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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鏈推動機制及案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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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代演進及生產研發技術的更新，電子、電機相關產品之生命週期越來

越短，汰換速率逐漸加快，新一波的綠色工業革命儼然已正式展開，國際間電子、

電機產業開始從「環保產品」之概念轉變成「產品環保」，導致產品之管理由過去

的產品安全要求延伸至產品環保要求。於此同時，由於綠色產品之需求遽增，其漣

漪效應正沿著全球化之供應網絡迅速擴大，並持續衝擊企業之經營模式與思維。

經濟部工業局 (以下簡稱工業局 )為協助國內電機電子製造廠商因應歐盟相關

環保指令，特於 2005 年 5 月成立「經濟部 RoHS 服務團」，期望藉由相關環保指

令的蒐集，協助與輔導產業改善供應鏈體系，建立企業綠色競爭力，台灣產業服務

基金會(以下簡稱產基會)亦為服務團成員之一。本文以產基會從 93 年度起開始執

行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推動輔導計畫及 RoHS 服務團相關經驗，探討產業

如何建制綠色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 簡稱 GSC)」，並進行案例分享。  

【關鍵字】延長生產者責任、整合性產品政策、廢電機電子設備限用危害物質指令、

廢電機電子設備指令、耗能產品生態化設計需求指令、綠色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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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由於國際間環保意識高漲，帶動綠色採購與綠色消費之潮流，加上

多種環保指令與產品規範陸續推出，逐漸形成可能的綠色貿易障礙。例如，歐盟

2005 年 8 月 13 日生效之「廢電子電機設備指令」(WEEE)，與將於 2006 年 7 月 1

日實施之「危害物質禁限用指令」(RoHS)。而美國也有 1986 年通過之加州「65 號

法案」(Proposition 65)，以及分別於 2003 年 9 月、2004 年 9 月通過之「電子廢棄

物回收法」(SB20)及其修正案(SB50)，在中國大陸方面，亦於 2006 年 3 月通過之

「電子資訊產品污染控制管理辦法」等，均與綠色規範有關。茲彙整近年來國際重

要的綠色環保規範相關內容，如表 1 所示。  

根據海關出口統計資料(93 年 1~11 月)，我國輸歐電機電子產品產值高達新台

幣 2,258 億元，出口廠商家數多達 34,533 家。工業局進一步調查發現，歐盟相關

環保指令一旦實施後，估計約有 44 項的電機電子產品將受到管制，直接受到影響

的產值約達 2,500 億元，佔國內 GDP 的 2.45%；如果連上、下游及周邊相關產業

都算進去，受波及產值將高達 4,000 億元，佔國內 GDP 的 3.92%；若再加上業者

於大陸設廠生產並輸往歐洲的部分，其影響將遠超過想像，如圖 1 所示。另根據工

業局 95.3.30 的新聞稿指出，上市、上櫃廠商，仍有 164 家公司未通過審查，不符

RoHS 規定的產值約占總出口歐盟的 10%，影響產值 200 億元。  

除了上述區域性的國際環保要求外，為積極因應環保趨勢，各國際知名大廠

紛紛以環保做為產品及企業形象之訴求，並參考相關國際規範 /指令，自訂所屬之

綠色採購要求，據以管控與評核供應商供應對環境友善的物料與產品的能力。茲摘

要彙整跨國企業綠色採購規範中對環境危害物質之規範與相關要求，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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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環保相關規範內容彙整(參考例) 

環保指令 管制對象 指令內容概要 管制日期 

Packaging & 
Packaging Waste(PPW) 
(94/62/EC) 

包裝材 危害物質之禁限用管理︰ 
Pb + Cd + Hg + Cr6+ < 100 ppm 2001.7.1 

廢棄車輛回收處理近程目標︰ 
Reuse & Recycling rate > 80% 
Reuse & Recovery rate > 85% 

2003.7.1 

危害物質之禁限用管理︰ 
Pb < 1,000 ppm    Cd < 100 ppm 
Hg < 1,000 ppm    Cr6+ < 1,000 ppm 

2006.1.1 
End-of-life 
Vehicle(ELV) 
(2000/53/EC) 

汽  車 
 

廢棄車輛回收處理遠程目標︰ 
Reuse & Recycling rate > 85% 
Reuse & Recvery rate > 95% 

2015.1.1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2002/95/EC) 

電機電子產品 

危害物質之禁限用管理︰ 
Pb < 1,000 ppm    Cd < 100 ppm 
Hg < 1,000 ppm    Cr6+ < 1,000 ppm 
PBBs < 1,000 ppm PBDEs < 1,000 ppm

2006.7.1 

應建立廢電機電子設備回收體系 2005.8.13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 
(2002/96/EC) 

電機電子產品 

廢電機電子設備回收處理目標︰ 
(1)平均回收量達到 4 Kg/人-年 
(2)大型家用電氣產品、自動販賣機 

Reuse & Recycling rate > 75% 
Recovery rate > 80% 

(3)資訊通訊設備、消費性電子產品 
Reuse & Recycling rate > 65% 
Recovery rate > 75% 

(4)小型家用電氣產品、照明設備、電動
工具、電子玩具、監控設備 
Reuse & Recycling rate > 50% 
Recovery rate > 70% 

2006.12.31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using 
products (EuP) 
(2005/32/EC) 

使用能源產品 
(交通/運輸工具

除外) 

應於產品各生命週期階段評估可能的

環境衝擊，並改進其環境績效 
應建立產品生態檔案(ecological 
profile) 
製造商必須由產品生命週期之評估，尋

求其他可能的替代技術，藉以提昇產品

的環境績效，開發出更佳環境友善

(environmental friendly) 之產品。 
標示「CE」標籤 

2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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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環保相關規範內容彙整(參考例)(續) 

環保指令 管制對象 指令內容概要 管制日期 

歐盟化學品指令

(REACH) 
(2005 公佈) 

未來將影響

電機電子、半

導體與紡織

產品之化學

原料、特用化

學品相關產

業 

2006‧ 年起各國包含化學材料在內共計 3
萬餘種化學產品，無論是歐盟境內生産的

還是從第三國進口的，在進入歐盟市場

前，均須對産品可能對人體以及環境産生

影響的指標進行評估及檢測。 
‧我國銷歐貨品中歸屬海關稅則號列第 27
至 40章之塑、橡膠及有機化學品等化工
產品將受衝擊。 

‧相關實行細則制定中，未來可能影響製

程中有使用化學原料的電腦、半導體、紡

織、塑膠等產品。 

2007.4.1 

電子資訊產品污染控

制管理辦法(中國大陸) 
(2006/3/1公佈) 

針對電子雷

達等十大類

產品管制 

‧危害物質之禁限用管理︰ 
鉛、汞、鎘、六價鉻、多溴聯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國家規定的其他有
毒、有害物質或元素 

‧整體而言，此管理辦法較歐盟 RoHS指令

中的要求及說明更加詳細，而最大之差異

在於管理辦法中第十九條中要求，未來使

用限制物質的產品將被編入目錄，只有通

過產品認證後方可進入中國市場，此為歐

盟 RoHS指令中未明確要求者。 

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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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 類電機電子產品銷歐營業額分析(93 年) 

