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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保意識高漲的今日，環境議題已成為全球最關注的焦點，企業為因應政府和國際

各項環保規範，正積極策劃行動，進行改善資源生產力、減少資源的浪費與影響環境的

活動、加強綠色供應鏈管理、培養環保企業文化，以及善盡社會責任。為提供企業衡量、

紀錄、分析與傳達其環境保護活動的成本與效益之有系統且一致的報告架構，環保署於

2008 年提出我國「產業環境會計指引」。然而，台灣各業以中小企業居多，無論人力或

財力皆不能與大企業相提並論，加上公司內部的責任歸屬不清、政府環保政策與法律規

範制度尚未成熟，企業究竟該如何依循產業環境會計指引的精神，建置其環境會計？本

研究以箔膜塗佈加工業的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針對其作業流程，與環境會計的建置過

程，並參照「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分類精神，成功發展企業導入環境會計之基本架構，

以作為環保署未來修改指引之參考。 

 

關鍵字：中小企業、環境會計、環境保護、資訊系統 

 
 
 

 

                                                
*通訊作者: 黃劭彥 

E-Mail: actsyh@yahoo.com.tw 



 
 
 
 
 
 
 
 
 
 
 
 
 
 
 
 
 
 
 
 
 
 
 
 
 
 
 
 
 
 
 
 
 
 
 
 
 
 
 
 
 

 

環境與管理研究 第十二卷第二期 
探討中小企業建置環境會計之程序─以箔膜塗佈公司為例 

P1-P25 

 2 

壹、緒論 

20 世紀末科技的快速發展，正以無以倫比的力量帶動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在全球化

潮流的影響下，跨國企業的影響力正逐漸增大。雖然企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但為

了追求成長，企業往往對自然環境過度需求，造成地球上許多生態失衡的危機，如全球

暖化、能源耗竭、氣候變遷等。於是，生態與環保意識逐漸抬頭，更因為各國政府及聯

合國等各類組織對此類議題的關切，造成生態與環保法令、要求日漸嚴格1。環保問題

已成為國際間之共同課題，我國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亦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其後紛

紛設置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噪音管制法等相關法令，勢必

對企業的經營造成重大影響。 

企業為因應政府與國際各項環境規範、提昇企業形象及善盡社會責任，在進行經營

活動時，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的情況與日俱增，投入的資源也持續增加。企業對於環境

保護與維持所投入的資源，需要一套合適的工具來記錄企業環境活動的各項資訊，呈現

企業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是否在相關環境保護工作上同等地投入，並能夠有系統地

揭露，以作為企業經營者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經營成效判斷的參考。因此，如何將

投入環境改善及保護相關活動的資源與成果揭露給利害關係人，讓利害關係人透過企業

所提供的環境資訊，瞭解並支持企業經營理念，為目前企業需要努力的目標。 

環保署於 2000 年起參考日本環境省「環境會計指導綱領」，著手研議產業環境會

計（Environmental Accounting）帳架構(譚醒朝、沈華榮 2007)。2008 年 8 月正式出版我

國環保署第一版「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並寄發予國內污染性產業廠商。該指引主要內

容為衡量、記錄、分析與解釋企業環境保護活動的成本及成果等資訊，進而提出一套有

系統的作法，以期提供企業一個建置環境會計的依據。在此之前，有少數大公司開始著

手進環境會計的導入，而學者對這些公司環境會計進行探討，不過僅止於概念性的介

紹，而未有較詳盡的過程(李美玲、陳炎輝，2002；張仁棕，2003；鄭慧之，2002)。再

者，產業環境會計指引提出的只是一個導入環境會計的雛形，尚未看到完整的建置過

程，加上台灣的產業環境主要以中小企業居多，除了資訊系統環境尚不完備外，人力、

財力資源亦不如大型企業，政府推動的環保政策與法律規範制度亦不夠成熟，增加了導

入環境會計的困難度；建置環境會計後是否真的能產生實質效益？更是企業遲疑的一大

主因，在此情況下，究竟實務上企業導入環境會計的過程為何？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在產業環境會計指引的理論基礎下，以台灣典型之中小企業作為個案研究對

象。個案公司尚未公開發行2，董事會成員大都為公司管理階層，對於環境資訊對外揭

露的需求不高。再者，公司屬於環保署認定的汙染性廠商，希望透過收集環境支出與效

益的資訊提供內部決策使用，故建置環境會計制度，主要還是為了內部管理上的使用。

但是，若個案公司一開始直接建置環境管理會計制度，則過於複雜，而資源投入超過公

                                                
1 如 歐 盟 規 定 於 歐 洲 市 場 上 流 通 之 產 品 須 符 合 WEEE（ Waste  Elec tronics and Elec tr ica l  

Equipment）、RoHS（ Restr ic t 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與 EuP（ Energy-using Produc ts）

等 環 保 法 令 ， 以 達 能 源 簡 化 及 再 利 用 ， 並 避 免 危 害 物 質 對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問 題 。  
2 我 國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依 規 定 須 於 年 報 中 揭 露 重 大 環 保 支 出 ， 該 支 出 通 常 是 因 為 公 司 經 營

活 動 對 環 境 造 成 損 害 ， 而 由 環 保 單 位 依 法 開 單 受 罰 ， 並 限 期 改 善 。 這 部 分 僅 是 環 保 署

出 版 產 業 環 境 會 計 指 引 的 損 失 與 補 救 成 本 ， 所 佔 比 例 不 穩 定 也 較 低 。 通 常 ， 公 司 建 置

環 境 會 計 主 要 原 因 是 公 司 出 版 永 續 報 告 書 ， 其 內 容 中 需 要 揭 露 環 境 成 本 與 效 益 ， 而 不

是 為 了 年 報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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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負荷，且對個案公司而言，此時建置環境管理會計制度的成本仍大於其效益。如果

從環保署公佈的產業環境會計指引著手，先建置環境財務會計制度是較為省時省力的建

置起點，而且未來的系統維護成本也相對較低。 

本研究從個案公司之作業流程切入，探討建置環境會計過程，作為未來實務上中小

企業導入環境會計更為明確架構。至於環境會計指引部分，日本環境省過去幾年透過專

案小組的作業發布了 2000 年、2002 年與 2005 年三版的環境會計綱領（Guideline），每

一個版本皆修正及補強前一版本不足之處，至 2005 年之版本，架構可謂相當完整。而

我國推行之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僅為初版，尚存在修改空間，因此，本研究將從建置過程

中，探討當中小企業依據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實際導入環境會計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提供環保署未來修改指引的參考。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有二： 
1. 透過實際輔導個案公司的案例探討中小企業導入環境會計之過程。 
2. 以環保署最新出版之「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作為建置環境會計之依據，探討指引不

