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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主要係出席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簡稱

GEN）辦理之年度會員活動，該組織成立於西元 1994 年，係針對產品與服務生

態標籤之第三方環境績效標籤組織所組成的非營利性協會，我國以財團法人環境

與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環發會）名義參加，為創始會員之一。 

  本次開會重點包括： 

一、掌握全球環保標章與永續生產消費最新動態：本次行程透過參與 GEN 會員

年會，直接與各國代表人員互動，並參與 GEN FAST 工作會，發現環保標章

暨綠色採購於國際間重要性明顯提升。 

二、收集歐盟與聯合國推動之環保標章與永續標章：積極推動永續標章的歐盟，

本次年會提及綠色標章是否應轉型為永續標章之議題。然而，對於如何評估

標章之社會性與經濟性符合度，目前仍然沒有提出公正客觀且具一致性之驗

證標準，此議題仍停留在概念性討論。 

三、評估與外國環保標章重新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本次年會日本及斯里蘭卡與

紐西蘭及印度，分別簽訂相互承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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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消費行為是現代人必有的活動，透過民眾日常消費產生之經濟利益數量驚人，

隨著民眾環保觀念逐漸提升，此一日常活動造成之龐大經濟利益正可用以推動環

境保護。有鑑於此，德國在 1978 年首倡推動產品環保標章（Ecolabelling）的觀念

與制度，期使經由綠色消費行為促使產品製造商減少產品對環境的負荷。這個制

度在近年來相當迅速地被世界各國採用，相關之國際組織包括歐盟政府、聯合國

環境計畫（U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亞洲生產力組織（APO）等，近年

皆大力推動新興國家之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尤其以東南亞之開發中國家為重點

標的。 

本部於改制前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時期，為順應世界趨勢，鼓勵事業單位於

產品之原料取得、製造販賣、使用、及廢棄之產品生命週期過程中，能夠降低環

境之污染及節省資源之消耗，促進廢棄物之減量、減毒及回收，同時喚醒消費者

慎選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產品，以提昇環境品質，特參考德國、日本、加

拿大、北歐、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實施環保標章之經驗，於 81 年 3 月 19 日評

選出以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乾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作為環保標章的圖案，並依法註

冊登記其商標專用權及對外界公告。 

目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已實施環保標章制度，且於 1994 年成立國際性

非營利之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 GEN），目前共有包

含歐盟在內之 27 個正式會員（full member），6 個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6 個

附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 

依據 GEN 組織章程，GEN 之正式會員須為執行 ISO 14024 第一類環保標章

之執行單位，亦即會員須同時進行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之研修，與標章產品之

驗證作業。我國於 1994 年 GEN 成立之時便由我國環保標章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環

境與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環發會）代表參加，為 GEN 之創始會員，我國各相



5 
 

關 單 位 並 曾 多 次 以 GEN 代 表 名 義 ， 參 與 各 項 國 際 活 動 。

 

圖 1 GEN 會員分佈圖 

  GEN 的管理決策權主要在其董事會會議（Board Members Meeting）與年度的

會員大會（GEN Annual General Meeting）。董事會包含主席一人與董事六人，由會

員相互投票選出，主席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董事任期二年，得連選連任，我

國環保標章於 GEN 會員中具有深厚影響力，除我國于寧博士曾任 GEN 董事與主

席外，我國曾主辦二屆 GEN 年會，其中配合我國建國 100 年之 2011 年 GEN 年

會，參與人數更創下歷屆年會參與會員數最高紀錄。 

  我國參與 GEN 之重點在於持續擴展國際合作網路，與提昇我國業者利用此

一網路增加環保產品國際綠色競爭力二大部分。在擴展國際合作網路部分，我國

之優勢在於具有領先技術且我國政府綠色採購成效享譽國際，歷來國際合作成效

與數量亦居全球重要地位，且透過長期密切互動與技術輸出，於全球環保標章組

織佔重要影響力，是全球最早開始研究與實踐環保標章相互承認之會員，我國與

加拿大 Terra Choice 公司簽訂之相互承認協議，為全球首例環保標章相互承認案

例，當時並研擬開發電腦滑鼠與鍵盤兩項共同規格標準，以作為相互承認之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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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貳、出席會議人員及行程 

  本次會議由環境部綜合規劃司科長梁淑婷、薦任技士謝瑞緣，以及財團法人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陳靖原總經理、張耀天研究員（表一），共計 4 人赴印度新德

里參加，出國期間自 113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0 日，行程如表二。 

表一、本次參加會議成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環境部綜合規劃司 科長 梁淑婷 

薦任技士 謝瑞緣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

金會 

總經理 陳靖原 

研究員 張耀天 

表二、出國行程 

日期 內容概要 

113.10.14 啟程，出發並於越南河內機場轉機至印度新德里。 

113.10.15 
1. 參與全球環保標章會員年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AGM）。。 

2. 本次年會大幅度增加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人數，原為 6

人現為 9 人，礙於較具經驗之出席人員包含紐西蘭、瑞典、北

歐及德國標章代表近年陸續退休，衝擊與變化有待觀察。 

3. GEN 今年經費支用較以往更加多元，後續可能增加會員年費，

並可能成為下年度討論議題。 

4. 2025 年 AGM 烏茲別克表示願意辦理，但會後香港又投入爭

取，故 2025 年 AGM 之地點及主辦國尚難確定。 

5. 日本與斯里蘭卡簽訂印表機與事務機之相互承認協議，由日方

協助斯里蘭卡訂定相關標準。我方於電腦類產品極具技術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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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概要 

場優勢，建議可考慮推動類似協議。 

113.10.16 
1. 參加主辦方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辦理 2024 GreenPro 全球峰會。 

2. 印度工業聯合會推出 GreenPro 環保標章，初期係以建材產品

為發證對象，迄今已發證超過 8000 件產品。隨著綠色生產消

費逐漸成為顯學，GreenPro 環保標章亦宣示將範圍擴展至工業

產品與消費產品。 

3. 本次 GreenPro 全球峰會，除聚焦於原有之上述產品類別外，

亦首度推出設施管理服務 GreenPro 標章，進一步擴展驗證範

圍。 

113.10.17 GEN 會員社交日：本日由大會安排參觀泰姬瑪哈陵與紅堡，並於行

程中與各國代表聯誼交流。 

113.10.18 
1. GEN FAST 會員交流。 

2. GEN 秘書處邀請外部顧問公司前來主持討論共同核心規格標

準，共同核心規格標準已研究二十餘年，我國曾積極參與日、

韓、泰、菲之共同核心規格標準計畫，並提出成果，然近十餘

年已停止參與。目前由中、日、韓共同核心規格標準計畫取代。 

3. 近年由烏克蘭接手辦理之共同核心規格標準研究，朝向全球標

章皆適用歐盟標準為共同核心規格標準方向發展，此一趨勢對

包含我國在內之亞洲國家不利，後續發展值得密切觀察。 

4. 我國代表環境與發展基金會陳靖原正研究員已於會議中，強調

應尊重各會員之差異，並實際舉例說明亞洲會員與歐洲會員間

之環境差異。 

113.10.19 返國，由印度起飛。 

113.10.20 於越南胡志明市轉機，抵達臺灣。 

參、會議目的 

長久以來，環境部積極支持環保標章國際交流與國際合作，亦於全球環

保標章組織建立對我國標章制度與政府綠色採購之良好口碑，為持續深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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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良好形象與影響力，本次赴印度參與西元 2024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

