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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企業的環境意識層次提昇 

現今的企業已經普遍視環境議題為首要工作項目，然而早在 1960年代至 1970年代世界

各國企業卻仍普遍缺乏對環境議題的正確認知，並且視其為次要問題（Walton et al.，1998）。

然而自從 1992年世界各國領袖在巴西里約熱內盧之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共同

簽署里約宣言與二十一世紀議程，正式要求世界各國制定明確的環境目標以減少廢棄物及控

制有毒物質使用，環境管理相關議題已經正式納入全球的策略議程之中，任何國家企業團體，

甚至個人均無法再視之為一般環境事件，而必須採取具體的環境管理措施以降低各種環境問

題的發生機會（United Nations，1993）。這顯示世界各國基於環境議題關係著彼此的利害關係，

已經迅速的形成區域整合，並且變成全球性的共通議題，任何國家已不能再置身度外。 

消費者也與企業廠商共同增加對相關環境議題的察覺，變成環境導向之公司（Winsemius 

and Guntram，1992）。這波追求永續發展為出發的概念，已經變成世界各國政府及企業界未

來不可忽視的力量，紛紛增加對環境的承諾，並且採取相關環境策略來改善對環境的不良衝

擊（Mulder，1998；Walton et al.，1998；Gifford，1997）。可見無論是消費者個人本身與企業

公司，甚至政府相關機構，均應該為了全球的永續發展，肩負相當的社會責任，以擔負地球

公民的義務。 

這波強大的公眾壓力在美國及歐洲已經造成企業強烈的環境危機意識，並且紛紛採取各

項環境創新技術來降低廢棄物的發生機會，並且增進能源的使用效率，藉以改善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而這些環境創新技術即包括了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Boudouropoulos and Arvanitoyannis，1999）。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針對全球 470位跨

國企業資深經理人所做的調查顯示，超過 80﹪的經理人認為企業應當為其公司生產的商品負

起環境責任（Winsemius and Guntram，1992）。企業在面臨國內外各種環保壓力與企業自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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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責任後，已經發現推動環保是一項新的銷售利器，根據 David Bellamy Associates對企

業所做的調查顯示，有 65﹪的企業願意申請「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新環保標準的合格證明（Sadgrove，1994）。由上述可知，各企業公司的員工也已經普

遍認知到自身對於企業公民責任的義務，並且願意透過申請各項環保標準來因應環境的巨大

衝擊。 

二、 國際上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的發展趨勢 

企業推行環境管理的目的主要在從公司的生產和服務過程中降低所有對環境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Klassen and McLaughlin，1996），國內外學者 Eckel et al.（1992）、Greeno and Robinson

（1992）、Dean and Brown（1995）、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Nehrt（1996）、Tibor and 

Feldman（1996）陳小娟、徐木蘭、劉仲矩（1997）、Magretta（1997）、Weizsacker and Lovins

（1998）、Stigson（1998）及Miles et al.（1999）等人的研究結果，均指出企業推動環境管理

相關活動，不僅可以延續公司本身的經營成功，並且可持續創造企業的環境績效。 

同樣地，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自從於 1996年

9月 1日被正式公布以來，其成立的目的主要在鼓勵企業自發性建立適合自身企業使用的整

合性環境管理系統，包括選擇低危害原料、使用較清潔生產的環境技術、進行綠色設計及生

產綠色產品等環保措施，藉由污染預防與資源減量使用方法，以達成企業追求持續提昇企業

環境績效的目標，在推出後迅速成為歐美各國政府機構與民間企業重視的焦點，預估企業在

未來如果未能取得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其企業將難以走向國際舞台（Miles et al.，

1997）。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也不負眾望，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自發性的推動 ISO 14001驗

證，並要求供應商也能限期通過 ISO 14001驗證，ISO 14001變成評價供應商環境績效的重要

工具（Miles et al.，1997；Miles et al.，1999；Mohamed，2001）。Tibor and Feldman（1996）

認為企業在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後，將持續增加企業本身對於週遭環境議題的

察覺，並且投入相關環境管理活動，促進企業環境績效，更可做為管理者進行生命週期分析

與環保標章產品的採購指南。Nakamura（2000）研究結果也發現，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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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驗證的公司會影響他們在天然資源如石油、水及紙類等產品的消費採購行為。 

重視企業對環境的持續改善與自發性建立符合企業自身發展的整合性環境管理要求的

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在 1996年被國際標準組織 ISO/TC207委員會公告為第一階段的

基礎標準版本以來，各國政府與企業之間莫不視推動 ISO 14000系列認證為繼 ISO 9000品質

管理系統之後的另一項貿易技術障礙（ Technical Barriers of Trade，TBT），因此自從 ISO 14000

系列驗證推出後，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伴隨著 ISO 9000品質管理系列驗證日益受到

全球製造業的重視，每年均呈高比例成長（Montabon et al.，2000；Rezaee，2000；Chin and Pun，

1999）（參見圖 1-1，圖 1-2），而企業的環境察覺已經變成公司經營的重要成功因素之一

（Fielding，1999），更是企業維持永續經營績效的不二法門（Miles et al.，1999；Magretta，

1997；Nehrt，1996）。可見未來未能通過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廠商，將很難將其企

業推向國際貿易舞台，並且延續企業的經營績效。 

歷年來通過ISO 14001驗證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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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世界各國歷年來通過 ISO14001驗證的廠商家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 ISO國際標準組織秘書處，http://www.iso.ch/，2001年 8月。 

根據國際標準組織（ISO）秘書處 2000年所公布第九次年度最新 ISO 9000/ISO 14001驗

證統計資料，顯示到 1999年底為止，同年即有 6,219家廠商取得 ISO 14001認證，並且全世

界已有 14,106家廠商取得 ISO 14001的的驗證，而在通過的廠商中光是日本就有超過 4,000

家，約占全世界的 1/4之強（環境管理報導，2000）（參見圖 1-3），而生產產品多數仰賴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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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目前通過 ISO 14001認證的廠家又是全亞洲僅次於日本者，可見 ISO 14000系列驗證

之運用，已經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並且成為台灣追求永續經營的方法之一。 

通過ISO 14001驗證廠商年成長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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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通過 ISO 14001驗證廠商之年成長家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ISO國際標準組織秘書處，http://www.iso.ch/，2001年8月。 

根據台灣環境管理學會截至 89年 12月底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廠商通過 ISO 

14001認證的數量，已多達到 881家，另外根據世界環境組織（Federal Environmental Agency）

在 1999年 6月所統計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國家排名資料顯示，我國的排名僅

次於日本、德國、英國、瑞典四國，居於全球第五名，在亞洲地區通過驗證公司排名數量僅

次於日本（Steger，2000），可見國內企業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工作的迫切需要，不過在

產業實際推動的熱衷程度上卻有極大的差距，在國內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 800

多家廠商中，服務業僅佔 1.4%，似乎製造業較服務業重視 ISO 14000相關系列驗證（參見圖

1-4及圖 1-5）。 

三、 綠色採購的推動趨勢 

目前各國環境議題的出現不只受到一般商業的重視，甚至受到各企業採購管理者的注意

（Carter and Carter，1998）。並且有關環境議題方面的採購研究近來也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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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idisin and Siferd，2001）。Peattie（1992）即提出當社會大眾與媒體的焦點都放在企業對

環境的影響時，企業在感受這股無法抗拒的環保壓力下，將做出的反映包括改用無鉛汽油、

發展環保策略、實行最低浪費計畫、實施節約計畫、開發綠色產品及改變現有行銷方式，而

廠商本身所採行的綠色行銷策略中最能降低對環境不良衝擊莫過於採用「綠色採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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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世界各國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廠商家數 

資料來源：ISO World，200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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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國內歷年來通過 ISO 14001驗證的廠商變化統計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200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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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內各產業通過 ISO 14001驗證百分比的統計家數 

資料來源：環境管理報導，2001。 

企業進行綠色採購活動，不僅可藉以達成對環境的友善態度，並可達成對環境減少未來

廢棄物處理的責任義務成本及保護資源，更可改善企業的公共形象（Min and Galle，1997），

可見綠色採購絕對是值得產業界加以投資經營。Berg（1997）即提出企業採購管理者可以透

過使用環境管理系統來改善公司經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且用來評估供應商的環境績效。 

目前國際上已經有多個國家之政府機構與民間企業團體希望藉由購買對環境友善的物

品，以減少採購活動對於環境的不良衝擊，而由於這些國家如丹麥、荷蘭、英國、德國、法

國等歐洲國家，以及位於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和日本等已開發國家，都已經開始推出綠化國

家/政府行動之計畫方案（于寧、賴明伸，2000）。另外，根據日本綠色採購網路組織（GPN）

於 2000年 6月 7日所公布的年度綠色採購問卷的調查結果顯示，該次所調查的相關企業組織

團體已經實施綠色採購團體已由 1999年的 80﹪升至 91﹪（組織全體實施綠色採購佔 33﹪，

組織全體有一半實施綠色採購佔 12﹪，組織有一部份實施綠色採購也佔有 34﹪之強），可見

日本實施綠色採購的機關團體正不停的增加，更顯現了其推動綠色採購的具體成效（賴麗瑩，

2000）。並且可知未來綠色採購在企業進行環境管理活動時，可扮演的環境改善角色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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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重要性日漸提昇，但是 ISO 14000並未包含綠色採購。 

自從 ISO14000系列驗證推出後，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伴隨著 ISO 9000品質管理

系列驗證日益受到全球製造業的重視，每年均成高比例的成長（Montabon et al.，2000；

Rezaee，2000；Chin and Pun，1999），目前國內外廠商已普遍認同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

管理系列驗證是企業推動環境管理的必要工作之一（施勵行、黃峰蕙、郭美秀，2000；Steger，

2000；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Chin and Pun，1999；Ilinitch et al.，1998；Wen and Chen，

1998；Callan and Thomas，1996）。而當我們檢視 ISO 14000系列的內容（參見附錄一）發現，

綠色採購相關活動並未涵蓋於 ISO 14000的條文之中，但各國在推動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政策

時，卻已經透過 ISO環境標誌與宣告系列將綠色採購運用於採購活動之中。可見得企業在推

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之後，是否秉持著持續環境改善的自發性環境管理標準，同

步進行綠色採購活動，未來將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並且需要研究者進行相關實證研究。 

二、 綠色採購在推動環境管理工作之不可替代地位。 

隨著消費者的環境意識越來越高，一般企業普遍採取適當的環境行動來因應新的環境趨

勢。根據Monczka and Trent（1995）、Carbone（1994）的調查結果指出，環保法規成本的影

響已經變成採購管理人員進行採購活動時第二個最重要的考量因素。Stock（1992）、Min and 

Galle（1997）、Walton et al.（1998）、Green et al.（1998）及 Carter et al.（2000）等人的研究

均指出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可帶動企業之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可見得未來綠色採購的推動將

深深影響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 

不過根據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針對國內食品業廠商推行環境管理現況的研

究結果指出，國內廠商推動環境管理的落實程度，以「部門整合」落實程度較低，而這其中

採購部門的參與程度是最不積極執行的部門之一。雖然國內已有眾多有關消費者綠色消費的

相關學術研究或報導，可惜卻均未能針對企業組織的綠色採購活動進行相關研究，而根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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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煌、王順美、張峰垚（1996）針對國內大型企業綠色化行動的研究調查，顯示國內的大型

企業所從事綠色化行動以與產品生產、運輸、包裝有關的綠色化行動、辦公室做環保、美化

廠區內外環境為最多，而與有關落實與產品生命週期有關的綠化行動，如從事原物料的環境

風險分析，以採購對環境影響較少的原物料，卻甚少進行。可見國內對於企業推行綠色採購

活動的相關研究報告是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討，並且綠色採購將在推動環境管理工作扮演重要

地位。 

三、 目前一般研究並未針對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關聯性進行探討。 

雖然綠色採購及環境採購已經普遍報導於相關運籌（Logistics）文獻（Ofori，2000），可

是當我們回顧國內外曾探討過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相關研究的期刊，諸

如：European Journal of Purchasing ＆ Supply Management、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bound Logistics、Purchasing及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等有關採購、物流及運籌

相關的期刊目前所討論的文章內容，我們可以發現有關綠色採購的相關研究文獻論述，相關

研究領域大多侷限於企業現有綠色採購活動經營之個案探討或實證研究，甚少探討到有關企

業推行綠色採購與環境管理及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的相互關係（主要具有代表性論文，

參見附錄二）。國外學者 Zsidisin and Siferd（2001）雖然也曾針對現有相關綠色採購的文章進

行文獻回顧，並就現有文獻進行探討，最後並提出未來綠色採購研究發展趨勢之理論架構，

可惜其文章也未能探討到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與綠色採購的關係。國內學者陳中獎

（2001）的研究則是對政府利用綠色採購政策之環保機制的制訂，藉由政府龐大的採購能力，

來減少消費性污染對環境的不良衝擊，利用數學模式進行推導，研究結論顯示綠色採購政策

可以帶來社會福利、減少消費行為對於環境所產生的不良衝擊及扭轉大家對於綠色產品的使

用情況，可惜其文章之中也未能探討到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與綠色採購的關係。可

見目前企業界對於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與綠色採購互動關係的文獻研究仍有不足，更可

見探討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關連性在未來仍有極大的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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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內容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所言，企業推動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已是

不可避免的趨勢潮流，而企業在推動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關係模式也

亟需進行瞭解，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國內業者進行問卷訪查與文獻探討，藉以探討國內企業在

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驗證的推動現況，並針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

關係模式進行探討，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建立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建構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互動關係模式，藉環境績

效與財務績效為中心，依序探討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環境績效、財務績效的關係，以及探

討綠色採購與環境績效、財務績效的關係，最後探討綠色採購與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

理兩者間的關係，最後藉以提出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以提供政府機

關或企業未來在推動綠色採購的參考建議。 

二、 國內企業對環境管理工作與 ISO 14000的評價現況 

本研究目的在透過問卷調查國內服務業與製造業推動環管工作的相互關係，並探討製造

業與服務業對於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評價關係為何。 

三、 國內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現況 

本研究目的將分別透過研究瞭解國內大型企業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認知綠色採購的

工作內涵及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活動所可能面臨的問題障礙三項推動綠色採購現況，並探討產

業別與推動綠色採購的相互關係，藉此提供政府未來在推動綠色採購活動時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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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目的之要求，將研究目的分成三部份依序進行探討，這三部份分別為國內企

業推動環境管理工作與產業別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驗證之評價關係、綠色採購推動現

況與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支援模式建構。第一部份國內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

境管理系統驗證之評價現況部份，首先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探索國內企業在環境管理工作的

推動情況與對於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評價。第二部份國內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現況

部份，也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探索性的瞭解國內企業在綠色採購的推動情形，包括企業對綠

色採購的重視程度、認知綠色採購工作內涵及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第三部份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支援模式建構，以企業績效觀點，逐步探討企業推動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對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最後推論出企業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也即是本研究所建構模式之理論架構，藉以強調企業綠色採購

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支援的重要性與不可區分性，並主張綠色採購必須包含在 ISO環境管

理系列。最後並整理這三部分的研究分析成果，提出對於實施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

與綠色採購活動的具體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樣本選取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天下雜誌 2000年「2000大特刊」廠商為問卷調查對象，研究調查來源選自「天

下雜誌 2000大特刊（2000年版）」，未選中華徵信所出版的「台灣大型企業排名」為樣本資

料，乃因中華徵信所資料為每兩年進行抽樣公告，其最近所出版的「台灣大型企業排名」為

1999年版，難免造成歷年資料的遺漏，而天下雜誌歷年來每年均依據國內企業的財務報表進

行排名，且考量產業變化的瞬息萬變與資料的即時性，故採取天下雜誌 2000年五月所出版的

「天下雜誌 2000大特刊（2000年版）」中的國內 2000大企業作為此次問卷調查的抽樣資料。 

本研究為探索性調查分析研究，研究資料蒐集之抽樣方法採取問卷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抽樣樣本分成服務業（包含金融業）與製造業兩層，樣本按照比例配置法以 1:1.2比例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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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抽出 343家（製造業 182份，服務業 162份）企業作為樣本，問卷寄發前先將問卷分成

甲、乙兩卷，甲卷交由製造業廠商填寫，乙卷由服務業廠商填寫，甲、乙兩卷的內容相同，

填寫時甲乙兩卷以不同顏色區別，以避免問卷回收時處理過程太複雜。 

第一部份企業推動環境管理工作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評價現況部份，問卷填

答者以企業內部實際負責環境管理相關業務的人員進行填答，如企業內部尚未設置相關環管

部門，則請該公司資深主管填寫，以避免造成答非所問情況發生。第二部份企業推動綠色採

購現況部份，問卷發放前先電話聯絡請求樣本企業提供採購部門主管名稱職銜，請求該採購

主管協助或安排指定採購部門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工作，隨後利用郵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郵寄問卷的主要優點為費用較為節省並且收集時間較快，不過卻免不了面臨問卷回收率

不高情況發生。而本研究問卷於寄發前必先詳細檢查是否內附貼好回郵並印好收件人公司地

址姓名的信封，並特別隨函附上印有環境管理研究所字樣的公函，以增加研究對象對本研究

問卷之重視。並且問卷寄發後兩個星期後，進行電話跟催，詢問對方是否已收到寄出問卷，

如尚未收到則再次以限時掛號方式寄出問卷。並且為增加問卷的填答率，本研究提供問卷填

答人於問卷結束後，可以索取研究結果摘要的選擇，以提高問卷填答人進行問卷填答的意願。 

本研究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抽樣樣本的選取，分別自天下雜誌「2000大特刊」的廠商中

各選取 343家企業進行問卷寄發。第一部份問卷調查時間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民國八十

九年十月一日發放至十月二十四日回收截止共計 24天，總計回收二十九份問卷，第二階段則

扣除原已回收之二十九家廠商，以電話直接詢問尚未回覆的企業之環境部門是否已收到問

卷，如收到則請其協助問卷填答，如尚未收到則請其提供適當的問卷填答者，以便再次寄出

問卷請其協助填答，催覆問卷於十月二十七日寄出 314份問卷，十一月十日截止，總計回收

57份問卷。合計第一、二階段問卷之回收，問卷總回收率為 25.07﹪，整理問卷後扣除 8封

無效問卷外，有效回收 7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23.28﹪；第二部份之第一階段問卷調查時

間自民國九十年七月十日發放至八月三日回收截止，總計回收 47份問卷，扣除已回收的廠商

問卷，第二階段摧收問卷自八月六日寄發至八月二十日截止，總計回收 22份問卷，扣除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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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7份，共計總回收份數 69 份，有效回收 60份問卷，總回收率為 20.12﹪，有效回收率

17.49﹪。（參見表 2-1） 

表 2-1 問卷回收情形 

項目 第一部份問卷回收 第二部份問卷回收 

寄發問卷數 343份 343份 

回收問卷數 86份 69份 
有效問卷數 78份 60份 

問卷總回收率 25.07﹪ 20.12﹪ 

有效問卷回收率 23.28﹪ 17.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第一部份研究設計 

第一部份的研究設計主要在探討國內大型製造業與服務業廠商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

的評價差異情形，根據本部份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部份研究假設如下所示： 

一、 服務業與製造業對於 ISO14000系列驗證之評價有差異。 

二、 服務業與製造業在環境管理單位的設置層級上有差異。 

三、 服務業與製造業投入在環境管理的專職員工人數有差異 

四、 服務業與製造業投入在環境管理的花費上有差異。 

本部份研究問卷設計依照性質的不同將問卷內容分成三項，包括公司基本資料、產業對

環境管理工作推動情形及產業對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評價等三項，問卷內容中各大問項之

選取，主要係根據過去研究 ISO 14000研究者之相關文獻及本部份研究目的所提研究假設而

定，合計題數有 23題（參見表 2-2及附錄三）。本部份大型服務業與製造業推動 ISO14000系

列驗證評價差異之問卷衡量項目及參考文獻歸納如下： 

本部份問卷內容的填答方式，客觀感受如公司的基本資料與環境管理以類比尺度衡量，

產業對 ISO14000系列驗證的評價差異部份，採主觀衡量方式，根據 Likert五點量表方式計分，

將同意程度區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五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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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分別給予 1至 5分的評分，並依此方式進行統計分析。 

表 2-2 第一部份問卷衡量項目與參考來源 

衡量項目 量表問項數目 參考來源 
公司基本資料 
 

6 陳鴻基、李有仁、丘和先[1998]，黃光宇[1995]，陳書民
[1994]，黃俊雄[1994] 

產業界推行環境管
理的現況 

3 余瑞華[1998]，黃光宇[1995]，陳書民[1994]，黃俊雄[1994] 

產 業 界 對 推 動
ISO14000 系列認證
的評價 

14 Ruth[2000]，Chin and Pun[1999]，余瑞華[1998]，洪佩菁
[1998]，王俊敏[1996]，陳小娟、徐木蘭、劉仲矩[19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第二部份研究設計 

第二部份的研究設計主要在探討國內大型服務業與製造業推動綠色採購現況情形，根據

本部份之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部份研究假設如下所示： 

一、 產業別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積極程度有顯著關係。 

二、 產業別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有顯著關係。 

三、 產業別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有顯著關係。 

四、 產業基本資料（公司資本額、年營業額、成立時間、員工人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年

採購金額比例、經營型態、行銷市場及 ISO 14000系列驗證與否）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

的積極程度有顯著關係。 

五、 產業基本資料（公司資本額、年營業額、成立時間、員工人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年

採購金額比例、經營型態、行銷市場及 ISO 14000系列驗證與否）對企業認知的綠色採

購工作內涵有顯著關係。 

六、 產業基本資料（公司資本額、年營業額、成立時間、員工人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年