足與尚須修改之處。 

本研究依照產業環境會計指引與系統發展生命週期規劃個案公司的環境會計導入

程序，分析個案公司製程後，以產品生命週期與個案公司成本進行配對，其次與環保成

本分類結合，確保環保成本分類的完整性。分類後環保成本以矩陣二維編碼方式結合個

案公司現有會計支出科目設計環保代碼。最後蒐集 2007～2008 年之交易資料編製個案

公司之環保成本總表，檢查從事環保活動投入之資源是否溢出環保成本分類表，比較兩

年度環保成本投入比率是否未符合預期或存在重大差異性，並分析產生之環保效益，編

製環保直接效益總表與環保附帶效益總表。過程中呈現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尋找出解決

方式，提供環保署更新指引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貢獻有二： 

1. 為中小企業建置環境會計提出一套系統性的結構化程序，有助於中小企業置入環境

會計時有所依循。 
2. 透過個案研究過程中遭遇之問題與困難，提出兩項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缺失，為環

保署未來修改指引提供更明確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 環境會計之意涵 

環境會計又稱綠色會計（Green Accounting），乃是一種呈現環境資訊的會計制度。

環境會計依範圍與對象，根據美國環境保護機構所發布的導入環境會計做為企業管理的

工具指引，其種類可分為三類：國家收入會計、財務會計、管理會計，而唯有管理的部

分枝主要使用者為內部人員外，其餘主要使用者為外部人員(U. S. EPA. , 1995)。而我國

環保署則將環境會計分為總體環境會計與個體環境會計（環保署， 2008），總體環境會

計是以國家或經濟體系的角度蒐集、整理、估算和分析環境資訊，稱為「綠色國民所得

帳（Green National Accounting）」，主要站在環境及永續發展的立場來測量經濟社會的表

現和成長趨勢，期有效管理及使用有限的自然與環境資源，以追求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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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飛，2007）；個體環境會計在呈現個別廠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成本和收入等資訊，

可幫助企業永續發展、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及追求更有效能與效率的環境保護活動。

而本研究以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重點在探討個體環境會計，暫不討論綠色國民所得

帳。目前國內外政府組織、研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環境會計下定義，本研究蒐集後整理

如下： 

1. 美國會計協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環境會計是企業組織行為對自然

環境（空氣、水和土地）影響的衡量與報告3。 

2. 美國環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環境成本會計是增加

環境成本資訊至現有成本會計系統以及辨認隱藏的環境成本，並將其分攤至適當的

產品或製程中（U. S. EPA, 1995）。 

3. 日本產經省(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Japan METI)：環境會計是

數量化評估企業環境保護活動的一種體系，目標為達成永續發展，並與周圍環境保

持良好關係，以及推動同時具效果及效率之環保活動（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07）。 

4. 國際會計師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IFAC）：環境管理會計是透

過發展並執行適當的環境相關會計系統來管理環境及經濟績效。包括公司資訊之報

導及審計，環境管理會計一般來說包括生命週期會計、全部成本會計、效益處理及

環境管理之策略性規劃（IFAC, 2005）。 

5. 行政院環保署：透過衡量、記錄、分析與解釋的程序，將企業在環境改善及保護所

投入的資源與執行成果，作完整及一致的整理，並將整理結果提供企業的利害關係

人使用（環保署，2008）。 

6. Chauhan ：環境會計是一個用以測量環境保護活動的經濟效率以及企業活動的經濟

效率的工具(Chauhan, 2005)。 

7. Francesconi and Penasal：環境會計為了整合經濟指標和公共帳戶之資訊的一種分

析、監控、溝通和資訊之工具。其的目的是衡量自然資源、自然資源流量以及其多

年來的變化，並評估影響人類活動的環境(Francesconi &  Penasa 2009)。 

綜合上述文獻對環境會計之定義，環境會計又可分為財務面的環境財務會計

（ Environmental Financial Accounting ） 與 管 理 面 的 環 境 管 理 會 計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其中，美國、日本與我國對環境會計的定義皆偏向財務面，

其他則含括財務與管理兩方面，茲將上述環境會計之分類整理如表 1，本研究主要探討

的主軸在於環境財務會計(本研究後續以環境會計代表環境財務會計，除非強調才特別

標示之)。 

                                                
3 美國會計協會 http://aaahq.org/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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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環境會計分類表 

總體環境會計 綠色國民所得帳 

環境財務會計 
環
境
會
計 

個體環境會計 
環境管理會計 

二、 環境會計之功能與應用 

如同財務會計資訊雖然偏向於對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揭露，亦可提供內部管理者資訊

做決策，所以環境會計依上述其功能可分為內部功能與外部功能，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外部功能 

企業對外提供環境保護活動資訊，透過對各種環境保護成本結構及趨勢變化分析，

可增進外部利害關係人（例如政府、股東、環保團體、消費者）對企業環境保護活動及

其效益的瞭解，不僅促使企業履行所應負的責任外，同時讓外部利害關係人清楚觀察公

司對環境保護的努力與成果，有助於外部利害關係人對企業投入環境保護活動適當評

價，進而估計企業未來產生現金流量的能力及營運風險。Sawamiu (2003)認為對於外部

的影響，除了政府、股東外，企業透過環境會計來提供的環境資訊，不僅可以作為社區

溝通的工具，更可獲得社區民眾的信任，使民眾相信企業對環境保護活動的貢獻。 

國內外文獻皆顯示企業規模與企業之環境資訊揭露程度呈正相關（Japan EA,  
2000 ; Cormier & Gordon, 2001 ; 黃振豐、許志豪, 2007），且企業於年報中揭露環境資訊

亦與企業環境聲譽呈正相關（Toms, 2002），由此可知，企業環保活動揭露情況會影響外

部利害關係群體，使其更正確的評估企業價值。 

2. 內部功能 

環境會計可做為內部管理工具，提供決策資訊及創造更多機會等（沈華榮, 2008）。

而根據日本環境機構在 200 年所發布的報告中指出，環境會計可增加對環境成本的管

理，並分析有關環境措施之成本的影響，並透過最適切的管理判斷拖動更有效率與效能

的環境投資（Japan EA, 2000)。Ball (2007)研究指出環境會計可以作為現場活動的行動基

礎。 

Fujitsu (2001)指出經過導入環境會計，將產生以下效益：增加環保意識的考量(包括

銷售、服務、現場等)、增加計畫的效率(由於導入的過程，將更促進內部溝通)、能源的

節省、廢棄物的減少、資訊的透明度。 

至於國內狀況，目前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仍以環境財務會計為主，因環境財務會計雖

以外部功能為主，但其中尚蘊含內部功能，以國內目前環境財務會計的發展情況較能為

企業所接受，且就會計資訊系統之建置而言，環境財務會計相對較簡易，因此本研究僅

探討環境財務會計，而環境管理會計則留待未來國內企業建置環境會計及運用環境會計

揭露環保資訊的情況更趨成熟後再作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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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會計之成本效益 

