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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主要係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簡稱

GEN）辦理之年度會員活動，該組織成立於西元 1994 年，係針對產品與服務生

態標籤之第三方環境績效標籤組織所組成的非營利性協會，我國以財團法人環境

與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環發會）名義參加，為創始會員之一。 

  本次開會重點包括： 

一、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為全球最大的環保標章國際組織，我國代表曾擔任主

席與多屆董事，具相當影響力。 

二、我國之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於全球屬技術領先者，歷年已提出許多報告向

各國分享。本（112）年度以我國綠生活推動，及環保標章追蹤查核作業對標

章完整性之貢獻為題，向各會員提出報告。 

三、近年執行單位（環發會）主要透過以下三項途徑，維持我國於 GEN 組織中

之影響力與形象地位： 

（一）積極參與全球環保標章同行評鑑（GENICES）作業。 

（二）凸顯我國技術優勢。 

（三）爭取出席相關國際會議。 

四、目前推動相互承認與發展共同核心規格標準，為 GEN 之重要政策，我國亦

持續密切關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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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 GEN）創始於西元 1994

年，係由全球三十餘個環保標章組織所組成的國際組織，目的是促進各國環保標

章的推廣與推動國際合作活動。我國（以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為代表組織，

下稱環發會）為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EN）之創始會員國之一，環發會前總

經理于寧博士曾擔任該組織多屆董事與一屆主席，環發會陳靖原總經理也曾連任

３屆 GEN 董事。另我國曾主辦 2 屆 GEN 年會，其中配合我國建國 100 年「2017

年 GEN 年會」，國外來賓參與人數達 48 人，創下歷屆年會參與會員數最高紀錄，

迄今無人能破。 

  GEN 管理決策權主要在其董事會會議（Board Meeting）與年度的會員大會

（GEN Annual General Meeting），本（112）年之會員大會於德國科隆辦理，為連

續三年視訊年會後之首次實體年會，派員參與對維持影響力與國際交誼甚為重要。 

  全球環保標章同行評鑑（GENICES）作業，為我國于寧博士擔任 GEN 主席

時提出，由 GEN 指派資深專家對各會員標章進行品質評鑑，作為申請正式會員

之前提。我國在此領域基礎深厚，十分有利於爭取擔任 GENICES 評鑑之 GEN 專

家。而 GENICES 評鑑內容在於徹底檢視各會員組織之運作狀況，再判定其組織

運作是否符合 ISO 相關標準，並對其作業提出改善建議，故於此過程中可深入了

解外國標章之基本程序運作細節，對於吸收外國標章經驗並用以精進我國標章制

度，有明顯效益。 

  此外，透過如此深層之交流，GENICES 評鑑代表與被評鑑機構間，通常可以

建立較深厚之情誼，對日後交流或合作甚有助益，尤其以近五年而言，執行單位

（環發會）陳靖原總經理擔任 GENICES 評鑑代表期間出訪泰國、馬來西亞、新

加坡、韓國等國標章組織，並透過共同擔任GENICES評鑑員，與香港、瑞典 SSNC、

印度環保標章之負責人建立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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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近年國際性環保標章推動會議多由聯合國環境署（UNE）出資贊助，我