採購金額比例、經營型態、行銷市場及 ISO 14000系列驗證與否）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

的障礙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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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份研究問卷採取封閉式的題型，依據研究性質的不同將問卷分成企業對綠色採購的

重視積極程度、企業對綠色採購的認知工作內涵、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與企業的基本資

料四項。第一項部份企業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積極程度方面，研究問卷採取 Carter and Carter

（1998）對企業綠色採購的實證研究問卷，共計 6題問項。第二部份企業對綠色採購的認知

工作內涵方面，問卷採取 Zsidisin and Hendrick（1998）對企業認知的採購環境議題之實證研

究問卷而來，共計 13題問項。第三部份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方面，問卷參考歐洲綠色採

購網路組織（2000）針對歐盟組織各國所做之推動綠色採購障礙研究，共計 30題問項。第四

部份企業的基本資料問卷題項則參考過去研究採購的企業資料特性問卷內容而來，問卷題項

共計 9題，合計四部份的問卷題項共計 58題（參見表 2-3及附錄四）。本部份服務業與製造

業推動綠色採購現況之問卷衡量項目及參考文獻歸納如下： 

表 2-3 第二部份問卷衡量項目與參考來源 

衡量項目 量表問項數目 參考來源 
企業對綠色採購的
重視積極程度部份 

6 Carter and Carter [1998] 

企業對綠色採購的
認知工作內涵部份 

13 Zsidisin and Hendrick [1998] 

企業推動綠色採購
的障礙部份 

30 歐洲綠色採購網路組織 [2000] 

企業基本資料部份 9 Zsidisin and Hendrick [1998]、Carter et al. [2000] 
Ofori [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部份問卷內容的填答方式，客觀感受如企業的基本資料以類比尺度衡量，企業對綠色

採購的重視積極程度、企業對綠色採購的認知工作內涵及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三項，均

採主觀衡量方式，以 Likert五點量表方式計分，依照企業個別重視程度與同意程度區分，分

別給予 1至 5分的評分，並依此方式進行統計分析。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二部份問卷於回收後，將資料進行整理，剔除填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經由編碼

工作，將數據一一輸入電腦之中。而後依據各部份研究目的及檢定研究的需要，以套裝軟體

SAS6.12分別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變異數分析、t檢定等分析，以瞭解各變數之間是否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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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關係存在。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所用到的統計分析如下：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各單變量採取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等分析，以初步瞭

解變數的分佈概況。 

二、 變異數分析（ANOVA）：比較產業別、ISO 驗證與否、組織規模等產業統計變數對於 ISO 

14000驗證的評價及綠色採購的推動執行是否具有顯著差異關係，並以Scheffe進行事後

多重檢定。 

三、 T檢定：比較不同產業在推動環境管理工作及綠色採購活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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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企業基本資料分析 

第一節 第一部份抽樣企業樣本特性分析 

第一部份研究回收樣本，經敘述性統計分析後如下說明，詳細內容如表 3-1所示。本部

份研究所回收的 78份抽樣樣本製造業佔了 51份，服務業僅有回收 27份。 

在公司資本額方面上，服務業以公司資本額五十億元以上 26.0%最高，一億元至五億元

與十億元至五十億元各佔 22.2﹪次之，五億元至十億元 18.5﹪再次之，一億元以下 11.1﹪最

低；而製造業廠商的資本額以分佈於十億元至五十億元 35.3﹪最多，五十億元以上 23.5﹪次

之，一億元至五億元 21.6﹪再次之，五億元至十億元為 19.6﹪，一億元以下為 0﹪。 

公司年營業額方面上，服務業以分佈三十億元至一百五十億元 29.6﹪最多，三億元至十

五億元 26%次之，十五億元至三十億元與一百五十億元以上各佔 26﹪再次之；製造業年營業

額以三億元至十五億元 43.1﹪最多，十五億元至三十億元 23.5%次之，三十億元至一百五十

億元 21.6%再次之，一百五十億元以上佔 11.8﹪，年營業額三億元以下服務業及製造業均為 0

﹪。 

員工人數分佈上，服務業員工數以分佈於 501-2500人 40.8﹪最多，其次分別為 251-500

人（22.2%）、51-250人（18.5%）、50人以下（14.8%）及 2500人以上（3.7%）；製造業以 501-2500

人 39.2﹪最多，其次分別為 251-500人(35.3%)、51-250人(15.7%)、2500人以上(7.8%)及 50

人以下（2.0%）。 

公司成立時間，服務業以公司成立 20年以上（44.5﹪）最多，其次為 10-20年（25.2%），

5-10年（18.5%）再次之，5年以下（7.4%）最低；製造業以分佈於 20年以上（68.6﹪）最

多，10-20年 25.2%其次，5-10年 5.9%再次之，可以明顯的看出國內大型企業廠商的發展均

是經由長期的汲汲經營，才變成大型企業。 

在公司經營型態上，服務業以國人獨資（74.1%）最多，日商合資 14.8%次之，其它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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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再次之，美商及歐商合資則均佔 0%；製造業分佈以國人獨資（84.2%）占最多，日商

合資 9.8%次之，美商合資、歐商合資及其它則分佔 2.0%，由以上可知國內大型企業多為本

土型產業，尚缺乏跨國企業進駐。 

在企業廠商推動驗證現況的資料方面，由於國內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也不過才幾年

的時光，表現在取得驗證的現況上，產生了極大的差距，首先在服務業獲證部份，通過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公司僅佔 3.7%，卻有高達 96.3﹪的企業尚未取得這項驗證，或許對服務業

廠商來說，ISO 14000系列驗證尚未對他們發生任何有效的吸引力，更可見未來 ISO 14000驗

證的推動對服務業廠商來說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在製造業方面，已有 39.2﹪的廠商已取

得 ISO 14000系列驗證，顯示擁有 ISO 14000系列的驗證將是製造業各家廠商未來極力爭取

的目標，不過在 ISO 14000系列驗證實證研究方面，製造業廠商積極取得 ISO 14000系列驗

證的情況，與 Nakamura（2000）對日本產業的調查結果相近，也就是目前通過 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的產業集中於製造業，如機械業、運輸業、化學製造業、電子業及精密製造業。 

第二節 第二部份抽樣企業樣本特性分析 

第二部份研究回收樣本，經敘述性統計分析後如下說明，詳細內容如表 3-2 所示。本部

份研究所回收的 60份有效問卷中，製造業佔 40份，服務業僅有回收 20份。 

在回收樣本的公司登記資本額分佈上，服務業以 10 億元至 50 億元（45.0﹪）最多，其

次分別為 1億元至 5億元（25.0﹪）、5億元至 10億元（20.0﹪）、50億元以上（5.0﹪）及 1

億元以下（5.0﹪）；製造業以 10億元至 50億元（37.5﹪）最多，其次分別為 50億元以上（ 32.5

﹪）、1億元至 5億元（17.5﹪）、5億元至 10億元（12.5﹪）及 1億元以下（0.0﹪）。 

在公司年營業額的分佈上，服務業以 3 億元至 15 億元（35.0﹪）最多，其次分別為 30

億元至 150 億元（25.0﹪）、15 億元至 30 億元（20.0﹪）、150 億元以上（20.0﹪）及 3 億元

以下（0.0﹪）；製造業以 30億元至 150億元（37.5﹪）最多，其次分別為 150億元以上（20.0

﹪）、3億元至 15億元（20.0﹪）、15億元至 30億元（17.5﹪）及 3億元以下（5.0﹪）。 

在公司成立時間上，服務業與製造業大多數公司的成立時間都已超過 20 年以上，尤其



 18 

是製造業更有高達 55﹪高比例的公司成立時間超過 20 年以上，可見國內大型企業多是經過

多年的經營與資金累積才成為大型企業，而製造業公司更是需要大量資金成本才可維持。 

公司員工人數分佈上，服務業員工人數以分佈在 501-2500 人 35.0﹪最多，其次分別為

251-500 人（25.0﹪）、51-250 人（25.0﹪）及 50 人以下（15.0﹪），2500 人以上（0.0﹪）最

低。製造業員工人數以分佈在 501-2500人 35.0﹪最多，其次分別為 2500人以上（22.5﹪）、

251-500人（22.5﹪）及 51-250人（15.0﹪），50人以下（5.0﹪）最低。 

在採購部門編制人數部份，服務業設置的採購部門人數以分佈在 1-5人（55.0﹪）最多，

6-10人 30.0﹪次之，11-15人再次之，15人以上 0.0﹪最低；製造業採購部門人數以維持在 15

人以上 37.5﹪最多，其次為 1-5人 30.0﹪，6-10人 20.0﹪再次之，11-15人佔 12.5﹪最低，發

生此結果或許與製造業由於需要大量的原料進出，並且原料採購工作複雜，故需要較多的採

購專責人員以進行採購活動。 

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的比例部份，服務業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的比例以 10﹪以上

（佔 45.0﹪）最多，其次分別為 3﹪-10﹪（佔 40.0%）、少於 1﹪（佔 10.0﹪）及 1﹪-3﹪（佔

5.0﹪）；製造業公司部份，則有高達 72.5﹪的公司其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的比例維持在 10

﹪以上，其次分別為 3﹪-10﹪（佔 15.0%）、1﹪-3﹪（佔 10.0﹪）及少於 1﹪（佔 2.5﹪）。從

以上可以明顯看出製造業由於多設有採購專責單位，因此也就傾向於設置較多專門負責採購

的專責人員，並且每年均需要花費較多的經費於採購工作上，更顯示製造業由於必須採購大

量的原料，進而透過生產過程製造出新的產品，而服務業其產品大多為無形商品，因此較製

造業不需要花費鉅額的採購經費於原料採購工作上。 

在公司經營型態上，目前服務業以國人獨資（60.0%）最多，其它佔 25.0%次之，日商

合資 15.0%再次之，美商及歐商合資則均佔 0%；製造業分佈以國人獨資（65.0%）占最多，

其它佔 17.5%次之，日商合資 12.5%次之，美商合資、歐商合資則分佔 2.5%，由以上可知國

內大型企業多為本土型產業，尚缺乏跨國企業進駐。 

公司行銷市場比重部份，服務業行銷市場比重以國內市場 90.0﹪最多，其次分別為歐美

市場及日本市場各佔 5.0﹪，開發中國家與其他國家則佔 0.0﹪最低；製造業以國內市場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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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次為歐美市場佔 32.5﹪，日本及其他國家分佔 2.5﹪再次之，開發中國家行銷市場

0.0﹪最低。由上顯示雖然目前無論製造業及服務業其行銷市場比重雖然仍以國內市場為主，

可是在製造業卻已有高達 32.5﹪的公司其主要行銷市場為歐美市場，可見製造業公司已漸漸

邁向國際企業。 

而在公司推動 ISO 14000驗證現況方面，服務業公司僅有 1家（5﹪）通過 ISO14000驗

證，而有高達 95.0﹪的企業尚未取得驗證；製造業確有高達 62.5﹪的企業已通過 ISO 14000

驗證，而僅 37.5﹪的企業尚未取得 ISO 14000驗證，顯示 ISO 14000對於服務業廠商並未造

成吸引力，相反的對製造業廠商卻已造成一定的吸引力。 

表 3-1 第一部份研究樣本基本敘述統計量 

產業別 項目 選項 

服務業
（n=27） 

製造業
（n=51） 

一億元以下 3（11.1） 0（0.0） 
一億元至五億元（含一億元） 6（22.2） 11（21.6） 
五億元至十億元（含五億元） 5（18.5） 10（19.6） 
十億元至五十億元（含十億元） 6（22.2） 18（35.3） 

公司資本額 

五十億元以上 7（26.0） 12（23.5） 
三億元以下 0（0.0） 0（0.0） 

三億元至十五億元（含三億元） 7（26.0） 22（43.1） 
十五億元至三十億元（含十五億元） 6（22.2） 12（23.5） 
三十億元至一百五十億元（含三十億元） 8（29.6） 11（21.6） 

年營業額 

一百五十億元以上 6（22.2） 6（11.8） 
50人以下 4（14.8） 1（2.0） 
51-250人 5（18.5） 8（15.7） 
251-500人 6（22.2） 18（35.3） 
501-2500人 11（40.8） 20（39.2） 

員工人數 

2500人以上 1（3.7） 4（7.8） 
5年以下 2（7.4） 0（0.0） 
5-10年 5（18.5） 3（5.9） 
10-20年 8（29.6） 13（25.5） 

公司成立時間 

20年以上 12（44.5） 35（68.6） 
國人獨資 20（74.1） 43（84.2） 
美商合資 0（0.0） 1（2.0） 
日商合資 4（14.8） 5（9.8） 
歐商合資 0（0.0） 1（2.0） 

公司經營型態 

其它 3（11.1） 1（2.0） 
已獲得 ISO14000系列認證 1（3.7） 20（39.2） 公司推動 ISO認證現況 
以上兩項認證皆尚未取得 26（96.3） 44（60.8） 

註：（）代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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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第二部份研究樣本基本敘述統計量 

產業別 項目 選項 

服務業（n=20） 製造業（n=40）
1億元以下 1（5.0） 0（0.0） 

1億元至 5億元（含 1億元） 5（25.0） 7（17.5） 
5億元至 10億元（含 5億元） 4（20.0） 5（12.5） 
10億元至 50億元（含 10億元） 9（45.0） 15（37.5） 

公司資本額 

50億元以上 1（5.0） 13（32.5） 
3億元以下 0（0.0） 2（5.0） 

3億元至 15億元（含 3億元） 7（35.0） 8（20.0） 
15億元至 30億元（含 15億元） 4（20.0） 7（17.5） 
30億元至 150億元（含 30億元） 5（25.0） 15（37.5） 

年營業額 

150億元以上 4（20.0） 8（20.0） 
5年以下 2（10.0） 1（2.5） 
5-10年 3（15.0） 4（10.0） 
10-20年 7（35.0） 13（32.5） 

公司成立時間 

20年以上 8（40.0） 22（55.0） 
50人以下 3（15.0） 2（5.0） 
51-250人 5（25.0） 6（15.0） 
251-500人 5（25.0） 9（22.5） 
501-2500人 7（35.0） 14（35.0） 

員工人數 

2500人以上 0（0.0） 9（22.5） 
1-5人 11（55.0） 12（30.0） 
6-10人 6（30.0） 8（20.0） 
11-15人 3（15.0） 5（12.5） 

採購部門編制人數 

15人以上 0（0.0） 15（37.5） 
少於 1% 2（10.0） 1（2.5） 

1% - 3%（包含 1%） 1（5.0） 4（10.0） 
3% - 10%（包含 10%） 8（40.0） 6（15.0） 

年採購金額佔 

年營業額比例 
10%以上 9（45.0） 29（72.5） 
國人獨資 12（60.0） 26（65.0） 
美商合資 0（0.0） 1（2.5） 
日商合資 3（15.0） 5（12.5） 
歐商合資 0（0.0） 1（2.5） 

公司經營型態 

其它 5（25.0） 7（17.5） 
國內市場 18（90.0） 25（62.5） 
歐美市場 1（5.0） 13（32.5） 
日本市場 1（5.0） 1（2.5） 
開發中國家 0（0.0） 0（0.0） 

行銷市場比重 

其他國家 0（0.0） 1（2.5） 
已獲得 ISO 14000認證 1（5.0） 25（62.5） 公司推動 

ISO認證現況 
尚未取得 ISO 14000認證 19（95.0） 15（37.5） 

註：（）代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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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企業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評價分析 

基於前述第一章緒論所述國內外不同學者所提出的觀點與研究結果，均指出企業推行相

關環境管理工作將可延續企業的經營績效，並持續提昇企業的環境績效，而在這些環境管理

工作中，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自從推出後，就迅速的成為企業評價企業內外部環境績

效的重要工具，不過國內製造業與服務業廠商在實際推動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上卻

表現不同的熱衷程度。因此，本研究目的之一即在透過探索性的問卷調查瞭解國內製造業與

服務業廠商在推動環境管理工作的實際情形，並探討製造業與服務業對 ISO 14000系列驗證

的評價關係。 

本章首先將分別針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發展、架構、制訂內容等現況做詳

細介紹，而後說明國內外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相關的研究，最後依據本研究目的

之一探討國內大型製造業與服務業廠商對推動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評價關係如

何，藉以提供後續研究者對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可行研究方向。 

第一節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推動沿革 

自從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於 1992年巴西里約的舉行倡導永續發展的觀念，並提出改善相關環

境問題的具體行動方案與措施，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atandardization，

ISO）緊接著在 1993年成立 ISO/TC 207技術委員會，該技術委員會的成立目的主要再將環境

管理的觀念落實到企業的營運與產品的製造過程中，並制訂一系列的國際環境標準內容規

範，以降低產品生產過程對環境的衝擊，而這一系列標準草案並於 1996年成為正式的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標準驗證的公告規範內容（Zhang et al.，2000）。 

回顧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所制訂的內容與架構（參見圖 4-1與表 4-1），可以發

現其內容包括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EMS）、環境稽核

（Environmental Auditing，EA）、環境績效評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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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Environmental Labelling，EL）、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產

品標準的環境考量面（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Product Standards，EAPS）及用詞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等七個部分（Montabon et al.，2000）。而其所涵蓋的部門範疇又可區分為組

織的管理系統評估與組織的產品評估兩大範圍（Montabon et al.，2000）（見圖 4-1所示）。Tibor 

and Feldman（1996）在「新環境管理標準 ISO 14000指南」一書中也曾經針對 ISO 14000系

列做過詳細的描述與架構分析，書中指出 ISO 14000系列包括組織評估與產品過程評估兩項

技術架構，而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推動主要是針對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EMS）

的第三者進行驗證，且其在 ISO 14000的技術架構中是屬於對組織的驗證，而非對產品的驗

證。 

在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架構內容中，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是最早被制訂成國

際標準的正式規範與使用指引，其制訂的重點乃擺在其管理系統，而非技術面的污染排放標

準控制與污染檢測技術，也即是其制訂的基本精神著重在企業持續的改善與污染預防，並提

昇企業的環境績效（Zhang et al.，2000）。也因此自從 ISO 14000系列驗證推出後，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驗證伴隨著 ISO 9000品質管理系列驗證日益受到全球製造業的重視，每年均成

高比例的成長（Montabon et al.，2000；Rezaee，2000；Chin and Pun，1999），企業的環境察

覺已經變成公司經營的重要成功因素之一（Fielding，1999），更是企業維持永續經營績效的

不二法門（Miles et al.，1999；Magretta，1997；Nehrt，1996）。 

EAPS
產品標準之
環境考量面

EL
環保標章

LCA
生命週期分析

EMS
環境管理系統

EPE
環境績效
評估

EA
環境稽核

環境管理

組織評估 產品過程評估  

圖 4-1 ISO 14000環境管理技術架構 

資料來源：Montabon et al.，2000，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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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標準制訂內容 

ISO 
編號 

標準名稱簡稱 公布日期 制訂 

狀況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規範與使用指南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use) 

1996/9/1 

 

IS 

ISO 

14004 

環境管理標準-原則、系統及支援技術之一般指導綱要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 General guidelines on 

principles, systems and supporting techniques) 

1996/9/1 

 

IS 

ISO 

14010 

環境稽核-總則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General Principles） 

1996/10/1 

 

IS 

ISO 

14011 

環境稽核-操作程序-環境管理系統稽核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Audit Procedures – Auditing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1996/10/1 

 

 

IS 

ISO 

14012 

環境稽核-稽核人員資格準則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Qualification criteria for 

environmental auditors） 

1996/10/1 

 

IS 

ISO 

14015 

環境稽核-場址環境評估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sites and entities) 

 DIS 
尚審

議中 

ISO 

19011 

環境稽核與品質指南 

(Guidelines on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CD 

ISO 

14020 

環境標誌與宣告-總則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General principles） 

1998/8 IS 

ISO14

021 

環境標誌與宣告-自行宣告之環境訴求-第二類環境標誌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Self-declared environmental 

claims (Type II environmental labeling)) 

1999/11 

 

IS 

ISO 

14024 

環境標誌與宣告-第一類環保標章-指導原則及程序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 Type I environmental labeling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1999/3 

 

IS 

ISO 

14025 

環境標誌與宣告-第三類環境宣告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 Type III environmental 

declarations-Guiding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2000/3 TR 

ISO 

14031 

環境管理-環境績效評估-指導綱要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Guidelines) 

1999/11/15 

 

IS 

ISO 環境管理 -環境衝擊評估 -ISO 14031 案例研究技術報告 1999/11/15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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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2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Case studies illustrating the use of ISO 14031) 

 

ISO 

14040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總則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1997/6 

 

IS 

ISO 

14041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盤查清單分析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s and inventory analysis） 

1998/10 

 

IS 

ISO 

14042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衝擊評估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2000/3 

 

IS 

ISO 

14043 

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釋義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ife cycle assessment-Life cycle 

Interpretations) 

2000/3 

 

IS 

ISO 

14047 

生命週期評估-ISO 14042應用案例說明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ife cycle assessment-Examples of 

application of ISO 14042) 

1999 WD 

/TR 

ISO 

14048 

生命週期評估-生命週期評估盤查資料之文件格式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 data documentation format) 

1999 TR 

ISO 

14049 

生命週期評估-ISO 14041應用案例說明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Examp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SO 14041) 

2000 TR 

ISO 

14050 

用詞與定義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Vocabulary) 

1998/3 IS 

ISO 

Guide 

64 

產品標準之環境考量面指引 

(Guide for the inclusion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Product Standards) 

1997 

 

