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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鏈電子化管理系統規劃 

毛穎崙* 

 

摘  要 

歐盟於 2003 年 2 月公佈危害物質禁用指令(Ro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簡稱 RoHS)，要求 2006

年 7 月 1 日後進口歐洲的電子電機產品一律不得含有鉛、鎘、汞、六價鉻、PBBs

及 PBDEs 等有毒物質。而全球高科技品牌大廠為了因應此類環保要求，紛紛將各

種相關綠色風險轉嫁至上游供應鏈，台灣為世界電子產業代工重鎮，所受衝擊為全

球之冠。而這些代工廠商 (ODM/OEM)的上游原料供應商也將接續著承受此一壓

力，台灣高科技業者要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除了常見之無鉛製程外，建立完整的綠

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才能同時有效管理供應商狀況及滿足客戶綠色需求，企業也才得

以提供最適化的綠色產品，在此波綠色浪潮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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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全球各地因為快速的工業化而導致人類生活環境品質的急遽下降；

工業廢棄物污染更造成臭氧層被破壞、極地冰山溶化、溫室效應產生等問題，嚴重

地威脅到地球生命的延續。因此，人類在追求科技進步的當下也必須同步考量環境

的承載力，更要認真省思永續發展的真意。  

永續發展的相關議題導引出社會大眾對於企業生產責任的提倡，形成綠色設

計最主要的趨動力。同時，隨著國際環保意識與行動的興起，歐美先進國家對於分

佈在世界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提供其原物料、零組件、代工產品或成品的生

產或組裝廠商，在材料開採時的生態保育、危害物質的使用、包裝、廢棄物責任等

方面的要求也愈趨於嚴格，有些國家更是為此訂定規範來強制執行，無法符合這些

要求的廠商，在國際市場上將失去競爭能力。  

台灣既為高科技電子產品國際品牌商 OEM(代工製造)/ODM(研發製造)廠的代

工重鎮，面對接踵而來的環境規範自然首當其衝影響甚鉅。從 1990 年代初期開始，

台灣廠商陸續承受國際採購者對於 ISO 9001 及 ISO 14001 等標準的要求。這樣的

環保趨勢為各產業皆帶來衝擊，由其對於應用範圍廣泛之電機電子產業造成最大的

影響。過去一、二十年以來，電機電子產品因具有「創新」訴求及元件微小化的優

勢而能夠充份應用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之中，使用的總量也因此不斷地上升。全球電

機電子產業為應付大量的需求而出現膨脹式發展。電機電子產業領域內的技術更新

越來越快，不斷縮短產品的生命週期；產品的結構也呈現出日益複雜的態勢。電機

電子產業在給人類帶來方便的同時卻也給社會帶來堆積如山的科技垃圾，而由於這

些廢棄物具有難以處置的物質特性，因而增加了世界各國處理報廢電機電子產品的

負擔，科技垃圾逐漸造成了資源的浪費及生態的負荷；另外，電機電子產品含有數

百種的化學成份，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屬於毒性物質，其所使用之貴重金屬以及鹵素

等對於生物也具有相當危害性。  

這些有毒物質無論是以何種方式處理仍會為生活環境帶來風險。因此全球有

許多組織及國家紛紛提出環保對策來做因應。目前的環保規範大致以 3 大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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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別是低毒性、高回收及省能源，而也有許多區域組織、國家及企業紛紛針對

這些議題提出相關要求與規定，而受到最多討論且有較完整對策的是前兩者，本文

也對於綠色產品的規範及要求依影響範圍層級作出圖 1 的分類：  

 

 

客戶/供應鏈要求→
Sony:SS-00259

Microsoft:Hoo594…

產/協會級要求→ ECMATR70Report…

國家級要求 → 日本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

區域組織要求→ RoHS、WEEE、EuP…

ISO/IEC標準→ IECGuide109
ISO14000…

客戶/供應鏈要求→
Sony:SS-00259

Microsoft:Hoo594…客戶/供應鏈要求→
Sony:SS-00259

Microsoft:Hoo594…

產/協會級要求→ ECMATR70Report…產/協會級要求→ ECMATR70Report…

國家級要求 → 日本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國家級要求 → 日本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

區域組織要求→ RoHS、WEEE、EuP…區域組織要求→ RoHS、WEEE、EuP…

ISO/IEC標準→ IECGuide109
ISO14000…ISO/IEC標準→ IECGuide109
ISO14000…

 
 圖 1  國際相關環保規範分類圖  

 

