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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對綠色產業之演進 

高毅民* 

 

摘  要 

「綠色產業」近年在全球環保的趨勢下，已成為一個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

根據資料，全球綠色產業一年的產值已達 4,000 億美元。而在綠色產業的迅速成長

過程中，為配合政府獎勵性法規與國際間供應鏈的管理需求，綠色產業相關的「綠

色驗證」已成為另一新興的產業與科技，相關的驗證技術也由早期較為單純的組織

性環境管理系統與產品性環保標章，演變今日較為複雜的溫室氣體、能源管理，以

致於到環境化設計產品。其中特別是溫室氣體相關的第三者公正機構驗證，未來將

在國際間的減量協議，以及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法的實施下，市場快速成長並衍生

其他相關的驗證需求，例如再生能源的驗證等。綠色產業的驗證，都有一個共同的

現象，就是都牽涉到供應鏈的管理議題。舉凡產品碳足跡(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與綠色商品(green products)等，綠色產業有著不可避免供應鏈連動的效應，也帶動

綠色驗證快速成長的趨勢，也使驗證業成為另一個新興的綠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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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綠色產業」近年在全球環保的趨勢下，已成為一個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

根據資料，全球綠色產業一年的產值已達 4,000 億美元，比電腦硬體產業還高出二

倍，也比半導體產業高出三倍 [1]。如果就該產業的廣泛定義而言，即產品(包括「服

務」也視為一種產品)的生命週期中，包括原料取得、產品製造、運輸、銷售、使

用，以致於到廢棄物的處置過程中，具有對環境正面的影響，包括「低污染、可回

收、省資源」等功能，也視為綠色產業的一部分，則此產值將再高出一倍。也隨著

科技的進步以及全球日益重視環境保護的理念下，綠色產業的領域在未來多元發展

的趨勢下，將吸引全球更多的資金投入在這個行業。  

而在綠色產業的迅速成長過程中，為配合政府獎勵性法規與國際間供應鏈的

管理需求，綠色產業相關的「綠色驗證」已成為另一新興的產業與科技 [2]，相關的

驗證技術也由早期較為單純的組織性環境管理系統與產品性環保標章，演變今日較

為複雜的溫室氣體(含組織、專案及產品)、能源管理，以致於到環境化設計產品。

其中特別是溫室氣體相關的第三者公正機構驗證，未來將在國際間的減量協議，以

及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法的實施下，市場快速成長並衍生其他相關的驗證需求，例

如再生能源的驗證等。  

二、國內驗證對於綠色產業的演進 

隨著綠色產業的發展與多元化，相關的驗證在過去十幾年來在質與量方面也

有明顯的變化。以下將國內的綠色產業驗證分為三個階段描述：  

1.1 第一階段 

這個階段大約從 1995 年開始到 2004 年，隨著國際化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公布 ISO 14000 環境管理系列標準，帶動全球

企業環境管理與政府環保標章的驗證產業，其中主要的包括組織性的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與 ISO 14021 的第一類環保標章。以 ISO 14001 而言，截至目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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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全球已有超過 200,000 家企業通過驗證 [3]，而國內取得驗證的機構估計也已超

過 2,200 家 [4]。而在環保標章方面，國際間已有超過 50 個國家實施環保標章制度，

並有超過 40 個相關的專業機構，而國內從十幾年前環保署開始制訂相關辦法以

來，已完成 112 類規格的環保標章產品。在此階段，除上述兩項外，尚有節能標章

等，環保相關的驗證較為單純。  

1.2 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大約從 2005 年開始到 2008 年，也是國內驗證在綠色產業方面快速

興起的一段時間，主要是在 2005 年國內由國際驗證機構發出第一張 ISO 14064-1

組織性溫室氣體查證證書後 [5]，開始了國內第三者溫室氣體驗證的市場。隨著政府

相關機關環保署、經濟部等部會的鼓勵，至今每年有超過 100 個組織參與此項驗

證。除此之外，由於環保署積極推動溫室氣體「專案減量」的計畫，國內參與 ISO 

14064-2 計畫性減量的機構也持續增加。到目前為止，國內通過此計畫性減量的專

案也已超過 50 個。而溫室氣體驗證的市場將會在政府溫室氣體減量法通過立法後

更迅速的增加，在「節能減碳」的全民共識下，溫室氣體的查驗證已成為一個必要

的管理工具。  

就驗證的技術而言，溫室氣體的查證與以往大家所熟悉的環境管理系統稽核

有很大的差別。後者稽核的重點在於藉由數據的佐證，證明管理系統的有效性與持

續改善的存在性；前者則剛好相反，溫室氣體的查證目的在於藉由管理程序的有效

性與原始數據的佐證，證明被查證者所提出溫室氣體排放數據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此時，對後者而言，數據是「手段」，但對前者而言，數據卻是「目的」。也由於

