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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風險觀點之綠色供應鏈管理 

胡憲倫*、許家偉**、吳唯丞*** 

 

摘    要 

自從歐盟公布 RoHS、WEEE、EuP 等指令以來，國內企業即相繼投入綠色供

應鏈管理，以因應歐盟法令及客戶的要求；而政府單位(經濟部工業局)亦投入龐大

的資源於輔導廠商，以協助企業導入各種管理作法與創新技術，以因應此波的綠色

浪潮。「環境就是企業問題(Environment as A Business Problem)」，這句哈佛商學

院雷哈特(Forest L. Rainhardt)教授的名言，告誡企業們在處理環境問題的時候，應

跟處理其他企業問題一樣的態度，並且應避免環境的議題可能對企業造成的風險與

危害。也因此，作者們認為環境的議題－特別是與產品相關之環保規範，應該從企

業環境風險的角度來因應。惟目前國內外文獻均缺乏有系統的分析探討綠色供應鏈

風險管理的方法，為了能讓企業能做為研擬降低風險的參考依據，本文首先介紹綠

色供應鏈應環境風險管理的架構與基礎，進而分析如何將環境議題對供應鏈管理可

能衍生的風險，透過一個風險管理程序，來有效控管企業環境風險，進而強化企業

於市場的商機及競爭力，並將可能產生之衝擊降至最低，協助企業永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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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市場競爭壓力絲毫未曾減弱，全球化的壓力也迫使企業必須迅速針對其競爭對

手、消費者及供應者做出回應 [1]。此外，環境議題也成為企業於營運及管理過程，

需要加以考量及重視的關鍵因素 [2]。隨著綠色浪潮的高漲，環境污染問題伴隨著工

業發展而被加諸於供應鏈的之中，進而促成綠色供應鏈管理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的倡議 [3]。van Hock [4] 認為綠色供應鏈管理儼然已經成為企業

去達到獲利及市場占有率目標的重要新基模(archetype)，並藉由降低環境風險與衝

擊及提昇公司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以實現此一標的。  

近年來，政府法規、消費者的要求及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皆要求企業必須

嚴謹的遵守降低對環境衝擊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承諾，例如，為了回應買方的疑

問與面臨進入市場遭遇法規禁限用物質的影響，要求公司必須揭露其供應商所提供

之原物料、零組件及產品之環境特性 [5]。Tsoulfas and Pappis[6]也提到社會團體、政

府、企業、國際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也希望透過建置環境與永續績效的評估工具來

監督企業。例如環境團體 -綠色和平組織及矽谷毒物聯盟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SVTC)，即每年針對全球高科技產業的環境績效及資訊揭露進行評比及分

析，以提供消費者於購買產品時的參考。此亦顯示具環保意識之消費者因會採購對

環境友善程度高之產品，而對企業造成壓力；另一方面此亦透露若企業社會責任低

落或對環境造成嚴重衝擊之企業，將無法被消費者所青睞。  

在所有驅動企業推動綠色供應鏈管理的因素之中，以法規的驅動力最為強烈。

從立法的觀點來看(如歐盟三大法令)，廢電機廢電子設備指令(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已於 2004 年 8 月正式生效，並要求銷售產品至歐盟

區域的製造商，必須負起產品回收的責任及確保產品最終棄置處理過程的環保性

[7]；危害物質禁用指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明文禁止產品中不得含鉛(Pb)、鎘(Cd)、汞(Hg)、六價鉻(Cr6+)、多溴聯苯

(PBBs)和多溴聯苯醚(PBDEs)等六項有害物質，將於 2006 年 7 月生效；而耗能產品

環保設計指令(EcoDesign Requirement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EuP)針對使用能

源之產品，則要求製造商必須採用生命週期思維方式，要求將環境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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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Design)融入產品設計開發之中，並提供產品環保報告書(Eco-Profile)。在此要

