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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歐盟的法規如 ELV、WEEE 及 RoHS 等指令的頒佈，全球產業及供應

鏈網絡均受到相當的衝擊。台灣的產業界近來也在綠色供應鏈管理上多所著力，其

中技術面及管理面衍生的問題不少，本文就汽車產業在建構綠色供應鏈時之問題與

現象，進行探討，分析主要議題的現況及發展趨勢。尤其側重於供應商評估管理面，

探討如何在傳統的績效評估構面上增加環境或綠色的構面。文中並就褔特六和之綠

色供應鏈管理及作法，包括材料管理系統平台及供應商評鑑系統（Q1）之發展做

概略性介紹。最後則列出一些可資應用的環境績效指標，並以國內汽車業主要供應

商為調查對象，分析供應商環境績效的分類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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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因全球環保意識提高，加以及各項環保法令陸續推動，企業對環境

保護的觀念已從管末處理逐漸發展至清潔生產，再從清潔生產演進為綠色產品以致

於綠色供應鏈的建置。以汽車業而言，歐盟所主導的廢棄車輛指引 (End of Life 

Vehicle Directive, ELV)，即對於汽車產品的可回收性及環保性產生很大的壓力，需

要更嚴謹的產品設計及綠色供應鏈管理。  

台灣的汽車雖未直接銷往歐盟，但由於各大車廠的全球策略趨向環保，整個

供應鏈體系或 AM 零件體系亦隨之調整，且台灣汽車業近年來積極開拓歐、美、

日市場，因此不論是整車廠還是零件廠，皆受到不同程度的環保挑戰，為了生產符

合法令規定且對環境友善之綠色產品，產品的源頭管理(upstream management)是必

要的。推行綠色供應鏈管理能有效管控產品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是汽車產業因應

未來環保趨勢所勢在必行的方向。  

雖然台灣的汽車產業目前可達到國內環境法規之要求，但是未來面對國際環

保法規門檻陸續提升，以及顧客環境意識高漲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將是更大的挑

戰，這對有意推展國際市場的業者更形重要；除了傳統供應鏈之生產成本、品質、

彈性、及速度之基本要求外，企業更需要從設計之初就考量降低產品從搖籃到墳墓

所帶來的環境衝擊及整體成本。因此，汽車業必須擬定應變的策略，整合整個汽車

產業供應鏈的成員，共同考量生產成本並兼顧環境要求之汽車產品之方式。  

二、綠色供應鏈建置之驅動力及作法 

1.法規日趨嚴格 

近年來除了前述的 ELV 之外，還有多項法規影響了汽車產業，各項環境相

關之國際法規歸納於表 1，這些法規顯示了對於汽車產業的挑戰是多元的，建置

穩固的綠色供應鏈勢在必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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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環保法規對汽車及零組件產品的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地 
區 法令/條款 管制項目 產品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WEEE 指令 
針對廢電子電器產品之焚化、掩埋及回

