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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 2018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二、 出國人：鄭惠文技正 

三、 出國日期：107 年 10 月 20 日至 27 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107.10.20 啟程，出發至柏林。 

107.10.21 於法蘭克福轉機並抵達柏林。 

107.10.22 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 2018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107.10.23 上午出席 2018 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EN)會員大會，下午出

席環保標章網路組織 2018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107.10.24 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社交日與藍天使標章 40 周年

慶祝晚會。 

107.10.25 出席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Driving Smart 

Innovations towards our Green Future」。 

107.10.26 返程，搭機返回並於法蘭克福轉機。 

107.10.27 返程，抵達臺灣。 

五、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本年度會議重點有三：（一）全球性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推動現況、（二）

環保標章永續化議題及（三）環保標章績效評估與第一類環保標章優越性

討論。在此三大重點中，我國持續於環保標章績效評估中掌握主動並持續

領先，目前也繼續領導 GEN 之績效評估研究工作。而在全球環保標章推動

工作中，受限於並非聯合國會員，目前較主流之國際推動活動如：聯合國

之永續消費與生產計畫 10 年架構(10YFP)，我國確實難以參與。另關於環

保標章永續化議題（加入社會性議題之評估），雖然歐盟與聯合國對此興趣

高昂，積極推動永續標章，但各國國情不同，對此社會性議題之褒貶不一，

尤其社會性議題難有一致之標準作法與評估準則，亞洲國家對此多有疑

慮，現階段而言，尚不建議貿然跟隨歐盟腳步，僅需持續蒐集資料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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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議題之後續發展即可。 

承上，提出參加本次會議之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建議未來可配合全球環保標章日進行聯合宣導，展示我國對此一全

球性活動之支持。 

（二） 建議進行環保標章認知度與採購者對環保標章信任度之調查。 

（三） 建議持續蒐集各國標章之社會性要求，必要時加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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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能、資源的消耗與廢棄物的產生，間接造成環境負荷加

重，有鑑於此，德國在西元 1978 年首倡產品環保標章(Ecolablelling)的觀念與制

度，期藉由鼓勵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提升綠色消費意識，進而促使

製造商減少產品對環境之負荷，這個制度迅速地被世界各國所採用。 

為順應國際發展趨勢，本署在西元 1992 年開始推動環保標章制度，於同年

3 月評選出以「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乾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作為我國環保標章的

圖案，並依法註冊登記其商標專用權及對外公告，並於同年 8 月 25 日正式公告

實施「環保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及「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推動

環保標章申請作業。截至目前為止，已開放 128 項產品規格標準供廠商申請，超

過一萬六千多項產品取得環保標章。 

「全球環保標章網路(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簡稱 GEN)組織」也於西元

1994 年應運而生，由我國（以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為代表組織）與美國、

加拿大、日本、英國、瑞典、西班牙等國共同成立，為一國際性非營利民間組織，

其成立宗旨為推動環保標章識別與認證、推動國際間環保標章相關議題之合作、

交流、提供促進產品環保標章服務與資訊…等，依據 GEN 組織章程，正式會員

須為執行 ISO 14024 第一類環保標章之執行單位，我國為正式會員，另依據 GEN

組織統計，目前共有 28 個正式會員(full member)、3 個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

及 2 個附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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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目的 

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相關國際組織活動，尤其是與環保標章最為相關之全球

環保標章網路(GEN)組織，我國除了是創始會員外，我國代表（財團法人環境與

發展基金會）曾擔任一屆主席（西元 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 月）、多屆董事及

長期擔任 GEN 組織之技術專家，此外，目前該基金會陳靖原副總經理亦於今年

連任 GEN 董事會董事（第二屆），積極宣揚我國環保標章制度與政府綠色採購

經驗，並推動國際相互承認、制訂共同核心規格標準，以擴大我國於全球環保標

章網路組織間之影響力。本次赴德國柏林參與西元 2018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

織年會之目的包括： 

一、 透過發表我國環保標章執行成果及環境效益計算器研發成果，宣傳我國環

保標章制度及綠色採購推動成效，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二、 參與 GEN 董事會，透過參與 GEN 發展方向討論，維持我國之權益與影響

