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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專題 

產品碳標籤推動現況與產業因應 

吳 伋*、陳志昇**、方柏儀**、陳妤亭**、尤奕涵** 

摘   要 

產品碳排量之標示為環境資訊揭露中重要的一環，有鑑於英國、日本、韓國及

瑞士等國先後建立碳標籤制度以協助企業進行產品碳排放減量，我國亦由環保署於

民國 99 年開始推動碳標籤相關作業，迄今已完成 84 項產品類別規則，並授予 394

件產品碳標籤使用權。本文彙整各國相關資料，依照碳標籤圖示、碳標籤名稱、計

算標準、碳排放係數 /資料庫 /工具、碳標籤產品，以及可供我國借鏡之處進行比較

分析，並說明我國碳標籤申請流程與標示規定，同時統計多項推動資料，包括台灣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網站使用及流量分析、各項產品類別之碳標籤發證累積數量比較

表及歷年取得碳標籤使用權之產品數量等。文末另依照歷年推動碳標籤的經驗與觀

察國際碳標籤發展趨勢，研提產業應(1)檢視企業因應碳排放之相關措施、 (2)加速

提升組織綠化及(3)導入生命週期評估觀點於企業營運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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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 年 12 月底，世界各國在巴黎召開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會議，參與國經歷會議上對國家減碳承諾、撤資化

石能源產業及再生能源發展等各項議題之激烈辯論後，終對溫室氣體減量的後續作

法達成共識；考量氣候變遷問題逐漸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新公約內容更涉及各國

未來經貿方式及社會文化調適。我國雖非聯合國成員，惟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皆採

積極之自主做法，而產品碳標籤制度的推動即是最佳例證。  

有鑑於英國、日本、韓國及瑞士等國除藉組織盤查量化溫室氣體，同時亦建立

碳標籤制度以協助企業進行產品碳排放減量；我國則於 2010 年由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開始推動碳標籤相關作業，期望量化產品生命週期中原料取

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各階段所產生之碳排放，協助企業了解產品

碳足跡與尋找減排機會。制度推動迄今已完成 84 項產品類別規則，並授予 394 件

產品碳標籤使用權，亦公告多項公有係數以為計算產品碳足跡依據。此外，考量碳

標籤功能僅是揭露產品碳排放量資訊，為鼓勵並提升產品減碳成效，該制度於 2014

年開放接受業界減碳標籤申請。  

二、國際產品碳足跡標示發展簡介 

國際上推動產品碳足跡相關制度的國家中，澳洲已轉為發展碳抵換標誌；德國

雖建立產品碳足跡計算方法，然並未建立碳標籤制度。本文歸納彙整產品碳標籤發

展較成熟之國家，包括英國、日本、法國、泰國、美國、瑞士、韓國及加拿大等國

之相關資料如表 1，並依照碳標籤圖示、碳標籤名稱、計算標準、碳排放係數 /資料

庫/工具、碳標籤產品及可供我國借鏡之處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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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產品碳足跡標示制度彙整 

 

 

 

 

國

家 

碳標籤 

圖示 

碳標籤 

名稱 
計算標準 

碳排放係數 

資料庫/工具 
碳標籤產品 

可供我國 

借鏡之處 

台

灣 
 

 

碳標籤 

 

減碳標籤 

 我國產品與服

務碳足跡計算

指引 

 產品碳足跡計

算服務平台 

 申請產品以食

品及民生業為

主，另有少部

分電機電子用

品 

 累計核發碳標

籤產品證書數

量為 394 件 

— 

英

國 

 

 

CO2 Measured 

Label 

 

 

 

Reducing CO2 

Label 

 PAS 2050:2011 
 Footprint 

ExpertTM 

 碳標籤產品達

270,000 多件 

 產品類型包括

食品、飲料、

藥妝通路、衛

生紙，以及量

販商品等 

 輔導、查證、

申請為整體過

程，審查制度

及行政精簡 

 推廣內容加入

商業行為並結

合行銷 

 採自願性揭露 

日

本 
 

Carbon Footprint 

Communication 

Program 

 碳足跡計算準

則(カーボンフ

ットプリント

制度の在り方

指針) 

