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O 14046:2014 水足跡國際標準簡介 
BSI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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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議題，引燃全球對環保意識的抬頭，也觸發了節能的產業革命發展，討論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的影

響，不該只探討如何減少碳排放碳與節約能源，更應意識到氣候變遷對整體地球環境影響的變化。今年，台灣自

開春以來最受關注的議題即是水資源短缺，去年颱風或大雨雖然對台灣造成不小的水患問題，但因颱風並未真正

襲擊台灣，而造成水庫進水量的大量降低，加上今年的春雨並未如以往一般的豐沛，於是階段限水，自去年底起

已陸續展開，這多少都與為氣候變遷對氣候系統所產生的影響有關，所以我們面對水資源的問題，其影響的嚴重

性與立即性，可能較地球溫度升高的問題，來得更急迫。 

    引述 ISO 14046:2014 標準引言提及，由於人類對水資源需求的增加、水資源本身所具有的稀少性等因素，

許多地區對水資源的依賴度及相關探討之需求越來越高。本標準於 2014 年 8 月 1日正式公告第一版。目前第一

版共分為七大章節，下列將重點詮釋標準之內容。 

1. 原則 

    ISO 14046 水足跡標準，係以生命週期為發展基礎，整體架構及要求與 ISO 14044 生命週期評估要求

事項與指導綱要實為一致，故原則之有關要求與 ISO 14044之要求大致相符。 

(1) 一般原則  

    依據本國際標準的水足跡評估，應惟獨立評估報告(報告內容僅針對與水有關的潛在環境衝擊)或為

生命週期評估的一部分。水足跡評估應是對自然環境、人類健康與資源之全面性的及考慮所有有關的成

因或觀點。在一個研究報告內，經由所有相關的成因及觀點，在多種環境介值的角度來看，潛在的權衡

能夠鑑別與評估。   

(2) 生命週期觀點  

    一個產品水足跡的評估考慮這個產品所有生命週期階段，最佳模式為，自原料取得至最終處置。通

過這樣一個系統化的概覽與視角，生命週期階段或各個進程之間的潛在的環境負擔的移轉可以被識別並

且可能避免。一個組織的水足跡評估採用了基於其所有活動的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如果是適當和合理

的，水足跡評估可能被限制在一個或多個生命週期階段。  

(3) 環境的聚焦  

    水足跡評估，評估涉及與一個產品流程或組織有關於水對環境的潛在影響。經濟或社會影響，通常

情況下，水足跡評估的範圍之內。其他工具可以將對經濟或社會影響之更廣泛且具互補性評估相結合。  

(4) 相對的方法及功能單位  

    水足跡評估，圍繞在一個功能單位及相對於此功能單位計算的結果。  



  

 

 

(5) 交互作用的方法  

    水足跡評估是一項反覆性技術。水足跡評估使用其他階段的結果作為某一獨立階段的評估。在各階

段之間使用交互作用的方法，有助於全面性與一致的報告。  

(6) 透明度  

    充分及最適資訊的揭露，以便於水足跡評估的使用者，做出具信心的最佳決定。  

(7) 關聯性  

    選擇最佳的數據及方法以評估水足跡評估。  

(8) 完整性  

    水足跡盤查應包括所有提供顯著貢獻的數據。  

(9) 一致性  

    所有被應用於水足跡評估的假設、方法與數據應與所定義的目的與範疇 一致。  

(10) 準確性  

    應盡可能降低其偏差與不確定性。  

(11) 科學方法的優先使用  

    水足跡評估範圍內的決策最好是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如果不存在既存的科學依據，應基於其

他可能的科學方法或國際公約，若仍不存在，酌情決定可基於價值選擇。  

(12) 地理的相關性  

    水足跡評估應依據目的與範疇並考慮當地的情況，以確定範圍與決議(如流域)。  

(13) 全面性  

    水足跡評估考慮與水有關的(包括可供使用的水與水質退化)，對所有環境有關的自然環境、人類健

康與自然資源的屬性與面向。  

2. 水足跡系統邊界之界定 

    ISO 14046 針對有關水足跡系統邊界之範疇，涵蓋了設施、組織與產品，不同範疇之生命週期階段涵蓋

的內涵(圖 2-1)，說明如下： 

(1) 設施 

    當水足跡評估範疇依所設定之目的，旨在評估有關之設施時，系統邊界可能涵蓋一項設施或多項設

施，生命週期階段則為大門到大門。 



  

 

 

(2) 組織 

    當水足跡評估範疇依所設定之目的，系統邊界設定為組織時，生命週期階段可以僅涵蓋大門到大門

或界定為搖籃到大門。 

(3) 產品 

    當水足跡評估範疇依所設定之目的，旨在評估特定之產品時，生命週期階段可分為大門到大門或搖

籃到大門。若為消費性產品，除非所設定的評估目與消費者使用階段及最終產品壽命終了之處置無關，

否則評估範疇應包含完整之生命週期階段，即搖籃到墳墓。 

 

 

 

 

 

 

 

 

 

 

圖 2-1 系統邊界設定範例 

3. 水足跡評估階段 

    ISO 14046標準將水足跡評估分為水足跡盤查分析與水足跡衝擊評估二大階段(圖3-1)，分列說明如下： 

(1) 水足跡盤查分析 

    水足跡盤查分析應涵蓋目的與範疇的定義、水足跡盤查分析及結果的闡釋三個階段。由於水足跡盤

查分析亦可對外報告，但應未包括衝擊評估，故不可宣稱為水足跡報告。有關水足跡盤查分析流程如圖

3-2 之說明。 

由於盤查數據之準確性將影響衝擊評估之結果，故相關數據品質應受到控制，且依據標準 5.2.4.2數據品

質之要求進行數據之收集，並應對所收集之數據進行不確定性評估。 

 



