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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說明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對於 ISO 14000 系列標準發展及世界

各國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EMS)之最新現況。有關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

列標準發展之趨勢，主要針對 ISO 14001/ISO 14004 標準之改版方向、ISO 19011

品質與環境管理聯合稽核標準、ISO 14062 環境化設計標準、ISO 14063 環境溝通

標準、氣候變遷標準、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等加以介紹。至於國際間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EMS)主要相關之活動，則包括自行宣告之 EMS、ISO 14001/責任照

顧聯合驗證、政府部門之 EMS 應用案例等現況。本文最後針對我國過去多年以來

推動 ISO 14000 之相關工作與成效，提出檢討與評析，以作為政府推動後續政策與

企業界進行持續改善工作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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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中負責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國際標準之環境管理小組(ISO/TC 207)自 1996年 9月起開始陸

續推出 ISO 14001 等標準後，在所屬 20 多個子標準中，已有 80%以上的標準順利

完成公告。回顧過去六年，除了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之驗證，已在全球各

地形成世界性風潮外，以產品為導向的 ISO 14000 系列標準亦已陸續公告或發展，

加之國際企業間有關產品環保性之訴求亦已紛紛而至，產業界所面對的環境管理壓

力將會日益增加。  

我國一直是以國際貿易為經濟發展之主要導向，經過六年多來政府相關單位積

極的輔導與推動，在產業界中已廣獲重視並曾掀起實施 ISO 14001 的熱潮。我國截

至 2002 年 11 月 25 日，通過 ISO 14001 驗證之組織總數雖已達 1,156 家，然而相

較於過去幾年的倍數成長，目前已有減緩趨勢。唯當全球各國現今正以更積極的方

式推動 ISO 14001 時，台灣推動腳步的趨緩，顯然值得我們針對國內過去幾年推動

執行 ISO 14001 的心態及方式，加以檢討與省思，以持續切實地改善環境績效，應

為當務之急。 

二、ISO 14000系列標準發展現況 

ISO/TC 207 自 1993 年 6 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首次年會迄 2002 年南非約翰

尼斯堡年會，共已召開了 10 次年會，針對 24 項相關系列標準積極加以討論與溝

通，在該 24 項標準中，計有規範類標準 18 項、技術報告類標準 4 項，已完成公告

之標準達八成以上，詳細公告及制訂現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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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SO 14000 系列標準制訂現況 [1,2] 

分組 ISO 
編號 標準名稱簡述 制定

現況 備註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附使用指引之規範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Use  

IS 

1996年 9月 1日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SC1一致通過改版程序，WG1於瑞典斯德哥
爾摩年會中分成三組進行新內容討論，並已

確定 14項之修正指引原則。  
SC1 

14004 

環境管理系統－原則、系統及支援技術

之一般指導綱要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 
General Guidelines on Principles, 
Systems and Supporting Techniques 

IS 

1996年 9月 1日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WG1並已於 2002年 11月中假丹麥畢隆市，
針對彙整完成的各會員國意見進行討論，期

望掌握進度能在 2003/2004年間正式公告
ISO 14001/ISO 14004修正標準。  

14010 

環境稽核－總則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General Principles o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IS 

1996年 10月 1日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環境管理系統稽核標準已與品質管理系統稽

核標準合併為 ISO 19011，並已於 2002年秋
季公告。  

14011 

環境稽核－操作程序－環境管理系統

稽核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udit Procedures - Auditing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IS 

1996年 10月 1日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環境管理系統稽核標準已與品質管理系統稽

核標準合併為 ISO 19011，並已於 2002年秋
季公告。 

14012 

環境稽核－稽核人員資格準則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 - 
Qualification Criteria for Environmental 
Auditors 

IS 

1996年 10月 1日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環境管理系統稽核標準已與品質管理系統稽

核標準合併為 ISO 19011，並已於 2002年秋
季公告。 

SC2 

14015 
環境稽核－場址環境評估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of Sites and 
Organizations 

IS 已於 2001年 11月 15日公告成為正式標準。 

14020 
環境標誌與宣告－總則  
Environomental Lablels and 
Delclarations - General Principles 

IS 已於 1998年 8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14021 

環境標誌與宣告－自行宣告之環境訴

求(第二類環境標誌) 
Environomental Lablels and 
Delclarations - Self-Declared 
Environmental Claims –Type II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IS 已於 1999年 11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SC3 

14024 

環境標誌與宣告－第一類環保標章－

原則與程序 
Environomental Lablels and 
Delclarations -Type I EL-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S 已於 1999年 3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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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SO 14000 系列標準制訂現況(續) [1,2] 

分組 ISO 
編號 標準名稱簡述 制定

現況 備註 

14025 

環境標誌與宣告－第三類環境宣告 
Environomental Lablels and 
Delclarations -Type � Environmental 
Declarations -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rodures 

TR 已於 2000年 3月以第三類技術報告公告。 

14031 

環境管理－環境績效評估－指導綱要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Guideline)  

IS 已於 1999年 11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SC4 

14032 

環境管理－環境績效評估－ISO 14031
案例研究技術報告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ase Studies Illustrating the Use of ISO 
14031 

TR 已於 1999年 11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14040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總則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IS 已於 1997年 6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14041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盤查分析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 
and Inventory Analysis 

