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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前20年，台灣扣件產業面臨外部環境的快速改變，從天災(例如: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泰國水災事件等)到人
禍(例如:2008年金融風暴、2018中美貿易大戰等)，無論是正向影響還是負向影響都對於台灣的扣件產業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而其中唯一是由台灣內部因素所造成的扣件供應鏈斷鏈事件，是由2013年發生日月光違規排放廢水案所引爆，日月光廢水
排放造成後勁溪汙染事件使政府環保單位承受巨大社會輿論壓力，開始積極稽查工廠廢水排放，2014年初效應擴大至台灣
扣件產業，共計有2家螺絲螺帽廠以及近10家表面處理廠陸續遭停工處分，造成扣件供應鏈中電鍍製程的價格大漲2至3成，
整體產品交期延後2到3個月，致使台灣扣件產業面臨供應鏈斷鏈危機，稱為「台灣扣件產業電鍍危機」，這個危機事件除造
成當時扣件產業無法準時交貨之外，也對於台灣扣件產業在環境保護議題的國際形象大幅下降，也因此台灣扣件產業開始

真正重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開始努力面對環境影響與生產廢棄物管理的問題。

台灣扣件產業面對環境保護的最佳策略

落實I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 
文 / 宋文龍  博士

目前台灣扣件產業最困擾的

環保問題應該是「廢氣」與「廢

液」之處理，扣件產業廢氣產生

主要在機械加工、熱處理、電鍍、

塗裝等製程，以螺絲製程為主，

在打頭及輾牙的過程中，因快速

磨擦產生油霧，在熱處理製程中

主要的空氣污染物是淬火時所產

生的油煙，在電鍍製程就包含酸

洗及電鍍作業，會產生微酸氣體

排放。所謂扣件產業的廢液主要

包含廢酸和廢水，其中廢酸大多

來自利用鹽酸將線材表面氧化鐵

皮膜去除之酸洗作業，而多數抽

線廠都有設置廢酸處理廠自行處

理，少數則委託處理。根據中鋼公

司調查，目前廢酸處理容量已足

以滿足產業需求，不需再新建廢

酸處理廠，至於扣件製程中產生的少量廢酸，目前處理方式多

以酸鹼中和法變成廢水及汙泥，廢水併入製程廢水處理，汙泥

則視為事業廢棄物處理。在扣件產業中廢水產生最大來源則

是電鍍處理製程，電鍍是扣件生產必要製程之一，至少有將

近80%左右的扣件需要經過電鍍處理，電鍍所產生的廢水，
若是位於工業區內的扣件業者，是以管線輸送至工業區內污

水處理廠集中處理，而非工業區內的業者就必須自備污水處

理系統，以達到環保單位的排放標準。依據資料顯示估計電

鍍1公噸扣件將產生3~4公噸的廢水，目前處理扣件產業電鍍
的業者處理廢水方式一般是採取pH酸鹼度調整、氧化還原、
化學混凝、以及沉澱等物化處理去除廢水中管制重金屬、油

脂、化學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 簡稱COD)，為達
到現行政府要求的 COD<100 mg/L 之放流水標準，大多數電
鍍業者均是將廢水進行常規的化學處理後就直接流放，而當

無法達到環保標準時，就用大量的乾淨水做稀釋後再排出。

在「台灣扣件產業電鍍危機」之後在用水成本考量之下，台灣

扣件業者開始有回收廢水再使用之概念，無論是廠商或是加

工區，都開始增加設備做環境汙染防治以及水再回收處理的

改善措施，但是再好的設備也必須有好的環境管理系統，以

確保環境目標、設備操作、人員管理、檢測等項目實施的有效

性，環顧目前能針對上述「廢氣」與「廢液」的有效管理的工

具，筆者首推「I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

ISO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

I S O14 0 0 1環境管理系
統(Environmental Manage-
men t  Sys t em s ,  簡稱E MS)
國際標準，是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簡稱ISO)
最廣泛使用的標準之一，在台

灣扣件產業使用數量僅次於

ISO9001品質系統，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國際標準第一

版於1996年公布，第二版於
2004年公布，最新ISO14001-
2015版於2015年公布實施。取
得ISO14001-2015品質系統認
證，將能避免遭受國際交易條

件限制或貿易障礙，尤其ISO14001是在國際貿易中國際
公認的認證標章，將能有效協助台灣扣件產業開拓國

際市場。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能提供環境管理資訊給最
高管理階層，以建立長期的環境管理有效資訊，並創造