IS 

ISO 

14061 

資訊化協助組織推動 ISO 14001與 ISO 14004 

(Information to assist forestry organiza tions i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ISO 14001 and ISO 14004) 

1998 

 

TR 

ISO 

14062 

整合環境考量面之產品發展指引 

(Guidelines for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to product 

development (future Technical Report)) 

 WD 

註：IS：國際標準；DIS：國際標準草案；CD：委員會草案；WD：工作小組草案；TR：技
術性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整理自 ISO國際標準組織秘書處 （http://www.iso.ch/）及 ISO/TC 207

技術委員會（http://www.tc207.org/home/index.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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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 ISO 14000環境管理相關文獻探討 

黃光宇（1995）以問卷調查方式比較製造業推動 ISO 9000與 ISO 14000之現況，研究發

現通過 IS0 9000的廠商外銷產業多於內銷產業，並且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的意願與 ISO 

9000的推動有關，而影響企業推動 ISO驗證的最主要原因來自市場面的客戶之要求，該研究

最後並提出一些具體改善企業環境管理效益的建議。 

陳銘昆（1996）透過五家廠商的個案探討，提出企業推動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效益，包

括：提昇企業經營績效與競爭力、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實踐企業永續經營的理念、促進企業

社會責任、提昇企業形象及避免非關稅貿易障礙等六大項管理效益。 

王俊敏（1997）透過個案研究的方法，以組織發展的觀點來觀察足以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1的組織面內部與外部因素，研究發現外在組織面因素（世界趨勢、環保壓力、企業社

會責任、及提升企業整體形象）與內在組織面因素（組織高層對環境管理的承諾、品管或風

險部門的角色、公司教育訓練、組織內部管理與改革及組織的經營目標等）均足以影響企業

推動 ISO 14001環境管理驗證。 

徐文復（1998）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及專家訪談的方式，以「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為背景，

建構整合 ISO 9000與 ISO 14000兩套系統的初步架構，並進一步透過實際的個案方式，以某

個案公司為實際研究對象，提出結合品質與環境系統的具體結論與建議。 

洪佩菁（1998）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通過與未通過 ISO 14001驗證的廠商，以探

討企業環境管理的內涵與成功關鍵因素，以及探索在環境管理實施程度不同、不同產業下，

廠商對環境管理內涵與成功關鍵因素的認同是否有所不同，研究結果顯示，有通過驗證的廠

商傾向於以「教育宣導」的方式進行污染預防工作，無驗證的廠商則傾向以「做好基礎設備

符合環保法規」來進行污染預防：有通過驗證的廠商對於無形的效益（如善盡企業責任、提

升企業形象及環境教育等）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尚未通過驗證的廠商；而高階主管對環境的

態度更是影響 ISO驗證成功的最主要推動成功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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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瑞華（1999）針對通過 ISO 14001EMS驗證的廠商進行問卷調查，以調查通過 ISO驗

證對於企業內部環境管理的效益是否有顯著性的關係存在，研究證明企業推動環境管理系統

的程度雖有所不同，但大多均有助於提升企業內部的環境管理效益 

Zhang et al.（2000）透過文獻內容的探討，以策略議題的觀點分析 ISO 14000環境管理

系列驗證的內容架構，並以澳洲營建業為例，提出未來將 ISO 14000系列驗證納入營建業的

環境管理將可能面臨衝突與困難，最後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協助營建業改善企業自身環境

績效，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由前述研究文獻可知，過去針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相關議題所做的研究，學者多以企

業推動 ISO 14000之個案研究或以製造業為主要探討課題，缺乏對於製造業與服務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瞭解與評價落差比較。因此，本部份研究將根據上述各國內外學

者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相關研究與本研究之目的，進一步針對國內大型製造業與服務業

廠商在推動環境管理工作與對 ISO 14000的評價關係進行探索性的研究。 

第三節 國內大型企業對環境管理工作與 ISO 14000的評價分析 

一、 企業推動環境管理工作分析 

環管單位設置與否部份（參見表 4-2），服務業中僅有 18.5﹪的企業有設置相關環境管理

單位，並有高達 81.5﹪的企業尚未設置環管單位，反觀製造業卻有 88.2﹪的廠商有設置環管

專責處理單位，僅有 11.8%的企業未設置，顯示國內環管單位的設置在製造業已是普遍情況，

不過在服務業卻尚未重視到產業環保問題，或許是因為製造業生產過程較容易產生污染，所

以對於設置環管專責單位有其必要性。 

在環管單位設置層級部份（參見表 4-2），服務業中有設置環管單位的層級分佈大多在第

一、二級主管（各佔 7.4%），其次為非主管或第三級以下主管（佔 3.7%）；製造業有設置環

管單位層級以非主管或第三級以下主管（33.3﹪）最多，其次為第一級主管（25.5%），第二

級主管（21.6%）再次之，董事長（總經理）層級最少（7.8%），顯示製造業可能已將企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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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工作普遍下放到各廠之中。 

負責環境管理相關工作的員工人數部份（參見表 4-2），服務業有設置者負責環境管理工

作的員工人數以維持在 1~5人（88.9﹪）最多，其次為 6~10人（7.4%）及 11-20人（3.7%）；

製造業方面專責環境管理工作的員工人數分佈以維持在 6~10人（45.2﹪）最多，其次為 1~5

人（29.4﹪），11-20人（17.6%）再次之，21人以上（7.8%）最少。 

環管花費佔年營業額的比例部份（參見表 4-2），服務業以維持在少於 1﹪（88.9﹪）最

多，1﹪-3﹪（佔 7.4%）次之，3%-10%（佔 3.7%）再次之；製造業環境管理花費佔年營業額

則以維持在 1﹪-3﹪（49﹪）最多，其次維持在少於 1﹪（佔 31.4%），3%-10%（17.6%）再

次之，10%以上（佔 2.0%）最少。從以上或許可看出製造業由於多設有環境管理相關專責單

位，因此也就傾向於設置較多專門處理企業環境問題的專責人員，並且每年均需要花費較多

的經費於環境管理工作。不過由於環管花費分佈情形過度集中於少於 1﹪，無法呈現常態分

佈，發生此現象或許由於本研究的環管花費比例使用不當致使發生此種情形發生。 

表 4-2 企業推動環境管理工作現況 

產業別  
項目 

 
選項 服務業

（n=27） 
製造業
（n=51） 

董事長（總經理） 0（0.0） 4（7.8） 
第一級主管 2（7.4） 13（25.5） 
第二級主管 2（7.4） 11（21.6） 

非主管或第三級以下主管 1（3.7） 17（33.3） 

環管單位層級 

未設置環管專責單位 22（81.5） 6（11.8） 
1-5人 24（88.9） 15（29.4） 
6-10人 2（7.4） 23（45.2） 
11-20人 1（3.7） 9（17.6） 

負責環管工作的人數 

21人以上 0（0.0） 4（7.8） 
少於 1﹪ 24（88.9） 16（31.4） 

1﹪-3﹪（包含 1﹪） 2（7.4） 25（49.0） 
3﹪-10﹪（包含 3﹪） 1（3.7） 9（17.6） 

環管花費佔年營業額的比
例 

10﹪以上 0（0.0） 1（2.0） 
 

二、 廠商對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評價分析 

（一）產業別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評價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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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研究結果顯示，產業別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評價無顯著差異，表示服

務業及製造業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評價所持的看法相近。更進一步透過 T檢定作分

析，產業別廠商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中十四項評價因子中，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廠商

在「ISO 14000可在產業間全面實施」、「ISO 14000系列認證的產業能明顯提升環境品質」、

「ISO 14000系列認證可提升企業競爭力」、「ISO 14000系列認證能強化企業體質」、「ISO 

14000系列認證能降低營運成本」、「ISO 14000系列認證能改善環境管理的技術水準」、

「ISO 14000系列認證有助於顧客對環境管理滿意度的提昇」、「ISO14000系列認證能增加

銷售額」、「ISO 14000系列認證能提高員工士氣」及「ISO  14000系列認證能維持良好的

公共社區關係」無顯著差異。不過在「ISO 14000系列認證能提昇企業形象」、「ISO14000

系列認證可結合現有管理系統」、「ISO 14000系列認證能促進公司環境管理方面的持續改

善工作」、「ISO 14000系列認證能擴展歐美等國外市場」四項評價因素有顯著差異，特別

是對「通過 ISO 14000系列認證能擴展歐美等國外市場」此項評價因子，製造業的評價強

烈高於服務業，顯示生產經營過程較易對環境產生衝擊的製造業，由於歐美市場的需要，

使得其推動 ISO 14000系列認證的動機意願明顯高於服務業，更使得我國目前已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的廠商明顯集中於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而廠商也勇於透過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來進行達到對環境問題的持續改善工作，此結果與高明瑞、黃義

俊（2000）所研究影響企業推動綠色管理的因素結果，即不同產業間其綠色管理的作法有

顯著差異結果不同，發生此結果研判和該研究僅針對製造業廠商進行研究有關。 

而且當我們比較服務業與製造業對於 ISO 14000的評價及廠商實際通過驗證的現況

（請參見表 4-4），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產業別在 ISO 14000均有相等的評價，但實際通

過 ISO驗證的表現上卻出現極大的落差情況，推斷其原因乃因國內製造業多為外銷為主

（鄭仁偉、陳家聲，1999），而 ISO 14000系列驗證活動在台灣仍屬於新穎的活動，雖然

近年來開始受到國內廠商的重視，不過國內實際通過的家數尚少，更何況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自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才開始擴大開放受理國內全部服務業廠商申請 ISO 9000/ISO 

14000驗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01），因此產業別在實際推動 ISO系列驗證才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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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不一的情況發生，不過也可看出未來 ISO 14000驗證在服務業的發展潛力。 

表 4-3 產業別對於 ISO 14000評價的檢定 

產業別（平均數） T檢定  
變數 服務業

（N=27） 
製造業 
（N=51） 

T值 P值 

產業別對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評價有差異 3.9259 3.8936 0.2213 0.8255 
環境管理單位的設置層級 3.6667 3.8723 -0.9724 0.3341 
環境管理的員工人數 3.8519 3.7660 0.5189 0.6054 
環境管理的花費 3.8148 4.0000 -1.0639 0.2933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表 4-4 產業別對於 ISO的評價與實際通過驗證的比較 

 ISO 14000 
產業別 服務業 製造業 
兩者評價關係 兩者無顯著差異 
實際通過驗證 1（3.7﹪） 20（39.2﹪） 
註：未括弧為通過驗證的廠商家數，括弧內為通過驗證的家數佔所有廠商推動 ISO驗證現況 
 

（二）產業別在環境管理單位的設置層級上無顯著差異 

表 4-3以 T檢定檢定服務業與製造業對環境管理的設置層級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結

果顯示服務業與製造業對環境管理單位的設置層級無顯著差異，表示服務業與製造業對環

境管理單位的設置層級評價相當。此項結果與田效文、鍾宜展、蘇文娟、蔡志弘（2000）

的研究廠商負責環境管理事務層級的不同，對其投入環境管理的支出與預算不會有影響結

果相似，而此結果也呼應了高明瑞、黃義俊（2000）的研究不同職務間其綠色管理的作法

與影響推行綠色管理之因素沒有顯著差異相同；企業推動環境管理的工作唯有在企業全體

員工由上至下的投入才有可能成功，因此企業環境管理策略的成功，端賴各階層員工的投

入。 

（三）產業別在投入維持環境管理工作的專職員工人數上無顯著差異 

表 4-3經 T檢定服務業與製造業投入專責人員於環境管理相關工作的員工人數之相

互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兩者間無顯著差異顯著存在，即製造業與服務業對於投入於環境管

理相關工作的員工人數的評價相當。此項結果與田效文、鍾宜展、蘇文娟、蔡志弘（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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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廠商負責環境管理事項人員的多寡，對其實施環境管理的效益不會有影響之所得結果

不相同，研判和本研究之樣本中服務業多尚未設立環管專責單位及缺乏負責環境管理的專

責人員有關。 

（四）產業別在投入環境管理的花費上無顯著差異 

在針對「產業別」與「環境管理的花費」的顯著關係 T檢定，研究結果顯示（表 4-3）

服務業與製造業投入環境管理的花費無顯著關係存在，即服務業與製造業對環境管理的評

價相當。此結果與 Russo and Fouts（1997）的研究結果相異，他們的研究結果認為企業的

環保投資與產業別有關，研判發生此結果，乃與其研究樣本為製造業廠商，而本研究樣本

遍及製造業與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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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綠色採購推動現況分析 

根據前述第一章所言可知企業組織之綠色採購觀念形成至今已有多年，國外對於綠色採

購在企業界實際應用情況的調查研究已有許多，可惜國內卻一直缺少相關研究，可見綠色採

購在國內各企業組織的實際推動情形與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實在有必要加以探討。 

本章將以綠色採購為切入點，針對此一國際新興採購課題進行研究，首先探討各國企業

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沿革，並以探索性的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國內服務業與製造業廠商所推

動的綠色採購活動進行現況分析，並比較企業基本資料與相關綠色採購推行的顯著性關係如

何。 

第一節 國際間綠色採購推動沿革 

傳統的私人企業部門採購決策並不是在達成社會、經濟及政治目標，而僅在追求企業的

合理利潤，也因此每次在進行採購決策之前，企業必定先衡量產品的原始價格成本、績效及

未來可能影響獲創造的利潤，然後再進行採購活動。然而卻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採取有別於以

往僅重視企業利潤的採購目標，漸漸的以特殊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目的作為採購決策依據，

更間接影響公司的財務表現，而以環境為優先考量的綠色採購（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urchasing，EPP），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Elwood and Case，2000）。 

全球綠色採購運動的形成，最早起源於 1977年德國推行藍天使環保標章計畫（Blue 

Angel），當時的計畫目的主要在提昇德國民眾的環保意識，希望藉由該計畫來改變大眾舊有

的消費型態，開始優先採購獲得環保標章的產品，雖然該運動在初期並未受到國際社會廣泛

接受，直到 1980年代末期在各國政府單位努力推廣下才稍獲改善，如加拿大環境部於 1988

年起推動環保標章制度，美國政府也在 1991年由總統命令政府機關必須優先採購綠色產品，

美國環保署並於 1995年提供「環保產品實施指引」作為聯邦行政部門進行綠色採購時參考之

用，歐洲各國如丹麥、法國及挪威等國也相繼推動環保標章及綠色採購制度，就連鄰近國家

日本也於 1995年 6月開始實施「綠化政府運作法案」，明確訂立相關綠色採購原則，且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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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時間表，必須於 2000年以前完成，至今全球已有 50多個國家參與，並有 40個環保標章

（Ecolabelling）執行組織運作此系統（于寧、賴明伸，2000；余騰耀，2000）。此種利用市場

誘因以達到環保目標的工具，對於推動國際綠色貿易的影響力正面臨著方興未艾之際。 

美國的綠色採購發展起源於 1993年柯林頓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美國聯邦綠色採購計畫

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urchasing（EPP）或 Green Federal Purchasing Program要求聯邦政

府進行綠色採購，並要求環保署制訂綠色採購準則，而後各政府相關單位於協調後，在 1995

年 9月公布該國政府部門進行採購活動時的七項綠色採購準則（湯新如，1997；Elwood and 

Case，2000）。 

目前第一類環保標章在國際間方興未艾，許多國家正考慮是否建立標章制度，已經有多

個國家的政府採購法，包括我國、歐盟、加拿大、德國、北歐等國，已將第一類環保標章納

入優先採購之對象。瑞典、加拿大、日本、英國及美國等國家更紛紛以 ISO14021為藍本，據

以制訂對應之國家標準或對廠商之相關規範（如英國 Code of Good Environmental Claim、瑞

典 Nordic Guidelines on Green Claims，德國Code of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于寧，2000）。

可見在各國政府積極推動政府綠色採購法案政策同時，環境管理系統之重要性及應用性也開

始日益受到重視與運用。 

學者 DeSimone and Popoff（王育英譯，1999）指出英國政府立法強制電力供應商需採購

一定比例的綠色電力（指以低污染方式所生產之電力），同時推行非石化燃料義務制度

（Nonfossil Fuel Obligation，NFFO），要求發電廠以較高的價格採購一部份綠色電力，其差價

將由用電戶負擔（余騰耀，2000）。綠色採購政策已經對森林產品工業產生極大的衝擊，根據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委任國際環境與發展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針對紙製品生命週期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環境議題

正在形成產品鏈的每一階段，並且自從獨立的驗證生效以來，目前在追蹤產品的生產，是否

使用永續森林績效已經變的非常容易，而為了確保這些綠色採購認證制度能被廣泛採用，全

球自然基金會（WWF）已經組織一個 1995俱樂部（1995 Club），其成員約有五十個主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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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各會員公司並共同承諾會停止採購還沒有使用永續森林績效生產者的木材。也即是使

用森林產品的公司，已經承諾進行以環境關懷為出發點考量之綠色採購策略。 

此外，根據日本綠色採購網路組織（GPN）於 2000年 6月 7日所公布的年度綠色採購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該次所調查的相關企業組織團體已經實施綠色採購的團體已由 1999年的

80﹪升至 91﹪（組織全體實施綠色採購佔 33﹪，組織全體有一半實施綠色採購佔 12﹪，組

織有一部份實施綠色採購也佔有 34﹪之強），可見日本實施綠色採購的機關團體正不停的增

加，更顯現了其推動綠色採購的具體成效（賴麗瑩，2000）。 

我國自民國 82年推動環保標章（Green Mark）制度，目前已有 625件產品獲頒環保標章，

標章的使用枚數更已突破 13億枚，這些產品大致上可分為三類：（1）低污染類：例如無汞電

池、洗衣清潔劑等；（2）可回收類：例如回收再生紡織品、使用回收紙之各類紙製品等；（3）

省能源類：如省水馬桶、電冰箱、冷氣機等。如以產品項目開放數、產品件數與其它先進國

家比較，我國的績效排名全球第五位，在亞洲排名第二。此外，更首開先例與美加兩國環保

標章組織簽署了三邊交互承認之協定，而據調查指出環保標章制度在我國已有 60﹪以上的民

眾認知度（董德波，2000）。我國自從立法院於 1998年 5月通過的政府採購法中納入綠色採

購條款（第 96條），希望政府機構優先採購有環保標章的綠色產品，帶動綠色消費者運動，

期能擴展到民營企業及消費者，間接鼓勵廠商生產「可回收、低污染及省能源」的綠色產品

（余騰耀，2000）。 

第二節 綠色採購相關文獻探討 

一、 國際上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相關措施 

對於推動綠色採購所應包含的範圍及活動，Min and Galle（1997）將企業推動綠色採購

的策略分成資源的減量及固體廢棄物的削減兩方面著手，資源的減量又可細分成可回收、可

再生及可再改變並利用的資源三項減量工作，固體廢棄物的削減也可細分成能被生物分解、

非毒性物質可加以焚化處理及可當垃圾加以丟棄與傾倒三項削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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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idisin and Hendrick（1998）認為企業將採購活動納入相關環境議題活動可分有毒原料、

產品設計及與供應鏈的交互關係三方面來探討，他們並綜合相關的文獻研究，提出有關企業

推動綠色採購的 13項活動，這十三項綠色採購的活動內容分別為：（一）要求供應商進行環

境稽核（二）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三）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

買賣（四）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五）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六）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之消耗（七）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

可以再回收使用（八）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再回收使用（九）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提供給供應商（十）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認證（十一）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

成環境目標（十二）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十三）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Walton et al.（1998）等人的研究則結合供應鏈的供應商將其納入企業進行採購活動時之

環境管理過程中，並提出十項適合組織在進行採購活動時作為選擇供應商的判斷基準，包括：

沒有因為違反環保法規而遭受過政府停業處分之環保記錄、雙重的供應商對環境友善實施計

畫評估、有毒廢棄物的管理、環保標章之下環保署所列的十七類有毒原料、取得 ISO14000

系列驗證、雙面的後勤計畫將對環境友善的計畫實施到產品的包裝方面、避免使用臭氧枯竭

物質元素及有毒氣體溢散管理等十項供應商的評估基準。 

Ofori（2000）則參考相關文獻，提出組織推行綠色採購的策略包括產品的標準、行為標

準、協商合作及推動等四個方面共十個步驟著手。 

根據前述過去研究綠色採購之學者專家看法，綠色採購相關措施可區分為原料、產品設

計及供應商三方面，本研究採取 Zsidisin and Hendrick（1998）對綠色採購措施的看法，做為

本研究對綠色採購工作內涵的評鑑標準。 

二、 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問題與障礙 

Jamison（1996）針對英國零售商 B＆Q公司進行綠色採購的研究指出，該公司在推動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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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採購活動時所面臨的最大阻礙包括：（一）供應商缺乏對於環境議題的環境覺察（二）供應

商缺乏推動綠色採購的激勵因素。 

于寧（1996）歸納歐美各國政府單位推動綠色採購的經驗，得出推動綠色採購的困難，

包括以下諸點：（一）缺乏主辦單位，各單位各行其是。（二）採購之權利分散至各地方政府，

使中央政府影響力減少。（三）在製品價格一般來說，較原生品為高，即使有「價格優遇辦法」，

仍無法與原生品競爭。（四）資訊流通及宣傳經費不足。（五）無法有效監督是否達成年度目

標。（六）採購人員心態保守，不願嘗試新供應商及新產品等。 

湯新如（1997）指出企業推行綠色採購計畫的困難度在於，無法達成下列事項，包括：

（一）確認某一項產品之環境優先特性（二） 進行產品環境優先特性之量測（三）了解各項

產品的市場趨勢。 

Min and Galle（1997）實證美國國家採購管理協會 NAPM會員對綠色採購策略的研究，

指出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主要障礙包括企業推動環境計畫的成本過高、非經濟回收因素、非

