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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認證結果分成基本、銀、金、白金四個等級，目

前全球約有400種產品通過認證，大部份都是銀級，

最多僅達到金級，可見其困難度。

其中，比較知名的範例有AVEDA美容化妝產品、

Desso地毯，它們的生產流程正好分別代表生物循環

與工業循環，也是消費性產品與服務性產品的表徵，

張雅茹解釋，材料選用必須重視「安全性」和「可循

環性」，進入生物循環的原物料，可直接成為提供其

廠商名稱：Ahrend

產品名稱：Ahrend 500 Bench

國家：荷蘭

C2C認證等級：銀

■  今年3月，在柏林的搖籃到搖籃節上，Ahrend因其

長期邁向搖籃到搖籃的努力而獲得「搖籃到搖籃企

業」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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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驗可以交流但很難複製，各企業如何開始C2C

以及怎麼做，需要和供應鏈共同討論，有些供應商

會擔心因此洩漏營運秘密，不過，張雅茹解釋，最

重要的就是「透明化」，也就是告知採用及未採用

哪些化學品及材料即可，而毋須揭露配方，有必要

的話也可簽訂保密協定。企業自主性地將產品資訊

透明化，已是如今許多國際大廠建立消費者對於品

牌信心及忠誠度的有效方法。

「像電子產品或汽車的供應鏈很長，企業要投入

C2C可能會感到千頭萬緒，但在邁向C2C起始總要設

定一個目標，好比使用ABC-X等級評鑑物質成分，

它運用紅綠燈的概念，將材料分為四個安全等級，

A和B屬Green，意味使用這種材料是安全的；C屬

Yellow，代表存有某些負面影響，建議及早替換為

Green區塊的材料；X則屬Red，無論對人或環境絕對

有害，必須禁用；若是目前尚無法定義的材料，會被

歸類在Gray，有待將來驗證。若企業盤查到有使用red

區塊的材料，不妨可先從拿掉它（們），並尋找其他

替代品開始著手。」何凱婷補充說明：「很多企業可

能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採購了什麼，更無從確認產品

自身的品質及安全性，而投入C2C是一個釐清的好機

會，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展現。特別是有品牌的大廠

對於供應鏈會有較大的影響力，若他們有心，相信推

廣起來更事半功倍，因此MIT的產品會是我們努力的

重點。」

目前張雅茹正與本土產業合作，進行三項產品導

入C2C的工作，努力克服跟供應商蒐集資料的瓶頸，

明年可望開花結果；白欣平則忙於交流平台和策略

聯盟相關事宜，包括：建構C2C推廣的網站，今年應

能上線，以及邀請產官學研各界籌備「臺灣搖籃到

搖籃策略聯盟」，藉以溝通分享，同時與國際社群

連結，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何凱婷強調：「好的設

計就像大自然，沒有浪費這回事！」鑑於資源永續

與零廢棄已為時勢所趨，無論企業處於供應鏈的哪

一個環節，都無可迴避，與其被迫淘汰，不如及早

因應，提升競爭力。

■  今年4月26日，Michael Braungart教授於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進行的「紡織業無限商機：搖籃到搖籃趨勢及國際成功案例」工作坊

中，以互動式演講，解析C2C設計理念、國際環保趨勢與企業案例。該工作坊由紡拓會、德商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公司主辦，紡織

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協辦

■  使用ABC-X等級評鑑物質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