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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業環境績效與永續發展

林彥妗*、吳爾昌** 

摘  要

環境績效評估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是對組織環境績

效進行量測與評估的一種有系統化的程序，其係為一種持續性（包括過去、現在

及未來）的資訊收集與評估的作業，檢討的對象是組織的管理系統、作業系統及

周圍環境狀況。

為了 獲 得 最 低的 整 體 成 本， 以 提 昇 企業 之 競 爭 能力 ， 企 業 除了 應 符 合 ISO 

14000 標準之需求外，更應以永續發展作為企業永續經營的先決條件。本文彙整

國內外環境績效管理趨勢及指標評估案例說明，建議產業應及早建立與經濟、社

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均協調之永續發展指標，整合管理系統之力量，創造更好的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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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永續發展為指導原則建立企業環境績效指標 

環境績效評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PE）是利用一套適當

的指標，將企業組織的環境管理成效清楚明瞭地表現出來。不僅可做為企業內部管

理的參考，亦能做為對外溝通的依據。為對應不同層級的環境議題，必須選擇適當

的環境指標。  

在 ISO 相關的系列標準中，環境績效評估系統被定義為審查組織環境考量面

的工具，用以評核目標是否達成。所謂的「環境考量面」，則被廣泛定義為組織活

動、產品或服務與環境產生互動的任何因素。一般執行環境績效評估，會先解析企

業工作流程，然後進行環境考量面的評估。並針對不同的考量面選擇適當與相對應

的指標，建構成環境績效評估指標。之後再根據指標所需去蒐集相關數據及資訊，

透過適當的分析與轉化方式，獲得有意義的數值來對應每個指標。  

一般環境績效指標可分為環境績效指標（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PIs）與環境狀態指標（Environmental Condition Indicators, ECIs）兩大類。而 EPIs

又 可 再 細 分 為 有 關 組 織 管 理 成 效 的 管 理 績 效 指 標 （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MPIs），以及有關組織操作成效的操作績效指標（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PIs）兩種類型。ECIs 則可提供環境狀態相關的資訊，可幫助組織更加

明瞭其環境考量面是否完整。  

自從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議」結束之後，針對「永續的發展」原則，國際上

許多相關的團體組織或單位陸續成立，其中有的負責實際執行工作，有的則從旁觀

察、評估、比較而提出批評與建議。而依照這些團體組織或單位所提出的建議，企

業要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可依下列原則來實施：  

1.管理和改善企業自己本身內部的環境績效  

在均衡經濟、環境、社會各項因子之中，認清未來的需求，包括考量公司

組織結構、顧客期望、附近社區期望、法律規定、新生產技術等，尋找優先發

展方案，以持續管理和改善企業自己本身內部的環境績效。  

2.整合永續的發展原則於各項策略和措施中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3 期(Jan. 2005) 3 