經濟再生因素、缺乏管理的約束承諾、公司採購人員缺乏對周遭環境議題的覺察、公司上游

供應商缺乏對環境的察覺、公司缺乏相關的環保標準或環境稽核計畫、缺乏正式的環保法規

約束力及國際環保法規不具約束力等九項因素。 

歐洲綠色採購網路組織（European Partners for the Environment，EPE）（2000）根據其在

1999 年，以歐盟會員國 4200 位政府採購人員為問卷調查對象，所做的綠色採購調查報告書

（The Green Purchasing Workbook）中指出影響組織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可歸納為：（一）認

知障礙：不瞭解產品之環境衝擊、不清楚替代產品之存在、缺乏改變採購行為之誘因等。（二）

經濟障礙：綠色產品一般售價較高、生命週期成本經常未被考量、採用新產品需要增加適應

成本等。（三）資訊障礙：缺乏綠色採購政策資訊、缺乏產品資訊、難以定義綠色產品、缺乏

產品篩選準則。（四）法規障礙：採購法規過於繁雜、法規中缺乏綠色採購規範、害怕妨礙自

由貿易、害怕因環保考量未能得標者提出法規挑戰。（五）組織障礙（六）技術障礙：綠色產

品與現有設備不相容、供應不穩定、現存之契約商無法供應綠色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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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寧、賴明伸（2000）依據歐洲綠色採購網路組織（European Partners for the Environment，

EPE）與地方性環保行動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 Initiatives，ICLEI）

針對歐盟各國政府採購人員所做的調查顯示，以及綜合整理各國推動政府綠色採購時普遍存

在障礙，將影響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分成： 

（一）認知障礙：對於政府機關現有鼓勵綠色採購之法令政策並不瞭解、不瞭解現有採購

產品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不清楚綠色替代產品之存在及缺乏改變採購行為之誘

因。 

（二）經濟障礙：綠色產品之初始購置（售價）成本較高、使用新推出之綠色產品需要改

變作業實務因此增加其它費用、新綠色產品與現行使用之其它產品有時並不相容需

額外開支予以整合、傳統產品之生命週期成本與對社會與傳統之成本經常未被考慮

以致被視為較為廉價。 

（三）資訊障礙：各國政府僅公布籠統之環境政策缺乏明確的實施細則與環境準則、缺乏

對欲採購產品內含物之環境資訊、目前缺乏對產品環境衝擊評估之公認方法、缺乏

一套綠色產品的篩選準則、未能充分提供採購人員相關的產品資訊。 

（四）法規障礙：政府採購皆受繁雜的政府採購法規管制、綠色採購政策未能直接落實於

採購法規之中。 

（五）組織障礙：組織採購時常受到必須優先採購特殊團體/區域產品或其他受法令優先指

定採購項目之規定所限制，造成採購經費發生排擠現象，缺乏管理階層的約束與承

諾及組織缺乏對環境的覺醒。 

（六）技術障礙：綠色產品與現有設備不相容、產品供應不穩定及現存之供應商無法提供

綠色產品等。 

根據前述國內外學者對推動綠色採購所曾經或可能面臨的障礙，本研究採取歐洲綠色採

購網路組織（2000）對綠色採購所做的研究，將認知、經濟、資訊、法規、組織及技術六大

項障礙因素，做為本研究對綠色採購障礙之評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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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大型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現況結果分析 

一、 公司基本資料與企業推動綠色採購重視程度之關係 

（一）產業別對於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根據表 5-1之 T檢定結果顯示，產業別對於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表示無論服務業或製造業對於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重視程度均抱持一致的看法。 

（二）企業推動 ISO 14000驗證與否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由表 5-1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是否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對於推動綠色採

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表示企業無論是否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對於企業

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重視程度均抱持一致的看法，惟已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的企業廠商其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稍大於未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廠商。 

表 5-1 企業基本資料對綠色採購重視程度的檢定 

T檢定 變數 項目 平均數 
T值 P值 

服務業（N=20） 3.9500 產業別 
製造業（N=40） 3.9750 

0.9720 0.8958 

已通過（N=26） 4.1154 ISO14000認證 
未通過（N=34） 3.8529 

0.6630 0.1446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三）企業登記資本額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由表 5-2的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不同的企業登記資本額對綠色

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表示企業登記資本額多寡不會影響企業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

度。此項研究結果與Moch and Morse（1997）及 Stock（1998）的研究結果均有所不同，

Moch and Morse的研究認為企業的組織經濟規模越大，企業將越容易推行相關創新活動；

Stock的研究也認為企業的經濟規模將顯著的影響其推動相關環境計畫，尤其在推動相關

創新活動之初，常常唯有大企業才擁有財力擔負初期的鉅額環境支出，以獲得環境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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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分享。研判發生此項結果，或許和國內企業均已瞭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有關，也有

可能是問卷受訪者對於綠色採購的議題不甚瞭解，甚至對自身企業推動綠色採購之相關議

題有所保留之因。 

表 5-2 企業基本資料對綠色採購重視程度之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  
變數 

 
項目 

 
平均數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1億元以下(N=1) 5.000 
1億元至 5億元（含 1億元）(N=12) 3.667 
5億元至 10億元（含 5億元）(N=9) 3.889 
10億元至 50億元（含 10億元）(N=24) 4.042 

登記資本額 

50億元以上(N=14) 4.071 

1.35 0.2646  

3億元以下(N=2) 3.000 
3億元至 15億元(含 3億元)(N=15) 3.800 
15億元至 30億元(含 15億元)(N=11) 4.000 
30億元至 150億元（含 30億元）(N=20) 4.000 

年營業額 

150億元以上(N=12) 4.250 

1.83 0.1359  

5年以下（N=3） 4.000 
5-10年（N=7） 3.857 
10-20年（N=20） 4.000 

公司成立時間 

20年以上(N=30) 3.967 

0.07 0.9740  

50人以下（N=5） 3.400 
51-250人(N=11) 3.818 
251-500人(N=14) 3.929 
501-2500人(N=21) 4.095 

公司員工人數 

2500人以上（N=9） 4.222 

1.53 0.2052  

1-5人（N=23） 3.739 
6-10人（N=14） 3.857 
11-15人（N=8） 3.857 

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
數 

15人以上（N=15） 4.467 

4.25 0.0090 
    

** 

4>3 
4>2 
4>1 

少於 1%（N=3） 4.000 
1% - 3%（包含 1%）（N=5） 3.800 
3% - 10%（包含 10%）（N=14） 4.000 

公司年採購金額佔年
營業額之比例 

10%以上（N=38） 3.974 

0.11 0.9555  

國人獨資（N=38） 3.796 
美商合資（N=1） 5.000 
日商合資（N=8） 4.500 
歐商合資（N=1） 4.000 

公司經營型態 

其它（N=12） 4.167 

3.29 0.0172    
* 

3>1 

國內市場（N=43） 4.000 
歐美市場（N=14） 3.929 
日本市場（N=2） 3.500 
開發中國家（N=0） 0.000 

行銷市場所佔比重 

其他國家（N=1） 4.000 

0.34 0.7939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四）企業年營業額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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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2之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企業年營業額對於企業推動綠色採

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惟企業年營業額 150億元以上的企業其重視程度明顯較 3億元

以下的廠商為高。 

（五）企業成立時間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表 5-2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企業成立時間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並

且經由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之後，也顯示兩者間無顯著差異，而在回顧公司成立時間各

項回答的平均數，也發現廠商對綠色採購重視程度的看法相近。此項結果和學者 Kellogg

（1994）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指出越早成立的公司通常因為較早制訂公司的環境策略相

關條款，因此常透過環境稽核程序投入到相關環境管理工作。而此項結果也呼應了 Gupta

（1995）的研究結果，其研究則認為老公司常常因為本身機器設備太老舊，常常不經意的

產生過多的廢棄物與污染，新進成立的公司卻可因此投入較新穎的生產技術，以符合相關

環保法規並創新生產過程。 

（六）企業員工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由表 5-2的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企業員工人數對綠色採購

重視程度無顯著性差異存在，並且在企業員工人數之各項平均數均呈現相當的重視程度，

可見企業員工人數對綠色採購重視程度之各家看法相當。本研究結果和Min and Galle

（2001）的研究結果大不相同，Min and Galle（2001）研究結果指出公司投入綠色採購活

動和企業的員工人數多寡有關，發生此項結果，研判和抽樣樣本公司的特性有關，本研究

對象涵蓋服務業與製造業公司，Min and Galle研究對象僅止於美國部份製造業公司，而其

選用的製造業公司多為高污染之公司，因此才會在研究結果發生歧異情況。 

（七）企業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表 5-2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公司採購部門之編制人數對企業綠色採購之重視程度

有顯著性差異存在，並且經由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發現，企業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在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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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其中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在 15人以上比 11-15人、6-10人及

1-5人較重視綠色採購的推行，可見得或許由於企業業務需要必須在採購部門編制較多的

採購人員，因此也就必須格外重視採購活動中相關環境議題的改變，相對地也就較為重視

綠色採購的推動。不過Min and Galle（2001）的研究卻指出，企業的採購部門人數多寡不

會影響企業投入綠色採購相關活動。研判發生此結果和Min and Galle（2001）的該項研究

對象美國公司中已經有高達 84.4﹪的公司曾經參與相關綠色採購組織，因此其回答的各個

公司對於綠色採購的議題大多已有充分的瞭解，故採購部門的人員多寡不會影響企業對綠

色採購的投入程度。 

（八）企業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表 5-2運用變異數分析（ANOVA）及 Scheffe事後比較，驗證結果顯示不同的企業年

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之比例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而此項研究結果也與Min 

and Galle（2001）的研究發現企業的年採購量與企業投入綠色採購活動無顯著關係之結果

相近，可見得企業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的比例大小並不會影響企業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

度。 

（九）企業經營型態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由表 5-2運用變異數分析（ANOVA）可知企業經營型態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有顯

著差異，本研究又進一步運用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不同企業經營型態間的差異，由表 5-2

可知日商合資的企業其綠色採購重視程度明顯高於國人獨資的企業。發生此項研究結果或

許與日本環境協會（Japan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JEA）早在 1996年 2月就在日本環

境廳的指導下創設日本綠色採購網路組織（Green Purchase Network，GPN），該組織的主

要工作任務既是結合企業界的力量，提供政府機關、私人機構與一般消費者綠色產品的採

購資訊，而該組織在 1999年針對非 GPN非會員進行綠色採購的調查發現，日本目前實施

綠色採購的團體已由 1998年的 80﹪增至 1999年的 91﹪（賴麗瑩，2000），我國政府採購

法中的政府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第九十六條）卻直到 1999年 5月 26日才由



 41 

環保署與行政院公共工程會會銜公告。 

（十）企業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 

由表 5-2的變異數（ANOVA）分析結果可知，企業行銷市場所佔之比重對於綠色採購

的重視程度無顯著差異，顯示不同企業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對推行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相近。 

二、 公司基本資料與企業認知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關係 

（一）產業別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3之 T檢定分析結果顯示，服務業及製造業對於認知的綠色採購內容「有害原

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三個因素 13個子項目大多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服務

業與製造業對於綠色採購的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並無顯著差異。僅在對於有害原料之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項目，服務業對於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

使用過的原物料之認知情形明顯高於製造業，發生此情況或許與服務業的經營過程中所消

耗的物料與產生的廢棄物和製造業相比顯著較少，因此對於有害原料中之「銷售剩餘的報

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項目的認知態度明顯高於製造業。 

（二）企業推動 ISO 14000驗證與否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4之 T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已通過或未通過 ISO 14000驗證之廠商對於認知的

綠色採購內涵「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三個因素 13個子項目大多均

未達顯著水準。僅在對於供應鏈關係之「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

中並提供給供應商」與「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

兩項目，已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廠商對於該兩項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認知情形明顯高於

尚未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廠商，發生此情況或許與已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廠商已將 ISO 

14000系列驗證追求持續性環境改善的標準普遍運用於與上下游供應鏈的廠商的互動關係

中，此研究結果與 Fiskel（1995）的研究結果相近，其研究發現企業通過 ISO 14000驗證

可以幫助企業進行供應商評量，但卻仍無法保證直接削減或稽核供應商的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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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產業別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 T檢定 

產業別（平均數） T檢定  
變數 服務業

（N=20） 
製造業
（N=40） 

T值 P值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6000 4.4000 0.0691 0.2835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4500 4.2500 0.4250 0.4368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買賣 4.3500 4.1000 0.6399 0.2105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4.6000 4.1000 0.0589 0.0287*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4.5000 4.1750 0.6310 0.0746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之消耗 4.3500 4.4000 0.0084 0.8449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
再回收使用 

4.2000 4.3250 0.0042 0.6288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
品或其製程 

4.5500 4.4500 0.6815 0.5791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
提供給供應商 

4.3500 4.3750 0.7443 0.8993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4.1500 3.9750 0.5713 0.4041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
達成環境目標 

4.3500 4.2500 0.7584 0.5560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
廠房）計畫 

4.3500 4.2000 0.5780 0.4564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1000 4.0250 0.5060 0.7086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表 5-4 企業推動 ISO認證對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 T檢定 

ISO認證（平均數） T檢定  
變數 已通過

（N=26） 
未通過
(N=34） 

T值 P值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5000 4.4412 0.0044 0.7580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2692 4.3529 0.0041 0.7501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買賣 4.1923 4.1765 0.1011 0.9340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4.1923 4.3235 0.0320 0.5538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4.2308 4.3235 0.8113 0.5973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之消耗 4.5000 4.2941 0.0256 0.3170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再
回收使用 

4.3846 4.2059 0.0175 0.3856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品
或其製程 

4.5385 4.4412 0.3253 0.5705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
提供給供應商 

4.6154 4.1765 0.1474 0.0167*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4.2308 3.8824 0.0637 0.0776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
成環境目標 

4.4231 4.1765 0.1381 0.1236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
房）計畫 

4.4615 4.0882 0.4341 0.0481*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2308 3.9118 0.1240 0.0905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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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登記資本額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5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登記資本額對於認知的綠色採購

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與「產品設計」兩大項目並無顯著差異，不過在「供應鏈關係」

之子項目「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標」，不同的

企業登記資本額呈現顯著的差異，進一步透過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可知，1億元以下資

本額的企業高於 50億元以上的企業，1億元以下資本額的企業高於 1億元至 5億元的企

業，10億元至 50億元的企業高於 50億元以上的企業，10億元至 50億元的企業高於 1億

元至 5億元的企業，此研究結果和 Hall（2000）的研究看法相左，Hall認為高資本額與高

獲利的企業，越會瞭解企業經營所可能面臨的環境問題，並透過相關環境創新來增進企業

經營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這些企業通常都會藉由給予供應鏈下游供應商相當的環境改

善壓力，來影響其環境績效。相反地，或許由於目前國內資本額較小的廠商，多為國外跨

國大企業的上游產品原物料供應者，由於跨國大企業的綠色供應鏈與環保要求要求，因此

較國內其他大資本額的企業對於「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

成環境目標」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認知程度明顯較高。 

表 5-5 企業登記資本額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登記資本額（平均數）  
 
 
變數 

1億元
以下 
(N=1) 

1億元
至 5億
元（含 1
億元）
(N=12) 

5億元
至 10億
元(含 5
億元) 
(N=9) 

10億元至
50億元

(含 10億
元）

(N=24) 

50億元
以上

(N=14)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
核 

4.500 4.273 4.667 4.600 4.231 1.07 0.3804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
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500 4.182 4.222 4.480 4.154 0.38 0.8244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
以買賣 

4.500 3.818 4.333 4.400 3.923 1.99 0.1082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
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4.500 4.182 4.000 4.400 4.231 0.44 0.7803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
變賣 

4.500 3.818 4.111 4.480 4.385 2.36 0.0642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
料/能源之消耗 

5.000 4.000 4.333 4.600 4.231 1.65 0.1750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 5.000 4.000 4.000 4.520 4.154 1.83 0.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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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
件可以再回收使用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
減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
料、產品或其製程 

5.000 4.545 4.222 4.600 4.308 1.15 0.3421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
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
目中並提供給供應商 

4.500 4.364 4.000 4.520 4.308 0.92 0.4586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
認證 

5.000 3.818 4.000 4.160 3.846 1.45 0.2288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
供原料、設備、零件及
服務以達成環境目標 

5.000 4.000 4.222 4.480 4.077 2.55 0.0496* 1>5,1>2 
4>5,4>2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
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
機構、廠房）計畫 

5.000 4.091 4.222 4.320 4.154 0.77 0.5507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
核 

5.000 3.818 3.889 4.120 4.077 1.35 0.2626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1億元以下，2：1億元至 5
億元(含 1億元)，3：5億元至 10億元(含 5億元)，4：10億元至 50億元（含 10億元），5：
50億元以上。 

 

（四）企業年營業額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6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年營業額對於認知的綠色採購

工作內涵之「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等三個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示不同的企業年營業額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 

表 5-6 企業年營業額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年營業額（平均數）  
 
 
變數 

3億元
以下 
(N=2) 

3億元
至 15億
元(含 3
億元) 

(N=15) 

15億元至
30億元

(含 15億
元) 

(N=11) 

30億元
至 150
億元(含
30億元) 
(N=20) 

150億
元以上
(N=12)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
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
備 

3.500 4.533 4.417 4.684 4.250 2.01 0.1065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
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
備 

3.500 4.533 3.917 4.579 4.167 1.67 0.1690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
加以買賣 

3.500 4.200 4.083 4.368 4.083 0.86 0.4922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
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4.000 4.267 4.083 4.421 4.250 0.34 0.8511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
行變賣 

3.500 4.200 4.250 4.421 4.333 0.98 0.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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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
原料/能源之消耗 

4.500 4.067 4.417 4.579 4.417 0.93 0.4551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
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
組件可以再回收使用 

4.500 3.933 4.333 4.526 4.250 1.29 0.2864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
或減量使用具有危害
的原料、產品或其製程 

5.000 4.267 4.333 4.737 4.417 1.72 0.1580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
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
購項目中並提供給供
應商 

5.000 4.267 4.083 4.526 4.417 1.21 0.3151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
統認證 

5.000 4.067 3.917 4.053 3.917 0.96 0.4356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
提供原料、設備、零件
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
標 

4.500 4.200 4.417 4.316 4.167 0.38 0.8228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
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
支機構、廠房）計畫 

5.000 4.267 4.333 4.316 4.167 0.67 0.6139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
稽核 

4.500 4.067 4.000 4.158 4.083 0.23 0.9224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五）企業成立時間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 7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不同的企業成立時間對於認知的綠色

採購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等三個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

準，表示不同的企業企業成立時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 

表 5-7 公司成立時間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成立時間（平均數）  
變數 5年以下

（N=3） 
5-10年
（N=7） 

10-20年
（N=20） 

20年以上
(N=30)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
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250 4.667 4.421 4.484 0.34 0.7992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
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250 4.667 4.105 4.387 0.67 0.5766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
買賣 

4.250 4.000 4.363 4.161 0.22 0.8844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
使用過的原物料 

4.250 4.000 4.316 4.290 0.22 0.8806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
賣 

4.250 4.167 4.263 4.323 0.10 0.9588  

二、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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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
能源之消耗 

4.750 4.333 4.105 4.516 1.43 0.2447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
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
再回收使用 

4.750 4.333 3.947 4.419 2.07 0.1152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
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
品或其製程 

4.750 4.500 4.368 4.516 0.44 0.7280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
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
並提供給供應商 

4.250 4.167 4.263 4.484 0.59 0.6212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3.750 4.167 4.053 4.032 0.24 0.8664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
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
達成環境目標 

4.250 4.167 4.263 4.323 0.12 0.9480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
（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
構、廠房）計畫 

4.000 4.167 4.226 4.226 0.35 0.7888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000 4.000 4.065 4.065 0.02 0.9963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六）企業員工人數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8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員工人數對於認知的綠色採購

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兩大項目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的員工人數間，

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不過在「供應鏈關係」之子項目「要求供應商進

行環境稽核」，不同的員工人數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呈現顯著的差異，進一步

透過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可知，51-250人的企業高於 251-500人的企業，501-2500人的

企業高於 50人以下的企業，2500人以上的企業高於 50人以下的企業，發生此結果或許

與較多員工人數的企業平常可能花費較多的經費在對員工進行相關綠色消費與綠色採購

等環境教育宣導有關；而本研究結果和 Theyel（2000）針對美國相關化學企業中的塑膠石

化公司與油墨公司所做有關公司特性、環境創新與環境績效的問卷調查結果有所不同，

Theyel的研究發現，企業的員工人數與企業推動環境管理的相關措施內容無顯著關係，企

業僅在操作廢棄物稽核方面有顯著關係，其認為無論是塑膠石化業或油墨業其產品製成均

甚為複雜，因此無論其公司自身員工人數多寡，均需要一定比例的高度專業員工進行廢棄

物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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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公司員工人數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員工人數（平均數）  
 
變數 

50人 
以下
（N=5） 

51- 
250人
(N=11) 

251- 
500人
(N=14) 

501- 
2500人 
(N=21) 

2500人
以上
（N=9）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
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
備 

4.667 4.462 4.500 4.524 4.222 0.39 0.8151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
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
備 

4.667 4.308 4.071 4.524 4.111 0.71 0.5009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
加以買賣 

3.333 4.231 4.286 4.333 3.889 1.81 0.1409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
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4.333 4.231 4.500 4.190 4.111 0.38 0.8196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
行變賣 

3.667 4.308 4.286 4.381 4.222 0.77 0.5517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
原料/能源之消耗 

