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請立即發佈 

新聞聯絡人：張瓊文組長、許義宏副研究員 

電話：02-23496877、02-23496871 

傳真︰02-27120223 

E-mail：changcwn@iot.gov.tw、yihung@iot.gov.tw 

網址：www.iot.gov.tw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tw 
 

公路貨運碳足跡成果發表會-低碳物流的新契機 

面對國際與民眾對於節能減碳意識高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05 年 11 月 11 日舉辦「公路貨運服務碳足跡成果發表會」，除公路

貨運業者熱烈響應外，取得產品碳標籤的廠商、物流供應鏈相關廠

商、研究機構、大專院校，以及顧問公司亦熱烈共同參與，顯示節能

減碳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更是普世價值的呈現。 

因應未來國際貿易市場在排放管制之推動，將逐步要求產品與服

務的碳資訊揭露，以及考量公路貨運服務在我國產品供應鏈扮演重要

的一環，運研所於 105 年 9 月 14 日完成「公路貨運服務碳足跡產品

類別規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通過審議，公路貨運業者可以據

以計算其貨運服務之碳足跡，並且向環保署申請碳標籤，進而有益於

將產品及服務打入國際市場。 

本成果發表會除表揚台灣宅配通、嘉里大榮、新竹物流及統一速

達等公路貨運業者配合運研所進行公路貨運服務碳足跡調查外，亦邀

請臺北科技大學胡憲倫教授及工業技術研究院郭儒家副主任介紹國

內外碳足跡制度與 ISO/TS 14067 發展現況，以及現代科技在冷鏈物

流產業上的應用，另外也邀請本計畫合作團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分

享我國公路貨運服務碳足跡評估之方法與公用係數調查成果，以及台

灣宅配通取得碳足跡認證聲明經驗等內容。 

公路貨運碳足跡之推動，除可提供我國各類商品申請碳標籤計算

運送服務之係數使用外，更能協助公路貨運業者推動溫室氣體管理工

作，並藉由各項節能減碳技術的導入，以促進綠色物流供應鏈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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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活動照片 

Ａ1： 

 
圖片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許珮蒨主任、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羅薪又協理、工業技術研究院郭儒家副主任、嘉里大榮陳祥高級專員、台灣宅

配通劉世昌協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蕭慧娟處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新薰副所

長、統一速達劉仁欽部長、新竹物流彭俊斌專員、臺北科技大學胡憲倫教授、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張瓊文組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朱珮芸副組長、台灣環境管理協

會吳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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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為何要計算碳足跡及申請碳標籤？ 

Ａ2： 

因應國際節能減碳趨勢，各國政府透過產品及服務全生命週期的

碳排放資訊揭露(亦即碳足跡)，藉由產品、個人或企業活動的相關溫

室氣體排放量納入考量，並研擬適切的低碳生活及減量計畫。而未來

國際貿易市場在排放管制之推動，將可能逐步要求產品與服務的碳資

訊揭露，並鼓勵低碳產品及服務，因此各企業若不及早致力於減碳措

施的推動，其產品與服務將可能面臨進入市場的障礙。 

在推動減碳措施之前，首要瞭解自身的排放狀況，因此需要透過

碳足跡及碳標籤作為碳資訊揭露的媒介。以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喝的某

廠牌 450毫升的豆漿為例，每瓶排放量為 160公克，甚至某知名排骨

便當每盒排放量為 1,300公克，顯示我們無時無刻都可能對環境造成

一些影響。 

企業推動碳足跡及碳標籤，可提高本身競爭力，而民眾選用低碳

產品及服務，不僅可藉以對環境盡一份心力外，亦是鼓勵及促使企業

推動減碳措施的最佳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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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3：所指碳足跡為何？有何功用？ 

Ａ3：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可被定義為與一項活動(Activity)

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

較於一般大家瞭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的差異之處在於從消費

者端出發，破除所謂『有煙囪才有污染』的觀念。企業及產業溫室氣

體的排放，一般是指製造部分相關的排放，但產品碳足跡排放尚須包

含產品原物料的開採與製造、組裝、運輸，一直到使用及廢棄處理或

回收時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英國的調查指出，雖然在 1992年至 2004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下