瞭解本世代和未來世代的需求，以及企業自己本身的作為可能對全球性的

衝擊，以預防原則為基礎，整合永續的發展原則於企業各項策略和措施中。  

3.教育和增進所有員工對於永續發展事務的認知  

以讓員工告訴民眾該公司已經有環保認知和行動具有環境責任的知識能力

和改善動機。讓員工瞭解如何貢獻自己的心力去讓企業永續發展，同時並身體

力行追求自己生活環境永續的發展。  

4.向所有員工去請教、諮詢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的最佳執行方案  

如 果 沒 有 員 工 在 早 期 規 劃 階 段 的 參 與 ， 在 執 行 階 段 他 們 的 支 持 度 也 會 降

低。員工的參與亦能夠在執行發生問題時，幫助作最快速的釐清，有效的展現

問題所在。  

5.建立多部門參與訂定永續經營策略和行動計畫的機制  

整個企業的運作必須由多部門參與，以提供充分的建議，共同來訂定永續

經營策略和行動計畫，以期建立公平、和諧、負責、不斷檢討、持續改善的運

作關係。  

6.建立企業的「環境管理系統」作為企業經營的管理依據  

企 業 應 當 瞭 解 本 身 的 主 要 發 展 課 題 將 產 生 何 種 影 響 ？ 影 響 程 度 、 範 圍 如

何 ？ 為 何 會 受 影 響 ？ 必 須 面 對 什 麼 問 題 ？ 主 要 癥 結 是 什 麼 ？ 瞭 解 這 些 課 題 之

後，再去推動或改進符合需求的「環境管理系統」計畫，作為企業經營的管理

依據。  

7.建立一致性、共識性的「企業永續性指標」  

為了監測和評估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的進步程度，有必要建立一致性、共識

性的「企業永續性指標」。避免決策資料是零散不全、漫無頭緒，甚至是錯誤

讓百出的。如此企業決策的品質自然期待能夠大幅提高，甚至計畫執行的期程，

考核的續效都可以透過此種指標來完成作業。  

然而，如前所述，「21 世紀議程」與「ISO 14000 系列」仍然無法完全滿足「永

續的發展」原則之需求，充其量，只是旅程的起點而非終點。因此，企業不應僅以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的認證及相關規範就自滿。ISO14000 環境管理系列也非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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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企業應秉於「永續的發展」原則，強調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的協調，

朝向建置一個「全面管理系統」努力。  

因此，企業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成功可歸納出 10 個關鍵因素，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業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成功之 10 個關鍵因素  

1.策略階梯化(Cascading)  將公司之總方向與總目標予以階梯式的細

分成明確之執行步驟。 

2.決心(Commitment)  施行環境績效量測有賴全公司人員義無反

顧之決心。 

3.比較(Comparison) 

未經比較的環境績效量測必失去其意義。與

其他機構比較之項目包括方法、趨勢、改進

速率、指標、符合法規之程度及理想目標

等。 

4.易理解(Comprehensible)  環境績效量測須簡單且容易了解。 

5.適當之涵蓋性(Comprehensive)  
單 一 之 環 境 績 效 量 測 其 涵 蓋 層 面 必 然 不

足，故有必要使用各種環境績效量測之評分

表。 

6.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環境績效量測必須導致持續性改善。 

7.可控制(Controllable)  環境績效量測與改進環境績效二者間須有

清楚之區分。 

8.成本(Cost) 
環 境 績 效 量 測 系 統 裝 設 與 操 作 皆 需 要 成

本，此外環境相關活動之效益與成本之量測

亦是一種成本。 

9.可信度(Credibility)  環境績效量測對於不同對象皆須具有可信

度。 

10.顧客觀點(Customer focus)  
每一種環境績效量測必須清楚界定其特定

之顧客(亦即聽眾)，並且在環境績效量測設

計與執行過程中顧及其特定之顧客之需要。 
 

一般可被使用的環境績效量測項目有 8 項，即衝擊、風險、排放物／廢棄物、

輸入、資源、效率、顧客、財力。目前大部份環境績效之量測活動多集中在效率、

污染排放及廢棄物。這些量測在未來將持續地有其重要性。然而以中長程觀點來

看，應擴展環境績效量測以說明對於生態之衝擊及企業整合性之環境政策。  

對於目前資訊產業所應關注的國際環保議題，首先，為因應未來國際貿易間碳

交易趨勢，建議產業應及早建立溫室效應相關指標；此外，受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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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綠色產品、綠色設計、綠色採購及綠色夥伴等要求日趨增加的影響，亦建議相

關業者能將綠色產品相關指標，納入環境績效指標系統之中，並整合管理系統之力

量，創造更好的環境績效。  

二、案例介紹 

汽車業一向是新技術與開發領域的龍頭，促進了製造業的生產力與創新精神。

在汽車業的帶領下，其他行業也採用其製造技術。故本文以瑞利公司執行環境績效

評估案例說明如下：  

瑞利公司成立於 1970 年，主要產品及服務為 OEM 汽車廠零件、外銷售後服

務鈑金零件及模、冶具，目前有高雄總廠、新竹廠及海南廠三個廠區，員工總人數

約 780 人，資本額為新台幣 17 億 6 仟 5 佰萬元。其主要客戶包含台灣地區的國瑞

汽車、裕隆汽車、中華汽車、福特六和汽車、慶眾汽車、台灣五十鈴、台灣通用、

台朔汽車、台灣本田)等，大陸地區的東風汽車(神龍汽車 /風神汽車)、長安汽車、

上海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上海拖拉機內燃機公司、江鈴五十鈴汽車、東南汽車、海

南汽車等，以及國外的 Oxford Automotive、Mazda Motor Corp 等大廠。  

瑞利公司執行環境績效評估案例進行說明如下：  

1.環境績效指標之選定  

實施環境績效評估，可以加強公司了解環境衝擊的程度、協助持續改善環

境、決定環境管理的成效及取信於利害相關者等，經收集、量測、分析評估、

溝通等程序後，瑞利公司選定了以下之環境績效指標：  
 

績效項目  績效說明  績效值  

能源  電費 /營業比例  0.853% 

教育訓練  年度環境類教育訓練人數  415 人  

料架 100% 
廢棄物  產品包裝材料回收  

塑膠籃 100% 

COD 100% 
水污染  水污染排放合格率  

S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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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劑使用量比率 29%以下  
資源  化學藥劑使用量  