 產品碳足跡計

算及宣告相關

要求事項 

 碳足跡通信方

案可用的數據

資料庫(國內、

國外、台灣) 

 產品類別包括

食品、衣料、

辦公用相關產

品及 IT 領域等 

 截至 105 年 5

月，計 1,232 件

(含試行計畫) 

 產品類型包括

B2B 及 B2C，

B2B 產品外包

裝不標示標籤 

 提供完善的輔

導體系，包括

辦理標籤申請

講習會、碳足

跡計算研習班 

法

國 
 

Environmental 

Labeling 

 大眾市場產品

環境溝通之一

般原則 

 BP X 30-323 

 Ecoinvent 、

PE、Quantis、

Cycleco 資 料

庫 

 SimaPro 、

Gabi ， 以 及

EIME 軟體 

 食品飲料及寵

物飼料 

 民生用品包括

鞋子、運動用

背 包 、 洗 髮

精、沐浴乳、

衛生紙、影印

紙、洗滌劑、

床、寢具、一

次性尿布、木

製 家 具 、 沙

發 、 軟 墊 座

椅、腳踏車、

運動球類 

 電視 

 每種產品均須

揭露產品碳足

跡以及代表產

品特性的環境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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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碳標籤 

圖示 

碳標籤 

名稱 
計算標準 

碳排放係數 

資料庫/工具 
碳標籤產品 

可供我國 

借鏡之處 

韓

國 

 

Certifi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碳標籤認證規

範 

 2010 年至 2016

年已發展 318

項韓國 LCI 係

數和原料、能

源、燃料、化

學反應過程、

交 通 運 輸 模

式、廢棄物處

理 方 法 等 類

別，共 329 項

碳足跡排放係

數 

 產品分類為非

耐用產品、使

用能源之非耐

用產品、中間

產品、服務，

以及使用能源

之耐用產品 

 碳標籤產品數

量為 1,640

件；低碳產品

認證數量為

371 件 

 碳標籤產品類

型含括 3C 產

品 、 家 電 產

品、食品、民

生用品及運輸

工具等 

 已發展中間產

品和服務碳標

籤制度 

 除 碳 標 籤 制

度，亦發展健

全的低碳標章

制度 

 

Certification of 

Low Carbon 

Products 

 

Certification of 

Carcon Neutral 

Products 

泰

國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 

 

 The National 

Guidance on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ion for 

Products 

 Certification 
Criteria on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Life Cycle 

Inventory 

Database 

 碳標籤產品分

為 B2B 及 B2C 

 標示產品數量

為1,800件(418

家廠商)；減碳

標 籤 產 品 為

153 件(36 家廠

商) 

 審核輔導顧問/

機構及查證人

員 / 機構之資

格，並公告於

網站上提供業

者知悉 

 B2B 產品可申

請碳標籤  

Carbon Reduction 

Label 

瑞

士 
 

Climatop 

 ISO 14040 

 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 

 PAS 2050 

 Ecoinvent 資料

庫 

 食 品 類 包 括

米 、 牛 奶 製

品、鹽、粗糖 

 民生用品類包

括尿布、木柄

纖維質刷、多

功能 PP 袋、洗

潔劑、護髮噴

霧、鋁合金材

質 手 部 烘 乾

機 、 木 製 衣

架 、 軟 性 餐

紙 、 木 製 粘

板、蓮蓬頭、

多功能合成塑

料袋、可充電

式電池 

 LED 電視 

 其他類包括木

柄馬鬃刷、貓

砂、無泥炭園

藝用土 

 目前網站陳列

取得標籤者共

有 15 家廠商，

產品數量共 86

種，計超過 100

件產品 

 環境訴求單純

清楚，倡導｢氣

候 友 善 ｣ 產

品，易於推動 

 整合同一套計

算模式及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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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國 

