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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化產業趨勢與展望 

廖本弘*、黃孝信** 

 

摘    要 

生態化產業係指產業生產過程須兼顧生態 (Ecological)和經濟 (Economical)效

益，以提高經營績效並創造競爭優勢。個別產業應盡量採用清潔資材，而生產過程

應於設計階段考量節能減廢，並透過製程管理，員工提案改善制度等，力行不渝持

續改善，並擴及產品之環境考量面，及產品廢棄物是否易拆解與回收等。  

為追求永續發展與因應國際環保潮流及趨勢，使資源與能源能有效應用，我

國政府近年投入環保科技園區設置、環保產業扶植、綠色設計開發、清潔生產技術

輔導、綠色資材開發、再生能源開發、綠色採購立法、綠色消費宣達及綠色服務等；

各面向猶如一個供應鏈息息相關，缺一不可。  

面對嚴苛國際競爭環境，生態化產業在追求永續發展過程中，必將扮演舉足

輕重之角色。生態化產業除了符合國內法規以及國際環保規範外，並應針對本身的

環保及社會責任，以積極的態度和實際的行動不斷自我提昇。生態化產業商機無

限，我國基本上已掌握到這一波綠色契機，日後能否進一步開花結果，則有待全國

產官學研各界及一般社會大眾共同配合及努力。  

 

【關鍵字】生態化產業、環境化設計、綠色服務、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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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自 1991 年地球高峰會議後，環境問題受到全世界之重視，在電影「明天過後」

以及「不願面對的真相」播映之後，更使一般社會大眾體認環保問題的迫切性。溫

室氣體減量、清潔生產、企業社會責任、綠色供應鏈、歐盟環保指令、綠色採購、

綠色消費及綠色服務等環保議題，均與企業界，甚於一般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為因

國際環保潮流，並扶植新興產業，我國政府近年來積極輔導生態化相關產業，希提

昇台灣產業競爭力並突破國際綠色貿易障礙。  

依據生態化產業性質，其主要具 7 個面向：減少能源密集度、減少原料密集

度、減少有毒物質流佈、延長產品耐久性、提高回收率、儘量使用再生能源及提高

服務密集度。政府早期環保立法著重於控制與管制，而隨後漸朝資源保育回收及永

續發展作要求，行政院環保署近年來推動之資源回收四合一、廚餘回收、環保科技

園區等即為重大突破，成效卓然。而經濟部在 1983 年配合成立污染防治服務團，

輔導產業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在 1989 年展開工業減廢輔導計畫，輔導廠商持續有

系統的節能與減廢措施，以達到經濟與環保雙贏的效果。自 2000 年起，則以清潔

生產、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管理、綠色設計等議題，推動相關計畫，輔導業界提昇

競爭力，並藉由全球環保議題打破國界藩籬，進而跨國合作與國際潮流接軌，期帶

領我國進入國際地球村，開創另一波環保市場。  

二、生態化產業範疇之定義 

生態化產業精神在實踐永續發展，環境與經濟並存，生態效益與資源循環使

用並進，建構安全且不虞匱乏的產業發展環境。生態化產業範疇牽涉到綠色資材、

清潔生產、綠色設計、綠色消費、綠色採購、綠色服務等，其產業供應鏈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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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態化產業範籌架構  

 

生態化產業顧名思義係指產業生產過程須兼顧生態 (Ecological)和經濟

(Economical)效益，以提高經營績效並創造競爭優勢。因此，個別產業應盡量採用

清潔資材，如再生能源及再生原物料等，而生產過程應於設計階段考量節能減廢，

並透過製程管理，員工提案改善制度等，力行不渝持續改善，並擴及產品之環境考

量面，例如產品使用階段是否對環境影響最小(例如省水、省電等)，及產品廢棄物

是否易拆解與回收等。除了個別工廠應注意綠色設計及清潔生產外，工廠與工廠之

間，甚至工廠(產業)與社區之間亦應綜合考量生態效益聯結問題。除了前述清潔生

產外，綠色採購、綠色消費以及綠色服務應需相互搭配，形成綠色循環社會，也構

成環保生態產業。  

我國生態化產業尚未有全盤推動策略與措施，唯依據永續理念，從源頭開始

落實綠色管理，導入綠色設計概念，並配合綠色採購以推動綠色相關產業及相關綠

色服務之理念已逐步形成，其主要推動施工如下：  

1.推動產業環保，並整合產業綠色供應鏈。  

2.因應歐盟環保指令要求，順應國際工安環保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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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制產業輔導體系，創造永續發展環境建構。  