環境會計主要處理範圍是有關環境成本與環境負債的會計交易與會計事項，而相關

的成本、負債、效益可能對企業個體的財務報表有所影響，故應揭露在財務報表中，但

不包括外部成本(UNCTAD, 1997)。 

依照我國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定義，環境會計包含環境保護成本與環境保護效益，

其中，環境保護成本依企業環境保護活動的支出性質，可分為資本支出與經常支出。資

本支出係指該項支出在一定金額以上，產生之效益在一定期間以上，依照財務會計處理

原則，列為資產取得成本。經常支出則是依照財務會計處理認列為費用或損失的金額。

而環境保護效益可分為企業特定環保活動直接產生之效益，稱為環保直接效益，以物量

單位呈現；及環保活動附帶產生之效益，稱為環保附帶效益，以貨幣單位表示。 

四、環境會計的限制(企業層級) 

根據 Chauhan (2005)研究指出，企業導入或使用環境會計，可能面臨以下限制： 

1. 並無標準的會計方法。 

2. 假使環境會計的方法不同，對於公司或是國家間的比較可能無法進行。 

3. 環境會計的導入無法輕易決定，畢竟其成本與效益是無法簡單的評估出。 

4. 縱使的大型企業組織或是政府組織，也無法精確的蒐集所有資訊，像是廢棄物、物

質無效率等資訊，故可能導致低估相關的成本。 

5. 決策的考量大都只涵蓋內部成本，而外部成本是排除在外的。 

6. 環境的考量是屬於長期的性質，故有關其決策的判斷是相當困難。 

7. 環境會計是無法獨立執行的，但與財務會計的結合是相當不容易。 

8. 由於有關環境本身之成本與效益可能是財務會計、管理會計、成本會計等會計的結

果，故環境會計必須與其他層面的會計一起分析。 

9. 有關環境會計的使用者必須具備環境會計的知識以及該國有關環境的直接或間接

法規。 

本研究認為我國環保署出版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就是希望國內公司在進行環境活動

的時候，有一套系統方法來紀錄活動的支出與效益，而形成一個標準會計方法的雛形。

但是，重要是公司在決策形成時，對於環境會計資訊重視的程度。以日本為例，公司在

決策時，相當重視環境資訊的輔助，使得公司經營活動必須納入環境保護的思考。所以，

本研究認為在台灣，中小企業若有意願自行依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建置環境會計作為內部

環境管理的第一步，是值得鼓勵的，也不需考慮跨公司與跨國比較的問題，惟須考量資

訊系統的能力4。所以，Chauhan (2005)的限制因素大部分是可以暫時不用思考的。 

                                                
4 我 國 的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歷 經 多 年 的 努 力 ， 自 行 開 發 出 結 合 財 務 會 計 線 上 版 的 環 境 會 計 系

統 。 若 沒 有 能 力 自 行 開 發 系 統 ， 則 可 以 嘗 試 利 用 ERP 系 統 結 合 環 境 會 計 與 財 務 會 計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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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依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對環境會計所作的定義，環境會計被視為是一套資訊系統，所

謂資訊系統是由資料的蒐集、輸入與處理，以及資訊的儲存、管理、控制與報導所構成，

目的在提供質量均佳的資訊，以便管理者有效運作，使組織能達到其目標（柯瓊鳳、陳

專塗，2001）。因此，企業欲導入環境會計，必須有其階段性的程序，從認識到應用循

序漸進。本研究提出環境會計發展階段之概念，將環境會計資訊系統之發展分為初步認

識環境會計、深入瞭解環境會計、建置環境會計與環境資訊之應用四個階段。 

I. 初步認識環境會計  

管理階層初步認識環境會計並對其產生興趣，自發性去蒐集關於環境會計的資訊，

包括參與環境會計研討會、研讀環境會計的手冊與準則。 

II. 深入瞭解環境會計  

企業意識到公司需要建置一套環境會計，瞭解環境會計建置之重點，將資訊公告予

全體員工知曉並得到全體員工支持後，積極接觸相關輔導建置環境會計之機構或團體，

並參與特殊研討會、研讀環境會計試用版本與公司個案。 

III. 建置環境會計  

本研究參照會計資訊系統（柯瓊鳳、陳專塗，2001）經修改後將一套完整的資訊系

統開發過程分為規劃、分析、設計、執行與回饋，視為一個循環不斷的週期，稱之為系

統開發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如圖 1。不論開發新的資訊

系統或修改舊系統，都可依此生命週期進行，因此本研究以系統開發生命週期作為建置

環境會計之主要流程架構，從規劃、分析、設計、執行與回饋導入個案公司之環境會計。 

本研究以系統開發生命週期作為建置環境會計之流程架構，首先將預計完成之相關

作業以系統發展流程表簡述如表 2，再依系統發展流程表分段詳細敘述各流程中相關作

業之概念。 

一、 規劃 

環境會計的建置特色是跨部門合作的專案，建置後的推行與改進也須各部門的充分

支持與配合執行，為使環境會計更有效率的建立，建議個案公司應先成立環境會計專案

組織，除以環安、會計及資訊組成核心成員外，相關單位如管理、廠務等亦應視需要加

入專案組織。 

 

                                                                                                                                                   
統。不 過，國 內 較 常 用 的 ERP 系 統 對 於 綠 色 ERP 的 開 發 進 度 仍 嫌 不 足。本 研 究 個 案 公

司 準 備 建 置 ERP 系 統 ， 也 希 望 結 合 環 境 會 計 與 財 務 會 計 系 統 ， 此 階 段 仍 建 議 個 案 公 司

採 用 離 線 方 式 收 集 環 境 會 計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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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開發之生命週期 

二、 分析 

分析階段在瞭解系統需達到的各項目標，蒐集系統之相關資料，分析現行系統的優

劣勢、進行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可行性研究主要目的在決定系統建置計畫之

可行性，並替可行方案作出未來開發之計劃。亦即透過可行性研究，決定新系統是否能

在合理的成本下，解決組織所面臨的問題。 

三、 設計 

設計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據分析結果，進一步訂出新系統的處理流程，以及如何處

理這些流程的方法。依照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以企業環境保護活動性質將環境保護成本

分為七大類，茲將各類環保成本內涵以表 3 彙整呈現。 

表 2 系統發展流程表 
流程 內容 預計參與人員 
規劃 設置專案小組 財務主管、環安人員、資訊人員 
分析 進行可行性分析 財務主管、環安人員、資訊人員、

作業人員 
設計 建立環境保護成本分類架構 

效益衡量標準 
設計編碼 
討論成本之判定準則 

財務主管、環安人員、資訊人員 

執行 試編 財務主管、環安人員 
回饋 建置流程之檢討 財務主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規劃 