織年會之目的包括： 

一、 參與 GEN 會員大會，透過參與 GEN 發展方向討論，維持我國之權益 

與影響力。 

二、 與該組織之會員國進行環保標章推動經驗交流，以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三、 瞭解各國環保標章制度之最新發展，並作為我國後續推動相關制度之參

考。 

四、 掌握聯合國、歐盟等主要國際組織於全球推動環保標章與永續採購之發

展方向與進度，尤其在新興國家之環保標章與政府採購發展現況。 

五、 分享我國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推動經驗，展現我國於相關領域之執行成

果，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肆、會議過程 

2024 年度全球環保標章年會，由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辦理，CII 並於同一時段辦理 2024 GreenPro 全球峰會，推動

印度當地之綠色生產消費，故全體出席之各國 GEN 會員代表，亦撥出一天

時間參訪該峰會活動。 

本次整體活動，包含 10 月 15 日之 GEN 會員大會，10 月 16 日參訪

GreenPro 全球峰會，10 月 17 日參加 GEN 會員社交日，以及 10 月 18 日的

GEN Fast 會員交流討論，以下分別報告各階段活動之重要內容。 

一、 10 月 15 日 全球環保標章組織會員大會 

本年度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年會，於 10 月 15 日全日舉行（圖 2、圖 3），

會議內容除例行性之財務報告，秘書處工作報告、2023 年會議記錄確認外，

本年度較重要之重點包括各任務小組（SUB-COMMITTEE）報告、GEN 未來

發展策略、新會員承認流程修正、GENICES 同行評鑑進度更新、GEN 董事

投票、及 2025 年會地點選擇等事項（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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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EN 任務小組成果報告 

自前一任主席 Bjron Eric 先生起，GEN 開始成立任務小組，由各董事

分配責任領域，針對 GEN 期望發展之各領域進行工作，並於董事會議與會

員大會提出成果報告。 

1. Ecolabel Guide Mobil App 

於本年 度提出之任務 小組成果報告 中， 較具體之 成果在於發展

“Ecolabel guide mobile”。此一任務小組由俄羅斯籍董事 Yulia Gracheva 女

士領導，其主要任務在於提升 GEN 與環保標章制度之對外溝通能力。 

此一 Ecolabel guide mobile 之前身為俄羅斯開發之手機 APP，初始用途

在於結合環保標章產品資料庫、銷售場所資料、與 GPS 地理資訊系統，協

助消費者利用 GPS 之即時定位功能，掌握鄰近地區之標章產品及銷售場所

資料，讓消費者能更方便的執行綠色生活。 

此系統初期由俄羅斯環保標章組織開發，並受到北歐政府支持，或由

於俄羅斯目前擔任 GEN 董事，GEN 亦自 2023 年起投入經費支持。本次擴

充之最主要內容在於納入其他標章系統之資訊，藉此擴大 APP 可以提供之

綠色產品資料庫與市場銷售資訊，提升此 APP 之功能與市場影響力（圖 5），

然而，此點亦恰恰成為本次會議參與者之主要疑慮。 

  

圖 2、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年會 圖 3、與會人員參與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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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GEN 已出資支持此一系統，故與會人員發言時最主要之擔憂在於

該系統如何篩選納入 APP 之標章系統為何? 此舉是否等同 GEN 甚至是所

有會員為納入系統之標章系統及其產品公信力背書，在未經所有會員一致

同意之狀況下，此一作法是否合適? 參與發言之代表亦期望 GEN 董事會與

秘書處能提出如何篩選納入資料庫之標章系統之標準作業程式（SOP）。 

就此議題而言，值得我方參考之處在於此系統之初期架構，透過結合

標章產品資料庫、廠商提供之銷售點、並結合即時 GPS 資訊，可以大幅提

升消費者落實綠生活資便利程度，若能再結合環境部推動之綠色集點系統，

應可對消費者造成有感改變。 

2. GEN 發展策略調整 

為聚焦 GEN 之未來發展方向，發展策略曾經多次於 GEN 會員年會中

以各種不同型式進行討論，並於 2016 年 GEN AGM 正式產生“帶領

（Leading）”、“服務（Serving）”、與“成長（Growing）”三大發展方

向，為 GEN 發展之核心策略，近年之策略發展與重點活動基本上圍繞此策

略進行。 

再經歷多年發展，本次 GEN 發展策小組重新提出  “Community, 

Capability, Credibility （社區、能力、信譽）”等三項指標作為新一代的 GEN

核心目標，這三個詞傳達了不同的核心理念： 

（1） 社區（Community）：指團體或社群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圖 4、CII 主席於 GEN 年會致開幕詞 圖 5、本次發表之“Ecolabel Guid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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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Capability）：指組織或個人的技能和潛力。 

（3） 信譽（Credibility）：指值得信賴和可靠的聲譽或公信力。 

分析以上新核心理念與原本發展策略間之差異，可以發現在最近五年

的會員急速增加期之後，GEN 董事會似乎開始留意內部的會員合作與外部

的公信力提升兩大問題。由於在前一期之核心策略中，“Growing”也就是

增加 GEN 會員數以提升影響力，為最容易量化的指標，所以過去五年間，

GEN 會員數量確實快速增加，幾乎每年都有 2~3 個新興環保標章組織成為

會員，甚至如性質上不屬於第一類環保標章的美國 EPEAT 登錄制度也成為

GEN 會員，引發部分既有會員之不滿。而隨著大批新興標章會員加入，確

實也有可能因此影響 GEN 之公信力，依據本部委託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回

報，該會於代表 GEN 執行 GENICES 同行評鑑過程中，亦確實發現新加入

會員之標章管理系統確實與資深會員產生落差，也確實有部分新加入會員

期望借助 GEN 的會員資格，提升其在當地國之公信力。 

由於我國在環保標章與政府綠色採購領域績效卓著，並為 GEN 之創始

會員，長期於 GEN 組織內扮演技術輸出者，對 GEN 之貢獻遠大於對 GEN

之需求，在新一代的 GEN 核心目標中，應可就 Capability 與 Credibility 兩

大議題發揮影響力。 

本部委託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於相關領域具有 30 年以上之執行經驗，

歷年多次受邀擔任國際研會、研習班、或工作坊之主持人或講師，近年亦

擔任許多國家 GENICES 環保標章同行評鑑之稽核員，廣受各國信賴。若未

來經費許可，應可爭取代表 GEN 進行技術輸出事務，或邀請新興環保標章

組織來台，提供短期之環保標章訓練，提升新進外國環保標章組織之

Capability，進而提升整體 GEN 會員之 Credibility。 

除了實質的技術性效益外，更可於相關過程中提升我國環保標章與新

進 GEN 會員國間之交誼與互信，我國雖為 GEN 之創始會員，早年亦透過

主動辦理亞洲地區環保標章訓練班，及國際環保標章研討會，建立技術領

先地位並鞏固與各國之密切聯繫，然時勢變遷，近年與我國交好之各國環

保標章核心人物密集退休，而我國環保標章與目前新一代之各國代表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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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透過積極支持 GEN 的新核心目標，應有助於維持我國於此一領域之

