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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標

幾個考量點：
展開專案的原因

預期的應用

那些人會看到這個結果，要怎麼對這些讀者溝通

公司內部溝通(如: 不同的子公司均採用具有一致性的方式向企業層面報告，
以評價碳績效)

公司對外溝通，如向商業客戶或消費者溝通有關購置決定、組合選擇決定或
其他決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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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法草案

 第三十三條 事業製造、輸入或販賣產品，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標示碳足跡。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種類、規模
公告之產品，應於指定期限取得，並於產品之容器或外
包裝標示。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
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
販賣、使用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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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歐盟新電池法》取代電池指令(2006/66/EC)

第7條及附錄2
針對電動汽車用動力蓄電池和可充電工業電池

製定碳足跡計算
方式

強制揭露碳足跡

製定碳足跡分級方法與標示
方法

碳足跡分級 碳足跡門檻值

設定碳足跡比較方法
與門檻值

資料來源：台灣電池協會 | 德國萊因解讀《歐洲新電池法規》線上研討會

歐盟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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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成衣聯盟 Higg Index &
法國氣候法案(Projet De Loi Sur Le Climat)

來源:
https://apparelcoalition.org/about-pef/
https://www.fashionexpress.org.tw/news/paper/5852740541 

紡織產業相信
歐盟產品環境足跡制度
很快將應用於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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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標的產品

選擇標的產品的考量

管理階層
法務
研發
業務

推動碳足跡
的目的？

哪個產品最有
減排機會？

與公司的減排策
略最相關？

• 產品規格
• 生產製程
• 不同的產品包
裝選擇

• 產品經銷、配
送系統

供應商參與
的難易

哪項產品最
有差異化與
競爭力?

須投入
之資源？

研發 製造
採購
業務

採購
品管

研發 製造
總務
財務
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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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產品銷售

或ㄧ般民眾能夠理解的單位

需要考慮如何說清楚
是否含包裝?

產品規格?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擇定（宣告或標示）單位



要比較下的單位考量-功能單位與參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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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哪些內部單位配合？



考慮邀請供應商參與盤查

供應商盤查的重要性

可清楚了解生命週期各階段排碳量組成

影響數據準確性

影響減碳與降低成本的決策

供應商盤查目的

提供減碳方向/機會

重要性高者應該使用「較正確」資訊

針對供應商進行實際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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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參與對於減碳的必要性

輕量設計

瓶蓋、瓶身重

新設計，以減

輕重量

提升良率 優化運輸

優化製程，提

升寶特瓶良率

調整銷售策略，

降低離工廠較

遠距離倉庫的

配送比例

2017 2020

每瓶減量30g CO2e，
約減量20％

標的產品：泰山Twist Water環保包裝水

功能單位：1瓶 (600ml)

生命週期各階段碳足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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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經濟部106-109年輔導Nissan汽車29家供應商體系進行碳盤查、目標設定、節能
輔導、實績追蹤等減碳管理，總減碳量達10,113公噸CO2e。

供應商參與對於減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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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供應商要參與盤查的考量

供應商的參與規劃，應依產品BOM表或製程相關投入
選擇參與供應商

供應量大者？

配合意願高者？

唯一供應者（Only source）？

透過整合上中下游供應鏈之碳足跡管理，協助廠商達
到目標設定的碳足跡要求，並且可逐步落實產業減碳
及生產低碳產品 組織的碳足跡產品的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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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參與供應商後要思考的問題

供應商配合的意願

•有無誘因？涉及商業機密？

供應商提供資訊

•交盤查表? 還是算出的碳足跡?

•是否要給予教育訓練?(作為單位填表人或審核人)

•何時交?交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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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計算程序

• 建構產品生命週期製程流程圖，包括原物料至廢棄

處理過程中所有原料、能源、廢棄物之投入與產出
製程流程圖

• 界定系統邊界及確認活動數據蒐集的優先順序邊界與優先順序

• 蒐集活動數據，並進行分配數據收集

• 產品碳足跡計算計算碳足跡

• 評估算出碳足跡的數據品質

• 不確定性說明
品質評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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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流程圖繪製步驟