IS 已於 1998年 10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14042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衝擊評估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Impact Assessment 

IS 已於 2000年 3月以第二類技術報告公告。 

14043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釋義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Interpretation 

IS 已於 2000年 3月以第二類技術報告公告。 

14047 

環境管理－ISO 14042應用案例說明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Examples of Application of 
ISO 14042 

WD 
SC5同意WG4發行工作草案，並於 2000
年底 SC5召開會議討論及投票通過後再作
第二次發行。  

14048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盤查資料之文件

格式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Life Cycle Asessment 
Data Documentation Format  

CD 
SC5通過專案小組修訂報告，尚未決定其成
為技術規範或國際標準；但已確定更改名稱

如左。  

SC5 

14049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應用實例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Examp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SO14041  

TR 第一版草案已於 1998年 6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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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SO 14000 系列標準制訂現況(續) [1,2] 

分組 ISO 
編號 標準名稱簡述 制定

現況 備註 

14061 

提供林業組織如何運用 ISO 14001和
ISO 14004的相關資訊 
Information to assist forestry 
organizations i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ISO 
14001 and ISO 14004 

TR 於 1998年 12月 15日發佈  

14062 
整合環境考量面於產品設計 
Guidelines for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to product development  

TR 
2002年 2月正式核准「ISO 14062整合環境
考量面於產品設計」之技術報告。ISO 14062
的最終版已於 2002年秋季公告。  

14063 

環境管理－環境溝通－指引與範例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s -- 
Guidelines and examples 

WD 由WG4負責制訂。 

 

14064 
產品標準之環境考量面指引 
Guides for inclusion of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product standards 

WD  

SC6 14050 
用詞與定義 
Terms & Definitions-Guide on the 
Principles for Terminology Work 

IS 

已於 1998年 3月成為正式國際標準。 
SC6建議成立一新的 TC 207用詞協調小組
TCG；若經同意則將在 2001年會中決議解散
SC6。  

 

 

ISO/TC 207 在標準制訂之組織上除傳統的組織面與產品面之各三個子系列標

準外，由於近二年 WG3—環境化設計(ISO 14062)、WG4—環境溝通(ISO 14063)、

WG5—氣候變遷三個工作小組的相繼成立，其架構已稍有修正，如圖 1 所示。此

架構的補充意味著，企業組織面的管理系統未來受外界壓力而對於溫室效應氣體排

放進行監測、管制及報告趨勢的可能性大增，以及產品進行環保化設計的訴求，將

會愈來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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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4 環境溝通  

WG3 環境化設計  WG 5 氣候變遷  

SC5 
生命週期評估 

ISO14040~ 
ISO 14049 

SC3 
環保標章 

ISO14020~ 
ISO 14025 

SC4 
環境績效評估

ISO14031~ISO 
14032 

SC2 
環境稽核

ISO14010 ~ISO 
14012 

SC 6 
產品標準之環境考量面指引  

Guide 64 

SC1 
環境管理系統

ISO14001, ISO14004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標準  

產品評估  組織評估   

圖 1  修正後之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標準架構  

 

三、世界各國推動 ISO 14001現況 

ISO 14001 為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標準中針對組織環境管理系統之驗證

規範，與組織環境績效之提昇及企業界之對外貿易最為相關，依據統計資料顯示，

截至 2002 年 6 月底全世界通過 ISO 14001 驗證的廠商已超過 40,970 家，同時間通

過 EMAS 之廠商家數約有 3,891 家(如圖 2 所示)，亦即全世界通過管理系統的廠商

中約有 90%所驗證的 EMS 類別為 ISO 14001，而 EMAS 僅佔約 10%，而在所有通

過 EMAS 的廠商中，65%均為德國企業。在所有通過 ISO 14001 的廠商中，日本即

佔約 23%，歷年來即居世界之首，其次依序為德國、英國、西班牙、瑞典、美國

等，我國通過 ISO 14001 的廠商家數約為世界第 11 位，亞洲第 3 位。若以地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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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歐洲國家最高約佔 50%，亞洲國家約佔 38%，美洲及其他地區約佔 12%。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國家對於取得 ISO 14001 驗證的意向，已漸漸高於 EMAS

驗證的趨勢，通過 ISO 驗證之速度增加，而通過 EMAS 驗證速度減緩。另外具有

全球最大產業規模的美國，據圖 2 估計 2002 年 6 月有 2,040 家公司取得 ISO 14001

的驗證，而 1998 年僅約 200 家通過驗證，通過驗證之家數在 4 年內成長 10 倍以

上；另外中國大陸之通過驗證之廠商家數之增加也是相當快速。  

 
 
 
 
 
 
 
 
 
 
 

 

 

 

 
 

 

圖 2  世界各國通過 ISO 14001 廠商家數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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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間推動 EMS相關活動之現況 

