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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全球極端性氣候事件頻繁發生，對於紡織產業產生了直接與間接的影

響，直接影響包括農作物的收成，如原料棉花的採收量，間接影響包括業者的產

銷行為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觀察過往不管大環境怎麼變化，台灣紡織產業總能

在國際紡織供應上找到最適的角色，未來環境的變化只會更加的快速，環境議題

始終熱度不減，亦期待台灣能在綠色紡織品中找到新的一片契機。 

因此本研究針對紡織品與環境保護議題作一連結，探討未來自然、社會環境

變化的互相影響，是否會對紡織業帶來相關的商機以及如何開發相關技術，試著

回答「為了符合環保趨勢，2020 年綠色紡織品如何發展成具綠色商機之產業?」。

在回答該問題前，必需先找到「2020 年綠色紡織品適合台灣發展方向」及「2020

年影響綠色紡織品關鍵決策因子」。 

在「發展方向」方面，依據 2011 年紡織所舉辦紡織 CEO 聯誼會所得出的結

論－「生質纖維」、「環保染色」、「氣候防護」等三大重要發展方向，本研究深入

定義與範疇、技術趨勢、市場、品牌商發展動態，以台灣紡織業者的角色對於這

三個重要方向較能有發揮的空間，探討其產品與市場的發展。 

在「關鍵因子」方面，導入情境分析法，藉由相關次級資料、及專家意見的

收集，匯整對綠色紡織品六個關鍵決策因子：包括能源資源的限制、綠色認證、

品牌大廠的推動、原液染色的顏料技術、超臨界染色技術、設計能力等六項。了

解綠色紡織品驅動力之後，本研究試著以未來情境分析的技術預測方法前瞻未來，

為能使情境有利於策略發展，分別找出最佳情境「柳暗花明 天地再造」；最可能

情境「曙光再現 各憑本事」；最差情境「重關把守 困坐愁城」等三個情境。 

除了對不同的情境加以描述外，「發展方向」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應有不

同對應的策略，對產業上中下游建議出可行的方向，使整體產業的規劃能有最壞

的打算及最佳的準備，達到技術預測之最終目的，希望引導相關業者，及早踏入

相關領域，掌握市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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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論 

紡織品除了在日常生活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一直與人類文明發展都有

重要的連結，近十多年來在氣候、環境、資源的議題之下，綠色紡織品成為熱門

的焦點。但不可諱言的，由於綠色紡織品價格較高，消費者接受度不高，當前大

部分的品牌商，仍將綠色紡織品定位成「形象商品」，不可或缺但比例有限（小於

5%），因此供應鏈必須配合品牌對綠色商品的發展進程，但當前大都採觀望的態

度。當前台灣業者投入環保的程度仍有進步的空間，或許與消費者溝通不足、或

許「心有餘而力不足」，或許不知從何著手，究竟綠色紡織品未來商機如何，對於

不確定性極高的未來，本研究將探討適合台灣發展的方向，並導入情境分析將情

境設定在 2020 年，找出影響綠色紡織品之關鍵決策因子，以不同的情境模擬 2020

年的策略發展。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類為追求更好的生活品質不斷地創造經濟活動，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

後，人類靠著對資源的開發、工業及科技的進步，確實為人類提高了生活品質。

但發現經濟的開發通常與自然環境保護有所衝突、沒有交集的，沒有碳的排放就

沒有經濟成長，面對全球化的高度競爭之下，造成「經濟」與「環保」拉扯與對

立。 

由於全球經濟的高度發展及人類過度耗用資源，氣候變遷變的環境因子因而

顯現，因子包括溫室效應、降雨型態與分佈的改變、海平面上升、紫外線增加、

二氧化碳濃度增加、水質改變、極端氣候頻率與嚴重性增加，環境因子亦不斷交

互影響，更造成生態系統的變遷，影響層面包括陸域、海域、水系、大氣等人類

生命賴以生存的重要環境元素。近年來，令人有最深的感受應是極端的氣候頻傳，

2011 年全球氣候及天災是相當「惡劣」的一年，整理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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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環境變化反思綠色紡織品概念 

 