英國係為全球首先推行碳標籤的國家，推動單位為英國政府出資成立的法人機

構碳信託(Carbon Trust)，目的在協助企業進行減碳工作。2006 年起，碳信託開始

推動名為「減碳標籤(Carbon Reduction Label)」的碳標籤工作，俾建立一套一致性

標準，以評估計算商品或服務整體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發展與推廣產品碳

足跡的計算與標示，碳標籤公司乃實施先導計畫，公開募集有參與意願的企業，並

根據產品類別、企業規模及供應鏈階段等原則進行篩選，且加入之企業所生產製造

之產品幾為消費者耳熟能詳的民生用品。其次，英國政府採規劃與實驗性先導計畫

國

家 

碳標籤 

圖示 

碳標籤 

名稱 
計算標準 

碳排放係數 

資料庫/工具 
碳標籤產品 

可供我國 

借鏡之處 

美

國 

 

Carbon Free 

 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產

品生命週期

會計和報告

標準 

 PAS2060:201

4 
 ISO/TS 

14067:2013 

 ISO 
14025:2006 

 ISO 

14040-14044
:2006 

 美國生命週期

清 單 數 據 庫

(https://www.lc

acommons.gov/

nrel/search) 

 共 2,526 筆資

料 

 碳中和產品類

別包括電子、

食品、家庭用

品 、 辦 公 用

品、服裝，以

及建築材料，

共計 82 件 

計算標準以選項

方式提供方案操

作者選擇 

加

拿

大 
 

碳足跡先導計

畫 

 PAS 2050：

2011 

 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 

 引用

Ecoinvent 資

料庫建立
Québec LCI 

Database 

project。 

 係數項目類

別將包含食

品、生物燃

料、木材和木

製品、能源、

非金屬礦物

製品業、採礦

及金屬、紙漿

和造紙、化肥

和農藥、基礎

化學品、廢棄

物處理、廢水

處理和公路

運輸等。 

— 

 魁北克政府在

2010-2011 年

度財政預算中

授予 2,400 萬

美元，推行產

品碳足跡量化

和認證制度 

 政 府 另 挹 注

150 萬美元資

金以推行建立

碳足跡係數資

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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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行的方式已制定碳足跡計算準則相關方法；換言之，政府一方面透過碳信託與英

國標準協會共同開發碳足跡計算準則，一方面藉由實施先導計畫，於民間企業試行

碳足跡計算與標示。而於標準正式公布前，相關的碳標示產品早已先行投入市面。

此外，參與先導計畫之企業均須自行負擔所有費用，至於與計算相關的部分則聘請

顧問人員與公司內部專家共同進行，碳信託公司另以有償方式提供範例資料、計算

相關諮詢、標示驗證與頒發等服務，凡使用碳標籤的企業均須與其簽署合約並且付

費。總括而言，先導計畫採用多樣化的碳足跡標示方法，標示位置包括產品外包裝、

型錄、零售業者展示架及會員網頁等，圖 1 即為英國碳標籤範例(英國 Carbon Trust)。 

    

 

圖 1 英國碳標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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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 

為了解消費性產品之生命週期階段對全球暖化衝擊之程度，日本政府積極推動

產業揭露資訊，同時鼓勵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為考量重

點。日本於 2009 年起由經濟產業省主導並推動為期 3 年的試行計畫，並委託 CFP

制度試辦單位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執行，計畫推行 3 年間，計有 460 項產品

取得碳標籤，類別涵蓋食品、衣料、辦公用相關產品及 IT 領域等，而其占比由高

至低依序為生活用品(27%)、食品相關產品(20%)、辦公用相關產品(17%)、醫療相

關產品(15%)、印刷相關產品(11%)、土木與建築相關產品(7%)，以及其他(3%)；圖

2 為日本碳標籤範例(日本 JEMAI CFP Program)。  

  

 

圖 2 日本碳標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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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國 