資料來源：海關統計資料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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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國企業環境危害物質禁限用規範重點彙整(參考例) 

管制項目 
公司 綠色採購要求 

RoHS Packing ODS GHG Plastics 其他 

Canon 
2004 年底應完成現有

產品符合 RoHS、新開
發產品 2004春季實施 

◎ ◎ ◎ － － 

PCBs、PCTs、石棉、砷、
偶氮苯染料、著色劑(含
氯氨基苯甲酸)、氯化二
氧芑呋喃、10-13 C石蠟

氯化物、PCP、焦油、放
射性物質、有機錫 

Dell 
於”Materials Restricted for 
Use”中，依產品、包裝、
電池等三類分別管制 

◎ ◎ ◎ － － 電池、Ni、PCBs、PCTs 

HP 

於”Specification Control 
Drawing”中，按產品、
電池、包裝、標章與標

籤及化學品登錄等類別

進行管制 

◎ ◎ ◎ － ◎ 
電池、標籤、PBDos、
PCBs、PCTs  

IBM 
於”Env. Conscious 
Design”中明訂管制事
項 

◎ ◎ ◎ － ◎ 

電池、偶氮苯染料、Be、
Ba、石蠟氯化物、Sb、
As、Be、Bi、Co、Ni、
Se、Te、Th、PCBs、
PCTs、PBDos、有機錫、
石棉、放射性物質 

Microsoft 
管制產品及製造過程中

所含環境危害物質之含

量 
◎ ◎ ◎ － ◎ 

納入品質系統管理、溯

及 Tier 2的要求、其他
化學物質要求與 IBM近
似 

Motorola 

於”Controlled and 
Reportable Materials 
Disclosure”中，按
Controlled、Eco-Design 
list 等 2 類分別規範 

◎ ◎ ◎ － － 
石棉、二乙醇醚類、

PCBs、PCTs、PBDos、
鹵化戴奧辛/呋喃 

Pioneer 

依 Pioneer Group
之”Environment 
Hazardous Substances 
Standard”，管制金屬、

鹵化有機物及其他等 2
大類 

◎ ◎ ◎ － － 

Sb、As、Be、Bi、Co、
Ni、有機錫、Se、Te、
Th、石蠟氯化物、

PCBs、PCTs、PBDos、
石棉、偶氮苯染料、氰

化物、酚醚類、放射性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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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國企業環境危害物質禁限用規範重點彙整(參考例)(續) 

管制項目 
公司 綠色採購要求 

RoHS Packing ODS GHG Plastics 其他 

Sharp 

以歐盟 CEFIC等機構
之”on the Appliance of 
Substances under 
Special Attention in 
E&E Products”為藍本

訂定供應商管理規範 

◎ ◎ ◎ － ◎ 
PCBs、PCTs、石棉、砷、
焦油、甲醛、偶氮苯染

料、鹵化戴奧辛/呋喃 

Sony 

於”SS-00259：部件和
材料中的環境管理物

質管理規定”中明訂管
制要求 

◎ ◎ ◎ ◎ ◎ 

重金屬、有機氯化合

物、有機溴化合物、三

丁基錫化合物/三苯基錫
化合物、石棉、偶氮化

合物、甲醛、聚氯乙烯

(PVC)/聚氯乙烯混合物 

Siemens 
於”Env. Compatible 
Products”中明訂管制
事項 

◎ ◎ ◎ ◎ ◎ 與Motorola近似 

ASUS 
於”S-AT2-001”中依外
購模組、零部件、副資

材和材料中加以管制 
◎ ◎ ◎ ◎ ◎ 與 Sony近似 

說明：打◎註記表示企業對供應商進行禁限用物質相關管制。 

 

二、綠色供應鏈 

依據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 SCC)之定義，供應鏈涵蓋了從生

產至運送最終產品到顧客手中過程中所有的活動，亦即從接單到訂單管理、供給與

需求的管理、原料、製造及組裝、倉儲與運送、配送到通路、最後送達消費者手中

的一連串流程。因此，供應鏈可視為不同公司間從產品之原料來源、製造、配銷、

運送等形成一個緊密合作關係之網絡結構，其主要的特徵包括物流 (material 

flows)、資訊流(information flows)與資金流(financial flows)。  

產業間由於原物料採購與生產零部件等商業活動，原本就已存在採購鏈或供

應鏈關係，其上下游之鏈狀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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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自有品牌廠
(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

IDM︰整合元件製造廠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OEM︰原始設備製造廠或專業代工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DM︰原始設計製造廠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Tier1 Supplier
一階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Supplier
供應商

Tier1 Supplier
一階供應商

Tier1 Supplier
一階供應商

Tier2 Supplier︰二階供應

End User：客戶獲一般消費者

 
 

End User︰客戶或一般消費者 
OBM︰自有品牌商(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 
ODM︰委託設計製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IDM︰整合元件製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OEM︰原始設備製造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Tier1 Supplier︰第一階供應商(半成品、零部件) 
Tier2 Supplier︰第二階供應商(原物料、零部件) 

 圖 2  產業供應鏈架構  

 

由於國際間環保規範與跨國企業綠色採購要求日趨嚴格，產品若要符合相關

規範或要求，並非單一工廠的努力即可達成，而「綠色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 

GSC)」正是藉由生產或採購的關聯性，將上游品牌廠商、中游專業代工廠商以及

提供原物料、零組件、支援性物料等的下游供應廠商串聯起來，使每一個零組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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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與製程物料的使用，以及產品本身，都能符合相關環保規範。亦即，綠色供應鏈

中應關切的管理重點除了原本的品質、交期與成本外，亦須納入環境及服務等議

題。其中，環境之議題包含須符合國際相關規範與跨國企業採購規範等；服務之議

題則包含不使用危害物質自我宣告、產品環境化設計、生命週期評估與逆向物流

(Reverse Logistic)等。  

簡言之，綠色供應鏈正是藉由生產或採購的關聯性，將自有品牌商、委託代

工設計、委託代工製造商及提供原物料、零組件、支援性物料等各階供應商串聯起

來，短期目標為確保每一個原物料、零部件材質、製程條件與其使用之相關物料，

都能符合相關環保規範，以提供綠色產品予客戶或一般消費者。長期目標則可結合

資源化產業，建立完整回收體系，透過能資源之循環再生，逐步實現永續發展之願

景。  

三、輔導流程 

為協助國內產業因應此一綠色浪潮，工業局自 93 年「清潔生產推廣輔導計畫」

項下，已提出「綠色供應鏈」之輔導，由產基會負責規劃與執行，期能於製程(包

含原物料替代、無鉛製程轉換等)、產品(包含環境化設計、生命週期評估等)與服

務(包含減少運輸過程之環境衝擊、建立回收再利用體系等)等面向，協助電機電子

相關產業建制綠色供應鏈管理機制，短期目標為符合國際相關環保規範要求，長期

目標則為協助產業供應鏈提升整體之綠色競爭力。本文係以近年度年度輔導數家不

同型態廠商建制綠色供應鏈之經驗為例，研擬建制適切廠商需求之綠色供應鏈程

序，提供各界參考。  

1.輔導工具  

針對綠色供應鏈之輔導工作，產基會在輔導前已經開發相關的技術工具及

相關表單如表 3 所示，除可瞭解廠商輔導需求與問題點外，更可藉此規劃輔導

期程與工作內容，進而提供工廠最有效益之輔導資源，茲舉數表單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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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產基會所開發相關輔導技術工具 /表單  