助凝劑使用量比率 1.4%以下  

2.環境績效  

瑞 利 公 司 廢 水 排 放 須 符 合 放 流 水 質 標 準 值 ， 分 別 為 COD=100mg/L ，

SS=30mg/L，為達有效管理，並降低公司對水資源所造成的衝擊，在考量本身

廢水處理設備之功能與處理費用下，擬定比環保署所規範之放流水標準更加嚴

格之自定標準，以 COD=80mg/L，SS=25mg/L 作為管制標準，期望對保護自然

環境能多盡一些棉薄心力。  

3.產品績效  

ISO14001 之建立，除了可直接降低對環境的衝擊，對於生產方面亦有其他

效益，例如：瑞利公司產品所使用的包裝塑膠籃即以 100%之回收，鐵製包裝料

架也以拆解運回方式，亦希望能達到 100%目標 ;在素材之使用方面，不斷地提

高其使用率也是公司對資源善用的承諾，透過以上種種作法的實施，不但可以

回饋到公司產品成本上，亦能展現出公司產品績效。  

三、提升企業環境基效應有之認知與行動 

為了獲得最低的整體成本，以提升企業之競爭能力，企業除了應符合 ISO 14000

標準之需求外，尚應有下列幾點認知與行動：  

1.人類永續發展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先決條件  

企業為整個地球生命共同體的一個份子，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過程中，

不應忽略此一關係及應盡之責任。企業除了應多採取自願性的環境保行動計畫

之外，並可由參與推動永續發展的組織團體，開始有所作為。  

2.環境管理系統絕非終點  

「永續的發展」原則強調經濟、社會及環境等所有層面的協調，因此，企

業應朝向建置一個「全管理系統」努力，畢竟環境管理系統只是一個限制條件

而非可追求之目標。不過，面對日益消失的資源、全球的環境問題和期望，只

有開始採取立即的行動，才能稍有解決，否則全球環境將會加速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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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清潔生產技術的研發是主要的重點，但是，其他配合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才

是致勝的關鍵。許多非永續性的產品或過度包裝的消費性產品最終的歸宿都落

在消費當地，而變成地方政府必須處理的大量垃圾、污染物、毒化物。對於這

些產品的生產，地方政府實在很少有權力去加以管理，尤其是自其他轄區運輸

進來販售的產品，因此企業必須加強研發清潔生產技術，並加以推廣應用。  

四、結語 

企業為了要提升環境績效與永續發展，可參考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認

定之生態效益七點要素建立相關指標如下：  

(1)產品和服務的原料密集度(material intensity)。  

(2)產品和服務的能源密集度(energy intensity)。  

(3)毒物的擴散。  

(4)物料的可回收性。  

(5)新的資源達到最限度的永續使用。  

(6)產品的耐久性。  

(7)產品和服務的服務強度(service intensity)。  

4.管理效率與效益的提昇  

不斷提昇企業整體之管理效率與效益也是企業永續經營所不可或缺的必要

條件，除了管理的科學之外，管理的藝術與哲學也是不可或缺的。  

五、參考文獻 

1.廖述良、李宗勳，「國家與企業永續發展之迷思」，永續發展下之產業環保新

觀念與策略研討會論文集，中壢，第 195-203 頁(1998)。  

2.陳秋楊，「永續發展之環境管理」，環境規劃及管理研討會論文集(1994) 。  

3.Haberl, H.,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as an Environmental 



8 提升企業環境環境績效與永續發展 

Indicator-Implica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BIO, Vol. 26, Iss. 3, pp. 

143-146 (1997). 

4.Macnaghten, P. and Jacobs, M., “Public Identificatio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igating Cultural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Vol. 7, Iss. 1, pp. 5-24 (1997). 

5.Ricker, M., “Limits to Economic-Growth as Shown by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Model,”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21, Iss. 2, pp. 141-158 (1997). 

6.Wiggering, H. and Rennings, K.,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Geology Meets Economy,” 

Environmental Geology, Vol. 32, Iss. 1, pp. 71-78 (1997). 

7.經濟部工業局，「生命週期評估與環境績效之結合」，工安環保報導，(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