觀察近年來國際間各國對於環境管理系統活動推動的不同作法與方向，可以

下列各點討論與說明之：  

1.經濟景氣與 EMS 之推動  

2.對於認證 /驗證品質之確認  

3.EMS 與環境報告書應用之普遍化  

4.生命週期評估推動之國際化  

5.以自行宣告方式推動 EMS 之案例日增  

6.政府部門(如國防單位)應用 EMS 之案例日益普遍  

7.結合 ISO 14001/責任照顧聯合驗證活動之興起  

4.1 經濟景氣與 EMS 之推動  

近幾年國際間之經濟景氣不佳，間接影響企業進行環境管理的努力，有關經濟不景

氣是否會影響廠商推動環境管理系統意願的課題，甚為相關的專家學者所關切。根據美

國 ISO 14000資訊中心於 2001年 10月針對其 154家會員公司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有

33%的公司表示並不會因為經濟不景氣而影響廠商建制環境管理系統(EMS)的意願，主要

原因為客戶的要求；有 16%的公司則表示囿於資源有限將無意再推動 EMS；有 18%的公

司表示將放緩推動的腳步；而有 34%的公司仍確信，儘管外部經濟環境低迷，繼續推動

EMS，將會為公司帶來經濟上的效益。 

在另一項詢問各公司(有效問卷 113份)對所屬供應商取得 ISO 14001驗證之要求程

度時，受訪廠商表示，目前或二年內會要求者有 32%；預期二至五年內會要求者有 17%；

尚在考慮是否要求須有 ISO 14001或其他形式 EMS的驗證者有 17%；不正式要求，但鼓

勵者有 18%；目前已決定不要求者有 13%。亦即在未來五年內買方會明確對供應商提出

ISO 14001驗證要求者之比例將達 50%，國內以外貿為主的廠商，若不積極因應，恐有喪

失商機之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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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界對於認證/驗證品質之關切  

隨著 ISO國際驗證市場推動之區域與範圍的日益擴大，來自世界各地對於驗證機構

對組織管理系統驗證品質效力的異議亦時有所聞。ISO管理階層於 2001年 11月於瑞士日

內瓦召開的第十七屆 ISO/CASCO 符合性評估委員會會議中，提醒全世界各地的驗證機

構，全球的驗證市場已因各界對一些驗證機構水準不一致的質疑，而面臨嚴峻的挑戰，

呼籲應解聘不適任及不誠實的稽核人員，以維持驗證市場的健全運作。雖然 ISO 本身並

未對廠商直接進行查核，亦未對驗證機構進行管制，但無論商或驗證機構均是採用 ISO

的標準及指引來運作的。因此，當驗證機構產生弊端時，一般不明詳情的民眾便容易歸

罪於 ISO，ISO秘書處已不斷地自各地收到如表現太差的公司亦通過驗證、驗證公司協助

廠商撰寫文件已換取證書，以及廠商宣稱已獲 ISO認可等類似的抱怨。事實上，ISO並未

認可類似的驗證機構進行這些情事，相反地十分關切驗證實務之符合性評估的一致性。

為了避免「江湖郎中」式的驗證弊端，ISO強烈呼籲驗證機構務一定要自我督察、潔身自

愛[4]。 

4.3 EMS 與環境報告書應用之普遍化  

根據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s Update (IESU)雜誌 2001 年底針對財富

(Fortune)雜誌世界前 100大公司對於環保與永續性事務的進展調查顯示，各大公司較之去

(2000)年度已有相當明顯的進展。IESU 雜誌藉由財富雜誌所提供資料的協助，並自網際

網路及本身的資料庫的搜尋中查閱各大公司取得 ISO 14001登錄及其他相關的資訊，期望

描繪出這些世界頂尖的公司在環境管理、環境報告(CER)、永續性，及企業慈善度

(philanthropy，一般可做為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指標)等方面的表現。調查結果顯示，前

100大公司中已有 51%取得驗證，在這 51家公司中，有 42家可歸屬於製造業。在 49個

未取得驗證的公司中，有 23 個是屬於保險及金融服務業，15 個屬於一般產品(包括油品

及化學品)製造業，7個零售業及 4個通訊業。數據並未顯示取得 ISO 14001驗證的公司有

明顯地域相關性及產業別的趨勢。另有 77%的公司已應用包括 ISO 14001驗證、公司及高

層承諾等不同形式的表達方式，公開地展現企業的環境政策，且已有 57%的公司已出版

環境報告書，追蹤並公布企業的環境績效，在 43 個未出版環境報告書的公司中，有 21

個是屬於保險及金融服務業。而在前 25名的大公司中，只有 4家公司未出版環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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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以上統計資料可知，國際間之大型企業，幾乎已逐漸將 EMS與 CER視為企業環境

管理之例行與常態性活動。 

4.4 生命週期評估推動之國際化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環境毒物學及化學學會(SETAC)二大國際性組織已於

2001 年下旬宣布合作成立 UNEP/SETAC 國際生命週期推動委員會，並即將著手推動一

項國際性的生命週期評估(LCA)推廣計畫。此計畫將為各國政府、產業界及消費者發展實

用的 LCA 工具，以將 LCA 的觀念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實務。此國際性生命週期活動將於

2002年下半年在法國巴黎正式啟動，將建構包括 ISO 14040 系列標準在內的生命週期知

識庫。此計畫整體之目的在於發展與推廣實用的 LCA工具，以評估在整體產品生命週期

中相關的機會、風險與妥協交換(trade-offs)，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此二組織在 LCA