第二章 從環境變化反思綠色紡織品概念 

科技文明從十九世紀以來發展迅速，在工業革命後，人類社會的生活型態發

生改變，機械化、科技化彌補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人們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大量

使用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進入大氣後，吸

收地表之長波輻射，造成人為溫室效應，使地表溫度逐漸增加。工業革命以來，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 280ppm 增加到 380ppm，增幅高達 30%，目前的含量

是 42 萬年以來的最高值。溫室氣體導致了全球增溫、海帄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

加劇的現象，對水資源、農作物、自然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等各層面造成日益明

顯的負面衝擊。近年來，氣候異常的現象頻傳，導致人類開始注重環境保護永續

問題，氣候變遷是人類最直接的感受，亦是環保意識提高的關鍵，而在氣候極端

的環境之下，綠色紡織品將是人類對環境回應的最佳作為。 

2008 年 Allwood et al.在英國所做之調查發現，英國成衣和紡織產業對環境產

生重大影響，消費者受「帄價」、「Fast Fashion」影響巨大，導致購買行為的改變。

所謂「衣不如新」、「女人衣櫃永遠少一件衣服」，從穿破才丟，變成一年四季要買

當季服裝，現在更變成每個月時尚趨勢皆不同，服裝淘汰頻率大增，因此廢棄衣

物量也大增，另一方面，生產者為滿足消費者需求，生產線更是終年不斷，工業

廢棄物也就日益增多，生產、消費兩端的雙重汙染之下，對環境衝擊更形嚴重。 

根據 2006 European Commission 所做的產品環境調查報告指出，消耗性產

品對環境的衝擊破壞性相當大，而紡織品占約 10%（參見圖 2-1）。其他類別雖然

不隸屬於一般紡織品範疇但也會用到許多紡織品，如家用品中的空氣濾網、交通

運輸的汽車輪胎簾子、食物飲食中的包裝材等等，這些都是一般大眾所忽略掉，

但一樣是造成汙染的紡織品，所以我們可以大膽推論，紡織品真正造成地球浩劫

的比例，應該有 20%左右，幾乎占環境汙染源 1/5，所以當前世界各地的環保團體，

不僅敦促紡織產業廠商要做好環保規範，另一方面也積極向消費者推廣，紡織品

回收再利用的觀念，讓紡織品不僅在製造端，能夠有環保製造流程，即使到了消

費者手上，也能做到友善的環保最終處理，讓產品再回歸到資源端，而非成為一

無是處的垃圾，進而破壞大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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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20 年綠色紡織品之情境發展 

 

第三章 2020 年綠色紡織品之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法適合較長期性的預測，對於環境變化大、未來性不確定性高，相

關的環境對技術發展的影響很大，又無大量的歷史資訊、資訊可供參考時使用。

基於綠色紡織品仍屬萌芽期，無過往資料可供參考，加上未來不確定性高，受環

境、氣候、資源等變化而變化，故採用情境分析法進行未來情境的模擬。情境分

析首先收集相關資訊及專家的意見及發想，產生關鍵的決策因子，經過一定的方

法流程，最後將有不同情境的產出，其產出亦作為第四到六章「生質纖維」、「環

保染色」、「氣候防護」未來情境的模擬。 

第一節 SRI 情境分析法簡介 

情境分析集中於決策觀點和因果關係分析，並由一系列假設事件演變而來。

由於情境分析可說是將單獨預測的片段合併為一個整體發展的情境，因此必須具

備以下條件： 

1. 決策者觀點：情境分析必須掌握決策者的需求，從決策者的角度去預測。 

2. 因果關係：情境分析著重於關鍵因素及其對後續發展的影響，因此強調因果關

係，避免倒果為因。 

3. 長時間的發展描述：情境分析適用於 5 年以上的長時間分析。 

4. 不同的結局：情境分析須針對不確定性很高的關鍵因素，考量其未來發展。由

於每個關鍵因素的不同發展都可能影響未來，因此將產生許多不同的情境。 

5. 具故事性：情境就像是劇本，藉由故事的描繪增加情境的接受度。 

史丹福國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發展的情境分析預測

工具的實際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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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質纖維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第四章 生質纖維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自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來，紡織產業不斷的推陳出新，由於全球人口暴增，