1. 確定繪製的對象與功能單位

2. 製造產品時
列出製造此產品，經過哪些步驟

• 比對生產/品管用流程圖或清理計畫書

• 直接到現場瞭解，避免錯漏

3. 提供服務時
思考被服務對象在進入系統到離開系統間，提供了哪些服務

4. 考慮未來盤查複雜度，做適度簡化

5. 列出流程內的投入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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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流程圖:以果汁為例(終端產品)

廢棄使用配送/零售製造原料

水果

糖

回收瓶

包材

運輸

攪拌

裝瓶

包裝 運輸

倉庫

運輸

零售商

家用冰箱 運輸

掩埋/焚化
/回收

運輸

運輸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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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流程圖: LCD display為例

Distribution/ retailManufacture
(Assembly inclouded)Raw Materials

Fixing Tape

PCBA Protector
Film

Panel Protector 
Film

Module Label

錫膏

PCB
Conductive

Tape

EE件

溶劑

Chemicals

Glass

TFT & CF
Glass運輸

TFT LCD 下游供應商

PCBA

包裝材料

背光模組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複雜零組件（或其他投入產出）
可適度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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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統邊界

用途：

決定哪個單位過程將被包括在生命
週期評估內。

系統界定的選擇與研究的目標一致

依據：

產品類別規則(PCR) 所指定的邊界

狀況形成產品的系統界線。

PCR 指定之邊界狀況：

• Boundaries in the life cycle

• Boundary in time

•Boundaries regarding geographical   
coverage

• Boundary toward nature

•Boundary towards other technical 
systems

生命週期

時間性

地理性

自然界

其他技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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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穩定生產的產品以整年優先考慮

 客製品或季節性產品 : 最近一批

地點

產品的時間與地理邊界

 標的產品在調查期間內生產所在工廠的位置

 多個生產地點時，須考慮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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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生命週期邊界

B2C產品 (business-to-consumer)：搖籃到墳墓
可直接於消費市場上販售之最終產品(如：電視機、筆記型電腦)

B2B 產品 (business-to-business)：搖籃至大門
須再經組裝之半成品/零組件等(如：液晶面板模組、IC)

產品使用產品製造 產品運輸
原物料製
造取得

產品棄置/
回收

產品製造
原物料製
造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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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統邊界限（以紙業為例）

歐盟「中間紙製品」

產品類別規則(PEFCR)之
系統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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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PEFCR要求對應廠內的製程，界定計算的起訖點

建立系統邊界限（以紙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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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集那些活動數據？

投入
Input

產出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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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數據 -- 整理盤查資料

• 需要蒐集哪些數據？
• 數據來源？

• 哪些數據需經過分
配？

• 分配方式與單位？

哪些數據需經過單位
換算等處理？

整理出每功能單
位產品之投入/產

出量

參考產品投入
產出表

1.全廠性數據
2.依生產特性找出
分配方式與單位

配合使用之資料庫
(除能源外，一般非
重量單位需換算為
重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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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收集

數據是否針對指定的時段(理想中的數據應涵蓋確實的時段)

數據是否切合地理位置

數據是否切合技術與製程

資訊是否準確？(如數據、模式、假設？)

資訊是否精確？即數據之變異程度(見步驟五：不確定性分析)

數據完整性？取樣規模是否具代表性？準確量測數據與通用資料庫數據
的百分比

一致性如何？

可重製性如何？即獨立執行者能重製結果的程度為何？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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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Allocation)

ISO 14040
將一過程或一產品系統中之投入或產出流，在所研究之產品系
統與一個或多個其他產品系統之間加以分割

目的：得到單一產品之投入產出數據

根據產品生產特性獲得合理分配程序以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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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功能單位產品之投入/產出量
投入端

化學品名 單位 總用量 標準化 (每功能單位)