推動工作方面均有豐富的經驗，此合作計畫中的工作目標在於：建立可定期審查與更新

之生命週期盤查資料庫、制訂一組詳細闡述數據一致性之原則以及收集不同的 LCA 衝擊

評估的方法、模式與因子。此計畫並制定有關將 LCA觀念整合於管理系統之永續性考量

面中的目標，包括：整合既有的工具與觀念，以做為永續性決策之參考依據、創立標竿

學習的指標，以及發展溝通的策略，俾利與利害相關者對話[6]。 

4.5 以自行宣告方式推動 EMS 之案例日增  

ISO 14001 EMS之驗證，雖然可以經由第三者之獨立性驗證加以確認系統持續的有

效性，但相對的也造成企業不少的負擔。全世界第二大的企業--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 

Mobil)已選擇不進行正式的 ISO 14001 驗證，而以其「完整性運作管理系統(Operations 

Integrity Management System, OIMS)」取代正式驗證程序中評估方式，且評估的範圍並不

少於原來正式驗證的要求，此方式稱之為「宣證」(attestation，即以自我宣告方式證明符

合標準要求)。艾克森石油公司已邀請 LRQA驗證機構以 ISO 14001的要求事項來稽核其

OIMS管理系統，在過去五年中已通過二次的評鑑，並取得正式宣證的證書。根據該公司

內部評估記錄與 ISO 14001標準要項之比較，LRQA對該公司的環境管理成績表示有相當

的信心，願以其商譽來擔保其宣證的效力。對艾克森石油公司而言，「宣證」是一種獨

特的作法，直至目前尚未有其他組織跟進效尤，此作法既符合 ISO 14001的要求又無須第

三者驗證，該公司對此方式感到十分滿意。ISO 14001標準中指出，對廠商建制 ISO 14001

之取向而言，可以選擇自我宣告或取得第三者驗證的方式，艾克森石油公司的作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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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ISO 14001的要項確實納入其 OIMS中，並合乎其要求。艾克森石油公司之管理系統啟

始於 1990年並在 1991年開始實施 OIMS，較 ISO TC 207開始制訂 ISO 14001的時間還

早二年，之後於 1995年進行修正，使其符合 ISO 14001要項之要求，該公司此自我宣告

以證明符合 ISO 14001標準的方式，可避免定期驗證的行政負擔與資源浪費，可提供全世

界欲建制 EMS的組織一種另類的思考[7]。 

4.6 政府部門(如國防單位)應用 EMS 之案例日益普遍  

國際間 EMS 之應用範圍已逐漸由製造業，擴及到服務業及政府單位。為了回應美

國最高聯邦當局對於環境管理系統(EMS)的積極倡導，美國國防部(DOD)於 2002 年 4 月

間宣布，計畫將在與該部有關的任務、活動及部門中，融入 EMS的原則與行動。官員強

調，此並非新的政策或僅止於觀念的宣導，而是管理實務的提升及再次重申對環境保護

工作的承諾。在 2000年 4月當時的柯林頓政府公告名為「藉由環境管理綠化政府(Greening 

the Government through Leadership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 EO 13148號命令，

要求所有的政府機構必須在 2005年底前建制 EMS。DOD在 4月份的政策聲明，目的即

在於重申對達成 EO 13148命令要求的決心，而此份承諾建制 EMS原則的聲明特別在當

年 4月 5日國防部秘書處備忘錄中詳加闡述，並已對國防部各級首長宣達說明，強調 EMS

原則必須整合於所有的核心工作領域中，以提升任務的績效、保持良好的守規性記錄、

避免風險與污染、告知大眾，以及提高國防部各局室與外部機構的生產力。國防部所推

動的 EMS，範圍不僅止於 EO 13148的要求，且涵蓋諸多軍事的考量及 ISO 14001中的規

定，主要包括： 

˙高階主管對於管理系統下達符合環境法規、污染預防及持續改善之命令的承

諾；  

˙整合性的規劃，包括降低環境衝擊與支持任務優先順序之標的；  

˙確保達成目標與標的之運作，以及人員勝任與責任之訓練；  

˙自我評量與矯正的程序，包括自預算程序中所鑑別出優先項目與需求。  

˙資深主管對管理系統的定期審查，並針對審查結果提出改善及公佈的建議。 
在該國防部 EMS原則聲明中，並提及將推動 ISO 14001的第三者驗證程序，以提

升系統建制的公信力，但所屬的機構是否須進行驗證，則須視個別單位特性的差異而定。

在國防部的宣示下，美國海軍亦已推動許多 EMS 相關的方案，如目的在使艦艇 EMS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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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驗證的 The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T-AKE Program，此方案除預計通過驗證外，