收的規範與要求 
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質

等 有 利 於 回 收 之 設 計 概

念，導入產品設計中 

RoHS 指令 
2006 年 7 月起電子電機產品限用含

鉛、鎘、汞、六價鉻、溴化防燃劑（PBB、

PBDE）等有害物質 

原料、製程及產品限制含有

該指令名列之管制物質 

包裝材與廢包

裝材指令 

回收包裝材不得含重金屬（鉛、鎘、汞、

六價鉻）而 PVC 屬自願性，並不屬於

法令禁用範圍。必須回收包裝材總產量

(包括進口部份)的 50%，其中至少 25%
必須能再利用，另外，為避免損害單一

市場(歐市)的經濟發展，指令中也規定

回 收 (recycling) 上  限 為 45% 和 再 生

(recovery)上限為 65%。 

除了必須採用不含有害重

金屬之包裝材，還必須使用

可回收、可分解及減量化的

包裝材設計，且必須回收廢

棄的包裝材。 

廢棄車輛法

（ELV） 

2003 年起將鉛、汞、鎘及六價鉻等重金

屬列入車輛禁用原料名單。 
製造商須負擔汽車回收費用及提高汽

車回收率： 
2006 年需達 85%(以重量計)  
2007 年起汽車製造業必須負擔大部份

或全部的收集與回收成本。 
2015 年提高至 95%。 

1.原料、製程及產品均不得

含有該指令名列之管制

物質 
2.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

質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

概念，導入產品設計中。 

化學物質註

冊、評估與核准

（REACH） 

未來除化學物質之製造、輸入者外，相

關產品使用者對需使用化學產品報告

書（Chemical Safety Report）規範以外

之物質，需提呈安全性評估報告。同時

業者具登錄管理系統之義務，並由相關

單位認證評估。 

1.原料、製程及產品均需對

化學物品之使用提呈安

全性報告。 
2.減少化學物質的使用或禁

用需導入產品設計中。 
3.可能會衍生有關所有化學

物品特性及危害性資訊

管理的要求。 

能源使用產品

指令（EuP） 

預期在 2006 年之後，製程節約能源、

能源消耗之產品必須符合生態設計指

令以及環境規格書。 

需以產品生產與能源使用

的架構來建置。產品取決於

電力、化石燃料及再生燃料

之能源輸入與輸出。 

歐

盟 

揮發性有機物

(VOCs)新管制

法 

歐洲要求在VOCs排放上，規定 35g/m2

為限制。 
部分有機溶劑需減少使用

或採用替代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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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環保法規對汽車及零組件產品的設計及製程之影響(續) 

地 
區 法令/條款 管制項目 產品設計及製程之影響 

美

國 
毒性物質控制

（TSCA）

未經美國環保署許可之化學物質，限制

進口、製造及銷售之使用（1976 年制訂）

原料、製程及產品均不得含

有該指令名列之管制物質 

化學物質審查

規則法

化學物質對於動植物影響的審查/規範

制度之導入，對於難分解性、高濃縮性

之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範導入，企業對

於使用化學物質有提出報告之義務

（2003 年修正） 

內容大致同化學物質註冊、

評估與核准（REACH） 

CFC回收破壞

法

針對 CFC 特定產品（業務用冷凍及車用

空調機）具回收義務（2001 年制訂） 
禁止使用 CFC 之產品，並必

須建立回收管道。 

日

本 

汽車回收法

以汽車製造者為回收中心進行回收義務

分擔，並將其中有用金屬、零組件等利

用回收 
（2002 年制訂，2005 年施行） 

易拆解、模組化、單一材質

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概念，

導入產品設計中 

資料來源：福特六和(汽車材料管理應用平台研發計畫)；本研究整理   

 

2.企業形象與品牌價值 

消費者在產品選擇的過程中，企業與品牌形象對之影響甚鉅，而在環境意

識抬頭的趨勢下，綠色產品及嚴謹的環境績效提昇，有助於企業形象與品牌價

值的提升。推動綠色供應鏈管理不僅可提高企業環境績效，確保綠色產品品質，

提高顧客的滿意度。既能讓產品符合法規限制，同時彰顯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更是積極提升企業綠色形象，增加品牌價值的重要方式。  

3.汽車業的發展外銷策略 

由於國內汽車市場有限，各大汽車製造廠近年來無不朝外銷市場的目標努

力。舉例而言，福特六和 TX3 小轎車外銷加拿大，三富汽車生產 GM 之 TROOPER

四輪傳動吉普車回銷美國。未來更有其他歐、美、日市場及如中國大陸、東南

亞、中南美洲等新興市場有待拓展。在汽車業向外拓展的同時，所生產的汽車

將面對更高的環保標準，因此將原僅為內銷而建置的傳統汽車供應鏈綠化是必

然的趨勢。換言之，良好的綠色供應鏈管理，是汽車業積極外銷規劃中亟待著

力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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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色供應鏈的技術及管理問題探討  