分析 設計 

執行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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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環境保護成本定義彙總表 

（一）營運成本 企業從事主要營運活動時，為減輕、預防或消除因

營運活動對環境之衝擊，以及有效利用資源所產生

的成本。 
（二）上下游關聯成本 包括企業上游環境保護成本和企業下游環境保護成

本，企業上游環境保護成本是為減輕企業營運活動

投入之財貨和勞務對環境產生衝擊的成本；企業下

游環境保護成本是為減輕因企業活動所產生之財貨

和勞務對環境衝擊的成本。 
（三）管理成本 企業為管理其環境保護活動所產生的成本。 
（四）研發成本 環境保護目的下相關研發之成本。 
（五）社會活動成本 企業為廣大社會著想，而進行與環保有關的社會活

動，該活動和企業營運無直接關係，但與環境保護

有關，故此類活動產生的成本即為社會活動成本。 
（六）損失及補救成本 為回復因企業營運而造成環境質損（degradation）

及相關訴訟的成本。 
（七）其他環境保護成本 其他為環境保護目的支出，而無法歸類於前述各項

成本者。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8。  

為求環境成本分類結構之完整性，並與企業之營運功能結合，本研究以產品生命週

期作為實際分析時之依據，如圖 2。其中營運成本與企業活動之生產製造相對應；上下

游關聯成本與採購、銷售及售後服務相對應；研發成本與研發活動相對應。而指引中的

管理成本是圖 2 相關活動之環境管理所產生的成本。從圖 2 來看，每一階段的活動皆有

可能造成對環境的衝擊，故有其完整性。 

 
 
 
 
 
 
 
 

 

 

圖 2 產品生命週期 

銷售 生產製造 採購 研發 售後服務 

  環保 

  
 

作業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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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與企業營運活動無直接關係但與環境保護有關之成本，屬企業之形象與公關

成本，例如贊助社區相關環保活動、對環保團體的捐助與財務支援等。此外，企業尚存

在偶發成本，如因環保意外疏失所招致的罰緩、賠償與處理費用等，這些成本長期以來

被隱藏在其他各種不同的會計科目下（廖永輝，2005）。這兩種成本性質皆屬於企業外

部的分析構面，配對至指引中環境成本之分類，分別為社會活動成本與損失及補救成

本。至於其他成本則為上述成本分類無法歸屬部分。 

有關代碼設計原則須與個案公司討論並實際試編後再作進一步探討。另外在環境成

本的支出判定準則方面，若專為環境保護而投入之成本，透過支出證明直接歸屬為環境

支出；若分屬為生產投入與環保投入之成本，則請技術或環安人員判定環保比率，依比

率分攤；若比率無法分攤時，即以主觀方式分攤。 

企業因從事環境保護活動而產生之效益依環保署環境會計指引可分為「環保直接效

益」與「環保附帶效益」兩部分，分別以「物量單位」及「貨幣單位」來衡量。其中，

環保直接效益依企業營運活動分為資源投入相關效益、產出廢棄物或環境影響相關效

益、產品相關效益及其他活動相關效益等四類。而環保附帶效益則以收入及費用節省兩

分類呈現。 

四、 執行 

新系統的建置或轉換，須進行員工的雇用與訓練、調整、測試並修正新的作業程序，

最終完成新系統啟用或新舊系統轉換。基於時間的限制條件下，本研究僅能從個案公司

提供的資料中進行試編，測試設計之分類原則是否有溢出之疑慮，其餘如員工訓練、修

正新作業程序等過程亦因研究限制目前尚無法呈現。 

五、 回饋 

正式營運之新系統，須作持續的回饋，以確認新系統是否能有效運作並解決問題，

或者產生其他新問題有待解決，當必須進行大規模修正或汰換系統時，又將進行下一個

系統開發生命週期。在此階段，本研究預計重新審視規劃至執行之過程，從中檢討所遭

遇之問題與困難，期能對其他欲導入環境會計之中小企業有所助益。 

IV. 環境資訊之應用  

國內目前環境資訊揭露尚未普及，法令要求亦非完善。主要法規為財政部所頒定「公

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7 條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8 條之規定。此兩項規定要求公開發行公司應在年報與公開說明

書就有關公司營運概況資訊部分，揭露環境支出資訊，但對於揭露內容與格式僅作原則

性規範。 

由上述可知，準則規範之對象僅限上市櫃企業，對於其他具污染性之非公開發行公

司並無強制性揭露，政府無從監督，形成環境監控之漏洞，且揭露內容多屬損失、賠償

等負面揭露，造成國內企業排斥心態。因此，環保署為推廣環境會計，在產業環境會計

指引中將企業揭露環保資訊之角度調整為以環境成本揭露為主，揭露格式有環境保護成

本總表、企業環保直接效益總表及企業環保附帶效益總表，改變企業原先對揭露環保支

出的負面印象。 

企業可將其環境保護活動成本、環保直接效益及環保附帶效益等相關資訊對外公開



 
 
 
 
 
 
 
 
 
 
 
 
 
 
 
 
 
 
 
 
 
 
 
 
 
 
 
 
 
 
 
 
 
 
 
 
 
 
 
 
 

 

環境與管理研究 第十二卷第二期 
探討中小企業建置環境會計之程序─以箔膜塗佈公司為例 

P1-P25 

 11 

揭露，揭露平台如公司年報、環境報告書、永續報告書及其他對外公開管道，以顯示企

業在環境保護及自然資源使用的努力，增進利害關係人及一般民眾的瞭解。此外，企業

揭露環境資訊可作為管理上的輔助，提供記錄完整及明確充分之環境保護活動財務資訊

以支援企業經營決策或對營運過程中造成之環境衝擊進行改善（鄭慧之，2002）；亦可

更明確辨認產品成本中環保成本所佔之比重與影響，提供企業以環保角度分析競爭之優

劣勢。 

此外，成功的建置一套資訊系統不能單靠管理團隊少數人的努力，而是必須仰賴企

業內每一份子的參與及貢獻，因此，在建置環境會計之前，最重要的是高階主管與全體

員工已充分瞭解環境會計並完全支持與配合建置計畫。 

由於國內相關環保資訊揭露法規尚未明朗，個案公司建置環境會計後能給予分析的

資料期間較短，解釋上有其限制，且環境會計資訊系統（圖 1）亦尚未完全建置完成，

於管理應用上之效益尚無法發揮，因此本研究著重在探討環境會計發展階段中的第三階

段，即「建置環境會計」。 

肆、個案研究 

個案公司為專業塗佈及電鍍加工之中小企業，該公司所生產之產品，乃運用真空蒸

鍍技術，將 PET 原膜、樹脂及溶劑等化學原料，經過塗佈、蒸鍍、分條等步驟後產生，

有應用於較精密的半導體、光電及雷射材料等高科技，也有應用於精緻印刷、裝飾、包

裝、雷射防偽商標等產業，目前主要產品有離型膜、電鍍膜、燙金膜、貼合膜與全面轉

寫箔膜等，其中離型膜與電鍍膜占營收之六成以上，為生產與銷售之大宗。 

離型膜之生產作業為塗佈加工，其作業主要為將化學溶劑或塗料色劑經由滾輪式之

塗佈使液體之混合溶劑附著於聚酯薄膜（PET）或膠膜（OPP）等基材上，再透過烘箱

之高溫烘烤凝固；電鍍膜為僅透過電鍍製程加工之薄膜，其生產用基材仍以 PET 或 OPP
為主，此兩種產品因皆須使用化學溶劑與高溫烘烤，化學溶劑混合過程中揮發出的物質