並將降低路易士級與克拉克級艦 70%的廢棄物產生量，每年將節省 500 萬美元以上的廢

棄物處理經費[8]。 

4.7 結合 ISO 14001/責任照顧聯合驗證活動之興起  

責任照顧(Responsible Care, RC)是美國與加拿大化學製造業者於 1984 年起發

起的企業自發性環境與職安衛管理活動，目前已在國際間廣為推動。由於 RC 之工

作內涵中，亦包含約 25%的環境面的管理要項，故如何將 EMS 與 RC 適當的整合，

一直是業者亟欲思考的課題。美國 BASF 公司於密西根州 Wyandotte 地區的子公司

Elastocell® Microcellular Polyurethanes，於 2002 年 5 月中旬獲得全世界首例的 ISO 

14001 與責任照顧之聯合驗證，此活動是美國化學協會(ACC)所推動的試行計畫，

BASF 公司是美國的跨國性公司，子公司涵蓋全世界 170 多個國家，原總員工人數

超過 90,000 人。本計畫鼓勵 ACC 的會員公司同時登錄國際性 EMS 標準及已推動

13 年之久且範圍涵蓋環境及工業安全衛生的責任照顧制度活動。美國係於 1988 年

11 月開始採用 RC 指引，以指導廠商實施 RC，並評量廠商的績效。ACC 的會員公

司必須實施 RC，以持續改善環境及工業安全衛生的績效，並與社會大眾對話。而

在之後的幾年間，ISO 14001 開始廣為國際社會重視並接受後，有許多企業認為可

進一步採用 EMS，使環境事務的管理更具效益，故紛紛建制之，進而影響至供應

鏈兩造間的要求，特別是三大汽車公司—福特、通用及克來施勒，均已要求其第一

層的供應商必須於 2003 年前取得 ISO 14001 之驗證，否則將喪失續簽合約的機會。

此項汽車業的要求立即衝擊到已投入相當資源與時間於 RC 的化學公司，並促使

ACC 開始討論增加 RC 之查證程序，正如 ISO 14001 及汽車業之 QS 9000 的驗證程

序一般。因為 RC 可補充 ISO 14001 對於工安與衛生等議題之不足，故 ACC 認為

將二種制度同時實施似乎是一項非常合乎邏輯的方式。BASF 及其他 ACC 成員原

希望登錄 RC 的效力，可以等同於 ISO 14001 標準的驗證，但事實上並不可能，故

後來 ACC 便採用二項制度同時實施，並進行聯合驗證的作法，鼓勵成員公司參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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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各新近標準之發展趨勢 

綜觀 ISO/TC 207 近年來對於環境管理系列各新近標準推動與發展的方向，主

要包括以下各項工作：  

1.TC 207 未來願景工作小組(FVTF)提出具前瞻性之工作報告  

2.ISO 14001/ISO 14004 之改版方向  

3.ISO 制訂新的驗證機構管理標準  

4.ISO 19011 已順利公告  

5.ISO 14062 環境化設計標準正式公告  

6.ISO WG4 繼續順利推進 ISO 14063 環境溝通相關標準  

7.TC 207 成立 WG5 新工作小組制訂 ISO 氣候變遷相關標準   

8.ISO 開始研議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標準  

5.1 TC 207 未來願景工作小組(FVTF)提出具前瞻性之工作報告  

ISO TC 207 的工作範圍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將會有所改變。TC 207 係於 2001

年成立未來願景工作小組(FVTF)負責制訂該技術委員會未來之工作策略規劃。該

小組復於 2002 年 TC 207 第十屆年會中提出初步的工作報告，提供各會員國代表

討論。FVTF 目前已著手進行三項主要工作：首先，FVTF 協助 TC 207 規劃出席世

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SSD Rio +10)的計畫，包括向世界各國介紹 TC 207 工作現況

與展望等。其次，FVTF修正及更新一份名為"Meet the Whole Family"介紹 ISO 14000

的小冊，並在高峰會中發表。第三，工作小組將進行中的策略規劃文件，與 NGO

工作小組等團體分享及討論。FVTF 回顧並檢視 ISO TC 207 自 1992 年(里約地球高

峰會舉行的當年)起至今，過去 10 年來的歷史及工作成果。TC 207 自 1993 年成立

迄今，主要的工作領域均在於環境管理系統及相關工具性標準之制訂，而目前已將

領域擴展至環境溝通與氣候變遷等議題。FVTF 的研擬之策略規劃，將嘗試把過去

10年所推動的 EMS系列標準予以正式定形；另有鑑於企業界對於 ISO 14000與 ISO 

9000 整合的要求日益升高，FVTF 對於整合性管理系統標準之研擬方向亦將投注相

當的心力。FVTF 為 TC 207 所勾勒的願景為：「TC 207 將致力使 ISO 14000 系列

標準成為卓越的國際標準，期使全世界樂於接受，切合使用者需求，達成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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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世界貿易，協助組織改善環境績效。」。在此願景下，FVTF 擬定下列策略性

目標：  

 

˙保持切合市場需求之服務；  

˙繼續推動 ISO 14000 標準之使用；  

˙確認世界各國對這些標準之制訂、接受及使用等階段的參與情形；  

˙確認持續適切地、平等地、完整地及正確地使用 ISO 14000 標準。 
FVTF 亦鑑別出幾項特定的議題，將自今年度起陸續推動，包括：環境會計、

風險管理、安全與衛生、三重基線、組織透明度、社會責任以及企業治理等 [10]。  

5.2 ISO 14001/ISO 14004 之改版方向  

負責 ISO 14001修訂工作的 ISO/TC 207/WG1工作小組代表在 2001年 10月間

於英國倫敦聚會，繼續 7 月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年會中啟動的 ISO 14001 標準修訂工

