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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廠商為因應歐盟制定的WEEE及RoHS等相關指令，如何建 構及管理綠色供應鏈，已是企業目前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實

務課題。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國內企業為建構綠色供 應鏈的過程所面臨的問題及因應對策，加以

探討及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建構綠色供應鏈之問題與困難方面，主要有 五項：（1）新製程及替代材料的研發成本過

高；（2）客戶所要求的 規範不明確；（3）客戶的要求過於嚴苛或繁雜；（4）缺乏綠色供應 鏈專責人才；（5）對綠色

產品的檢測缺乏標準作業程序。在對策的 因應作法上，主要可採行方案有：要求供應商提出產品相關證明， 如保證書、

測試報告等；建立禁/限用物質政策，製作有害物質調查 表供供應商填寫；提供不合格的供應商名單予採購部門，以作為

採 購評鑑之依據；建立管制及查核機制，避免零組件違反歐盟所規範 之禁/限用物質；彙整產品出口地區之主要法規及主

要客戶之綠色需 求等。 關於企業特性對施行綠色供應鏈之影響方面，研究發現企業受 到成立年數、資本額、企業規模不

同的影響，相關主管對建構綠色 供應鏈所面臨的問題與對策之看法，大部份看法略有差異；但是企 業型態及產業別不同

，則較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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