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僅提供討論平台，以下意見與看法並不代表本社立場，詳細內容

請參閱論壇紀要。 

「歐盟環保指令相關驗證對策與發展」論壇對政府之建言 

中技社秉持公益法人立場，結合國內專家學者，針對「建構國內環境認證

及驗證體系之必要性」之議題進行研究。並於 95 年 7 月 11 日與經濟日報合作，

邀集產官學研共 9位專家，舉辦一場「歐盟環保指令相關驗證對策與發展」論

壇，會中針對經濟部技術處GPMS體系的可推廣性及GPMS與IECQ-HSPM QC 080000

在產業界應用時如何考量、此模式推展至 EuP/REACH 之可行性(前瞻性)以及歐

盟指令在驗證體系上，我國政府與民間如何建立分工合作之夥伴關係等議題進

行意見交流，經彙整重要結論，提出下列建議： 

一、 GPMS 應積極擴大推廣 

經濟部技術處已於「寰淨計畫」中制定綠色管理產品管理系統 GPMS，
建議應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橫向聯繫各局處，並以跨部會合作之方式，

辦理說明會，積極向中心工廠推廣，各中心工廠應勇於提出運用 GPMS 之

執行經驗及成效，逐漸被國際認同。  

二、 GPMS 訂為國家標準，與國際簽署多邊認證協定(MLA) 

GPMS 是電電公會考量我國企業特性與需要，參酌國際標準制定，在國

際間應加速推廣，建議經濟部標檢局應儘快訂為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

和(如 QC 080000)，再與國際簽署多邊協定，與國際相互認證，由驗證機構

一次驗證，廠商可同時取得符合 HSPM 及 GPMS 證照，通行全球。 

三、 建置與國際接軌之全球化平台  

歐盟環保指令陸續生效，各國如美、日、韓、大陸等國亦將陸續訂定，

為利資訊取得及輸出，應該建置一個全球化平台，加快資訊整合腳步，除

協助廠商取得國內外快速且正確的相關資訊外，並可作為證明台灣輸歐產

品符合歐盟指令之媒介。 

四、 因應國際指令或規範所衍生之管理系統應儘量整合 

政府應針對未來國際新增要求之相關規範，如 REACH、社會責任

SA8000(ISO26000)、溫室氣體 ISO14064 等規範，宜輔導廠商建立整合性之

管理系統。 



 
 
 

五、 重視法規動向，提升綠色競爭力 

因應歐盟法令等國際規範，應建立國內法令新增或修正之評估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