法國碳足跡係政府單位環境暨能源部所推動，採行「環境標籤」制度發展，揭

露 2 家零售業者 Casino 與 E. Leclerc 展開環境標示先導計畫；而 Casino 自 2008 年

6 月起，就自有品牌的 8 種產品印有環境承諾宣告、碳足跡定義、碳足跡數量與環

境衝擊及回收指示等 4 項「環境資源標示」，其中碳足跡係以單位產品的排放量表

示，並標註環境衝擊量表圖示。E.Leclerc 則以陳列架上的食品為目標進行標示，自

2008 年 4 月起，將法國北部 2 間分店之 2 萬件以上的食品價格標籤和收據打上以

CO2e 表示的產品生命週期碳排放量，惟其於標示內涵、圖案及位置有所不同；圖 3

為法國碳標籤範例(法國 Environmental Labeling)。  

 

   

圖 3 法國碳標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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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國 

目前美國雖未以國家名義推動碳標籤制度，然於 2009 年，Matthew Newman、

Tim Gage 和 Aaron Leventhal 已向加州立法機構提出加州 Carbon Label for Californic

法案，惟眾多企業、製造商及協會等團體公開表示反對，加上執行成本過高，最後

該法案無疾而終。現今美國僅有非營利組織 Carbon Fund.org 基金會推動與產品碳

標籤有關之制度；圖 4 為美國碳中和標籤範例(美國 Carbon Free)。  

 

圖 4 美國碳中和標籤 

2.5 泰國 

泰國溫室氣體管理組織 (Thailand Greenhouse Ga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TGO)於 2009 年與國際金屬材料技術中心(National Metal and Material Technology 

Center, MTEC)共同推行碳足跡計畫。該國則於 2012 年 1 月正式公告產品碳足跡指

引。除推廣碳標籤，泰國亦推行減量標章，由泰國溫室氣體管理組織成立技術小組，

除訂定審核條件，亦給予工廠建議及解決問題之方式，以降低工廠碳排放。目前

MTEC 已發展 766 個具 LCA 的碳排放係數，分別為天然氣、煉油廠、石化、金屬、

載具、建材、農產品、化學品、廢棄回收管理，以及其他等 10 類；圖 5 為泰國碳

標籤和減碳標籤(泰國 Carbon label & Carbon footprint fo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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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泰國碳標籤和減碳標籤 

 

2.6 瑞士 

瑞士係由非營利組織 Climatop 推動碳標示制度，而 Climatop 組織的發起則為

非政府組織之環境中心 (Ö kozentrum Langenbruck, Ö ZL)及國際性非營利環保組織

Myclimate，其建立與發行標誌均始於 2008 年，至於取得標誌之標準為產品的 CO2

排放量需較同項產品減少約 20%；圖 6 為瑞士 Climatop 標誌(瑞士 Climatop)。  

 

 

 

 

 

 

 

圖 6 瑞士 CLIMATOP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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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韓國 

韓 國 碳 標 籤 制 度 Carbon footprint label 係 由 韓 國 環 境 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發起，並由非營利組織 KOECO(Korea Eco-Product Institution)於

2008 年 7 月首次試行，目前則由韓國環境產業與技術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al 

Industry & Technology Institute, KEITI)負責執行與核發標籤，韓國環境保護協會  

(Korea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KEPA)則提供企業教育訓練與專案輔

導；2009 年以企業自願參加為基礎，屬一非強制性的認證制度，目的在於推廣低

碳商品，促進並鼓勵廠商建置低碳的採購模式與開發技術，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圖 7 為韓國碳標章、低碳產品標章和碳中和標章(韓國 Carbon footprint label)。 