國際影響力。 

3. ISO 14020 系列標準修正 

由於產品環境資訊在國際綠色貿易或民生綠色消費之重要性日漸提升，

包含產業界在內之各利害相關者對 ISO 14020 系列國際標準之內容亦更加

重視，故近年持續啟動相關 ISO 標準之修正。 

GEN 代表可直接參與 ISO 標準修正討論，目前係指派 TUV 公司之代

表 Mr. Fallight Xu 參與相關活動，依據其本次提出之報告，目前 ISO 組織

已經正式組成 ISO/TC 207/SC 3/WG 11，專門進行 ISO 14024 之改版作業，

該小組之召集人為前任 GEN 主席 Mr. Bjorn-Erik Lonn，已經於 2023~2024

年於英國及瑞典召開過二次實體討論會議，目前預計於 2025 年 11 月公告

新版 ISO 14024 條文。 

相對應之 GEN 任務小組已召開兩次內部會議，本部委託辦環發會現場

參與一場討論，並以書面方式針對另一場提出意見，我方主要反應之意見

在於原標準條文中要求驗證機構應確認合格實驗室之可取得性，然而本次

改版又鼓勵驗證機構接受經全球認證體系認證之所有合格實驗室，如此等

於要求驗證機構掌握全球所有相關實驗室之認證現況，實務上絕無可能。

而第二場會議主要爭執點在於，瑞典 TCO 標章對於新版標準欲提高對廠商

自行出具證據之接受程度，由於我國驗證作業相較大部分國家更為嚴格，

對廠商自我保證或自行管理之接受程度較低，故此一議題之後續發展亦值

得關切。 

4. 共同核心規格標準發展 

我國環發會受 GEN 指派領導 GEN 共同核心規格標準（common core 

criteria, CCC）、與環保標章績效評估等兩項研究。而多年研究之最重要發

現，便是 GEN 會員間因社會、文化、自然環境之差異，造成各國對於驗證

流程有重大差異，一般而言，歐美國家受榮譽制文化影響，較願意接受廠

商自我管理產出之證據，如廠商 SOP、ISO 證書等，而亞洲國家一般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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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第三者測試、第三者稽核報告等。 

以上差異造成亞洲國家標章之查驗成本明顯較高，進而造成亞洲標章

之規格標準通常較為簡單，否則因查驗成本過高而難以維持，是故於推動

GEN CCC 時，尊重各國差異十分重要，否則即使訂定 CCC，亦難以落實執

行。 

近兩年相關業務移交烏克蘭籍董事接手後，整體發展傾向歐洲觀點，

於 2023 年提出之第一版規劃修改為以歐盟環保標章標準為 GEN 共同核心

標準，僅允許各會員進行小幅修正，此一作法對包含我國在內之亞洲會員

非常不利，我方已正式發出說明，明確分析會員差異並指出此一規畫不可

行，目前暫時阻止此一方向繼續發展。 

由於我國環保標章與政府綠色採購關係密切，維持嚴謹之查驗要求確

有必要，故確實難以比照歐美環保標章，訂定全面繁雜之規格標準，故無

論在何項產品類別，若 GEN 仍維持訂定全球性 CCC 之政策，並要求各會

員參與遵循，對我方皆為不利發展。為因應此一趨勢，目前本部委託之環

發會，提出以下兩項建議並傳遞與各會員考量 （附件二）。 

首先，在會員合作層級，我方重新整理過去二十年來，GEN 及各會員

針對 CCC 之發展歷史、目前成果、與遭遇困難。提醒並強調 GEN 應尊重

各會員之環境差異，不應亦不可能以單一全球性共同規格標準，試圖納入

所有會員。於推動 CCC 前，選擇合適之合作夥伴與產品項目為必要之預備

作業，僅有當各合作方具有相近之規格標準架構與驗證流程，才可能成功

開發 CCC 並落實於跨國標章產品驗證，實際發揮 CCC 效用。 

而在全球性標章合作部分，我方建議 GEN 考慮是否針對全球綠色貿易

與抗漂綠需求，發展專攻全球跨國綠色貿易商機，發展 “GEN Certified”

國際型環保標章，並由通過 GENICES 同行評鑑之 GEN 會員負責實際之查

驗作業。我方提出此一建議之理由，在於避免 GEN 試圖影響個別會員運作，

我國環保標章運作成熟且具有獨特性，不需要亦不希望迎合 GEN 發展之全

球一致 CCC。但是我國為出口導向國家，我國綠色產品業者確實有爭取國

際綠色貿易商機之壓力，若 GEN 能發展專攻跨國企業與大型國際採購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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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全球性環保標章，我國標章業者可透過申請此單一標章爭取各國之綠

色貿易與綠色採購商機，無須逐一申請各目標市場之綠色標章或驗證，大

幅減低時間與資源消耗，又可提升綠色競爭力。而我國為 GENICES 領先

國，若此事能成，有把握爭取到驗證機構資格，又可降低我國業者之驗證

成本。 

我方提出此一構想後，目前接獲澳洲、新加坡、與烏克蘭代表之正面

反應，其中新加坡與烏克蘭代表皆為新任 GEN 董事，將於 GEN 董事會及

其他國際會議，繼續相關討論。 

（二）、GEN2024 及未來發展： 

如前段所述，現任印度籍主席 Mr. Giri，自 2023 年起便期望重新定義

GEN 之發展策略，亦於本年度提出“Community, Capability, Credibility ”等三

項指標作為新一代的 GEN 核心目標。 

為 推 動 新 一 代 核 心 目 標 ， GEN 秘 書 處 初 步 提 出 各 核 心 目 標 之

2024~2025 推動重點，在 Credibility 項目，重點策略在於提升 GEN 會員之

技術能力及公信力，進一步提升第一類環保標章於全球利害相關者間之地

位，指標項目包括： 

1. GENICES 機制改版 

GENICES 全球一致性環保標章架構，為我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提出之

架構，主要包括透過會員間之同行評鑑，與發展共同核心標準，協助會員

提升彼此間之了解、建立合作信心、並消除標章產品跨國相互承認之障礙。 

歷經多年發展，目前通過 GENICES 同行評鑑，證明系統運作符合 ISO 

14024 國際標準，已經成為取得 GEN 正式會員資格之必要條件。 

本次秘書處提出之改版意見，主要在於加強 GENICES 同行評鑑之篩

選性，近年 GENICES 同行評鑑，除我國曾針對印尼標章組織要求具體補件

內容，導致其未通過評鑑外，幾乎未有任何不通過案例，亦造成董事會多

次討論是否應加強其鑑別力，本次討論內容仍環繞此一議題，另外亦討論

是否需要另行聘用獨立第三方執行此評鑑，而非繼續由 GEN 董事或前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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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執行評鑑。 

