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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SI 客戶專題報導──華山站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 

台灣第一場永續音樂節 2019 曙光祭 ─ 華山站專訪 

責任編輯 徐瑋琳   撰稿整理 鄭詠中 

ISO 20121 是為一項活動永續發展之管理系統標準，用以幫助管理和執行活動時以永續性

為首要考量。標準顧及活動事件的地理位置、文化和社會人口等因素，在活動管理初期即確認

所有的潛在影響，減輕或防止活動進行過程中可能的負面影響。2012 年倫敦奧運也採用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而台灣企業在永續標準上的好成績持續為國爭光，即使中小企業

也不例外。這一次我們要和大家分享的案例，是由華山站貨場，完成台灣首次通過 ISO 20121

驗證的音樂節「曙光祭」。 

2019 年 7 月 13、14 日在台北市信義區舉辦的「曙光祭 Reborn」，請到知名音樂人，也

是華山站的創意總監──蘇打綠團長阿福，以永續為策展概念，以「免廢」為目標，整合表演藝

術家與活動產業（含舞台燈光硬體設備和所有工作人員）、合作現場攤位及參與民眾，齊力打

造台灣第一場永續音樂節，成功取得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驗證。本次 BSI 電子報邀

請活動的執行者和輔導單位代表，華山站副總經理賴郁淇（以下稱 Yuchi）與優樂地行政暨公

關總監張瑋珊（以下稱 Sammi），共同現身說法：有遠見的藝文活動公司如何搭上永續浪潮，

率先行動，導入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讓永續與藝文活動結合執行，進而推動業界影響

力；以及透過國際標準，達到企業文化塑形與品牌區隔，做好轉型提升。 

起心動念：看見痛點 首場貨真價實的永續音樂節 

提到大型活動，腦海中可能浮現：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事故、跨年晚會留下的大量垃圾、

演唱會舞台倒塌、校園活動食物中毒等新聞畫面。每一場大型活動中都有許多「隱性問題」，

但在過程中卻鮮少被系統性的管理，最終成為「危機」！每年台灣各大企業都很願意投入資源，

舉辦各項傳達藝文與社會關懷的大型 CSR 活動，但以永續為主題的活動，可能過程中卻並不永

續，如何讓活動達到真正的「永續」，不但有效管控風險，同時更創造品牌差異化！ 

面對這個痛點，華山站徹底思考連結藝文精神與永續內涵的作為，了解音樂節中的重要利

益關係人，共同辨識出重大的議題。「如果每一場活動都替換成更永續的方式，集結所有企業

的力量，帶來的影響力是很驚人的。我們在想，有沒有可能做出一個永續與藝文結合的新模式。」

於是，以「免廢收聽」為主題的「曙光祭 Reborn」誕生，從舞台搭建到現場佈置物、到表演

者與消費者參與，都希望實踐「零廢棄」理念，看見世界的曙光。另一層面，為期兩天的音樂

節，也讓有潛力的年輕音樂人才，有機會站上舞台與民眾直接接觸，是最直接的觸動，也是樂

團迎向未來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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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曙光祭於暑假週末辦在台北市信義區最精華熱鬧的

