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98號2樓（誠品行旅） 

召 開 方 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股份總數共計31,795,264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

表決權者27,753,801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7,389,650股之67.09%。 

主       席：董事長 吳旻潔                       紀    錄：陳慧珠 

出 席 董 事：頤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旻潔、誠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家祝、誠品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趙正義、游士逸、陳郁秀。 

列       席：財務長暨公司治理主管吳立傑執行副總經理、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蕙慈會計 

師、義謙法律事務所沈達律師。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洽悉，詳附件一）。 

股東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 7388 請公司簡單說明公司海外店、誠品行旅及餐旅營運狀況，經主席予以回覆， 

重點如下： 

(1) 分別就香港及蘇州等海外據點經濟景氣、市場狀況及因應方式進行說明。 

(2) 闡述全球經濟局勢對誠品行旅、餐旅等營運及損益之影響，並就未來因應方式進行說明。 

第二案：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無股東提問，洽悉，詳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無股東提問，洽悉，詳議事手

冊）。 

第四案：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無股東提問，洽悉，詳議事手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與

楊蕙慈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各項決算表冊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

具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前項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三。 

(三) 敬請  承認。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31,232,825 權，占表決總權數 

98.23%；反對權數：5,037 權；無效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557,402 權；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在案。 

(二)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詳附件四。 

(三) 敬請  承認。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31,232,809 權，占表決總權數

98.23%；反對權數：5,053 權；無效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557,402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

令規定，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 

(二) 敬請  公決。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31,232,803 權，占表決總權數

98.23%；反對權數：5,056 權；無效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557,405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案由：補選一席獨立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 本公司獨立董事許士軍先生於民國 113 年 5 月 3 日辭任，故本次股東常會 

補選一席獨立董事，新任獨立董事於股東常會後即行就任，任期與原任期相

同，自 114 年 5 月 28 日至 115 年 5 月 29 日。 

(二) 本公司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14 年 2 月 27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候選人名單

詳附件六。 

(三)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詳議事手冊。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戶號 ∕ 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 姓名 得票權數 

獨立董事 D2205***** 柯 愫 吟 30,952,210 權 

柒、臨時動議：無股東提問。 

捌、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四十二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

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國⼀⼀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國 113 年全台百貨業全年營收達 4,478 億元，較 112 年成⻑約 1.2%。觀察台灣二大連鎖百貨公

開的營收數字，成⻑率分別為-6.1%與+1.16%，顯⽰實體百貨業已明確進入營收增⻑停滯的紅海

血戰。網路方面，全年銷售額達 6,533 億元，年增率約 2.7%，其中電商(含郵購)銷售金額為 4,016

億，成⻑率為 2.6%，亦顯⽰市場已不再有動輒雙位數的成⻑率。由於 113 年為疫情過後市場各項

調整到位並回歸正常消費的⼀年，實體與網路的年銷售成⻑皆限縮⾄ 3 %以內的數字，指向了後續

年度不論是實體或電⼦通路平台，除以擴增店數或商品數量的方式創造成⻑，勢必需明確區隔創造

差異化，才有機會持續突破增⻑！ 

此外，113 年入境旅客數為 785 萬人次，僅達到 108 年疫情前 66%。同步觀察台灣出境人次 113

年為 1,685 萬人，已接近 108 年的 1,710 萬人次。此等大量⺠眾、人次出國所產⽣的消費逆差，

也是上述實體與電商平台營收成⻑趨緩之因，114 年需持續觀察此消費趨勢屬於疫後短期反彈或將

成為常態。 

113 年財務表現總結  

在實體通路業績提升下，113 年誠品⽣活合併 IFRS 營收較前⼀年度成⻑約 3%，達新台幣(以下同) 

68.46 億元，終端營收約為 241 億元，較去年成⻑約 6%。誠品⽣活 113 年稅後淨利為 0.12 億元，

合併後每股盈餘 0.27 元，為四年來首度轉虧為盈，終結前三年受疫情、大店開辦費用與投資誠品

線上所形成的虧損，亦顯⽰自 113 年起年度實體通路的獲利已可彌平誠品線上前期投資赤字。 

主要事業群表現 

誠品⽣活近年來持續深耕打造「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Human Touch with 