2. 環境衝擊評估研究 

為具體凸顯第一類環保標章產品可以產生之環境效益，標章產品之環

境衝擊評估研究重要性急遽提升，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執行之 One 

Planet 計畫亦將重心投入此一領域。 

我國於此一領域投入甚早，並於 GEN 歷次年會中多次就此議題提出報

告，UNEP 之代表亦因此前來邀請我國於 UNEP One Planet 計畫線上研討會

擔任講者分享經驗，惜因我國非聯合國會員，此一規劃於公告後臨時取消。 

然為凸顯我國於此一領域之研究成果，並與其他標章組織分享，目前

環發會正與德國環境部代表，共同推動於明年初由 GEN 召開線上研討會，

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會員內部之交流討論，並收集國際間是否有其他可資參

考運用之標章產品環境效益評估方式。 

3. 加強治理（Governance） 

由於國際間對具公信力產品環境資訊需求正殷，故提升 GEN 會員之治

理，加強公信力並避免失誤益發重要，GEN 秘書處亦將以改版 GENICES

架構為起點，協助各會員提升標章治理，作為提升第一類環保標章公信力

之重要途徑。 

在 Capability 部分，GEN 秘書處提出之主要策略包含以下兩項： 

（1） Common core criteria：GEN 秘書處認為透過開發共同核心標準，

可以提升各會員採取一致性行動，發揮 GEN 作為全球最大環保

標章組織之特殊價值，並且提升第一類環保標章之全球影響力，

由於此一議題頗為複雜，且於本報告中多次出現，故集中於討

論共同核心標準之章節統一說明，於此不再贅述。 

（2） Support to emerge ecolabels-Latin America/SE Asia：近年扶持新興

之第一類環保標章，確實為 GEN 投入相當資源，並頗有斬獲之

領域，此點由近年 GEN 會員大增可以得到證明。近年之推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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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主要在於拉丁美洲及東南亞。拉丁美洲之計畫主要配合聯合

國環境署 One Planet 計畫，於拉丁美洲扶持五個新興環保標章

組織，該計畫主要由巴西環保標章組織負責組織協調，由於我

方與巴西環保標章組織素有合作交誼，故有時亦提供資料與經

驗交流，然而該計畫為聯合國出資，我國人員難有正式參與機

會。 

而東南亞推動計畫，則由德國 GIZ 組織協調執行，同樣於東南

亞地區扶持五個新興環保標章組織。由於沒有聯合國會員限制，

而我國人員與德國 GIZ 組織有多次合作經驗，該計畫於 2023 年

舉辦之全體工作會議，亦邀請我國派員前往擔任講師，講授環

保標章資料庫，與政府綠色採購相關議題，後續仍將持續支持

該計畫推動。 

至於 Community 項目，主要核心集中於溝通，期望外界認知 GEN 是

第一類環保標章的最重要組織，目前提出之核心要點包括： 

（1） Focus on expanding awareness of GEN to global government agencies:

因應國際綠色貿易需求，GEN 重新釐清應集中火力於重點機構，

否則會員、市場眾多，臂多力分將難以在任何一個領域達成有

感效果。考量環保標章為經濟性環境保護工具，市場影響力之

大小將決定推動措施投入之效益，故秘書處建議先針對重要之

全球性政府組織單位進行推動，使對方了解 GEN 及會員提供具

公信力之產品環保性資訊驗證，各國際機構可優先以經驗證之

第一類環保標章作為綠色產品之鑑別工具，大幅節省國際買方

選擇綠色產品之困難與成本，同時對抗漂綠。 

（2） Ecolabel app：此點於對外溝通小組報告時已經提及，本報告亦已

經進行討論，在此不再贅述。然而，相關作業對我方並無實質助

益，亦難以運用其成果，僅能作為觀念參考標的。 

（三）、新會員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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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雖有組織向 GEN 提出入會申請，但經過 GEN 董事會之預先評

