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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降低工業生產活動所產生碳排放量對環境生態之影響，許多國際組織開始制定管制碳排相關環保規範，其中以PAS

2050碳足跡標準規範及京都議定書對全球產業影響逐漸加深，在碳揭露及碳關稅雙重壓力之下，對企業產品設計研發帶來

之衝擊及改變是不容乎視的問題；產品在初步設計開發階段，決定了多達百分之八十的製造開發生產所需之費用。在產品

生命週期初階段，設計團隊即考慮環境層面因素，有利於發掘潛在的環境效益和降低開發成本。企業於產品設計研發初期

，進行產品生命週期碳排放量控管，可大幅提升節能效益。重視永續發展的相關企業，均利用相關法規條例對其產品供應

鏈廠商，要求產品提升綠色環保層面之素質。 本研究透過MET綠色分析矩陣法，進行筆記型電腦生命週期分析，整合綠

色設計檢核表執行綠色產品生命週期分析，進而萃取企業設計研發節能減碳之產品生命週期的碳排放要素；及企業永續報

告書中產品環境管理要項之彙整，結合德菲法進行專家訪談，解析出相關企業提倡節能減碳之產品設計研發的關鍵要素。

最後建立節能減碳之綠色設計研發檢核表，提供企業產品開發初期檢視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碳排放量，以協助企業達最佳

化永續節能設計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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