4.落實綠色採購理念，以綠色採購帶動綠色產業。  

5.推廣再生能源及節水節能，提昇產業綠色競爭力。  

6.加強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促進資源再利用。  

7.加強環保與安全產業扶植，創造產業附加價值。  

8.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計畫。  

上述 8 點工作，為生態化產業核心重點與指導方針，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合

作並持續推行，才能將台灣帶向已開發國家。  

三、生態化產業之發展 

生態化產業近年來在國際貿易推波助瀾與政府協助之下，相關產業及周邊衍

生之行業蓬勃發展，加上環保意識高漲，各國無不投入大量人力及物力在環保產

業，如生質柴油、太陽能產業、再生能源及綠色原料開發等。我國在這波潮流下，

也致力研發新能源，減少環境污染。以下將針對國內生態化產業發展與推動措施詳

加說明：  

1.推動產業環保，並整合產業綠色供應鏈 [1] 

近年來在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下，為因應國際環保潮流，國內產業型

態必需適時進行調整，生產製造應朝降低對環境負荷及資源有效利用之清潔生

產目標邁進，並提昇廢水及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比例，逐步邁入綠色產業的境界。 

根據工研院 ITIS 計畫可知，2000 年全世界環保產業總產值已有 5,000 億美

元，2005 年達到接近 6,000 億美元，預計至 2011 年全世界可超過 7,000 億美元，

平均年成長率大約 3%~4%之間。而在市場版圖分布部份，以 2005 年為例，美

國佔 36%、歐洲佔 31%、日本佔 16%，其餘部份佔 17%，全球環保市場範圍及

分佈比例概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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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環保市場概況  

西元 2000 2005 2008 2011 
全球市場規模(兆台幣) 16.5 19.1 21.0 23.1 

全球市場分佈比例(%) 
美國 37.4 35.6 34.4 32.8 
歐洲 31.6 31.2 22.3 19.1 

亞洲(不含日本) 4.7 6.7 8.2 10.0 
日本 17.7 16.3 11.6 9.9 

其他地區 8.6 10.2 22.9 28.2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2015 年環保產業發展策略」  

 

台灣環保產業雖然不是第一線生產事業，但近年來國際趨勢與國民環保意

識抬頭後，政府將環保產業納入「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給予各項獎勵及優

惠，可發現近年內環保相關市場的人力需求明顯增加。目前國內環保產業主要

分為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環保技術服務業等 3 大類，

項下再細分為 8 類，其相關產業分類與定義，如表 2 所示。  

 

表 2 環保產業範疇及範圍界定說明  

產業主分類 產業細分類 範圍界定與說明 

環保設備製造業 凡從事污染防治設備與相關零組件製造

修配之行業均屬之。 
環保設備及材料製造 

環保材料製造業 
凡從事用於環保設備與設施所需之材

料、藥劑等製造，已提供作為污染防治、

降低環境衝擊之行業。 

資源化產品製造業 凡對於廢棄物或可利用物質進行資源化

並製成再生產品之行業。 
資源再生產品製造業 

環境友善產品製造業

凡產品或原料製造、使用過程及廢棄物

處理符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

省能源者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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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保產業範疇及範圍界定說明(續) 

產業主分類 產業細分類 範圍界定與說明 

環保技術顧問業 凡從事環保設計、諮詢顧問、技術研發、

評估訓練等相關活動之行業。 

環境工程業 凡從事環保設施、給水工程、下水道之

建設及環境復育整治等相關行業。 

環境管理技術服務業
凡協助與輔導業者進行與取得環境管理

之行業均屬之。 
環保技術服務業 

其他技術服務業 

其他從事環境保護相關之行業，如環保

設施與設備操作維護業、環保相關驗證

業、廢棄物清除處理業、環境檢測業、

病媒防治業等行業均屬之。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2015 年環保產業發展策略」  

 

