事，迅速掌握這個轉變的契機，調整各

部門營運方針，方能達成112年度營運目標，並為股東謀最大之福利。 

 

（二）業務行銷： 

1. 加強海外客戶拜訪，強化送樣追蹤，導入新案子以提高海外營收比重。 

2. 加強海外參展，以增加新客戶與新產品之銷售比重。 

3. 持續開發健康及有未來性之客戶與生意。 

4. 以客戶需求為導向，掌握正確的市場訊息，提供差異化服務。 

5. 因應原物料大漲與短缺問題，調整行銷策略。 

6. 針對元宇宙應用大趨勢，提前做好行銷規劃與策略佈署。 

 

（三）研究發展： 

1. 因應供應鏈斷料風險，提供有效之替代方案。 

2. 針對元宇宙應用大趨勢，掌握關鍵技術的變化與脈動，並做好標竿分析。 

3. 加速25G與100G等高速新產品的開發。 

4. 持續提升既有產品的相容性與競爭力；尤其是節能減碳的設計。 

5. 佈局與開發下世代新產品OSA與ESA關鍵核心技術並達到量產自動化的目標。 

6. 培養核心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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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產管理: 

1. 提前規劃物料，佈署替代方案，分散料源，做好供應鏈管理，避免缺料風險，降低

物料成本，確保準時出貨。 

2. 持續改善良率、效率與標準作業流程。 

3. 生產自動化，降低缺工風險。 

4. 生產智能化，有效率稼動產能。 

5. 做好庫存管理，避免庫存跌價損失。 

 

（五）財務行政： 

1. 開拓人資管道，解決缺人議題。 

2. 留意通膨，避免匯損。 

3. 避免庫存跌價損失。 

4. 落實財務內控循環。 

5. 做好預算與成本控管。 

6. 開拓健康的業外收益。 

 

（六）品質管理： 

1. 不要把不良物料流入產線。 

2. 不要把不良產品出給客戶。 

3. 落實綠色環保與碳中和政策。 

4. 持續改善品質系統，提供客戶最大的品質信賴度。 

 

 

四、結語 

  俄烏戰爭已屆滿一年，至目前都尚未看到和平的曙光，其所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影響不言

而喻。加上變種病毒、高通膨和氣候變遷等影響下，主要經濟體啟動升息循環來對抗通膨，

高利率影響企業投資意願，各國製造業活動已明顯放緩。且放緩情勢延續到2023年，美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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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表現恐陷入零成長甚至衰退，世界銀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不斷下修GDP指數，並預測

2023年全球經濟成長率將創過去約30年來第三糟(第三低)水準。 

展望2023年，全球經濟除延續2022年下半年疲弱態勢，還將持續面臨地緣政治、金融波

動、氣候異常、全球供應鏈「友岸」生產等因素影響，使得全球經濟呈現出歷年來少見的不

確定性！加上少子化的衝擊與新世代價值觀的改變，大部份企業皆面臨缺人議題。因此，112

年度的營運方針我們應該謹慎而樂觀；疫情、戰爭、高通膨雖然可怕但終會撥雲見日，唯有

戮力與堅持以下企業願景，才能確保公司的品牌價值並得以永續經營。 

1. 找對的人，放對的位置，做對的事，建立一個高效能的合作團隊。 

  2. 專注核心技術的開發，持續提升研發競爭力，把產品的價值做到最大。 

  3. 以客戶需求為導向，透過核心能力，提供多元化與差異化的產品給客戶。 

  4. 落實公司治理，善盡社會責任，創造公司永續經營的價值。 

     

   最後，謹代表公司董事會和全體員工，感謝各位股東長久以來的愛護與支持，讓我們可以

在穩健中持續成長茁壯，並準備邁向下一個新的里程。我們將一秉初衷持續貫徹公司的經營

理念與方針，誠信務實，專注核心，追求卓越，以為股東謀最大的權益、為公司創造永續經

營的價值。 

謹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陳文宗 謹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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