力。 

三、 與該組織之會員國進行環保標章推動經驗交流，以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四、 掌握環保標章國際發展趨勢，作為我國環保標章制度精進之參考。 

五、 瞭解各國在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制訂相關程序作業及其他國家合作或相互

承認等情形，以利我國後續規格標準制訂或合作開發、相互承認之推動。 

六、 透過研討會之參與，瞭解各國標章政策及推動現況，作為我國環保標章制

度精進及綠色消費推廣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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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行程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107 年 10 月 20 日 啟程，出發至柏林。 

107 年 10 月 21 日 於法蘭克福轉機並抵達柏林。 

107 年 10 月 22 日 

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 2018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今

日會議報告內容主要為德國政府委託Oeko-Institute進行

環保標章相關研究之成果報告；另一會議重點在於對全

球與各國環保標章現況之更新。 

107 年 10 月 23 日 

上午出席 2018 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EN)會員大

會，本次大會有進行董事改選，由我國、中國大陸及澳

洲代表獲選二年任期董事，印度代表獲選一年任期董

事。此外，大會同意 2018 年之 GEN 年會由中國環境標

誌組織(CEC)取得主辦權，預計於北京與蘇州二地辦理。 
下午出席環保標章網路組織 2018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今

日會議重點有二，一為由德國 Oeko-Institute 進行環保標

章績效評估相關研究成果之報告，並邀請我國與澳洲等

二個自願參與德國研究之標章組織，分別就本身績效評

估之現況提出報告。而我國報告部分則主要介紹自 2010
年起，針對環保標章效益評估進行之多種嘗試，由早期

之經濟效益評估，到後期之產品環境效益評估，此外，

為提供政策評估依據，我國環保標章亦曾利用歷年評估

所得之產品環境效益數據，開發環境效益指標，以單一

數值反映各產品之環境貢獻，以比較不同產品或不同產

品類別之環境貢獻，並作為政策決定依據。 
今日會議另一重點為邀請數個國際型之標章與標準相關

資料庫，提出工作報告，對象包括 UL SPOT、 ITC 
Standards Map、與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Comparison 
Tool。 

107 年 10 月 24 日 

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社交日與藍天使標章

40 周年慶祝晚會。本年度社交日之地點為柏林近郊之波

茨坦，參訪無憂宮(Sanssouci)與新宮(Neues Palais)，及部

分市區古典建築。而藍天使標章 40 周年慶祝晚會則於柏

林市區巴伐利亞州聯邦代表處，晚會於短暫之來賓致詞

後以晚餐與自由會談形式執行，而來賓致詞之內容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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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使標章創立過程回顧，與日常生活之藍天使標章相

關消費經驗。 

107 年 10 月 25 日 

出席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Driving 
Smart Innovations towards our Green Future”。今日會議

核心議題仍圍繞於第一類環保標章面對之機會與挑戰，

包含環保標章如何面對數位化銷售行為之挑戰、如何因

應社會性要求與如何強化環保標章產品於全球之效應。 

107 年 10 月 26 日 返程，搭機返回並於法蘭克福轉機。 

107 年 10 月 27 日 返程，抵達臺灣。 

 

肆、與會過程 

一、 年會概要 

GEN 組織創始於西元 1994 年，全球約有 33 個環保標章組織參與，目的是

促進各國環保標章的推廣與推動國際合作活動。依例 GEN 組織每年召開一次會

員年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年會主要目的在於促進會員交流，並交換各會

員之標章執行經驗，並辦理國際研討會，針對環保標章永續化、標章產品環境效

益評估與綠色採購等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本年度在柏林舉行，為期 6 天的會議（包

含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累計超過 200 人與會。 

(一) 主席：Mr. Bjorn-Erik Lonn 

(二) 出席人員：GEN 會員代表、聯合國環境署代表、德國聯邦環境&自然

保護&核子安全部(German Federal Minister for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部長、德國環境部(German Environment 