求之下，跨國企業紛紛投入綠色產品之研發，建置限禁用物質規範標準，並要求供

應商需提供不含有危害物質的產品，進而透過供應鏈管理來確保符合法令的要求。

因此，綠色供應鏈管理已經成為國際領導企業所採納的經營策略，例如 Dell, HP, 

IBM, Motorola, Sony, Panasonic, NEC, Fujitsu, Toshiba 等電子產業的公司 [8]。此意味

著企業正著手透過環境覺醒的行動及方案，辨識所有可能衍生的潛在性競爭優勢

[9]。在此同時，van Hoek[4] 指出環境管理最難達成的目標就是替企業創造價值，而

執行綠色供應鏈則是協助企業達成此一目標的最佳策略。  

過去，大家對於綠色供應鏈管理的定義，均將其界定在整合環境管理於供應鏈

之上。但是，現今所談論的綠色供應鏈管理，主要是歐盟制定法令之後所衍生的管

理策略，包括綠色採購、綠色製造 /物料管理、綠色運輸、綠色行銷及逆物流系統 [10]。

對於現今的產業而言，綠色供應鏈管理並非重新設計一套新的供應鏈系統，乃是將

綠色議題整合至既有的供應鏈，在原有的成本、品質、交期及彈性等相關的供應鏈

管理策略上附加新的管理作法。在供應鏈管理之中，其本身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因此存在著不同的風險，包括市場動態、特用性投資的程度、交易的不確定性等。

在綠色供應鏈網絡之中，上述的這些風險依舊會存在，甚至其對企業的風險，可能

會比既有的供應鏈網絡還來的嚴重。  

近年來，管理者已經瞭解到許多環境風險已經隱藏在供應鏈之中 [11]，特別是

在供應商本身。綠色供應鏈的風險，除了既有供應鏈的風險因子外，還要包括因為

歐盟法令所衍生的環境及社會風險。在綠色供應鏈管理上，如何建立一套評估風險

的機制，已然成為目前電子電機廠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二、綠色供應鏈管理 

綠色供應鏈是製造商與下游顧客和上游供應商透過商業活動來減少環境衝

擊，乃供應鏈管理的創新活動之一，其主要範疇為針對原有的供應鏈議題加以延

伸，不僅是強調品質、彈性、速度、價錢及服務，還包括以組織系統的角度來看待

環境議題。綠色供應鏈管理最常見的做法，就是透過綠色採購來避免環境有害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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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時也必須與環境化設計(DfE)及生命週期評估(LCA)一起使用。以顧客的觀

點來說，符合綠色採購的供應商必須在產品或零件上符合環境需求。其實綠色供應

鏈的最佳做法，則是和供應商建立一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也就是從產品一開始的

設計就加入綠色研發、合作及創新，並建立一個可以連結企業上下游之環境資料庫

共享的平台，使綠色供應鏈的各環節都能有一套環境化的標準及依據。  

電機電子產業為何要有綠色供應鏈管理？美亞環保聯盟(US-AEP)，在 1999 年

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大致上有 4 點原因：風險管理、綠色供應鏈可以帶來好處、表

