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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100 年度 
「製造業產品碳足跡示範輔導案遴選作業」 

－第二階段技術審查會議 
100.05.10 

一、審查作業流程與評分標準 

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之輔導申請案，即送技術審查委員會進行

第二階段之審查與遴選作業。第二階段遴選審查將邀請專家學者與工

業局代表擔任審查委員（預計為五～七人），辦理審查會議。審查委

員依輔導單位現場簡報與審查評選項目及權重（如附表）進行實質性

審查。 

1. 審查會議起始，先請委員抽籤委員代號，再由工研院（計畫

管理單位）進行 30 分鐘審查原則與相關作業說明。 

2. 簡報抽籤順序依送件申請之輔導單位個別進行，輔導單位於

報到後當場抽籤決定，若逾時未報到，則由工研院代為抽

籤。抽籤後不得變更籤序。輔導單位依籤序進行輔導案簡

報，每案簡報時間為 10 分鐘，簡報完畢後由審查委員提問，

並輔導單位回覆，詢答時採統問統答方式，全部詢答時間為

5 分鐘。惟若同一輔導單位之申請案超過 1 件，得酌減其全

部簡報時間與詢答時間。 

3. 簡報時，輔導單位得視需要邀請受輔導業者進場旁聽與詢答

時回覆問題，每案進場總人數不得超過 4 人(含)。 

4. 待全部簡報完畢後，即由審查委員依「審查評選項目及權重」

之各項評分項目評定分數與名次。 

5. 簡報與現場詢答，應與遴選項目有關；簡報時應以申請計畫

書內容為範圍，且不得藉以更改申請文件內容。 

6. 委員出席人數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時才得以進

行審查會議。審查評定方式以序位法進行，先評分數，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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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超過出席委員之半數委員給予 70 分(含)以上方屬合

格，不合格者不得列入排序。合格者以名次總和最低者為序

位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依序排定順序，如有名次總和

相同者，以得第一名次數較多者為優先順序；如得第一名次

數再相同者，則以評分所得總分數最高者為優先順序；如評

分所得總分數再相同者，則由該同分之輔導單位當場抽籤決

定優先順序，若輔導單位不在場，得在現場審查委員之見證

下，由工研院代為抽出。 

7. 工研院將前述序位結果提送工業局作為選定本年度輔導案之

依據，最終選定結果應以工業局正式函文通知為準。 
 

附表：審查評選項目及權重 

評分項目 評分細項 
計畫書之完整性及

計畫執行預期績效 
(20 分) 

計畫書格式及申請資料內容之正確性 (5 分) 
計畫目標明確性與執行預期績效 (10 分) 
輔導單位對受輔導業者之瞭解程度 (5 分) 

計畫經費及人力編

列之合理性 (15 分) 
政府經費與業者自籌款編列情形 (10 分) 
計畫人力配置 (5 分) 

計畫之可行性與輔

導單位能力 
(40 分) 

輔導單位相關執行經驗與能力 (10 分) 
執行後對產業之重要性、影響性、及推廣性 
(10 分) 
實施方式之可行性 (10 分) 
工作期程規劃之合理性 (10 分) 

受輔導業者基本條

件 
(25 分) 

產業代表性 (5 分) 
（註：「個廠輔導案」以中小企業為優先）  
供應商關聯完整度/代表性 (10 分) 
受輔導業者高層支持 (5 分) 
受輔導業者相關執行經驗與作業配合度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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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選簡報製作重點 

本次遴選技術審查會議採體系、個廠分開辦理，若輔導單位同時

申請體系、個廠示範輔導，遴選簡報不得合併製作。 

遴選簡報內容，可參考前述「審查評選項目及權重」製作，並宜

依體系輔導案、個廠輔導案，加強說明下列重點： 

1. 體系輔導案： 

(1) 如何邀請供應商共同參與、供應商之盤查數據如何應用於

中心廠標的產品之碳足跡計算 

(2) 輔導流程及方法如何配合受輔導業者特性與實際狀況 

(3) 種子人員訓練課程、與時數規劃 

(4) 計算碳足跡所使用之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5) 「預期成果及效益」之績效指標內容與整體績效指標之相

關性、績效指標量化計算方式與說明 

2. 個廠輔導案： 

(1) 個廠輔導案著重於供應鏈單純或能掌握供應商碳足跡數

據者，故應說明如何取得原物料供應商之碳足跡數據？及

如何應用於標的產品之碳足跡計算 

(2) 若標的產品為 B2C，應說明使用端與廢棄端碳足跡計算之

執行方式 

(3) 輔導流程及方法如何配合受輔導業者特性與實際狀況 

(4) 計算碳足跡所使用之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5) 「預期成果及效益」之績效指標內容與整體績效指標之相

關性、績效指標量化計算方式與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