許多國際大廠除了遵照歐盟的環保規範外，也開始制定自己的綠色規範，包

括 SONY、NEC、Fujitsu、IBM、HP、DELL 等，透過綠色規範的要求來嚴格管制

供應商產品的禁 /限用有害物質成份，讓生產者儘早採用禁 /限用有害物質的替代品

以實現環境化生產。  

不過，目前受到最大討論的 WEEE 及 RoHS 兩大環保法規生效在即，而對台

灣廠商而言，在受到客戶或歐盟綠色規範的要求衝擊下，為了有效因應，不得不面

對初期生產的成本必定會提高的現實。因為要在如此短期之內尋找到或研發出替代

料可能是有困難的，而某些產品更是無法取得具有同樣穩定度的替代料；廠商之間

對於規範、選料、選供應商等事宜也必定感到相當棘手，這些都會增加營運成本。 

根據經濟部的最新評估，台灣約有 44 項輸歐電機電子產品將受到管制，占歐

盟管制 81 項產品的一半，可能受影響的業者總數高達 3 萬多家。屬於 10 大類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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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受波及年產值約為新台幣 2,500 億元，約占國內 GDP 的 2.45%，若考慮

電子資訊產品國內關聯效果，受波及的年產值將高達 4,000 億元；若把台商赴中國

大陸生產輸歐部分也列入考量，受影響數值將更高。另外，隨著日本等區域對禁 /

限用有害物質之要求也日趨嚴格，台灣電子系統產品及電子零組件產品外銷至日本

的產值將直接受到衝擊，預估連同輸歐洲的影響產值將可能高達新台幣 9,000 億元

以上。WEEE 與 RoHS 擴張的效果，預料將影響往後 5 到 10 年間產業界競爭力的

變化。  

根據工業局對台灣輸歐電機電子廠商的調查顯示，已經著手因應 WEEE、RoHS

的廠商雖然比例看起來雖然不低，但事實上大部份廠商的因應作法十分簡陋，因此

實際合格比例應當更低。而歐盟環保法規要求十分嚴格，產業供應鏈只要其中一個

環節不符規定，產品就無法進關，台灣輸歐電機電子廠商如何整合中小型製造商、

供應商，將是艱巨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 RoHS 對於台灣兩兆雙星產業中的半導體產業也有所影響，因為

基本上半導體製造所使用的原料並沒有含前述的禁用物質，然則在半導體下游的封

裝廠方面，部分封裝材料中含有鉛、鹵，必須改以無鉛、無鹵影響的封裝方式以因

應。以供應商管理的角度而言，最終出貨的半導體廠商仍需要求所有供應商依照不

同的封裝方式，提供原料的檢測報告 ,甚至於材料組成，以確保原料或產品中不含

禁限用物質。長期而言，台灣業者必須積極轉型升級外，透過經濟部 RoHS 技術服

務團服務，籌組研發策略聯盟，研發新世代的環保材料、綠色設計產品，設法規劃

建置綠色供應鏈資訊管理系統來因應 RoHS 綠色風暴，以串起台灣的綠色供應鏈體

系，並減少進入歐盟市場的障礙。  

二、綠色供應鏈管理之複雜性及難度 

在前面的篇幅中，本文針對了許多不同類型的環保規範做了分析，而本章節，

將對於影響台灣最大的 RoHS 法規為國內產業帶來的衝擊作分析。雖然 WEEE 的

影響也不容忽視，但其主要是針對品牌商為主，台灣是全球代工廠大量群聚的重

鎮，在國際高科技製造業供應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RoHS 對台灣高科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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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供應鏈所帶來之衝擊是現階段馬上要面對的考驗。  

2.1 品牌大廠之風險轉嫁  

國際品牌大廠透過諸多綠色產品規範，達成「風險轉嫁」之目的；將供應鏈

中壓力最大的部分移轉到中心廠身上，企圖以整體的環境風險規劃，來分散供應鏈

管理的壓力。  

國際品牌大廠為了因應歐盟的環保規範，紛紛制訂出相關之嚴格法令，但由

於其大部份皆為提供品牌而非自己生產製造，因此上游的原物料供應商及組裝廠等

代工廠才是會真正面臨到這些環保法規壓力的環節。品牌商將種種綠色規範釋出，

要求台灣中心廠達到，而中心廠便會將這些規定移轉至再上游的供應商，這樣的作

法其實便是將風險轉嫁給供應商，因而使得台灣的製造業供應商如圖 2 所指出，承

受最大的供應鏈管理壓力。  

 