圖 7 韓國碳標章、低碳產品標章及碳中和標章 

2.8 加拿大 

Carbon Footprint pilot project 屬魁北克政府發起的產品碳足跡先導計畫，並由

國家經濟發展部主導推行，結合查驗單位 BNQ 與 CIRAIG 機構(LCA 和 PCF 專家)，

對企業進行碳足跡查證與碳足跡諮詢工作；2011 年第四季提出推動期程並施行為

期 3 年的先導計畫，政府預計投入經費為 2,400 萬加幣(約 7 億台幣)，先導計畫施

行期間除產出行業與產品類別規則，同時亦持續參與國際 PCF 相關活動論壇；圖 8

為魁北克政府產品碳足跡標示(加拿大 Carbon footprint Qué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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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魁北克政府產品碳足跡標示  
 

三、我國碳標籤推動現況與成果 

我國碳標籤制度主要藉由(1)掌握碳足跡國際發展及研究資訊；(2)輔導業者執

行產品碳足跡及申請碳標籤；(3)執行產品碳標籤審議工作；(4)評估與研訂(修)台灣

碳標籤與減碳標籤制度，以及(5)推廣宣導台灣碳標籤制度及碳標籤產品等內容，引

導業者計算產品碳足跡與申請碳標籤 /減碳標籤，達成產品碳排放資訊揭露並促進

碳排放減量之目的。  

3.1 碳標籤的申請與標示 

3.1.1 申請產品碳標籤 

我國產品碳足跡標籤制度之推動，係由環保署透過專案委辦執行，目前推動單

位為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另有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協助生命

週期碳排放係數資料庫的建立。產品碳標籤制度之發展架構含括 (1)碳標籤申請系

統、(2)碳標籤審查制度、 (3)相關法規、要點與規範以及(4)輔導業者資源。其中碳

標籤之申請流程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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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環保署碳標籤申請流程  

業者在申請產品碳標籤之前，必須先完成前面兩階段，即依照環保署「產品與

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與「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規定，計算得出產品碳足跡，

再取得第三方查證通過的查證聲明書後，進入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官方網站

(https://cfp.epa.gov.tw/carbon/defaultPage.aspx) 填寫「產品碳足跡標籤使用申請

書」、「產品碳足跡查驗摘要報告」、「產品碳足跡標示方式」、「產品碳足跡標

籤使用同意書」等 4 份電子表單並獲得同意受理通知後，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申請

步驟方屬完成。一般而言，產品組成的複雜度決定盤查時間的長短，以及查驗時間

所需要的人天數。產品進入審查階段時，將由執行單位安排出席查核小組審查相關

資料，完成後即可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 3 年的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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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標示產品碳足跡 

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中產品碳足跡標籤圖

示的標示規定，標籤包括圖示及資訊欄 2 部分，資訊欄除應記載證書編號及宣告單

位(減碳標籤無須標示)外，得視行銷需求加註相關資訊，並置於圖示下方或右方。

廠商使用碳標籤圖示，心型內應依實標示產品碳足跡數據及計量單位；使用減碳標

籤圖示則應依實標示起始年份，且標籤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

縮小，惟其寬度不得小於 1 公分、高度不得小於 1.2 公分。此外，廠商得於商品本

身、包裝、服務場所或其他行銷載體揭露標籤；至於使用標籤圖示之顏色，如以彩

色印刷者，須以環保署註冊所載明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

統之標準色印刷，若因產品包裝或其他行銷需求得將圖示調整為其他單色印刷，圖

10 為碳標籤相關圖示。  

 

 

 

 

 

 

 

 

圖 10 碳標籤與減碳標籤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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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環保署針對資訊欄中可標示之其他內容有所說明，惟受限於產品空間，

利用該欄位之例證甚少。另為避免碳標籤標示遭廠商與民眾不當比較，計算所得之

碳足跡數值係依區間進行標示，並加註公克(g)、公斤(kg)或公噸(t)為計量單位。例

如計算結果為 431gCO2e 的商品，實際標示則為 450gCO2e。  

表 2 碳標籤數值標示區間  

產品每宣告單位碳足跡數據(CO2e/宣告單位) 標示數據取捨至最接近單位 

>10g , ≦20g 1g 

>20g , ≦40g 2g 

>40g , ≦100g 5g 

>100g , ≦200g 10g 

>200g , ≦400g 20g 

>400g , ≦1,000g 50g 

>1.0kg , ≦2.0kg 0.1kg 

>2.0kg , ≦4.0kg 0.2kg 

>4.0kg , ≦10kg 0.5kg 

3.2 推動現況與成果 

茲就官方網站架設、產品碳標籤申請及 PCR 建置等 3 個面向，分述我國產品

碳標籤推動現況。  

3.2.1 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為持續進行碳標籤之推廣活動與宣導作業，環保署透過「推動台灣碳標籤制度