作，商討此第一份 ISO 14001 標準草案的定版內容，會後該工作小組隨即完成一份

非官方的標準草案，並分送各 ISO 會員國進行審查與評論。WG1 並已於 11 月中假

丹麥畢隆市，針對彙整完成的各會員國意見進行討論，期望能掌握預期進度在

2003/2004 年間正式公告 ISO 14001/ISO 14004 修正標準。負責 ISO 14004 修訂工

作的 WG2 工作小組亦在同時 11 月假畢隆市舉行會議，決議 ISO 14004 的改版幅

度與範圍會較 ISO 14001 大得多，許多實質且重要的內容均會加以修正，此外並完

成 ISO 14004 指導綱要標準草案(ISO/CD 14004)的制訂工作。 
在 ISO 14001 本文的修訂中，有許多重點將會重新修正，例如「活動、產品或

服務」有可能被改為「活動、產品及服務」，此項修正看似無關重要，但事實上對

標準的使用者而言，卻影響至深；因為前者(「或」)意味著標準適用範圍的彈性化，

系統的建制可針對組織的活動、產品或服務三者之一或全部，而不一定須要針對三

者一起實施，而後者(「及」)顯然對 EMS 考量的範圍與對象，有著更嚴格的要求。

此外，新的 ISO 14001 版本為考慮中小企業的適用性，將降低標準內容中對文件化

要求的程度，以減輕組織的負擔。其他的修正方向尚包括：守規性之嚴謹度、環境

績效評量、環境溝通的要求、文件與記錄整合等的修正或補充，凡此種種均值得已

獲 ISO 14001 驗證或正追求驗證中的組織加以重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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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SO 制訂新的驗證機構管理標準  

為回應世界各地對於提升驗證機構驗證效力及稽核人員素質的呼聲，國際標

準化組織(ISO)已於 2002 年後半年公告一份新的驗證機構的管理標準，以做為此相

關領域之全球標竿性的準則。此份編號為 ISO/IEC 17024 的標準，內容包括對於驗

證機構稽核人員之一般性要求事項，目前已進入國際標準草案版(DIS)的階段，已

於 2002 年 4 月前開放會員國提供修正意見，並於 2002 年底之前正式公告。數年

前於 ISO 符合性評估委員會(CASCO)中曾針對驗證機構稽核人員專業能力之信賴

度查證工作，已制訂相關的規定。然而，由最近一些弊端的發生，各利害相關者對

於稽核人員能夠擁有充足的技能與知識，以進行令人信賴及公正無私的驗證程序之

期望已大為昇高。CASCO 所制訂的 ISO 17024 標準，目的即在於使各利害相關者

能確信驗證機構之驗證能力及公正性能夠符合 ISO 標準規範的要求。此標準亦能

協助驗證機構受到世界各地的企業所公認，從而有助於不同驗證機構稽核人員間之

調和與一致性的確認 [13]。  

5.4 ISO 19011 標準已順利公告  

由 ISO 品質與環境稽核聯合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制訂的「ISO 19011 品質與環境

管理系統稽核指導綱要標準」，已於 2002 年 1 月中旬於溫哥華的會議中，順利進

入國際標準最終草案版(FDIS)的制訂階段。會議中主要的爭議，在於標準中第七節

針對稽核員的能力、教育及經驗等要求準則的討論，ISO 秘書處正積極針對來自各

會員國厚約 120 頁的評論與修正意見，進行最後解析(resolution)的程序，而在 2002

年 9 月已順利公告國際標準版 ISO 的 19011。標準制訂的專家們，對於這份整合品

質與環境稽核的新標準，可以完整地取代 ISO 14010-12 及 ISO 10011 標準，具有

深切的期待 [14]。 
5.5 ISO 14062 環境化設計標準正式公告  

ISO 第 207 號技術委員會第三工作小組(WG3)經過超過二年的制訂時程，終

於將「ISO 14062 整合環境考量面於產品設計」之技術報告於 2002 年 2 月正式核

准。ISO 14062 制訂之目的在於指導組織，在產品發展之各個生命週期階段中納入

環境議題的考量，即所熟知的環保化設計(DfE)。此具共識性文件雖然進展快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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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得來不易，因原先的提案曾遭到美國與加拿大的反對，以及多次的修訂。該文件

係於 2001 年 12 月 15 日進行委員會草案(CD)版的投票，並經 64%的 TC 207 成員

國贊成通過，ISO 已 2002 年上旬正式公告官方的國際版標準。TC 207 並已在 2002

年 6 月於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年會中檢視此標準及其在企業間的應用情形 [15]。  

5.6 ISO WG4 繼續順利推進 ISO 14063 環境溝通相關標準  

TC 207 WG4 在 2002 年 6 月 8-16 日約翰尼斯堡年會的技術委員會議中，討論

近 400 個有關新的 ISO 14063 標準「環境管理–環境溝通–指導綱要與範例」(WD2

版)的評論與修正意見，並已在溝通的原則與運作架構、除報告以外之溝通作法上

的指導綱要等要項上獲致相當顯著的共識。「溝通之連續性 (continuum of 

communication)」是在 WG4 會議中一個主要新興的議題，在此所謂連續的過程中，

溝通的範圍包括由公司之自主控制並向外傳送的信息，至外部強制要求公開的資

訊。WG4 將這二個極端的作法，區分為單向與雙向溝通，目前 ISO 14063 WD2 版

的制訂方式較傾向於單向溝通，而有許多與會代表一再提出建議亟欲修正之，可見

此議題在此標準中之重要性。對許多代表之認知而言，環境溝通主要在於對話，然

而環境溝通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議題，單向溝通須與其他標準中的作法(如雙

向溝通)達成平衡，並反映出使用者或公司之實際需求。環境溝通標準之主要精神

並不止於企業提出環境報告，而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利害相關者能有適當的參與；企

