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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峻，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為達溫室氣體管理及減量之目的，國際間逐漸發展各種彈性

減量機制以及輔助之工具，而產品碳足跡係利用生命週期評估之方式計算產品溫室氣體排放的量化數據，藉此幫助企業重

新審視產品各生命階段的排放減量空間，並達到產品碳揭露及排放比較之目的，落實消費者綠色採購之保障。本研究主要

收集國際間產品碳足跡的計算標準與案例，透過案例統計之應用，得以瞭解產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特性，而彙整分析各計算

標準之差異，來擬定本研究之國內產業問卷。爾後藉由統計分析及重要-績效分析法之應用，探討國內產業建構產品碳足

跡執行績效，並依據分析結果提出五等第改善策略與輔導辦法。經由本研究探討與分析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 一、分析

產品環境宣告之統計分析結果可發現產品重量及產品生命週期總能源消耗量皆與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有良好的線性相關，

且大部分呈現正相關；就各生命週期階段比較而言，電子產品原物料開採與使用階段之斜率較其他階段大，意指改變單位

因子會使得此兩階段碳排放劇增，此亦代表此階段為重點減量之處。 二、使用對數圖形較適合迴歸電子產品平均重與斜率

特性(以重量與碳排放量迴歸的斜率)間之關連性，結果顯示較重之電子產品其斜率特性值也相對較小；而以線性圖形較適

合電子產品平均重與斜率(以總排放量與碳排放量迴歸的斜率)趨勢，且呈正相關，表示較重之電子產品其斜率相對較大。 

三、分析產品廢棄處理階段產品重量與有無包含回收之碳排放量的迴歸結果，定義兩條迴歸線間之夾角為回收減量效益ψ

，影響回收減量效益ψ大小之因子包括產品可再利用元件、元件回收處理程序、元件回收處理方式、元件可再利用程度及

可再利用元件材質等五項。以本研究所探討及計算出案例之ψ值，以利樂包得出之夾角0.02°最小，電子產品之夾角平均

約為60°，顯示電子產品回收減量效率較利樂包為佳。利用本研究所提出之回收減量效益ψ指標，可供產品環保化設計時

的參考與鑑別出各類產品回收階段之處理效率，並予以改善或提升之建議。 四、經本問卷調查各產業對建構產品碳足跡各

項因素執行困難之處，主要以缺乏人力為各項建構因素較困難執行原因。而企業對於各項建構因子又以客戶端排放計算的

執行能力最低，排放分配方式的認知最差。 五、經由本研究調查與分析得知，目前國內產業建構產品碳足跡績效分數普遍

落在本研究所提出之評等系統中的等級二及等級三，成績偏低，顯見官方與產業必須更積極推動，並配合輔導及參與示範

性計畫，進一步提升環保表現之水平，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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