現公司對環境衝擊的關切、提升公司 /組織的形象 [12]。US-AEP 在這份研究報告中，

也探討了電子業在綠色供應鏈管理所進行的類型及策略做法，共歸類出十種方法 /

種類：(1)以某些標準作為供應商的遴選條件；(2)要求供應商施行綠色採購；(3)供

應商進行環境績效呈報；(4)供應商施行產品環境化設計；(5)互相合作處理廢棄產

品的問題；(6)逆物流(reverse logistic)；(7)試圖影響立法 /執法單位，以便形成更好

的綠色供應鏈管理政策；(8)與同業一同研擬及設定該產業的環境規定；(9)明確告

訴供應商關於公司的環境政策；以及(10)鼓勵資訊及想法交流。  

美國環保署在 2000 年的一份與綠色供應鏈有關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企業的

供應鏈管理及活動，可以幫助企業取得諸多的好處，例如減少存貨量、減少產品過

時量、降低交易成本、快速反應市場之變動，以及迅速地反應顧客之需求等 [13]。隨

著企業與永續發展的關係更加密切，所有企業(不管大小)，均開始展開綠色供應鏈

管理(包括進行決策及行動)，並且在供應鏈活動中，更加需要考量如何的降低環境

衝擊，以及達到永續發展的三重盈餘。此外，全球環境管理協會(GEMI)的研究也

指出，企業若對其供應鏈進行環境、衛生與安全(EH&S)的管理 /要求時，將可取得

兩種利益：減少成本、增加利潤 [14]。在減少成本上，包括降低直接的作業成本、隱

藏及間接成本、偶發成本、以及提高形象及成本與效益之關係；至於在增加的利潤

方面，除了可提高形象及成本與效益之關係外，還可取得包括來自優秀產品之利益

及行銷利益。顯然地，供應商之環境衛生與安全(EHS)管理，將可協助供應鏈廠商

同時取得盈餘(減少成本)及最佳的營利(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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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一般風險管理程序 

風險管理是企業策略管理的核心部分，藉由企業以條理化的風險管理程序，分

析企業在進行商業活動的過程所衍伸暴露的風險，並將其風險透過相關的管理程序

及措施，有效降低其風險發生機率與衝擊程度，使企業在營運過程中能避免相關風

險之衝擊，而維持企業營運發展與獲利。  

最理想的風險管理策略應該是透過最高管理階層，將有效的政策及計畫整合於

企業文化中，並將策略轉換成營運性目標、責任分配到各經理及員工，並視其為職

務說明的一部分。而為了提升風險管理之成效，可透過相關的績效評估及獎懲，以

促進所有階層人員對風險管理的重視。在風險管理程序訂定上，依據英國風險管理

學會 (IRM)、保險及風險管理人協會 (AIRMIC)、風險管理國家研討會 (ALARM)於

2002 年所發行的風險管理準則，將可分為 6 大程序，如下所述：  

1.風險鑑別  

風險鑑別是界定企業對不確定性情況的暴露程度，必須對企業所經營的市

場、其所處環境的法律、社會、政治及文化有深入的認識；同時必須徹底瞭解

其策略性及營運性目標，包括成功的關鍵因素以及影響達成這些目標的相關威

脅及機會。  

鑑別風險應以有系統條理的方式來進行，以確保企業內的主要營運活動及

相關風險都經過審視和認定，在這過程中所有衍生的風險都應被鑑別及分類。

而鑑別風險的方式有透過問卷、企業內部腦力激盪、產業標竿、事故調查、情

境分析等，每種方式都有其優劣之處，但其中最關鍵的部份是在於企業內部是

否認同此風險管理流程，若內部的認知相同，再透過良好的溝通，在未來的風

險管理作業上將會更有效率。  

2.風險描述  

風險描述的目的是將已鑑別的風險因子，以結構性的形式呈現出來，例如

透過表單的方式說明，表 1 風險說明表可用來描述及評估風險。我們必須使用

設計良好的架構來進行風險鑑別、描述及評價。表中所列各項風險的結果及可

能性，經過思考分析，即可將需要更詳細分析的主要風險之優先順序排列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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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風險說明表  

1. 風險名稱                         
2. 風險範圍 對事件之規模、型態、數量及關聯性作本質上的描述。 

3. 風險的本質 例如：策略性、營運性、財務性、知識或守法性。 

4. 利害關係人 關係人、關係人的期望 

5. 風險的量化 衝擊及發生可能性 

6. 風險容忍度 

風險的潛在損失及財務影響 
受風險牽連的價值 
潛在損失/獲利的可能性及規模 
風險控制的目的及期望的績效水準 

7. 風險處理及控制機制 
目前管理風險的主要方法 
目前控制機制的信心水準 
監督及檢討模式的界定 

8. 改善的可能行動 降低風險的建議 
9. 策略及政策發展 界定負責開發策略及政策的功能 
資料來源：AIRMIC, ALARM, IRM (2002)[15] 