 

 

品牌商A 品牌商B 品牌商C

中心廠α 中心廠β 中心廠γ

一階供應商 一階供應商 一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國際品牌大廠透過綠色產品
規範，達成風險轉嫁目的

承受最大的供應鏈管理壓力

應以整體的環境風險規劃，
分散供應鏈管理壓力

一階供應商

品牌商A 品牌商B 品牌商C

中心廠α 中心廠β 中心廠γ

一階供應商 一階供應商 一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二階供應商

國際品牌大廠透過綠色產品
規範，達成風險轉嫁目的

承受最大的供應鏈管理壓力

應以整體的環境風險規劃，
分散供應鏈管理壓力

一階供應商

 
圖 2  台灣供應商所面臨之供應鏈管理壓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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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地區客戶要求不同 

除了歐盟相關法規之外，世界上其它地區也將陸續宣布相關法規，這些法規

可能是有關環保標章、綠色設計、生命週期評估及化學物質控制等，因此台灣的供

應商在未來將必須做好系統性及策略性的準備，以求快速因應不斷更新之規範。現

階段綠色供應鏈作業體系中最為紛亂的部份就在於：所有比較具有規模的公司，無

論是歐洲、美國、日本或其它大廠等，均訂立其本身獨特的規範，雖然大同小異，

但要求項目卻不盡相同，而為了因應最終地區 /客戶 /規範的不同，使得各階供應商

需面對毫無統一格式的各類要求，以及填報客戶要求各種不同的表單。愈上游的供

應商所面對的表單種類就更為複雜。  

2.3 綠色規範增加新的營運流程 

針對上述困難點也可以發現，對於台灣電機電子外銷廠商而言，綠色法規帶

來了多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則為公司的營運帶來了許多新流程，增加了整體營運

作業上之複雜度，包括彙整客戶新規格、設計端的綠色原物料選擇考量、特定物質

的禁 /限用、替代產品與技術、嚴格的檢測標準、驗證程序等，都將考驗廠商的經

營能力。也因此，廠商為了生產綠色產品，必須同時進行許多動作，包括確保供應

商的零組件成分訊息、建立綠色供應鏈系統、導入產品無鉛化技術、綠色設計技術，

並獲得第三公正單位驗證等，要做的事情相當繁雜。這也是台灣進行綠色供應鏈極

大之困難點。  

2.4 供應鏈體系溝通障礙  

在這波綠色浪潮中為台灣供應商帶來之最大衝擊的便是溝通的問題，無論是

公司內部跨部門的溝通或是對外和供應商的溝通皆然。因此，如何透過強而有效的

溝通，將內部與外部有關於產品環境議題的意見及相關資料進行有效的整合，對於

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的決策制定、目標設定、資源整合、產品實現、市場行銷以及

持續改善都至為關切。  

整體供應鏈管理之困難又可分為圖 3 所指出下之 4 個面向，這一切都是肇因

於溝通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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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變更 設計變更 產品檢驗使用替代料 增加開發成本 

檢驗報告 產品規格 稽核文件承諾書 等待回覆資訊 

設計管理 產品管理 品質管理採購管理 增加管理風險 

客戶索賠 海關退貨 取消訂單商譽損失 增加營運風險 

資料來源：神達公司 /寰淨計畫報告  200 

圖 3  供應鏈溝通過程可能產生之問題圖  

 

在此波綠色浪潮的衝擊之下，許多降低環境傷害的處理方式都必須透過原物

料或服務的綠色採購管理來達成。透過供應鏈管理將這些資源整合起來，是達成產

品環境化目標最有效率的方法，而整合的方式可能便是透過資訊系統來管理整體綠

色供應鏈的運作。  

許多領導廠商已專心致力於建置更為嚴謹及符合法規之綠色產品供應鏈，藉

此為企業帶來新的競爭力。隨之而來的是，制定許多配套的管理政策及系統，這些

政策將對上游之供應商帶來直接衝擊，這些要求可能包括：  

1.要求所生產的產品禁 /限用某些物質。  

2.宣布新的檢測方法及標準。  

3.要求提供相關綠色文件及檢測報告。  

4.對生產工廠建置更多專業之查核標準。  

5.要求所有供應商承諾提供較高規格之綠色原物料、零組件及產品。  

6.要求上游供應商需具有環境管理系統。  

不同的企業在制定這些新的政策時，有不同的重心及配套設計來強化他們對

於綠色供應鏈廠商的管理活動。供應商受到的影響是首當其衝。這些相關的政策與

行動對許多企業來說已造成不小的衝擊，很多企業都必須重新檢視產品設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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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估、綠色採購、環境管理系統、產品最終回收管理及供應商管理等議題，除