我國環保產業廠商大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且成長快速，希藉由推動環保產

業與人員訓練，藉由軟硬體結合，來整合國內產業綠色供應鏈。  

2.因應歐盟環保指令要求，順應國際工安環保趨勢  

(1)WEEE/RoHS/EuP 

從荷蘭海關查獲含有過量重金屬之 SONY PS2 開始，歐盟開始訂定一系

列與電子產品有關之環保指令，首先於 2003 年 2 月公布了「廢電機電子設備

指令(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與「電機電子設備中

危害物質限用指令(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 RoHS )」，同時亦在

2004 年推出了「能源使用產品之生態化設計指令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EuP)」的草案，這一系列環保指令及所衍生之要求，

都為了減少環境衝擊。其電子業相關發展及環保壓力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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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性訴求 產品元件微小化

電子結合生活

應用面擴大
(使用量增大、週期短)

*先進國平均廢棄物>20公斤/人/年
*使用重金屬及鹵素等危害物質
*耗用大量能源

環境化設計
(配合回收、拆解、再生)

階梯化使用(cascade usage)
(產品/元件/材料)

回收/再生

電子產品之環境負荷

禁用有害
化學物 省能產品

WEEE RoHS EuP

綠色供應鏈

 

 

圖 2  電子業發展及環保壓力 [2] 

 
藉由相關指令，期望能夠對歐盟各國電機電子產品的環境衝擊予以有效

之管制，並且達成各國比較一致的作業成效。  

(2)REACH 

在 1981 年以前上市的化學品，由於對於化學品本質及使用常識上的不

足，亦無的核准程序，無從得知化學品對人體或環境的影響；有鑑於此，歐

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3 年 10 月 29 日正式提出化學物質之登記、

評估及核准((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sation of Chemicals, REACH)

草案，做為審核歐洲化學品政策之用，包含訂定完整面向之登記、評估及核

准系統。  

歐委會所提出的化學物質之登記、評估及核准(REACH)係用以取代現行

針對既有與新的化學物質的風險評估系統，目前已有超過 3 萬種化學物質經

由 REACH 程序完成評估；在 REACH 中，原本由政府負責化學物質之測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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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等之行政成本，轉由生產者負責。其在化學物質的登記方面規定：

每年輸入或製造的化學物質達 1 噸以上者必須向政府進行登記作業；每年輸

入或製造的化學物質低於 1 噸者、化學物質係用於研究或聚合之用者可免於

登記；所提供的資訊必須與其產量與風險成比例增加。現階段看來，REACH

在將來要如何發展，恐怕還要在歐盟持續發燒好一陣子，但毫無疑問的，緊

接在 WEEE 及 RoHS 使用指令之後，REACH 將是另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3]。  

上述相關環保要求，都為了讓大家生活品質提升，唯有因應歐盟環保指

令要求，順應國際工安環保趨勢，並輔導產業建立符合清潔生產製程、技術

及工具，才能強化產業因應國際環保趨勢之能力及競爭力。  

3.建制產業輔導體系，創造永續發展環境建構  

建制產業輔導體系方面，經濟部早在 1983 年即成立污染防治服務團，輔導

產業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在 1989 年展開工業減廢輔導計畫，輔導廠商持續有系

統的節能與減廢措施，以達到經濟與環保雙贏的結果。該計畫在 1999 年後，因

應國際環保潮流及擴大輔導範圍 (包括 ISO14000、二氧化碳減量、歐盟環保指

令、綠色設計、綠色供應鏈、清潔生產及企業環保社會責任等)，已更名為「因

應國際環保標準與清潔生產輔導計畫」而持續推動中，所以政府對於企業綠色

實踐之輔導，是一個長期性且與時代脈摶相互呼應之重要工作。  

在產業補助措施部份，經濟部在獎勵投資措施條例後期，即有進口污染防

治設備免稅、投資抵減、二年加速折舊等租稅獎勵措施。1991 年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施行後，同時更積極獎勵綠色研發工作，許多綠色科技及綠色材料均能獲