國受限於非聯合國會員，參與相關會議之機會驟減，故持續利用 GEN 本身可掌

控之管道維持我國能見度益加重要。為達此一目的，執行單位自西元 2013 年 GEN

年會起逐年發表我國重要之標章執行經驗或研究成果，持續提出創新意見，凸顯

我國技術優勢，成功維持我國為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重要國家之形象地位，而近

年 GEN 董事會若有技術領域議題，亦多指定由我國執行單位陳靖原總經理主持

辦理。 

  近年我國曾提出之議題包含環保標章相互承認研究、標章產品環境效益評估、

政府綠色採購推動與績效評核管考、環保標章組織效益評鑑、產品環境效益共同

指標與績效評量、及全球環保標章相互承認實例盤點與分析等議題，執行單位能

夠提出相關議題之基礎皆在於我國有厚實之執行經驗，後續執行單位將加強與其

他環保標章相關團隊合作，如推動綠生活、環保集點等政策之團隊，設法將相關

團隊之成果，亦轉化為我國於國際場合之新亮點。 

  以近兩年成果而言，環境部委託之執行單位已多次受邀於東南亞國家環保標

章與綠色採購國際訓練班，發表視訊演說或主持實體訓練課程，此外亦利用國際

邀請機會，順利推薦機關人員針對亞洲各國對永續採購與環保標章有興趣之政策

制定者、專家、企業和標章從業人員，分享我國之發展經驗，鞏固並提升我國於

此領域之領先地位。 

  而本年度參與 GEN 年度會員大會，我國發言內容主要集中於推動相互承認

並發展共同核心規格標準議題，此外亦提出我國以環保標章推動綠生活，並透過

追蹤查核保障環保標章完整性之報告。在相互承認與共同核心規格標準議題，我

國重點在於強調 GEN 各會員國有不同之人文與自然環境，GEN 應尊重各國環境

差異，不宜干涉各會員國如何經營其本土市場，應將跨國合作重點集中於如何透

過共同標準促進國際綠色貿易，此觀點亦受到印度、香港等會員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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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推動綠生活與追蹤查核機制議題，一方面是呼應 GEN 主席，希望以環

保標章作為社會大眾參與淨零、SDG 議題之途徑，另一方面在於歷年執行各國

GENICES 同行評鑑之過程中發現，許多新興環保標章組織，或受限於資源，完全

未考慮建立標章發證後之追蹤查核作業，且歷年標章年會似乎從未有國家就此議

題進行討論或提出報告。而我國在此領域投入大量資源，以此為題進行報告，一

方面可協助外國標章組織體認後市場管理之重要，與可能之執行方式及技巧，而

另一方面是再次凸顯我國環保標章於各層面之全面優越性。 

貳、出席會議人員及行程 

  本次會議由環境部綜合規劃司科長林慧華、薦任技士許勝雄，以及財團法人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陳靖原總經理、張耀天研究員（表一），共計 4 人赴德國科隆

參加，出國期間自 112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8 日，行程如表二。 

表一、本次參加會議成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環境部綜合規劃司 科長 林慧華 

薦任技士 許勝雄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

金會 

總經理 陳靖原 

研究員 張耀天 

表二、出國行程 

日期 內容概要 

112.10.22 啟程，出發前往德國科隆。 

112.10.23 法蘭克福轉乘德國國鐵並抵達科隆。 

112.10.24 赴德國科隆 TUV 萊茵公司總部，參與“Conference Sustain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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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概要 

Products”產品永續性研討會，與會報告者包括德國 TUV 萊茵公司

總裁、歐盟司法・消費者總局副處長、德國 TUV 萊茵公司產品經

理、德國 TUV 萊茵公司 GEN 代表、德意志電信公司代表、德國

TUV 萊茵公司永續性專家、德國 GREENZERO 公司代表，與德國

TUV 萊茵公司技術能力中心等。 

112.10.25 參與全球環保標章組織（GEN）年會與工作討論會（Workshop）。中

國品質驗證中心（CQC）受限於行程安排，無法依原規劃參與 26 日

之年會後工作討論會，故特別提前於 25 日提出該組織參與推動之

杭州亞運會千島湖園區低碳措施。當日午餐後，主辦單位依往例，

安排市區參訪行程，提供出席之各會員代表社交互動，增進交誼之

活動。 

112.10.26 參與年會後工作討論會（Workshop），並報告我國環保標章推動與

追蹤查核成果。 

112.10.27 搭乘德鐵赴法蘭克福，並搭機返臺。 

112.10.28 返程，抵達臺灣。 

參、會議目的 

  本次行程之最主要目的，包括掌握全球環保標章與永續生產消費最新動態、

收集歐盟政府綠色產品設計指令與綠色聲明（green claim）管理指令提案、宣達

我國環保標章與綠生活推動績效、與展現我國環保標章技術領先優勢等。 

肆、會議過程 

一、10 月 24 日：當天研討會上午場會議之報告議題，包含歐盟永續產品生態設

計法規（Ecodesign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Regulation, ESPR）、歐盟環境綠色聲

明（green claim）管理指令提案、產品維修權相關法規、GEN 與綠色產品驗

證介紹、及德意志電信公司提出之超越法規之產品綠化目標。下午場會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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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則包含產品生命週期分析、減量與永續策略、循環經濟下的回收

料要求、與 ESPR 下的數位產品護照。 

  

圖 1、TUV 萊茵公司總部 圖 2、與會人員參與研討會 

二、 10 月 25 日：參與全球環保標章組織（GEN）年會與工作討論會（Workshop），

年會之主要議題包含通過西元 2022 與 2023 年財務報告與規劃、接受佳能

（CANON）公司為新附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決定 GEN 秘書處新合約、

董事會報告西元 2022 年對外溝通成果、票選 3 名董事會成員、與各工作小

組（subcommittee）提出工作報告、頒發 GENICES 同行評鑑證書等。 

  

