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2 期(Jun.2012) 109 

 

清潔生產與綠色技術法令之範圍與特性 
 

顏秀慧* 

摘要 

清潔生產之議題係涉及環境保護、生產效率與降低人類風險等不同層面，故相

關法令之範圍與特性也較傳統環保法令來得更具廣泛性與多樣性。  

經由清潔生產之操作定義，分析發現清潔生產涉及範圍甚廣，包括生產效率、

環境管理、永續發展、國際公約、多國間環境協定、國際標準、貿易限制、財稅獎

勵與資金融通等。  

清潔生產推動之法源為環境基本法，所根據之原則為預防原則。因我國目前並

未訂定清潔生產專法，故基於比例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目前推動清潔生產之方式

仍以引導、鼓勵與自願性為主。  

本文將就清潔生產與綠色技術涉及之相關法令進行探討，嘗試初步界定可能之

範圍及其特性，以供各界從事清潔生產技術研發或輔導之實務先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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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 

清潔生產 (cleaner production)一詞係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UNEP)於西元 1990 年所定義：「持續應用整合型之環境策

略於製程、產品及服務中，以增加效益並降低對人類及環境之風險。」此定義迄今

雖已超過 20 年，但目前仍適用於聯合國各相關計畫及活動中  。  

我國經濟部工業局對於清潔生產亦採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相同定義，進一步並

闡釋：「清潔生產不僅具備污染預防的精神，更延長生產者對產品、環境的責任，

並以追求生態效益及永續發展為目標。藉由推動清潔生產，可協助產業有效提高能

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對環境的衝擊，同時符合環保法規、國際標準 /規範，提升

產業綠色競爭力。」  

經由國內外官方之定義與說明，可知清潔生產之議題係結合環境保護、生產效

率與降低人類風險等不同層面，故而相關法令之範圍與特性也較傳統環保法令來得

更具廣泛性與多樣性。  

二、法源 

我國推動清潔生產係基於工業污染防治輔導之必要而始，故於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提出污染預防、清潔生產之概念後，即將此源頭管理之新觀念導入國內，並由初

期之推動工業減廢進展到推動污染預防與清潔生產。  

環境基本法於民國 91 年 12 月 11 日制定公布後，因其條文中正式宣示清潔生

產為事業進行活動時之應考量事項，故目前應認推動清潔生產之法源係來自於環境

基本法，相關條文如下：  

1.環境基本法第 6 條  

事業進行活動時，應自規劃階段納入環境保護理念，以生命週期為基礎，促進

清潔生產，預防及減少污染，節約資源，回收利用再生資源及其他有益於減低環境

負荷之原(材)料及勞務，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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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應有協助政府實施環境保護相關措施之責任。  

2.環境基本法第 37 條  

各級政府為求資源之合理有效利用及因應環境保護之需要，對下列事項，應採

適當之優惠、獎勵、輔導或補償措施：  

(1).從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之保護。  

(2).研發清潔生產技術、設備及生產清潔產品。  

(3).研發資源回收再利用技術。  

(4).再生能源之推廣及應用。  

(5).研發節約能源技術及設置節約能源產品。  

(6).製造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  

(7).為環境保護目的而遷移。  

(8).提供土地或其他資源作為環境保護之用。  

(9).從事環境造林綠地。  

(10).其他環境保護有關事項。  

三、範圍及特性 

如定義所述，清潔生產牽涉之範圍甚廣，其意涵包括製程、產品及服務等整體

流程，亦涉及生命週期之思考，故依其執行步驟考量可能涉及之議題，應至少包括： 

1.生產效率－原料(物質、能源、水)使用之合理化與無害化，生產流程之最佳化。  

2.環境管理－包括資訊充分揭露及減少製造、使用及廢棄等過程中對環境造成之不

良效應，並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3.永續發展－在降低人類風險及社會風險之頻率及程度之同時，不應耗費過多成

本，以避免阻礙社會與經濟之正常發展，或與其他發展策略產生排擠效應。  

同時，由於供應鏈日益全球化及國際資本流動頻繁之影響，對於正式生效之國

際環保公約、多國間環境協定(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MEAs)、國際

標準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之國際標準，

以及其他國家或經濟體之貿易限制等相關規範，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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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國經濟成長仰賴出口甚多，且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會員，因此有關於貿易與環境之議題，尤應特別留意，例如以環境保護為目

的之各種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等。  

國際環保公約部分，因環境議題錯綜複雜，時有整併管理之必要，故如巴塞爾

公約(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鹿特丹公約(Rotterdam Convention on th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 for Certai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與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3 公

約即持續召開聯合會議，整合相關制度與資源進行管理，且因其管制涉及化學品、

商品與廢棄物之越境與貿易問題，故與原產國之清潔生產制度亦有所關連。  

又如歐盟所實施之限用特定化學品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生態

化設計指令(Directive on the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s, 

EuP)、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法規(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 REACH)以及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等，均會對輸出

產品至歐盟或特定國家之企業造成莫大之影響。  

另外，清潔生產涉及原料、製程及產品供應上之變動，通常是一系列能滿足永

續發展要求的生產、管理、規劃組合或系統工程，而隨著科技進步，所謂的清潔生

產標準也會隨之不斷提升，係屬動態標準。就鼓勵企業從事清潔生產之觀點而言，

也應慎重考量適度之財稅獎勵與資金融通措施，以協助企業改進或轉型。  

清潔生產之推動應認定係基於環境法中之預防原則。預防原則在環境法規上雖

常以不同之管制方式呈現，但在污染防治實務上最為具體之展現，應屬污染預防與

清潔生產之推動。  

以我國現況而言，雖有環境基本法為推動清潔生產之法源，然迄今未聞主管機

關有訂定清潔生產專法之規劃。故基於我國憲法中比例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之精

神，我國目前推動清潔生產之方式仍以引導、鼓勵與自願性為主，無法具備強制性，

不能賦予企業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故亦無可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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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清潔生產之概念甚具前瞻性，係跳脫傳統環保法令之命令暨控制式管理，而以

經濟誘因與環境責任為訴求。以我國現況而言，因無清潔生產專法，目前推動清潔

生產之方式仍以引導、鼓勵與自願性為主，故而適度之財稅獎勵與資金融通措施是

有其必要性。  

另外，藉由教育宣導及績優表揚等活動，使企業意識到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

亦為可行之方法。而清潔生產技術之日新月異，如能使企業在進行污染預防與清潔

生產之同時，可實際獲得經濟利益或減少未來損失，例如明確得知能資源之節省成

本或估算日後環境損害賠償額之降低免除等，更可促使企業自動自發實施清潔生產

之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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