業在與外界對話前，須先確認某些內部思考(如溝通的對象與內容等)的需求。ISO 

14063 WD2 版標準共有六個小節，除第六節(內容為公司如何規劃及執行溝通活動)

仍在研商中外，其餘五個小節均已完成初稿，WG4 希望在 10 月份於墨西哥會議中

能夠將全部的文稿定案，正式進入 WD3 版的進度。另一個會議中討論的焦點為是

否需將產品面的資訊納入此環境溝通標準的內容中，以及是否需將此標準與 ISO 

14020 環境宣告與訴求系列標準有所連結與區隔。此外，直至目前與會代表對於將

環境溝通成為環境管理系統(EMS)之強制性要求多表示不贊同，此即是 WG4 在編

制上未納入 TC 207 SC1(負責 EMS 標準制訂)架構之下的主要原因。WG4 希望能將

此文件之正式國際標準版(IS)於 2004 年 9 月前順利公告 [16]。 
5.7 TC 207 成立 WG5 新工作小組制訂 ISO 氣候變遷相關標準   

來自南非約翰尼斯堡的消息指出，國際間將可在 2005 年中旬前出現一份用以



120  ISO 14000 國際環境管理系列標準之發展趨勢評析 

量測、報告及查證溫室效應氣體(GHG)排放的國際標準。此期程是由 TC 207於 2002

年 6 月新近成立的第五工作小組(WG5)所設定的，此新標準制訂的提案並獲得會員

國壓倒性的同意，並同時進行標準制訂的相關工作。GHG 減量之績效在環境管理

系統中已成為重要的議題，甚至有專家指出，未將氣候變遷議題制訂為環境標準，

就如欲煮蛋而無水一般的窘迫。WG5 工作小組之召集人分別由代表開發中國家的

馬來西亞及代表已開發國家的加拿大所擔任，希望能消弭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間對

此議題之歧見，以有效推動此 ISO 標準之制訂工作。雖然美國布希總統一直對京

都議定書採取排斥的態度，但 WG5 的美國與會代表(US TAG)對此標準之推動，卻

迥異於其政府的作法，表達十分支持的態度，解除了與會者不少疑慮。WG5 在 6

月間的工作會議中已有重大的進展，與會代表均能肯定並接受馬來西亞及加拿大二

國所提出的新工作提案(NWIP)內容，與過去各國間因政治問題所產生的歧異而進

度受阻的情形大不相同 [17]。 
WG5 是直接向 ISO TC 207 負責的工作小組，而非次委員會(SC)，每週開會三

次，已建立四個特別小組(AHG)，進行下列領域的工作： 
˙ISO TC 207 WG5 AHG 1—實體量測(巴西與美國擔任協調者)；  

˙ISO TC 207 WG5 AHG 2—計畫量測(印度與日本擔任協調者)；  

˙ISO TC 207 WG5 AHG 3—查證(捷克與英國擔任協調者)；  

˙ISO TC 207 WG5 AHG 4—交叉切割主題(Cross-cutting Subjects，德國擔任協

調者)。 
根據 ISO/TC 207/WG5 第 N569 號報告指出，這些 AHGs 被賦予特定的工作，

AHGs 1、2、3 將執行下列的分析： 
˙如需要時，在附錄 E 中確認與闡明新的工作項目；  

˙彙集與此工作關係密切的既有根源性文件；  

˙鑑別持續的活動，例如預期中的事件與期程；  

針對每一個新工作要項編訂最佳實務指引；  

˙鑑別新工作要項與最佳實務指引間之差距；  

˙針對每一個新工作要項發展初步的最佳實務要求事項。 
AHG 4 則負責鑑別交叉切割主題，以利其他 AHGs 遂行其工作，如建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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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專門術語、一致性、調和性，伙伴關係及利害相關者及最佳實務準則等。

WG5 的初步工作計畫項目及時程為： 
˙發展工作小組版草案(WD)—至 2003 年 4 月前；  

˙協商委員會版(CD)草案—2003 年 5 月至 2003 年 7 月；  

˙公告國際標準版草案(DIS)—2004 年中旬前；  

˙公告最終國際標準版草案(FDIS)—2005 年上旬前；  

˙公告國際標準版(IS)—2005 年中旬前。  

5.8 ISO 研議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標準  

ISO 目前已成立委員會，計畫將針對以人權為主題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管理系統，制訂國際通用的標準，雖然部分委員會成員仍

