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的排放，但碳足跡排

放尚須包含產品原物料

的開採與製造、產品本

身的製造與組裝，一直

到產品使用時產生的排

放、產品廢棄或回收時所

產生的排放量，也就是說碳

足跡的範圍涵蓋了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

產品碳足跡是計算產品、行為或服務，從

原料、製造、運輸、使用到廢棄的過程中，

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標示

在產品上，就是產品碳足跡標示，標示的圖

樣即為碳足跡標籤。可以想像，未來先進國

家若以產品碳足跡作為非關稅貿易障礙，或

者課徵碳關稅，由於歐盟有產品環保標準的

實施經驗，預估各國可望會要求產業界須有

產品碳足跡，才能進口到該國，其中美國、

歐盟與日本表態支持課徵碳關稅，而上述三

個海外市場佔台灣總出口市場三成，影響之

大，不容忽視！因此業者應該開始重視碳足

跡，並積極推動綠生產製程。

衛生署已於日前完成建置台灣產品碳足跡

標示制度，包括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會

設置要點、碳標籤證書先導期作業規範、推

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以及產品碳標示

申請制度等，業者可上網查詢了解。

對廠商而言，分析產品碳足跡可以瞭解

該產品在各生命週期階段產生溫室氣體之比

例，可進一步檢討溫室氣體減量的對策，例

如採用對環境有益之原料、產品包裝減量或

回收、提升運輸效率等，包括要求產品上游

供應商共同努力降低產品碳足跡，除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並形成綠色供應鏈外，也可以達

到降低成本的效果。未來在碳足跡的趨勢引

導下，新模具材料、製程及回收等新生產概

念的導入，勢必將成為產業研發的重點。

地
球暖化問題受到全球高度關注，從 「不

願面對的真相」 到 「正負 2 度 C」

的熱烈迴響，顯示全球民眾對於節能減碳及

綠色環保的認同，許多國家都開始推動碳足

跡標示制度，台灣也立下十年後 （2020 年）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1 億噸的目標。值得注

意的是 ：美國量販通路龍頭 Wal-Mart （沃爾

瑪） 已宣布， 2011 年起正式實行 「綠色採

購」，高達百萬家供應商的商品，必須依時

程陸續取得碳足跡排放認證才能上架， 不符

合碳足跡認證的產品，將不得進入美國賣場

販售！

對於追求產值的企業來說，年產值逐年增

加，常常意味著碳排放量也隨之提升，面對

節能減碳壓力，評估企業「產品碳足跡」，

降低碳排放已勢在必行！這不只是生產的變

革，更是觀念的革新，企業文化要植入綠色

概念，需要長時間經營，而由上到下一起改

變，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一旦品牌廠商面

臨綠色品牌的競爭壓力，開始要求上游供應

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對於由上、中、

下游組成的產品供應鏈來說，造成的影響將

是一連串的。很多業者可能開始擔心，推動

綠生產、碳足跡將提高產品的成本，初期肯

定會，但這是企業必須投資的成本，因為這

將是未來的競爭力來源，再者，當綠色產品

形成主流趨勢時，生產數量大時，成本自然

就會下降，自然形成新綠色競爭力。

很 多 人 可 能 還 不 清 楚 什 麼 是 碳 足 跡

（Carbon Footprint），碳足跡可被定義為一

項活動（Activity）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過

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較於一般大家瞭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

跡的差異之處在於其是從消費者端出發，破

除所謂『有煙囪才有污染』的觀念。企業及

產業溫室氣體的排放，一般是指製造部分相

新綠色競爭力：碳足跡

178 自行車市場快訊 No.135 http://www.wheelgian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