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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 

全球綠色 

新政 

2009年 

能資源耗竭 

 

  
綠色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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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續) 

‧氣候變遷對世界的重大影響 

氣候變遷 

低碳經濟 

低碳社會 綠色生活革命 

三次工業革命 

 能意識這些改變並順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企業，將取得未來可持
續成長的最佳機會。 

‧產業轉型VS.綠色生產力提昇 

綠色創新 綠色成長 綠色經濟 永續發展 



 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續) 

 
永續發展的真諦 

 

 生 態 效 益 

（Eco-Efficiency） 

現代與世代公平 

（能、資源之合理分配） 

生態
保護 

經濟發展 

社會
正義 

提高能、資源生產力 3 



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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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因應氣候變遷與資源耗竭，促進經濟永續成長，世界各國均致力 

  發展「綠色經濟」。此種綠色轉型是一個長期過程，將會在未來20年，甚 

  至更長時間內持續進行。並將引領經濟復甦及成為「永續發展」的新引擎。 

•自金融海嘯(2008)後，世界各國皆傾注鉅額資金以振興國家經濟，也大多 

  數朝綠色經濟規劃： 

  (1)綠色建築。 

  (2)永續運輸。 

  (3)永續經濟(潔淨、可再生能源、智慧電網)。 

  (4)永續農業。 

  (5)生態基礎建設等領域。 

  以帶動全球經濟復甦、創造就業機會，並降低「碳」依賴。 

•UNEP於2009年倡導各國推動「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 

  2011年提出「綠色經濟轉型」(Transit to a Green  Economy)研究報告。 

  建議各國至少提撥2% GDP於「綠色投資」活動以─ 

  (1)達到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創造龐大就業機會。 

  (3)改善貧窮。 

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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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 (續) 
•2010年底於墨西哥坎昆舉行之第16次「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會議(COP16)呼籲各國應以「低碳經濟與社會」為共同願景。 

  要求各國承諾更積極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010年5月OECD公布「綠色成長策略中期報告」。並提出： 

 「低碳經濟轉型─公共目標與企業措施」強調 

  (1)政府應協助推動產業低碳經濟轉型 

  (2)綠能是時代趨勢與潮流。 

  (3)創新綠色科技是促進「綠色經濟」轉型的關鍵。 

  (4)政府應在促進綠色科技發展與輔導方面加以協助。 

•2011年5月出版「邁向綠色成長報告書」： 

  提供各國政府一個實用的政策框架，同時面對經濟成長與環境挑戰。 

  並指出綠色成長策略的兩大要素─ 

  (1)加強經濟成長的同時，保護自然資產。 

  (2)鼓勵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和提高污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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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 (續) 
•2012年1月17日UN工業組織(IDR-2011)報告更指出：提高工業能源效率是 

  促進工業可持續發展之關鍵，敦促包括開發國家在內各國增加對「能效 

  技術」投資以推動實現─ 

  (1)可持續成長 

  (2)有效應對貧窮 

  (3)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 2012年初，聯合國經社部發布的「2011年世界經濟和社會調查：「綠色
技術重大變革」指出，在未來四十年內，人類必須對生產領域進行根本
的技術變革，才能避免由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所帶來的災難後果。 

• 2012年6月聯合國大會(永續發展會議,Rio+20)所提出的「我們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則強調21世紀是全球追求綠色經濟發展期。並
指出綠色經濟是可以實現「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綠色經濟應該有
助於消除貧窮,增進社會包容,改善人類福祉,為所有人創造就業和體面
工作機會,同時維持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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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 (續) 
•韓國於2009年初提出將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經濟」以促進成長，並提出建設、能 

  源及環保改善之「綠色新政」。2010年4月正式實施「綠色成長基本法」(全球首創)。 

  並宣示在總投資額380億美元之經濟復甦方案中，80%投注於「綠色成長」計畫及承  

  諾未來5年內每年將持續投資GDP的2%於「綠色成長」計畫。將未來成長動能放在 

  (1)再生能源(2)綠色車輛(3)智慧型電網等「綠色創新」產業成長。 

•台灣與中國大陸皆將「綠能」與「節能環保」列為重要新興產業。（台灣為六大新 

  興產業及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大陸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尤其大陸範疇更大包括： 

  1.節能減排（含廢棄物資源化） 

  2.新能源 

  3.新材料 

  4.新能源汽車等產業 

•日本產業界攜手研發終極省能晶片：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包括日立製作所 

  (Hitachi Ltd)與富士通(Fujitsu)等日本電子設備大廠，將攜手研發終極省電晶片 

  ，用電僅需目前市面晶片10%耗電量，目標是在2019年以前推出各項節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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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主導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續) 