4.333 3.923 4.714 4.476 4.333 1.95 0.1148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
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
組件可以再回收使用 

4.667 3.923 4.571 4.286 4.222 1.39 0.2492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
或減量使用具有危害
的原料、產品或其製程 

4.667 4.308 4.643 4.476 4.444 0.50 0.7374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
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
購項目中並提供給供
應商 

4.333 4.385 4.071 4.429 4.667 1.05 0.3914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
統認證 

4.000 4.231 3.571 4.190 4.111 1.87 0.1280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
提供原料、設備、零件
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
標 

3.667 4.462 4.214 4.381 4.111 1.43 0.2369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
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
支機構、廠房）計畫 

3.667 4.385 4.214 4.286 4.222 0.60 0.6637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
稽核 

3.000 4.308 3.786 4.238 4.000 3.26 0.0180* 2>3,2>1 
4>1,5>1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50人以下，2：51-250 人，
3：251-500人，4：501-2500人，5：2500人以上。 

 

（七）企業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9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採購部門編制人員數對於認知

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等三個因素中均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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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的採購部門編制人員數，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 

表 5-9 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平均數）  
 
變數 

1-5人
(N=23) 

6-10人
(N=14) 

11-15人
(N=8) 

15人以
上

(N=15)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原
料、化學品及設備 

4.458 4.538 4.250 4.533 0.36 0.7814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
料、化學品及設備 

4.208 4.462 4.250 4.400 0.26 0.8555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買賣 4.083 4.462 4.250 4.067 0.94 0.4274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
過的原物料 

4.375 4.385 4.250 4.000 0.71 0.5495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4.250 4.308 4.375 4.267 0.08 0.9728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
之消耗 

4.250 4.308 4.500 4.600 0.70 0.5539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
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再回收
使用 

4.250 4.077 4.375 4.467 0.61 0.6089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量使
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品或其
製程 

4.500 4.385 4.375 4.600 0.33 0.8051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
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提供給
供應商 

4.292 4.154 4.250 4.733 1.96 0.1299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 

4.000 3.846 4.250 4.133 0.57 0.6362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
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
環境目標 

4.333 4.154 4.250 4.333 0.28 0.8418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
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
計畫 

4.167 4.231 4.500 4.267 0.41 0.7447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000 4.000 4.375 4.000 0.61 0.6118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八）企業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10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的企業

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的比例對於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

及「供應鏈關係」等三個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的

企業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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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公司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之比例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 
（平均數） 

 
 
 
變數 

少於 1% 
（N=3） 

1%-3% 
（包含

1%）
（N=5） 

3%-10% 
(包含
10%) 

(N=14) 

10%以
上

(N=38)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原
料、化學品及設備 

4.500 4.286 4.615 4.447 0.38 0.7700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
料、化學品及設備 

4.500 4.286 4.231 4.342 0.07 0.9750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買賣 4.500 4.286 4.385 4.079 0.76 0.5203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
過的原物料 

4.500 3.571 4.538 4.289 2.24 0.0935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4.500 4.143 4.615 4.184 1.58 0.2053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
之消耗 

4.000 4.286 4.538 4.368 0.36 0.7832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
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再回收
使用 

4.000 4.143 4.231 4.342 0.24 0.8656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量使
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品或其
製程 

4.000 4.286 4.692 4.474 1.03 0.3844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
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提供給
供應商 

3.500 4.571 4.385 4.368 1.19 0.3203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 

3.000 4.429 4.079 4.000 2.01 0.1232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
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
環境目標 

4.000 4.429 4.538 4.184 1.38 0.2581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
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

計畫 

4.000 4.429 4.462 4.158 0.78 0.5105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600 4.429 4.231 3.921 1.34 0.2709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九）企業經營型態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11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的企業

經營型態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及「供應鏈關係」等三

個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經營型態之企業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

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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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公司經營型態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經營型態（平均數）  
 
變數 

國人 
獨資

（N=38） 

美商 
合資
（N=1） 

日商 
合資
（N=8） 

歐商 
合資
（N=1） 

其它
（N=12）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
危害的原料、化學品
及設備 

4.351 5.000 4.750 4.500 4.583 0.86 0.4942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
危害的原料、化學品
及設備 

4.189 5.000 4.875 4.500 4.250 1.07 0.3799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
料加以買賣 

4.189 3.000 4.375 4.000 4.167 0.83 0.5112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
或二手使用過的原
物料 

4.351 3.000 4.500 4.000 4.000 1.18 0.3294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
進行變賣 

4.297 4.000 4.375 4.000 4.250 0.17 0.9504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
少原料/能源之消耗 

4.351 5.000 4.750 4.500 4.167 0.84 0.5055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
得用過的產品、原料
及零組件可以再回
收使用 

4.297 5.000 4.375 5.000 4.000 1.06 0.3875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
免或減量使用具有
危害的原料、產品或
其製程 

4.432 4.000 4.500 5.000 4.583 0.56 0.6893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
標準之產品規格納
入採購項目中並提
供給供應商 

4.243 4.000 4.500 4.500 4.667 0.96 0.4362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
系統認證 

3.811 4.000 4.500 4.500 4.333 2.43 0.0587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
以提供原料、設備、
零件及服務以達成
環境目標 

4.216 5.000 4.500 5.000 4.167 1.55 0.2009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
境稽核（包括公司各
個分支機構、廠房）
計畫 

4.135 4.000 4.750 4.500 4.250 1.29 0.2862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
境稽核 

3.946 4.000 4.375 4.500 4.083 0.79 0.5398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十）企業行銷市場比重對企業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顯著性差異分析 

由表 5-12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不同行銷市場比重的企業對認知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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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採購工作內涵在「有害原料」、「產品設計」兩大項目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行銷市

場比重的企業間，對於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看法一致。不過在「供應鏈關係」之子項

目「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與「要求供應商進

行環境稽核」中，不同行銷市場比重的企業對綠色採購之認知工作內涵呈現顯著的差異，

進一步透過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可知，「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

構、廠房）計畫」項目中，行銷市場比重為其他國家（新加坡）的廠商顯著性明顯高於日

本市場，而日本市場又高於開發中國家之行銷市場；行銷市場為歐美國家的企業明顯高於

以日本為主要型銷市場的企業，發生這些結果，或許和歐美各國推行相關環保法規已經有

久遠的歷史有關，如德國於 1991年制訂的包裝法（Verpackungsverordnung或 Packaging 

Oorinance）（Livingstone and Sparks，1994）、英國 60多家企業推行的綠點制度（Livingstone 

and Sparks，1994）及美國於 1976年制訂的資源維護與回復法案（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of ，RCRA）（Kellogg，1994）均提出相關的環境要求規定，而美國的 RCRA

法案更要求廠商從「搖籃到墳墓」（cradle to grave）均需將有害廢棄物做有效的最終處理，

一直到廢棄物的棄置為止；而以國內為主要行銷市場的企業又高於以日本為主要行銷市場

之企業。 

表 5-12 公司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平均數）  
 
變數 

國內 
市場

（N=43） 

歐美 
市場 

(N=14) 

日本 
市場
（N=2） 

開發中
國家
(N=0) 

其他 
國家
(N=1)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一、有害原料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
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465 4.462 4.500 0.000 5.000 0.26 0.9006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
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4.279 4.385 4.500 0.000 5.000 0.21 0.9336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
買賣 

4.209 4.154 3.500 0.000 5.000 0.79 0.5394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
使用過的原物料 

4.326 4.154 3.500 0.000 5.000 0.73 0.5765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
賣 

4.302 4.308 4.000 0.000 4.000 0.18 0.9462  

二、產品設計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
/能源之消耗 

4.372 4.385 4.000 0.000 5.000 0.41 0.7971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
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

 

4.256 4.308 4.000 0.000 5.000 0.48 0.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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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回收使用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
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料、
產品或其製程 

4.488 4.462 4.000 0.000 5.000 0.58 0.6796  

三、供應鏈關係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
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
並提供給供應商 

4.419 4.462 3.000 0.000 4.000 2.27 0.0735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
認證 

4.023 4.154 3.000 0.000 4.000 1.46 0.2258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
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
以達成環境目標 

4.256 4.462 3.500 0.000 4.000 1.56 0.1967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
（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
構、廠房）計畫 

4.279 4.308 2.500 0.000 4.000 4.21 0.0048 
** 

5>3>4, 
2>3,1>3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4.071 4.154 2.500 0.000 4.000 3.23 0.0188 
* 

2>3,3>4 
1>3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國內市場，2：. 歐美市場，

3：日本市場，4：開發中國家，5：其他國家。 
 

三、 公司基本資料與企業推行綠色採購障礙之關係 

（一）產業別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3之 T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產業別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在「認知障

礙」、「經濟障礙」、「法規障礙」及「組織障礙」四個因素均呈現顯著的差異，顯示不同產

業別對於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障礙有不同的看法，研判由於服務業其產品多為無形服務，

對於環境議題的改善急迫性又不如製造業，所以對於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就抱持較多

的負面態度，相反的製造業多設有處理環境污染的專責部門，對於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

也相對的較服務業為低。 

表 5-13 產業別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 T檢定 

產業別（平均數） T檢定 變數 
服務業（N=20） 製造業（N=40） T值 P值 

1.認知障礙 3.9000 3.1000 0.1451 0.0020** 
2.經濟障礙 4.4000 3.7000 0.2698 0.0007** 
3.資訊障礙 4.0000 3.5500 0.1223 0.0523 
4.法規障礙 4.1000 3.4250 0.7124 0.0020** 
5.組織障礙 3.8000 3.1250 0.5015 0.0042** 
6.技術障礙 3.8000 3.5500 0.8737 0.2708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53 

（二）企業通過 ISO 14000驗證與否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4之 T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企業有無通過 ISO 14000驗證對推動綠色採購的

障礙因素在「認知障礙」、「資訊障礙」、「法規障礙」及「組織障礙」等四個因素均呈現顯

著的差異，顯示有無通過 ISO 14000驗證對於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障礙在「認知障礙」、「資

訊障礙」、「法規障礙」及「組織障礙」等四個因素中抱持不同的看法，研判由於已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廠商由於已經推動對環境的持續性改善工作，企業整體已充分瞭解環境管理

對於企業環境績效的重要性，因此相對的對於綠色採購的推動其將因已擁有充足的環境意

識與環境相關資訊，在推動綠色採購的認知、資訊、法規及組織障礙將明顯低於尚未通過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廠商。 

表 5-14 企業推動 ISO認證對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 T檢定 

ISO14000認證（平均數） T檢定 變數 
已通過（N=26） 未通過（N=34） T值 P值 

1.認知障礙 2.9615 3.6765 0.3563 0.0039** 
2.經濟障礙 3.7308 4.0882 0.4152 0.0777 
3.資訊障礙 3.4231 3.9118 0.0366 0.0355* 
4.法規障礙 3.3462 3.8824 0.1574 0.0108* 
5.組織障礙 3.0385 3.5882 0.3960 0.0151* 
6.技術障礙 3.4231 3.7941 0.5590 0.0834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三）企業登記資本額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5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登記資

本額的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在「認知」、「經濟」、「資訊」、「法規」、「組織」及

「技術」等六項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登記資本額的企業間，對於推動綠色採

購障礙因素之看法一致，也顯示登記資本額不同的企業，不會影響其對於綠色採購障礙因

素的推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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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企業登記資本額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登記資本額（平均數）  
 
 
變數 

1億元
以下 
(N=1) 

1億元至5
億元(含 1
億元) 

(N=12) 

5億元至
10億元
(含 5億
元) 

(N=9) 

10億元至 50
億元(含 10億

元) 
(N=24) 

50億元以上
(N=14)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4.000 4.000 3.222 3.250 3.071 1.95 0.1150  
經濟障礙 5.000 4.000 3.889 3.958 3.786 0.61 0.6539  
資訊障礙 4.000 4.000 3.556 3.542 3.786 0.70 0.5956  
法規障礙 4.000 3.667 3.556 3.708 3.571 0.13 0.9704  
組織障礙 4.000 3.500 3.556 3.292 3.143 0.55 0.6999  
技術障礙 4.000 3.750 3.333 3.625 3.714 0.43 0.7889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四）企業年營業額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6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年營業額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

礙在「經濟」、「資訊」、「法規」及「技術」四項障礙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企

業年營業額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的看法一致。不過在「認知」與「技術」兩項障礙因素中，

不同年營業額企業間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的看法卻呈現顯著的差異，進一步透過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可知，在「認知」障礙因素中，年營業額 3億元至 15億元的企業認

知障礙高於 30億元至 150億元的企業，年營業額 3億元至 15億元的企業認知障礙高於

150億元以上的企業；在「組織」障礙因素中，年營業額 3億元至 15億元的企業認知障

礙高於 3億元以下的企業，年營業額 3億元至 15億元的企業認知障礙則高於 30億元至

150億元的企業，年營業額 3億元至 15億元的企業認知障礙高於 150億元以上的企業。

發生此結果或許與較少年營業額的企業較缺乏環境管理的相關訓練活動有關，並且也由於

其可能因為營業額較少而缺少組織高層對於綠色採購的推動承諾，造成其綠色採購推動在

認知與組織的障礙發生。 

（五）企業成立時間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7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成立時間

的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在「認知」、「經濟」、「資訊」、「法規」、「組織」及「技

術」等六項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成立時間的企業間，對於推動綠色採購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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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看法一致。 

表 5-16 企業年營業額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年營業額（平均數）  
 
 
變數 

3億元
以下 
（N=2） 

3億元
至 15億
元(含 3
億元) 

(N=15) 

15億元至
30億元

(含 15億
元）

(N=11) 

30億元至
150億元
（含30億
元）

（N=20） 

150億元
以上

（N=12）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500 3.933 3.545 3.050 3.000 2.58 0.0476* 2>4,2>5 
經濟障礙 3.500 4.267 3.818 3.750 4.000 1.22 0.3126  
資訊障礙 3.000 4.067 3.636 3.500 3.750 1.37 0.2548  
法規障礙 2.500 4.000 3.727 3.450 3.667 2.15 0.0874  
組織障礙 2.500 3.933 3.455 3.150 3.000 3.35 0.0159** 2>1,2>4,2>5 
技術障礙 3.000 3.933 3.545 3.550 3.583 0.88 0.4811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3億元以下，2：3億元至

15億元(含 3億元)，3：15億元至 30億元(含 15億元)，4：30億元至 150億元（含 30億
元），5：150億元以上。 

 

表 5-17 公司成立時間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成立時間（平均數）  
變數 5年以下

（N=3） 
5-10年
（N=7） 

10-20年
（N=20） 

20年以上
(N=30)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000 3.286 3.550 3.300 0.43 0.7335  
經濟障礙 4.667 3.857 3.950 3.867 0.99 0.4060  
資訊障礙 3.667 3.714 3.750 3.667 0.04 0.9897  
法規障礙 4.000 3.286 3.700 3.667 0.66 0.5799  
組織障礙 2.333 3.429 3.450 3.367 1.48 0.2300  
技術障礙 3.333 4.143 3.700 3.500 1.36 0.2648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六）企業員工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8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員工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

礙在「經濟」、「資訊」、「法規」、「組織」及「技術」五項障礙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

示不同企業員工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的看法一致。不過在「認知」障礙因素中，不同

員工人數企業間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的看法卻呈現顯著的差異，進一步透過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可知，在「認知」障礙因素中，企業員工人數 50人以下高於 2500人以上，

51-250人高於 501-2500人，51-250人高於 2500人以上。發生此結果或許與員工人數較少

的企業平時較缺乏投入相當的綠色採購或綠色消費的環境教育訓練，造成員工數較少的企

業對於推動綠色採購所產生無形的認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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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公司員工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員工人數（平均數）  
 
變數 

50人 
以下
（N=5） 

51- 
250人
(N=11) 

251- 
500人
(N=14) 

501- 
2500人 
(N=21) 

2500人以上 
（N=9）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4.000 3.909 3.429 3.143 2.778 2.80 0.0345* 1>5,2>4,2>5 
經濟障礙 4.000 4.182 3.929 3.905 3.667 0.58 0.7044  
資訊障礙 4.000 4.000 3.714 3.476 3.667 0.86 0.4944  
法規障礙 3.600 3.909 3.429 3.762 3.444 0.76 0.5549  
組織障礙 3.600 3.727 3.071 3.476 2.889 1.77 0.1475  
技術障礙 4.400 3.727 3.429 3.524 3.667 1.48 0.2203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50人以下，2：51-250 人，

3：251-500人，4：501-2500人，5：2500人以上。 
 

（七）企業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19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可知，企業的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推動綠色

採購的障礙在「法規」、「組織」及「技術」三項障礙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採

購部門編制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的看法一致。不過在「認知」、「經濟」及「資訊」三

項障礙因素中，不同採購部門編制人數企業間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的看法卻呈現顯著

的差異。進一步透過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可知，在「認知」障礙因素中，1-5人高於 15

人以上，6-10人高於 15人以上，11-15人高於 15人以上；在「經濟」障礙因素中，6-10

人高於 15人以上，11-15人高於 15人以上；在「資訊」障礙因素中，1-5人高於 15人以

上，6-10人高於 15人以上，11-15人高於 15人以上。發生此結果或許和採購部門並未編

制足夠的採購人員專責進行涉及環境議題的採購活動有關，以致於採購部門人員對於進行

綠色採購活動抱持極大的認知障礙，企業進行採購時並未編定一定額度經費於綠色採購使

用，甚至企業高層或環境管理部門也未能即時提供採購部門充足的綠色採購議題與產品相

關資訊，均造成採購人員數較少的採購部門對於推動綠色採購相關活動的認知、經濟與資

訊障礙。 

（八）企業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20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年採購

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之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在「認知」、「經濟」、「資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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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組織」及「技術」等六項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年採購金額比例的企業

間，對於推動綠色採購障礙因素之看法一致，也顯示年採購金額比例不同的企業，不會影

響其對於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的推動看法。 

表 5-19 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平均數）  
變數 1-5人

（N=23） 
6-10人
（N=14） 

11-15人
（N=8） 

15人以上
（N=15）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783 3.286 3.750 2.600 6.27 0.0010** 1>4,3>4,2>4 
經濟障礙 3.957 4.286 4.125 3.467 3.26 0.0281* 2>4,3>4 
資訊障礙 3.957 3.786 3.875 3.133 3.47 0.0220* 1>4,3>4,2>4 
法規障礙 3.739 3.714 4.000 3.267 1.76 0.1644  
組織障礙 3.565 3.429 3.375 2.933 1.68 0.1826  
技術障礙 3.696 3.714 4.000 3.267 1.67 0.1846  
註：*表示 P＜0.05之顯著水準，**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1：1-5人，2：6-10人，3：11-15
人，4：15人以上。 

 

表 5-20 公司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之比例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年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比例 
（平均數） 

 
 
 
變數 

少於 1% 
（N=3） 

1% - 3% 
（包含 1%）
（N=5） 

3% - 10% 
（包含 10%） 
（N=14） 

10%以
上

(N=38)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333 3.600 3.571 3.263 0.43 0.7298  
經濟障礙 4.333 4.200 4.214 3.763 1.74 0.1700  
資訊障礙 3.667 3.600 3.786 3.684 0.07 0.9743  
法規障礙 4.000 4.000 3.929 3.474 1.69 0.1848  
組織障礙 3.000 3.800 3.714 3.184 1.93 0.1348  
技術障礙 4.000 3.600 3.857 3.526 0.75 0.5261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九）企業經營型態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21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經營型態

的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六項障礙因素均未達 0.05的顯著水準，顯示不同經營型態的企業

間，對於推動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看法一致，也表示經營型態不同的企業，不會影響其對於

綠色採購障礙因素的推動看法。 

（十）企業行銷市場比重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顯著性關係 

由表 5-22的變異數分析（ANOVA）與 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果可知，不同行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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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之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因素在「認知」、「經濟」、「資訊」、「法規」、「組織」及

「技術」等六項障礙因素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行銷市場比重的企業，對於推動綠

色採購障礙因素之看法一致。 

表 5-21 公司經營型態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經營型態（平均數）  
變數 國人獨資

（N=38） 
美商合資
（N=1） 

日商合資
（N=8） 

歐商合資
（N=1） 

其它
（N=12）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421 3.000 3.500 3.000 3.167 0.25 0.9077  
經濟障礙 3.921 4.000 4.000 4.000 3.917 0.02 0.9991  
資訊障礙 3.737 2.000 3.750 3.000 3.750 1.22 0.3114  
法規障礙 3.605 5.000 3.875 3.000 3.583 1.04 0.3968  
組織障礙 3.316 5.000 3.250 2.000 3.500 1.67 0.1705  
技術障礙 3.658 4.000 3.750 4.000 3.417 0.34 0.8497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表 5-22 公司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對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障礙之變異數分析 

公司行銷市場所佔比重（平均數）  
變數 國內市場

（N=43） 
歐美市場 
（N=14） 

日本市場
（N=2） 

開發中國家
（N=0） 

其他國家
（N=1）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認知障礙 3.465 3.214 3.000 0.000 2.000 1.01 0.3940  
經濟障礙 4.000 3.786 3.500 0.000 4.000 0.47 0.7049  
資訊障礙 3.744 3.571 3.500 0.000 4.000 0.22 0.8855  
法規障礙 3.767 3.500 3.000 0.000 2.000 2.38 0.0797  
組織障礙 3.442 3.214 3.000 0.000 2.000 1.17 0.3301  
技術障礙 3.628 3.643 4.000 0.000 3.000 0.32 0.8110  
註：**表示 P＜0.01之顯著水準 
 

 

 

 

 

 

 

 

 