  

 

 

 

(2) 水足跡衝擊評估 

水足跡衝擊評估涵蓋目的與範疇的定義、水足跡盤查分析、水足跡衝擊評估與結果的闡釋等四個階

段。水足跡衝擊評估又可分為全面性衝擊評估，與部分或特定議題衝擊評估。若宣稱為全面性水足跡評

估時，應包括對人類身體健康、環境與資源三大面向的影響評估；若依據所定義之目的，評估非為全面

性時，對外之報告則應宣告為『非全面性評估水足跡』，或特定議題之水足跡，如『水供應水足跡』、『稀

少性水足跡』、『優養化水足跡』、『水中毒性水足跡』、『水酸化水足跡』…等。有關水足跡衝擊評估程序

如圖 3-3之說明。 

 

 

 

 

 

 

 

 

圖 3-1 水足跡評估階段 

 

 

 

 

 

 

 

圖 3-2 水足

跡盤查分析流

程 



  

 

 

 

 

 

 

 

 

 

 

 

 

 

圖 3-3 水足跡衝擊評估程序 

4. 水足跡有關闡釋與報告的要求 

    水足跡有關闡釋與報告，依盤查分析與衝擊評估之類別，個別要求內容如下： 

(1) 水足跡盤查分析 

a. 一般性通則 

 研究人員或執行者(內部或外部) 

 報告的日期  

 依據 ISO 14046 所執行的聲明  

b. 研究目的 

 執行本研究的理由; 

 應用的目的; 

 研讀本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為獨立評估或部分生命週期評估; 

 本研究報告的目的是否意圖作為比較性宣告之生命週期評估  

c. 研究範疇 

 功能  

 功能單位  

 系統邊界  

 初始包含的投入及產出的截斷準則  



  

 

 

 對初始範疇所進行修正的理由  

d. 水足跡盤查分析 

 數據收集的步驟  

 單元流程定性及定量的描述，包括個別數據的細節  

 數據的來源，包括模型的使用及公開的文獻  

 計算的步驟  

 數據的驗證: 

i) 數據品質的要求  

ii)數據品質評估  

iii) 遺失數據的處理  

 完善系統邊界的敏感度分析  

 分配原則及步驟 

 盤查期間  

(2) 水足跡衝擊評估 

    水足跡衝擊評估除應納入水足跡盤查分析應報告之內容外，還應包括以下各項： 

 研究之衝擊評估的步驟、計算與結果；  

 對所定義的目的與範疇有關之衝擊評估結果的限制；  

 衝擊評估的結果與所定義的目的與範疇的關係；  

 衝擊評估的結果與盤查結果的關係；  

 衝擊類別及衝擊指標的考量，包括所選擇的理由，及其引用來源；  

 所有特徵模型、特徵化因子及方法使用的描述，包括所有的假設及限制；有關使用的衝擊類別、特

徵模型、特徵化因子、正規化、群組化、權重及衝擊評估的其他地方，使用的理由與對結果的影響、

結論與建議或參考的說明；  

 應聲明，衝擊評估的結果是一個相對的表現形式而非絕對的結果，且無法預測衝擊類別的終點、門

檻值的極限及安全邊際或風險; 

 水足跡評估亦應包括: 

i) 衝擊評估所使用的任何衝擊類別、類別指標或特徵模型之描述與說明; 

ii) 衝擊類別之任何群組化的聲明與說明; 

iii) 轉換指標結果和選擇參考的說明及權重因子等任何進一步的步驟; 

iv)任何因子結果的分析，如敏感度或不確定性分析或環境數據的使用，亦包括任何結果的意涵; 

v) 水足跡衝擊不確定性評估的方法; 

vi)在數據及因子結果可及之前，須將任何正規化、群組化或權重標準化的結果聯結在一起。  

(3) 闡釋 

    闡釋之內容應包括以下各項： 

 結果  



  

 

 

 結論  

 有關結果闡釋的假設與限制及二者的方法學  

 數據品質評估  

 價值(顯著性)選擇、原理的闡述及專業判斷的透明度  

 如果有相關的任何正面觀點的描述  

5. 敏感度分析 

    依據 ISO 14046 標準之要求，以下各項應依據敏感度分析知結果，作出選擇或決策： 

(1) 不具顯著性而被排除的生命週期階段或單元流程 

(2) 不具顯著性而被排除的投入與產出  

(3) 具有潛在顯著性的新的單元流程、  

(4) 投入與產出 

    水資源議題已成為今年度台灣需要積極面對的問題，由其是需要大量製程用水之產業界，除了面對自身製程

水資源需求與管理外，亦應了解工業鏈有關水的依存度與管理狀況，透過供應鏈的共同管理來提升解決水資源的

效率，創造更具競爭力的價值鏈。事業單位正處於二十一世紀新工業革命的新浪潮上，無法衝上浪頭便是被捲入

浪中沉沒海中，是一個潛在的危機，也是一個新的契機。希望此份報告能夠讓國内產業對水資源議題與管理趨勢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BSI 開立了系列生命週期評估管理系列課程，如您想提早做好水資源管理面以因應環境所帶來的衝擊， 
ISO14046水足跡的課程目前將於四月開班，您可由 BSI 網站取得課程資訊或與 BSI 電話連繫。www.bsigrou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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