了內部需要花費更多時間與人力來進行討論與整合外，對外的往來溝通必定相當頻

繁，如果一個環節未處理好，勢必會增加更多的溝通過程及時間，也因此可能會造

成許多不必要的問題，進而產生損失，因此這一塊為目前供應商最感困擾之處。  

2.5 成本提高的壓力 

前述種種的問題及新流程最終造成的結果可能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問題，

也是打造綠色供應鏈所要面對的一大議題。有 2 個關鍵成本會增加：  

1.原物料成本  

原物料的成份改變後，供應商提高零組件的報價在所難免，而產品的成本

上升，就會導致競爭力下降。  

2.檢測費用  

綠色檢測的支出，也是成本之一。目前國內外的檢驗公司，針對 RoHS 的 6

項化學物質檢驗，開出的「優惠價格」約是 5,300∼5,700 元不等。假設一項電

子零組件要賣給 50 個客戶，光是檢驗費用就要將近 30 萬元，因此可以想見將

會為廠商提高成本。  

這也促使近來電子業不約而同呼籲政府，應該出面建立具公信力的綠色檢

測認證標準。針對 RoHS 的 6 項禁 /限用有害物質，很多台灣國內大廠已斥資數

百萬元在台灣、大陸等廠購入各種檢測儀器和設備。它們認為政府應該協助電

子業建立一套具備國際認可的綠色認證機制，而不是由各家廠商自行處理。  

目前國際上許多資訊大廠如 SONY、DELL 等都針對綠色生產有相關規範，

但各家的規定不一，而且檢驗費的成本，也將侵蝕業者的利潤。因此亟待建立

完整的資訊平台，包括相關的標準、檢驗方式，以及符合規範的上游材料提供

者資訊等，讓業者妥為因應。目前各大廠的綠色規範資訊雖然已經公佈，但是

內容皆不太一致。另外也有貿易商向供應商要求，所有輸往歐盟的產品都要進

行檢驗，因此很多廠商的利潤都花在檢驗費上，而產生一筆不小的成本。尤其

最上游的裝配業難以控管，所有的風險幾乎都是供應商在承擔。業者需要有統

一的資訊管道，提供整合的資訊的平台來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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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綠色供應鏈電子化系統需求分析 

在了解綠色浪潮對於產業的影響之後，在此章節，將會提出產業界目前的實

際發生需求，提供尚未開始著手規劃建置系統的廠商做為參考依據。  

3.1 綠色供應鏈之範疇與趨勢  

因為目前全球的高科技或電子電機產業皆以形成供應鏈網絡來進行生產，生

產廠商自給自足的模式早已不復見，因此要整體供應鏈皆為綠化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生產綠色產品。但此處所提及之綠色生產絕非只有＂生產＂這個環節，要產生一個

完全符合綠色規範的產品其實是包括許多面向的，像是綠色設計、綠色採購、清潔

生產、綠色回收等，以形成整體綠色生產的綜效。這些都是綠色供應鏈管理的範圍。

事實上，許多居於領導地位的企業已經預見這樣的趨勢並做出回應。他們最關心的

事情就是該如何重新整合、設計全球的生產網路，以因應此新興之永續產品市場。

簡單來說，本文在綜合前述章節的內容後，認為綠色供應鏈涵蓋的範圍或議題應包

括：企業環境管理策略的制定、環境資訊收集、禁 /限用有害物質管理、物料檢驗、

資訊平台建置等，這些內容也將在本章後續做概念上的說明分析，讓各企業可自我

檢視是否需要類似之綠色管理系統，以快速因應國際環保法規。  

3.2 企業整體需求分析  

面對任何的新環境變化時，企業都需要有策略來做因應，從策略才可能思考

出方案。針對新興之綠色浪潮也是如此，在決定要採行何種因應做法或系統之前，

應重新衡量自身的需求與資源再做決策，而非為了即時迫切的要求而急促的進行某

些行動來配合。因此，新環境下的整體規劃是十分重要的。而本文所提到之綠色供

應鏈的主旨是在現有供應鏈上增加新的環境面向，主要便是加入綠色的考量。但

是，在傳統成本、品質、速度的評估點上增加一個嶄新的思維，會產生新的挑戰與

壓力，促使許多公司開始思考各種策略以解決這樣的問題，甚至包括不同層級的策

略思考，通常在規劃階段就必須制訂出來。初期來看，企業不知該如何處理歸類來

自各國客戶之規範的差異性、該如何因應各個客戶之綠色規範要求而在最短的時間

內選擇到適當之供應商及零件組件、該如何產生繁雜之產品報告，原有企業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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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在加入綠色考量之後(如圖 4 所示)，所造成的衝擊都是各企業必需處理的問