Agency)代表、德國藍天使標章組織工作人員、德國研究機構

(Oeko-Institute)數位代表與德國當地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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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出席人員： 

1、 本署管考處鄭惠文技正。 

2、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陳靖原副總經理、曾偉綸副研究員。 

(四) 主要行程： 

1、 107 年 10 月 22~23 日：參加工作討論會、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 

2、 107 年 10 月 24 日：會員社交日與參加藍天使標章 40 周年慶祝晚會。 

3、 107 年 10 月 25 日：參加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五) 2018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年會議程表及會議資料（如附錄一）。 

(六) 2018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年報（如附錄二）。 

(七) 年會辦理情形，詳如照片集錦（如附錄三）。 

二、 全球環保標章工作討論會 

本年度之環保標章工作討論會，區分為 10 月 22 日下午與 23 日下午二場，

其中 22 日下午舉辦之第一場環保標章工作討論會，主要內容係以近期全球永續

消費相關發展為主要題目，與會報告者包括德國研究機構(Oeko-Institute)數位代

表、GEN 主席與秘書處、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委會代表，與數個 GEN 會員

國代表，以下分別列舉各主講人報告之重點： 

(一) 德國環境部 Jan Kosmol 

Jan Kosmol 報告之研究目標在於如何加強全球對第一類環保標章之運

用。該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分析第一類環保標章所面對之

挑戰，及評估第一類環保標章產生之效益；第二部分則邀請有意願參加之環

保標章組織，針對第一部分研究發現之結論，進行策略因應；最後一部分則

實際組織工作小組，針對永續物料來源，與環境效益評估，進行實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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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研究機構 Cara-Sophie Scherf 

此項報告之內容重點在於目前歐美對「永續」物料之要求日漸提升，此

處之永續多半指與產品原料相關之社會性要求，如衝突礦物、童工等問題。 

然而，此類問題複雜，且因以下因素造成查證不易，包括(1)供應鏈複雜 

(2)缺乏客觀機制與標準(3)企業對相關議題認知度低。因此，目前該研究建議

要求相關企業以「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方式，開始因應永續物料議題。 

依據會後與其他國家代表討論結果，一般認為此方式較適合歐美公司執

行，對亞洲企業而言，恐怕仍須發展較清楚且可遵循之查驗標準與驗證流程。 

(三) 德國研究機構 Siddharth Prakash 

Prakash 先生為本次德國研究之主持人，本場報告主要透過以下重點說

明產品社會性要求之發展現況，內容包括： 

1. 為何需要向大眾溝通產品之社會性要求？ 

2. 如何評估產品之社會性衝擊？ 

3. 如何向大眾溝通產品之社會性衝擊？ 

4. 如何改善產品社會性衝擊之溝通成效？ 

5. 建議事項。 

依據該研究之初步結論，以下為目前進行產品社會性衝擊溝通之主要困

難點： 

1. 產品表面積有限，標示困難。 

2. 社會性衝擊資訊過於複雜。 

3. 缺乏一致性溝通標準。 

基於以上困難，本研究提出 3 項建議以改善此部分之績效，首先，該研

究建議各國際組織如：UNE，加強建立產品永續性之有效溝通能力；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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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對產品消費者資訊工具之使用，提高驗證產品之市占率；最後，應以