CACL2 37% (WWT) Liquid 氯化鈣 kg 2,913,210.0 6.96833

NMDW (2.38%),CCP,LORRY, kg 1,680,700.0 4.02020

37%CaCL2 kg                     2,753,010 6.58514

45% NaOH kg                     2,105,170 5.03552

32% HCL kg                     1,038,190 2.48333

polymer-835 kg                        365,700 0.87475

FeCL3 kg                        145,730 0.34858

12% NaOCL kg 70,551.0 0.16876

polymer-756 kg 28,920.0 0.06918

50%H2SO4 kg 21,380.0 0.05114

Polymer-630 kg 2,700.0 0.00646

Na2SO3 kg 1,975.0 0.00472

N2 kg 71,370,986.3 170.71785

L-Ar kg 393,516.1 0.94128

UPO kg 270,871.4 0.64792

G-H2 kg 10,245.0 0.02451

G-He kg 6,250.6 0.01495

柴油 MJ 1,295,630.0 3.09912

天然氣 MJ 28,535,731.6 68.25685

自來水 kg 2,190,000,000.0 5,238.43239

電力 MJ 1,120,784,454.0 2,680.89205

產出端

氯化氫 mg 79,091,940,000.0      189,186.20116

氟化物 mg 4,095,960,000.0        9,797.44728

硫酸液滴 mg 3,676,800,000.0        8,794.82567

氯氣 mg 558,640,000.0            1,336.25474

硝酸 mg 2,218,610,000.0        5,306.86689

磷酸 mg 6,842,100,000.0        16,366.15446
32



碳足跡計算概念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x =  碳足跡
(CFP)

名稱 每單位數量 單位

鋼胚 1.03E+00 噸

防腐防垢抑制劑 5.30E-06 噸

天然氣 5.20E-02 千度

外購電力 1.08E-01 千度

燃料油 1.00E-02 噸

名稱
數值

(噸 CO2e/單位)
單位

鋼 0.677 噸

抑制劑 2.09 噸

天然氣 2.659 千度

電 0.69 千度

燃料油 3.702 噸

碳足跡

0.697 

0.000 

0.138 

0.075 

0.037 

0.947
噸CO2e / 噸H型鋼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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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計算的層層追溯概念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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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系統界限內的資料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Downstream processes Upstream processes 

資料庫 市調或情境假設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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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7對不確定性的要求

章節 內容

6.3.5 數據品質特性，須涵蓋資訊的不確定性

6.6 進行闡釋時，應包括不確定性之評估

7.3 不確定性評估之結果，應列入CFP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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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說明

 定義：不確定性資訊通常包括數值分散性（dispersion）的定量估算，以及
對於數值分散性可能原因進行定性的描述

 範圍：不確定性可以包括：
─ 參數的不確定性，例如：排放因子、活動數據
─ 情境的不確定性，例如：使用階段的情境、生命終期階段情境
─ 模組的不確定性

 呈現：通常以範圍方式，也就是一個值以±百分比表示的區間，例如：
100 噸± 20%

就是一般我們認知的誤差為20%

也就是數據的值落在80-120之間

不確定性在碳足跡很難做到定量，通常只用定性說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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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研究報告內容

1. 功能單位與參考流

2. 系統界限

3. 重要單元過程清單

4. 數據蒐集資訊，包括數據來源

5. 納入考量之溫室氣體清單

6. 選定之特徵化因子

7. 選定之截斷準則與截斷點

8. 選定的分配方法

9. 適用時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之時間期間

10. 針對數據之說明

11. 敏感度分析與不確定性評估之結果

12. 針對電力之處理

13. 生命週期闡釋結果

14. CFP研究的決策背景下所作出價值選擇與其理由

15. 範疇與修改範疇(如適用時)和排除設定的理由、證明

16. 生命週期階段的描述，包括適用時，針對所選使用與
廢棄處理情境的描述

17. 評估替代使用與廢棄處理情境，對最終結果的影響

18. 針對CFP具有代表性的時間期間

19. 所使用PCR或研究中使用其他補充要求事項之參照



碳足跡計算後的下一步

碳足跡
呼應目的



碳足跡的展現工具

碳標籤/減碳or低碳標籤

標籤沒有自動互相承認的機制，需要管理單位協商

CO2

75 g

https://cfp-calculate.tw/cfpc/Carbon/WebPage/FLOverseaIns.aspx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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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減量的機會

能源使用
省電措施

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生產
減少廢棄物量

增加規模/減少製程單元

改進技術與效率

配銷
減少運送次數、距離及加熱/
冷凍貯存

通用規則
選擇供應商與物料時，考量
能源/碳排放

增加回收料的使用

技術提昇

改進存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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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承諾

沒有強制規定

可依不同對象調整溝通之訊息與格式
顧客：於廣告、銷售點、網路、新聞、使用說明書

其他：內部管理階層、員工、供應商、同業組織、媒體、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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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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