估討論，各組織皆未能提出完整之入會評估資料，故本年度董事會不向大

會提出新會員承認建議，本年度 GEN 年會並未承認任何新增會員。 

此外，由於本次欲申請加入之新會員組織甚至並未派員參與年會，各

會員無法了解其實際狀況並進行互動，即使投票亦缺乏客觀之判斷依據，

故亦決議 GEN 董事會與秘書處，應針對會員承認規則與流程，訂定更明確

之規範。 

（四）、GENICES 同行評鑑進度更新 

GENICES 同行評鑑與複評，已經成為 GEN 例行作業中之重點。於 2024

年 GEN 共計執行韓國、馬來西亞、巴西、俄羅斯等四個會員之 GENICES

評鑑，其中韓國、馬來西亞、巴西等三國之評鑑皆由我國環發會執行，前述

四國代表皆於本次年會中獲頒 GENICES 證書。 

我方之所以積極爭取代表執行 GENICES 同行評鑑，主要是為了運用

GEN 資源，維持並新建我國環保標章與外國環保標章間之交流管道，透過

執行 GENICES 評鑑，一方面可以取得對方所有作業程序與必要紀錄，再透

過評鑑過程之書面與當面互動，確實掌握對方之標章執行方式，進而學習

對方優點。 

此外，執行 GENICES 提供了很好的雙方互動管道，透過交流與評鑑，

可以結識對方標章人員，並建立基礎交誼，若條件合適，亦可探尋進行後

續國際合作之可能性。然而，本次 GEN 年會考慮未來將委託獨立之專業驗

證公司執行此一任務，後續是否仍有此類機會，實難評估。 

（五）、董事投票 

本屆年會於 GEN 組織結構之最大改變，便在於大幅度增加了 GEN 董

事的人數，董事會由原來的主席一人董事六人，提升至主席一人董事八人。

本次秘書處提出增加董事人數建議之最主要原因，在於 GEN 會員由二十餘

個增加到三十九個，會員數量增加將近四成，且近年 GEN 擬進行之研究與

工作數量亦明顯提升，各任務小組（sub committee）之負擔亦加重，原本之



18 
 

董事可能分身乏術，故有增加董事人數之必要。 

對於此一改變，我方原則支持，僅於會議討論中確認 GEN 章程已進行

必要之修正，目前 GEN 網頁公告之 GEN 章程，仍限制董事會人數為七人，

尚未更換為修正後之新版章程。 

然而，綜觀目前之 GEN 董事會人選，僅有俄羅斯籍 Yulia Gracheva 女

士較具經驗，其餘擔任董事最資深者亦僅二年，甚至主席本身參與 GEN 資

歷亦相當有限，未來 GEN 董事會之功能與發展方向值得持續觀察，並留意

維護我國權益。 

（六）、相互承認協議簽訂 

由於綠色貿易重要性提升，且抗漂綠逐漸受到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重

視，第一類環保標章之國際重要性提升，會員間之相互合作與相互承認再

次成為顯學。日本與斯里蘭卡於本次年會正式簽訂印表機與事務機之相互

承認協議，由日方協助斯里蘭卡訂定相關標準，並推動相互承認。 

依據我國於 2020 GEN AGM 提出之研究報告，目前所有 GEN 會員中，

最積極進行相互承認之會員為日本與我國，而日本之實際成效數量又為我

國之二十倍左右。依我方與日方協商相互承認之經驗，日本環保標章推動

此一工作之最主要目的，在於為日本綠色產品爭取外銷機會，故其相互承

認項目始終集中於事務機器與影像設備，背後亦受到日本事務機協會

（JBMIA）之激勵與支持，日方亦因此對相互承認之驗證過程提供相當大

之彈性，可以因應夥伴國之需求，大幅度調整驗證作業之手法與要求，故

可以達成良好的績效。 

與日方相較，我方於電腦類產品同樣具有技術與市場優勢，具有相同

甚至更好的國際合作推動條件，唯一較困難之部分在於我方標章驗證嚴謹，

或許無法比照日方之驗證作業彈性。經初步了解日本與斯里蘭卡之協議後，

由於我方代表曾執行斯里蘭卡之 GENICES 評鑑，又曾於 2023 年曼谷工作

討論會中對斯里蘭卡人員進行講習，雙方相對熟悉且具有一定程度互信，

故直接於年會中當面洽詢對方之合作意願，並得到相當正面的答覆，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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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許可，後續可考慮協助斯里蘭卡訂定電腦類產品之規格標準，並推動類

似協議。 

（七）、2025 年會地點選擇 

由於本次年會前無人主動爭取辦理 2025 年 AGM，董事會原本考慮以

線上方式辦理，然會議討論中烏茲別克表示願意辦理，故大會決議 2025 年

GEN AGM 於烏茲別克共和國召開。 

然而，會後香港代表當面向我方表示，將投入爭取主辦 2025 年 GEN 

AGM，此事已有前例，2014 年 GEN AGM 亦曾決議於加拿大辦理 2015 年

度年會，然經香港環保標章會後爭取，最終又移至香港辦理，故 2025 年

GEN AGM 地點尚難確定。 

二、 10 月 16 日上午參加主辦方 2024 GreenPro 全球峰會 

本年度之環保標章年會係由執行 Green Pro 環保標章之印度工業聯合

會（CII）辦理，於年會期間亦參考往例，結合辦理 2024 GreenPro 全球峰會

相關活動（圖 6），本次全球峰會，主要著重於印度內部溝通，與 GreenPro

標章之成果展現（附件三）。 

  

圖 6、2024 GreenPro 全球峰會 圖 7、與會人員參加 2024 GreenPro 全

球峰會 

印度工業聯合會（CII）致力於創造並維持一個有利於印度發展的環境，

通過與工業界、政府及公民社會的諮詢和協作過程合作推動發展。 

CII 是一家非政府、非營利、由業界領導和管理的組織，擁有超過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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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來自私營和公營部門的會員，其中包括中小企業（SME）和跨國公司

（MNC），以及來自 294 個全國和地區行業協會的超過 30 萬間企業的間

接會員。 

CII 在印度設有 62 個辦事處（包括 10 個卓越中心），並在澳大利亞、

埃及、德國、印尼、新加坡、阿聯酋、英國和美國設有 8 個海外辦事處。

此外，CII 與來自 133 個國家的 394 家對口機構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成

為印度工業和國際商界的參考點。 

GreenPro 是遵循 ISO 14024 國際標準之第一類環保標章（Type 1 

Ecolabel），初期之任務主要在於幫助建築和製造行業的終端用戶選擇永續

的產品、材料和技術，以減少建築物和工廠在建造、運營和維護過程中的

環境影響。隨著 GreenPro 標章竹店打開市場，CII 已經預告將逐步進入工

業與家用產品市場。 

依據本部委辦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回報，與絕大部分 GEN 會員標章相

較，GreenPro 標章最獨特之處便在於其規格標準制定方式與驗證標準。一

般第一類環保標章，依據 ISO 14024 標準，應先就產品之全生命週期與綜

合環境考量項目，篩選生命週期與環境衝擊之熱點，然後針對熱點訂定規

格標準要求事項，再針對相關要求執行符合性評鑑。然而，GreenPro 標章

之規格標準，係基於全面的產品生命週期，就所有相關之階段與環境衝擊

項目進行評分，以其總分評估產品的環保程度，並針對達到一定分數之產

品發證，並非傳統之符合性評鑑，而更類似評分制度。截至目前，GreenPro 

已為來自 160 多家領先製造商的超過 4,400 種產品和材料頒發環保標章，

並已在市場上銷售。 

由於本日活動與我方關聯性有限，故僅針對可能具有參考價值之重點

進行摘述： 

（一）、環保標章已成為推動綠色貿易之重要工具 

本議題邀請紐、澳、俄羅斯、與瑞典代表參與討論，核心意見在於因近

期漂綠議題極受重視，各界對於可靠的“產品環境資訊”需求殷切，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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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ISO 14024 國際標準之第一類環保標章，相對具有高可信度，故必然成

為 推 動 國 際 綠 色 貿 易 之 重 要 工 具 。 尤 其 在 歐 盟 制 定 “ Green Claim 

Directive”，並加強管理產品環境訴求及綠色標章後，第一類環保標章與

GEN 更應及時因應國際趨勢與全球需求。 

（二）、綠色產品在建築業減碳之角色 

無論就經濟規模或是資源耗用角度，營造業都是所有經濟活動中最具

影響力的行業之一，一般評估，營造業占全球 GDP 的 6%至 10% 左右，

大約耗用全球自然資源的 40%至 50%，產生了全球約 39% 的碳排放，其

中建築材料（如水泥、鋼鐵）生產佔比近三分之一，而屬於發展中國家或新

興經濟體的印度，此一佔比應該更高。 

是故，GreenPro 標章選擇以建築材料為初期發展的核心產品，目前

GreenPro 標章已經涵蓋 95%以上之建築材料與工法項目，亦即絕大部分之

建材製造商或是營造業者，皆可以提出 GreenPro 標章申請，透過綠色驗證

提升產品之綠色競爭力。 

依據 CII 之評估計算，取得 GreenPro 標章之建材產品，已經減排 750

萬噸之二氧化碳。此外，透過使用取得 GreenPro 標章之建材產品，亦可協

助營造業者降低成本，報告中亦以實際之住宅建案為例，節省之營造成本

大約為 1.5%。 

（三）、綠色採購：機會與挑戰 

本議題邀請多位民間顧問公司、研究機構人員、歐盟與 UNEP 代表與

談。其共通之重要結論主要包括綠色採購已經成為推動永續與淨零之重要

工具，然而外界對產品環境資訊之可信度有相當疑慮，漂綠成為推動綠色

採購的重大阻礙，故製造商與環保從業者應就此提出有效解答。 

而環保標章可以成為解決前述問題之有效工具，然而挑戰在於如何建

立公信力，提供業界可以負擔又具備鑑別力之驗證標準與一致性作法，此

外，對全球性廠商而言，如何取得廣泛被各地區接受之綠色驗證，為廠商

選擇申請標的之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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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蘊含碳材料 