    類別 
 型式 基線盤查 清潔生產技術 法規查核 

技術工具 ‧綠色管理系統文件清查表 ‧空壓機操作效率評估

‧袋濾集塵機效率評估

‧溫室氣體評估系統 
‧鍋爐操作維護評估 

軟體工具 

‧半導體清潔生產標竿 
  量測系統 
‧汽車業清潔生產標竿 
  量測系統 

‧自我查核系統 
‧全廠用電管理軟體 
‧逆洗製程節水軟體 
‧冷卻水塔節水軟體 

‧環保自評制度 
‧禁限用物質管理工具 

表單工具 
‧工廠製程圖、產能資料 
‧基線流程清查表 
‧環境用水平衡表 

‧清潔生產評估程序 
‧能源使用量統計表 
‧電能平衡圖 
‧環境財務決策工具表

‧綠色管理稽核查檢表 
‧工廠污防記錄表 
‧鍋爐法規管理表 

資訊交流 
平台 ‧清潔生產基線資料庫 ‧清潔生產資訊網案例

搜尋系統 
‧清潔生產資訊網案例

搜尋系統 

 
(1)供應商因應 RoHS 指令狀態查檢表  

為使先期掌握各廠輔導需求與輔導重點，本計畫研擬綠色供應鏈應考量

之重點項目，於工廠報名時寄送工廠填寫與勾選。綠色供應鏈輔導需求選單

如表 4 所示。  

表 4  供應商因應 RoHS 指令狀態查檢表(參考例)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填寫人：                  職稱：            e-mail：                   電話：                   日期：94 年    月   日

附 件一 :供應商 因應 R o H S 指 令 狀態查檢表 (確 認 服 務 標的 )
• 說明
1. 請依據  貴廠目前因應 RoHS 指令的作法與執行現狀，逐一勾選各問項，以供作為工業局提供相關協助之參考。

2.部分問項請自評達成率/符合度(滿分 100%)或另頁說明；若不瞭解該問項，可圈選「不清楚」；若與該問項無關時，請圈選「無關」。

• 影響承受程度評估：

1.貴公司/廠的資本額   ÿ  ÿ       元；2004 年的營業額約  ÿ          元；可能與輸歐有關之金額約            元；員工數約           人。
2.客戶(Buyer)是否下達 RoHS 相關指令：主要客戶數目約  ÿ      家；提出要求者  ÿ      家；未提出要求者  ÿ      家；不相關者        家。

分   類 問         項 選     項

A1 貴單位已瞭解歐盟相關環保規範(如 RoHS/WEEE/包材指令等)？ □是：自評    ÿ    %  ÿ  ÿ  □否　      □不清楚

A2 客戶已提出與 RoHS 指令相似或更嚴格之環境禁限用物質相關規範？ □是（請另頁說明）  ÿ  ÿ  ÿ  □否　　    □不清楚

A.歐盟環保
指令關聯

性查核 A3 貴單位產品若受到歐盟 RoHS 指令的規範，將於何時發生/生效/影響最大？ 西元ÿ  ÿ  年　  ÿ  月　  ÿ  日  　　  ÿ    □不清楚

B1 產品中含有客戶環境禁限用物質相關標準之列管物質為何？ □鉛□汞□溴化耐燃劑□鎘□鉻□其他ÿ    □不清楚B.產品符合
度查核 B2 產品可符合客戶環境禁限用物質相關標準？ □是　         □否（請另頁說明）       □不清楚

C1 針對客戶之供應商綠色品質相關規範所採取的對應作為，客戶已滿意/認可？ □是：自評   ÿ      %    □否     □不清楚  □無關
C2 需定期/隨時回應客戶有關環境禁限用物質管理相關標準所列要求？ □是（請另頁說明）　  □否  ÿ  □不清楚   □無關

C.溝通管理

查核
C3 貴單位已通過 ISO 14001 及/或 ISO 9001 驗證？ □ISO 14001；□ISO 9001□其他（請另頁說明） □否
D1 貴單位瞭解經濟部已成立「RoHS 服務團」，並可提供必要之協助？ □是　  ÿ  ÿ  ÿ  ÿ       □否  ÿ        □不清楚

D2 貴單位已瞭解工業局可提供 RoHS 相關輔導？ □是  ÿ  ÿ  ÿ  ÿ         □否       ÿ    □不清楚

D3 曾接受/邀請外部單位赴廠輔導 RoHS 相關議題？ □是（請另頁說明）　　    □否　  ÿ  ÿ    □不清楚

D.因應措施
查核

D4 曾派員參加 RoHS 相關訓練？ □是： ÿ  人次ÿ   人時   □否            □不清楚

E1 需要 RoHS 相關法規資訊/規範之版本更新服務？ □是（請另頁說明）        □否

E2 需要綠色製程技術之輔導與引進？ □是（請另頁說明）        □否

E3 需要更多檢測資訊或檢測設備，以有效進行品管作業？ □是（請另頁說明）        □否

E.輔導需求
查核

E4 需要導入資訊管理平台，以有效推動綠色管理作業？ □是（請另頁說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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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綠色供應鏈推動狀況查核表  

由於各工廠因應其上游客戶綠色採購規範之開始期程與執行作為均不

同，為迅速掌握各工廠於先期推動或客戶相關要求之因應狀況，以擬定後續

輔導重點，計畫針對工廠 5 大管理面向(研發、採購、生產、品管、資訊)，研

擬推動綠色供應鏈時應考量重點之查核表單，藉此瞭解目前工廠於綠色供應

鏈各相關事務之負責部門、管理系統運作狀況、生產作業管控執行情形、料

件合乎環保要求之比例，以及技術面上的輔導需求等。綠色供應鏈推動狀況

查核表如圖 3 所示。  

 

 

 

 

 

 

 

 
圖 3  綠色供應鏈推動狀況查核表(參考例) 

 
(3)綠色供應鏈管理表  

為協助各工廠彙整推行綠色供應鏈管理制度之相關資料，並做為日後建

構綠色資訊管理系統之基礎與參考，計畫參考國內數家大廠之實際執行經

驗，研擬綠色供應鏈相關管理表單，內容包含產品 RoHS 清查表、供應商物料

RoHS 清查表及供應商繳交資料管理表等(如圖 4∼7 所示)，於輔導過程中提供

各工廠參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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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產品 RoHS 清查表(參考例) 

 

 

圖 5  供應商物料 RoHS 清查表(參考例) 

 

 

圖 6  供應商繳交資料管理表(參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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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核項目

A 波銲

1 波銲使用何種銲料？ ___________________
2 錫槽是否為無鉛使用的材質？

若銲料為SAC錫槽用SUS304會產槽底腐蝕。(Ag+Cr)

→改用SUS316不銹鋼，由氮氣處理防止DIP爐破損。
3 適用產品機型

錫爐廠牌________________ 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PCB過無鉛波銲爐情形為何？

․錫波流動性  □好  □佳  □看不出

․槽體保溫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高壓噴口設計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操作溫度為何？ _________℃