 

3.風險評估分析  

風險評估是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可能的衝擊，進行量化、半量化或質化

的評估作業。表 2 為風險發生可能造成的衝擊程度區分表，表 3 則是風險發生

機率區分表，而各企業會找出適合的風險衝擊及機率評估方式，作為風險評估

的依據。例如許多公司發現將風險衝擊及發生機率評估為高、中等或低，所使

用的 3x3 的矩陣來呈現已足夠；但其他公司則可能覺得以 5x5 的矩陣來評估結

果及可能性較為適合。  

除了一般普遍使用的威脅分析(Threat analysis)外，亦可作為風險評估工具

例如：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MEA)、營運持續

計畫(BCP)等，其目的主要是為了暸解並評比該風險之嚴重性，將評估的風險與

該公司已建立的風險標準互相對照；而風險的標準可能包括相關的成本及利

益、法律規定、社會經濟及環境因素、利害關係人在意的問題等。最後，經由

風險評估分析的結果，可判斷風險對公司的重要性，並進行決策作業，判斷是

否對該風險因子進行相關風險處理，以降低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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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風險衝擊程度區分表  

衝擊程度 區分 

高 
對公司的財務影響可能超過金額$X  
對公司的策略或營運活動有嚴重影響 
造成利害關係人嚴重影響 

中等 
對公司的財務影響可能在金額$X及$Y之間 
對公司的策略或營運活動有中等程度的影響 
造成利害關係人中度影響 

低 
對公司的財務影響可能不超過金額$Y 
對機構的策略或營運活動影響程度很低 
造成利害關係人低度影響 

資料來源：AIRMIC, ALARM, IRM (2002) [15] 

 

表 3  風險發生機率區分表  

估計 描述 指標 
高 

(很有可能) 
每年都很有可能發生或

發生的機會大於 25% 
在一定期間內（例如 10 年）可能發生多次。 
最近發生過。 

中等 
（有可能） 

在 10 年期間內有可能發

生或發生的機會小於

25% 

在一定期間內（例如 10 年）可能發生一次以上。 
由於某些外部影響而難以控制。 
曾發生過嗎？ 

低 
(微乎其微) 

在 10 年期間內不太可

能發生或發生的機會小

於 2% 

沒發生過。 
不太可能發生。 

資料來源：AIRMIC, ALARM, IRM (2002) [15] 

 

4.風險處理  

風險處理是選擇實施改善風險措施的步驟，其處理的原則是以風險控制或

減輕程序為主，但可進一步衍生為風險迴避、風險轉移、風險融資等方式。管

理階層可透過此程序來處理所關注的風險因子，進而幫助公司有效營運發展，

因此必須根據對公司的潛在利益優先順序，來進行風險控制作業，也因此，必

須瞭解實施改善作業的成本，這是需要精確計算的，因為此數據為衡量成本效

益的基礎；同時也要估算不採取行動的預期損失，透過兩者比較的結果，管理

階層便可決定是否須實施風險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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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風險報告與溝通  

