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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署擬推紡織品循環指引 經濟部推出「企業淨零行動手冊」 

為達紡織品減碳，環保署擬推動品牌服飾及百貨業紡織品循環指引。有業

者提出希望能在減碳的過程中也取得碳權，環保署回應，目前尚未有方法論、

也缺乏國際認可以檢驗標準，因此仍待討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8 月 8 日召開「推動紡織品資源循環利用系列座談

會」，邀集產官學各界討論「品牌服飾業及百貨業紡織品循環指引（草案）」。 

由於減碳為全球共同目標，碳權也是各企業關注焦點。台灣優衣庫有限公

司海外行銷暨宣傳戰略部經理蕭斐璠會中提到，現在各大企業都在推動「在地

去化」，在銷售端的區域減少庫存；也提議是否能透過衣物循環達到自主減碳，

進而取得碳權。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張倞菱指出，雖然鼓勵品牌二手

重製，但一件衣服可能是拆了 4 件衣服組成，成分完全不同，如何能達到單一

材質，在商業運用會有困難。 

此外，張倞菱表示，各家品牌都有不同的產品，若只能用單一材質的布料

「如何做到市場區隔」；且再生料價格高於原料，企業可能在源頭採購就會有

問題；建議指引項目能分階段、分強度，讓業者逐步達成。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執行秘書王嶽斌表示，關於衣物循環取得

碳權的部分，由於目前並沒有方法學，且需要國際認可的檢驗標準，因此仍有

討論空間。 

至於品牌採購原料的問題，王嶽斌提到，此次邀集品牌服飾與百貨業者共

同討論，就是希望能成為紡織品循環再利用的領頭羊，帶動產業界朝循環的方

向邁進；未來也希望能將指引內容法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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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保署資料，草案分為 3 大區塊，首先須制定紡織循環指引（推動目

標、行動措施、期程訂定）；其次為自願性協議（業者依指引提出計畫書、環

保署審核、業者簽署自願性協議）；最後為成立品牌服飾永續聯盟（每半年回

報執行成果、公開表揚績優廠家）。 

國家發展委員會去年 3 月公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提出 12 項關鍵戰略，其中在「資源循環零廢棄」部分，將紡織品列為該戰略

10 項關鍵項目之一。 

根據環保署統計，2022 年台灣舊衣回收量 8.2 萬噸，循環再使用比例占

66%，其中約 53%進行二手衣買賣；另將近 13%為降級回收再利用，製成抹

布、填充料等，而焚化或燃料化合占 34%。 

經濟部推出「企業淨零行動手冊」 助企業找對資源、讓減碳成為競爭力 

全球淨零排放浪潮興起，企業減碳已勢在必行。為協助國內業者提升

「淨」爭力，目前經濟部特別編製「企業淨零行動手冊」，從趨勢面、政策

面說明企業減碳重要性，並彙集減碳行動解方、輔導補助資源等資訊，引

導企業找到方法、找對資源，加速產業邁向淨零，接軌國際市場、搶進綠

色商機。 

「企業淨零行動手冊」首先從「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展開，說明國

際推動碳關稅的現況，以及國際品牌、國內大廠對於綠色供應鏈的要求，

協助企業瞭解可能面臨的挑戰。而我國推展淨零碳排也不落人後，包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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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提出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行政院環保署新增納管排放源、《氣

候變遷因應法》導入碳費徵收，以及經濟部推動能源、產業淨零轉型的方

向、措施等重要政策，也呈現於手冊中。 

為協助企業踏出減碳的第一步，手冊並整理「碳盤查」的基礎作法，

鼓勵有減碳需求的企業，從掌握自身碳排放開始，逐步訂定減碳計畫並積

極落實。同時分享不同產業的輔導減碳案例，提供可依循的榜樣及作法讓

企業參考。 

「企業淨零行動手冊」還有一大亮點，即是企業最有興趣的「政府輔

導補助資源」相關資訊，包含近期透過疫後條例預算推出的疫後補助，經

濟部所轄單位今年提供多元的輔導補助方案，以協助產業及中小企業加速

邁向低碳化及智慧化。不管是碳盤查輔導、設備汰換、能源轉換、技術發

展、商業模式轉型或是貸款優惠等輔導補助，各類方案皆提供詳細申請資

訊及諮詢窗口，以助企業順利獲取所需資源。 

最 新 的 手 冊 資 訊 ， 除 可 在 「 經 濟 部 2050 淨 零 排 放 」 網 站

( https://www.go-moea.tw/ )線上閱覽及下載電子檔，歡迎大家多加下載運

用，並分享給更多企業朋友，一起找對資源、開始減碳、邁向淨零！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及經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