․是否監測槽液的Cu濃度？

4 是否有2次波銲？___________    元件接腳過長？___________
B SMT製程
1 銲點有枝狀物產生？(光澤不佳)

‧冷卻速度 __________℃/sec (建議小於3)
2 Void的產生？(Flux的有機氣體逸散完整嗎？)

‧冷卻速度 __________℃/sec (建議大於4)

建議合理速度(℃/sec)

      ＜冷卻速度＜

3 SMT作業良率如何提升？

‧ □電子顯微鏡的使用   □擦拭布的使用(棉絮、纖維產生)

 
圖 7  無鉛製程能力查核表(參考例) 

 
2.輔導策略  

為協助中心廠建制符合其需求之綠色供應鏈管理機制，計畫於輔導時先進

行下列重點項目之調查與分析如表 5，藉以擬訂各廠之輔導策略︰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8 期(Apr. 2006) 181 

表 5  輔導調查彙整表(參考例) 

調查重點 說明 

供應鏈位階 主要任務 主要壓力 

OBM 
‧訂定符合國際環保規範之綠

色採購要求 

˙國際或區域性環保規範 
˙綠色消費觀念 
˙自有品牌商譽 

ODM/IDM 
‧訂定符合各 OBM廠之綠色

採購要求 
‧建立綠色資訊管理系統 

˙國際或區域性環保規範 
˙客戶綠色採購要求 
˙綠色設計能力 

OEM 
‧彙整各 ODM/IDM廠之綠色

採購要求 
‧建立綠色資訊管理系統 

˙客戶綠色採購要求 
˙綠色製程要求 
˙綠色產品要求 

供應鏈位階 

Supplier 
‧彙整各廠商之綠色採購要求

‧提供符合客戶之物料、零部

件、半成品 

˙客戶綠色採購要求 
˙供貨壓力 

生產特性 

‧電機產品生命週期較長，生產特性大致屬於定量生產，而電子產品則較

短，生產特性大致上屬於多樣少量之生產。多樣少量化的生產相較於定量

生產，其所需要管控之原物料、零部件、半成品及供應商數量可能差異甚

鉅。 
‧中小企業基於製造技術水準、勞力密集度、工安風險或生產毛利等諸多因

素之考量，部分零部件、半成品甚至成品，會採用委託加工或外購之途徑，

故於供應商管理之策略與稽核重點亦產生極大之差異。 

管理系統 

‧將視廠商於品質管理系統(ISO 9000系列)或環境管理系統(ISO 14000系列)
之實際運作狀況，引導工廠成立跨部門專案小組，依 P(Plan)、D(DO)、
C(Check)、A(Action)之運作模式，逐項修正對應之條款項目及相關之各階
程序書。 
‧亦可視工廠內部管理現況，於管理系統外建構獨立之 GSC管制程序，文
件管理較為單純，並可迅速應對客戶端之稽核。 

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之分工程度，將影響推動綠色供應鏈之難易程度及其成果。 
‧組織愈扁平化，分工程度不至太細，於推動各項工作時較具效率與彈性。 

 

3.輔導重點  

基本上，綠色供應鏈管理可分成 3 層級︰中心廠內部管理、供應商管理及

客戶溝通，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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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料件 製程

產品

客  戶

半成品 

產品

加工

中心廠內部管理

(Level 1) 
供應商管理 

(Level 2) 
客戶溝通 
(Level 3) 

 

圖 8  綠色供應鏈管理層級  

 
(1)中心廠內部管理  

針對廠商內控管理，包括從客戶要求(特別環保相關產品規範)，並將此規

範納入合約審查，並按此進行設計開發、供應商材料認定、採購、進料管制、

物料管理、生產、品質管制、產品入庫管理、出貨等，如圖 9 所示，茲就目

前業界常見的執行重點，摘要分述如下。並協助中心廠成立推動小組，依研

發、採購、生產、品管及資訊等 5 大管理面向，進行綠色供應鏈管制重點之

盤查(如表 6)，並訂定推行期程(如表 7 )。  

 

圖 9  內部控管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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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內控管制重點彙整表(參考例) 

部門管理 內控管制重點 
‧危害物質清查(製程、產品) 
－國際環保規範、客戶綠色採購要求 
‧˙綠色製程與產品開發 
－綠色產品 BOM表(綠色原物料、零部件清單) 
－供應商重新送樣及樣本承認流程 
－綠色產品可靠度、安規驗證 

研發管理 

－綠色設計及相關清潔生產技術開發 
‧生產排程 
－混料預防(批次生產、重疊動線、共用件) 
－顏色管理運用(工單、專用設備標示) 
‧物料管理 
－入庫、領料作業(料號、批號識別) 
－倉儲作業(空間配置、標示、允收、退貨流程) 
－檢驗報告判讀 
‧生產作業 
－綠色產品生產動線規劃 
－製程參數設定與調整 
－設備機台污染預防、處理、監控 
－夾治具污染預防、處理、監控 

生產管理 

－自主檢查(教育訓練、點檢頻率) 
‧供應商管理 
－供應商範圍的界定 
－綠色原物料、零部件供應商清單 
－稽核機制、評鑑方式及分級管理 
‧綠色產品資訊回饋 
－危害物質調查表系統化整理 
－檢驗報告系統化整理 
－聲明書、保證書系統化整理 

採購管理 

－替代物料、供應商資訊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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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內控管制重點彙整表(參考例)(續) 

部門管理 內控管制重點 
‧抽檢作業 
  －製程中預防失效確認 
  －免檢條件(聲明書、保證書、檢驗報告) 
  －化驗時機、頻率、數量 
  －檢測儀器運用(進料、入庫、倉儲檢驗) 
‧鑑別追溯機制 
  －資訊系統化(編碼、標示、供應商代號) 
‧客訴處理 
  －客訴處理流程(複檢、第三者驗證、ICP使用) 
  －矯正與預防及相關程序修正 

品質管理 

  －原物料、零部件供應商處理與更正 
‧綠色資訊平台 
  －國際規範、客戶要求相關資訊整理 
  －產品符合規範、綠色產品查詢 
  －綠色原物料與零部件供應商資訊 
  －原物料、零部件、產品化驗報告查詢 

資訊管理 

  －產品 BOM表、ERP或 PDM系統整合 

 

a.設計管制：在設計階段初期，採購單位應要求供應商依環境管制物質管理

標準之規定提供「不使用環境管制物質宣告書」、「MSDS 或成份表」以

及「第三公證單位測試報告」等資料給研發單位，進行原材料、零組件及

輔助材料之選定。至於物料承認單位必須確認前述物料或零組件是否符合

環境管制物質管理標準相關要求，方可進行承認作業。  

b.採購管制：採購部門必須將廠內環境管制物質管理標準的要求傳達到供應

商，並確認收到該資訊。  

c.進料檢驗：進料檢驗單位除一般的功能及外觀檢驗外，必須要求供應商第一

批進貨批必須提供第三公證測試報告。另外，亦須確認其測試報告符合環境

管制物質管理標準的要求。同時，進料檢驗部門應依相關抽樣頻率，或使用

XRF 進行抽檢動作，以確認符合 RoHS 指令相關要求。  

d.生產管理：製造部門在生產作業指導書中，應確認所使用的原材料、零組件

及輔助材料等必須符合環境管制物質管理標準並加以標示。另外，對於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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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產的第一次交貨，則由品保部門提交相關報告以滿足客戶的要求。  

e.出貨管制：出貨檢驗單位應依相關抽樣頻率，或使用 XRF 進行抽檢動作，

以確認符合 RoHS 指令相關要求。  

f.不合格品矯正處理：經測試發現有不符合環境管制物質管理標準的原材料、

零組件、副資材或成品時，除依環境異常矯正管理相關作業程序，填具“內

部異常矯正要求單”向管理代表提出報告外，並需對不合格品進行區隔、識

別。另外，由管理代表應召集相關人員，查明原因、並在客戶認可前提下，

擬定矯正措施並進行效果確認；對於確認後之預防對策則予以標準化。  

 