 59 

第陸章 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關係模式建構 

本研究從第一章緒論的探討發現目前有關綠色採購的相關研究文獻論述之探討，研究領

域大多侷限於企業現有綠色採購活動經營之個案探討或實證研究，而甚少探討到有關企業推

行綠色採購與環境管理及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的相互關係，可見目前企業界對於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與綠色採購互動關係的文獻研究仍有不足。 

本文基於前述第四章及第五章的研究結果均已指出目前國內企業在 ISO 14000 環境管理

系列驗證之評價現況與推動綠色採購之現況分析，並認為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綠色採購之

推動有密切的關係，可知 14000 環境管理與綠色採購在未來推動環境管理的工作必將扮演極

為重要的角色，該兩章均尚未探討到企業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相互關係及企業

綠色採購是否包含或自外於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中。因此，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

理的相互關係就變成為本章所要探討的主要議題。 

本章將以企業經營目標之績效觀點，以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為中心，向外逐步探討

企業推動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對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

最後推論出企業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也即是本研究所建構模式之理

論架構，藉以強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重要性與不可區分性，並發展

出另一項結合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永續發展支援工具。 

第一節 企業經營目標 

徐木蘭、余坤東、沈介文（1997）指出：「傳統上，企業往往擔負著一個「經濟人」的

角色，只求有效率的利用資源來追求最大利潤，而認為提高產值就是對社會的貢獻。」許士

軍（1999，P.39）也認為「在市場經濟制度下，企業生存的正當性，主要建立在兩項基礎上，

第一為私有財產權，其次為市場機能，前者代表市場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基石，而後者則

有早期亞當斯密所稱『看不見的手』和佛理曼1的『選擇自由』（Freedom To Choose）提供理

                                                 
1 請參考佛理曼（1970）所發表的文章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中有詳細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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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支持，不過以上兩項企業生存基礎已遭受嚴重的挑戰，後續學者均指出現代企業經營的

目標應包括兩項目標，也即是企業除了追求利潤之外，尚包括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推行。」Shrivastava（1995）認為企業經營除了要考量企業的利益外，也應

將自然生態保護，即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企業的一部份。Swanson（1992）則將道德構面加入新

古典經濟理論模式之中，強調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亦需要有道德層面，如企業社會責任

考量因素等等。Eccles（高翠霜譯，2000）也認為過去企業經營常常以績效來衡量是否達到經

營目標，而績效的衡量標準往往是以利潤為首，不過近年來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除了獲利

能力等之財務性指標以外，尚包含了對環境關懷等社會責任之環境績效指標。可見企業經營

的目標，包括了傳統的利潤獲得之外，也應將企業的社會責任也納入經營目標。 

實務上一般企業都只是追求獲利能力、市場佔有率及成長率等有形的財務績效，而往往

忽略到企業在公平社會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不過已經有許多企業已經開始重視到社會責任

對於企業經營的重要性（Carter et al.，2000）。社會責任一般來說，其處理時往往牽涉到企業

運作的非市場因素，而這些非市場因素包括了員工福利、符合環保法規、企業參與公益行為

等活動，這些社會責任活動均屬於非營利行為（Carter et al.，2000）。同時許多管理文獻及一

些討論社會問題的文獻均認為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的生存與市場因素（即財務績效）有同等重

要性（Preston，1990，（參考自 Carter et al.，2000，P.219））。Gifford（1997）認為一般企業已

經逐漸體認到對環保問題要具有前瞻性的措施，同時綠色策略已經變成維持企業生存的重要

因素。 

許多文獻也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是衝突矛盾的（Carter et al.，2000），本段即在

澄清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彼此關係，本文主要目標是以環境績效做為廠商履行社會責任的

一個代表，來探討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彼此間的關係。從事企業組織績效相關研究的人常常

會發現很多矛盾的現象發生，尤其是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相關研究。社會責任有

些學者的觀點認為，環保活動會提昇企業的財務績效（Moskowitz，1972；Parket and Eilbirt，

1975；Sturdivant and Ginter，1977；Arlow and Gannon，1982；Capon et al.，1990）。Vance（1975）、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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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lman（1985）則認為環境投資會增加企業成本，並且對於企業的財務績效產生不利影響。

但是也有許多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兩者無關（Alexander and Buchholz，1978；

Abott and Monsen，1979）。 

過去研究有關環境管理對績效的文章斷斷續續的出現在相關財務、企業社會績效、經

濟、會計與環境管理的文章之中（Klassen and Whybark，1999）。Klassen and McLaughlin（1996）

的研究，擺脫一般研究者僅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自然環境與財務績效的關係，卻鮮少探討環

境管理與企業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因此將其研究核心集中在探討環境管理與企業財務績效

的關係，以及環境管理與企業環境績效的關係，並且探討環境管理與財務績效、環境績效間

的前後關係，經過文獻探討，而後建立其研究模式，最後經實證研究驗證其研究假設，其研

究結果發現，企業必須先推動環境管理相關活動，才可帶來正面的企業環境績效，而企業的

環境績效獲得，也將影響企業本身的企業財務績效，並且影響企業在市場的評價，也即是企

業多因先進行相關環境管理活動，而後才能獲得良好企業環境績效，最後並藉由企業內部環

境績效的改善帶來更多的市場收益與成本減少，最後企業才可在經營之中取得良好的企業財

務績效。McGuire et al.（1988）的研究發現也提供了三個研究結論，其中就探討企業社會責

任與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而其中的財務績效就包括了環境績效，而其三個研究發現分別為，

第一、企業的管理影響企業的交易運作、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第二、企業推動環境管理所

帶來外顯成本是最小的，並且其活動會帶來其他管理利益，如提昇公司士氣或提高產品生產

力；第三、雖然改變環境績效的成本是顯著的，不過其他成本或收入是增加的。 Allen（1992）、

Schmidheiny（1992）的研究並發現企業經由推動相關環境活動，所伴隨而來的環境績效，可

以降低製造成本，並減少廢棄物的發生，更改善企業的財務績效。不過傳統的觀點卻認為將

環境活動投入於相關企業產品與經營過程將負面影響企業的績效（Freeman，1994；Judge and 

Hema，1994）。根據Walley and Whitehead（1994）的研究指出，企業管理者普遍相信企業推

動環境相關措施以順從相關法規，將會增加企業營運成本，並且影響企業的獲利能力。而這

些成本的增加發生，乃由於企業為了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如將空氣污染成本回饋到公司內部

（Bragdon and Marlin，1972；Klassen and McLaughlin，1996）。企業的環境揭露活動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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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也未必存在顯著的差異關係（Freedman and Jaggi，1982；Wiseman，1982）。Mahaptra

（1984）針對六種不同產業之污染處理成本之支出進行長期的抽樣調查，並與市場平均回收

（average market returns）進行交叉比較，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投入較高的污染處理成本，並不

保證帶來正面的環境績效提昇，而發生這些原因或許和每位研究者所針對的產業、進行時間

與資訊資料庫等來源的差異所造成不同的研究結果有關。雖然企業經營活動常常必須面臨各

種挑戰，並且由於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乃在追求企業的長期利潤，也即是企業的財務績效，

而企業的永續成長如環境績效也是極為重要，因此企業必須在兼顧企業本身的經濟成長與環

境保護的條件下，同時追求企業的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 

國際上已經有不少的研究針對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提出不同的看法，一些研究指

出企業的環境績效將改善企業的獲利能力（Bragdon and Marlin，1972；Spicer，1978a）及降

低環境風險（Spicer，1978b）。Cohen et al.（1995）的研究發現在美國的大型企業之中，具有

卓越環境績效的企業通常擁有較佳的財務績效。Nehrt（1996，1998）的研究也指出大型企業、

領先從事以環境為基礎創新活動之企業，通常都最先擁有卓越的財務績效。Russo and Fouts

（1997）並且針對 243 家美國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關係進行長達兩年的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高成長的企業，會正面的影響其企業在環境績效的表現與獲利能力的取得。可見得企

業的財務績效表現將同樣正面的影響其在環境績效的表現，而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兩者

的相互密切關係可見一斑。而學者 Jaggi and Freedman（1992）在針對紙漿及造紙業廠商所進

行的研究中，探討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係，研究結果卻顯示企業投入污染防治設備

將不會改善企業的財務績效，也即是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未存在正向關係。不過 Jaggi

隨後在 1993的研究中，特別針對 Jaggi and Freedman（1992）的研究再次進行實證研究，研

究結果顯示如果廠商投入污染防治設備僅是為了短期目的，以避免觸犯政府相關環保法規，

則此時企業的環境績效將與財務績效呈負面關係，相反地，企業投入污染防治設備是著眼於

企業長期目標，則投入污染防治設備將提升企業市場績效，並且改善企業財務績效，也就是

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具有正面關係。不過卻也一些研究指出企業環境績效與企業獲利力

之間並未存在顯著的差異（Fogler and Nutt，1975；Rockness et al.，1986）。綜合以上各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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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述研究，均指出擁有良好環境績效的企業會影響其企業本身在財務績效方面的表現，並

且擁有高財務績效的企業，也將使得該企業本身具有高度環境績效，可見企業環境績效與財

務績效彼此間的正向交互作用。 

過去有關討論企業環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交互關係的相關研究，由於研究的主題不

同，且對於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衡量不易，使得研究結果常呈現極大的差異。學者

Bragdon and Marlin（1972）曾經以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EPS）、股東權益報酬率（ return 

on equity，ROE）與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為財務指標，並以紙漿及造紙

業廠商為樣本對象，研究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相互間的關連性，研究結果顯示環境績效

與財務績效間存在正向關係。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也認為好的企業環境績效可以為公司帶來很多競爭利益，公司的環

境議題也可以和公司的財務績效相互連結，而公司的環境管理品質也是一項絕佳指標用來判

定企業經營的品質好壞（Stigson，1998）。Eckel et al.（1992）認為衡量企業的環境管理績效

時，不能僅依據傳統衡量企業績效的方法，僅重視企業經營成果的評量，而應該把企業是否

有從事環境管理的意願納入評量因素，更需要把投入及產出要素也納入評量。 

由於各研究之方法與研究對象的不同，造成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相互關係模稜兩可

的情況發生，而企業在投入處理成本於污染防治設備後，短期間雖然無法立即改進企業之財

務績效，不過長期下來除了可改進企業環境績效之外，尚可提昇企業的財務績效，可見企業

環境績效會強烈的影響企業財務績效，並且企業財務績效也將強烈的影響企業環境績效（見

圖 6-1所示）。企業也就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之下，願意持續不斷的進行相關環境管理活動，以

維持得來不易的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 

第二節 ISO 14000環境管理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其重視企業對環境的持續改善與自發性建立符合企業自身

發展的整合性環境管理要求，在 1996 年被國際標準組織 ISO/TC207 委員會公告為第一階段

的基礎標準版本以來，各國政府與企業之間莫不視推動 ISO 14000為繼 ISO 9000之後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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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非關稅貿易障礙，也因此自從 ISO 14000系列推出後，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伴隨著

ISO 9000品質管理系列驗證日益受到全球企業的重視，每年均呈高比例的成長（施勵行、黃

峰蕙、郭美秀，2000；Montabon et al.，2000；Rezaee，2000；Chin and Pun，1999）。根據國

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isation Organization，ISO）秘書處 2000年所公布第九次年

度最新 ISO 14001驗證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為止，同年即有6,219家廠商取得 ISO 14001

認證，並且全世界已有 14,106家廠商取得 ISO 14001的驗證，從 1996年算起世界上通過 ISO 

14001驗證的企業成長了將近二十倍，而在通過的廠商中光是日本就有超過 4,000家，約占全

世界的 1/4之強（環境管理報導，2000；Ruth，2000）（參見表 6-1）。據台灣環境管理學會截

至 89年 12月底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廠商通過 ISO 14001認證的數量，已達到 881

多家，另外根據 ISO World網站在 2001年 1月所統計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全

球國家排名資料顯示，我國的排名僅次於日本、德國、英國、瑞典、美國及澳大利亞六國，

居於全球第七名，在亞洲地區的通過驗證公司排名數量僅次於日本，可見國內企業對於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工作之重視及對環境正面的認知。 

表 6-1 世界前十名通過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國家排名表 

排名名次 國家 通過廠商家數 
1 日本 5338 
2 德國 2400 
3 英國 1400 
4 瑞典 1370 
5 美國 1340 
6 澳大利亞 1053 
7 台灣 881 
8 法國 802 
9 荷蘭 800 
10 義大利 724 

資料來源：ISO World，2001年 1月。 

隨著消費者的環境意識日益提昇，一般企業也普遍採取適當的環境行動來因應新的環境

趨勢。Winsemius and Guntram（1992）認為企業與一般消費者越察覺到環境議題的重要性，

並且企業也採取積極的相關環境管理措施，使企業變成環保導向為主的公司，將藉以改善公

司經營的環境績效。而且也有很多管理者也常常視環境管理為符合環保法規，促進環境與財

務績效的不二方法（Walley and Whitehead ，1994），跨國大企業如孟山都（Monsanto）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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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市場競爭優勢，莫不採取以可持續性為核心的環境創新策略，藉以維持長期的企業績

效（Magretta，1997）。Dean and Brown（1995）的研究也指出企業實施環境活動所支出的環

境成本花費並非無法補償，相反的以行銷的競爭效益觀點看來，反而會為公司帶來高度的環

境績效，而且隨著公司相關環境創新活動更可讓公司在產業間位居領導地位。 

學者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針對 29家已進行綠化的的工廠進行研究，發現企

業可以進行環境管理活動，並透過「產品資源化」（resource productivity）與「技術創新」來

削減廢棄物，以降低環保支出的成本，而這些領先進行環境創新的企業不僅可以藉由其所生

產的綠色產品獲得較高的價格，開闢新的市場商機，更可售出其創新的環保技術與服務，最

後藉以增加企業的競爭能力與創新能力，並改善公司的環境績效。Weizsacker et al.（1998）

也在「Factor Four: Doubling Wealth, Halving Resource Use」一書中，提出「第四個因素：資源

減半使用、財富加倍」，並列舉數十個個案實例，介紹企業如何透過資源的有效環境管理，在

創造企業財富之外，並且增加企業的環境績效。Greeno and Robinson（1992）更認為企業推

動環境管理相關措施，短期間雖然由於將企業的部分資源運用於無生產效益的環保除污設

備，常導致企業本身生產力降低，甚至利潤減少，不過長期下來，由於企業採取創新的綠色

技術，反而可以降低直接及間接成本，並且增加企業的綠色競爭力。如前面所述，企業推動

相關環境管理活動，將可改善企業經營活動對環境所產生的衝擊，並提昇企業的環境績效與

企業競爭力。 

Tibor and Feldman（1996）認為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推出，將增加企業對環

境議題的覺察，並且參與相關環境活動，藉以評量企業的環境績效，也可以用來協助管理者

進行生命週期分析與環保標章產品時作為指導之用。學者施勵行、黃峰蕙、郭美秀（2000）、

Steger（2000）、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Chin and Pun（1999）、Ilinitch et al.（1998）、

Wen and Chen（1998）、Callan and Thomas（1996）的研究結果也均指出企業推行 ISO 14000

環境管理可以顯著的改善企業環境績效，並且提昇企業經營的財務績效。而 Miles et al.

（1999）、Magretta（1997）、Nehrt（1996）研究也指出企業推動 ISO 14000 系列驗證活動，

不僅可以持續公司本身的經營成功，並且是維持創造永續經營績效的不二法門。可見企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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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將使企業積極推動相關環境管理活動，並且藉此改善企業的環境績效，

並提升企業財務績效。 

綜合以上各家學說，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企業推動相關環境管理活動，不僅可以降低

經營對於環境所產生的不良衝擊，並可正面的影響企業的環境績效，同時企業推動 ISO 14000

系列驗證活動也可正向的帶動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提昇，不過尚缺乏實證研究驗證

良好的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是否會正面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活動

（如圖 6-1所示）。 

第三節 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影響因素研究 

有關 ISO 14000環境管理活動的發展趨勢正邁向系統化營運的觀念展開，也即是所有有

關 ISO 14000的環保活動，均藉由系統化的方式來進行管理、量測、改進與溝通，並且擺脫

了過去僅針對污染進行管制標準制訂的管末處理，而強調追求對環境作持續改善的工作。目

前已經有不少研究討論到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因素，而這些研究對影響企業

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之因素討論大致上相當。國內學者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

曾針對國內獲得食品 GMP 授證的食品業廠商為實證對象，然後進行問卷訪談，以環境管理

相關理論演進為出發點，探討食品業在環境管理的作法，藉以瞭解其環境管理的活動或因素，

最後找出衡量食品業推動環境管理的因素，分別包括環境意識、部門整合、教育宣導、前置

作業、製程管理、綠色行銷、及企業危機意識等七項因素，而國內食品業廠商在環境管理的

落實度程度上，在「環境意識」、「教育宣導」、「前置作業」、「製程管理」及「綠色行銷」五

項因素的落實程度有明顯優勢，反而在「部門整合」及「企業危機意識」此兩項因素的落實

程度，遠不如其他因素，不過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的研究僅探討到影響企業推

行環境管理的七項因素，其研究尚未探討到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列驗證的因素有那些。

國內學者高明瑞、黃義俊（2000）則針對影響企業推行綠色管理因素做實證問卷研究調查，

其研究結合環保驅動力與企業文化的概念，分別將環保驅動力與企業文化各分成三個子構

面，對國內 1000大製造業進行問卷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環保法規的需求、成本和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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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利害相關人的影響與環境價值觀、管理階層的支持均正向影響企業推動綠色管理，而

員工的環保認知卻不會影響企業的綠色管理作法，不過其研究僅針對國內 1000大製造業中的

傳統工業、基礎工業及技術密集工業進行實證研究，尚缺乏對所有產業進行實證研究。 

國外學者 Chin and Pun（1999）則針對香港地區的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廠商進行過影響其

產業廠商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因素之研究，利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進行研究，將影響企業推行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因素分成管理階層態度（高

階主管的承諾與支持、適當的環境政策、有規則的管理回顧）、組織的改變（環境管理專責機

構的設置、內部訓練與對環境議題的覺察、內部的良好溝通 、內部的文件審查、危機處理機

制設立）、外部和社會部分（相關環保法規的制訂、外部行銷壓力、員工的外部公共關係）及

技術部分（環境管理專家的協助指導、有效的污染監測技術設備、生產過程能結合環保技術）

等四大構面共十四個子構面，研究結果顯示影響香港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廠商推動 ISO 14000

系列驗證的因素包括環境績效受到國際上各企業的重視、取得第三者驗證變成企業經營的重

要考量因素、政府的相關規定與要求、增加的公眾與市場行銷壓力、企業欲改善其公司本身

的經營環境績效、企業為減少其經濟損失、企業為經由廢棄物與能源採購減少成本的支出及

企業自身對環境議題的覺醒體認等八個主要影響因素。 

由此可見 ISO 14000系列驗證已經變成企業追求環境卓越的重要工具之一，企業自身對

於環境的覺醒更是推行 ISO 14000系列驗證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並且由此我們可以推

論出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因素與企業環境績效、財務績效彼此間的互動關係

（見圖 6-1所示）。 

ISO 14000環境管理

企業環境績效 企業財務績效

影響企業推動ISO 14000
環境管理之因素

 

圖 6-1 影響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因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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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綠色採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目前有關環境議題方面的採購研究近年來已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Zsidisin and Siferd，

2001），而由於採購活動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向來都扮演著初步的角色，因此，如果企業意欲在

環境管理相關活動中獲得一定的成果，就不能忘記將採購活動納入企業環境政策之中（Walton 

et al.，1998），並且根據Monczka and Trent（1995）、Carbone（1994）的研究均指出，符合相

關環保法規成本的影響已經變成採購管理人員進行採購活動時第二個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且

最近有關環境政策的制定時，綠色採購更常常被拿來做為改善公司環境績效使用(Mulder，

1998)。 

Peattie（1992）即提出當社會大眾與媒體的焦點都放在企業對環境的環境影響時，企業

在感受這股無法抗拒的環保壓力之下，其將做出的反映包括改用無鉛汽油、發展環保策略、

實行最低浪費計畫、實施節約計畫、開發綠色產品以及改變現有行銷方式，而廠商本身所採

行的綠色行銷策略中最能降低對環境衝擊的莫過於採用「綠色採購」方式。而企業進行綠色

採購活動，不僅可藉以達成對環境的友善態度，並可達成對環境減少未來廢棄物處理的責任

義務成本及保護資源，更可改善企業的公共形象（Min and Galle，1997）。Stock（1992）、Min 

and Galle（1997）針對綠色採購所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均指出企業推動綠色採購不僅能改

善公司的經濟情況、減少企業廢棄物丟棄及再處理時的成本，並且可以改善公司的公眾形象，

也即是企業推動綠色採購不僅可改善企業環境績效，更可提昇企業財務績效。可見綠色採購

絕對是值得各產業界加以投資經營，並可想見其未來的發展趨勢。 

英國最大家的居家用品公司 B＆Q則是透過供應鏈的採購方式，要求上游供應商符合環

保相關要求，在制訂供應商環境稽核計畫（Supplier Environmental Audit ，SEA）之後，其供

應商的環境政策制訂達成率，由 1993年 1月的 8﹪躍昇到 1995年 1月的 96﹪，也間接的達

成了該公司改善自身環境績效的目標（Jamison，1996）。DeSimone and Popoff（王育英譯，1999）

也指出英國 BT 電信通訊公司在採購部下設環境部門，以查核公司所有主要的採購，並頒發

一個環境供應商獎（ Environmental Supplier Award），藉以確認供應商之間存在好的績效表現。

另外美國 GM汽車公司在推行環境管理活動改善該公司環境績效時，也是透過供應鏈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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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供應商協助達成廢棄物減量目標，並且提供符合產品生命週期分析的產品設計，而這些目