在汽車業綠色供應鏈的建置過程中，將牽涉到許多技術與管理層面之問題，

技術層面可以大至跨國性之技術研發 /移轉，小至零件的明確綠色標示；管理層面

的問題亦可大至車廠間的競爭策略，小至製造場所清潔之維持，國內的汽車業正在

綠色供應鏈中這兩個層面上力求進步。以下即討論一些技術上與管理上的重要課

題。  

1.技術課題 

(1)塗裝材料  

塗裝材料在汽車產業甚為重要，除了具有保護汽車鋼板的防蝕功能外，

塗裝材料的進步也讓汽車設計多元化，外觀顏色更多變。然而，以環保的觀

點來看，汽車塗裝將衍生出VOCs排放以及含重金屬物質等問題須待克服。在

VOCs排放上，以歐洲法規定在 35g/m2最為嚴格，國內法規也有日趨嚴格的趨

勢，是相當值得關切的議題；此外，含有重金屬物質的塗料在「計程車黃」

中特別明顯，其中所含的鉛黃是各大法規所明令禁止的，因而該顏色塗料的

替代亦是汽車業關注的焦點之一。  

(2)電鍍  

汽車設計上常用到銀色的電鍍件，除了防蝕功能外，銀色電鍍件的金屬

質感展現時尚與科技的結合，一直是高級車的基本配備。因此，汽車門把、

側邊飾條、水箱護罩等都是銀色電鍍件常出現的地方。為了展現銀色電鍍件

的金屬質感，使用六價鉻電鍍是目前最佳選擇，可以達到最佳效果。但是六

價鉻是重要的禁用物質，業界也正積極開發可能的替代技術。      

(3)PVC 材料  

由於 PVC 的價格便宜、加工性佳，還有耐油性、不易燃等優點，因而在

汽車業被廣泛的應用，包含底部的塗層、安全帶連結、分離件、外部零件等

等，應用十分廣泛。然而，雖然 PVC 含有鉛、鎘穩定劑、不易分類回收且燃

燒會產生戴奧辛等問題，但 PVC 材質仍未列入法令強制禁用之物質，歐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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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準備立法禁止 PVC 中添加鉛和鎘，對於 PVC 相關法令也將日漸完備，是

以，PVC 材質的改良與替代技術是汽車業相當關切的議題。  

(4)車內氣味及潛在有毒物質  

雖然法規對於車內氣味沒有像重金屬物質那樣嚴格規定，但來自於消費

端的壓力，也迫使汽車業著手進行車內氣味改善相關研究。由於汽車組裝過

程使用的接著劑以及內裝之發泡成形品，都會可能產生如甲苯等有毒物質，

因此氣味及潛在有毒物質的去除，亦是關切點之一。  

(5)未來綠色設計趨勢  

由於石油蘊藏量逐漸減少，能源效率愈發重要，同時汽車排氣排放法規

日趨嚴格，迫使汽車業必須有突破性的發展，以因應上述兩項趨勢。因此，

變更汽車的燃料使用以及汽車輕量化一直是汽車業研究發展的重點。像是燃

料電池（Fuel Cell）、近來造成轟動的混合動力(Hybrid)、柴油引擎等新動力

系統；以及更輕量化的合金材料等技術，皆是汽車業供應鏈管理必須注意的

發展趨勢。  

 

表 2  汽車產業面臨之綠色技術問題  

材質或技術  汽車零組件  面臨之物質或問題  
塗裝材料  外殼烤漆  Pb、Cd、VOCs 

電鍍  儀表板裝飾物、車身飾條、門把、水

箱護罩  Cr6+

PVC 
底 部 塗 封 層 、 分 離 件 （ 門 之 嵌

板……）、外部零件（側邊保護……）
Pb、Cd、回收處理  

車內氣味  接著劑、發泡成形品  甲苯、Cd、回收處理  
綠色設計  動力系統、輕質合金  省能源、氣體排放  

 

2.管理課題 

(1)產品材質含量申報、檢驗及驗證作業  

各國相繼建立環境法令，如歐盟推動的「廢棄車輛法（ELV）」已將鉛、

汞、鎘及六價鉻等重金屬物質列入車輛禁用原料名單。而這些公告受管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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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物質是隨著產品生產、組裝的過程中，由「供應鏈」體系上游的原料、