 綠色經濟與低碳社會靠綠色科技與綠色創新。 

 產業是綠色經濟發展關鍵，綠色科技與綠色創新則是綠色經 

  濟發展的核心。 

 提高產業能、資源效率則是促進(達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 

  鍵；也是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共同提昇與兼顧的捷徑。 

 有遠見的企業組織，絕對會善用環保節能的優勢來創造公司 

  本身與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會藉由此特性讓公司不斷成長創 

  新。 

 



 「創新」係指企業利用資源以新的生產方式(或經營模式)來滿足市場新

的需求，是經濟體系內的一個重要變數，也是促進與驅動經濟成長的

主要動力(熊彼得)。 

 創新不限新產品與新技術，而是全新的企業經營觀念與管理的創新；

包括製造業服務化、科技化、 高值化、 產業綠色化、 產業文化化。 

 產業創新思考方向： 

• 製造業、服務業一體化 

• 生活服務（非僅限於通路服務）智慧化、科技化 

• 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導入產業 

• 產業綠色化、綠色產業興起 

• 文化創造、創新導入產業 

• 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興起 

• 中國大陸等新興地區（亞洲為主）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 已開發國家老人化市場潛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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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 



‧產業綠色創新(製程、產品、管理、服務)能為產品與社會創
造價值並讓人與環境永續共生。 

    (1)突顯產業價值。 

    (2)產業轉型契機。 

    (3)提昇核心競爭力關鍵 

•〈綠色成長企業〉作著，全球知名綠色企業專家安德魯.溫
斯頓(Andrew S.Winston)指出：「當其他企業在原地踏步
時，綠色創新能協助你在市場中取得領先地位」。 

•綠色創新技術、產品基本概念或許會在政府研究室誕生，
但其商業化與實際應用皆須民間部門帶動；政府的角色則
在提供或塑造優良的環境(有利發展條件)鼓勵民間企業開
發，並引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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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綠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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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成長與綠色技術 

• 「綠色成長」係指節約能源、資源、並有效率使用，以減少

氣候變化衍生的問題與環境破壞，透過清潔能源與綠色技術

研發，以穩固新的成長動力，同時創造新工作機會之經濟與

環境均衡發展模式。 

• 「綠色技術」係指在整個經濟活動過程中，節約能源與資源

並有效的使用，使溫室氣體與污染物之排放降至最低之減量

技術、能源利用效率化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清潔能源技術

、資源循環及環保技術等，即「環境友善技術」。 

• 開發建設而不破壞，成長而不污染(環境友善之發展，為永續

發展之關鍵)。(1987年,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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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投資條例（1970年~1989年） 

•獎勵投資 

•淘汰高污染製程、產品與行業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1990年~2009年） 

•獎勵創新發明（中小企業創新發明獎、新創事業獎....） 

•藉工業減廢、清潔生產促成產業綠色化並提昇競爭力 
產業創新條例（2010年~） 

•產業發展綱領（2011年5月9日行政院核定）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發展認定辦法（2010年10月29日經濟部發布） 
•行政院產學研合作連結創新計畫。 

＊從製造到創造，挑戰傳統大膽創新。 

＊政府是產業綠色創新的推手，其責任在塑造優良的發展環境(包括 
  法令規範之制訂、誘因之提供…)。 

＊企業則是綠色創新的實踐者。 

台灣產業發展歷程    



 
72年7月至94年6月期間，由經濟部執行
「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藉由輔導

國內廠商進行污染防治之工作。 

-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成立。 

 
 
77年7月至82年6月期間，由經濟部、環
保署及工業局執行「事業廢棄物交換資
訊服務」，藉由此交換資訊達到事業間
可再利用或再使用之資源性廢性物交換
之目的。 

-事業廢棄物交換中心成立。 

 