Digital Links )，致力提供實體人文關懷融合數位服務的全通路平台，並持續發展會員經濟。 

以下分別就上述策略發展，區分成第⼀曲線與第二曲線說明 113 年之營業表現： 

(⼀)「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之第⼀曲線：包含複合商場、餐旅事業群及旅館事

業群之既有事業： 

截⾄ 113 年底，誠品⽣活在海內外的營運據點總數已達 53 家。旗艦大店誠品⽣活新店開業⼀周年

以來表現傑出，113 年終端營收接近 40 億元，已大幅超越 112 年底結束營業的信義店，成為誠品

⽣活年度營收與現金流最高的店點。台中獨立大店誠品⽣活 480 於 113 年第⼀季全館開幕，持續

深耕七期住⼾商圈並調整商品組合，預計亦將逐年成⻑。 

既有店部分，誠品⽣活南⻄營收與獲利皆創新高，增加周邊商圈繁榮，來客數成⻑ 10%，已成為

年輕人最喜愛的聚集地之⼀。誠品⽣活松菸內 24hr 書店自 113 年 1 月投入營運，藏書量等同首間

24hr 敦南書店約達 10 萬種，定位為具備⼾外天光雲影的新形態跨世代書店，促使誠品⽣活松菸形

附件⼀



成匯聚 24 小時書店、畫廊、電影院、表演廳、酒窖、旅館、海內外時尚設計、在地手作體驗、文

創禮品等多元文化面向的獨特組合，合計約 1.1 萬坪空間成為展現誠品品牌整體營運模式最完整的

場域。伴隨大巨蛋開幕與園區人流大幅增加，誠品⽣活松菸 113 年獲利實現翻倍成⻑。預估未來

結合整體外部環境將成為台北市最具特色的文化創意地標。 

此外，合作夥伴全新為誠品⽣活量身訂製的「誠品⽣活台南」獨棟建築街邊大店預估將於 114 年

中試營運。本項目位於台南新興園區內，鄰近安平港、奇美博物館、安平老街等知名景點，整棟建

築樓高 4 層、總坪數 6,000 坪，與誠品⽣活松菸營業規模相近，尚未開幕即榮獲「TAC 世界設計

大獎商業概念獎」首獎，未來亦期待成為南台灣文化⽣活的新地標。 

誠品⽣活餐旅事業群於 113 年在市場變動中保持穩定績效與獲利貢獻。誠品行旅 113 年平均住房

率穩居七成以上已近損益兩平，後續將依賴逐步提升房單價與館外餐飲創造新增獲利。 

(二)「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之第二曲線：主要為誠品線上(含物流)之新創事業：

