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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6 永續知識 

漂綠還是真綠？4 大漂綠類型一次看 

 

1970 年代後，伴隨全球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為了吸引重視環境保護議題的消費者

與投資人，漂綠的行為也隨之而來。由於漂綠者對外塑造的形象不僅名不副實，且會

導致其他真正致力環保的作為失焦，因此一直為人所詬病。隨著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害

日益增加，全球邁向永續發展已刻不容緩，如何分辨、監督與限制漂綠的行為也將較

以往更加重要。 

4 大漂綠樣態與案例 

依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定義，「漂綠」係指企業或組織透過各種手段，讓

外界相信其產品與政策相較於實際情況對環境更友善，或對環境傷害較小。參酌英國

非營利組織 Planet Tracker 報告與國內外媒體報導，整理主要漂綠樣態與案例如下： 

(1) 綠色群匿（greencrowding） 

指透過加入綠色聯盟或綠色倡議組織，掩護本身在永續發展方面的不作為。如終

止塑膠垃圾聯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在營運的前 3 年減少及回收了 4

公噸的塑膠廢棄物，但該組織前 10 大創造塑膠垃圾的成員於同期間卻幾乎無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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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綠色亮點（greenlighting） 

指藉由突出該企業或組織在特定的綠色產品與永續行動亮點，讓大眾忽略在其他

方面對環境破壞的行為。如一間美國石油巨頭公司宣傳其長期以來都承認氣候變

遷真實存在，並投入低碳能源等下一代技術開發，但據英國衛報報導，2010 年到

2018 年間，該公司僅將其總資本支出的 0.23%投資於低碳能源生產和開發，主要

的資金與業務重點持續放在化石燃料。 

(3) 綠色標籤（greenlabelling） 

將產品或服務冠上綠色、環境友善等字樣，但實際上經不起檢驗。如 2022 年 4

月美國大型零售公司謊稱旗下人造絲產品具有竹子和其他環保材料，經美國聯邦

貿易委員會調查後重罰 300 萬美元。 

(4) 綠色洗白（greenrising） 

透過多次更改減碳與永續目標誇大執行成效，實際上的成果相較最初宣示時大打

折扣。如全球兩大塑膠垃圾製造者可樂公司，在 2016 年~2021 年間即分別修改

2 次、3 次目標。 

國際反漂綠成趨勢，漂綠未來恐將被罰款 

儘管漂綠遭到識破可能面臨企業商譽受損及司法責任，且相關議題越發受到政府

機關與大眾關心，但因國際間相關標準仍不完備，導致漂綠者仍存有可趁之機，近年

漂綠情況層出不窮。此外，標準不一致下，社會大眾有時會因自行判斷產生誤會，導

致部分真正致力環保的企業也開始轉向隱藏或選擇性公布永續發展計畫，以避免群眾

以訛傳訛損害自身商譽，逐漸形成綠色沉默（greenhushing，又稱噤綠）趨勢，恐不

利未來企業進一步投入相關議題。 

有鑑於漂綠及衍生出的噤綠趨勢不利全球永續發展，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

於 2023 年發布 S1 號「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揭露一般規定」及第 S2 號「氣候相關揭露」，

做為國際通用、參考的永續揭露準則，近年主要國家與我國政府機關也均對漂綠行為

陸續加強監督，其中又以歐盟進展最為快速。 

依今年 3 月歐洲議會最新通過的「綠色聲明指令」草案(Green Claims Directive)，

歐盟已要求企業需為自身環境友善承諾訂定明確標準，並在發布前須通過歐盟認可的

第三方機構驗證。另聲明中亦要求企業須清楚揭露碳抵換(carbon offsets)資訊，釐清

減碳成果有多少是來自企業本身運營，並鼓勵推動全歐盟層級的環保標章計畫，以解

決標章過多及易混淆消費者的問題。最後，若企業違反該指令，將可能會被歐盟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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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業額 4%以上的罰款。 

國內如何防漂綠？ 

在國內方面，雖然暫無全面針對漂綠行為的法規，但今年 1 月證交所與櫃買公司

修訂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原先僅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的上市櫃

公司須編製永續報告書，明年起將擴及全體上市櫃公司。另金管會 5 月也發布防漂綠

參考指引，提醒我國金融機構在追求 ESG 目標時應避免漂綠行為。最後，期待未來國

內外的反漂綠規範能持續完善，讓企業與社會大眾有更一致的準則依循，以真正攜手

向永續目標邁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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