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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品牌廠對應全球綠色趨勢下的 
供應鏈模式 

陳潤明* 

 

摘    要 

2003 歐盟公布”廢電子電機產品 (WEEE)”及”產品中危害物質禁止 (RoHS)”指

令開始，全球電子產品品牌廠及其技術研究莫不以達成指令中的綠色技術做為領先

指標。這樣的綠色趨勢，驅使國內的電子系統廠(OEM/ODM)、零組件廠商、材料

供應廠商無法不面對來自綠色限制的關鍵因素。  

本文係研究由日系廠 Sony及國內 2個品牌廠的 RoHS與 WEEE對應並將其結

果以策略地圖(roadmap)方式展開，並結合經濟部 G 計劃在電子產業之上、下游業

者進行綠色議題研究與創新技術開發的觀察經驗，透視 2008 年以前電子品牌廠對

應全球綠色趨勢下的供應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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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綠色趨勢 

1.1 背景概述  

電子產業內的管理系統 (management system)，近 15 年來受到廣大重視與風

行，從早期的品管原則到 ISO 9001(含內部的供應管理在內的品質管理系統)，再展

延至以環境為導向的 ISO 14001 及以安全衛生為導向的 OHSAS 18001 等管理系

統，目前不但盛行全球，而且也成電子產業客戶下訂單時之附帶要求條件，也就是

所謂的供應鏈中的客戶需求。也看到系統的要求進一步與產品的製造成為一體的要

求  

過往的經驗當中，為促進環境及安全，各工業發展領先群如美國、日本及歐

盟皆藉著法規尤其是環境法的規範，以促使工業界依循著對該環境相關法規的遵

守，來達成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而僅規範並防範製造過程中的污染為

主的法規及清潔生產，並無法解決層出不窮的上述環境負擔。所以自 1994 年以後

便興起針對產品的設計階段、產品使用階段及廢棄後回收階段為規範的產品環境要

求法規 (以下統稱綠色法規 )；更有將產品使用階段的安規要求擴充納入綠色的要

求。以歐盟為例，如 1994 年公佈“產品包裝廢棄物管理指令(Packing and Packing waste 

Directive)”，說明了業者必須對產品銷售後之包裝廢棄物處理負責，並且包裝材質的

回收、再利用、危害物質(如鉛、鎘、汞、六價鉻、PVC 等)的避免亦有限制與遵守

規定；2003 年 2 月提出“廢電子電機產品及危害物質禁止指令(WEEE and RoHS 指

令)”，對廢電機電子產品之分類收集、回收再利用、廢棄處理及產品之危害物質，

危害物質(如鉛、鎘、汞、六價鉻、溴化耐燃劑等)的避免做了許多要求(如圖 1)。

這樣的趨勢符合 2 個基本特性：第一，綠色法規的趨勢，已經由對製程的污染管制

規範，轉向為對產品內含的要求，而要求點，正循著“省能源、省資源、危害物質

管制”的方向走去(如圖 2)所示；第二，法規由製程走向產品(橫跨設計、使用、回

收階段)，其背後推動因素為生產者責任的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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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FR：含溴的燃阻劑(Bromide-free flame retardant)
回收：recycling；再利用：reuse  

 
資料來源：IEK 綠色產業 Roadmap 

圖 1  全球綠色潮流趨勢中歐盟指令之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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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EK 綠色產業 Roadmap(2004/11) 

圖 2  跨越產品與製程要求之歐盟綠色產品法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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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電子產品綠色趨勢下的走向  