地段，希望無論是音樂還是永續都能走入大家的生活中。音樂

向來有其分眾市場，曙光祭這次安排的音樂表演類型多元，讓

不同年齡族群都可以輕易接受，進而讓所有前來的群眾都可以

接觸到永續生活體驗。七月份曙光祭台北場兩天下來吸引近五

萬人次參與，還不含因為烈陽而躲在一旁購物商圈二樓走廊觀

賞的朋友。甚至有許多路過的家庭客，被舞台上的音樂吸引，

被現場充滿理念與質感的攤位吸引，帶動社區的經濟利益。 

「所有的消費者和攤位主都讓我們感動。」Yuchi 說:「曙

光祭當初公開募集攤商，就有說明活動以『免廢』為目標。會

來參加招募的都是在永續領域行之有年的品牌單位。 曙光祭

台北現場需要十六個攤位，召募時來了一百個單位報名徵選。」

Yuchi 娓娓道出的數字，讓我們看見台灣永續機會的曙光。然

而就算有基本共識，入選攤位仍覺得曙光祭此次要求非常高：

要簽永續承諾書、確認裸裝細節，在在超越大家既有經驗，此時溝通技巧與步驟，細膩與用心

都是關鍵。實際執行下來，成果也令人驚艷，例如當天每個攤位都發了五公斤裝的垃圾袋，兩

天活動下來，所有的攤位都沒有不夠使用的問題，甚至回饋：「下次可以四個攤位共用一個垃

圾袋即可。」 

連鎖效應：看見供應鏈的影響力 

走上對的途徑，好的影響如同連鎖效應，奔馳傳遞。 

活動期間，工作人員的便當，訂的是提供鐵盒裝的店家，利用餐點本身的美味加上視覺搭

配，廚餘量降到最低；用飲水機取代瓶裝水，表演者上台表演時也以此為哏和台下群眾互動：

「如果我沒有自備環保杯主辦單位就不給我水喝。」關於「免廢」的精神，不是口號標語，而

是環境氣氛，達到無形卻最有力的傳遞。 

不只是台前，幕後的舞台、燈光大哥每位都身經數百場活動經驗，年輕的工作人員要前去

溝通配合免廢，內心不忐忑是騙人的；甚至活動前開會討論如何在線路配置上用心，讓原本規

模經驗值預期會花到三台發電機的曙光祭，實際執行兩天活動下來只用了一台發電機。永續內

涵隨曙光祭的舉辦，已在業內專業人才身上札根。  

Sammi 說，曙光祭輔導的是華山站一家企業，但整個曙光祭參與合作的廠商和單位超過

五十個。藉由曙光祭導入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永續概念如同種子播入每一位參與

者，這些專才因而有了法規意識和落實經驗，將來都是他們在業界與其他同行差異化的利基。

採訪地點在優樂地辦公室，Yuchi 大方

拿起吉他合影，展現飛揚活力的曙光祭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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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拍動翅膀，可引發太平洋上龍捲風的形成；台灣第一場永續音樂節，影響力啟動，連鎖效

應無法阻擋。 

標準導入：促成品牌區隔、企業文化塑形與轉型發生 

國人印象中其他既存的同類型活動，像是簡單生活等，也都曾帶到減塑與環保的議題，此

時，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標準就起了做出差異化的作用：不只是環保，在活動進行中產

生的工安、食安、能源節省等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

相關議題都納入治理項目，並一一清楚定義目標，以利在過程到結束時審視作法與達成比例。 

在華山站內涵的社會責任與關懷作為的基礎之上，Yuchi 看見標準的優勢，認為值得作為

新創品牌的獨特概念放入企業營運策略中。這次曙光祭籌辦進行，導入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

管理標準，利用標準建置不同以往的管理思維，從初期規劃到整體執行，以證書取得做為永續

概念落實成就的證明，做到品牌差異化，並從中做到企業文化塑形及轉型準備。 

Yuchi 坦言，新創品牌資源有限，

願意投入成本做相關的教育訓練和建

置是很大的承諾（Commitment）。而

每一次教育訓練後並不會馬上看到成

績和業務進來，但身為高階主管，要很

捨得把時間花進來，在過程中和同仁

找到共同溝通的語言，企業的文化塑

形就在此點滴發酵中。 

台灣藝文產業藉由管理系統協

助，進行優化體質的經驗值屬少數，畢

竟「管理系統」這幾個字聽起來就和充

滿創意的藝文活動不太搭。然而系統

導入的過程是有機的，標準是作為框

架確保大家有步驟座標可依循，於其

中發展出品牌內涵。Yuchi 有感：「透

過驗證取得的過程，團隊（包含華山站

本身和合作夥伴）經歷了一起學習成

長，並在相互支持之下，更能凝聚、強

化團隊：這是一個不只是華山站享受

到的好處，是任何導入 ISO 20121 的企業組織，或跟華山站合作的夥伴都可以感受到的效益。」

企業文化塑形與轉型，無法孤島式進行；企業與團隊共同長出意識，產業共同受惠，是標準和

管理系統最有意義的作用。 

華山站副總經理賴郁淇（Yuchi）和優樂地公關總監張瑋珊（Sammi）一

同與 BSI 電子報讀者分享，台灣第一場永續音樂節活動的誕生。Yuchi

說話，Sammi 沈思；Sammi 補充，Yuchi 聆聽，好默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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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精神：不是為了一次性證書 