圖 3、與會人員參與年會與工作討論會 圖 4、頒發 GENICES 同行評鑑證書 

三、 10 月 26 日：參與年會後工作討論會（Workshop），報告之主要議題包含結合

環保標章以推動永續採購（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簡稱 SPP）、精進環

保標章與永續採購以因應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議題、全球綠色採購聯盟最

新發展、北歐天鵝標章之數位化發展、以環保標章推動聯合國 SDG12、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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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如何以環保標章推動淨零轉型、如何透過結盟力量推動永續（CANON

公司）、環境效益評估與永續採購、歐盟更新環境綠色聲明（green claim）管

理指令提案、澳洲/紐西蘭標章調和與合作、新加坡標章最新發展等，並報告

我國環保標章推動與追蹤查核成果。 

 

圖 5、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陳靖原總經理向各國說明我國綠色採購推動

成果 

表三、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 

會議 

名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國別 專長 

領域 

會晤 

日期 

交流內容 備註 

2023 
全 球 環

保 標 章

網 路 組

織 (GEN)

年 會 前

研討會 

Mr. Bjorn-
Erik Lonn 

Nordic 
Ecolabelli
ng Board, 
General 
Manager 

挪威 環保 

標章 

10.24 1.介紹我國環

保 標 章 進

展。 

2.表示我國對

於 國 際 合

作之重視，

並 樂 意 配

合 GEN 推

動 區 域 性

環 保 標 章

合作。 

Mr. 
Bjorn-
Erik Lonn
為 前 任

GEN 主

席。 

2023 Linda Green 香港 環保標 10.24 1. 交換於香港 何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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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名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國別 專長 

領域 

會晤 

日期 

交流內容 備註 

全 球 環

保 標 章

網 路 組

織 (GEN)

年 會 前

研討會 

W.P.HO Council, 
General 
Manager 

章、其

他綠色

生活措

施推動 

推動民間企

業綠色採購

之心得與可

能困難。 

為 香 港

環 保 促

進 會 負

責人，亦

為 香 港

環 保 標

章 主 持

人。 

GEN 
Worksh
op 

Mr. Hiro 
Koayashi(
小 林 弘

信) 

Japan 
Environm
ent 
Associati
on (JEA) 

日本 環保標

章國際

合作 

10.25 1.小林先生再

次 表 示 十

分 希 望 能

針 對 台 日

影 像 設 備

產 品 完 成

相 互 承 認

合約換約。 

2.討論我國環

保 標 章 出

訪 JEA 可能

性。 

小 林 先

生 負 責

日 本 環

保 標 章

之 國 際

合 作 業

務。 

GEN 
Worksh
op 

Ms. 
Svetlana 
Berzina 

President
, Living 
Planet 
Ukraine 

烏克

蘭 

國際 

合作 

10.25 1.討論我國與

烏 方 如 何

落 實 雙 邊

相 互 承 認

協議。 

2.烏方期望我

國擔 CCC研

擬工作。 

Ms. 
Svetlana 
Berzina
為本次

會議主

辦方代

表。 

伍、會議成果 

一、掌握全球環保標章與永續生產消費最新動態：本次行程透過參與永續產品研

討會，發現目前多已 SPP（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永續公共採購）取

代 GPP（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綠色公共採購）。GPP 之定義為滿足政府

採購需要的同時，可兼顧員工健康、社會福利與環境保護。然而，有關何種

採購作為可列為 SPP，迄今並無明確定義。以國際間對“永續”之常見定義，

應包含環境、社會、經濟等三大要素，然而除“環境”一項之綠色採購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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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範圍外，對於“社會”、“經濟”兩項之客觀判定原則較不明確，故有