各國力量推動永續之生活型態。 

(四) GEN 秘書處 Linda Chipperfield 

本場報告係 GEN 秘書處由自願提供影片一同慶祝全球環保標章日者，

選擇部分具代表性或令人印象深刻者進行播放，主要之影片來自德國、泰

國、俄羅斯等，影片中關於全球環保標章日之影像內容，多半集中出現於片

尾，呈現方式亦僅為將 GEN 設計之全球環保標章日圖案納入片尾，不影響

各標章原本欲宣導之內容，又可以展現對 GEN 倡議之支持，我國 107 年度

製作之提升環保標章形象影片，亦可參考此一方式製作，將可一同參與西元

2019 年之全球環保標章日慶祝活動。 

(五) GEN 主席 Bjorn-Erik Lonn 及聯合國環境署(UNE)Beatriz Carneiro 

本報告主要聚焦於 GEN 之現況，與 GEN 參與其他國際組織活動之摘

要，重點說明如下： 

1. 目前 GEN 會員遍布非洲之外之各大洲，非洲之環保標章組織尚待培

植與發展。 

2. 目前 GEN 與許多國際組織合作，於全球推動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

合作對象包含歐盟、聯合國環境署等。 

3. 依據秘書處統計，全球環保標章日活動資訊於全球已吸引超過 2,300

次點閱，主要集中於活動資訊、新聞及觀念等。 

4. 而 GEN 與 UNE 之合作，主要仍集中於 10YFP 計畫，然由於我國並

非聯合國會員，雖然我國佔有一席 GEN 董事席次，仍難以參與，目

前參與之主力國家，仍為中國、日本、巴西等國。 

(六) 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CNCA)Mr. HaoXin 



- 12 - 
 

本場報告十分特別，係由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動聯繫

GEN，表達欲於本次年會報告中國對綠色產品驗證政策之規劃，本案經 GEN

董事會討論同意後，准許 CNCA 前來提出報告，其報告重點說明如下： 

1. 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職責為審批、監督與管理中國各

類認證/驗證。 

2. 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表示中國政府規劃統一所有自願

性產品驗證系統，並將其統合成為一個一致性之標章，預計合併之

範圍包含環境標誌、節能標誌、節水標誌、有機驗證及碳足跡等。 

(七) GEN Fast (GEN 會員代表) 

GEN Fast 是自西元 2017 年瑞典年會後新創之會員交流模式，秘書處於

每年年會前，邀請有意針對組織最新發展提出報告之會員，以 3 分鐘為限提

出簡短報告，以促進會員間之了解，本年度交流重點包括： 

1. 目前北歐與德國皆提出新的永續計畫，目標在於西元 2030 年前達成

永續管理及對天然資源之有效運用。前述方案之困難在於如何判定

目標已達成？及如何量化評估永續消費？為解決前述問題，德國政

府展開為期二年之研究，透過系統化追蹤綠色產品市場，並研究提

升綠色消費之驅動力與障礙，期望能全面提高綠色產品之市占率。 

2. 俄羅斯環保標章近 3 年投入資源，開發手機適用之綠色消費行動應

用程式(APP)，搭配地理訊系統與導航系統，消費者可以在路上直接

透過手機查詢鄰近之綠色商品供應通路與產品內容，以利消費者身

體力行綠色消費。 

3. 烏克蘭環保標章組織長年集中於推廣第一類環保標章，然因應烏克

蘭國內企業之需求，該組織擬開始擴展第三類環境標誌(EPD)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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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將尋求其他會員之合作與協助。 

10 月 23 日下午舉辦第二場環保標章工作討論會，會議前半段主要聚焦於德

國研究機構(Oeko-Institute)之第二部分研究成果，亦即為如何評估第一類環保標

章實際效益；後半段則是邀請其他類型之綠色產品資料庫提出報告，如 UL SPOT

（UL 公司近期推動之標章產品彙整資料庫）、ITC Standards Map （對各標章或

產品資料庫評分之單位）等，摘述報告重點如下： 

(一) 德國研究機構 Siddharth Prakash 

Prakash 先生為本次德國研究之主持人，本場報告主要透過以下重點，

說明第一類環保標章績效評估研究之發現： 

1. 各國第一類標章組織受其本國之社會性、文化性與自然環境之差

異，對其標章績效之評估作法，差異甚大而難以統一量化。 

2. GEN 會員可以先挑選重要之績效指標，如發證產品數、標章廠商數

等，設法調和各國對產品數與廠商數之定義，並提出一致性之量化

成果。然而該研究亦特別強調，標章產品數之多寡未必能反映實際

之環境效益。 

3. 對各國標章而言，取得標章產品之市占率資料皆十分困難，若能要

求標章業者提供相關資料，則可大幅節約所需之資源。 

4. 標章之間接效益可能來自標章與綠色政府採購(GPP)或其他採購系

統間之合作關係。 

5. 相對而言，民眾對標章之認知度與信任度容易調查，但此資訊對標

章之環境效益幫助有限。 

6. 各標章可考慮以簡化後之生命週期評估(LCA)，設法計算標章產品與

傳統產品之環境效益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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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Chin-Yuan Chen 

