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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我國經濟的逐漸發展，國人生活品質提升，人們漸漸意識到周遭環境的變化，報章雜誌常報導地球環境問題日趨嚴重

，各種災難的報導，讓大家意識到人類肆無忌憚的揮霍地球資源，毫不考慮低排放廢棄物，導致許多威脅著人類社會安全

及發展的自然災害相繼發生，促使大家逐漸將環境價值觀加入各個領域，開始重視環保問題。過去企業忽略了環境或污染

所帶給企業的成本，其實讓企業錯失了許多的機會，特別是因為嚴重低估了污染或廢棄物帶給企業的損失與實際成本，讓

企業在決策上，造成相當程度的誤差。美國前教育部長加納(John Gardner)提出觀點-這些挑戰，其實只是「許多大好機會

偽裝成無解難題」這句話提醒了企業面對未來應有的態度。 Vance(1975)的調查結果指出，企業致力於社會責任的表現，

將會因為負擔過多的額外費用而導致競爭劣勢的出現。加上企業開發綠色產品所需考量的因素比以往一般產品來的繁複，

在這兩個考量下，相對的間接提升綠色產品開發的成本，所以不能只為了因應綠色環保意識潮流開發綠色產品，而乎略了

綠色產品在開發上的成本效益問題，應該針對企業的專長與特性，找出讓企業在產品開發初期能更有效率的去控制產品在

開發上的成本與對環境上的衝擊問題，進而提升綠色產品進入市場的競爭力，這些將給予企業更多的績效指標數據作為開

發綠色產品的重要依據。 本研究將探討企業導入環境成本考量後對綠色產品開發模式有何影響?解析企業在開發綠色產品

時，生命週期各階層所需考量並支出的環境成本問題，經文獻分析與訪談專家學者的建議匯整後，擬定減少環境成本支出

也符合綠色產品之開發檢核表，提供企業在產品開發初期檢視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所支出的環境成本項目，使企業更有效

率的控制環保成本的支出，以利於往後企業在綠色產品研發階段時，更能增加其設計開發上之效率，降低開發上的成本上

外，對經濟效益的評估能更加的完備，協助企業達到最佳化永續設計與生產模式，並對企業奠定貫徹社會責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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