零 件 逐 漸 匯 集 至 下 游 產 品 。 因 此 其 管 制 作 業 必 須 能 夠 配 合 供 應 鏈 體 系 的 管

理，限制並查核各層供應商在這些物質上的使用情形。因此企業必須與供應

商建立相關檢驗技術與驗證系統。  

除了歐盟對於供應商要求申報其使用的特定化學物質外，日本與美國也

逐漸加入要求的行列，所衍生的檢驗項目少則十餘項，多則上千項，因而造

成各級供應商申報作業的負擔。面對如此龐雜的環境要求，企業必須建立統

一性的表單及檢測與驗證系統，並將所有管制體系所需要的資訊、驗證及檢

測標準訂立標準化、資訊化及平台化，以減少未來因環境議題產生的紛擾作

業以及增置成本。  

(2)替代物質與綠色技術之開發  

國際上公告禁用與限用物質、高回收率已成趨勢，面對此趨勢企業必須

從生產者對原料的選擇及產品的設計重新思考，如產品的替代物質、易拆解、

單一材質等有利於回收之設計概念，導入產品設計中，企業必須考量到「產

品系統」，而非僅是「生產製程」中的清潔生產技術。  

對於替代物質或替代技術的開發，各國汽車業均開始研發產品與製程之

限用 /禁用物質的技術，但研發的高成本與不確定性卻讓許多國內廠商望之卻

步，尤其是上游之供應商基於本身規模問題不願意冒風險。面對未來其他化

學 物 質 的 限 制 與 禁 用 物 質 的 規 範 逐 漸 增 多 ， 整 車 廠 要 如 何 在 技 術 層 面 上 教

育、輔導以及管控供應商日漸重要。  

(3)建立回收管道與管理體系  

「廢棄車輛法（ELV）」之訴求，尚包括製造商必須負擔汽車回收費用

及提高汽車回收率：2006 年回收率須達 85%(以重量計)；2015 年回收率則須

提高至 95%；且 2007 年起汽車製造業必須負擔大部份或全部的收集與回收成

本。整車廠必須要求供應商提供可回收且不含有害化學物質的零組件，在材

質的選用、綠色標示及上游零組件的可回收設計上著力，在在都需要整合性

的思維及管理。  

(4)環境績效管理及供應商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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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游供應商的管理，不僅在策略上的結盟，亦需有具體的管理手法及