降了 5％，但實際上，若將因消費所導致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納入

計算時，則排放量反而是上升了 18％（Wiedmann et al, 2008）。另

有研究指出，中國大陸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

一，但其排放量中，有高達 23％是為了製造產品滿足先進國家生活

所需，所導致的排放量。面對全球暖化的問題，若僅著眼於自己國家

碳排放的削減，並不足以因應當前的狀況。採用碳足跡的概念，將產

品、個人或企業活動的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納入考量時，才能研擬出

適切的低碳生活以及減量計畫，否則可能僅導致污染源轉移，實質上

並未減量的假象。 

企業進行產品碳足跡的盤查，除了具有相當程度的環保宣傳效益

外，更有可促使企業達到減碳目標的經濟效益。透過盤查產品碳足跡

後，企業可以開始規劃相關控管措施，完成所需的「減碳」工作，而

透過減碳方案的執行，預期也可得到「節能」效果，進而降低企業生

產時的成本支出，達成企業與環保雙贏的目標。而一般民眾也可以藉

由產品碳足跡的標示，選擇低碳產品，以規劃自身的低碳生活，共同

響應社會責任。 

 

 



 5 

Ｑ4：何謂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 

Ａ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使同一種類型、功能之產品（包括商品或服

務），於計算碳足跡排放量時能有相同之盤查範疇與計算依據，要求

業者應採行適用之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使其具有一致性。 

 由於國際標準組織（ISO）的產品碳足跡計算標準（亦即 ISO 

14067）尚在研擬中，在其正式公布前，為提供社會各界進行產品與

服務碳足跡計算時，有一致性之評估方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考

PAS 2050 及 ISO/DIS 14067.1 已建立之生命週期評估法，完成我國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並於 99年 2月公告。業者於計算產

品碳足跡時，得引用經環保署公告認可之我國第三類環境宣告產品類

別規則文件，進行碳足跡評估與揭露之準則。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訂定、引用及修訂得由該項商品製造商、提供

該類服務業者或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政府機關

（構），針對該項類別商品或服務之共通特性，整合業者意見而擬訂。

環保署針對所提送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依照指引相關要求進行審議

作業，並得委託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為執行單位，協助產品類別

規則文件相關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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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5：公路貨運服務碳足跡對企業本身及整體產業之助益為何? 

Ａ5： 

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下，各國無不致力於推動減碳工作，在政府

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下，企業需面臨自身節能減碳之重要課題。企

業進行產品碳足跡的盤查，除了具有相當程度的環保宣傳效益外，更

有可促使企業自我檢視能源耗用及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並規劃擬訂相

關控管措施，完成所需的「減碳」工作，而透過減碳方案的執行，預

期也可得到「節能」效果，進而降低企業生產時的成本支出，達成企

業與環保雙贏的目標。 

而各項產品的生產過程到消費，離不開貨物運送階段，其中又以

公路貨運服務扮演整體物流供應鏈一個重要的角色。以國際知名的郵

遞和物流集團-德國郵政快遞貨運公司(DHL)為例，其在提供客戶服務

時，藉由「碳報告(含碳足跡或碳估算)」中的資訊讓客戶掌握準確的

碳排放資料，並透過碳足跡報告與抵換、碳中和服務，來協助客戶對

超出配額之碳排放量進行轉讓或交易。 

產品碳標籤制度實施後，政府部門已將低碳產品納入優先採購選

項，而企業為降低自身產品碳足跡，也將優先選擇採取能源管理之業

者作為供應鏈之一環，此外，一般民眾也可能藉由產品碳足跡的標

示，選擇低碳產品，以規劃自身的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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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6：其他運輸業碳足跡辦理情形或預計時程？ 

Ａ6： 

目前除公路貨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外，旅客運輸服務(陸上及

水上運輸)產品類別規則已於 103 年經環保署核准公告，其中臺灣高

鐵公司於 103 年 11 月 6 日通過環保署審查，獲頒「高速鐵路運輸服

務碳足跡」標籤證書(碳標字第 1414910001 號)，認證碳足跡為：

38 gCO2e/每人-每公里(每延人公里)，成為國內第一個正式取得「旅

客運輸服務(陸上及水上運輸)」產品類別碳標籤之交通運具。 

運研所推動公路貨運碳足跡相關工作，其中台灣宅配通公司於

105 年 2 月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碳足跡查證，為國內第一家取

得碳足跡標準「PAS 2050 認證」之貨運業者，今年度將積極協助公

路貨運業者進一步取得環保署碳標籤之認證。 

另外，民航局亦與中華航空公司研提航空旅客運輸服務碳足跡產

品類別規則，業經環保署 105 年 8 月 19 日審議修正通過，預計近期

將核准公告，並作為航空公司申請碳標籤之參據。 

 

https://www.thsrc.com.tw/UploadFiles/Article/c7df74db-1bde-4a45-a9bc-2737324d44f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