為了達到風險溝通的目的，建議企業透過發佈內、外部的報告，以瞭解公

司目前對各項風險的因應情形：內部報告：為了讓公司內各部門瞭解此風險管

理程序中得到的不同資訊，應定期公佈公司風險評估程序的內容，使公司成員

或董事會清楚瞭解公司面臨的最嚴重的風險、管理危機的方法、適當時機與投

資大眾溝通，以及風險管理政策等資訊。外部報告：公司必須定期向股東及利

害關係人報告風險管理政策及其對達成目標的有效性。而現今各公司除了被要

求提供財務績效及有效管理方面的資料外，透過永續性報告書來呈現包含：社

區互動、事務、人權、聘僱方法、風險管理、健康安全及環境保護等相關訊息，

亦已成為公司在永續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對外溝通工具之一。  

6.風險監控與管理檢討  

由於風險處理的程序中，已進行相關的風險管制措施，但成效不見得可以

馬上呈現，因此必須透過風險監控的作業，來定期追蹤該風險因子的變化情形。

另外，完善的風險管理必須具有殘餘風險報告及檢討架構；而為了確保風險管

控及快速回應機制，亦應當定期稽核風險政策及標準、檢討標準績效，以便掌

握改善的機會。  

四、綠色供應鏈之環境風險來源及種類 

「環境風險」一般泛指企業在其營運的過程中，若未能適當的因應環境議題，

而可能造成企業在經營及財務上損失的風險。過去在傳統供應鏈管理中的環境風

險，主要關注於製造生產階段所產生的空氣、水、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現今由

於企業已逐步受到歐盟 RoHS、WEEE、REACH 等環保指令，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

相關國際環保公約之規範，因此企業要如何尋找出所面臨的環境風險因素，乃企業

綠色供應鏈之環境風險管理的最重要環節。  

若從企業內部與外部因素所造成的風險的觀之，在外部驅動的部份主要可分為

財務面、策略面、營運面與危害性風險四大層面，而從圖 1 可得知某些的風險可能

同時受到內部與外部因素驅動，也就是圖中重疊部分。而綠色供應鏈之環境風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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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佈於策略面、營運面、危害性風險下，例如：客戶需求、競爭、法規、供應商

與環境等。  

 

 

 

外部驅動 

 
 
 

流動性及

現金流量 
研究發展

智慧財產

會計控制資訊系統 

公共管道 

員工 

房產產品 

及服務     天災 

供應商   

環境 

危害性風險

 

徵募員工 

供應鏈 

法規 

文化 

董事局成員組合 

營運風險 

內部驅動

財務風險 
利率 

匯率 

信貸 

策略風險 
       競爭 

    客戶改變 

收購及   行業轉化 

合併整合 客戶需求 

外部驅動

 

圖 1  企業營運風險分佈圖  

資料來源：AIRMIC, ALARM, IRM (2002) [15] 

 

但若從綠色供應鏈體系下，來尋找環境風險因子的話，則可透過圖 2 供應鏈生

產流程圖加以釐清，其中因綠色供應鏈是由許多不同類型的公司所串連而成，為了

以共通性的方式來說明，因此本文作者將綠色供應鏈中的環境風險分成：供應商、

公司本身與外部團體等三種類別，茲分別簡述如下：  

1.供應商  

全球的綠色產品市場與商機正逐步發展下，在整個綠色供應鏈體系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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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綠色產品的品質與符合環保法規，各公司必須對其上游之供應商，進行

相關的評估、檢視與要求，才能降低公司營運的環境風險。且由於綠色產品若

受質疑或不符合販售國家的環保法規時，供應鏈中的品牌商將會蒙受嚴重的市

場衝擊與商譽影響，其所承受的風險甚钜。SONY 的 PS2 遊戲機因鎘含量問題

在荷蘭海關被擋入境，損失超過 5,000 萬美元，使得 SONY 要求其供應商必需

符合其「綠色伙伴」的要求，可說是最好的例子。  

2.公司本身  

公司本身必須要從生產製造、制度規劃與稽核管理等方面，來降低公司營

運之環境風險。例如代工設計製造商與代工(ODM/OEM)時，必須制定相關綠色

產品要求規範制度，明確的要求供應商按照公司的要求來生產與製造。  

3.外部團體  

「外部團體」意指包含環保團體、人權團體、非營利社會組織 ...等。外部

團體會透過分析廠商的產品，從產品的製造、使用、廢棄、回收等生命週期的

過程中，針對產品對於環境的各項衝擊、使用產品對人體健康安全危害等各方

面進行評論，並提出相關報告。若廠商本身產品或品牌被評價不佳時，此品牌

或廠商則會承受市場及消費者的批評與質疑，而間接蒙受莫大的損失。由於此

類風險來源涵蓋層面廣泛，也是最難克服與降低風險的部份。  

 