得相關租稅獎勵。最近研修中之產業基本三法，政府亦本持協助產業之立場，

據以研訂鼓勵產業創新加值之相關獎勵措施，並將環境保護及社會公義等企業

之永續發展環境精神納入，其相關獎勵條款彙整如表 3 所示。  

企業為追求永續發展，對於政府法規及國際規範應有靈敏之嗅覺，並考量

以經濟有效之方法達成目標。目前世界潮流對於企業之期待日愈殷切，領導企

業對永續發展也積極回應，因此許多企業已開始自發性地展現企業經營在經

濟、環境與社會責任的貢獻，並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CER)，甚至企業永續性報

告書(CSR)。我國企業已有 50 多家撰寫企業環境報告書，但僅有少數企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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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撰寫企業永續性報告書。目前經濟部計畫聯合財政部、環保署等相關單位，

積極獎勵輔導企業出版 CSR，以作為永續發展之最佳示範。  

 

表 3  政府獎勵生態化產業相關獎勵優惠  

再生能源發展 再生能源電能特惠收購方案 

太陽光電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要點 

太陽熱能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太陽能熱水系統推廣獎勵要點 

風力發電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風力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第二期貸款要點 

燃料電池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第二期貸款要點 

生質能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綠建築 ●綠建築推動方案 

資料來源：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4] 

 

4.落實綠色消費理念，以綠色消費帶動綠色產業 [5] 

世界各國政府推動綠色消費行動之緣起，源自 1970 年代的國際環保潮流。

此種綠色消費觀念在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議中，落實為里約宣言提倡之永續生產

與消費活動。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也開始推出各項環保標章計畫活動，用以鑑

別與標示對環境友善產品(綠色產品)，作為推動綠色消費活動時的採購對象，並

逐漸將這些綠色產品納入成為政府綠色採購項目。  

我國政府於 1998 年 5 月公布施行的「政府採購法」第 96 條中，納入「政

府機構得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之相關規定。1999 年由環保署與公共工程委

員會會銜公告「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是全球第一個將綠色採購

納入正式法令的國家。藉由綠色消費，來帶動綠色產業成長。並透過政府綠色

採購之監督與報告機制，可以加強對於環保標章實施績效之監督。政府與環保

標章計畫合力推動公共部門綠色採購，雖然有益於提升民間部門之綠色消費意

識。但整體而言，民眾與企業之綠色消費成果依然不足。當前各界需要考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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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如何將現有政府綠色採購成果擴大至民間部門，並普及至一般消費者之綠

色消費行為。  

5.推廣再生能源及節水節能，提升產業綠色競爭力 [6] 

傳統的化石能源逐年減少，因此積極開發新能源來解決能為能源是當務之

急，國際間對太陽能、風能、地熱、水力、汽電共生、燃料電池及生質燃料均

有進展。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全力推動再生能源，以減少石化產業與

核能產業的依賴比例，再生能源 2005 年佔能源比例 5.68%，產業總產值為 645

億元，規劃至 2010 年將佔所有能源比例達 10%。政府為推動再生能源產業，故

配合「新興重要策略產業獎勵辦法」，以促進國內再生能源發電比例逐年提升，

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在節水方面，國內因工業廢水來源及水質較為複雜，因此現行廢水回收再

利用僅用於工廠內直接處理回收利用於製程次級用途(冷却用水、澆灌及非接觸

用水)。期許 2021 年時用水回收率達 65%，而回收水量成長空間約可達 24.1 億

噸，即每日需節約或回收 800 萬噸水；由經濟部工業局 2003~2006 年度「工業

用水效率提升輔導與推廣計畫」過去之經驗可得知，廢水回收佔節約用水

14.1%，其他回收方式佔 85.9%。按照比例估算，未來回收水量改善一般節水約

佔 668 萬噸，廢水回收約佔 112 萬噸。  

6.加強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促進資源再利用  

廢棄物處理依循資源再利用已成為全球所認同之觀念，加上政府法令之管

制與計畫輔導，促使資源化相關產業逐年迅速成長。據統計，資源化產品產值

每年成長 5%，預估 2003 年至 2008 年間將創造新台幣 1,950 億元產值即 50 億

以上之投資，並節省 1,305 億元工業廢棄物費用，並促成 48 件成功投資案例。

至 2006 年為止，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新增投資達 38 億元。投資案件多為廢清洗