造成嚴重空氣汙染及惡臭，高溫烘烤則造成能源之浪費。 

個案公司深知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為對環境保護善盡一份責任，多年來致力於

空氣污染之改善及節能減碳活動，購入多項相關淨化空氣之設備，並投入研發成本開發

可溶性化學溶劑。管理階層考量到環境成本的投入日益龐大，卻苦於無法從現有會計制

度中取得相關成本資訊，正積極尋求導入環境會計制度，故本研究參照產業環境會計指

引，評估個案公司之現有狀況，依資訊系統發展流程建置環境會計，以供個案公司及其

產業與中小企業參考。 

在與個案公司之管理階層進行實地訪談並取得支持後，本研究為個案公司研擬出系

統發展流程表（如表 4），將建置環境會計之流程分為規劃、分析、設計、執行與回饋，

逐步進行環境會計之實際導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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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系統發展流程表 

流程 內容 完成時間 參與人員 
規劃 設置專案委員會 2008/7~ 

2008/8 
財務主管、

環安人員、 

經濟可行性分析 
技術可行性分析 

分析 

作業可行性分析 

2008/8~ 
2008/9 

財務主管、

環安人員、

作業人員 

建立環境保護成本分類架構 
建立效益衡量標準 
設計編碼 

設計 

建立成本之判定準則 

 
2008/9~ 
2008/11 

財務主管、

環安人員 

執行 試編 2008/11~ 
2009/2 

財務主管、

環安人員 
回饋 建置流程之檢討 2009/2~ 財務主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規劃 

為使環境會計制度更有效率建立，建議個案公司首先成立環境會計專案組織並由高

階主管親自督導。然而個案公司規模屬中小企業，上述程序下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

個案公司人力資源不如大型企業充足，僅能先以環境會計專案委員會替代專案組織進行

職務分工。第二，個案公司組織結構較為簡單，其支援單位並未將環境安全管理獨立設

置其部門，而是隸屬於管理部之下，本研究所謂環安人員，雖於公司內部職掌環境管理

之職務，但其實際職稱乃為管理部最高主管。因此，由財會部門與管理部門共同組成環

境會計委員會，經協調後由財會部門之主管統籌主導該委員會，其餘各支援部門待命以

配合相關作業。 

預計參與建置計畫之資訊人員，亦因個案公司之資訊系統尚未成形，現階段並無獨

立設置資訊部門，而是由財務主管兼任，因此在實際的參與人員中，資訊人員將被剔除

在外。 

二、分析 

首先探討經濟可行性分析，先前已提及個案公司是汙染性廠商，希望透過收集環境

支出與效益的資訊提供內部決策使用，先依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建置環境會計制度著手，

是較為省時省力的建置起點，而且未來的系統維護成本也相對較低。 

其次針對個案公司現有資訊系統進行技術可行性分析，目前個案公司正極力推行企

業資源規劃(ERP)，但由於產業特殊及資源有限情況下，因此尚未有一套完整之資源系

統供企業經營之資訊需求，然而本研究仍依公司現有會計作業設計編碼，在不更改系統

程式之下，預計導入初期先採離線作業。待個案公司之 ERP 系統推行成功後，利用建

置環境會計時設計之編碼，在 ERP 系統下加設環境會計的分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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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進行作業可行性分析，考量個案公司員工在執行環境會計資訊的認定5與處理

上專業能力之不足，建議初期仍採取離線作業由專業人員代為認定，後續完成員工訓練

後再改採線上作業，由員工於申報經費時自行認定。 

三、設計 

本研究利用圖 2 之產品生命週期就個案公司的生產製造活動進一步詳細分析，其他

部分與製造活動的分析類似，故僅呈現分析後結果。 

個案公司目前主要之生產部門為塗佈課、電鍍課及分裁課，產品之製程作業主要分

為塗佈、電鍍與分裁三大製程，再視各產品之特性或客戶訂單需求將三大製程個別區分

為多道之作業，簡述如下： 

（一） 塗佈製程 

此製程可分為多道作業，主要為將化學溶劑或塗料色劑經由滾輪式之塗佈使液體之

混合溶劑附著於基材上再透過烘箱之高溫烘烤凝固。 

塗佈製程階段，造成的環境污染有惡臭、空氣污染、噪音等，並且產生大量的能源

消耗，廢料的處理亦是一大問題。經與環安人員討論後，初步瞭解個案公司針對混合化

學溶劑產生之惡臭及空氣污染之處理方式採配置作業員防毒面具與設置活性碳吸附

塔，且正積極與 RTO6廠商討論新設備的價格與改善成效，預計於未來一年內購入，以

改善惡臭及空氣污染，但環安人員認為以真空隔離泡料的方式改善效果最好，目前尚在

構思階段。 

而塗佈過程中產生的噪音，目前僅以壓克力隔離板改善。此外，使用烘箱高溫烘烤，

造成能源消耗，於塗佈同業中的改善方式是購買雙塗佈頭之設備，即以兩個塗佈頭同時

作業共同使用一個烘箱的方式降低能源消耗，不僅成本減少且可增加產量、提昇作業效

率，唯此設備成本過高，現階段僅建議個案公司購置熱能回收設備，待未來新廠擴建完

畢因應營運上產量所需再行規劃。 

廢料處理部分，目前僅回收後由廢料處理公司清運，今年度預計購入溶劑回收設備

改採蒸餾方式處理，蒸餾後可回收 70％的廢料進行加工再投入製程或加工為機台清潔

劑，其中，投入製程之廢料約可節省原料 15％～20％；20％為化學溶劑之副成分須運至

公營之廢料處理廠回收；其餘 10%為殘渣，有毒物質已蒸餾殆盡，可送至垃圾處理廠。 

（二） 電鍍製程 

將原膜基材或紙類基材透過滾輪上機，於電鍍機台內之真空空間中，運用高溫蒸鍍

之方式將鋁線轉化為鋁蒸汽。 

電鍍製程階段造成之環境影響有能源耗費與廢棄物污染。鋁蒸汽於凝固後凝結於電

鍍機台上，此固體廢棄物無法回收再利用，由於鋁絲屬金屬物質，尋找出需求市場的可

                                                
5 環 境 會 計 資 訊 之 認 定 方 式 有 三 種 ， 依 員 工 執 行 上 的 專 業 能 力 由 低 至 高 排 序 ， 其 一 為 代

請 專 業 人 員 進 行 認 定 ； 其 二 為 線 上 分 類 ， 事 後 逐 筆 審 核 ； 最 後 為 線 上 直 接 分 類 ， 抽 查

審 核 。  
6 蓄 熱 式 焚 化 爐（ Regenera t ive Thermal Oxidizers， RTO）： 利 用 氧 化 過 程 將 VOCs 廢 氣 轉