誠品線上自 112 年起已找到持續提升營收並可同步降低虧損的營運模式： 

⼀. 不加入高補貼與⺠⽣剛需純電商平台的營運模式，善用「圖書與實體場域經營」資源，經營會

員利基市場。 

二. 延伸線上下活動規劃與人流互導，以實體通路之自營品類與招商業種為核心特色擴大商品範

疇，建立虛實共⽣的互補關係。 

三. 主打內容性選品，持續累積分析顧客的遊逛軌跡與消費數據，進行個人化商品與服務之推薦，

擘建誠品⽣活文化⽣活圈。 

113 年誠品線上不重複的消費會員數超過 44 萬人，相較前⼀年度有 16%的成⻑，營收則相較前⼀

年度有 18%的成⻑。誠品線上持續聚焦於提升每筆訂單消費金額，推動高訂單價之營收增⻑以促

成有效的規模經濟(低訂單之營收增⻑反會增加虧損)。目前每月皆有 2-3 萬名新會員登錄誠品線

上，其中會進行消費的比例達到將近七成，且在誠品線上消費的顧客，二人中就有超過⼀人會再前

往實體消費，由虛引實的比例維持穩定且超乎預期。另按照會員年齡佔比觀察，誠品線上開站⾄今，

20-30 歲的會員從 20%逐步提升到 25%，誠品⽣活持續成為⼀個青春的品牌，與近年來投入誠品

線上的關聯性密不可分。 

未來計畫與展望 

展望 114 年： 

截⾄ 113 年底，誠品會員總數突破 395 萬，核心族群為 25 ⾄ 45 歲的顧客，且會員數每年穩定成

⻑ 10%，APP 月活躍率亦達五成。整體會員營收貢獻占比超過六成，其中貢獻度最高之黑卡與金

卡年活躍率合計高達近 85%，展現出誠品會員高度忠誠度與穩定成⻑的消費力。 

展望 114 年，誠品⽣活仍將以強化全通路營業方向為主軸，以大小並行之實體展店策略持續提升

獲利，大店訴求建立城市差異化⽣活地標，小店深耕在地化增加經濟規模，誠品線上則計畫結合實



體通路擴大圖書市占率以深化對於顧客興趣的了解，並擴充跨品類選品品項，虛實並進互導線上下

流量，進⼀步強化會員經濟。 

第⼀曲線： 

複合商場、餐旅事業群及旅館事業群之既有事業，本質以「實體複合通路經營」為主軸，持續於海

內外不同城市展店，並以書店、跨品類選品、體驗活動等做為助商場創造主題與獨特優勢的主要競

爭特色。 

第二曲線： 

誠品線上(含物流)之創新事業，本質以「虛實通路融合經營」為主軸，同步擴展多類別的商品品類，

並以線上線下消費會員導流與交叉行銷推薦作為主要競爭特色，力拚誠品線上於未來 3 年達到損益

平衡。 

綜合上述，第⼀曲線將持續增利，第二曲線需持續降損，強化 OMO 會員經濟作為核心獲利營運

模式，以此帶動 114 年終端營收達雙位數成⻑與增加獲利，並持續建立有別於純電商競價補貼或

純商場降價招商之 OMO 營運模式競爭力。 

展望 114 年起之 3-5 年： 

投資誠品線上的第二曲線是疫情之外近年誠品⽣活虧損的主因。初期幾年第二曲線仍處在建築護城

河的階段，⼀旦線上下通路虛實融合的有效性和會員資產的價值更進⼀步建立，營業中持續累積之

第⼀手深度數據，將使誠品⽣活能於未來不侷限在獲取紅海競爭的零售利潤。 

事實上，誠品⽣活與城市⺠眾的空間集體創作，在 AI 大數據時代其實亦正是廣大個人興趣圖譜的

數據分析經營。誠品⽣活自 114 年起 3-5 年的策略規劃，將是著眼成為⼀家最懂台灣人的台灣品

牌。誠品⽣活規劃在 3-5 年後營運模式除卻零售利潤之外，應還包含品牌、顧問、廣告與數據利

潤……。這才是結合第⼀曲線與第二曲線擁抱 AI 時代的誠品⽣活所蘊含的寶貴潛力！規劃將以虛實

融合多元通路與廣大會員所創造的數據力量，為自身及合作夥伴帶來轉型成⻑！ 

誠品生活聚焦發展 ESG 之 S (social)：多樣化與共融。 

「⾝心靈的豐富與療癒，幫助⼈們發展智慧，培養⼀個溫暖的靈魂。」 

為顧客創造的價值：豐富自己 enrichment 參與社會 engagement 創造樂趣 entertainment! 



誠品生活自我期許為深具社會價值的文化創意生活產業，結合知識、心靈、藝文、美學、餐旅、時

尚、設計、創意與生活的多元內容，注入人文關懷與藝文氣質，實踐將人文、藝術結合創意融入到

⺠眾生活的初衷。以此多元業態的經營綜效作為誠品生活的獨特優勢，打造華人社會獨特之「虛實

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未來並將進⼀步延伸虛實融合的會員經濟(數據利潤)至非零

售之領域，作為誠品生活致⼒成為深具影響⼒且獨具⼀格之文創品牌的發展策略！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  吳旻潔 

經 理 人  吳旻潔 

                          會計主管  鄭書欣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國⼀⼀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及楊蕙慈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

告。上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國⼀⼀四年股東常會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郁秀 

中 華 ⺠ 國 1 1 4 年 2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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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國⼀⼀三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減：⺠國⼀⼀三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761,103)

減：對⼦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848,43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609,533)

加：⺠國⼀⼀三年度稅後淨利 12,802,219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119,269)

可供分配盈餘 10,073,417 

分配項目： 

股東現⾦紅利（每股配發 0.2 元) (9,477,930)

期末未分配盈餘 595,487 

附註：1. 每位股東之現⾦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
數列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2. 本次股東股利若於配息基準日前，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
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者，授權董事⻑於分派⾦額之範圍內全權處理之。 

董事⻑：吳旻潔    經理人：吳旻潔    會計主管：鄭書欣 

附件四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第三十⼀條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為員⼯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

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六十為基層員⼯分派酬勞。 

員⼯酬勞得以股票或現⾦為之，其發放

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有關員⼯酬勞及董事酬勞之發放相關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董事

會議定之。 

第三十⼀條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為員⼯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

額計算提撥。 

員⼯酬勞得以股票或現⾦為之，其發放

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有關員⼯酬勞及董事酬勞之發放相關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董事

會議定之 

。 

依⾦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國113年

11月8日⾦

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

2號令規定

，增訂年度

盈餘提撥⼀

定比率為基

層員⼯分派

酬勞內容。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 94 年 9 月 8 日。 

第⼀次修訂於⺠國 98 年 9 月 7 日。 

第二次修訂於⺠國 99 年 2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於⺠國 99 年 7 月 21 日。 

第四次修訂於⺠國 100 年 3 月 8 日。 

第五次修訂於⺠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第六次修訂於⺠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第七次修訂於⺠國 105 年 6 月 21 日。

第八次修訂於⺠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第九次修訂於⺠國 108 年 5 月 29 日。

第十次修訂於⺠國 109 年 5 月 27 日。

第十⼀次修訂於⺠國 111 年 5 月 27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 94 年 9 月 8 日。 

第⼀次修訂於⺠國 98 年 9 月 7 日。 

第二次修訂於⺠國 99 年 2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於⺠國 99 年 7 月 21 日。 

第四次修訂於⺠國 100 年 3 月 8 日。 

第五次修訂於⺠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第六次修訂於⺠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第七次修訂於⺠國 105 年 6 月 21 日。 

第八次修訂於⺠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第九次修訂於⺠國 108 年 5 月 29 日。 

第十次修訂於⺠國 109 年 5 月 27 日。 

第十⼀次修訂於⺠國 111 年 5 月 27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增列修訂日

期。 

附件五 



獨立董事候選⼈名單 

註：⺠國 114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日（114 年 3 月 30 日）之持股數。

候選⼈ 
類別 

候選⼈ 
姓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本公
司股數(註)

獨立 
董事 

柯愫吟 
日本法政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學⼠ 

衣蝶百貨(股)公司副總經理 
京站實業(股)公司董事兼總 
經理 

宏匯(股)公司商場營運 
中心執行董事 
家康企業(股)公司董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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