績效評估方法，具體而言，即在傳統的 QFCSD(Quality、Flexibility、Cost、

Speed、Delivery)之外再加上”E”(Environment)的思維，訂定清晰的績效指標及

相對應的賞罰方式，是為綠色供應鏈建置的重要環節。以 Volvo 汽車為例，

即訂出「供應商評估模式(Supplier Evaluation Model）」與「供應商環境規定

之 自 我 評 估 清 單 （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Suppliers 

Self-assessment）」。「供應商評估模式」中有 11 個主要準則，可再分為評

估參數及細項，此評估工作主要由 Volvo 公司的跨部門小組（供應商品質保

證部、設計部、後勤服務部、售後服務部等）組成，並由採購部成為小組的

總監或負責人。得到所有評估結果加總後，Volvo 公司會依據這些結果要求供

應商提呈相關的補救 /矯正計畫，甚至不批准採用他們成為供應商（新的供應

商）。  

環保法規日漸嚴格，汽車供應鏈中所有成員皆應主動且積極面對綠色供應鏈

可能發生之問題。尤其對於擁有主導地位的整車廠而言，須利用其採購者的身份及

資源上的優勢，就管理面的問題對供應商進行要求及輔導，嚴謹地評估供應商之環

境績效表現，並投入資源研發綠色技術及產品，以實現汽車之綠色供應鏈。  

四、福特汽車綠色供應鏈管理的作法與議題 

福特六和在建置綠色供應鏈的管理作法可分為兩個方向，分別為建置「企業

材料管理(Enterprise Material Management, EMM )」及擴充「Q1 品質評鑑」。EMM

系 統 是 依 照 全 球 福 特 總 部 之 供 應 商 管 理 模 式 ， 以 限 用 物 質 管 制 標 準 (Restricted 

Substance Management Standard, RSMS)為基準，進行整個企業的材料管理工作。

Q1 品質評鑑則是全球福特總部對其供應商在產品品質上的評鑑系統，福特六和在

台灣推行這項評鑑工作也行之多年了，近年來 Q1 品質評鑑更加入多項環境面要

求，讓供應商具備環境保護上的基本能力。以下即就此兩大方向，概略陳述：  

1.企業材料管理(EMM) 

企業材料管理系統涵蓋以下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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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性材料批准程序（GMAP）目的在處理對於在工作場所的非生產物料之批

准核定。  

(2)材料和毒物管理系統（e-Material and Toxicology System, e-MATS），主要涵

蓋所有材料的規格說明、毒性物質資訊、材料供應資料系統、批准來源列表、

環境報告書和工廠使用報告等功能。  

(3)國際材料資訊系統（International Material Data System, IMDS）：將從供應零

件到整車輛之所有供應商，依序收集所有範圍的零組件之組成資料。此程序將

可以確保產品未來銷售至歐洲（EU）國家時，以便作重量分析、材料一致性 /

相容性分析、重要成分以及可回收性計算。  

(4)全球材料整合與報告（Global Material Integration and Reporting, GMIR）：建

置完成後可以產生各種報告，如可回收性、重要之成分、組成之零件、汽車檢

定、重量分析以及供應商績效報告…等。以幫助監控車輛、零件之報告，以及

遵循法規和企業需求。  

總結以上企業材料管理之目標，可瞭解 EMM 系統建置係為了因應未來環境的

需求，以各項限用及禁用物質詳細資訊彙集作為整個企業材料管理之管制驅動，並

落實在整個生產活動及供應鏈管理之中。企業材料管理架構圖如圖 1。  

 

 

圖 1  企業材料管理系統之架構圖(資料來源：福特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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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1 評鑑與綠色績效管理 

Q1 評鑑是供應商管理的重要環節，供應商在通過福特汽車 Q1 資格評鑑成

績符合 Q1 標準者，即為福特汽車合格供應商。供應商之 Q1 品質細項評鑑、登

錄管理及 Q1 廠商名單管控，均由福特六和 STA（供應商技術輔導部門）負責。 

福特六和之「Q1 品質評鑑要求項目」內容涵蓋：系統的能力、績效表現、

現場改善作業計劃、滿意的顧客、持續不斷的改善等五項主要要求，用以稽核

供應商在產品、交貨及製程上之品質表現。  

福特六和的 Q1 評鑑內容也因應環境法規之趨勢而改變，在 Q1 2002 年版即

已新增「ISO 14001 認證」為門檻項目，確保供應商具有基本環境管理能力；也

新增「製造場所評鑑」為評核項目，避免供應商製造過程的品質問題與環境污

染；而最新版的 Q1 系統中，更將 EMM 系統內的 IMDS 填答結果列為生產零件

評核程序（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 PPAP）的項目之一，意味著填答產

品環境資訊成為獲得福特六和供應商資格的門檻之一，讓福特六和可以有效管

控各項零件所含物質。  

3.供應商之反應及議題探討 

福特六和在上述兩大綠色供應鏈的建置方向下，已做了許多努力，也獲得

了初步的成果，但就上游供應商的反應而言，似仍有些議題，值得後續探討與

調整。  

(1)製程面  

A.在品質上，大部分供應商遵照福特六和之要求，通過 ISO14001 認證、維持

製造現場環境整潔、符合環境法規及末端污染處置等。除非主動要求其它環

境面的改善行動，否則供應商是依據國內法規與政府法令之規定與考核來規

範，並不易主動在製程上進行其他改善。  

B.供應商對本身之環境要求較停留在與產品品質有關部分及末端污染控制方

面，如提昇回收率、重工率、減廢、空水廢毒之處置等。  

C.未來製程上可能面臨之問題：法規要求不僅是在產品上不能殘留Cr6+，在製

程中及前製程都不能有Cr6+存在，是亟需克服之困難。  

(2)管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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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環境教育方面，雖然福特六和要求供應商參與教育訓練，並且要求受訓時