在天然纖維，如：棉、麻、羊毛、蠶絲，不足以供應的情況下，人造化學纖維問

世，且以驚人的速度發展，滿足全球消費人口的需求，但以石化工業為基礎，所

開發出來的人造化學紡織原料，雖一時間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但卻在製造過程

時，嚴重汙染環境，且其終端製品在廢棄使用後，並不會像天然纖維一樣回歸大

自然，而是成為萬年不壞的「永久垃圾」。近年來，全球石油使用量大增，但主要

石油出口國的供應量並未同步提升，導致石油價格日漸攀升，再加上原油產量漸

漸枯竭，因此紡織學者除了環保因素外，還考量到資源日益減少、原物料成本提

高的情況，一直積極努力尋找可以替代化學纖維的「新纖維」。在此同時，許多專

家學者紛紛以生質燃料為研究議題，想要逐漸取代石油，而化學纖維是石化工業

下游的產物，因此紡織業者也積極想從生質原料的方向著手，開發出合宜的生質

纖維，取代現有的化學纖維。 

第一節 生質纖維定義與範疇 

生質纖維（Bio-fiber）的原料，顧名思義，就是以生質原料取代石化原料做成

纖維。所謂的生質原料（Bio-basedmaterials），廣義來說，是指直接或間接利用

植物光合作用，所生成的有機物質，而生質產品，就是泛指農林作物與廢棄物以

及工業與都市產生的有機廢棄物，經過製成加工，形成與本質結構不同的產品，

生質纖維即是其中的一項產品類別。 

人類自古以來，長期使用的天然纖維：棉、麻、毛、絲，都是屬於生質纖維

的一種，是一種對環境友好，可以透過光合作用而產收的可再生的纖維產品，以

現階段的生質纖維定義，大約可以分為三大類：生質天然纖維、生質再生纖維、

生質合成纖維。 

一、生質天然纖維：利用自然界天然的動植物纖維，經過物理方式處理加工所製

成的纖維，如：棉、麻、毛、絲等原生天然纖維。 

51

march0324
文字方塊

march0324
文字方塊
....

march0324
新建印章

march0324
文字方塊
版權所有© 2012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專案辦公室 承辦



第五章 環保染色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第五章 環保染色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第一節 環保染色定義與範疇 

紡織品生產過程中，以染整製程是最具污染性的一環，除了消耗大量的用水

與化學品，排放出化學需氧量（COD）極高的污染廢水之外，製程中作為燃料的

重油在燃燒中更會產生造成溫室效應的二氧化碳，對環境造成的汙染不言可喻。

而中國大陸更是在「十一〃五計畫」中，於2010年即開始要求新建之染整工廠，

必須在工業園區內集中建設，以利管理，並嚴格要求新建或改建後的染整工廠，

汙染物排放量不得增加。更而甚者，在「十二〃五規劃」中，將「節能減排」正

式納入染整產業重點改善方向，亦將染整業的汙水回收率從30%提高到35%。至

於上游的人造纖維產業，中國大陸也提出節能減排的要求。分別限制每噸纖維耗

能、每噸纖維用水量、廢水排放總量，目標在2015年將每噸纖維耗能從2010年的

516.8標準煤/公噸降至413.4標準煤/公噸，將每噸纖維用水量從11.4公噸/公噸降至

9.1公噸/公噸，將廢水排放總量從10.38萬噸降至9.34萬噸。 

因此對於環保染色定義，廣義而言，相較於傳統染色，能顯著達到節能減排

的目的皆稱之，如超臨界染色、原液染色、數位印花等。尤其是超臨界染色和原

液染色，都能達到相當大的節能減排效果。 

尤其使用原液染色纖維取代一般紡織品時，可大量減少二氧化碳與染色廢水

的排放，並大幅度節省用水與化學品；除此之外，原液染色纖維更提供了比一般

紡織品更為優越的性質，例如耐日光色牢度、耐水色牢度、水洗色牢度、抗UV、

以及顏色再現性等，成為品牌商及製造商履行社會環保責任的特色環保產品。 

第二節 環保染色技術主要發展趨勢 

環保染色技術主要係指採用特殊的環保型染料和助劑，以無汙染或低汙染製

程技術進行染色，主要特點為：低耗能、有色汙水少、汙水易淨化乾淨。具備此

特性之染整製程，現階段以超臨界流體染色技術和纖維原液染色技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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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氣候防護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第六章 氣候防護發展方向與情境分析 

