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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態化設計（Eco-Design）期望產品於評估及開發階段，將產品生命週期（LCA）的概念導入於設計中。運用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從材料選擇、機構設計、製造程序、包裝設計、運輸配銷、消費者使用、廢棄與回收、生活環境設計與環保法規等

，與環境衝擊等相關因素，均納入產品設計考量。藉由些許開發成本的投入，直接達到減少原物料及能源的使用，並減少

對環境的衝擊。

環境管理會計（EMA）則為決策者或經營者監督企業環境效益的工具，其可追蹤所有原物料及能源的投入與產出，以利瞭

解產品與廢棄物的產生狀況，協助企業決策領導階層瞭解能資源的利用率，藉以調整改善企業環境決策與執行內容，以達

到增加經濟效益並降低環境衝擊的目標。

本研究以綠色設計檢核表及國際會計師協會的環境管理會計綱領為基礎，藉由專家訪談，探討生態化設計與環境管理會計

的相關因素。並利用層級分析法（AHP），驗證所有數據的一致性指標（C.I.）與一致性比率（C.R.），最後獲得生態化

設計對環境管理會計生態效益影響的優先次序。該優先次序表，用於生態化設計時，解決各生態化設計因素發生抵觸衝突

的取捨依據。提供產品開發設計工程師，於產品設計時依次序由上而下思考，增加產品綠化的特性，避免於面對各種生態

化設計評估指標時，隨意依評估指標設計，而僅將產品設計導向於解決生態效益較差的因素。讓產品可以依循生態化的條

件快速開發降低設計變更的機率，同時提高企業對社會的環境責任，提高企業注重綠色的形象。

關鍵詞 : 生態化設計（Eco-Design）、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環境管理會計（EMA）、層級分析法（AHP）、一致

性指標（C.I.）、一致性比率（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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