題，假設這類問題都以人工來因應，不但成本相對提高，更重要的是會讓無效率的

作業流程侵蝕掉企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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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企業作業流程的綠色衝擊  

 

面對這樣急迫的企業需求，需要有一套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來協助企業界

建立因應 RoHS 所需之綠色規範、綠色供應商及零組件資料庫，透過系統資料庫的

管理，即使是多客戶、多規範、多零組件及供應商之資料都能在最短時間內搜尋到

最合適之結果；再加上設計成跨公司及跨部門皆可利用同一介面使用之 WEB 平

台，可有效減少繁瑣之溝通往復流程；而主動稽核之功能更能夠針對重要事項進行

即時之通知，避免人工錯誤而造成企業無可挽回之損失，因此此一系統設計的有以

下幾點目標：  

1.降低成本  

根據多方數據顯示，歐盟環保指令可能會對台灣相關企業造成成本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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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均來說，大約是 2~3%左右，而身處在現今的微利時代，企業根本無法容

許成本的再增加，因此，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透過資料庫及企業流程的管控及

再造，能夠避免掛萬漏一，且可有效降低企業因應所產生額外人工及作業流程

無效率之成本。  

2.提升營運效率  

透過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協助，可以讓整體價值鏈的流程更為順暢。權

限的設定讓 RoHS 作業小組就好比是一個虛擬組織，各相關單位的權責更為分

明，不需擔心相扣之環節因為訊息之不透通或人工處理過程緩慢而停滯。系統

無法解決所有的新流程問題，好比製程的改善等，但卻能夠將現階段所需的大

量資料整合並打通溝通上的困境，流程一但能夠快速進行，將有效提升企業之

營運效率，更甚之，可以縮短對客戶之回應時間，進而增強競爭力。  

3.風險管理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將所有與企業內以及企業間 (與供應商間 )之來往資料

皆進行保存，在系統上可以了解提供零組件訊息的供應商資料，如在未來出貨

端有任何問題，企業將可進行追溯，有利於風險之轉嫁。  

3.3 相關單位需求分析  

上節所提，是就公司整體面來看最為關注之宏觀效益說明，然而綠色供應鏈

管理系統要能夠達到上述之優勢，主要還是由於各相關單位獲得一定之益處下而形

成的，接下來就針對企業相關單位進行重點分析，包括業務、品保、資訊、研發、

採購單位以及供應商端。  

3.3.1 業務單位需求  

企業最重視的是否能夠接到重要客戶的訂單，有了訂單公司才得以有機會永

續發展，而面對下游客戶端的前線單位便是業務，如何在此等綠色浪潮的衝擊之下

快速回應客戶也是業務單位的重責大任。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能夠為業務人員帶來

以下之優勢：  

1.快速回覆不同客戶之需求、縮短搶單時程  

國際環保規範並不是只有 RoHS，各國或各國際品牌大廠也都積極地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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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自己的規定，甚至連 RoHS 在未來都有可能更為嚴格。因此，業務人員在