必要持續掌握歐盟對“永續產品”之最新指令內容，以釐清“永續產品”與

“綠色產品”間之差異。 

二、收集歐盟政府綠色產品設計指令與綠色聲明（green claim）管理指令提案：

依據本次由歐盟司法-消費者總局副處長提出之專題報告，歐盟評估在其境

內，約有半數之產品環境宣告或訴求是虛偽不實或具欺騙性。為解決此一問

題，歐盟期望透過綠色產品設計指令、綠色聲明管理指令、與數位產品護照

等方式對抗漂綠行為。此三項措施對於未來之產品環境標章與宣告，可能發

生影響，故未來有必要密切觀察與收集相關指令與政策之發展。宣達我國環

保標章與綠生活推動績效：與絕大多數 GEN 會員相較，我國對於永續生產

消費之推動，起步較早且有完整之策略規劃，由標章制度的建立，到透過政

府綠色採購擴大綠色產品市場，再基於政府綠色採購成果全面推展綠生活，

提供全民直接參與淨零、及落實聯合國 SDG 的途徑。本次透過在 GEN 年會

中完整闡述我國執行思維與實際成果，可以提供許多近年新加入 GEN 之新

興環保標章國家與組織，明確可以參考遵循之推動模式範例，也可以展現我

國於此一領域之最新策略與成效。 

三、展現我國環保標章技術領先優勢：本次年會我國提出之報告，除了介紹我國

在永續生產消費推動的各階段策略成果外，另一個重點便在於介紹我國為維

護環保標章公信力與完整性，所採取的追蹤查核作業及近年成果。提出此一

議題之原因，在於歷年執行各國 GENICES 同行評鑑之過程中發現，許多新

興環保標章組織，或受限於資源，完全未考慮建立標章發證後之追蹤查核作

業，且依執行經驗，歷年標章年會似乎從未有國家就此議題進行討論或提出

報告。而我國在此領域投入大量資源，以此為題進行報告，一方面可協助外

國標章體認後市場管理之重要，與可能之執行方式及技巧，而另一方面是再

次凸顯我國環保標章於各層面之全面優越性，甚至可能如當年政府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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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促成國際間重視而成為熱門討論議題。 

陸、心得與建議 

  參與本次行程之最重要心得在於確認綠色產品相關之標章、標誌、與環境訴

求，確實已經成為國際間之重要議題，而歐盟針對此一議題，預計透過 ESPR、

環境綠色聲明管理、數位產品護照等方式著手管理，此一發展值得我國持續關注

借鏡。此外，國際間對於透過政府採購力量推動永續發展與 SDG，亦已逐漸形成

共識，而各國也都承認環保標章是永續採購或綠色採購的重要工具，凸顯環保標

章之重要性與價值。 

  相互承認與共同標準再次成為 GEN 內部重要議題，我國透過參與小組運作，

目前已經成功扭轉主持研究之烏克蘭提議以歐盟標準統一全球環保標章標準之

提議，後續該小組仍將邀集各會員國，重新展開共同核心標準研擬，預計環保旅

館可能為第一項案例，我國亦將持續參與，以發揮影響力。 

  為持續精進並維持我國之技術領先與國際影響力，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收集歐盟對於綠色產品與綠色環境訴求之指令，以掌握國際潮流：由本

次會議觀之，歐盟提出之報告亦承認歐盟市場上，約有半數之產品環保訴求

是虛偽不實或具欺騙性，亦由此導出應對產品提出之環境資訊或環境訴求進

行第三方查證或加以管理之結論。我國核發之各類綠色標章雖維持相當良好

之公正性與公信力，然近年也發現有必要對廠商自我提出之產品環境訴求或

廣告進行約束或管理，可加強收集參考歐盟提出之指令與管理措施，以為我

國精進之參考。 

二、 觀察全球 “永續政府採購” 之後續發展，並視需要納入我國綠色採購範

圍：如前所述，目前全球皆以 “SPP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為政

府採購目標，但亞洲國家多半仍以 “GPP (green public procurement”為推動

範圍，此一議題於執行單位 112 年 9 月份赴曼谷主持跨國研討會時亦已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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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然目前國際間對於 SPP 並不像 GPP 已有較明確之執行原則與範疇

界定，此點仍需持續關注，並視需要評估是否調整我國之政府採購政策。 

三、配合國際合作需求重新檢視我國標章驗證方式：如前所述，標章相互承認本

次再次成為議題，本次年會俄羅斯與印度也再次推出新的合作方案。由於我

國環保標章技術領先，時有國家向我國表達相互承認意願，以目前狀況而言，

近期泰國標章組織與日本標章組織皆希望與我國就如何落實相互承認協議

在行商談。然而，由於我國環保標章之驗證流程相較其他國家更為嚴謹，絕

大部分有意與我國進行合作之標章皆難達到我國要求之嚴謹度，常造成國際

合作或相互承認之問題，故需要就國際合作需求檢視我國標章驗證方式。 

四、持續參與 GEN 工作小組並實際投入工作：如前所述，GEN 設立之 Common 

Core Criteria 工作小組，將繼續於烏克蘭籍 GEN 董事之領導下繼續推動共同

核心標準，然依西元 2023 年執行經驗，發現其視角偏重歐洲經驗，容易忽

略亞洲國家特性與需求，故有必要持續積極參與，反映我國與鄰近亞洲國家

需求，以免未來該小組提出之結論建議，對我國與亞洲國家產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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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1. 本次會議簡介資料掃瞄（第 1~16 頁） 

2. 本次會議簡報（因無提供紙本資料及簡報檔，經主辦方

同意後，以相機拍攝螢幕）（第 17~65 頁） 

3. 交流名片掃描（第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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