標之達成皆是經由 GM公司內部的採購部門來達成（Carter et al.，1998）。而 Carter et al.（2000）

則參考 Klassen and McLaughlin（1996）對於環境管理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係模式，特別針對

美國消費產品廠商進行問卷調查，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與公司環境績效的關係進行實證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將會顯著的增加公司財貨收入和銷售成本，不過在

經過損益平衡之後，發現企業綠色採購活動將會正面影響公司的環境績效。並且當企業面對

消費者與個別公司不斷增加對環境議題的覺察行為，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採取環境活動以使得

公司可以迎接新的綠色挑戰，這些綠色策略活動的實施，無非是要增加企業的競爭效率。而

這些綠色策略活動，包括了發展綠色商品與包裝、節約能源、廢棄物減量、資源可回收及創

造企業文化成為具有環境敏感性公司（Green et al.，1998）。可見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活動將正

向的影響企業的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 

綜合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瞭解到企業在推行各項環境行動之時，各部門為了避

免企業營運對環境產生不良衝擊，除了考慮產品生命週期的影響外，也透過企業採購供應鏈

的上下游關係進行改善，藉以避免產生環境問題，而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不僅可以直接

的改善企業環境績效，並可藉此提昇企業的財務績效，並可推導出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會正面

帶動企業環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不過尚缺乏實證研究證實分別擁有良好企業環境績效與

財務績效表現的企業會影響企業正面推動綠色採購活動（參見圖 6-2）。 

第五節 企業推動綠色採購之影響因素研究 

任何組織或企業每每在推動一項新活動或政策時，其活動之成功與否往往受限於其企業

組織外部因素與組織內部因素。學者 Carter and Carter（1998）參考 Achrol et al.（1983）所提

出影響企業推動環境活動的四方面趨動力（政府部門、企業競爭者、消費團體與供應商）模

型，透過環境採購相關文獻收集，提出影響企業推行綠色採購的組織間外部因素之研究假設，

針對美國國家採購協會（NAPM）內部會員中 1083位任職於消費產品製造公司的管理人員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指出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組織外部因素因素，包括垂直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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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不穩定性、競爭對手廠商、生產要素部門、政府管理部門、產品包裝部門、品管及依賴

資源等八項組織間外部影響因素。 

日本綠色採購網路（GPN）2000年所公布的 GPN年度綠色採購調查結果（賴麗瑩，2000）

顯示，影響企業實施綠色採購的因素包括對企業本身對環境的責任、提高員工的環境意識及

已取得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三項組織內部因素。Elwood and Case（2000）則將影響

公司或政府採行對環境友善的綠色採購因素分為：回應消費者對環境友善產品喜愛的習慣、

區隔公司與競爭公司的產品、追求成本的減少及跟隨國際產業的趨勢。 

學者 Carter et al.（1998）並以 Carter and Carter（1998）所做的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

組織外部因素研究為架構，對美國及德國的企業進行問卷調查，藉以研究列舉的組織內因素

是否會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並且比較美、德兩國對於綠色採購的推動情況，研究結

果證實六項組織內因素（公司內部高階管理者的支持、中階管理者的支持、廠商將環境因子

納入公司經營使用、公司擬定清楚的綠色採購目標、公司員工接受對環境友善購買訓練及採

購人員對綠色採購的評價高低）中，僅有中階管理者的支持、公司擬定清楚的綠色採購目標

及公司員工接受對環境友善購買訓練將是影響美、德兩國企業採購人員進行綠色採購的組織

內因素。 綜合以上各學者對於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之內部與外部因素探討結果，本研

究可初步的建構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企業綠色採購的關係模式（見圖 6-2所示），不過尚缺

乏對於 SO 14000環境管理與企業綠色採購相互關係的架構基礎。 

企業環境績效 企業財務績效

綠色採購

影響企業推動綠色
採購之外部因素

影響企業推動綠色
採購之內部因素

 

圖 6-2 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因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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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綠色採購之關聯性 

本研究目的乃在建構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之支援關係模式，並以企業環境績

效與財務績效為中心，藉此推導出企業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支援關係模式，由於

前述各個章節已分別推導出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企業環境績效、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以

及推導出企業綠色採購與企業環境績效、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因此，企業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 環境管理之相互關係及企業綠色採購是否包含於或自外於 ISO 14000 系列驗證之中便

成了本節所要探討的主要議題。 

學者 Berry and Rondinelli（1998）認為 ISO 14001系列驗證已經成為主宰企業推動環境

管理的國際標準，廠商必須生產符合國際環保要求的產品才可以出口外銷，並且唯有如此才

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因此支持企業推動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企業普遍認

為 ISO 14000系列驗證已經變成企業經營時所不可或缺的阻礙因素，尤其是意欲進入國際競

爭市場的企業（Blau，1995；Tibor and Feldman，1996；Miles et al.，1997）。 

各國通過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大企業，為了持續維持得來不易的競爭優勢，多透過上

下游供應鏈關係要求供應商如期取得 ISO 14000系列驗證。如同已經取得 ISO 9000品質管理

系列驗證的公司，會要求其上游供應商也必須如期取得 ISO 9000品質管理系列驗證，企業公

司不僅本身取得 ISO 14001系統驗證，也要求供應商需取得 ISO 14001系統驗證做為採購產

品時的考量依據（Graff，1997）。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認同並支持未來將是對環境友善產品的世紀，並認為對環境友善

產品的企業所必須進行的步驟，包括了進行綠色採購和使用對環境友善的方法於產品的製造

過程，並且要能確保供應商也生產對環境友善的產品，因此為達成這些目標，有超過 1,800

家日本企業加入了具官方色彩的綠色採購網路組織（Green Purchasing Network），藉以學習如

何推動對環境優先的綠色採購活動及分享綠色產品的資訊（Elwood and Case，2000）。學者

Murray（2000）針對北愛爾蘭首府貝爾發斯特（Belfast City）市政評議會推行綠色採購的研

究則指出，該市政評議會自從 1996年開始制訂綠色採購策略以來，就以其上游供應鏈的供應

商為起點，要求其各家供應商提供符合環保法規的環境友善商品，並且要求供應商改善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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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環境績效，藉以降低成本，變成綠色採購者，且增加對環境管理系統的覺察，要求供應

商逐步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的驗證工作。許多歐美國家的政府機構及大型企業並已

紛紛採行相關「綠色採購」制度，優先採購綠色產品。 

生產綠色產品的廠商在市場上將取得較大市場佔有率與贏得市場先機，但是到目前為

止，產品的標示制度尚未普及，導致消費者或組織採購決策者均無法有效辨識產品的環保與

否，造成綠色採購制度的不易推動，甚至綠色採購的績效也無法有效發揮（ Lee and Stensel ，

1999）。在 Truffer et al.（2001）對電子業的環保標章策略研究分析，則將環保標章制度視為

可以促進與支援企業進行綠色採購的重要工具，並且環保標章常常被拿來做為進行相關能源

政策制訂時的參考依據。Zhao and Xia（1999）、Lee and Stensel （1999）的研究報告並聲明

組織推動綠色採購需要透過取得環保標章制度的認可，才可使綠色採購的推動獲得成功。並

且包括我國在內等多個國家（如歐盟、加拿大、德國、北歐等國），多已在其國家的政府採購

辦法中，將第一類環保標章納入優先採購的對象（于寧，2000）。 

Holmes（1994）針對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政策時所面臨的六個問題中，就曾提出如何定義

對環境友善的產品這一項問題，並認為採購決策者如果沒有受過對環境產品的訓練，將無法

對環境產品具有評鑑能力。並且在歐洲綠色採購組織與地方性環保行動國際委員會針對歐盟

各國政府採購人員所做的研究報告（于寧、賴明伸，2000），各國政府在推行綠色採購時所面

臨的問題，也指出採購人員普遍缺乏對於欲採購產品內含物之相關環保資訊、缺乏對於產品

環境衝擊評估之公認方法，並且政府相關綠色採購規定受到政府採購法規的約束，如歐盟國

家的政府採購受到世界貿易組織、歐盟及各國本身之複雜採購法令所約束，各國也未能對綠

色採購制訂正式規範等問題。而此時具有環境考量的環保標章產品就變成極具指標性的重要

參考依據，可見環保標章制度在推動綠色採購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關鍵角色，不過只有環

保標章制度，卻無任何綠色採購規範，對於沒有任何環境意識的企業將不具任何約束力。故

為改變目前這種綠色產品無法有效辨識的局面繼續存在，未來推動綠色採購需要從環保標章

開始著手。學者 Berg（1997）認為環保標章提供了簡單有效的方法來定義區分對環境友善的

產品，並且環保標章制度的實施將可正面的協助採購決策者透過相關環保標章資訊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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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採購較清潔的綠色產品，而環保標章制度的推動成功也必須有賴於企業持續不斷進行綠

色採購。因此未來取得環保標章的產品在市場上將漸漸取得優勢地位，相反的長期依賴歐美

市場的開發中國家，尚未取得環保標章制度的肯定將形成無形的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s to Trade，TBT）。在 1999年 5月 27日由我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會銜環保署所公

布施行的「政府採購法」子法「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也明文指出政府機關採購

環保產品（即環保標章產品）得享有百分之十以下的價差鼓勵之優惠辦法（Anonymous，

1999）。Elwood and Case（2000）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有超過 368,000名消費者提及他們的採購

參考訊息均來自綠色標籤（Green Seal）這個非營利環保標章組織針對 33類環保產品所提供

的推薦，綠色標籤也發展出相關的購買指南（如 Choose Green Reports），以分享其環境產品

和研究服務，並且綠色標籤也協助其 450 家企業會員評估其企業本身採購策略與綠色採購計

畫。從上述各段的推論，可見綠色採購制度的建立與推行，必須依靠環保標章的強力支持才

有可能成功，並且未來企業生產產品是否已取得環保標章認證，將成為企業未來推動綠色採

購時所追求的目標之一。 

世界各國如德國於 1978年所制訂的藍天使環保標章計畫、日本於 1989年所制訂的環保

標章計畫 及加拿大於 1990 年所訂定之綠色選擇計畫，均已制訂國家層級的環保標章制度藉

以支持推動綠色採購制度（Ofori，2000）。目前瑞典、加拿大、日本、英國、美國、德國等

國均以 ISO 14021（環保標章制度）為範本，以制定相對應的國家標準或對廠商的規範，如英

國之 Code of Good Environmental Claim、瑞典之 Nordic Guidelines on Green Claims、德國之

Code of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于寧，2000）。但是目前標章制度似乎只有對有環境意識

的企業有效，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而言，顯然只有環保標章制度尚無法有效進行污染預

防控制，可見綠色採購與環保標章制度兩者缺一不可，而綠色採購也必須與環保標章制度並

行才可確保對污染獲得有效控制。 

反觀 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所制訂的內容與架構（參見圖 6-3與附錄一），可以發

現其內容包括環境管理系統（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EMS）、環境稽核

（Environmental Auditing，EA）、環境績效評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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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Environmental Labelling，EL）、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產

品標準的環境考量面（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Product Standards，EAPS）及用詞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等七個部分（Montabon et al.，2000）。而其所涵蓋的部門範疇又可區分為組

織的管理系統評估與組織的產品評估兩大範圍（Montabon et al.，2000）（見圖 6-3所示）。Tibor 

and Feldman（1996）在「新環境管理標準 ISO 14000指南」一書中也曾經針對 ISO 14000系

列做過詳細的描述與架構分析，書中指出 ISO 14000系列包括組織評估與產品過程評估兩項

技術架構，而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推動主要是針對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EMS）

的第三者進行驗證，且其在 ISO 14000的技術架構中是屬於對組織的驗證，而非對產品的驗

證。並且當我們仔細檢視 ISO 14000系列的項目內容，我們可以發現 ISO 14000的條文中並

未包含綠色採購相關活動，可見目前綠色採購相關活動項目之內容被摒除於 ISO 14000環境

管理系列標準的架構內容之中。 

EAPS
產品標準之
環境考量面

EL
環保標章

LCA
生命週期分析

EMS
環境管理系統

EPE
環境績效
評估

EA
環境稽核

環境管理

組織評估 產品過程評估  

圖 6-3 ISO 14000環境管理技術架構 

資料來源：Montabon et al.，2000，P.6。 

雖然當我們檢視 ISO 14000系列的內容，綠色採購相關活動並未涵蓋於 ISO 14000的條

文之中，但各國在推動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政策時，卻已經透過 ISO環境標誌與宣告系列將綠

色採購運用於採購活動之中。目前 ISO 14020環保標章系列內容（如 ISO 14021、ISO 14024、

ISO 14025）與綠色採購活動較具有關連性，因為企業通過環保標章認證，可以協助企業採購

管理者於進行綠色採購活動時做出適當的採購選擇。于寧（1996）指出「綠色採購制度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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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品的採購面與使用面，協助消費者（包括一般大眾、企業與政府單位等的採購系統）選

擇較綠色的產品，因此綠色採購制度和環保標章是相輔相成的」。並且于寧、林淑芬（1999）

也認為目前政府相關採購辦法將是「第三類環境宣告」推動的最大市場誘因，並且根據瑞典、

丹麥兩國所制訂的綠色採購規範，均指出所有綠色產品均需以生命週期評估做為技術基礎來

進行評估鑑定，且需要取得第三者認證方可被政府機構優先採購。不過從現有的 ISO 14000

系列架構來看，綠色採購尚未納入 ISO 14000系列之中，而由於未來推動環保標章制度將是

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必要條件，並且現階段 ISO 14000系列中尚未納入綠色採購制度，

將使得 ISO 14000系列的推動出現瓶頸。因此，未來 ISO 14000系列應該將綠色採購制度納

入，因為唯有將綠色採購納入到 ISO 14000系列之中，企業才有推動 ISO 14000的強烈動機

與約束力，並且如此企業才可持續不斷提升整體企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而只有環保標章

制度，卻無任何綠色採購規範，將對沒有環境意識的企業不具任何約束力，可見綠色採購制

度將是支援環保標章制度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的重要工具。 

因此，結合圖 6-1 及圖 6-2 的推論結果，本研究認為雖然目前各學者對於上述文獻之實

證研究的看法仍有不同，但仍可從中發展出本研究的推論結果，也就是藉由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分析（參見圖 6-4所示），我們可以發展出另一項結合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永續發展支援工具。 

企業環境績效 企業財務績效

影響企
業推動

ISO
14001
環境管

理之因
素

影響企

業推動
綠色
採購之

外部因
素

影響企

業推動
綠色
採購之

內部因
素

綠色採購

ISO 14000環境管理

 

圖 6-4 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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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之研究結論與建議將依據前述各章的研究分析結果，分別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後續

建議，期能透過本研究提供產官學界未來在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綠色採購時做為參考

之用。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在企業對 ISO 14000與綠色採購的推動現況部份藉由探索性問卷調查方式，以瞭

解國內大型服務業與製造業廠商對 ISO 14000的評價關係與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積極重視

程度、綠色採購認知工作內涵及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在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 環境管理支

援模式建構部份則透過文獻探討方式推論出兩者的相互關係，最後藉由調查與分析，提出以

下結論： 

一、 對企業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的結論 

前述第三章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評價之研究，係嘗試從服務業及製造業管理者

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產業間對於 ISO 14000的評價差異情形。研究雖然僅就天下雜誌 2000大

企業的服務業與製造業進行實證研究，無法針對國內各中小企業廠商進行研究，不過仍舊有

其貢獻。雖然由於 ISO 9000在國內推行已有好多年，ISO 14000在國內推行也不過才幾年，

國內目前尚缺少針對服務業與製造業在推動 ISO 14000驗證評價差異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經

由實證研究，首先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對於 ISO 14000的驗證評價無顯著差異，比較廠商在

實際推動驗證的現況方面，服務業推動 ISO 14000驗證的積極度明顯低於製造業，不過對於

產業別評價相當而實際推動驗證卻發生落差的原因，尚未實際進行驗證。其次，研究發現服

務業與製造業在推動環境管理相關工作（環境管理單位設置層級、員工人數及環管花費）無

顯著差異，可見服務業與製造業在環境管理方面尚未全面進行推動，以致服務業與製造業間

並無存在顯著差距，而這即可為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此外，本文研究結果也建議產官學界

未來在推動 ISO 14000驗證的可能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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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活動的結論 

前述第四章國內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現況之研究，係嘗試從國內企業採購部門管理

者的角度，探討不同產業別對對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涵及企

業推行綠色採購活動所可能面臨的問題障礙三項推動綠色採購現況，研究結論如下： 

（一）企業對綠色採購重視程度：企業的採購部門編制人數與經營型態（資金來源）對推

動綠色採購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顯示企業是否有充足的採購專責人員與企業資

金來源均會影響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重視與積極程度。 

（二）企業認知綠色採購工作內涵：產業別對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容，服務業對有害原

料之「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項目，認知情形明顯高於製造業；

企業推動 ISO 14000驗證與否對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容，已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

廠商對於供應鏈關係之「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提供

給供應商」與「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

兩項目之認知情形明顯高於尚未通過 ISO 14000驗證的廠商；不同登記資本額的企業

對認知綠色採購的工作內容，在供應鏈關係之「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

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標」項目呈現顯著的差異；不同的員工人數對認知綠

色採購的工作內容，在供應鏈關係之「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項目呈現顯著的

差異；不同行銷市場比重企業對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在供應鏈關係之「採行

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與「要求供應商進行

環境稽核」兩項目呈現顯著差異。由以上研究結果可推論出，目前國內企業對綠色

採購工作內涵的重點仍擺在與供應鏈廠商的相關工作上，對於有害原料與產品的設

計尚未受到全面重視。 

（三）企業推動綠色採購障礙：不同產業別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在認知、經濟、法規及

組織障礙面均呈現顯著差異；企業有無通過 ISO 14000驗證對推動綠色採購的障礙在

認知、資訊、法規及組織障礙面均呈現顯著差異；不同年營業額企業對推動綠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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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障礙在認知與技術障礙面呈現顯著差異；不同員工人數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障礙

的看法在認知障礙面呈現顯著差異；不同採購部門編制人數企業對推動綠色採購障

礙的看法在認知、經濟及資訊三障礙面有顯著差異。由以上研究結果可知，目前企

業對綠色採購的推動障礙多擺在認知障礙面上；學者Monczka and Trent（1995）的

也認為，企業認知環保法規對於採購管理的不良影響是最影響企業進行採購活動的

重要影響因素；Min and Galle（2001）的問卷實證研究結果，更明白指出企業認知並

遵守政府及國際環保法規的趨勢，將深深影響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活動的成功與否。

可見國內企業普遍對政府現有鼓勵綠色採購的政策法令缺乏瞭解，並且也不清楚企

業現有採購產品對環境的不良衝擊，甚至缺乏改變採購行為的相關誘因，這些研究

發現不斥為未來政府或企業在推動綠色採購制度時，不可缺乏的考量因素。 

三、 對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關聯性的結論 

本文經由前述第六章各節的推論後說明了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對績效的關

係，發現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存在重大的影響，而從本研究圖 6-4的結

構中，本研究形成的結論認為： 

（一） 綠色採購需要標章制度的支持： 

目前歐美許多國家的政府機構及大型企業都以紛紛推動綠色採購政策，並且優先採

購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品，因此未來獲得環保標章的產品在市場上必將形成競爭優勢（于

寧，2000）。並且學者 Zhao and Xia（1999）也認為唯有結合綠色採購活動與環保標章制

度，才可以使採購者在進行綠色採購活動時有所依據，生產者也才願意持續不斷的推動清

潔生產技術，藉以生產出符合環保要求與考量的環保標章產品。可見得未來唯有將綠色採

購與環保標章進行相互結合，才可以有效提升環境績效。 

（二） 綠色採購必須包含在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之中： 

綠色採購制度將是一項可以支持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發揚光大的有效工具，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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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目前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內已經包含了環保標章制度，唯有將綠色採購制度納入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之中，環保標章制度的推動才可真正落實，各企業組織的採購管

理決策者在推行綠色採購活動時也才能有所依據。學者Mulder（1998）指出採購管理者

在進行採購時通常會優先使用較方便的評估工具以避免遭受採購產品所帶來的環境風

險，而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正是如此的有效工具。可見得綠色採購制度必須包含

在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之中，才可以使採購活動和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推動

順利 

（三） 重新整合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 

目前國內各企業對於環境問題的解決仍然以工程技術作為首要考量，尚普遍缺乏全

面性的環境管理認識，造成目前國內環境問題缺乏根本解決，因此亟待企業能藉科際整合

的方式，達成全面環境管理的功效（安寶儀、徐木蘭、劉仲矩，1999）。所以此時必須重

新整合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因為唯有如此企業未來在建構全面性環境管

理制度時，才可根本解決環境問題。 

第二節 研究貢獻 

一、 ISO 14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部份 

本部份研究主要係嘗試從服務業及製造業管理者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產業間對於 ISO 

14000的評價差異情形。本研究雖然僅就天下雜誌 2000大企業的服務業與製造業進行實證研

究，無法針對國內各中小企業廠商進行研究，不過仍舊有其貢獻。且由於 ISO 14000在國內

推行也不過才幾年，國內目前尚缺少針對服務業與製造業在推動 ISO 14000驗證評價差異進

行相關實證研究，本文經由實證研究，初步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對於 ISO 14000的驗證評價

