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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訂定、引用及修訂指引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使同一種類型、功能之產品（包

括商品或服務），於計算碳足跡排放量時能有相同之盤查範疇與計算

依據，要求業者應採行適用之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以下簡稱產

品類別規則）；且為使產品類別規則訂定、引用及修訂作業有所依循，

特訂定本指引。 

二、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訂定、引用及修訂得由該項商品製造商、提供該類

服務業者或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政府機關（構），

針對該項類別商品或服務之共通特性，整合業者意見而擬訂。產品類

別規則提供該項商品製造商或該類服務業者於計算產品碳足跡時，作

為界定系統界限範疇和數據計算之依據。 

業者於計算產品碳足跡時，亦得引用經本署公告認可之我國第三類環

境宣告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並透過增訂「引用我國第三類環境宣告產

品類別規則申請碳標籤之要求文件」（以下簡稱引用要求文件）方式，

界定系統界限範疇及計算數據。 

三、 本指引協助商品製造商、服務業者或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

商）會、政府機關（構），透過標準化與程序化之制定程序，完成產

品類別規則文件；本署針對所提送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依照指引相

關要求進行審議作業。 

四、 本指引用詞定義： 

（一） 計畫主持人：訂定、引用及修訂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文件時，負

責主導執行、協調及修正文件內容之人員。 

（二） 利害相關者：對產品系統的環境績效或生命週期評估結果關切，

或受其影響之個人或團體；包括客戶、供應商、相同產品製造商

或服務業者、該類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環保

團體及專家學者。 

五、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應包含並明確陳述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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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資訊 

1.1適用產品類別（包含指定商品分類號列或行業標準分類編碼） 

1.2有效期限 

1.3計畫主持人 

1.4訂定單位 

（二） 產品敘述 

2.1 產品機能 

2.2 特性敘述 

（三） 產品組成 

（四） 功能單位 

（五） 系統界限 

5.1 生命週期流程圖 

-原料取得階段 

-製造階段 

-配送銷售階段 

-使用階段 

-廢棄處理階段 

5.2 不同界限設定時之規格 

（六） 切斷規則 

（七） 分配規則 

（八） 單位 

（九） 計算規則與數據品質要求事項 

（十） 宣告資訊 

10.1 標籤形式、位置與大小 

10.2 額外資訊 

（十一） 名詞解釋 

（十二） 磋商意見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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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參考文獻 

六、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訂定流程如下： 

（一） 初始階段：依照產品特性並援引相關規範，確認現有產品類別規

則文件之適用性，擬定產品適用範圍及填寫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基

本資料表，送本署確認是否需要訂定；倘需要訂定，本署將給予

文件登錄編號。 

（二） 準備階段：依初始階段審查結果組成研擬小組，並著手研擬產品

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一）版，並依本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

十四日以上，供利害相關者審閱。 

（三） 磋商階段：邀集利害相關團體、對象及三人以上專家學者（其中

至少一位須具生命週期評估與溫室氣體查驗相關技術資歷或經

驗）召開研商會議，並參酌各方意見研擬草案（二）版，並依本

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 

（四） 完成階段：備妥相關資料後，送本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審議會

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審查，並列席會議；於文件審查

通過後由本署公告於網路平台。 

七、 引用要求文件訂定流程如下： 

（一） 初始階段：依照產品特性引用經本署所公告認可之我國第三類環

境宣告產品類別規則文件，指派訂定引用要求文件之計畫主持人，

成立研擬小組，並界定利害相關團體及對象。 

（二） 準備階段：向本署委託之執行單位取得文件登錄編號；研擬引用

要求文件草案（一）版，並依本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七日

以上，供利害相關者審閱。 

（三） 磋商階段：邀集利害相關團體、對象及三人以上專家學者（其中

至少一位須具生命週期評估與溫室氣體查驗相關技術資歷或經

驗）召開研商會議，並參酌各方意見研擬草案（二）版，並依本

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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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階段：備妥相關資料後，送本署工作小組審查，並列席會議；

於文件審查通過後由本署公告於網路平台。 

八、 文件計畫主持人或利害相關者得對本署公告實施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及引用要求文件提出修正建議，本署亦得委託文件訂定單位、商品製

造商、提供該類服務業者、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

政府機關（構）或執行單位進行前開文件檢討。 

前項修正建議或檢討結果倘涉及修訂產品碳足跡盤查計算範疇、數據

品質要求及產品適用範圍等內容，提出修正建議者須先提出文件修訂

基本資料表送本署工作小組確認是否需要修正，倘需要修正，則依下

列流程進行修訂： 

（一） 準備階段：組成研擬小組並著手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一）

版，並依本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十四日以上，供利害相關

者審閱。 

（二） 磋商階段：邀集利害相關團體、對象及三人以上專家學者（其中

至少一位須具生命週期評估與溫室氣體查驗相關技術資歷或經

驗）召開研商會議，並參酌各方意見研擬草案（二）版，並依本

署規定之網際網路方式預告。 

（三） 完成階段：備妥相關資料後，送本署工作小組審查，並列席會議；

於文件審查通過後由本署公告於網路平台。 

倘第一項之修正建議或檢討結果未涉及修訂產品碳足跡盤查計算範疇、

數據品質要求及產品適用範圍等內容，修訂者僅需將修正後文件送本署

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後由本署公告於網路平台。 

九、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之商品製造商、服務業者、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

公（協、商）會或政府機關（構），須先依本指引第五點至第八點取

得文件登錄編號及完成產品類別規則文件或引用要求文件草案後，再

向執行單位提出文件完備性檢核。並應於取得文件登錄編號後六個月

內完成文件擬定，及提出文件完備性檢核；未於期限內完成擬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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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得取消其擬定資格。 

十、 經執行單位檢核完成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或引用要求文件草案，由執

行單位提送至本署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審查所公告之文件，應作為同

一類型、功能產品計算碳足跡時之依據，並為該類產品申請碳足跡標

籤時所援引之規則。 

十一、 經本署公告實施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及引用要求文件，在有效期即

將屆滿前六個月，本署於網路平台公告該文件有效期即將屆滿之資

訊，並主動通知文件原訂定單位，辦理文件展延並進行修訂，由訂

定單位與其利害相關者研商修正意見，再依本指引第八點之修訂流

程辦理修正；如無相關修正意見，則由本署委託之執行單位協助檢

視文件內容後，辦理文件展延或公告修正。 

文件原訂定單位及利害相關者無主持修正之意願，由本署指派訂定

單位辦理文件展延，每次擔任期限最長為五年；期間若有業者引用

此文件向本署提出碳標籤申請，且有意願擔任訂定單位，並經本署

同意者，此文件訂定單位改由該業者擔任之。 

第二項展延期間內，該文件已無產品適用，則該文件經本署工作小

組同意後，不再進行展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