由於我國在環保標章產品效益評估部分起步甚早，亦受邀參與本次德國

Oeko-Institute 主持之環保標章效益研究，故於本次會議分享經驗，本次報告

重點包括： 

1. 我國環保標章簡介。 

2. 我國自西元 2010 年起展開環保標章效益評估，目標在於向外溝通環

保標章推動成效，並持續向立法機關爭取工作預算。  

3. 我國環保標章效益評估由經濟效益為起點，而後擴及產品實際之環

境效益。 

4. 自西元 2016 年起，我國環保標章已針對 50 項產品類別建立環境效

益計算公式，並建置自動化之線上環境效益計算器，預定於西元 2019

年完成。 

5. 配合環境效益計算器，我國亦修正相關作業要點強制要求標章廠商

定期申報環保標章產品之產量與標章使用量。 

(三) 澳洲環保標章組織 Judith Schinabeck 

澳洲環保標章組織代表 Judith Schinabeck 本次受邀報告其對該國標章績

效之評估，然與我國作法不同，澳洲標章並未就產品可達成之環境效益進行

量化評估，而是以較傳統方式，觀察澳洲環保標章對澳洲綠色生產消費產生

之影響。 

與以往認知不同處為澳洲環保標章並不認為澳洲政府之綠色採購對其

標章有明顯助益，亦即雖然以往文獻研究顯示，澳洲政府綠色採購承認所有

GEN 會員發出之第一類環保標章，但由此報告看來，並未落實於一般政府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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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UL 公司 Elena Veneziani 

UL 公司為全球性之環境驗證/檢測/顧問公司，該公司近年開始推動 UL 

SPOT 計畫，其報告重點如下： 

1. UL SPOT 計畫之主要目的在於提高綠色產品之網路能見度，期望提

升相關綠色產品之銷售。 

2. UL SPOT 計畫並不自行驗證產品，而是與各既有之綠色產品資訊系

統合作，提供平台讓各資訊系統之產品上架，供消費者選購。 

3. UL SPOT 初期（目前）以建材產品為主，並以居家健康與室內空氣

品質為重要議題。 

4. UL SPOT 目前僅提供英文資訊，會中表示：規劃未來可顯示其他語

言。 

由於 UL 公司曾正式請求 GEN 董事會討論是否能鼓勵各會員加入該計

畫，故本報告後亦引發相當討論，然包含我國與瑞典專業雇員協會（簡稱

TCO，Swedish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Employees）代表，皆詢問該計畫如

何維持參與者之公信力，避免有漂綠嫌疑之產品、標章或其他產品資訊系統

進入該計畫，影響其他參與者本身之公信力？然該公司無法提出明確之品質

維持機制或原則。 

(五) ITC Standard Map 的 Regina Taimasova 

ITC Standard Map 已運作多年，其宗旨在於蒐集各類永續標準、標章相

關資訊，整理及彙整後提供給消費者參考，該組織亦會對各標準與標章進行

評分，並向消費者推薦，該組織之報告重點如下： 

1. 目前消費者對產品永續資訊確實有需求。 

2. ITC Standard Map 為目前全球最完備之產品永續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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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除產品綠色資訊外，產品之永續資訊為新興之需求。 