如前所述，目前淨零議題為全球環境保護之重點，而就產品而言，其

碳排潛勢可約略區分為“蘊含碳”與“使用碳排”，前者通常指產品於開

採、生產、運輸、銷售等階段產生之碳排，而使用碳排則通常指耗能設備於

使用、運作階段產生之碳排。 

由於 GreenPro 標章主要針對建築相關產品與產業，故其碳排以“蘊含

碳”為大宗，故特別規畫此一議題。 

依據講者提出之報告，目前減碳方式主要集中於低碳混凝土，與建築

用隔熱材料。低碳混凝土於我國亦有相似概念與產品，主要透過減少水泥

熟料使用量，減低水泥熟料製程中無可避免之化學反應碳排，可能之途徑

包括使用再生卜作嵐材料，或其他礦物代替水泥熟料，此類產品國內已經

商品化並銷售多年。此外，如何提高水泥與混凝土製程之能源使用效率，

亦為另一個精進重點。 

而在如何使用更永續之材料生產隔熱材部分，此項目之觀念較接近

“使用碳排”，若將建築物視為一件“產品”，則人類於建物內活動消耗

之各項能資源便是此一產品之“使用碳排”，印度氣候炎熱，其環境特性

類似我國，建築物需耗用大量能源以進行散熱，故於建築物內妥善使用隔

熱材，可以有效減低能源消耗，達到減少建築物蘊含碳之效果。 

三、 10 月 16 日下午參加共同核心規格標準特別研商會 

由於 GEN 於開發共同核心規格標準（common core criteria, CCC）遭遇

困難，故於本次年會邀請澳洲 Edge Impact 顧問公司參與討論，未來可能委

託該公司正式提供協助。 

為傳承經驗並幫助該公司進入狀況，GEN 秘書處特別邀請目前負責

CCC 工作小組之烏克蘭籍董事、長期關注相關議題之俄羅斯籍董事，與 Edge 

Impact 顧問公司代表進行特別研商會議。 

然而，於開始會談後，立刻可以發現 Edge Impact 顧問公司代表缺少環

保標章實務經驗，亦不瞭解 GEN 會員間於人文及自然環境上之複雜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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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構想與烏克蘭董事提出之構思近似，仍企圖以單一 CCC 覆蓋所有 GEN

會員，幾無成功機會，故我方以早期於 GEN 贊助下，與日、韓、泰、菲研

擬 CCC 之經驗，提醒對方於選擇 CCC 產品項目時，應留意避免受自然環境

影響劇烈之產品項目，例如建材。 

我方提出前述提醒之理由，在於當年試圖研擬建築用塗料之過程中，發

現參與之國家北至日本，南至菲律賓，於氣候與平均氣溫有明顯差異，而使

用環境之溫度會明顯影響塗料之溶劑使用量，否則塗料會過稀或過濃而難以

塗佈，然而溶劑（VOC）含量為塗料之核心環境衝擊，若無法就此達成共識，

則訂定 CCC 並無意義，此一經驗應予尊重。 

由於時間短暫，必須參與大會安排之後續行程，故本討論並無明確結

論。 

四、 10 月 16 日晚間參加 GreenPro 獲證廠商頒獎晚會 

GreenPro 環保標章於印度已推行 9 年，累積相當數量之標章廠商與產

品，故 CII 利用此次辦理全球標章年會之機會，合併辦理近期獲證廠商之頒

證典禮，展現執行成效並提升獲證廠商對此事之重視。 

依據現場觀察，所有獲頒標章之廠商皆派員出席，並無任何一家廠商缺

席，而許多廠商係由外地趕抵德里參與此一活動，且多半派多人出席，顯見

廠商對此事之重視。雖然因廠商數量眾多，並未安排廠商致詞，難以了解其

申請標章之期望與目的，但由於印度尚未有具強制力之政府綠色採購，可合

理評估業界著眼點應仍不脫淨零、ESG、與民間綠色採購。而為提升廠商之

認同與榮譽感，CII 無論在儀式活動、獎牌大小、與頒證代表選擇，皆有完

整且隆重之規劃，本部亦可引為參考。 

五、 參與 10 月 18 日 GEN Fast 討論會議 

GEN Fast 是自 2017 年瑞典年會後新創之 GEN 會員交流模式，秘書處

於每年年會前，邀請有意針對組織最新發展提出報告之 GEN 會員，以 3 分

鐘為限提出簡短報告，以促進會員間之瞭解，我方於年會前亦循往例，通知

GEN 秘書處我方欲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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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GEN 秘書處今年大幅改變執行模式，邀請澳洲 Edge Impact 顧問

公司派員前來主持 GEN Fast 討論會議，邀請出席之各會員代表經驗交流。 

本次討論之議題為 GEN 共同核心規格標準（CCC），Edge Impact 顧問

公司提出其構想，並準備相關預設問題調查會員意見，由於該公司提出許多

問題，會員間亦難以聚焦，故最終之討論結果主要成效在於由各會員表達意

見，供 GEN 與該公司作為日後推動之參考，主要提出之問題包括： 

（一）、應該開發全球單一之 CCC，或是可以容許發展地區性之 CCC? 

（二）、CCC 應該是記錄現有的共同狀態，還是應該定義某個特定的性能水

準？ 

（三）、應該逐項產品訂定 CCC，還是只要訂一個通則？ 

（四）、CCC 是否應該納入社會性要求，例如產品安全與勞工權利? 

（五）、CCC 內容是否應該涉及供應鏈管理相關議題? 