產品綠色觀念(來自產品使用者的思考)，深深影響產品綠色技術的發展方向；

所謂的綠色觀念，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由軍用規格轉向商用規格的產品要求，

可以歸納為”Health”和”Saving”。以過去約十年的歐盟各國 /美國 /日本等汽車技術發

展及對環境影響的議題發酵觀察經驗：所謂的 Health 就是針對產品的接觸的安全

而言，接觸產品的安全有二個接受體(acceptor)，其一是環境，其二就是人；所謂

的 Saving 就是指對能源和資源的的關注。針對歐盟、日本、美國的技術發展與產

業推演之研究與報告，綠色技術運用於產品的經驗，以全球的趨勢而言，走向 3

條路徑：其一為“省能源”；其二為“省資源”；其三為“化學物質的管制”；更具體而

言上述的產品技術型態可以用 3 條主要路徑為走向，製程與產品危害物質避免、製

程與產品使用省能源、產品用後與製程中廢棄資源有效利用。歸根究底，以使用者

的觀點來審視，健康與節省的原則就是產品發展與產業技術走向的最終指引；其中

健康原則係針對產品使用者和製造過程中的環境當作受體；而節省的原則係以能源

與資源為受體。而全球產品發展的趨勢即為符合並面對上述 4 類受體，因此化學物

質管制、省能源、省資源等 3 項技術方針，便烙印在製程、產品、產品廢棄後回收

等步驟中。就過去產品經驗而言，為達成相關的議題，產業與國家體所採用的方法

為以產品法規和產品規格當作推動的背景與助力(如圖 3 所示)。  

綜觀電子產品 2010 年的走向，在智慧型傳輸系統+數位化技術、多功整合+影

像傳輸、耗能+電池技術等 3 大未來應用發展的主軸之下，亦朝向省能源、省資源、

危害化學物質限制等 3 個技術軸線發展。以歐盟的包裝與包裝廢棄物清理 /廢電子

電機產品 /產品中危害物質避免等指令對上述 3 個技術發展軸線的影響最具導引作

用，這使得歐美日等國的跨國電子產品廠將其技術發展的項目分別按省能源---自

願性規格、市場需求規格、能源效率規格；省資源---產品的取回機制、高效益的

產品收回、產品壽命終端的考慮；危害化學物質限制---Pb、Cd、Hg、Cr+6、PVC

等技術項目朝前發展。而為了促使及有效的執行技術項目的發展，跨國汽車廠紛紛

發展以採購、產品綠色、材質綠色符合性宣告、綠色製程認可等為監督機制的手段

以達成產品的研發(如圖 4 及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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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EK 綠色產業 roadmap，(2004/02) 

圖 3  全球綠色技術趨勢展開之結構圖  

 

 
 

資料來源：IEK 2005.06 

圖 4  2010 歐美日跨國電子產品廠之技術發展主軸中的綠色技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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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美日跨國電子產品廠之綠色技術項目  

技術主軸 技術發展項目 監督與達成機制 
自願性規格 
市場需求規格 省能源 
能源效率規格 
產品的取回機制 
高效益的產品收回 省資源 
產品壽命終端的考慮 

危害化學物質限制 Pb、Cd、Hg、Cr+6、PVC 

採購(綠色議題) 
產品綠色(標章/標籤/符號) 
材質綠色符合性宣告 
綠色製程認可 

資料來源：IEK 2005.06 

 

二、電子產品品牌廠的綠色對應 

以歐盟廢電子電機產品及危害物質禁止指令(WEEE and RoHS)”為例，指令中

的規範總合而言可用危害物質避免及材質回收再利用二個方向作為研究與觀察的

主軸。在收集並調查電子品牌廠如：Sony/Mitsubishi/Fujitsu/Dell/Microsoft 等。  

2.1 對應 WEEE的”電電子子產產品品在在使使用用壽壽命命終終了了時時的的廢廢棄棄物物回回收收”路徑 

1.品牌廠的內部事務(WEEE 的登錄與處理) 

2.品牌廠的外部事務(產品設計為 WEEE) 

(1)若以品牌廠的內部事務而言，需以下列的思考為主體：  

a.廢棄電子產品的拆解設計  

b.符合規範零件的標示  

c.廢棄電子產品的處理  

d.廢棄電子產品的經濟評估  

e.逆向物流設計   

(2)另一部分品牌廠的外部事務(本部分須與供應鏈相結合)：  

a.在第一階的供應鏈，OEM/ODM 廠需進行綠色組裝製程(green assembly)，也

就是固型物質為廢棄後可拆解為目的的模組裝為主；非固型物質以減少使用

及不破壞未來的回收與再利用為主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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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第二階的供應鏈，零組件廠商需進行有關零組件再利用(reuse)的信賴性規