 

ODM

Tier 2 Tier 1 系統組裝 品牌

供應商 

供應商 

供應商 
供應商A 

供應商B 

OEM 

法規 

企業社會責任

外部團體

綠色壓力

供應鏈生產流程

 

圖 2  供應鏈生產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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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綠色供應鏈環境風險管理 

綠色供應鏈乃是將環境議題整合至供應鏈管理上的概念，在整個環境風險管理

架構上，仍需涵蓋風險鑑別、風險描述、風險分析、風險處理、風險報告與溝通、

風險監控及管理檢討等六大基本要素；而 Hallikas et al, [16]認為一個完備的供應鏈

風險管理，除了必需包含傳統風險管理之程序外，還需包括緊急應變與意外事件處

理兩部分 [17]。因此本文作者認為可將上述之風險管理架構上，加入緊急應變流程之

程序，將能使其架構更趨完善。圖 3 為本研究整理之環境風險管理架構流程，其中

的公司風險管理策略及目標，乃視公司風險管理文化與高層主管的支持推動程度而

定，此因素將左右環境風險管理的成功與否。以下就綠色供應鏈環境風險的立場觀

點，依不同階段的風險管理作法與困境，分別闡述如下：  

 

 

 

風險鑑別 

風險處理 

風險評估分析 

風險報告與溝通 

風險監控與管理檢討 

風險描述 

風
險
管
理
策
略
及
目
標 

定
期
重
新
檢
視

緊急應變流程 

 

圖 3  環境風險管理架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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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風險鑑別  

風險鑑別類似風險分析 (analysis)乃是風險管理最基本的階段，單一或群體

決策者可以藉此察覺可能產生不確定性的事件(event)或現象 (phenomena)，以作

為未來風險管控的基石 [16]。例如易利信(Ericsson)公司於進行供應鏈風險鑑別與

分析時，將其範圍著重於產品 /服務的供應鏈流程上，其主要目的為釐清易利信

公司本身與供應商 /服務提供者之間於經營模式上的關係，進而定義風險來源的

關鍵部份(例如：產品、零組件、場址等)，其目的是希望能夠對風險產生的可能

性及衝擊有更深入的瞭解。  

其實供應鏈本身即是一相當複雜的系統，公司在鑑別風險的過程中需要將

供應鏈間的回饋(feedback)及封閉迴圈(close loop)的特性加以考量，否則會造成

企業於風險鑑別過程的盲點，而無法真正探究可能會產生風險的來源。

O’Donnell[18]建議可利用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去鑑別可能產生風險的事件

及現象。在綠色供應鏈的環境風險鑑別上，其範疇更可以擴展至環境及社會的

層面上，而目前也已經有永續供應鏈(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之說

法。因此，在如此錯綜複雜的運作架構上，各種可能產生風險的事件及現象在

回饋機制下會互相影響，其間存在著因跟果的關係，絕非僅是單純的線性相關

而已。  

在綠色供應鏈環境風險鑑別的範圍及來源包含公司本身 (內部 )、供應商、

外部團體，表 4 表列了幾種綠色供應鏈中常見之環境風險因子。然而，在考量

企業經營型態及與供應商合作之模式，風險來源可能會因企業的屬性不同(品牌

商或系統廠)而有所差異。例如，品牌商在於外部團體部份所產生的風險，就會

比系統廠來的直接。因此，企業可依據不同的角色及與供應商的合作模式，鑑

別出該公司綠色供應鏈的環境風險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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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綠色供應鏈風險因子鑑別表(舉例) 