接收到客戶端各種限制之下，能夠透過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設置之規範資料庫

進行整合及比對，以最快速且最符合經濟效益之方式讓這些資訊傳達至其它相

關單位，讓供應商知道該如何配合提供相關資料以成為企業之綠色供應商，最

後在研發端選料試作時，也能夠在最有限之時間內挑選到最符合特定客戶之供

應商零組件來進行試作，業務人員因為了解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能夠為企業進

行後端相關流程上之管理，進而增加回覆效率，因此才能夠和客戶做好快速回

應及完整度之保證，而提升客戶對於企業之信賴度。  

2.化危機為轉機  

在前面提到過，新的環保法規可能會對於回應速度緩慢的企業造成競爭上

的危機。已經有供應商因為回覆速度較慢而無法在短時間內符合需求而被中心

廠淘汱，而中心廠也需擔心的是，如果沒有辦法在限定時間內找到合適之供應

商零組件來進行試作或量產的話，自己將也是被淘汱者。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

背後設計的邏輯便在於效率與效能兼併，資料庫的建立、價值鏈流程的管控、

主動稽核的概念…，能夠同時顧慮到中心廠和供應商的難處。對中心廠來說，

整合度及溝通的問題都可以讓系統帶動解決；而對供應商來說，以最簡易有用

的系統化處理方式能提高其配合度 (在供應商端會再有所說明 )，避免重工的發

生…，對業務人員來說，因為了解公司內有正確的因應策略及方法，因此危機

不再是危機，反而可以利用這個機會對客戶表明自己所持有之競爭優勢。  

3.3.2 品保單位需求  

品保單位在過去的角色在於產品之效能上的品質控管，但在加入綠色考量

後，其還需要針對客戶所要求之綠色規格進行審核。供應商檢驗報告及其它綠色文

件的檢核都需要通過品保這一關，以免將來出貨時會不符合各客戶之規範。但這些

資料的數量極為龐大，尤其像位處於中心廠這樣的產業，一項產品所需之報告資料

必定相當複雜，再加上如果規範不斷地在變動，將會增加品保人員重複檢驗的工作

量，且可能因為人工處理而產生遺漏的狀況，如此一來將得不償失。綠色供應鏈管

理系統可以協助品保人員達到下列兩項優勢，進而完成品保人員綠色品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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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進審核效率，減少人力投入成本  

在沒有系統化之前，品保人員需要針對上千筆，甚至上萬筆的供應商綠色

資料進行重複收集、審核及比對工作。但在使用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之後，此

系統將能夠保存所有供應商之檢測資料，並在審核後將結果直接和規範做比對

而形成和客戶要求之規範相對之資料庫。不合格者將也能夠透過系統直接通知

供應商後續待辦事項，因此不需要品保人員投入過多的額外心力便可以有效處

理。  

2.資料庫完整，協助做好所有管控  

對位處於中心廠角色之企業來說，供應商不見得都會願意繳交檢測報告，

也許有 5%左右的供應商意願不高，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也針對了供應商的配合

程度設計了等級之分。在面臨這樣的困境之下，中心廠仍能夠藉由權限的設定

來代替供應商進行相關事務的處理，避免在供應商數量極多的情況下，需要長

期的往復溝通；或者是要在現有的檔案內搜尋各供應商之配合程度來做不同因

應，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可以在初期就協助企業進行分類，以求快速進行後續

之流程，且仍可以建置完整的資料庫而不會被有所擔誤。  

3.3.3 資訊單位需求  

1.與現有系統、資料整合度高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採用開放式 WEB Application 架構，在此架構之下系統

導入容易與企業現有系統(如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ing ，企業資源規劃)

以及其他資料整合度、容易度相對提高。  

2.後續環境議題擴充如 WEEE 

開放式系統架構另一個方便之處是，當新功能需求增加時系統可加入新功

能模組在既有的系統中擴充，因此，面對未來即將執行的 WEEE 法規正式發布

執行命令及執行法規、方式之時，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將評估擴充 WEEE 議題

的系統功能以協助企業因應 WEEE 法規之執行。  

3.未來系統擴充性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採用開放式架構建置之下已經保留與其他系統介接的

彈性，未來，企業如果在電子採購系統 (E-Procurement)、供應鏈融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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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nance)有系統整合上的需求時，均可與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整合，以期為

整體供應鏈上、下游帶來更完整的服務及發揮更大的效益。  

4.可延用 PDM(Product Date Manaement 產品資料管理系統 )/ERP BOM(Bill of 

material，物料清單)表資料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在正式上線使用之前需匯入 BOM 表、供應商資料