專案工作」計畫，建置「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內容包含碳足跡與碳標籤宣導

理念、我國碳足跡與碳標籤推動現況、碳標籤制度與相關規定、推廣活動訊息、相

關法規及資料下載、碳標籤產品資訊、案例介紹、提供碳標籤申請作業及國外相關

官方網站連結等，並另建置後台管理與系統權限管理功能；官方網站自 2010 年 6

月開始運作，截至目前網站會員已有 350 筆，含企業會員 258 筆及個人會員 92 筆。

表 3 為各年度網站使用及流量分析統計。  

 



34 產品碳標籤推動現況與產業因應 

表 3 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網站使用及流量分析統計  

年度  網頁造訪人次  網頁瀏覽次數  其他國家訪客來源  

2010 26,483 150,112 美國、香港、日本、中國大陸  

2011 63,976 334,762 香港、日本、美國、中國大陸  

2012 65,941 348,265 美國、香港、日本、英國  

2013 55,905 279,474 香港、美國、南韓、英國  

2014 40,266 289,161 香港、美國、瑞典、日本  

2015 31,258 230,162 香港、美國、日本、南韓  

3.2.2 標籤申請相關資訊 

3.2.2.1 減碳標籤及碳標籤產品數量與類別 

截至 105 年 1 月 4 日為止，統計申請通過碳標籤產品共計 381 件，各年度申請

通過碳標籤數量分別為 99 年 13 件、100 年 80 件、101 年 44 件、102 年 70 件、103

年 95 件及 104 年 79 件，相關統計如表 4 所示。  

若依產品類別區分，目前取得碳標籤使用權之前三大產品類別分別為飲料(91

件)、動、植物產品(83 件) ，以及調製食品(74 件)。  

此外，目前已有 5 件產品取得減碳標籤使用權，其產品類別皆屬動、植物產品；

另有 30 件產品取得減碳標籤基線認定核可，包括動、植物產品 17 件、調製食品

10 件、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 件以及服務類產品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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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項產品類別之碳標籤發證累積數量比較表  

 產品類別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總計 

動、植物產品 0 7 9 25 13 29 83 

調製食品 1 13 14 10 24 12 74 

飲料及菸酒 3 35 9 0 21 23 91 

礦產品及非金屬礦物製品 0 0 1 8 6 0 15 

化學材料及其製品 2 1 1 19 0 2 25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 0 3 2 1 0 9 15 

皮革及其製品 0 0 1 0 0 0 1 

木、紙漿、紙及其製品 1 7 3 3 6 1 21 

紡織品及其製品 0 3 1 0 13 0 17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0 0 0 0 10 1 11 

機器、機械、電機、電子

等設備及用具 
6 10 1 2 0 0 19 

運輸工具 0 0 1 0 0 0 1 

光學及精密儀器設備 0 0 0 1 0 0 1 

其他雜項製品 0 1 1 1 0 0 3 

服務類產品 0 0 0 0 2 2 4 

總計 13 80 44 70 95 79 381 

3.2.2.2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截至 2016 年 1 月 4 日，國內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文件(CFP-PCR)已完成制

定而尚在有效期限內者共計 79 件，各年度公告之產品類別規則數量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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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歷年度公告之產品類別規則數量 

3.2.2.3 查驗機構業務情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環保署核可之產品碳足跡查驗機構共計 11 家，惟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依照 2014 年修訂之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查驗機構