（六）、當涉及各國國內標準或法規時，CCC 是否需要訂定一致性標準？ 

（七）、CCC 是否需要訂定統一之證據水準標準，與驗證作業要求？ 

（八）、CCC 是否應該涵蓋產品資料表中的標準化內容？亦即是否應管制未

來產品如何宣傳其環境訴求。 

（九）、CCC 是否應管制規格標準條文是否可公開無償取得？ 

（十）、CCC 是否應該管制規格標準條文之可取得性與溝通方式？ 

（十一）、是否所有規格標準之開發過程皆應包含利害相關者之參與？ 

（十二）、CCC 之強制性? 會員是否必須接受？ 

坦言之，單由 Edge Impact 顧問公司提出問題，確實可以發現該公司於

第一類環保標章領域著墨不深，該公司提出之最後四個問題，於 ISO 14024

標準中已有明文規定，並無討論價值與空間，而其餘問題於歷年之 GEN 

AGM 或各獨立之 CCC 計畫中亦皆已經討論過，重複於一年僅一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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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Fast 議程中提出，就時間運用上略顯可惜。 

然為避免 CCC 發展方向偏差，我方仍多次舉手發言，說明我方立場並

強調亞洲會員之獨特性，發言重點如下： 

（一）、GEN 會員間具有不同之文化、社會、自然環境差異，GEN 推動之

任何會員合作事務，皆必須尊重此一差異。 

（二）、發展 CCC 本身不應是 GEN 的終極目標，CCC 只是推動全球相互承

認，便利國際綠色貿易的工具，此點應予謹記。 

（三）、除 CCC 之規格標準要求內容外，對於查證驗證之一致性更是 CCC

發展之困難點，若是無法在查證驗證要求取得共識並相互承認，則

即使完成 CCC 規格標準內容，亦無法落實。 

（四）、永續標章（或是標章永續化），確實是重要趨勢，然而，大部亞洲

政府推動之環保標章，皆由環境主管機關運作或贊助，社會性與經

濟性議題，超出主管機關之行政授權範圍，此為許多亞洲會員面臨

之實質困難。 

（五）、為避免干擾各會員於其本身市場之運作，GEN 應該考慮開發 “GEN 

Certified Ecolabel”，專門針對跨國與全球性綠色貿易組織或機關進

行推動，如此一方面可以替全球性之大型企業或採購者簡化面對大

量公信力不明之綠色標章負擔，又可發揮 GEN 身為全球最大環保

標章組織之整體性力量，還可提升第一類環保標章在各國之地位，

應為可行之發展策略。 

由於秘書處並未依要求安排我方報告，故環發會人員於返國後，立即整

理構想並向所有會員及與會代表提出建議報告，相關內容已於前文說明，在

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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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與會人員與新加玻代表 

Ms. Isabella Loh 交流 

圖 9、與會人員與日本代表 

Mr. Hiro Koayashi 交流 

伍、會議成果 

行程成果評估：本次行程成果包括：掌握全球環保標章與永續生產消費

最新動態、收集歐盟與聯合國推動之環保標章與永續標章資訊、評估與外國

環保標章重新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等，分項概述如下： 

一、 掌握全球環保標章與永續生產消費最新動態：本次行程透過參與 GEN

會員年會，直接與各國代表人員互動並參與 GEN FAST 工作會討論，發

現環保標章暨綠色採購於國際間重要性明顯提升。以歐盟最新提出之 

「消費者賦權綠色轉型指令」（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 Directive）即一般所稱「綠色聲明指令」（Directive on Green 

Claims），其內容著重打擊漂綠，並針對生態標章計畫訂定更明確而重要

之規定。 

二、 收集歐盟與聯合國推動之環保標章與永續標章資訊：積極推動永續標章

的歐盟，本次年會提及綠色標章是否應轉型為永續標章之議題。然而，

對於如何評估標章之社會性與經濟性符合度，目前仍然沒有提出公正客

觀且具一致性之驗證標準，此議題仍停留在概念性討論，尤其許多亞洲

政府環保標章，皆由環境主管機關創立與運作，受限於行政分工，欲轉

型納入社會性與經濟性議題並不容易，而即使是歐盟實際具體提出之綠

色公共採購工具仍然是「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Toolkit」（圖 10），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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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體提出「永續」政府採購工具。 

 

圖 10、歐盟政府綠色採購工具包 

三、 評估與外國環保標章重新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跨國環保標章相互承認

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RA）推動目標在於不同國家環

保標章組織間，透過調和規格標準內容，與一致化產品驗證要求及作業

流程，達成不同程度的相互承認，降低綠色產品跨國驗證成本，促進國

際綠色貿易並提升綠色產品之國際供給量能。 

由於我國為外銷導向國家，本部於改制前曾責成環保標章執行單位環境

與發展基金會，執行環保標章國際合作計畫，並於 1997~2009 年間簽訂 10 項

相互承認協議，然由於當年綠色貿易尚未成熟，市場需求有限，故相關計畫

並未執行而各項協議亦停止更新。 

隨著綠色貿易漸受重視，新興國家積極推動環保標章與綠色採購，例如

由德國政府贊助並與聯合國合作之 GIZ 組織，於東南亞推動新興環保標章計

畫，本次贊助斯里蘭卡派員參與 GEN 年會；歐盟亦將取得環保標章作為產

品符合「綠色聲明指令」工具之一。標章相互承認協議再次成為顯學，近年

各國再次積極投入相關領域，於本次年會及印度 Green Pro 國際峰會中，日

本及斯里蘭卡與紐西蘭及印度，分別簽訂新的相互承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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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及建議 

本年度全球環保標章工作研討會與印度 Green Pro 國際峰會之重點大致

包括 1.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之架構與發展方向調整；2.環保標章永續化議

題；以及 3.環保標章共同核心標準制定與相互承認議題討論。 

在以上三大重點中，受限於資源與人力，我國在全球標章組織之發展架

構中似難發揮影響力。由於近年未擔任 GEN 董事，對相關議題之發展較難

掌握先機，且近年中國積極投入資源出訪各國環保標章，或邀請各國標章訪

中，未來於會員自由投票之 GEN 董事選舉，我方恐難有以往之必勝把握。 

在全球綠色標章永續化議題方面，雖然附議者眾，然實際之執行困難仍

在於如何建立一致性且客觀有效之驗證標準。社會科學與經濟學屬於人文科

學範圍，與自然科學相較，觀點看法更多元且更難達成全球一致之共識，為

環保標章「永續化」之最主要困難。雖然如此，預期未來環保標章永續化為

必然之趨勢，本部有必要預先規畫因應方式。 

此外，我國在簽訂跨國甚至區域性環保標章相互承認協議部分，具有豐

富經驗，在 GEN 會員間亦屬技術領先群，欲重新尋找簽訂相互承認對象難

度不高，本次會議過程中，日本、新加坡、斯里蘭卡皆顯露與我國簽訂相互

承認協議之相關意願。 

為持續精進並維持我國之技術領先與國際影響力，初步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環保標章技術發展並提出成果：我方欲維持原有之地位與影響力，

須有效運用我方人員之豐富經驗與專業領先程度，在 GEN 會員重視

之領域提出具體創見，積極爭取各會員國之尊敬尊重，方能維持能見

度。然此一作法需長時間累積能量方能見效，目前我方於國際相互承

認、共同核心規格標準及產品環境效益評估等議題仍具全球優勢可供

發揮，後續仍須投入資源，建立新興之技術優勢領域。 

（二）、永續政府採購目前看似遭遇技術性困難，然而以歐盟政府倡議之積極

程度，與各國之反應，此一趨勢應會持續發展，我國環保標章須預先

思考因應方式，以免落後潮流之外。然而，依我國政府機關授權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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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本部無權亦不宜自行就標章廠商之社會性或經濟性表現進行評核