此，從驗證技術的觀點而言，溫室氣體驗證所強調的「數據可查證性」是一般管理

系統所沒有的。另外，對於溫室氣體計畫性減量而言，為使減量額度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保守與準確，在驗證過程中所牽涉到複雜的方法學

(methodology)，也是以往傳統管理系統稽核所沒有的。目前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已使用的方法學已多達 134 個，是驗證機構查證員必須熟悉的技術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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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階段 

這個階段從 2009 年開始，主有要三個重點：  

1.溫室氣體相關的驗證仍會持續發展，且除了前述的組織與專案的驗證外，新增

加了產品方面的溫室氣體驗證，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產品碳足跡」。在國際

間，英國環保署與碳信託基金(Carbon Trust)委託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在 2008 年公告全球第一個產品碳足跡標準 PAS 2050，正式將此

標準推向國際的綠色驗證市場，而國內也在 2009 年發出第一張的證書。其他國

家也陸續依此制訂國家級的產品碳足跡標準，例如日本即制訂其國家志願性標

準 TS Q 0010，而法國更以法規將產品的碳標示列為強制性要求。目前國內環保

署正在起草「產品碳足跡計算準則」即在為規劃中的「碳標籤」作準備。而世

界永續發展協會(WBCSD)預計在今(2010)年底公布其產品碳盤查準則，以及 ISO

預計在 2011 年公布 ISO 14067 標準，都將加速國際與國內產品碳足跡的驗證需

求與市場。  

另外，因應碳足跡的發展，國際間「碳中立」的趨勢隨之而起。在此方面，

英國政府將再引領趨勢，BSI 預計在今年公布 PAS 2060 碳中立宣告標準。此標

準的目的在於藉由溫室氣體減量與抵減 (offset)的過程，鼓勵企業減少碳排放，

以及參與國際或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專案(或購入碳額度)，來達到「碳零排放」

的理念。在國外已有許多的產品與組織宣告碳中立 [6]，而未來國際間將會有更

多的企業作此宣告。而在宣告碳中立的過程中，企業的「碳足跡管理計畫(carbon 

footprint management plan)」需經由第三者公正機構的確證與查證，以證明其符

合性 [7]。  

2.在節能減碳的政策與趨勢引導下，企業的能源管理更顯重要，也因此能源管理

系統因運而生。歐盟在 2009 年七月公布了全球第一個能源管理系統標準 EN 

16001，而 ISO 也將於今年公布 ISO 50001 標準，以完成國際間能源管理系統標

準化的工作。此國際標準強調在日常的管理工作中，針對能源管理進行系統化

管理的工作，而其內容與格式與 ISO 9001 和 ISO 14001 非常接近，以減少系統

整合的困難度。預計此標準公布後，國際間與國內將有許多企業參與此驗證。  

3.除了上述的驗證外，預計未來國內將逐漸產生相關綠色產業的產品驗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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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例，目前美國已發展出許多綠色產業的驗證，包括再生能源、產品能

源效率、不含氯產品(chlorine-free products)，以及綠建築等，都已逐漸發展與成

熟，而這些綠色產品的驗證都將成為以後國際間與國內驗證市場的發展主流。  

三、結論 

綜觀上述綠色產業的驗證，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都牽涉到供應鏈的管

理議題。以產品碳足跡為例，依據筆者驗證的實際經驗，企業產品在本身製造過程

中的碳排放，往往僅佔產品全部排放 10%到 15%，如果是電子產品，這個比例更

低。也就是說，當企業想要降低產品的碳排放，勢必要從其供應商著手，這將使其

供應商面臨溫室氣體揭露與減量的壓力，而上一層的供應商又要求其更上一層的供

應商，所以最終將會帶動整個供應鏈的運作。相同的道理，廠商為求符合綠色產品

的要求，也必須從其供應商所提供的原料開始即符合產品的規格。是故，綠色產業

有著不可避免供應鏈連動的效應，也帶動綠色驗證快速成長的趨勢，也使驗證業成

為另一個新興的綠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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