格之再利用設計(design for reuse)；尤其是金屬與塑料嵌合零件的困難度成

為成敗關鍵。  

c.在第三階的供應鏈，物料(金屬與塑料之添加劑與表面處理劑)的回收再用的

回收再用設計(design for recycling)。  

2.2 對應 RoHS的”危害物質限制”的路徑 

本部分須與供應鏈相結合：  

1.在第一階的供應鏈，OEM/ODM 廠需進行  

(1)產品認可與綠色系統建置  

(2)產品符合性宣告  

a.物理性(信賴性 /失效分析) 

b.化學性(重金屬溶出試驗)。  

2.在在第二階的供應鏈，零組件廠商需進行  

(1)供應商認可與系統建置  

(2)產品之化學性(重金屬溶出試驗)。  

3.原在第三階的供應鏈，物料(金屬與塑料之添加劑與表面處理劑)的產品  

(1)化學性(重金屬溶出試驗) 

2.3 跨國電子產品品牌廠在歐盟指令下的綠色路徑 

在全球產品綠色趨勢中，我們無法不去關注歐盟由 1994~2008 間會陸續實行

的產品綠色指令：  

1.設備使用終端之生態化設計架構指令   

2.市場及使用階段的危險物質與準備之禁止指令  

3.未來化學物質政策之策略  

4.整合性產品策略  

5.汽車使用終端指令  

6.包裝與包裝廢棄物指令  

7.電池與蓄電池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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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轉接器技術進展指令  

9.能源效率要求  (EuP) 

10.廢電子電機設備指令   

11.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止指令  

12.REACH 

這些指令對產品內含(如：塑膠件、包裝、元件 /原物料 /外觀塗裝)及製程中(製

程及支援性使用物料)的相關規範，也正落在省能源、省資源(回收+再利用)、危害

物禁止等範圍之中；這與跨國電子公司(如：HP, 3COM, WACOM, Fujitsu, Lucent, 

Toshiba, Agere Siemens, IBM, Dell, Microsoft, SONY, Motolora, Sharp………)的綠

色產品要求或綠色產品設計指引或對供應商的綠色供應能力調查的內容，形成一致

性的走向(如圖 6)。可見，跨國企業此波綠色產品的趨勢，實際上是配備在符合歐

盟綠色產品指令立場的產業綠色行動之一。  
 

 

 

圖 5  電子產品品牌廠在綠色趨勢下供應鏈策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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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歐盟 1994~2008 年陸續實行的產品綠色指令與跨國電子公司綠色要求走向  

 

2.4 供應鏈關係中的綠色採購探究  

1.危害物質管制的系統性串聯  

按工業生產之採購的過程與其關聯性，即產業界引以為熟稔之 ISO/QS 

9000(TS 16949)之供應與採購關係來看，供應商處身在由環境議題所延伸的綠色

趨勢和要求之下，表面上看來似乎如以往的經驗一般平靜無波，實質上應動如

圖 7。實際上是藉由產出綠色產品為終極目標，將產出產品(product)的上游廠商

與提供原物料 /零件 /組件 /支援性物料等供應的下游廠商串聯起來，由上而下按

綠色採購執行；由下而上按綠色供應鏈對應之。以綠色物料採購為思考，將研

發 /採購 /材質承認 /供應商管理等按採購—供應鏈對應的模式，以對應環境因素

之綠色要求嵌入其內，配合各項”綠色”要求的結果，串以各該公司內部資訊網

路(in-house information network)，就是一類很典型的綠色供應鏈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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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供應綠色產品為前提之下的採購與供應商的模式  

 

以電子產品品牌廠的角度來看，為供應符合於客戶綠色需求之危害物避免為

考量，應有 3 個運作面向：  

(1)以環境保護與管理之觀點來看：  

a.必須合於客戶所要求之綠色產品規範  

b.銷貨地區(如歐盟)產品綠色法規制度及客戶要求項目必要符合  

c.應根據公司內的產品綠色策略使將客戶需求系統化  

e.按內部稽核方式將產品按綠色規劃予管理並回應  

f.客戶綠色要求與因應綠色所得資訊須傳遞給相關部門  

(2)以產品成形路徑為導向之觀點層次  

a.必須制定適合客戶對危害物質環境規範的標準文件  

b.向客戶提出原型測試品時應同時提供數據  

c.材料、設備、方法等變更後必須重新按綠色規格制定新的測試運作法則  

e.委外加工管理：關於危害物質應與工廠進行同樣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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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異常品處理：無法符合客戶危害物質避免之不合格品的處理  