以及客戶資料，這部分資料建立均可自企業現有的 ERP 系統匯出，同時透過系

統整合匯入至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不需要再透過人員手動建立或者重新

建立上述資料。甚至，未來可將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中的資料回饋到 ERP

系統。  

3.3.4 研發單位需求  

研發單位在整個管理體系中，佔有相當高的重要性。因為從設計開始，就必

須考慮零組件的使用及未來的製程，是否都導入綠色設計的概念；選用材料，有無

整合綠色採購的觀念；最後才能研發出符合客戶需求的綠色產品。  

另，相較於過去，國際品牌商的要求不再侷限於產品功能性、品質，企業

的產品是否符合綠色規範已經納入企業接單的關鍵因素之一。國際品牌大廠不

斷對中心廠提出綠色產品需求，研發部門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快速反應試做出最

符合客戶要求的綠色產品儼然已是成功接單的關鍵。在無系統協助之下，各事

業群研發團隊可能會重複要求供應商提供物質檢測報告資料，無形中便可能引

發供應商的反彈，同時造成研發速度的延遲。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將透過

層層綠色規範建立、供應商提供禁 /限用物質檢測報告、物質檢測濃度登入、綠

色零部件承認等管理功能，達到系統化資料共享的優點、節省重功的時間，協

助研發部門在最短的時間內挑到最適當的綠色零部件。  

3.3.5 採購單位需求  

採購單位同時也是把關綠色供應鏈重要的環節之一，在採購行為中需要採購

到符合客戶需求規範的綠色零部件，同時還必須要求供應商提供物質檢測報告、承

諾書等以作為驗證的基礎。在這些大量消耗採購人力、時間資源，甚至是降低採購

單位議價能力情況下，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能為採購單位帶來哪些優勢？  

1.聯繫時間大幅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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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廠為因應客戶所提出不同需求的綠色規範，採購部門必須不斷、逐一

要求供應商提供相對應的物質檢測報告、承諾書等，這些工作耗費採購部門大

幅的人力、時間，在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自動提醒 /催繳通知”的協助之下，採

購部門可同時對所有供應商發出需求、稽催通知，同時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也

會自動提醒供應商哪些物質檢驗報告即將到期需要再度送檢等功能，因此，採

購部門將能大幅縮短與供應商聯繫的時間、人力。  

2.最適化因應客戶及國際綠色規範  

中心廠面對來自各國環綠色規範要求程度各不相同，甚至當同ㄧ綠色規範

要求變動時，中心廠的採購部門就必須一一通知供應商重新送檢相關零部件，

供應商原料供應成本持續上升，將同步反應在對中心廠的報價上，這些無法避

免的需求不斷發生、供應商配合意願不斷下降、中心廠採購人員對供應商的議

價能力也隨著逐日下滑，在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化管理之下，當規範變動

時，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中的”綠色規範管理”會自動比對哪些物質濃度含

量變動？哪些供應商供應的零部件受到影響？是否需要再度送檢？是否所有的

物質都需要重新檢測？如此，可降低供應商的困擾相對也提高其配合意願，採

購人員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也不會因此受損。  

3.3.6 供應商端需求  

就綠色供應鏈建置而言，供應商的參與度是整體綠色供應鏈環節中關鍵的一

環，加上電子資訊產品是由數量繁多的零部件所組成，若能利用資訊管理平台，以

及資料庫的建立來簡化工作，當可有效地降低人力與物力的資源成本。因此，如何

協提升供應商加入建置意願、及降低供應商現有面對大量繁不勝數的文件資料處理

負荷，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將在如何降低資料重複處理方面提供協助。  

1.系統化資訊管理減少不必要的重複工作  

供應商面對各家 OEM/ODM 大廠問卷填寫需求、格式不同的檢驗報告需

求，加上物質檢測費用著實用令供應商疲於應對，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化

的管理將協助供應商透過單純的零部件物質檢驗報告登入、規範查詢…等模

式，降低供應商大量重複填寫檢驗報告此類不必要的重複工作。  

2.建立供應商自我管理的綠色零組(次)件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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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綠色供應鏈電子化系統規劃 

在綠色設計及採購的議題下，研發部、環安課、採購課及品保部是禁 /限用有

害物質管制之 4 大關鍵單位。但直至 RoHS 正式生效前(2006/07/01)前，禁 /限用有

害物質含量因素尚未直接影響接單與否，故各單位依據各自不同的職能及任務與客

戶或供應商不同的窗口協商綠色議題，彼此間資料之透明度並不高，傳遞效率亦

低，並未由統一的觀點進行管理。而 RoHS 正式生效後，採購及研發政策將與綠色

規範緊密結合，因此相關單位顯然必須有一共同的資訊管理平台，以及資料庫的建

立來簡化工作，當可有效地降低人力與物力的資源成本。  

4.1 綠色供應鏈之管理內涵  

完整的綠色供應鏈簡單來說應包括設計端、生產與管理端、檢驗端等。但事

實上目前最為急迫的仍是生產與管理端的部份，因此本文提出一個目前各企業最需

要之解決方案如下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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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綠色供應鏈管理內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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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先了解綠色供應鏈之管理內涵，從最基礎的資料管理到最高層的風