換 成 無 害 之 二 氧 化 碳 與 水 蒸 汽 之 燃 燒 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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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較大，建議個案公司可考慮將其對外銷售或經過再加工轉換為其他性質之副產品以

節省成本，創造效益。能源消耗之問題，個案公司目前尚無解決方式。 

（三） 分裁製程 

將大規格之半成品經由機台及人員加工，分裁為客戶要求或欲產出之小規格產品。

此製程並無造成環境污染，唯分裁後剩餘之不完整的產品目前尚無處理方式，僅能視為

垃圾由清潔公司清運，此項作法可能造成成本的浪費，因此建議個案公司可尋找市場出

售，若無此市場，則尋找再加工或再利用之途徑。以上三道製程對環境之影響與改善建

議彙整如表 5。 

 
表 5 製程環境影響分析彙整表 

製程 作業 可能對環境

造成之影響 
現況 改善建議 

惡臭 作業員配戴防毒面具 真空隔離泡料 
混合化學原料 

空氣污染 活性碳吸附塔 購買 RTO 設備 

噪音 現場設置隔離板 目前處理情況

無須改善 
塗佈 

有毒廢料 廢料處理公司清運 購買溶劑回收

設備 

塗佈 

高溫烘烤 
浪費能源 未進行改善 購買熱能回收

設備 
浪費能源 未進行改善 未建議 

電鍍 電鍍 
廢棄物 清潔公司清運 尋找市場出售 

分裁 分裁 廢棄物 清潔公司清運 尋找市場出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整理分析個案公司屬環保投入之成本後，將其配對至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環境保

護成本分類中，彙整出個案公司環保成本分類表如表 6，而受限於篇幅僅呈現營運成本。 
 

表 6 環境保護成本分類表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項 

RTO 設備之成本與維護費用 
作業員配置防毒面具之成本 
空污費 

 
(1)空氣污染防制 

其他相關空氣污染防治成本 
水源保育費 (2)水污染防治 
其他相關水污染防治成本 

(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成本 
噪音隔離板 

 
 
 
 
 
 
 
 

1.污染防治

成本 

(4)噪音防制 
其他相關噪音防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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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項 
(5)振動防治 振動防治成本 

RTO 設備之成本與維護費用 
真空隔離泡料之設備成本與維護費

用 

 
(6)異味防治 

其他相關異味防治成本 
(7)地層下陷防治 地層下陷防治成本 

(8)其他  

(1)氣候變遷預防 氣候變遷預防成本 

(2)臭氧層破壞預防 臭氧層破壞預防成本 
2. 全 球 性 環

境保護成本 

(3)其他  
熱能回收設備之成本與維護費用 
節水設備之成本與維護費用 
環保餐具 

 
(1)有效率使用資源 

其他相關有效率使用資源之成本 
(2)減少和回收一般事 

業廢棄物 

減少和回收一般廢棄物之成本 

廢料回收設備設備之成本與維護費

用 
 
(3)減少和回收有害事 

業廢棄物 其他相關減少和回收有害事業廢棄

物之成本 
處理電鍍後產生之固體廢棄物之費

用 
處理分裁後之廢料之費用 

 
(4)處理和最終處置一 

般事業廢棄物 
其他相關處理和最終處置一般事業

廢棄物之成本 
送至廢料處理廠之運輸費用 (5)處理和最終處置有害事業

廢棄物 其他相關處理和最終處置有害事業

廢棄物之成本 

 
 
 
 
 

(一) 
營運成本 

 
 
 
 
 
 
 
 
 

 

 
 
3. 資 源 永 續

利用成本 
 

(6)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環境成本的支出判定準則方面，若專為環境保護而投入之成本，透過支出證明直接

歸屬為環境支出；若分屬為生產投入與環保投入之成本，則請技術或環安人員判定環保

比率，依比率平均分攤；若比率無法分攤時，即以主觀方式平均分攤。環境活動項目必

須與現有會計科目結合，以取得成本帳上資料。個案公司會計科目與編碼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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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會計科目分類表 

會計科目 代碼 
設備投資 A 

人事 B 
能源 C 

研究發展 D 
修繕 E 

教育訓練 F 
消耗 G 
運費 H 
租金 K 
折舊 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編碼原則採矩陣對照之架構，且到第三階層，然而為配合個案

公司未來管理上之應用，預期營運成本之編碼設計至第四階層，其餘成本參照指引設計

至第三階層，並為個案公司預留彈性成長空間。編碼方式共五碼，第一碼為環保成本之

七大分類，二三四碼分別為中類、小類及細項，若無則以 0 替代，第五碼為會計科目。

編碼格式依指引採矩陣對照之方式，縱向為環境分類項目，橫向為相關會計科目，並依

支出性質分為資本支出與經常支出。 

環保效益之處理係參考產業環境會計指引有關環保效益之規範，企業環保效益可分

為環境質量改善性質的環保直接效益及因環保投入所帶來經濟利益的環保附帶效益。因

此，物量性質之環保直接效益經與個案公司之環安人員討論後如表 8 所示；貨幣性質之

環保附帶效益則與財務主管討論後如表 9。 

四、執行 

本研究蒐集個案公司 2007～2008 年度經常性交易共 17,656 筆，按其支出性質分為

環保與非環保費用，並進一步判定其分攤準則。其中污染防治成本包含舊廠房的活性碳

吸附塔替換活性碳、作業員配戴之防毒面具與口罩、每月繳交之空污費等，皆採直接歸

屬方式認定為環保支出；資源永續利用成本包括有毒化學廢料之處理成本、一般廢料之

處理成本等。上下游關聯成本包括塗佈機重複使用氣壓軸之購買成本與修繕成本等；研

發成本包括研發部門為研發低環境衝擊之溶劑耗用之測試用料與器材之修繕費用，皆直

接歸屬於環保支出，而研發部薪資與環安人員討論後以 30％作為環保比率分攤。 

管理環境保護活動所產生的成本可直接歸屬的有 ISO 評鑑費，環境監測之人事成本

經與環安人員討論後以管理部經理薪水的 30％分攤，毒害氣體偵測設備之環保比率與環

安人員討論定為 12.5%，溶劑標示安全板則以 50％分攤。2007 年個案公司混合有機溶

劑時揮發氣體處理不當發生氣爆，於後續年度認列的損失費用歸入損失及補救成本；其

餘如使用環保塑膠袋等由於金額過小無法準確衡量則暫不計入。實際結果彙整如表 10，

試編過程中並未發生成本溢出分類表，故以產品生命週期進行環保成本配對確實可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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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類之完整性。 
表 8 環保直接效益衡量表 