數，但因部分屬自費活動，除非強制要求，否則供應商參與意願不高。且目

前環境教育訓練課程偏重 ISO14001 與 QS9000 系列認證及空水廢毒之處

置。在環境法規的知識與資訊、環境化研發能力、生命週期訓練及環境成本

會計等環境教育訓練仍可加強。  

B.規模較大的供應商會設立較具前瞻性的環境目標，亦設置研發設計部門或團

隊。但一般中小型供應商並無能力設置環境改善或研發部門，礙於資本規模

較無積極措施。  

(3)產品面  

A.在產品檢驗部分，供應商皆依福特六和之要求項目進行產品檢驗。主要著眼

點多在產品檢驗合格書或最後成品之呈現，對於製程中衍生的環境問題不易

控管。  

B.在限用與禁用物質方面，規模大的供應商較能尋求替代技術或與其他企業進

行合作、主動參與外部研討會及奧援，以作為廠內技術開發與改善之參考。

這些供應商有能力研發環保相關技術，並建議福特六和產品設計方向；中小

型供應商面對新的環保技術通常先尋找有此技術之廠商進行外包，再觀望決

定是否跟進，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C.在要求供應商填寫物質清單（如 IMDS）方面，因第一層供應商通常僅能掌

握零件部分成份，其它成份也不易要求第二、三層供應商提供，原因之一是

這些供應商企業規模小，對物質資料了解較有限；另一種原因是提供原料的

供應商為國際大型企業（如油品、化學品），對於國內中小企業提出的產品

成份說明之要求不予理會。另有些零組件屬進口材料，因目前國內市場數量

小，不易取得國外廠商的支援，因此零組件的物質清單填寫不易。  

四、供應鏈中供應商管理與評估 

綜合前述的討論，綠色供應鏈建置中的一項重大管理課題，即是供應商評估

及相關的績效指標系統建置，以下即就此課題進行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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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商之評估與許多管理環節息息相關，例如夥伴及聯盟關係、追蹤與

管制、技術合作、產品品質、定價及協商、資訊共享、環境績效評估等，圖 2 顯示

綠色供應商評估之重要性。以福特六和為例，供應商管理系統對供應商之評鑑管理

項目除了原本 Q1 要求的五大項目外，未來隨著 EMM 系統建置及環境議題漸受重

視，可考慮納入更完整供應商的環境績效管理。本文設想之綠色供應商評斷程序及

績效評估系統之定位如圖 3 所示。  

 

 

 

圖 2 綠色供應商評估之影響  

 

ELV、RoHs、WEEE 
及其它法令衝擊 

EMM 系統建置 

環境績效 

        E           ＋     Q、F、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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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採之考量

福特六和協力廠
NonQ1 廠家

副總審

特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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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廠商資格評鑑

FLH 確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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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為 Q1 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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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系統

 

圖 3  供應商管理及評估之架構（QFC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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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言 之 ， 圖 3 的 右 側 ， 是 原 本 就 有 的 Q1 評 估 系 統 ，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是