4. ITC Standard Map 針對其蒐集之各類永續標準及標章相關資訊，進行

評比並將評比結果提供給消費者，作為採購參考。 

(六) 德國 GIZ 公司 Kikra de Groot 

本報告之性質與前一個報告類似，目的在於評估各類產品永續資訊工具

之效用與品質，該組織之報告重點如下： 

1. 提供給不同對象使用之產品永續資訊工具應有差異，例如給社會大

眾用、供 GPP 參考用及行業內部實施綠色生產用等。 

2. 針對前述三類需求，各提出一個產品永續資訊工具之範例。 

3. GIZ 透過與 ITC、LSEAL 合作，蒐集各類產品永續資訊工具。 

4. 依其研究，考量公信力，第一類環保標章大多參考 ISO 標準或 ISEAL

準則執行，如驗證稽核、標準制定等。 

  
圖 1-德國環境部代表致歡迎詞 圖 2-我國代表報告 

三、 會員大會(GEN AGM) 

本年度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大會於 10月23日上午在德國環境部柏林

辦公室 5 樓會議室舉行，會議內容除例行性之財務報告、秘書處工作報告、西元

2017 年會議記錄確認外，較重要之討論包括承認新會員、更新同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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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CES)進度、票選 GEN 董事及選擇西元 2019 年會地點等，內容摘述如下： 

(一) 承認新會員 

本年度雖有 10 個組織向 GEN 提出入會申請，但經過 GEN 董事會之預

先評估討論，各組織皆未能提出完整之入會評估資料，故本年度董事會不向

大會提出新會員承認建議，本年度 GEN 年會並未承認任何新增會員。 

(二) 更新同行評鑑進度 

同行評鑑與複評已經成為 GEN 例行作業之重點，於西元 2017 年 GEN

共計執行以色列、韓國、烏克蘭、俄羅斯等 4 個會員之同行評鑑，其中韓國

環境工業與技術協會(KEITI)之評鑑係由我國代表執行，前述 4 國代表皆於本

次年會中獲頒 GENICES 證書。依據 GEN 秘書處規劃，2018 年可能有中國、

馬來西亞、越南、日本、菲律賓等會員國須執行同行評鑑。 

(三) 票選董事 

GEN 已於西元 2016 年通過並公布新版章程(bylaw)，依修正後章程，為

維護董事會之連續性與討論內容一致性，六位董事任期交錯，亦即董事任期

皆為二年，但每年改選其中三位。依前述協議，本年度共有 3 席董事開放改

選，此外，由於德國籍董事 Hans-Hermann Eggers 宣告退休，本次共有 3 席

二年制董事與 1 席一年制董事開放競選。 

本年度共計有我國、中國、澳洲、印度、香港、新加坡代表出馬競逐，

依得票順序為中國、我國、澳洲三名代表獲選二年任期董事，而印度代表獲

選一年任期董事。 

(四) 選擇西元 2019 年會地點 

經協調西元 2019 之 GEN 年會將於中國舉辦，依爭取主辦之中環聯合認

證中心規劃，西元 2019 年會將分二階段於二個城市（北京及蘇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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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段活動配合中國十環標誌 25 周年活動於北京辦理，而後半段之 GEN 年

會與工作研討會將於蘇州辦理，出席人員跨越二地之交通成本，由中環聯合

認證中心負擔。 

四、 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Driving Smart 

Innovations towards our Green Future」 

本研討會由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子安全部(German Federal Minister 

for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與德國藍天使標章主

辦，旨在於討論如何因應環境與消費者期望之改變，提出更創新之措施以追求更

永續之未來。邀請之講者絕大多數為德國官員、學者與業者，故討論內容原則上

皆為德國與歐洲之現況。 

(一) 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子安全部部長 Svenja Schulze 致詞 

部長致詞之內容主要集中於德國如何於 40 年前決定展開藍天使標章計

畫，與 40 年來之發展演進。依據德國市場調查顯示，目前市占率最高之綠

色產品，包含節能之家電設備，與通過海洋管理委員會(MSC)驗證之水產品。 

(二) Table conversations on stage: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igitisation 

於德國官員開場後，大會以講者自由發問及討論方式，進行本日之其他

報告，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主題一：在目前數位消費環境下，第一類環保標章亦須因應消費行