2011 年底及 2012 年初，由於全球洋流異常及反聖嬰現象，造成一波波的氣

候異常，歐洲等地出現了暴冷，而美國卻出現了暖冬，到了 2012 年夏天，北極海

冰層面積創最小紀錄，人類對氣候的預測存在更高的困難度。由於氣候的異常及

天災的頻傳，人們對於環境、氣候議題愈來愈加重視，在氣候變遷的環境下，不

管是消費者或嗅覺敏銳的業者，對於氣候相關商品的設計開發、議題行銷等的趨

勢愈加關心，本章將焦聚於氣候防護與綠色議題有較大交集的「保暖」、「涼感」、

及「特殊設計」的服飾做一觀察和討論。 

第一節 氣候防護定義與範疇 

「氣候防護」服飾有別於一般服飾，可如運動服飾強調在活動時的舒適感，

著重在人體與服飾的關係，又可如戶外服飾講究機能性，從事戶外活動時，較著

重「人－服飾－環境」三者相互影響的關係，著重於衣物的「機能性」，必需多道

次加工的戶外服飾在市場的售價亦高出許多。 

提到氣候防護服飾，容易與戶外服飾連結在一起，所以可以藉由戶外服飾的

範疇來了解氣候防護的服飾，戶外服飾的設計為因應各類外在環境可能對人體造

成影響的保護裝備，包括： 

1. 烈日及高山上的強列紫外線：防曬、遮陽、抗 UV 的排汗層或活動層。 

2. 陵線上的狂風：需要足夠擋風的活動層以免身體受寒。 

3. 狂風暴雨：完全防水、擋風、透氣的防水層。 

4. 毛毛雨或山嵐間的微風霧雨：防撥水、稍抗風、透氣的活動層。 

5. 攝氏 0 度以下的天寒地凍：夠暖的保暖層 

6. 芒草、箭竹、碎石坡等嚴苛路徑：耐磨、防撥水、防污的活動層。 

7. 夏季悶熱炎熱的中級山：透氣、排汗、涼爽、快乾的排汗層。 

8. 蚊蟲很多的戶外：防蚊處理的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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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環境氣候異常，不僅改變許多生態環境，也改變許多消費者的消費習

慣，因此促使相關領域的人士開始關心環保議題，而紡織產業身為民生產業及製

造業重要的一環，更需要為環璄永續貢獻一份心力。目前，綠色紡織品成為普世

價值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為了在 2020 年，能在環保與商機之間找到雙贏的機

會，因此不論是原料的選用、科技導入製程、服飾設計、與消費者良好的溝通等，

都是可以成為綠色紡織品的一個新概念，本研究基於這樣的初衷，希望提出不同

的情境，讓政府或是業者，能有多一些因應環境改變的討論或作法，在發展方向

與因應策略正確的條件下，相信紡織品的綠色商機必然在台灣紮根。 

第一節 結論 

一、 全球原物料供需失調，急需發展可行之替代品。 

紡織產業與全球氣候暖化關係密切，隨著大地氣溫持續暖化的趨勢，許多自

然種植因素丕變，導致天然原物料供給失調。 

 (一) 石油產量不增，且價格持續上揚 

除了棉花之外，化學纖維的重要原料-石油，也面臨類似的窘境，每桶價格，

由上世紀的 20 美元，到本世紀已突破 100 美元，石油產地有限且產量是否足以

供應未來全球龐大人口使用，尚待存疑。 

 (二) 傳統生質原料，與民爭糧 

許多專家學者從現有的大自然資源中，尋找可被利用的資源，例如玉米，

因為全球種植面積大、產量多、研發較方便，所以是最早被用來做為紡織生質材

料的植物；大豆原料也常被利用做為紡織生質原料。在全球人口不斷增加，糧食

危機隨時引爆的壓力下，生質材料的選用，逐漸從糧食作物漸漸轉向非糧食作物

或是農業廢棄物。 

近年來，亞洲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菲律賓、日本等國紛紛利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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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品的綠色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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