存有異議。2002 年 4 月 ISO 消費者政策委員會(ISO’s Consumer Policy Committee, 

COPOLCO)已制訂出 CSR 草案，旋即受到外界質疑應否在此時即須將 CSR 化為一

致性的標準。由 COPOLCO 全球市場消費者保護工作小組所制訂名為「ISO 企業責

任標準之條件與可行性」的報告，內容大量列舉了國際間既有 CSR 的相關活動背

景資訊，包括以色列標準協會所制訂的 CSR 草案 SI 10000 及德國 CSR 驗證草案

等，以及國際間較通用的 CSR 正式指引。結論中並指出，面對全球各界不斷對企

業善盡社會責任的呼聲，ISO 目前正處於制訂 CSR 管理系統標準(MSS)的有利時

機。工作小組認為 ISO CSR 由消費者與企業的觀點而言，是值得期待的；另由標

準發展及企業運作的考量而言，亦是可行的。故其將繼續致力於國際間共識的建

立，並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之查證與量測的運作機制。COPOLCO 工作小組 CSR

的內容，涵蓋來自產業界、政府單位及公眾利害相關團體等之觀點與意見，期望企

業在安全與衛生、人權、消費者保護及環境政策等方面能有更大的透明度。ISO 中

之 ISO 9000 與 ISO 14000 領導聯繫小組於 4 月間，對 COPOLCO 工作小組 CSR 的

工作成果表示喝采，並肯定與支持其未來的工作方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已非

CSR 的觀念是否好壞，而是 ISO 應如何審慎與適切地將其發展為國際標準。該

COPOLCO 報告列舉出任何希望有效執行 CSR 的計畫，必須涵蓋下列五個要項： 
1.相關的規範與原則之鑑別與選擇；  

2.在 CSR 發展與制訂的過程中利害相關者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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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認組織承諾、目標與量測、查證結果之方式；  

4.查證 CSR 目標進展的技術；  

5.對利害相關者報告與溝通的架構。 
雖然現在對 CSR 仍有雜音存在，但該 ISO CSR 草案最近已交付 ISO 技術管理

委員會(TMB)進一步討論與修訂，未來 ISO 有可能成立一個新的工作小組繼續研商

CSR 標準的制訂，判斷是否符合 ISO 現階段的議程進度 [18]。 

六、我國推動 ISO 14000現況之檢討 

如前所述，正當 ISO 14000 標準之發展日益更新，以及全球各國現今正以更積

極的方式推動 ISO 14001 之際，近二年來台灣推動腳步的趨緩，十分值得我們加以

檢討與省思。  

首先，國內組織(或企業)在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驗證過程中，其對

於法規符合度的要求，始終無法得到環保主管機關的認同和支持，因此相較於先進

國家已逐漸將環境管理系統的推動與環保行政管制配套實施之時，我國卻仍然停留

在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輔導階段，與原先之預期進度比較顯然不夠積極。據

此現象，一方面通過驗證的組織(或企業)，應該更嚴謹執行有關法規符合度部分之

要求，而驗證單位要有明確的規範，以確實反映組織(或企業)在環境管理工作上的

表現及努力；另一方面政府相關單位應考量國際趨勢之發展，充分溝通配合，以調

整現行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推動策略。  

其次有關於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推動過程中，各種技術工具(包括 EA、

LCA、EPE、EL、CER、CP、GP、Eco-efficiency 等)的發展和使用，對於系統的建

制和有效實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內對於相關技術工具之應用，亦相當重

視，但是各種技術工具由不同單位發展推動的結果，仍然停留在引進國外技術工具

應用於國內案例的階段，對於本土環境管理技術工具的落實發展不夠深入，面對企

業環境問題的多樣，管理技術工具的多樣有其必要性，但應強調其應用之特性及目

的，以免發生「一人一把號」的現象，造成資源分散，功能混淆重疊之結果。  

最後，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的建制，必須落實「持續改善」的觀念；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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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的運作，應該隨著組織(或企業)的轉型成長、社會環境的變遷、利害相關

者的期望而調整。「一次完成」的環境管理系統，並不能提供組織(或企業)「終身

保障」。建制與運作一個積極成長、有彈性、有韌性的系統，應該是每一個組織(或

企業)面對不斷變遷之環境挑戰的終極目標。而環境管理系統的建制與運作人員，

除了對管理系統的認知之外，必須有充分的製程及環境相關專業素養，才能針對組

織(或企業)的特性，完整發掘出重大環境考量面，以系統建制和技術改善並進的方

式，提出具體的環境管理方案，展現出組織(或企業)的環境績效。 

七、結  論 

過去幾年國內推動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已有相當具體之績效，但是一些突

發的特殊案例，也暴露了部分已通過驗證之組織(或企業)忽視了 ISO 14000著重「適

法、溝通、專業、持續改善」的特質。然而一些突發的特殊案例，也提供了國內推

動 ISO 14000 的反省機會，加之以 ISO 14000 系列標準發展面向(如氣候變遷、環

境化設計及環境溝通等 )與國際間之應用領域日漸廣泛，讓我們體會到我國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的運作，已經面臨「調整觀念、調整腳步、重新出發」的重要

關鍵。瞻前顧後，面對台灣已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以及推動 ISO 14000 已經成

為國際潮流的趨勢，如何「持續改善」現行的 ISO 14000 推動策略及執行系統，應

為國內各政府單位及民間相關組織(或企業)「持續推動」環境管理系統最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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