表 7  綠色供應鏈推行期程(參考例) 

 

 
計畫依中心廠既有供應鏈管理模式，協助推動小組導入綠色供應鏈管制

理念，以調整為適切該中心廠需求之管理機制(如圖 10)。同時，依修正之管

理機制，研擬或修訂相關採購規範及管制流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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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綠色供應鏈管理機制(參考例) 

 
 

 

環境管理物質管制規範 進料檢驗設備 

圖 11-1  綠色供應鏈管理制度建制(參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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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料檢驗流程 制訂供應商分級管理制度 
 

圖 11-2  綠色供應鏈管理制度建制(參考例) 

 

(2)供應商管理  

協助中心廠召開供應商會議，由高層宣示推動綠色供應鏈之決心，同時

安排供應商相關教育訓練課程，並說明中心廠之綠色採購要求、零件承認、

進料管制、分級管理等程序，以及配合繳交資料格式(如第三公證單位化驗報

告、不使用證明書 /聲明書及物質成分調查表等)、期限要求等，並藉此與供應

商進行雙向溝通與交流(如圖 12 )。  

 

  
高層宣示推動綠色供應鏈決心 供應商大會雙向溝通 

 

圖 12  供應商大會花絮  
 

進料抽驗  XRF 

允收入庫  ICP 退貨  

第三單位  

1.緊急應變計畫  
2.改善計畫  

1.抽樣複測  
2.管制計畫  

OK NG 

OK NG 

OK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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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生產特性與執行狀況，引導中心廠篩選重要供應商成立示範體系，並

擬訂分級管理辦法與稽核計畫、評分表單等(如圖 13 )，由中心廠安排時程進

行供應商現場訪視。其中，本計畫特別協助中心廠針對示範體系供應商於原

物料 /零部件 /半成品管理(如原物料替代、危害物質減量等)、製程管理(如無鉛

製程管理、製程污染預防等)、生產管理(如有鉛 /無鉛物料區分等)、品質管理(如

進料抽驗等)、供應商或外包廠商管理等重點進行清潔生產查核，並適時協助

供應商導入清潔生產相關理念及製程技術(如圖 14 )。本項目之執行重點在於

藉由小規模體系之試行狀況，檢視各項管制程序完整性，並提供後續修正綠

色供應鏈管理機制參考。  

(3)客戶溝通  

於客戶溝通層級，則視中心廠綠色供應鏈推動執行狀況，協助彙整相關

資訊與客戶端進行主動溝通或進度報告，或經由公司網站公開目前做法。亦

可與環境報告書相關章節結合，將資訊公開予利害相關者參考。  

 
 

圖 13  綠色供應鏈供應商評分表(參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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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供應商現場輔導  

 

四、案例討論 

1.案例說明：以下就本計畫輔導中心廠自有品牌商進行案例說明  

(1)中心廠簡介—A 廠為一自有品牌的機格廠商，主要產品為金屬沖壓外殼、塑膠

外殼、電腦背板、電源供應器、電子零組件(包括晶片組、記憶體 IC、SRAM)

等。資本額為新台幣 6 億元，員工人數計 140 人。A 公司於 2004 年之營業額

約 17.8 億元，輸歐金額約 4.97 億元；供應商家數約有 150 家，均與 RoHS 相

關，經常採購家數則為 81 家。  

(2)主要製程—為機殼製造，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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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壓SECC鐵材 檢驗 點焊 檢驗 洗淨

沖壓SECC鐵材 檢驗 洗淨 烤漆

射出塑膠原料 檢驗

裝配 檢驗 入庫包裝 出貨

 

圖 15  電腦機殼主要製程  

 

(3)體系供應商—由於 A 公司為電腦機殼製造廠商，主要負責研發與產品組裝，

大部分製程(如無鉛製程)均為委外加工，故綠色供應鏈管理機制係以供應商管

理為主要輔導重點。A 體系接受輔導之供應商共計 8 家，包括鐵件及組裝廠、

電源供應器、機殼(電腦、伺服器) 、電腦背板等類的供應商，其中有 6 家為

中小企業。  

(4)中心廠關切之相關規範、標準—A 廠成立於民國 72 年，為專業機殼廠，專注

於機殼的創新研發與生產製造，其中 92%產品外銷至國外，其中 30％銷至歐

洲，主力產品為個人電腦機殼(PC case)，多為提供國際品牌廠商之代工服務

(OEM)。基於企業本身的社會責任，並兼顧國際品牌廠商之綠色採購要求，A

公司目前關切之規範主要為歐盟公告之環保指令，如包裝及包裝廢棄物指令

(94/62/EC，PPW)、廢電機電子設備限用危害物質指令(2002/95/EC，RoHS)、

廢電機電子設備指令 (2002/96/EC，WEEE)、使用能源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

(2005/32/EC，EuP)，以及客戶之要求，如 Sony 公司 SS-00259 等。  

(5)中心廠綠色供應鏈管理程序  

a.RoHS 管制措施：除因應歐盟 RoHS 指令管制之 6 類物質外，並因應主要客

戶，如：DELL、HP、IBM、Owltech、廣達、SIS、SONY、USI、IEC、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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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緯創、Eastern Reserch 等之綠色採購要求。故 A 公司彙集各客戶要求之

最嚴格部份，以訂定 A 興業之綠色產品標準，以規範所屬各級零部件、半

成品供應商及料件加工廠之綠色產品、物料管理。相關限制如表 8 所示。  

 

表 8  A 公司綠色產品之危害物質最大容許限值  

限用物質 RoHS指令要求 A 綠色標準 

鎘及鎘化合物 100 ppm 5 ppm 

鉛及鉛化合物 1,000 ppm 100 ppm 

汞及汞化合物 1,000 ppm 5 ppm 

六價鉻化合物 1,000 ppm 100 ppm 

多溴聯苯(PBB) 1,000 ppm N.D. 

多溴二苯醚(PBDE) 1,000 ppm N.D. 