QFCSD ，如何在原有的 Q1 系統中就製程面及管理面，加上環境面(E)的績效指標

及管控系統，是首要方向。其次，則可運用福特六和建置中的產品環境資訊系統，

尋求產品面的環境績效指標，也就是圖三中之左側所示，使得 EMM 的建置能充份

發揮功效。  

簡而言之，係將環境績效分成製程面、管理面、產品面三個層面，建議關鍵

性的績效指標。  

本研究以 ISO14001 系列、國內外文獻、相關汽車廠商的綠色供應商管理及環

境績效評估的作法，整理成 43 項環境績效指標項目，指標種類主要有 12 大部分，

43 個指標，整理並分類如表 3，表中最後一欄並以 Volvo 汽車的供應商環境規定

自我評估清單項目作為對照。 

六、汽車業關鍵環境績效調查 

本研究以福特六和公司第一層供應商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探討前述績效指

標的表現狀況。問卷主要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份為供應商基本資料，第二至第五

部分依填答方式分類，針對前述之績效項目，進行詢問。以下即為回收問卷之統計

分析結果。  

1.供應商基本資料 

由圖 4 中可得供應商對於環境改善行動之負責層級集中在總經理至課長與

副課長間，層級相當高。但是由圖 5 中可發現，供應商對於環境改善的行動較

集中在如工業減廢、清潔生產、污染防治以及安全衛生的面向，其原因除了可

能與企業規模大小有關外，供應商在環境改善仍處於被動狀態居多。其中發現

供應商對於環境績效評估及環境報告書之方面未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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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環境改善行動層級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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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環境改善行動  

 

2.環境績效指標得分 

本研究將供應商填答狀況與得分整理如表 3，填答率大多超過 80％以上。

由表中可看出供應商對 43 項指標自評的指標績效值，數值愈大，顯示績效愈佳，

其中滿分為 7 分，最低為 0 分；表 4 則列出得分較高與較低的指標項目，平均

值較高為 N15（降低環保 /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與 N16（降低工安及意外事

件發生次數），此二項由供應商自我評量，實際狀況仍須現場稽核；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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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為 N39（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與 N11（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再者為 N40（產品在環境 /環保相關之專利），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受企業規模大

小的影響，問卷對象多為中小企業，且製造以代工為主，產品規格皆由品牌商

制訂，並不會主動研發產品與申請專利，二則是供應商屬代工角色，對環保態

度較處被動，較少會主動爭取在環境面的獎項以提昇形象。  

表 4 中整理出得分較高的績效指標(平均得分＞5.0)；以及得分偏低的績效

指標 (平均得分＜2.0)。汽車業上游供應商之製程、工安、污染減量都表現出很

好的績效；反之，在合作研發、內部組織調整、專利發明及供應商本身之上游

管理較弱，自評結果也自認為不滿意，因此較有改善的空間。  

 

表 3  填答狀況與得分平均值  

範

疇  
編

號  指標內容 填答率 平均值
Volvo
之指標 

1 運用環境友善之設備 0.976 3.925 ˇ 
2 運用環境友善之原料 0.952 4.383 -- 
3 為因應法規而運用環境友善技術/替代技術 0.929 4.109 -- 
4 污染排放量 0.881 5.301 ˇ 
5 污染處置/廠內派有證照之外部公司專職環境監測 0.952 4.835 -- 
6 廢棄物、水回收再利用 0.952 3.554 -- 
7 整理並回收再利用工作廠區之廢料 0.667 1.848 ˇ 
8 水、電、能資源使用之節省效率 0.976 4.329 ˇ 

製
程
環
境
績
效 

9 製程效率（單位產品之廢料產生量） 0.976 5.043 ˇ 
10 ISO14001 認證及其專職員工數 0.905 1.939 ˇ 
11 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0.952 0.560 ˇ 
12 符合環境績效目標設計的產品之營收/市場佔有率 0.976 3.001 -- 
13 持續監測法規動向 1.000 5.196 ˇ 
14 定期進行內部環境稽核/設有環境稽核系統 0.976 5.311 ˇ 
15 違反環保/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 1.000 6.807 -- 
16 工安及意外事件發生次數 0.976 6.671 -- 
17 定期進行顧客在環保要求上之滿意度 0.881 2.284 -- 
18 定期向股東報告環境成果 0.976 2.817 -- 
19 與社區維持良好關係，定期回應意見 1.000 4.537 ˇ 
20 定期環境揭露（環境報告書、上網登錄…） 1.000 2.301 -- 