無顯著差異，然而比較廠商在實際推動驗證的現況方面，服務業推動 ISO 14000驗證的積極

度明顯低於製造業，不過對於產業別評價相當而實際推動驗證卻發生落差的原因，尚未實際

進行驗證。其次，研究發現服務業與製造業在推動環境管理相關工作（環境管理單位設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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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員工人數及環管花費）無顯著差異，可見服務業與製造業在環境管理方面尚未全面進行

推動，以致兩者之間並無存在顯著差距，而這即可為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此外，本文研究

結果也建議產官學界未來在推動 ISO 14000驗證的可能研究方向 

二、 綠色採購推動部份 

本部份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現況分析，除了藉由調查結果的分析瞭解國內大型服務業與

製造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現況，並經由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得知目前企業對綠色採購的認知工

作內涵與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相關障礙，研究並發現國內企業目前在推動綠色採購的工作

內涵仍存留在供應鏈相互關係上，而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最大障礙莫過於認知障礙面，可見

未來研究者可針對透過供應鏈關係的綠色採購活動與影響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認知障礙面因

素作更進一步的持續研究。 

三、 支援關係建構部份 

過去學者對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的相關研究大多僅討論 ISO 14000對企業績效的影

響，或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相關個案研究，研究甚少探討企業推行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環

境管理的相互關係，本部份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關係模式之建構，透過相關文獻的逐步推

導，建立理論架構來探討 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綠色採購的相互關連性，強調未來企業推動

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支援的重要性與不可區分性，並主張綠色採購必須包含在 ISO

環境管理系列之中，所推導出之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架構，除可提供

研究者做為後續量化研究之基礎，更可提供政府或企業作為採購政策實施的依據。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 ISO 1400環境管理系列驗證部份 

（一） 政府部門之建議 

一般人均相信 ISO 14000系列驗證的出現，將有助於企業股東、政府、當地民眾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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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本身四方面的良好關係 Nakamura（2000），雖然國內大型服務業與製造業廠商對於 ISO 

14000的驗證評價均無顯著差異，但在實際推行 ISO驗證現況上卻發生極大的差距。因此，

日後政府若欲使廠商在 ISO驗證現況上有極大進展，是否應該採取任何政策上的幫助，如

在政府採購法中將廠商在環境管理的表現與 ISO認證的取得與否，同時納入考量，以協助

企業增加市場競爭力。 

（二） 產業界之建議 

ISO 14000繼 ISO 9000驗證已相繼被世界各國加以制定為國家標準，雖然目前 ISO 

14000系列驗證在國內的推動情形尚未能如 ISO 9000系列驗證成為企業普遍追求目標，尤

其是在服務業廠商，如同 Peattie（1992）所言國際上仍有很多企業還是完全忽略環保議題，

或是把他們當作事後再來考慮就可以的問題，對於服務業甚至還認為環境問題事不關己，

也因此更不可能將取得 ISO相關國際認證此種企業的自發性環境計畫納入企業經營策略

之中。不過在未來加入WTO之後，國內為數眾多的服務業廠商也將一如製造業，面臨全

球跨國企業的競爭，ISO 14000系列驗證勢必變成無法抗拒的國際潮流，甚至成為國際貿

易技術障礙。本文第四章研究結果雖然發現國內的廠商均已經開始注意到 ISO 14000系列

驗證的相關認證規範，不過在實際推動企業取得 ISO相關驗證的工作上卻仍存在極大的落

差，尤其是在服務業廠商，顯示企業並未真正瞭解到 ISO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因此，建議

企業未來除了要持續推動環境管理相關工作外，還應將「ISO認證」的取得納入未來的兢

爭策略，以避免遭受國際貿易障礙。 

（三） 學術界之建議 

由於本研究受限於諸多先天限制及後天缺失，研究僅針對國內前兩千大企業進行調

查，未來的研究學術界可以擴展到國內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廠商，而未來台灣加入WTO

等國際貿易組織已是必然趨勢，ISO 14000系列驗證極有可能變成多邊貿易技術障礙，向

來素有國內經濟骨幹的中小企業廠商將更需要受到產官學界一致的關注與協助，而在探討

產業別對於 ISO 14000驗證發生評價差異的原因為何，也極需學術界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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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採購推動部份 

（一） 政府部門之建議 

陳中獎（2001）已經指出政府機關在採購市場一向扮演極為重要的採購力量，而政

府機關的相關環保法規推動也將影響市場上各項產品的推行，尤其是在我國政府採購法中

第九十六條（綠色條款）已明文規定政府機關採購環保產品的相關優惠辦法，對於綠色採

購制度與環保產品的市場將產生極大的影響。且目前世界各國的政府採購金額佔其國民生

產總額（GDP）的比重，向來皆位居各國採購團體的首位，以代表已開發國家的 OECD

為例，其會員國政府之公共採購即佔其 GDP的 9-25﹪之高，只要各國政府機關將環境考

量納入採購政策之中，必將立即對各企業供應商產生劇烈衝擊，並且帶動綠色產品的市場

發展，因此政府綠色採購對於綠色消費發展極具指標作用（于寧、賴明伸，2000）。可見

未來政府機關的各項採購政策也必須將環境考量納入考量，甚至政府機關也必須積極介入

綠色採購制度的推行，包括辦理採購人員綠色採購訓練、提供綠色採購資訊、辦理綠色採

購優惠措施及進行綠色採購績效評量與獎勵方式。因為，唯有藉由政府機關的帶頭示範與

積極參與，才可使綠色採購制度真正成功的落實在各項採購活動之中，並使得企業界願意

積極投入綠色採購推動與生產對環境友善的綠色產品。 

（二） 學術界之建議 

誠如 Ofori（2000）所言，綠色採購與環境採購相關研究已廣泛見諸於國際上各運籌

（Logistics）相關文獻報導。而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活動總免不了要透過供應鏈的環境管理

來達成改善環境績效的企業環境目標，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企業進行綠

色採購活動的供應鏈關係，做更進一步的後續研究。學者 Zsidisin and Hendrick （1998）

認為後續研究者應加強採購人員透過供應鏈關係以改善企業環境績效，Carter and Carter

（1998）也認為後續研究者應該加強探索供應鏈管理者藉由環境管理活動促進企業的環境

績效與財務績效。Min and Galle（2001）則認為後續研究者應針對產品供應商及採購者對

於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競爭優勢，及針對特定產業不同企業文化之綠色採購進行後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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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且本次研究綠色採購的問卷調查對象僅限於國內前 2000大企業，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以針對國內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與政府機關進行綠色採購相關量化或質性研究，如此

對於綠色採購活動的推動才可逐漸受到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重視，並且企業是否有能力進行

所採購產品之環境成本量測，將深深影響企業對於綠色採購推行的承諾。 

三、 支援關係建構部份 

本部份研究係針對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對 ISO 14001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進行分析研究，

但受限於先天研究時間限制，僅就企業推動綠色採購對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支援模式進行

觀念性的架構推論分析進行探討，尚未針對產業界進行實證研究分析，後續研究者或可針對

綠色採購、ISO 14000環境管理與環境績效、財務績效的相互關係，做更進一步的實證分析研

究，以確認將綠色採購納入 ISO 14000環境管理的適用性。 

現今的企業已經不再能夠忽視相關環境議題的存在，並且不斷增加的政府法規與大眾對

於環境管理的嚴格要求，已經驅使企業做出相關的環境活動，這些活動中企業常常透過供應

鏈管理來降低成本與服務消費者，而綠色採購正是供應鏈管理的主要構成要素（Walton et al.，

1998）。Min and Galle（1998）的問卷調查更指出，有高達 78﹪的企業採購人員已將供應商是

否已發展出對環境友善的產品做為選擇供應商的重要參考依據。可見未來綠色採購的發展在

國際上必將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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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Carter 

and 

Carter

（1998） 

Inter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Purchasing: Initial 

Evidence from the 

Consumer Products 

Industries 

Decision Sciences 針對屬於美國全國採購管理協會

（NAPM）會員的消費產品公司進行問
卷調查，探討影響其組織推動綠色採購

的因素進行探討。 

Mulder

（1998） 

Green purchasing: 

Does it make sense 

Electronics and the 

Environment, 1998. 

ISEE-1998. 

Proceedings of the 

1998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研究利用文獻研究的方法探討推行綠

色採購的效益，並提出推行綠色採購的

策略方法，以促進供應商改變環境績

效。 

Berg

（1997） 

Environmental 

Purchas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Canada） 

研究利用文獻探討的質性研究方法，提

出組織推行綠色採購時可以參考的指

南。 

Min and 

Galle

（1997） 

Green Purchasing 

Strategie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針對美國國家採購管理協會 NAPM 會
員所進行的綠色採購策略問卷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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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產業對 ISO 14000評價差異研究問卷 

敬啟者： 

你好，首先謝謝你熱心的幫忙。 

    我們是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的師生，目前我們正在進行有關服務業與製造業在推動

ISO 14000環境管理系統認證的現況調查研究，極需你的幫忙。這是一份針對服務業者與製造

業推行 ISO相關系列認證的調查研究，經由問卷調查之結果加以歸納整理，提出一份報告，

做為產業界在籌畫推動 ISO相關系列認證時的參考，因此，您寶貴的意見將使我們的研究更
為正確。 

此份學術性的調查問卷，煩請交由  貴公司負責環境管理相關事務的部門主管填答。本

問卷資料僅供作整體性分析，並採不記名方式，敬請放心填答。本問卷純粹為了學術研究之

用，絕不對外公開發表，懇請您賜予時間予以填答，並請你放心依照  貴公司的實際情況填

答，謝謝你的合作。 

敬祝 

鴻圖大展 

                                                        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 

                                                        指導老師：陳中獎  博士 

                                                        學    生：官建維  敬上 

                                                      TEL：(05)272-1001轉 2041 

                                                      行動：      0921-551-236 

                                                     E-mail：lkkkuan@kimo.com.tw 

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下列各項問題煩請在□內打ˇ作答。謝謝合作！ 

第一部份  產業推動環境管理工作部份 

1. 貴公司是否有設置環境管理相關專責單位？ 

□（1）是（層級為何？□董事長（總經理）□第一級主管□第二級主管□非主管或第三級
以下主管） 

□（2）否 

2. 貴公司不論專職或兼職，負責推行環境管理或環境保護相關工作的人員有多少？ 

□（1）1-5人   □（2）6-10人   □（3）11-20人   □（4）21人以上 

3. 貴公司每年在環境管理的花費，約佔公司年營業額的比例多少？ 

□（1）少於 1﹪   □（2）1﹪-3﹪（包含 1﹪）  □（3）3﹪-10﹪（包含 3﹪） 

□ （4）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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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產業對推動 ISO 14000 系列驗證評價部份 

請依您對 ISO 14000系列驗證推行的同意強度逐題勾選。＜每一題均請作答＞ 
                                                                      非同無不非 

                                                                      常      常 

                                                                          意同不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1)您認為 ISO14000 可在產業間全面實施。                             □□□□□ 

(2)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驗證的產業能明顯改善環境品質。             □□□□□ 

(3)您認為通過 ISO14000 系列認證可提升企業競爭力。                   □□□□□ 

(4)認為通過 ISO14000 系列認證能強化企業體質。                     □□□□□ 

(5)您認為通過 ISO14000 系列認證能提昇企業形象。                     □□□□□ 

(6)您認為通過 ISO14000 系列認證能降低營運成本。                     □□□□□ 

(7)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能改善環境管理的技術水準。             □□□□□ 

(8)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有助於顧客對環境管理滿意度的提昇。     □□□□□ 

(9)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能增加銷售額。                         □□□□□ 

(10)您認為通過 ISO14000 系列認證能提高員工士氣。                       □□□□□ 

(11)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可結合現有管理系統。                    □□□□□ 

(12)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能促進公司環境管理方面的持續改善工作。  □□□□□ 

(13)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能維持良好的公共社區關係。              □□□□□ 

(14)您認為通過 ISO14000系列認證能擴展歐美等國外市場。                  □□□□□ 

第三部份  公司基本資料部份 

1. 貴公司登記資本額，約為新台幣： 

□（1）一億元以下                            □（2）一億元至五億元（含一億元） 

□（3）五億元至十億元（含五億元）            □（4）十億元至五十億元（含十億元） 

□（5）五十億元以上 

2. 貴公司年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1）三億元以下                            □（2）三億元至十五億元（含三億元） 

□（3）十五億元至三十億元（含十五億元） 

□（4）三十億元至一百五十億元（含三十億元）  □（5）一百五十億元以上 

3. 貴公司員工人數約為： 

□（1）50人以下                              □（2）51-250人 

□（3）251-500人                             □（4）501-2500人 

□（5）25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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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貴公司成立時間： 

□（1）5年以下      □（2）5-10年       □（3）10-20年       □（4）20年以上 

5.請問  貴公司的資金來源（經營型態）組成為何？ 
□國人獨資□美商合資□日商合資□歐商合資□其它（請註明）           

6. 貴公司目前關於申請 ISO 14000 系列統驗證的現況如何？ 

□（1）已獲得 ISO 14000系列認證 

□（2）尚未取得 ISO 14000系列認證 

 
本問卷全部內容到此結束，請你再檢查一次，盡量不要漏答任何題目，謝謝你的協助幫忙！ 

☆請你將問卷反面對摺裝訂後，儘速寄回（免貼郵票），或是儘速傳真回覆 

（FAX:（05）2427113），再次謝謝您的鼎力協助！ 
☆為答謝您的大力幫忙，本研究之報告結果，若您有需要，請在下方留下您的公司名稱及通

訊地址，我們將在此份研究報告完成後儘速寄出給 貴公司！ 

（敬請於收到問卷一週內儘速答覆，以便集中統計分析，謝謝）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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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台灣企業推行綠色採購現況分析研究問卷 

敬啟者： 

您好，首先謝謝您的熱心幫忙。 

我們是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的師生，目前我們正在進行有關國內企業在推動綠色採

購行為的相關調查研究，亟需您的幫忙。這是一份針對企業因應國際環保新趨勢所推行綠色

採購行為之調查研究，經由問卷調查之結果加以歸納整理，提出一份報告，作為企業界未來

在推動綠色採購策略時的參考，因此，您寶貴的意見將使我們的研究更為正確。 

此份學術性的調查問卷，煩請交由採購部門經理人或熟悉採購工作的經辦人員填答。本

分問卷僅供做整體統計分析之用，並採不記名方式，敬請放心填答。本問卷純粹為了學術研

究之用，絕不對外公開發表，懇請您賜予時間填答。並請您放心依照 貴公司的實際情況填答，

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鴻圖大展 

南華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中獎  博士 

學    生：官建維  敬上 

TEL：（05）272-1001轉 2041 

行動：0921-551-236 

E-mail：lkkkuan@sinamail.com 

編號：         
下列各項問題煩請在□內打ˇ作答。謝謝合作！ 

第一部份  企業目前推動綠色採購的積極程度 

請您依照 貴公司實際執行綠色採購的情形，依序作答。 

                                                                      非重無不非 

                                                                      常      常 

                                                                          意重不 

                                                                      重      重 

                                                                      視視見視視                                            

1. 貴公司實施採購可回收的包裝材料                                     □□□□□  

2. 貴公司實施採購重量較輕的包裝材料                                   □□□□□ 

3. 貴公司使用生命週期分析方式來評估對環境友善的產品及包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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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貴公司致力於產品之可分解拆卸設計                                   □□□□□ 

5. 貴公司要求供應商承諾對於廢棄物減量目標                             □□□□□ 

6. 貴公司致力於產品之可回收及再使用之設計                             □□□□□ 

第二部份  企業認知的綠色採購工作內涵 

請您從客觀的企業角度，針對下列各項有關「綠色採購」問項，勾選出您認知的「綠色採購」

工作內涵應包含那些內容。 

                                                          非同無不非 

                                                          常      常 

                                                              意同不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綠色採購活動應包含 

一、有害原料 

1. 避免採購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 

2. 避免處理具有風險危害的原料、化學品及設備                           □□□□□ 

3. 將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買賣                                         □□□□□ 

4.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二手使用過的原物料                               □□□□□ 

5.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 
二、產品設計 

6. 改善產品設計以減少原料/能源之消耗                                  □□□□□ 

7. 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可以再回收使用           □□□□□ 

8. 改善產品設計以避免或減量使用具有危害的原料、產品或其製程           □□□□□ 
二、供應鏈關係 

9. 將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提供給供應商         □□□□□                                            

10. 要求供應商通過 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 

11. 與供應商協力合作以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標         □□□□□                                  

12. 採行廣泛的公司環境稽核（包括公司各個分支機構、廠房）計畫           □□□□□ 

13.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 

第三部份  推動綠色採購所面臨的問題 

下列請依 貴公司目前的實際狀況，針對下列各項企業推行「綠色採購」所面臨的阻礙，勾選

出 貴公司在推動「綠色採購」時曾經或可能面臨的問題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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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同無不非 

                                                          常      常 

                                                              意同不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一、認知障礙 

1. 公司缺乏改變採購行為的誘因                                        □□□□□ 

2. 公司對於政府機關現有鼓勵綠色採購之法令政策不瞭解                  □□□□□ 

3. 公司不清楚現有採購產品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 

4. 公司不清楚綠色替代產品之存在                                      □□□□□ 
二、經濟障礙 

5. 綠色產品之初始購置（售價）成本較高                                 □□□□□ 

6. 企業推動環境計畫的成本過高                                        □□□□□ 

7. 公司缺乏進行綠色採購的資金經費                                    □□□□□ 

8. 傳統產品之生命週期成本與對社會與傳統之成本經常未被考慮以致常被視為 
較為廉價                                                         □□□□□ 

三、資訊障礙 

9. 公司缺乏對欲採購產品內含物之環境資訊                              □□□□□ 

10. 缺乏適合公司及產業使用的綠色採購指南                              □□□□□ 

11. 目前缺乏對產品環境衝擊評估的公認方法                              □□□□□ 

12. 缺乏一套綠色產品的篩選準則，以致未能充分提供採購人員正確資訊       □□□□□                                                 

13. 各國政府僅公布籠統的環境政策缺乏明確的實施細則與環境準則          □□□□□ 

14. 缺少賣方公司的行銷回應                                            □□□□□ 
四、法規障礙 

15. 國際環保法規不具約束力                                            □□□□□ 

16. 採購法規過於繁雜                                                  □□□□□ 

17. 法規中缺乏綠色採購規範                                            □□□□□ 

18. 害怕妨礙自由貿易                                                  □□□□□ 

19. 害怕因環保考量致使未能得標者提出法規挑戰                          □□□□□ 
五、組織障礙 

20. 公司採購人員缺乏對周遭環境議題的覺察                              □□□□□ 

21. 公司本身缺乏相關的環保標準與環境稽核計畫                          □□□□□ 

22. 缺乏管理階層的約束承諾                                            □□□□□ 

23. 公司上游供應商缺乏對環境的覺察                                    □□□□□   

24. 上游供應商的數目過多                                              □□□□□ 

25. 缺乏來自上級的要求                                                □□□□□ 

26. 缺少與綠色採購相關的員工教育訓練活動                              □□□□□ 

27. 採購的權力分散（公司的採購權力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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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因為公司技術人員已將採購規格詳細載明，只能勉強接受採購             □□□□□ 
六、技術障礙 

29. 綠色產品與現有設備不相容                                          □□□□□ 

30. 缺乏其他可替代選擇的商品                                          □□□□□ 

第四部份   企業基本資料 

7.請問 貴公司登記資本額，約為新台幣： 

□（1）一億元以下                □（2）一億元至五億元（含一億元） 

□（3）五億元至十億元（含五億元）□（4）十億元至五十億元（含十億元） 

□（5）五十億元以上 

8.請問 貴公司年營業額，約為新台幣： 

□（1）三億元以下 

□（2）三億元至十五億元（含三億元） 

□（3）十五億元至三十億元（含十五億元） 

□（4）三十億元至一百五十億元（含三十億元） 

□（5）一百五十億元以上 

9.請問 貴公司成立時間： 

□（1）5年以下  □（2）5-10年  □（3）10-20年  □（4）20年以上 

10. 請問 貴公司員工人數約為： 

□（1）50人以下          □（2）51-250人         □（3）251-500人 

□（4）501-2500人        □（5）2500人以上 

11. 請問 貴公司採購部門編制人數約為： 

□（1）1-5人   □（2）6-10人   □（3）11-15人   □（4）15人以上 

12. 請問 貴公司每年的採購金額佔年營業額之比例大約為多少？ 

□（1）少於 1﹪                         □（2）1﹪-3﹪（包含 1﹪） 

□（3）3﹪-10﹪（包含 3﹪）             □（4）10﹪以上 

13. 請問 貴公司的經營型態（資金來源）為何？ 

□（1）國人獨資          □（2）美商合資         □（3）日商合資 

□（4）歐商合資          □（5）其它（請註明）           

14. 請問 貴公司產品所行銷的市場，那些行銷市場所佔的比重最高？ 

□（1）國內市場      □（2）歐美市場      □（3）日本市場 

□（4）開發中國家    □（5）其它國家 

15. 請問 貴公司目前關於申請 ISO系列統驗證的現況如何？ 

□（1）已獲得 ISO14000系列認證 

□（2）尚未取得相關 ISO14000系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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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將問卷反面對摺裝訂後，儘速寄回（免貼郵票），或儘速傳真回覆 

（FAX：（05）2427113），再次謝謝您的鼎力協助！ 
☆為答謝您的大力幫忙，本研究之報告結果，若您有需要，請在下方留下您的公司名稱及通

訊地址，我們將在此份研究報告完成後儘速寄出給 貴公司！ 

（敬請於收到問卷後一週內填答完畢寄出，以方便資料集中統計分析，謝謝！）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姓    名： 

職    稱： 

電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