 

b.綠色供應鏈推動期程：此外，為確認各物料供應商、委外加工廠因應無鉛製

程之進度，以及因應歐盟 RoHS、WEEE 之狀況，A 公司亦訂定管制期程如

圖 16 所示。  
 

WEEE標籤、拆解圖

無鉛承認流程制定

所有無鉛料樣品、無鉛零件測試

ERP系統修改(MIS)

綠色供應鏈管理綠色供應鏈導入

2004Q3 2004Q4 2005Q1 2005Q2 2005Q3 2005Q4 2006Q1 2006Q2

禁止採購有鉛料件

供應商查核

 

圖 16  A 公司綠色供應鏈推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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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供應商要求配合事項：由於 A 公司規劃於 2006 年 1 月 1 日以後，所有產品

均可符合 RoHS 指令及客戶之要求，故要求所屬供應商配合下列事項：  

‧於 2006 年 1 月 1 日前完成相關物料替代與製程改善，並須提供符合 A 綠

色產品標準之材料 /元件 /零件及包裝材料。  

‧所有供應商均應簽訂「不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 (符合 A之綠色產品標準)。 

‧已通過零件承認程序之料件，若因製造地點變更、製程重大變更或使用材

料變更，該料件供應商需主動送樣進行重新承認。  

‧經認定評鑑合格之供應商，每年應定期更新供應物料之檢測報告(第三公

正單位)；曾有抽測不合格紀錄之供應商，須每批隨貨繳交檢測報告。  

‧如經進料檢驗(IQC)檢測出限用物質超出標準，該料件供應商應於 10 日內

提出複測報告，且於驗退 2 日內回覆書面說明，內容包含該批數量、庫存

數、供應商等相關資料。  

‧若複測經公證單位檢測超出標準，須於 3 日內提出改善計畫，且該料件需

連續 3 批送驗。  

(6)綠色供應鏈推行情形  

於輔導過程中，本計畫協助中心廠召開協力廠現場輔導行前說明會及安

排 RoHS 相關教育訓練 (如圖 17)，並於引導中心廠依供應物料代表性與含

RoHS 危害物質之風險程度、供應商配合度等，提列重點工廠輔導名單。  

 

 
協力廠現場輔導行前說明 安排 RoHS相關教育訓練 

圖 17  A 體系供應商說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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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共協助中心廠訪視 8 家重點供應商，針對下列 RoHS 管制重點，

進行輔導與查核：   

‧原物料、零部件、半成品管理：包含原物料替代資訊等  

‧製程管理：包含無鉛製程諮詢、製程污染預防等  

‧生產管理：包含有鉛、無鉛物料顏色管理、料號管理等  

‧品質管理：包含進料、製程、成品抽驗計畫等  

‧供應商管理：包含委外加工廠稽核與管理等  

a.供應商 RoHS 管控查核：經輔導與查核，8 家參與 RoHS 服務團輔導之供應

商，大致皆能提供符合 RoHS 指令要求，雖於管控程序上仍有部分應改善事

項，但基本上已可達成 A 公司之管控要求。茲彙整供應商常見之 RoHS 管

控缺失如表 9 所示。  

b.RoHS 符合度清查：經過本計畫所提供的綠色供應鏈管理輔導後，中心廠將

接受輔導的經驗，推廣至其它他的協力廠商，A 公司於相關零組件及供應商

之 RoHS 符合度清查狀況如表 10 所示，其中，針對須提出改善措施之供應

商，原則上 A 公司將於每月複查改善進度，並於必要時向 RoHS 服務團諮

詢相關技術或專家資訊，以協助供應商進行持續改善。  

c.RoHS 輔導效益：經 RoHS 服務團提供相關輔導資源，A 體系之輔導效益如

下：  

‧直接輔導家數：8 家，經輔導後 100%可符合 RoHS。  

‧訓練 /擴散家數：27 家，涵蓋台灣區經常採購供應商，可提高 RoHS 符合

度。  

‧中心廠 RoHS 符合程度：73.35% (以零組件符合數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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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A 體系供應商因應 RoHS 管控缺失與建議事項(參考例) 

 常見管控缺失 建議事項 
‧未針對供應商或委外加工廠進行 RoHS
相關管理查核 
RoHS‧ 內部教育訓練與宣導仍不足，僅少

數執行人員了解 
‧未彙整客戶要求，並以最嚴格客戶要求做

為自訂規範之標準 
RoHS‧ 相關文件保存時限過短(中心廠要
求 3 年) 
‧僅收集供應商提供之檢測報告，卻未將檢

測報告依產品之 BOM表予以展開，將各
部件之檢測值予以彙整成清單，以利判讀

產品檢測報告之符合性及建立抽測機制

以驗證檢測報告之真實性 
‧對於產品檢測報告之完整性及正確性的

判讀及辨識能力缺乏 
‧產品包裝材的部份，未依照包裝材指令

(PPW)之要求-鉛、鎘、汞、六價鉻之濃度

總和<100ppm，予以管控 
‧倉儲區有鉛、無鉛料件之標示不甚清楚

管 
理 
面 

‧未建立物料清查總表，不易查詢資料更新

狀況 
‧未詳細針對製程使用之副材料進行 RoHS
資料調查 

‧製程中有關 RoHS污染預防之措施並未
落實 

‧因應客戶之不同需求，同時生產綠色產品

及非綠色產品時，生產線未進行區隔，予

以設立綠色產品專屬生產線及綠色產品

專屬治具之標示，易造成混料及污染情形

發生 
‧未針對無鉛錫爐中的鉛、銅濃度進行監控

及訂定監測計畫，以鑑別鉛污染問題及掌

控製程良率 

製 
程 
面 

‧產品目檢後之包裝程序未注意可能人為

接觸污染 

1.成立跨部門組織以因應RoHS指令及客戶

要求，並明確訂定各部門權責，使部門間

於 RoHS指令及客戶之要求等相關訊息

傳達暢通。 
2.RoHS指令排外條款乃屬概括性之定義，

各廠商對於排外條款之認定標準不一，以

晶片電阻(含陶瓷及玻璃成份)而言，部份
廠商僅要求其端電極之表面電鍍須採無

鉛電鍍，然而亦有部份廠商要求須全面無

鉛化。 
3.建議廠商於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不使

用危害物質保證書」時，於保證書內容中

應明確說明其綠色標準(如項目、限值)，
此保證書始具合理性，供應商於簽署時應

針對此部份予以確認，以保障自身權益。 
4.無鉛製程仍為電子產業因應RoHS之關鍵
問題，包含更換無鉛焊錫後之製程參數設

定、焊點可靠性驗證及錫鬚測試等，特別

是中小企業規模之 SMT或 DIP代工廠，
相對而言並無較多資源進行製程開發、調

整與可靠性驗證，故於因應 RoHS上顯然
仍需政府提供協助。 

5.關鍵材料或零部件供應商若屬於賣方市

場(如 CPU、BIOS)等，較不易溝通綠色

供應鏈配合事項(如回簽不使用保證書、

繳交成份資料表等)，仍待多方努力(如各
客層買方施壓)。 

6.副材料是供應商RoHS管制上最可能忽略

之層面，通常亦無法取得 RoHS相關檢驗
報告，如塑膠射出機使用之離型劑等，建

議於國內綠色產品相關資訊平台上亦應

規劃副材料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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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A 公司 RoHS 因應狀況一覽表(參考例) 

 清查範圍 改善中 不符合 已符合

零組件(項) 1,501 400 0 1,101 
供應商(家) 81 54 0 27 

 

四、輔導工作之經驗回饋 

以下茲彙整推動清潔生產推動輔導計畫及 RoHS 服務團相關計畫，協助各中心

廠及所屬供應商因應 RoHS 之經驗並與相關專家顧問討論彙整而成，分為管理面及

技術面，如表 11~12 所示。  

 