環
境
管
理
績
效 

21 公開配合全球綠色議題、環境改善活動 1.000 3.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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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填答狀況與得分平均值(續) 

範

疇  
編

號  指標內容 填答率 平均值
Volvo
之指標 

22 綠色採購 0.976 4.299 -- 
23 原料使用有訂定化學物質使用批准準則或標準 0.952 3.875 ˇ 
24 設計將產品提昇為環保/綠色產品的目標與標準 1.000 3.393 -- 

25 
填寫「跨國性汽車用材料之管制平台」（IMDS）

系統 0.952 4.263 -- 

26 要求下包商通過 ISO14001 認證 0.810 0.666 ˇ 
27 要求下包商進行環境教育訓練 0.881 1.986 -- 

28 廠內之專業環保證照 0.881 4.419 -- 
29 綠色設計 1.000 4.476 -- 
30 員工對公司之環境目標/相關法規..之瞭解程度 1.000 4.202 -- 
31 定期讓員工瞭解並參與環境/環保相關事務 0.976 4.455 ˇ 
32 因環境法規要求而主動改善產品品質 0.976 4.750 -- 

33 
員工環境教育訓練（污染處置、驗證、LCA、環境

成本會計..） 0.833 3.312 ˇ 

34 
培訓員工或設立團隊在環境/環保相關以進行研究

與發展 0.881 0.783 ˇ 

環

境

管

理

績

效  

35 
與外部機關（其他企業或公家機關）合作進行共同

研發或輔導之經驗 0.952 1.788 -- 

36 管制物質的使用量（禁用、限用與報告性化學物質） 0.500 3.190 ˇ 
37 產品含可回收或再利用成分之比率 0.952 4.088 ˇ 

38 
產品含有化學/有害成分皆有進行材質說明標示與

附帶文件 0.810 2.803 ˇ 

39 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 0.952 0.350 -- 
40 產品在環境/環保相關之專利 0.929 0.628 -- 
41 包裝材含可回收及再利用之材料 0.976 4.415 -- 
42 進行包裝材之回收再利用 0.952 4.763 -- 

產
品
環
境
績
效 

43 包裝材減量 0.976 4.348 -- 

資料來源：黃文怡(2005)；ISO 14031；Volvo 汽車；福特六和；本研究整理。  
 

 

 

 

表 4  得分較高與較低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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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滿分 7 分) 編號  績效指標內容  平均值  

15 違反環保 /環境法規之罰單與罰款  6.807 
16 工安及意外事件發生次數  6.671 
14 定期進行內部環境稽核 /設有環境稽核系統  5.311 
4 污染排放量  5.301 

13 持續監測法規動向  5.196 

大於 5 分  

9 製程效率（單位產品之廢料產生量）  5.043 
27 要求下包商進行環境教育訓練  1.986 
10 環境管理專職員工數  1.939 
7 整理並回收再利用工作廠區之廢料  1.848 

35 
與外部機關（其他企業或公家機關）合作進行共

同研發或輔導之經驗  1.788 

34 
培訓員工或設立團隊在環境 /環保相關以進行研究

與發展  0.783 

26 要求下包商通過 ISO14001 認證  0.666 
40 產品在環境 /環保相關之專利  0.628 
11 環保獎項的獲獎次數  0.560 

小於 2 分  

39 產品獲得環保標誌或環保標章  0.350 

 

七、結    論 

本文討論汽車業建置綠色供應鏈的趨勢、方向，以及現行推動的情況及議題，

也有著墨。文中以福特六和為例，研討其兩大主要實施管理之方向，其中包括材料

管理系統(EMM)之推動，以及廠商 Q1 評鑑系統之擴充。在整理了諸多的推動議題

之後，並以供應商管理及關鍵績效指標之建立為焦點，進行探討，初步選定三大類

別，共 43 項績效指標，以協助汽車業綠色供應鏈管理之用。最後，則以汽車業第

一層供應商為調查對象，概略描述目前的績效指標得分及自評結果，或能為後續推

動強化綠色供應商管理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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