(3)以產品製造工程之觀點層次  

a.資材&採購管理：選擇新供應商 /新原料時必須取得零件、原材料的成分表、 

或有合於標準之檢測數據認可  

b.收貨檢查：必須確認零件、材料裏的客戶禁用物質之含有量與確認  

c.製造當中使用的產品非接觸固形物或非固形物  

(a)包裝材、再利用材都須列為檢查對象並有檢查紀錄  

(b)在製程中之所有接觸點應防止危害避免物質之混入、洩漏、污染  

(c)出貨檢查：必須進行危害避免物質的確認、瞭解製程內的危害物質之由來  

(d)所有倉儲(原材料 /成品)、物流據點都必須防止混入不符合之批量品  

(e)出貨管理時應有出貨的可追溯性  

具體而言應規劃管理與技術之架構(infrastructure)，此架構可歸納如下：  

 

 

圖 8  以 OEM/ODM 為例之綠色產品危害物質避免及其週邊關聯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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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EE 的系統性展開策略  

以電子產品品牌端的角度思考(特別是國內的廠商)，WEEE 的影響及對應才要

開始，在研究中分別以 2008 年法規的時限為基準做為橫向展開軸，並以 WEEE 的

相關技術縱深做為縱向展開 (圖 9)。其中以規劃 /執行 /擴散 /延伸做為四個投入階

段，這樣思考為品牌廠而言是策略及展開；為 OEM/ODM 廠而言是需求的配合；

為零組件及材料廠而言是挑戰也是機會。  

 

圖 9  以經濟部技術處 G 計劃的關點看 WEEE 的系統性展開策略  

 

 2.5 Sony 的綠色供應鏈經驗  

荷蘭於 1996 年訂定產品中鎘含量限制法規，而 2001 年第四季日本 Sony 公司

輸歐(在荷蘭進口並按荷蘭的法規進行檢驗)的 PlayStation 遊戲機中的 cable 線材所

含的鎘超過法規的規定，除了罰款外，Sony 當年的聖誕旺季的銷售報銷了，附帶

也損失了品牌商譽。其實 Sony 早在事件前就已有產品危害物質的管理，只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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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1.Sony 馬上加強對應，除了原先的產品規範外並針對歐盟即將發布的 RoHS 指令，

頒布：  

(1)SS-00259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OR ENVIRONMENT–RELATED 

SUBSTANCES IN PARTS AND MATERIALS 

(2)SS-00254 TES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LEAD-FREE 

SOLDERING PARTS DESIGN STANDARDS 

(3)OEM Green Partner 

2.進行涉外及內部工作：  

(1)涉外(Green Efforts)進行  

a.供應鏈綠色要求  

b.採購行為綠色條款  

c.綠色產品之準則制定  

d.訂定綠色項目的要求時程  

(2)內部(Green Partner) 

a.製造過程的綠色活動  

b.制定產品綠色設計手冊  

c.執行綠色管理系統  

d.頒布產品綠色標章  

e.訂定產品中危害物質管制   

3.在 2002 年 6 月起，在亞洲所有 Sony 第一線(tier 1)供應商派遣來自 Sony 總公司

的稽核人員執行 ”SONY 與供應商的新夥伴關係 ”，也就是綠色供應商的認定

(Green Patner)：  

(1)協力廠商負責人的承諾  

a.不使用環境有害物質  

b.保證書  

(2)綠色夥伴認定(原材料製造商) 

a.認定準則  

b.稽核準則  

c.檢測準則  

(3)授與綠色認定(部品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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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認定準則  

b.稽核準則  

c.檢測準則  

(4)生產活動中環境品質管理  

a.稽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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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ony 公司的危害化學物質運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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