需取得認證機構核發之認證證書，方可於產品碳足跡資訊網進行登錄，目前已取得

資格者包括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BSI)、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BV)及台灣德國萊因技

術監護股份有限公司(TÜ V)等 4 家驗證單位。  

另，檢視歷年核發查證聲明書之數量可知，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以 255 件居首，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BSI)次之，計 75 件。另外，英商勞氏檢

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LRQA)、香港商樹德產品驗證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TÜ V SUD)及天祥公證行有限公司(Intertek)目前並未核發查證聲明書。圖 12

為查驗機構查證聲明書發證數量。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7期(Oct. 2016) 37 

圖 12 查驗機構查證聲明書發證數量  

四、產業因應與主管機關調整建議 

近年國內廠商對碳標籤的申請呈現趨緩傾向，恰與國際持續發展推動碳標籤制

度形成強烈反比；探究其因得知，一則我國碳標籤審查較為嚴格，一則廠商觀望保

守心態與對綠色產業毫無概念亦有關聯。茲就產業之碳標籤因應與主管機關調整方

向提供下列建議：  

(一)檢視企業因應碳排放之相關措施  

溫室氣體所造成之影響已經科學證實，全球對於氣候變遷議題亦持續透過國際

會議與各國自身調適策略的方式，搭配尋找減少碳排放與替代能源。相較於其他國

家，我國尤須面對能源仰賴進口的窘境，企業對於自家產品固須考量成本，惟應積

極檢視既有之營運管理模式是否已納入碳減量 (減少能源 )之方法，若全無對應措

施，面對不可預期的氣候變遷災害所導致之損失將更難以估計。產品碳足跡資訊的

揭露，將激發傳統企業對環境議題產生不一樣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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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提升組織綠化  

面對日益高漲的環境議題時典型的傳統企業組織大多從忽視、尋求最低限度達

標或符合法規要求等被動式的反應開始做起，惟企業長久永續經營之道往往取決於

能否主動尋求對氣候及環境友善之產品、製程，及服務的新機會。因此，一組織可

從建立一套具有環境分析與規劃的封閉式架構開始，嘗試性地投入各項節能減碳方

案，待時機成熟，再將環境意識融入企業文化之中，如此則可自然發展出融合綠色

產品新產業及新減碳型態。  

(三)導入生命週期評估觀點於企業營運  

產品碳足跡的計算及碳標籤的揭露，顛覆以往碳減量將重點放在「煙囪」的概

念；如以生命週期觀之，碳減量熱點並非如一般所認知的來自於製造商。生命週期

反倒提醒製造商和民眾，對於買的原料或產品，其實應該清楚知道它對環境的碳排

放量與衝擊。企業若要永續經營與保持競爭優勢以提升產品的品質，最好的方法即

是導入生命週期觀點，從碳標籤的揭露過程掌握產品供應鏈特性，進而研議最佳管

理模式與各階段最適減量方法，並回饋組織的經營模式與修改產品設計。  

(四)正面鼓勵業者申請與提供輔導資源  

以主管機關角度而言，環境保護確實需要管制與防範，惟碳標籤與減碳標籤屬

一自願性制度，如無實質鼓勵或獎勵，發展推動將更形困難，因此，現階段可藉由

公開記者會發表業者取得碳標籤之成果，或配合記者會、設攤、宣導，甚至臉書網

頁等公開活動，增加取得碳標籤及減碳標籤產品之曝光度，提升業者申請動機與意

願。另考量國內多為中小型企業，環境相關技術多有不足，主管機關如能持續提供

輔導資源予有意願且具有潛力的業者，當有助於提升推廣效益。  

(五)提升輔導單位人員素質  

有鑒於目前並未針對輔導單位人員訂立相關管理規範，為使審查案件具一定的

品質，應於固定週期辦理碳標籤輔導單位人員再訓練課程，以及申請案件案例解析

說明會，期能增進輔導單位人員之素質，協助廠商順利取得碳標籤及減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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