對永續發展做出貢獻與努力。並且，藉由預防與減緩負

面的環境衝擊，減輕公司對於環境情況所產生的負面

效應，ISO14001-2015環境管理系統協助公司滿足環境
保護的義務、增強環境努力的績效。同時，藉由使用生

命週期(life cycle)觀點控制或影響組織的產品與服務其
設計、製造、分配、消耗與處置之方式，免於產品在生

命週期內不預期的轉移至別處，生命週期是指從自然資

源取得或生產的原物料至最終處置，有關產品(或服務)
系統中連續與相互連結的期程，包括原物料取得，從產

品設計、生產、出出、貨、使用、生命終結處理及最終處

置。ISO14001-2015新增加對風險評估是考量任何現存
控制措施的結果，評估因危害而造成的風險與決定此

風險是否為可接受的整個過程，不只是要求鑑別重大環

境考量面，還必須評估現存控制環境管理措施的有效

性，ISO14001-2015將風險思考加入環境管理系統中，將
風險管理列入在日常環境管理之內，以期能預知環境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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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偵測環境風險、規避環境風險、面對環境風險、處理環境風險，將環境風

險對於企業的影響降至最低。

ISO14001-2015遵循一個共同的高階結構（High Level Structure, 簡稱
HLS），HLS高階結構是對 ISO 管理系統標準的架構要求（Annex SL），未來
所有 ISO 技術委員會制定的管理系統標準必須依照 Annex SL的指示，Annex 
SL將為所有新版與修訂版的 ISO 管理系統標準定義統一架構，要求所有的 
ISO 管理系統標準包括ISO9000(品質管理系統)、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
ISO17000(合格評估管理系統)、ISO22000(食物安全管理系統)、ISO27000(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等，有相同的基本用語與核心定義及一致的架構與編碼，使
系統間的整合更有效率。

對台灣扣件產業的建議

台灣扣件產業一直以來是台灣重要的工業基礎，無論內銷或外銷都為台

灣經濟貿易提供巨大的貢獻，對於台灣工業也是居功甚偉，雖然面對大陸及東

南亞低價扣件的強力競爭，台灣扣件產業還是順利走過全球金融海嘯、渡過

電鍍污染危機，靠著緊密連接的產業供應練，雖然歷經磨難，卻更能使台灣扣

件產業邁向成長、趨於茁壯。事實上，台灣原材料及電鍍成本遠高於競爭對手

約2成左右，一般性低價扣件產品已經失去市場競爭力，而後續東南亞(例如:越
南、泰國)等國家的崛起，勢必會再次衝擊台灣的扣件產業，台灣扣件產業面臨
不得不進步的壓力。

在「台灣扣件產業電鍍危機」受罰的廠商中，其實不乏有拿到ISO14000認
證標章的廠商，這個問題以筆者多年自身輔導或稽核扣件產業執行ISO品質系
統或環境管理系統經驗，部份台灣業者僅以申請ISO認證為手段而非以提升公
司的品質系統或環境管理系統為目地，公司內僅少數人員負責整理系統文件

來應付第三方品質稽核人員，長久以來從不會因為內部或外部因素執行矯正

措施，修改程序書與標準文件，文件版本永遠是第0版，筆者稱之為「萬年程序
書」，再再顯示公司經營階層的不重視，品質系統或環境管理系統執行者的應

付心態，如此上下交互掩蓋，從不思考品質、環境問題對企業造成的影響，僅以

ISO證書作為對外廣宣的工具，試問，如此企業如何進步?如何能面對強大的競
爭對手、與激烈的外部環境改變。

企業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來自高層管理者對增進組織績效的渴望，這種

渴望對於其資源的分配與競爭策略的選擇有極高的影響，根據策略選擇觀點，

企業成長的策略模式是多樣化的，公司的成長是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與內部

體質的轉化，將公司內的資源加以有效運用而逐漸茁壯。台灣扣件業者高達

90%以上的產品是外銷到全世界各地，
面對的競爭者是世界各地的扣件生產

廠商，因此，台灣扣件業者要在全世界

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前提是要能建

立並維持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它必須

提供顧客更高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產品

品質與價格之外所能提供的。21世紀對
於環境保護的要求已經是世界認同的

共同價值，新興國家對於工廠生產環境

的要求也是越來越趨嚴格，ISO14001-
2015對於影響環境評估的檢查項目在
環境保護而不止於污染預防，包括材料

的運送、供應商的環境紀錄，產品的包

裝材料對環境的影響，工程的流程與生

產所產生的廢棄物，大環境的狀況空

氣、噪音、土壤等，製程使用過的水、冷

卻水、洗淨水、其他目的用水的處理，也

包括能源的使用，危害物的產生與所產

生危害物的安全管理，這些ISO14001-
2015要求的管制點是包含了所有環境的
影響因素，並且有效的提供因應的措施

與系統的管理。

台灣扣件產業的企業家，在瞬息

萬變的經營環境之中，要能掌握自我優

勢、洞察未來、規避風險、提昇企業經

營的能力。而ISO14001-2015能有效提
昇企業的形象、確保國際市場的競爭優

勢地位，對於公司利益關係人(包括:客
戶、股東、員工、供應商、政府、鄰居等)
表達出「致力維護環境」的企業形象，

甚至能夠節省公司用電、用水、污染防

治的成本，但是，能否有效運用使其產

生真正助益，公司高階經營階層必須親

自與公司全體同仁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