78年3月至90年6月期間，由經濟部

工業局執行「工業廢棄物減量輔導 

」，藉由產源減量及回收再利用的

推動，來達到工業減廢目的。 

-經濟部、環保署工業減廢輔導小組    

 成。 
事業廢棄物交換 

工業減廢 

清潔生產技術 

資源再生產業 

工業污染防治技術 

84年7月至90年6月期間，由經濟部

工業局分別執行「清潔生產技術推

廣與輔導」、「清潔生產技術及ISO 

14000推廣」及「廢棄物交換及清潔

生產輔導」，藉由清潔生產理念來

達到業界在改善環境績效時，能同

時改善生產效率，在生產源頭即儘

量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量，而非在廢

棄物產生出來後再投資大筆的費用

來處理。 

-中華民國清潔生產中心成立。 

*經濟部工業局自88年7月至94年12月期
間，推動「資源化工業輔導」，藉由前
述相關計畫推動台灣資源化之相關產業
及技術交流等資訊。 

*95年至97年12月推動「工業廢棄清除
處理與資源化輔導計畫」 

*98年1月至101年12月「資源再生競爭
力提升計畫」 

政府推動沿革 

綠色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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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綠色化 智慧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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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綠 化 

進行清潔生產相
關技術之研發與
推廣，提升產業
能資源利用效率 

            

綠 色 產 業 

獎勵補助綠能與環
保產業發展，達到
振興經濟、創造就
業與減少污染三贏

目標 

            

稅 制 改 革 

推動將環境成
本內化之賦稅
制度，訂定完
善法規與政策 

            

綠 色 研 發 創 新 

針對新能源、節能
減碳產品與高附加
價值產品進行技術
研發與投資補助 

            

強 化 能 資 源 與  

廢 棄 物 管 理 

推動跨區域能資源管
理，建構完備資源循

環體系 

            

 

  台灣積極推動產業綠色創新 



 順應節能減碳潮流,促進產業綠色成長 
策略目標： 

• 發展綠色產業，擴大資源再生，建構低碳經濟 

• 提升產業用水節水效率，促進產業綠色化(環境友善化) 

策略作法： 

台灣積極推動產業綠色創新 (續) 

 

 

 

 

 

 

提升能源效率 

加速製程汰舊 

  換新 

提供節能技術 

  輔導服務 

推動產業自願 

  性節能 

強化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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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綠色產業 
 

引領產業朝低碳 

   高值方向發展 

主力產業：太陽 

  光電、LED照明 

潛力產業：風力 

   發電、生質燃料 

  、電動車輛等 

促進產業節水 
 

提升大用水戶及 

   產業用水效率 

提高工業用水廢 

   水回收再利用 

誘導新興水資源 

   產業發展 

發展再生能源 
 

推動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等 

擴充研發能量  

 （如綠藻） 

獎勵休耕地種 

植生質能料源 

＊台灣2010年LED元件與太陽能電池產量已分居全球首位與第二。而綠色科技競爭力   

 在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六。(世界競爭力年報)   



17 

（綠色）採購 

（清潔）生產 （綠色）設計 （綠色）行銷 

使 用  報 廢  回 收 再 製  

分 解  （綠色）消費 

•降低成本 

•接近市場、接近顧客 

•與地球環境共生 

少資源、少能源、低排放 

省能產品、 

環境友善產品 

 資源循環型經濟發展模式 

台灣積極推動產業綠色創新 (續) 



 資源再生創新技術研發 

計畫名稱：廢印刷電路板合成奈米銅氧化物資
源化技術開發 

合作廠商：福泰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廢印刷電路板 

破碎分選 

酸溶 

創新燃燒法技術 

奈米級銅氧化物 

電鍍級氧化銅 觸媒應用 抗菌材料 

計畫名稱：含汞廢照明光源及含鉛廢玻璃回收
產製高附加價值產品之資源化技術研發計畫 

合作廠商：中台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含汞廢照明光源 

環保釋汞劑 

汞回收 

含鉛廢玻璃 

鉛玻璃回收、研磨 

輻射防護材、光學玻璃 

計畫名稱：低毒性硫脲剝金劑及降低電解機/樹
脂塔藻菌之先期研發計畫 

合作廠商：弘馳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氰化物剝金劑 

低毒性剝金劑研發 

超音波、UV等技術 

電解機/樹指塔藻菌去除 

台灣積極推動產業綠色創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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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智慧型混合能源獨立供電市電同步併
聯系統 

合作單位：元智大學/新鼎系統公司 

 

 

 

 

 

 

 

 

 

 

 

 

 

 

計畫名稱：蒸汽裂解系統應用於生質燃料之製作 

合作廠商：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相關技術研發 

農業廢棄物 

蒸汽裂解技術 

生質燃油、生質焦碳 

鍋爐燃料 氣渦輪發電 特用化學品 

各發電系統建模及數值模擬 

系統連結 

智慧控制系統開發 

併入能源管理系統軟體 

台灣積極推動產業綠色創新 (續) 