劑、廢硫酸、廢硝酸鈉、廢光碟片、廢塑膠、印染紡織、汽車零件、電鍍污泥、

含銅污泥、有害廢液、廢鐵屑等。日後續具發展潛力商機包括：灰渣、複合性

電子廢棄物貴重金屬及廢液回收等資源化技術、綠建築建材產品製造與技術，

有關資源化工業主要名目統計詳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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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資源化工業名目統計  

項  目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產業產值(億台幣) 327.8 363.9 385.0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量(萬公噸/年) 1,032 1,070 1,081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投資金額累計(億台幣) 2.3 3 3.2 
資料來源：資源化工業輔導計畫，2007 年 1 月。 

 

7.加強環保與安全產業扶植，創造產業附加價值  

政府近年也積極垂直整合環保技術服務業，獎勵相關生態化產業投資事

業，帶動整個環保產業市場。依據「環保產業推動計畫」2006 年第三季市場動

態分析報告指出，2005 年我國出口至東南亞國家、中國大陸及香港之環保設備

約為 4,154 萬美元，2006 年 1 月至 8 月則為 2,215 萬美元，主要銷售產品為水

處理之設備與產品為出口項目。  

我國環保產品後續可朝加強品牌推銷與研發，爭取成為國際大廠之 OEM 或

ODM，建立完善服務網絡與生產供應練等方式進入海外市場作準備 [6]。  

安全產業方面，在恐怖主義日熾之下，全球經濟因全球貿易體系之脆弱而

嚴重受到傷害，身為控管貨物跨國移動之政府機關一份子，海關在稅費徵課與

貿易便捷過程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對全球貿易供應鏈提供更大的安全，而貨物

從生產、工廠及庫存場地安全在國際供應鏈中的相關機制就變得非常重要。  

有鑑於此，各界認為國際關務組織 (WCO)有必要簽署一項在不損及貿易便

捷之原則下的全球貿易移動安全策略。而此策略僅是強化與充實海關整體措施

的一部份而已。為了超越現有的計畫與運作，WCO 會員發展出一套加強國際貿

易安全與便捷的體系，此即 WCO 全球貿易便捷與安全之基準架構。此套為促使

全球貿易安全與便捷的 WCO 架構揭示了原則與基準，且為 WCO 會員提供了必

須遵循之最低門檻。有鑒於此，政府近幾年也投入相關人力、物力、財力在安

全產業做努力，協助廠商建立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

並完成貨物生產、工廠及庫存場地安全之審理，及配合我國其他安全供應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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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部門之認定與檢核，使獲得認證為 AEO 之國內企業，可獲取各國海關通

行之優惠條件，提昇其國際貿易優勢及國際競爭力，進而促進我國相關產業之

發展 [7]。  

四、結    語 

我國生態化產業正面臨國際與國內經濟景氣與經營環境改變，未來的發展、

業務開拓、技術研發、人才培訓及資訊建立等各個層面息息相關，國內生態化產業

努力成果與現況歸納如下：(1)個別工廠清潔生產小有成就；(2)生態化工業區開始

啟動；(3)生態化服務業方興未艾；(4)綠色供應鏈壓力愈升高；(5)資源化工業已奠

基礎；(6)綠色採購尚待努力；(7)綠色消費運動需持續推動；(8)政策法規扮演重要

角色；(9)生態化產業商機無限。  

面對嚴苛國際環境，生態化產業在追求永續發展過程中，除了符合國內法規

以及國際環保規範外，並應針對本身的環保及社會責任，以積極的態度和實際的行

動不斷自我提昇。生態化產業商機無限，我國基本上已掌握到這一波綠色契機，日

後能否進一步開花結果，則有待全國產官學研各界及一般社會大眾共同配合及努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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