驗證，依據執行單位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回報，目前環保標章永續化之

熱點議題仍集中於勞工及人權保障議題，而最主要參考依據為國際勞

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制定之國際勞工標準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本部或可與勞動部協調溝通，是否

可能依照環保局開立申請廠商未受重大環保處分證明之模式，由縣市

勞工局開立廠商未有重大違法勞基法之證明文件，以為社會性要求之

最基礎規範，並要求進口廠商比照辦理。 

（三）、由本次會議活動與 GEN FAST 討論內容可知，重新發展跨國相互承認

協議，與共同核心規格標準，再次成為議題熱點。我國以往在此領域

一度全球領先，然而目前重視程度不及以往；由於近年 GEN 積極執行

GENICES 同行評鑑，派出專家詳細審查各環保標章組織之公平透明程

度，並確保 GENICES 會員運作皆符合 ISO 14024 國際標準，本部或可

將取得 GENICES 同行評鑑證書之外國環保標章組織，納入境外環保標

章現場查驗單位，以利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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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4 年會完整議程 
GEN AGM Agenda for Tuesday 15 October- Friday 18 October, 2024 

Tuesday 15 October 2024 

Formal AGM agenda 

Aspire Hall, 

Le Meridien Hotel, New Delhi 

Windsor Place, Connaught Place, New Delhi 

Agenda Item Timings Presenter Timing  

Meet in the Lobby of Le 

Meridien and we will escort you 

to the AGM room 

30 mins - 8:30 - 09:00 

1: Opening of the Meeting & 

Introduction 

10 mins Chair 9:00 – 9:10 

2: Appointment of Drafting 

Committee for 2024 AGM 

Record of Decisions 

3 mins Chair 9:10 – 9:13 

3: Approval of 2024 AGM 

Members Meeting Agenda  

-For decision- 

2 mins Chair 9:13 – 9:15 

4: Approval of Meeting Minutes 

and List of Participants from 

2023 AGM 

-For decision- 

5 mins Chair 9:15 - 9:20 

5: Sub – Committee Reports  25 mins （5 mins 

each） 

FARC 

Nominations 

Standards &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 

9:20 – 9:25 

9:25– 9:30 

9:30 – 9:35 

9:35– 9:45 

 

6: Secretariat Work Report  15 mins Gareth Johnston 

Marina Brito, 

The Americas 

European 

Secretariat/ 

Advocacy, 2025 

9:45 - 10:00 

7: GEN 2024 and beyond- 

strategy & work plan 

15 mins  Chair & 

Secretariat 

10:00 – 

10:15 

Morning Tea Break 15 mins  10:15 –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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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pdate on Member 

Applications 

-For decision- 

10 mins Chair 10:30 – 

10:40 

9: GENICES- new scheme rules 10 mins Kate Harris 10:40-10:50 

10: Acceptance of 2023 

Finalized Financial Statements -

For decision- 

10 mins  Hiro Kobayashi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s  

10:50 – 11:00 

11: Status of 2024 Budget 

Activities YTD 

5 mins Hiro Kobayashi 11:00– 11:05 

12: 2024 Financial Statements: 

Appointmen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Review Committee 

& Financial, 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decision 

5 mins Chair 11:05- 11:10 

13: GEN AGM 2025 Planning 5 mins Chair 11:10- 11:15 

14: 2025 Membership fees and 

2025 Budget Proposal- incl 

GENICES fees 

For decision 

10 mins Chair 11:15 -11:25 

15: Board of Directors- 

candidate presentation of 

nominations for 2025 - 2026 

15 mins Chair & 

nominees 

11:25- 11:40 

16: Election of Directors/ short 

break 

15 mins Secretariat 11:40 – 11:55 

17: Selection of 2025 

Nominations Committee 

For decision 

5 mins Chair 11:55 – 12:00 

18: GENICES Awards- 

presentations 

10 mins Chair 12:00 – 

12:10 

19: Communications award for 

members, 2025 

5 mins Chair 12:10- 12:15 

20: 2025 Annual General 

Meeting- key themes 

10 mins  Chair and Kate 12:15 - 12:25 

21: Member projects- 

recommendations for 2025 

15 mins Chair 12:25- 12:40 

22: Record of decision for AGM 10 mins Chair and 

Drafting 

12:4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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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23: Other Business /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mal close of AGM 

proceedings 

10 mins Chair and Kate 

Harris 

12:50 – 

13:00 

Lunch 1 hour - 13:00-14:00 

Annual Full member 

engagement- full member 

discussion 

 

Details below 

3 hours  14:00 - 17:00 

German Ministry presentation 

Mr Ulf Jaeckel 

 

15 mins Ulf Jaekel, 

German Ministry 

14:00-14:15 

Bruna De Moraes Tiussu 

UNEP 

15 mins Updates from CIP 

and Eco advance- 

including 

biodiversity and 

social criteria 

14:15-14:30 

Presentation of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Japan and Sri Lanka 

15 mins Presentation 14:30-14:45 

Group photo 

Followed by afternoon tea 

45 mins  14:45- 15:30 

Update on ISO 14024 

 

15 mins Fallight Xu 15:30- 15:45 

Update on next steps for 

GENICES- including questions 

and answers 

 

40 mins TBC 15:45- 16:25 

Common core criteria next 

steps including preparation for 

Friday 18 October 

20 mins Kate Harris 16:25-16:45 

Closing comments by Chair- 

summary of the day 

15 mins Chair 16:45-17:00 

Free time 2 hours - 17:00 – 18:30 

Dinner 

Punjab Grill- map below 

 - 18:3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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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Janpath Road. Janpath, 

Connaught Place, New Delhi 

This is a 20 minute flat walk 

from Le Meridien Hotel. 

Distance 1km 

 

 

 

Wednesday  

Green Pro Summitt, please see agenda attached  

Le Meridien Hotel 

 

Thursday-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for a tour of the Taj Mahal and Agra fort with our 

ecolabelling community.  

Meet at Le Meridien Hotel Lobby at 7am 

Friday 18 October, 2024 

GENFast -capability building for GEN members 

 

 

Agenda Item Timings Presenter Timing  

Meet in the Lobby 

Hotel The LaLit, New Delhi 

30 mins - 8:30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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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Brigade Lane, 

Barakhamba, New Delhi 

1.4km from Le Meridien Hotel 

Note different hotel location 

Common core criteria 

workshop -a facilitated 

conversation 

 Edge Impact 

Jonas Bengtsson, 

Global Director of 

Impact & Tanya 

Harris,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 

Supply Chains 

9: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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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我國於 GEN 年會後傳遞予各國代表之國際相互承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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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GreenPro Summit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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