為與消費工具之改變，調整產品環境資訊之提供方式。傳統上單以

標章圖形顯示環保產品之作法，在新科技之幫助下可以有許多新的

發展，目前消費者除期望透過標章選購真正環保的產品外，更期望

了解該產品對環境甚至是使用者本身之貢獻與幫助。為因應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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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目前德國與歐洲已有許多零售業者，引進新工具或設備以提

供消費者所販售產品之永續與環保資訊，第一類環保標章應配合提

供零售業者所需之產品永續資訊。 

2. 主題二：電子產品供應鏈複雜，且生命週期短，如何因應此一現狀

其實方法明確，但因可能衝擊電子業之營利，故推行困難。解決此

一困境之主要對策在於推動模組化、可升級、可維修之電子產品，

以往於歐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中，亦曾納入類似之要求及考量，然

結果便是完全無業者申請歐盟環保標章，顯示絕大多數終端電子產

品業者，並不支持此一作法，評估其原因可能在於影響新機銷售量，

進而衝擊品牌獲利，故除非各國政府納入更多鼓勵性，甚至是強制

性要求，否則難以改變現況。 

(三) 分組討論 

午餐過後，大會提供四個議題之分組討論，考量循環經濟為我國重要政

策，故參與 “Making consumer products more durable and easier to repair – The 

role of ecolabels in the obsolescence discussion”分組討論。 

此分組議題亦邀請數名講師分享其經驗，平心而論並無令人耳目一新之

新論點，部分講師由研究機構觀點重新解釋由於地球資源有限，而人類資源

消耗過速，故有必要推動循環經濟，而循環經濟之上游須從產品之設計與生

產方式著手，透過設計更耐用、更容易維修之產品，根本改變 “用過即丟”

之生活哲學。 

該分組討論另有 iFixit GmbH 公司提出該公司係透過發展與分享自行維

修升級行動電話資訊，指導消費者如何延長手機產品之壽命，但與主流電信

公司相較，該公司之規模與影響力極為有限，僅能視為部分理想主義者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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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性實驗，似難撼動主流商業模式。 

依本節討論之結果，此一問題若欲解決，可能之途徑包括： 

1. 擴充法令對產品保證之規定。 

2. 解決產品維修資訊與備用零件缺少之困難。 

3. 提供維修服務之財務補助。 

4. 成立維修資訊平台。 

5. 鼓勵發展新商業模式，如共享、租賃、自助維修等。 

(四) 結語與結束 

研討會最後由各組討論之主持人，提出討論後之重點，列舉如下： 

1. 在如何增加環保標章產品市占率部分，首先 GPP 已經被證明為十分

有效之工具，在許多亞洲國家都有成功之前例，應擴大推行。其次，

在民間市場部分，環保標章應擴大與零售業者合作，在維持標章品

質及避免漂綠之前提下，儘可能彈性化符合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需

求。此外，因應消費行為與消費者期望之改變，第一類環保標章亦

應儘可能引進科技工具輔助，提供消費者期望之產品環境或永續資

訊。 

2. 近年歐盟與聯合國大力推動產品之「永續」資訊，其重點在於薪資、

勞安、童工、衝突礦物、動物保護等，而透過科技工具之引進，以

往永續資料過於繁瑣以致於難以標示之困難可能得到相當程度之紓

解。然而，由於社會性議題複雜，且與各國社會、文化及環境議題

息息相關，適用歐美之標準與查驗方式，未必適用於其他國家，估

計短期內難以成功推行。 

3. 在延長產品耐用性與提升可維修性部分，可能之途徑包括：擴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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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對產品保證之規定、解決產品維修資訊與備用零件缺少之困難、

提供維修服務之財務補助、成立維修資訊平台與鼓勵發展新商業模

式，如：共享、租賃、自助維修等。 

分組討論之最後一個議題是討論環保標章之未來，學者認為第一類環保

標章將面對越來越多挑戰，第一類環保標章之長處是較嚴謹，且公信力較

高，然而在目前資訊氾濫之現況下，如何使消費者了解第一類環保標章嚴謹

之重要性將是未來重要之課題，否則此嚴謹度不但沒有加分，反而造成扣分

（如：造成產品數有限、廣告文宣難與漂綠商品及偽標章競爭等）。 

 