分類 項目 單位 方向 
能源投入量（電） kw ─ 
瓦斯投入量 立方公尺 ─ 
水投入量 度 ─ 
有機溶劑使用量 噸 ＋ 

資源投入相關效益 

綠建築使用量 噸 ＋ 
廢氣排放量 噸 ─ 廢棄物或環境影響相關效益 
廚餘 公斤 ─ 

含汞產品出貨比率 ％ ─ 
紙管回收再利用 支 ＋ 

產品相關效益 

使用 ABS 管 支 ＋ 

提昇貨櫃裝載率 ％ ＋ 
植栽數 平方公尺 ＋ 

其他活動相關效益 

紙張使用量 張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9 環保附帶效益衡量表 
分類 項目 

電鍍後之廢料出售收入 
環保收入 

分裁後之廢料收入 
電費 
瓦斯費 投入面 
廢料回收再投入生產 
空污費 

產出面 
廢棄物清潔費 
罰緩 

損失及補救成本 
賠償 

費
用
節
省 

其他 人事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將個案公司兩年度的七大類環保成本計算其分配比率後以橫條圖比較，如圖

3。原本預期各環保成本所占比率應以生產製造配對的營運成本為大宗，從圖 3 中可看

出因為 2007 年個案公司混合有機溶劑時揮發氣體處理不當發生氣爆產生高額損失及賠

償金額，這類偶發性支出造成環保成本分配異常，導致兩年度各類成本的變動幅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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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個案公司環境保護成本總表 

分類 資本支出 經常支出 備註 
年度 2007 2008 2007 2008  
污染防治成本   $1,381,576 $1,135,500  
全球性環境保

護成本 
     

 
營運成本 

資源永續利用

成本 
  239,400 271,314  

上下游關聯成本 $103,500 $90,355 2,200 6,000  
管理成本   216,000 365,450  
研發成本   602,613 898,650  
社會活動成本      
損失及補救成本   4,601,311  氣爆 
其他環境保護成本  71,400    
總成本 $103,500 $161,755 $7,043,100 $2,676,9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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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環保成本比較橫條圖 

因此排除 2007 年的損失及補救成本重新計算分配比率後，繪出之橫條圖如圖 4，與

圖 3 比較可發現兩年度之環保成本變動幅度趨於平穩，營運成本亦與預期結果一致。此

外，從圖 4 中發現個案公司之研發成本有成長的趨勢，可顯示環境的改善，首重積極投

入研發活動，從製程部分研發減輕污染之製造流程才是正確的改善方向，此改善方向正

是目前個案公司極力依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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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環保效益之處理部分，依照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分為環保直接效益及環保附帶效

益，本研究蒐集分析個案公司 2007～2008 年度之財務資訊，調整7個案公司之產量以控

制可能因產量變動所導致的投入成本變動，以 2007 年為基期與 2008 年比較，編製環保

直接效益表（表 11）與環保附帶效益表（表 12）。 

63.68%

4.15%

8.49%

23.68%

0

0

49.56%

3.39%

12.87%

31.6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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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7
 

圖 4 排除損失及補救成本後之比較橫條圖 

表 11 個案公司直接效益總表 
分類 項目 單位 改善方向 當期 基期 直接效益 

能源投入量（電） kw ─ 460,647 366,961 +93,686 
瓦斯投入量 立方

公尺 
─ 50,328 51,347 -1,019 

水投入量 度 ─ 529 543 -14 
有機溶劑使用量 噸 ─ 1,892 1,798 +94 

 
 

資源投入

相關效益 

綠建築使用 噸 ＋ 333,333 0 +333,333 
廢氣排放量 噸 ─ 5.4 8.1 -2.7 
廢溶劑排放量 公斤 ─ 12,000 15,324 -3,324 

廢棄物或

環境影響

相關效益 廚餘 公斤 ─    
紙管回收再利用 支 ＋    產 品 相 關

效益 使用 ABS 管 支 ＋    
提昇貨櫃裝載率 ％ ＋    
植栽數 平方

公尺 
＋    

 
其 他 活 動

相關效益 
紙張使用量 張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基期為調整後數字 

                                                
7 調 整 公 式 ＝ 基 期 ×（ 當 期 生 產 量 ÷基 期 生 產 量 ） ， 調 整 係 數 為 1.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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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個案公司附帶效益總表 
分類 項目 當期 基期 環保附帶效益 

電鍍後之廢料出售收入    環保收入 
分裁後之廢料收入    
電費 $ 1,612,265 $ 

1,284,361 
$ +327,904 

瓦斯費 1,502,161  1,678,650 -176,489 

投入面 

廢料回收再投入生產    
空污費  93,000  140,000 -47,000 產出面 
廢棄物清潔費 39,000  57,014 -18,014 
罰緩    損失及補

救成本 賠償    

 
 

費

用

節

省 

其他 人事費用 302,590 304,625 -2,0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基期為調整後數字 

從表 11 與表 12 分析結果發現建置環境會計後，無論是直接效益或附帶效益，尚無

法產生明顯的效益，本研究認為應該加強環境會計制度揭露的成本與效益之間的關係，

從個案公司揭露的資訊中看來，成本效益之間的關係尚不夠直接，因此在分類出環保成

本資訊後，仍看不到實質效益。另一個原因可能為個案公司建置環境會計的時間尚短，

管理當局運用資訊進行改善的專業能力與熟悉度尚不足，亦未積極改善，導致在整體結

果看來，仍無法看出改善成效。 

五、回饋 

（一）系統開發之回饋 

本研究重新審視規劃至執行階段，檢討建置環境會計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

法。在規劃部分遇到的問題是個案公司人力資源不足以成立環境會計專案組織，因此以

環境會計專案委員會替代。專案委員會比起專案組織屬較不正式之組織，參與人員不固

定且只在有需要時才集合開會討論，執行成效遠不如專案組織，除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

問題之外，不建議採用此方法。 

進行技術可行性分析後，發現目前個案公司尚未建置完成 ERP 系統，因此建置環

境會計初期僅能採離線作業，在離線的情況下，新系統必須獨立作業，再透過編碼的方

式反映現有會計系統。系統尚未整合，便無法產生完整而有效的資訊，離線作業僅能當

作 ERP 系統尚未建置完成的過渡替代方法，個案公司仍應積極導入 ERP 系統，進行系

統之間的整合，才能讓環境會計資訊系統的效益顯現出來，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營績