19 



      台灣產業綠色創新成功案例不勝枚舉，諸如高科技產業之台達電、 

   台積電、聯電、友達、台灣凸版印刷…及傳統產業之長春石化、中鋼、 

   正隆造紙、世堡紡織、興采實業、台灣紡合實業、龍盟科技、大愛感恩 

   科技…等。其面對綠色經濟發展之潮流已站在最佳的位置。 

• 世堡紡織：1997年開始投入利用回收的寶特瓶抽紗成為布料與機能性紡 

             織品之研發，產品並榮獲2010年南非世足賽9支球隊使用球 

             衣材料。 

• 興采實業：2009年研發全球第一件回收咖啡渣製成咖啡紗，2011年並與 

             回收寶特瓶布料結合，開發出全球唯一含回收寶特瓶之咖啡 

             紗，已取得TUV再生材質證明。此外並以石材廢下腳料混合 

             咖啡紗成為冰紗新材料（IceS. Cafe）。冰紗布料特色是穿 

             在身上可以降低體溫，可將冷房溫度上調1~2度。 

台灣產業綠色創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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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紡合實業：將自然界石礦物添加在抽紗製程，產製特殊機能 

                性「綠能纖維」（Flycool）並製成乾爽、涼爽及 

                輕薄之環保機能衣，提供2010年上海世博會志工 

                所穿著俗稱「小白菜」的衣服。 

•龍盟科技：研發以80％石頭研磨粉，20％環保塑料PE製成可回收 

            再利用之「石頭紙」，不僅是全球獨創技術也提供   

            2010年上海世博會印刷紀錄導覽圖。 

台灣產業綠色創新範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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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綠色創新典範 

• 經營使命：環保、節能、愛地球 

• 環保達人：鄭崇華 董事長 

• 遠見雜誌2009，環保企業領袖獎 

• 歐洲商業雜誌頒發「2008全球百大節能減碳企業獎」 

• 主要產品：電源供應器（年產3億顆，全球市佔率超過50％） 

• 效率：傳統式約30~50％，交換式約60％~95％ 

•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SPS） 

  1.輕薄短小 

   2.功率密度/轉換效率高 
   3.輸入電壓範圍廣 
   4.低熱量消耗 

• 省電：0.3kw/顆×8hr/天×（90－60％）×0.5（時參差率） 

   ×365天/年×3年×3億顆/年≒1,200億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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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典範移轉 
    經營模式改變，由以「人」為本，回到「師法自然」，更關 

 心環境生態，並將「社會責任」、「環境責任」暨「文化創意」
導入產業， 以創新未來。 

 20世紀是全球經濟快速成長期，也是製造業的巔峰 
•產品功能高、品質佳 
•產品綠色化﹙輕薄短小、減質化、高能效、環境友善化﹚  

 21世紀則是全球追求綠色經濟發展期，也是綠色服務的新世
代 
•創新、價值感﹙顧客滿意、溫馨﹚ 
•科技化、智慧化、綠色化、文化化 

 當今企業的最大責任已由過去僅重視個體的獲利與成長轉移
到更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CSR) 

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4 

   企業社會責任係指企業在遵守倫理與道德原則下重視： 

•股東權益 

•勞動者人權、安全、健康 

•供應鏈或協力廠商管理 

•消費者權益 

•環境生態的影響 

•社區參與 

•財務訊息揭露﹙公司治理透明化﹚ 
•對利害關係人的責任感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成長和發展的一個規範，也是企業永續 
經營的地圖。提供企業正確的方位、穿越的軌道，以及追求的終 
點。 
    早期企業家大多視 CSR為公司額外的社會慈善事業或提高企
業形象的策略；現在則視為係企業整體的管理新思維，也是企業
未來新競爭利基。 

 企業社會責任﹙CSR﹚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成為全球永續發展新課題 
• 溫室氣體減量 

• 調適 

 強化能、資源管理與利用,以提升能、資源生產力 
• 透過更有智慧的方法,使用更創新的技術,以提昇能資源的開發與 

      與使用效率,增加企業經營效益。 

• 透過「綠色創新」以創造企業更強勁的競爭力,並達到既「環保」又「富

足」的經濟社會。 

• 建立資源循環型與環境友善型的兩型社會 

 當今企業的職責 
• 當今企業要攀登兩座高山,前座山為企業利潤,後座山為企業社會責任(至少

包括員工、產品 與服務、社會、生態環境….) 

 達標對策: 
非「賺錢」不可。賺錢非「成長」不可。成長非「創新」 不可。創新非要「

人才」不可。人才非要「培育」不可。(培育不僅包括專業與管理人力,應包

括觀念、思維與品德)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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