伍、心得及建議 

本年度會議重點有三：（一）全球性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推動現況、（二）環

保標章永續化議題及（三）環保標章績效評估與第一類環保標章優越性討論。在

此三大重點中，我國持續於環保標章績效評估中掌握主動並持續領先，目前也繼

續領導 GEN 之績效評估研究工作。而在全球環保標章推動工作中，受限於並非

聯合國會員，目前較主流之國際推動活動如：聯合國之永續消費與生產計畫 10

年架構(10YFP)，我國確實難以參與。另關於環保標章永續化議題（加入社會性

議題之評估），雖然歐盟與聯合國對此興趣高昂，積極推動永續標章，但各國國

情不同，對此社會性議題之褒貶不一，尤其社會性議題難有一致之標準作法與評

估準則，亞洲國家對此多有疑慮，現階段而言，尚不建議貿然跟隨歐盟腳步，僅

需持續蒐集資料並觀察該議題之後續發展即可。 

承上，提出參加本次會議之心得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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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議未來可配合全球環保標章日進行聯合宣導，展示我國

對此一全球性活動之支持 

依據年會 GEN 秘書處展現之第一次全球環保標章日推動成果，確實有許多

國家之環保標章組織運用 GEN 網站提供之說明及共通性全球環保標章日之標誌

等配合性工具，製作其環保標章宣導短片或海報，雖相較於部分新創之第一類標

章，我國環保標章之績效穩固且成熟度較高，不需要藉由 GEN 加持我國環保標

章之公信力，但支持此類活動，可展現我國對此一全球性活動之支持，並提高對

GEN 活動之參與度，故建議往後年度製作環保標章相關文宣時，納入全球環保

標章日之標誌等資訊。 

二、 建議進行環保標章認知度與採購者對環保標章信任度之調

查 

今年 GEN 董事會決議，參考德國 Oeko-Institute 之研究成果，自西元 2019

年起要求各會員每年提供 4 項數據以利統計環保標章組織績效，包含發證產品

數、標章廠商數、標章認知度與採購者對標章之信任度。其中，我國前二項數據

可要求驗證機構統計提供，亦可由綠色生活資訊網之產品資料庫取得，然而標章

認知度與採購者對標章之信任度，勢必須透過市場調查取得，為與國際接軌並展

現我國環保標章執行成效，建議將此二項調查納入相關委辦計畫中執行。 

三、 建議持續蒐集各國標章之社會性要求，必要時加以因應 

由本次各項活動可知，歐盟與聯合國對於環保標章規格標準納入社會性議題

之興趣頗濃，雖然此事目前爭議仍大，且缺乏一致性之評量與驗證標章方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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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皆尚難具體落實執行，另本署委辦計畫於近年執行跨國相互承認環保標章驗證

工作時，亦獲得相同結論，然歐盟與聯合國已連續 3 年提出此類議題，未來發展

確實難以評估，建議後續應先由蒐集各國標章之社會性要求著手，分析及整理可

能涉及之議題範圍，必要時加以因應。 
 
 



 
 
 
 
 
 
 
 
 
 
 
 
 
 
 
 
 

附錄一：年會議程表及會議資料 
 



















 
 
 
 
 
 
 
 
 
 
 
 
 
 
 
 
 

附錄二：組織年報 
 





























































 
 
 
 
 
 
 
 
 
 
 
 
 
 
 
 
 

附錄三：照片集錦 
 



 
Fig1  聯合國環境署(UNE)Beatriz Carneiro 報告 

 
Fig2  2018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GEN)年會會場一景 



 

 

Fig3  本署代表與會名稱 

 
Fig4  本署代表與瑞典 TCO 代表交流後合照 



 

 
Fig5  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子安全部部長 Svenja Schulze 致詞 

 
Fig6  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一景 



 
Fig7  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一景 

 
Fig8  德國藍天使標章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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