險管理都是需要考量的範疇，綠色供應鏈絕非只是綠色物料的管理，而是包括相當

多元的層面；接著再對完整的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做規劃。  

4.2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系統面規劃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是以管理客戶規範、中心廠產品及零件、供應商管理為

主，軟體面包含如下：  

1.B2Bi(Business to Business lntegration 企業間訊息整合)介面  

主要負責與 PLM(產品生命週期管理 )及 ERP(企業資源規劃 )之間

AP2AP(Application to Application 公司與公司之資訊服務)介接，以提供管理零

件及供應商的資料來源，並且將管理後的綠色供應商及零件，回饋至 PLM 及

ERP 中。  

2.使用者操作介面  

讓企業內部相關 GP 作業管理人員，可以透過此操作介面，簡單達到 Green

訊息交換及檢核作業，並且使作業流程統一。  

3.綠色資料庫  

透過 SQL DB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結構化查詢語言；data base 資料庫)

集中管理所有綠色資訊，並達到容易保存、備份、分享的目的。  

4.主動稽核、警示  

此部分主要是透過作業系統服務，主動偵測異常及警示，並適時的發出通

知給內部相關人員。  

4.3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功能架構  

完整的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應包括企業綠色政策設訂、綠色供應商管理及綠

色物料管理(零組件及零部件)及綠色產品管理等服務。  

4.3.1 綠色政策設定管理  

1.禁限用物質資料管理-中心廠可透過此功能查詢及新增系統所需的物質資料。  

2.綠色規範管理－中心廠可透過此功能管理及設定所有的限用物質規範，包含同

一規範的不同版本及除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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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零件拆解管理－透過此功能中心廠設定零件拆解及零件一般資訊，並且可對零

件執行發布作業，始通知相關供應商回覆相關檢測資料。  

4.環評問卷設定－中心廠透過此功能可設定 (設計 )期望供應商回覆的相關綠色問

卷，並且發布給供應商線上填寫。  

5.綠色文件設定－除物質調查外的相關綠色文件，可透過此功能發布給供應商，

由供應商下載後填寫。  

4.3.2 綠色供應商管理  

1.環評資料審核-依供應商回覆的環境評等問卷內容執行審核作業。  

2.綠色文件審核 -依供應商回覆的綠色文件 (例如：檢測報告及承諾書 )執行審核作

業。  

3.例外報告審核 -中心廠透過此功能審核是否接受供應商的例外申請或退回並且

提供供應商其他方案建議。  

4.文件登錄查詢-透過此查詢可以查詢供應商目前的綠色文件（承諾書、檢測值、

檢測報告)的相關狀態。  

4.3.3 綠色物料管理  

產品零件管理(含替代料)-透過此功能中心廠可以很容易的知道產品零件與規

範的對應關係以及零件供應商的相關狀態。  

4.3.4 綠色產品管理  

可針對客戶所需之報表格式進行產出。  

4.4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平台運作方式  

1.供應商作業平台  

供應商可透過 IE 連結至供應商平台，並且填入相關檢測報告及檢測值，且

隨時取得中心廠的最新處理結果及了解中心廠的相關綠色規定。  

2.中心廠作業平台  

主要用於提供中心廠內部人員設定客戶及國際相關規範、發布中心廠相關

綠色通知(如環境評等、綠色文件等)、人員權限(含供應商)、更新零件相關綠色

設定、取得最新零件及供應商符合綠色規範情形操作介面。並且提供與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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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 相關資訊交換的介面及執行相關批次作業 (如到期通知及規範與零件相關

的驗證工作(以 Windows 服務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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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架構圖  

 

五、結    論 

面對歐盟 RoHS 環安法規實施在即，全球高科技品牌商為了規避風險，透過各

式自訂的綠色環安規範將風險轉嫁到上游供應鏈，而台灣身為全球高科技製造業

OEM/ODM 代工廠重鎮，面對這波綠色風暴自是首當其衝，而 OEM/ODM 廠的上

游原料供應商也將同步承受此一壓力，供應商要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除了改進製程

及生產環境外，唯有規劃建構完整的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透過供應鏈電子化迅速

地反應、滿足客戶綠色需求，提供最適化的綠色產品才能自此波綠色風暴中勝出，

並藉此厚植企業綠色競爭力，以確保企業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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