效。然而，整合系統固然重要，離線作業卻能夠避免建置初期執行新系統尚未熟練之階

段因為出錯而造成原有系統混亂之可能性，因此，為確保原會計系統之正確性，建置初

期仍以離線作業為優先考量。 

營運成本分為污染防治成本、全球性環境保護成本與資源永續利用成本三中類，其

中「全球性環境保護成本」包括氣候變遷預防與臭氧層破壞預防等小類，試編結果發現

個案公司並無投入資源進行改善，與環安人員訪談後瞭解國內中小企業投入全球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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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成本有其難度。然而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已開發國家皆締約了溫室氣體減量的目

標，台灣雖不為締約國，卻不得不重視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與臭氧層造成的影響，中小

企業既為國內分佈最廣之企業型態，亦不能置身事外，更應積極思量改善方式。 

（二）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回饋 

目前產業環境會計指引提出的揭露表格有環保成本總表、直接效益總表與附帶效益

總表，其中，直接效益的衡量方式可分為改善環境污染的正向指標與減少環境衝擊的負

向指標，若只用一份表格同時呈現正向與負向資訊，容易造成混淆，建議可分為環保直

接效益正向總表（表 13）與環保直接效益負向總表（表 14）兩份表格來呈現，在正向

表格出現負向資訊即表示改善成效不彰，相反的，負向表格中若出現正向資訊，亦顯示

並無效益產生，如此便可消除資訊使用者於使用時混淆不清的狀況。 

表 13 環保直接效益正向總表 
分類 項目 單位 當期 基期 直接效益 

資源投入 綠建築使用量 噸 333,333 0 +333,333 
廢棄物      

產品相關效益 紙管回收再利用 支 746 0 ＋746 
其他 提昇貨櫃裝載率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4 環保直接效益負向總表 
分類 項目 單位 當期 基期 直接效益 

資源投入 能源投入量 kw 460,647 366,961 +93,686 
廢棄物 廢氣排放量 噸 2,794 2,901 －107 

產品相關效益         
其他 紙張使用量 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直接效益分類中「廢棄物或環境影響相關效益」一類，經分析後發現只存在負

向指標，建議若分為正負向兩種表格表達直接效益時，應修改直接效益衡量之分類，將

「廢棄物或環境影響相關效益」一類剔除更為恰當。藉由組合計算環境保護成本、環境

保護效益與事業活動量等項目，可產生環保活動的分析指標以作為企業之環保目標管

理，此為企業建置環境會計最想得到的資訊，然而在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中並未提到任何

相關的表格可供管理者使用，且不同企業或不同產業間如何比較？皆需要未來環保署再

作更詳細之規範。 

產業環境會計指引既作為國內企業建置環境會計之依據，更應詳細闡述完整建置流

程，而指引中卻未提及環境會計制度如何與內部資訊系統整合，造成環境會計制度與內

部系統之間存在一道缺口，這之間整合的概念仍有待未來環保署於指引中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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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企業揭露環境資訊為善盡環境保護責任的具體展現方式，目前國際上已發展出多項

關於環境資訊公開的相關規範及標準，如「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及「永續報告指

導網要(GRI)」等，且全球已有許多國家完成要求企業定期揭露環境資訊的相關立法。

因此，建置環境會計系統以公開企業環境資訊，檢視企業於環境面及社會面之績效，已

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潮流與趨勢。 

反觀國內，環境會計尚在初步發展階段，主要原因為國內產業多屬中小企業，人力

資源不足、內部權責劃分不清及資訊系統發展不完全等許多問題存在於中小企業，且政

府未提供完整的配套措施獎勵中小企業、法律規範不成熟、企業對建置程序不瞭解亦缺

乏遵循的標準等，皆造成國內環境會計的發展緩慢。 

有鑑於此，本研究依照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以個案研究之方式探討環境會計導入程

序，從系統發展生命週期提出一套結構化之程序，並以產品生命週期與個案公司之成本

進行配對，確保環保成本分類的完整性。分類後為結合個案公司現有會計支出科目以反

映相關環保成本，以矩陣二維編碼方式配合會計科目設計環保代碼。最後蒐集 2007～

2008 年之交易資料編製個案公司之環保成本總表，檢查成本歸屬是否溢出環保成本分類

表，並分析產生之環保效益，調整淡旺季差異後編製環保直接效益總表與環保附帶效益

總表。過程中呈現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尋找出解決方式，提供環保署更新指引的參考。 

個案公司正值建置環境會計初期，成本與效益之間的關係尚不明顯，建議未來應致

力於研發活動，從研發活動尋求改善環境污染，並積極建構資訊系統予以搭配，以提供

及時、容易存取、及彈性的資訊給管理者，達事半功倍之效。 

本研究從建置環境會計之過程中整理出幾項對於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之建議： 

1. 環保直接效益總表分正負指標兩種表格型式可更清楚表達效益，避免使用時混淆之

情況。 

2. 「廢棄物或環境影響相關效益」屬於負向指標，應於直接效益正向總表剔除。指引

中關於環境會計制度與系統結合部分著墨太少，應更明確敘述以供國內企業參考。 

3. 環保活動之分析指標如何運用？如何於企業間或產業間相互比較？指引未明確提

供方向，未來可作更詳細之規範與定義。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為個案公司所提供，受限於分析資料之期間較短，未來環境資訊

若強制規定須於財務報表中揭露，屆時取得大樣本資料之可能性較高，便可擴大期間資

料或產業資料再作後續執行績效比較之研究，探究環保成本帶來之效益層面。 

國內環境會計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許多企業對環境會計的議題仍相當陌生，本研

究為使企更易於瞭解並建置環境會計制度，截取環境會計資訊系統（圖 1）中之第一個

層次，作環境財務會計概念之建置與探討，於系統整合與人員整合部分並未深入探究，

因此未來可朝向制度面與系統面之整合研究，完成整套環境會計資訊系統之建置。待國

內環境會計發展趨於成熟後，未來研究可針對環境管理會計作進一步探討，強化目前產

業環境會計指引於內部管理功能上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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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global issue today.  Responding to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laws by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enterprises dedicate 
themselves to improve resource productivity, decrease resources waste, strengthen the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created 「The Industry Guideline o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 guideline in 2008. This guideline provides systematical and consistent 
framework for enterprises to measure, record, and analyze their cost and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However, most companies are small- and medium-scale 
in Taiwan.  Th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lack of human or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or regulations made by government are immature now. How 
do enterprises compliance and implement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guideline in their 
business？This study adopts a company from the foil sheets coated membrane industry. 
Researchers go through its operating processes; then develop a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able to provide many sugges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for future modification this Guideline.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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