風險來源類別 風險因子 

綠色產品生產能力 

缺乏緊急應變機制 供應商 

環安衛管理 

供應商稽核能力不足 
綠色製程 

供應商替代性 
公司本身 

綠色產品要求規範更新 

勞工權益 
外部溝通 外部團體 

環境管理資訊不透明 

 

 

2.環境風險描述  

環境風險描述的目的，在於能將各項風險因子的範疇與關聯性，完整的呈

現出來，如表 1 的風險說明表；而進行環境風險描述作業，將可使公司內部清

楚瞭解訂定出該風險的影響面，以及有利於後續的風險處理與評估作業。    

3.環境風險評估   

環境風險之評估為風險管理中相當困難之程序，因為除了要針對風險因子

定性定量外，更要透過適當的評估作業方式，來分析量化其風險威脅性與危害

程度，例如像易利信公司即利用表 5 風險矩陣進行比較風險產生的機率及後

果，並透過不同風險威脅層級採取不同因應措施。  

此外，為了將風險產生的環境衝擊透過財務損失呈現的方式，直接反應出

對公司的衝擊程度，可參考易利信公司的作法，將風險對公司產生財務衝擊的

量化程序，透過營運中斷損失 (Business Interruption Value, BIV)的計算方式量

化。此損失計算包含了營運恢復過程中公司產值的損失，再加上外部成本，例

如閒置的勞工生產力及設備、存貨運輸等。易利信公司透過 BIV 損失多寡程度，

將風險區分為 4 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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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嚴重：BIV 大於 10 億美元   

(2)嚴重：BIV 為 5-10 億美元   

(3)中等：BIV 為 1-5 億美元   

(4)輕微：BIV 小於 1 億美元  

對於綠色供應鏈體系的公司企業，在進行環境風險管理的過程中，建議最

好能從結合公司既有的風險管理程序同時進行控管，並依據不同策略面的風險

因子，調整適當的評估方式，將其風險予以量化，作為公司後續處理及追蹤風

險因子的依據。  

 

表 5  風險處理評估與中止計劃表(Norrman and Jansson, 2004) 

必定 中 高 極高 極高 風險

層級

風險

等級
必要行動 

經常 中 高 高 極高 極高 紅 

風險值必須減少降低至

中、低層級。若無法減少

降低風險值時，將必須執

行中止計畫。 

偶而 低 中 高 高 高 橘 

風險值必須減少降低至

中、低層級。若無法減少

降低風險值時，將必須執

行中止計畫。 

機

率 

罕見 低 低 中 高 中 黃 風險是需要降至更低的。 

輕微 中度 重度 嚴重 低 綠 不需要更近一步，降低此

風險值。 
 

後果    

 

4.環境風險處理  

通常，風險處理包括風險轉移、風險追蹤、風險消除、降低風險及針對各

別風險進行未來分析 [16]。風險轉移包括從該公司轉移至其他公司的過程，此將

有助於公司減少其所面臨的總風險。但某些情況下，將風險轉移具有冒險行為

(risk-taking)供應商的衝擊，會比轉移給 OEM 廠商還來的大。在這廣泛的供應

鏈網絡分析之中，風險管理的最佳實務策略，就是去分擔及平衡供應鏈網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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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風險。  

在供應鏈風險管理實務之中，風險處理包含風險降低的策略及決定，因此

必須依照不同的責任範圍，劃分管理階層的責任區域。在此階段可透過表單或

系統的設計，將風險評估結果被列為高風險來源者，劃分至所需負責的主管範

圍，由該主管部門進行研擬因應措施及策略，以避免風險處理職責區分不清，

造成風險處理作業緩慢的情形發生，如表 6 中所示，各別的風險管理策略與措

施將對應至相關負責部門，並經由該部門進行相關的風險管理作業，將可提升

整體風險管理作業之效率。  

 

