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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劃旨在發展一套可以結合環境資料
管理，且能夠分析企業環境成本並將環境成本
量化之決策系統，同時能讓企業自我評估其生
態效益的環境管理資訊系統。這套系統將採用
日本環境廳所研發的環境會計系統，來協助企
業了解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之全貌，並且將採
易學易懂的視窗軟體設計，以協助經理人下決
策，並改善企業之環境績效。

關鍵詞： 環境管理資訊系統、環境成本、支
援決策、生態效益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n
EMIS to manage critical 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EH&S), and efficiency issues. A 
reengineering process, which incorporates a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ystem, was included 
in the software to help the extensive 
documentation needed for compliance and 
improving business proces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sues, and budgetary constrain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MIS), environmental cost, 
decision-making, eco-efficiency 

一、 研究緣起：
環境資訊管理的重要

目前法令有關於原料、操作、排放與許
可等的環境資料，以及勞工安全、健康與衛生
等的工安資料，在形式及數量上均非常繁複龐
雜，而相關的法規符合事項，一般也非常複
雜。以目前情形而言，這些資料可能都存放在
不同的電腦中，以試算表，或以簡單的、格式

化的資料庫來管理與維護這些資料，有的甚至
可能只有用紙本來儲存這些資料。由於這些資
料儲存的侷限性，因此公司往往不能依照使用
者需求來處理並利用資料；而資訊的囤積，可
能更會造成資料的遺失，因而無法為策略的決
策提供即時且正確的支援。而不正確或延遲的
資訊可能也會造成因為錯失申報時間而導致
的巨額罰鍰。國際間具有競爭力的企業目前正
迅速的改變它們管理環境資料的方式。企業經
理人已經體認到為了作最佳的利用，環境的資
料一定要被有效的儲存與追蹤；企業一定不能
僅僅儲存與歸檔資料，而必須管理資訊以便協
助改善企業的策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企業
需要有一個可靠的系統，夠提供從原始資料中
透過決策而擷取有效的資訊流。而這個系統就
是能結合資訊管理與決策功能的環境管理資
訊 系 統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MIS)。一個環境資訊管理
系統(EMIS)是一個運用資訊科技來符合環境
需求的解決之道，透過規劃與執行整合性的解
決方案，有效率並且正確的追蹤環境資料。也
因此環境資訊管理系統並沒有固定的定義，而
完全隨組織的需求而異。此處的組織可能是部
門(department)、廠房(facility)、公司(corporate)
或是整個集團(company-wide)。而需求也可能
從追蹤一個或幾個廠房的法規需求，到將所有
廠房的環境資訊整合到一個適合整體企業的
資訊系統。而一個好的環境資訊管理系統不僅
可以整合各種不同的資料，並可預先或適時提
醒相關部門負責的管理者必要的資訊。

一般而言，對於 EMIS 以及其他資訊系
統的需求主要是因為資料超載的結果。管理階
層被迫去面對量多且雜亂無章的資料，而非其



本身負責的環境部門、廠房或是公司的經理人
員。所幸目前資訊管理已經可以透過電腦化的
系統，將這些問題單純化，並將之視為一種工
具。也因此經理人員可以以更有效率以及高度
的分析能力來執行決策。例如一個包含環境資
訊管理與緊急應變系統，可以是有如圖一的結
構形式：

圖一、包含環境資訊管理與緊急應變之系統

企業考慮環境成本的重要

長久以來大多數的公司均認為環境相關
的支出，乃一所費不貲、為了符合法規不得不
然的投資。然而，今天的企業已經感受到外部
與內部之有形無形的力量，正如何在改變一個
企業的經營與作為。這些力量除了法規符合之
要求外，尚包括了國際間對於品質與環境之標
準(例如 ISO 9000 與 14000)，以及民眾對於綠
色生產與產品的期望等。此一體認促使企業必
須重新評估其管理環境相關活動與資訊的方
式。

過去企業由於未能清楚看見投資效益的全
貌，以至於認為環境的投資對於企業的經營是
一負數而躊躇不前。造成此一認知差距最主要
的原因，在於企業傳統的評估方式之四項缺
失：

l 未能全面定義與涵蓋成本與效益；

l 未能客觀的將風險因素納入分析範圍；

l 未能將決策分析清楚並予以結構化；以
及

l 未能將一計畫之非財務績效特性予以清
楚定義，並將之與公司之決策目標相連
結。

美國環保署(USEPA)將環境成本分成了
四類，分別是：傳統成本(conventional costs)、
潛藏成本(potential hidden cost)、偶發成本
(contingent cost)，及形象與關係成本(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各成本之簡要介紹如

下：(1)傳統成本：係指傳統財物分析中之成本
如原料、設備、工資等。(2)潛藏成本：係指不
直接與產品、程序或設備有關之成本，包括在
達到環保法規前的前期成本(up-front cost，如
產品設計或廠址選擇、許可、保險、訓練等)，
操作成本（如監控及符合法規等），以及未來
可能發生的後期成本(back-end cost，如廠址復
育及回收等)。(3)偶發成本：係指將來可能發
生之成本。偶發成本可以定性方式或程度大小
與發生頻率之定量方式描述。其項目包括意外
賠償、罰金、及清除成本。(4)形象與關係成本：
由於公司形象、與消費者、投資者、原料供應
商之關係、員工士氣、及與政府之關係而導至
收益改變之成本。表一列出了一家企業可能與
環境有關的成本項目。從表中可以看出來，企
業一般置於傳統成本中的環境成本，其實只佔
全部環境成本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因此，務必
要能識別隱藏或其他誤植的內部和外在的環
境成本，方能更確實地反應產品或製程的成
本，並提供企業管理者獲得最佳的預測資訊，
做出最好的規劃決策，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並能持續獲利。