表 11  管理面輔導建議(參考例)  

項目 a.系統/制度面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客戶要求不一致且管制項目過於繁雜，不易擬訂環境管理物質削減計畫。 
2.部分供應商規模甚小，無任何管理系統可確保 RoHS相關之管控能力，風

險高。 
3.並無廣泛管道可供查詢相關環保規範、替代材料、製程技術、檢測/驗證標
準等資訊或諮詢；此外，亦不甚了解可申請或運用之政府輔導資源。 

4.想確認自有管制規範應建立於品質管理系統(ISO9000)或環境管理系統

(ISO 14000)，更希望由公正之認證制度取得相關證書。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中小企業應針對綠色物料管理，建立相關管理表單與紀錄，以因應客戶

要求。 
‧經濟部技術處於「寰淨計畫」中補助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TEEMA)
執行綠色電機電子材料驗證資訊平台之建制，預期應可切合產業諸多需

求。 
‧政府相關技術發展或輔導資訊大多經由產業公會、輔導機構(如產基會)
或技術研發中心(如工研院)協助宣導及推廣，建議應與相關單位保持密切

聯繫。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由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EC)、美國電子零件認證委員會(ECCB)等組織針
對有害物質製程管理所發展之認證系統 EIA/ECCB 954:2005，已於日前發
展為國際電子零件認證制度(IECQ)之 QC080000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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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管理面輔導建議(參考例)(續 1) 

項目 b.生產/製程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基於成本考量，無法設置專用產線或專用夾治具。 
2.不易鑑別製程中可能之 RoHS污染源，亦不易驗證或監測製程中是否遭受

污染。 
3.中小企業規模之無鉛製程代工廠並無充分資源進行製程開發、測試調整及

可靠性驗證，故於因應 RoHS上仍須政府提供協助。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原物料之 RoHS控管較易達成，但是副材料(手套、擦拭布或標籤等)務必
進行 RoHS清查，以簡化後續之鑑別追溯流程。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無鉛製程仍為電子產業因應 RoHS 之關鍵問題，除無鉛焊錫材料特性外，

有關製程參數設定(Reflow、DIP)、焊點與產品之可靠性驗證及錫鬚(tin 
whisker)測試等，均應持續注意相關技術發展資訊，以協助產業順利因應。 

項目 c.物料/清查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RoHS指令排外條款屬概括性之定義，而客戶端之認定標準不一，以晶片電阻(含
陶瓷及玻璃成份)為例，部份廠商僅要求其端電極之表面電鍍須採無鉛電鍍，然

而亦有部份廠商要求須全面無鉛化。 
2.對物料組成不清楚，無法確認供應商檢附之佐證資料是否完整，尤其是透過代

理商採買之外購料件(例如 CPU、晶片組等)。 
3.客戶均要求出貨包裝上標示”符合 RoHS”字樣，但每家規格不一，造成管理困擾。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歐盟近期陸續發佈新增之 RoHS排外項目，並持續研議目前技術無法克服
之應用項目，建議國內業者應透過產業公會或國際論壇等管道，積極參

與相關討論或反映可能困難點。 
‧代理商所能負擔之責任與風險有限，建議除索取 RoHS 相關佐證資料外，

亦應協調代理商儘量取得原廠產品 RoHS保證文件。 
‧若供應商以系列產品進行 RoHS承認，務必注意對應料號與送驗樣品代表

性。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建議國內綠色產品相關資訊平台應規劃副材料類別，並轉請規模較大之

中心廠與相關業者協商提供 RoHS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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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管理面輔導建議(參考例)(續 2) 

項目 d.檢測/鑑別追溯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除購置檢測設備 XRF外，無法於進料、製程及成品檢測時透過抽驗機制即

時確認物料是否符合 RoHS，但其購置成本相當高。 
2.不同客戶要求檢測項目與要求更新檢測報告之頻率不一，導致檢測成本相

當高；此外，若依均質材料(Homogeneous Material)定義清查所有物料，其

檢測成本更非中小企業所能負擔。 
3.目前 RoHS分析方法大多沿用現有 EN標準或 US EPA之檢測方法，無法判
定是否具國際公信力。 

後續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目前電子產品中已有多數零件產自大陸，就品牌廠而言，若無購置相關

檢測設備落實進料檢測，其相對風險會更高。 
‧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EC)已草擬電子產品 RoHS相關之檢測流程(IEC 

62321 Ed.1)，其中，關於如何區分均質材料、可信賴檢測方式等均有較

詳細之定義，預計 2005 年底應可審核通過。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應加強對於第三公正單位之管理，尤其針對檢測之品管措施、檢測過程

紀錄等之追蹤查核，以監督檢測品質，以減少爭議。 
項目 e.供應商管理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中小型供應商，通常不了解 RoHS管制項目且不願意簽署 RoHS相關保證
書，亦無法出具成分資料表，更因成本考量無法送樣至第三公正單位進行

檢測。 
2.關鍵材料或零部件若屬賣方市場(如 CPU、晶片組等)或傳統製造材料(如塑
膠粒、銅材等)，不易溝通綠色供應鏈配合之事項(如繳交不使用證明、成份

資料表等)。 
3.若採購金額較少，則供應商配合意願低，但欠缺可汰換之供應商。 
4.多數供應商位於大陸，有關 RoHS之實廠稽核或查核相對困難。 
5.替代物料普遍成本較高，但客戶端仍持續要求降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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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管理面輔導建議(參考例)(續 3) 

項目 e.供應商管理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電子產業已有較多供應商移往大陸，部分零組件係由台灣接單並由大陸

廠生產，RoHS風險將增高。 
‧家庭代工廠僅能向上游物料供應商索取 RoHS相關檢測報告，較無法承
擔自行送驗之成本，建議可由中心廠與供應商協商分擔送驗成本，或由

中心廠購置檢測設備協助確認。 
‧若供應商階層眾多時，除可指定上游供應之零部件外，亦可邀請供應商

之上游供應商協同參與綠色供應鏈之建制或參與相關認證。 
‧給供應商填寫之相關保證書或填寫客戶端之保證書時，應注意法律責任

之範圍界定與合約對等關係(例如賠償責任範圍應釐清加工過程污染責
任歸屬等)，不宜惡性循環層層要求簽署”不平等條約”。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基本金屬、化學材料之應用領域廣泛，部分泛用材料與 RoHS相關，但
廠商普遍不了解 RoHS，或不知道如何配合電子產業因應，建議應積極

透過各產業公會、工業區服務中心等進行相關宣導與推動，以提高材料

產業之綠色競爭力。 
項目 f.文件管理 

查核常見

問題 

1.未能有效管理檢測報告，如確認產品檢測報告之完整性或正確性，並進

行初步判讀、篩選及後續跟催、追蹤。 
2.未向供應商說明保證書之參考規範或版別，且未列出允許濃度限值。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建議廠商依需求建制綠色資訊管理平台，除彙整 RoHS相關資料外，並

可同時規劃蒐集產品相關材質資訊(如回收性、環境衝擊程度等)。 

項目 g.產品驗證/宣告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錫鬚檢測耗時且成本高，其準確性仍待確認。 
2.目前僅能依據檢測報告自我宣告產品符合 RoHS，不清楚國家是否有相關