    「同仁的壓力與挫折，甚至自我懷疑，覺得花了這麼多的精力和金錢成本，最後萬一拿不

到證書的惶恐心情，我都是明白的。」Yuchi 表示：「高階主管，信念一定要堅定。」Yuchi 認

為，我們從小太習慣追求 100 分，拿證書以為就是像考試要拿滿分一樣。這次通過 BSI 驗證的

經驗了解到：有沒有在過程中建立觀念和意識，以及可遵循的流程，並以此為基礎讓未來能改

善，才是重點—在這樣的概念灌注後，導入建置到後半段，公司成長曲線變得成熟：「理解 P-

D-C-A 的過程，自己內心的壓力也得到救贖。」當同仁擔心缺失很多怎麼辦？「就紀錄，發現

問題，然後找到解決方法，下次做的更好。」Yuchi 可以篤定回答。 

身為輔導單位的 Sammi 也說明：「不會因為缺失過多而無法通過驗證，而是有問題不紀

錄，有缺失視而不見，無法做改善，這才會真的導致無法取得驗證。」BSI 台灣行銷部協理簡慧

伶（Julia）也有感而發：「BSI 制定標準從來不是為了讓客戶一次性取得證書就表示我好厲害，

一勞永逸。經由系統導入，我才知道可以如何做改善；透過第三方公正單位替企業找出盲點，

協助企業體質改善，這才是取得證書真正的目的。」 

拿到證書是最大的鼓勵，收到通過信件的當下，公司幾個酷酷型的女孩兒都開心地又叫又

跳。而「拿到證書後的下一步才是最重要的」此話不假，九月份移師到台中舉辦的曙光祭，台

北場的經驗是否可延續？或者未竟之處有否能調整的空

間？永續的意識是否有植入同仁的工作 DNA 中，笑容像

陽光一樣的 Yuchi 說：「我都在持續觀察中。」被植入

P-D-C-A 精神的主管，真不是開玩笑的 

延續「不是為了一次性的證書」話題，優樂地公關

總監 Sammi 對照業界實錄：確實有專門做「一次性服務」

的輔導單位，文件替客戶填好，紀錄和報告替客戶生出來，

但這樣客戶本身不會成長。優樂地以「客戶陪伴者」角色

自詡，以這次曙光祭為例：遇到年輕同仁著急，什麼叫

ESG？文件表格一片空白不知道怎麼填？Sammi 會坐計

程車到華山站辦公室，陪著大家，一點一滴的把內容建置

起來，讓客戶看見從最初到現在，已經靠自己的雙腳走出

的距離。 

藝文與永續管理聯手：推動產業永續的巨輪 驅動轉變 

    Sammi 分析，目前永續在台灣呈現 M 型化的兩極狀態，前端企業的永續作為在國際上都

可說是名列前茅；但還是有一大部分停留在觀望、政府有否補助、不認為環境和社會成本與自

身企業經營有任何關係。而像華山站這樣清晰嗅到趨勢，並勇敢投入資源導入永續標準的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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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不但躋身 M 型的前端之列，也與其他先驅企業一起讓生態得以改變，進而影響產業結

構。Sammi 也舉例，有國內科技大廠在辦員工旅遊時，要求來提案的承辦單位要具備 CSR 查

證，改變已經開始了。感謝走在前端的企業，在採購上願意把供應鏈管理也拉進來，而持續觀

望的企業也會因此開始感到壓力。 

一直以來，台灣藝文產業強韌的生命力，在貧瘠的發展空間下仍前仆後繼在國際舞台綻放

光芒；發自民間對人對環境良善關懷的永續作為，也是持續讓台灣在國際上被記憶的焦點。如

何將藝文與永續兩股力量結合，發揮加乘效果，這一次曙光祭做出最好的示範。華山站勇敢擔

下火車頭的角色，讓世人看見想像真實發生，改變已經啟動。 

最後引用 BSI 執行長 Howard Kerr 所言：「很多人認為標準只適用於大企業，因為它們是

複雜、昂貴的工具，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永續標準並非大企業妝點式、遙不可及的專利，台

灣產業結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希望在優樂地這樣優質推廣者的協助下，有更多充滿活力與理

念的華山站，藉由標準導入，跨向永續經營。-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