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 1996 年發表
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企業朝向永續發展所應
致力的努力方向，最理想次序為：環境會計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 環 境 指 標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環境管理系統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環境稽
核 (Environmental Auditing) 、 環 境 報 告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 認 證
(Verification) ， 以 及 環 境 標 竿 比 較
(Environmental Benchmarking)等。其中環境成
本被列為最重要的項目，其原因乃在於正確
的環境成本資訊，可以協助企業或工廠改善
其環境績效、控制成本、評估清潔生產或污
染防治設備或技術的投資，並發展改善出更
符合環保及清潔生產理念的製程和產品，以
提供有關產品結構、產品維持(retention)和產
品定價策略等相關有用資訊供決策者參考。
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生態效益指標之評估

「生態效益」(eoc-efficiency)的理念，是
由「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於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
中 所 提 出 。 Eco-efficiency 一 字 ， 係 由
economical 及 ecological 兩字之字首，與
efficiency 一字組合而成，原意含有兼顧經濟
與生態兩方面效益之意。WBCSD 對於生態效
益的定義為：「生態效益的達成，須在提供價
格具有競爭力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人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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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高生活品質的同時，在商品和服務的
整個生命週期內將其對環境的衝擊及天然資
源的耗用，逐漸減少到地球能負荷的程度。」

而為了協助企業評估與改善其生態效
益，WBCSD (2000)已發展出一套可以量測公
司生態效益生產與服務的績效之指標系統。這
套指標的選用基於 8 項原則，目的是為了確保
他們都具有科學的可支持性、環境相關、精確
並且對於全球的企業都是有用。其最終目標是
希望能透過監測透明的、可驗證的，以及對於
企業經理人及公司外部的利害相關者均有意
義的指標，來達到改善企業績效的目的。量測
生態效益的指標共分成一般適用(generally 
applicable)與企業特定(business specific)兩
類，分別簡述如下：

一般適用指標，可以適用於所有的企
業。每一個一般適用的指標，均是與全球環境
的顧慮或企業的價值有關，並且其量測的方法
已經被普遍的接受。所有其他的不符合以上提
到之準則的指標，則被定義為企業特定指標，
意謂它們會因企業或行業的不同而有差異，因
此由企業或行業個別定義。一個公司的生態效
益績效，是同時會包括這兩類指標的。

根據生態效益的公式，這兩類的指標結
合了經濟與生態兩個面向，並用以表示產品或
服務價值與環境衝擊的關係。其表示為

對環境的衝擊
產品或服務的價值

生態效益 =

環境的衝擊，包含了產品或服務在創造、消費
以及使用時的各個層面。
一般適用指標在產品/服務價值，可以用：

• 貨品或服務產生或提供給消費者
的數量

• 淨銷售額
• 附加價值

與產品/服務之創造有關的環境衝擊，包括了：
• 能源的消耗
• 原料的消耗
• 水的消耗
• 溫室氣體的排放
• 臭氧層破壞物質的排放

而產品或服務在使用時的環境衝擊，目前尚未
定義出來，未來將會視其發展進度納入之。

由於國際間已經有無數個企業，因採行
生態效益的理念，在致力於提昇環境績效的同
時，而獲致經濟績效與競爭力提昇的實例。因
此透過此一指標的評估，企業即可得知其生態
效益的良窳，以及應改善之處。

二、計畫目的：
針對以上的分析，本計畫的目標為：發展一套

具有以下三個主要功能的企業環境管理資訊
系統：
1. 協助企業管理其環境、安全與健康

(ES&H)相關資料，並具備能支援決策功
能 的 環 境 資 料 倉 儲 系 統 (data 
warehouse)；

2. 透過辨識、追蹤與評估公司活動之環境
成本(特別是辨識出不在傳統財務報表
上之隱藏性環境成本)，將公司環境相關
之投資與效益做一完整的呈現，以協助
公司之經營決策；

3. 發展可以評估企業生產與服務績效之生
態效益指標評估工具，協助企業改善其
環境績效。

三、結果與討論

如前所言，環境成本一般分成內部成本
和外部成本，內部環境成本是公司已付出與環
境相關的成本，這些成本長期以來被隱藏在其
他各種不同的項目之下，應該經由會計管理原
則將其歸納於相關的製程或產品，以了解其真
實的成本。本計畫將以生命週期成本(LCC)的
方法為基礎，透過活動基礎的成本管理
(activity-based cost management, ABCM)來協
助企業了解與環境相關的成本與效益之全
貌；並會以日本環境廳最新發展出來的一套簡
單且清楚的環境會計系統為藍本，加以修正使
之能適合國內企業，以矯正過去企業分攤處理
不當之成本會計系統，將企業原本應有之環境
成本原貌還原出來。此一環境會計系統的共分
成六大項及三十八個小項目。此外，生態效益
的指標架構也已經整合在系統中，使企業對可
行性方案之分析架構，有更充分的掌握了解，
以作為決策的參考。
而未來發展出之一個包含在資訊系統之環境
成本的整體架構及程序將有如圖四所示：

圖四、本資訊系統環境成本會計架構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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