之綠色產品驗證制度。 

注意 
事項 

1.給廠商之建議： 
•國際間普遍採用電子工程設計發展聯合學會(JEDEC)之錫鬚測試規範，其
再現性並不佳，故不適合評估產品可靠度，但可用於評估鍍層處理狀態。 

 

2.給政府相關單位之建議： 
‧環保標章產品中針對部份電機電子產品(如電視機、桌上型個人電腦、

行動電話等)雖訂有相關規格標準，但產品範圍不夠完整(91 類中與電機

電子相關者約 25 類)且與 RoHS管制規格並不一致，如行動電話產品之

汞含量需小於 2ppm、鎘含量需小於 5ppm，建議可參考 RoHS產品定義
及管制規範予以適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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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技術面輔導建議(參考例) 

項目 a.鉛及鉛化物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FR4板材、焊墊與其他接合零組件之 CTE值不同，將影響構裝產品良率。 
2.國際機構所建議之錫鬚試驗方法再現性不佳，無法做為可靠度評估用途，

國際各大廠常各自檢具其規範，要求國內廠商配合送測，徒增檢測費用。 
3.含鉛壓電陶瓷元件，未來將不適用於綠色構裝製程。日本電感元件製造商，

以及國內部分被動元件大廠，已陸續開發替代技術，唯多屬廠商

Know-How，無法推廣。 
4.含鉛銅合金，不利於製造綠色電機電子產品。日本已利用 Si取代 Pb，而中
國則利用 Sb取代 Pb，研發切削加工性能(Free-cutting)較佳之無鉛黃銅/磷
青銅合金產品，國內則由工研院材料所(2005)等單位著手研發相關技術，唯
尚未突破。 

建議 
事項 

1.避免 PCBA無鉛失配效應： 
‧選用與載板、焊墊膨脹係數值相近之陶瓷、合金或 SMD 零件腳表面處理

鍍層，以提昇構裝成品良率，並研發前述材料改質技術。 
‧研發 BGA/CSP載板腹底球墊電鍍鎳/電鍍軟金表面處理替代技術，並設法

降低雙面載板間不同表面處理所造成之成本增加問題。 
‧以 IPC-7095A規範為依據，協助封裝載板業者，由產品設計面，解決 P-BGA
封裝體貼裝/再波焊後，連接面斷裂之現象。 

2.減低 SMD無鉛鍍層之錫鬚風險： 
‧透過國科會產學合作等研究計畫，協助本國產業研發抑制錫鬚之鍍液配

方。 
‧現階段缺乏錫鬚度測試之國際驗證標準，建議技術處於「寰淨計畫」轄

下 GC(Green Component)驗證作業中，增訂相關檢測標準。 
3.綠色壓電陶瓷元件與銅合金： 
‧研發氧化鐵粉體無鉛助融技術，以協助業界產製綠色壓電陶瓷元件。 
‧研發 Bi/Sb/Si等非鉛系列之易加工合金元素添加物，藉由降低合金材料延

展性，協助業界產製良好機械加工特性之綠色銅合金。 
項目 b.六價鉻及其化合物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裝飾性」濕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鍍件，其自我修護能力與耐蝕性較差；

至於「功能性」濕式非六價鉻合金電鍍製品硬度，以及量產性不佳(車用汽
缸複合電鍍除外)。 

2.乾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製程多用於塑膠表面電鍍處理，雖污染程度較濕式

製程為低，且鍍膜與塑膠基材附著性佳，唯成本較高，多數廠商暫持觀望

態度。 
3.無鉻冷扎鍍鋅鋼板之上漆性、耐鹼性較含鉻冷扎鍍鋅鋼板差，不利於 LCD
監視器、伺服器等產品之外殼噴漆、加工作業。 

4.第三公正實驗室仍以 US EPA3060A/7196A，作為電子產品六價鉻破壞性檢

測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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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技術面輔導建議(參考例)(續) 

項目 b.六價鉻及其化合物 

建議 
事項 

1.開發成熟之濕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技術： 
‧「裝飾性」濕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技術：設法提昇三價鉻鍍件之鍍層色澤，

降低鍍液成本。 
‧「功能性」濕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技術：以多元合金鍍層或電漿/化學粗化技
術為主軸，參照鍍件之功能性要求，以及不同車用塑膠所需粗化技術，開發
商業替代技術。 

2.協助導入乾式非六價鉻表面處理技術： 
‧歐洲鉻礦即將停採，三價鉻藥劑成本逐年增加。 
‧乾式表面處理技術為未來非六價鉻表面處理技術之主流，唯成本過高，由於
塑膠基材之高回收價值可降低部分操作成本，故建議先行協助塑膠表面電鍍
工廠導入相關替代製程。 

3.冷扎鍍鋅鋼板無鉻塗層材質特性提昇： 
‧除耐指紋性、潤滑性、導電性與耐熱黃性等項目外，建議提昇塗層之上漆與
耐鹼特性，使期與含鉻鋼板相仿，擴增其應用範疇。 

4.提昇六價鉻破壞性檢測數據精確度： 
‧建議標檢局等相關單位，參考德國電鍍協會所公告之 ZVO系列方法，開發合
宜六價鉻檢測技術，供第三公正實驗室作為破壞性檢測參考。 

項目 c.溴化耐燃劑 

常見 
問題點 

1.低鹵無磷 PC板材質： 
‧歐洲環境局規定，2008 年起，含任何型式鹵素耐燃劑之電機電子設備(EEE)
需回收。 

‧FR4板之 Epoxy Resin常添加 TBBPA做為溴化阻燃劑，其可能列為 RoHS第
二階段列管物質。美系大廠(Motorola)，以及日系大廠(Sony)將於明年全面導
入低鹵 PCB。 

2.電子產品泛用 Deca-PBDE耐燃劑： 
‧2005/10/13歐盟所公告之 2005/717/EC指令暫將十溴阻燃劑(Deca-PBDE)排
外，後續可能重新列管。 

‧最常被用於連接器等電子產品耐燃用途之溴化聚苯乙烯，為 Deca-PBDE之一
種，日本 Dupont公司(2005)已開發 Nylon 66 (混合 30% Glass Fiber與有機磷
系耐燃劑)之替代性材質(產品型號：Zytel HTN NH系列)，並已量產。 

廠商因應 
困難點 

1.國內南亞、長春、聯茂公司，以及國外三井、西門子等廠商已開發出無鹵基板，
唯相關技術多屬歐美日專利，且其多以含磷有機化合物為替代性阻燃劑，唯其
韌性不佳，在鑽孔對位或無鉛高溫操作條件下，易衍生碎裂問題。 

2. Deca-PBDE耐燃劑成本低廉，短期內無替代性物料可茲供應。 

建議 
事項 

1.開發低鹵無磷溴化阻燃劑： 
‧基於環保及 PCBA製程良率考量，建議開發基板成本、吸水率、CTEz值與傳
統 FR4板材相仿之低鹵無磷阻燃技術。 

2.開發 Deca-PBDE耐燃劑替代技術： 
‧由於國際間已研發並量產相關替代材料，故建議技術處協助開發替代材料，
以預防後續可能被重新列管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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