表 6  各類職責表格  

負責主管： 
風險管理策略與措施 

供應鏈管理 採購 營運控制 
1 無鉛材料的替代 － 負責執行 － 

2 
要求供應商確實繳

交測試報告 負責執行 － － 

3 勞工權益 － － 負責執行 

 

5.環境風險報告與溝通  

透過環境風險報告與溝通的程序，除了可使公司內、外部及利害關係人清

楚暸解各項環境風險現況與管理上的作法，也可提升員工對公司營運管理上的

認知，員工亦可對此風險因應管理作法的缺失，並提出相關的建議及改善方法，

促使風險管理措施更趨完善。由於國內企業大都因保守機密性的理由，對於風

險議題，大多以報喜不報憂的不透明方式處理，而這也是造成公司內部風險管

理文化無法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6.環境風險監控與管理檢討   

由於公司企業與其週遭的環境並非處於靜態情況，風險也會隨著環境改

變。在此之下，除了既有的風險因子需要被監測，新的風險因子也會產生。因

此，有其必要針對供應鏈網絡、消費者需求、科技、合作夥伴及競爭對手中，

更新風險評估的資料。在環境風險監控的部份，可以透過定期執行此風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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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去監督綠色供應鏈的環境風險，或者透過建立風險指標的方式，將其指

標劃分為幾個部份，每個部分會有其次指標標示，以便進行定期進行監測，並

可反應出綠色供應鏈中所面臨的環境風險威脅的變化。  

7.緊急應變流程   

緊急應變流程對於綠色供應鏈的環境風險管理是不可或缺的一環。以系統

廠而言，國外大廠希望其供應商皆會有緊急應變流程，作為其稽核的項目之一。

例如：當未來歐盟環保法令生效之際，面對各種突發狀況的緊急應變流程，對

公司是相當重要的因應措施。因此，公司可以透過責任分組，形成一個跨組織

的因應小組，依據目前及未來可能產生之重大威脅的風險研擬緊急應變流程，

並隨著時間及環境的變化，逐步建置不同類型的緊急應變流程，即能將風險危

害發生時，將傷害降至最低。  

最後，依循上述 7 項風險管理程序後，仍需定期重新檢視此管理程序的優缺

點，以及風險因子的追蹤作業，如此將有助於此環境風險管理程序進行適當的改善

與修正作業，才能適時反應出企業於動態環境中所面臨的風險程度。  

六、結    語 

將環境議題加諸供應鏈管理上，其風險的來源及種類更顯複雜。台灣企業於因

應歐盟法令下，應透過不同的管理措施及方法，來降低此些法令對公司營運的衝擊

程度。本文認為透過環境風險管理的角度，來因應綠色供應鏈及其所衍生的問題，

不失為一種有效的管理做法。雖然目前國內企業大多尚未採取如是作法，也因此不

太熟悉應如何導入，希冀本文能提供若干方向給業界參考。此外，作者們也誠心的

建議國內的業者，不應以能因應(應付)歐盟的環保相關指令為滿足，應該以能提升

涵蓋更廣的，包含了社會績效的永續性績效為目標，因為目前已經有愈來愈多的公

司，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納入其供應商的評選準則中，例如由 HP, Dell 與 IBM

共同發起推動的電子產業行為準則 (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又稱為

Supercode)，目前的會員，除了發起的三家公司之外，更包括了 Microsoft, Apple, Intel

以及國內電子業的代工大廠鴻海(Foxconn)在內的 16 家公司，其所帶動的效應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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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值得關注。  

而台灣企業在未來預期面臨的產業競爭、社會公平正義與環境保護規範等多重

不確定性因素下，應投入更多的心力與資源，透過有效的環境風險管理，不斷的檢

視公司現在與未來所有可能面臨到的環境風險，並利用相關的風險處理與管制措

施，以提昇整體公司與企業的競爭力，如此方能作為未來永續經營與發展的重要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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