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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針對手工具業者因應碳足跡發展趨勢的評估因素評估準則、層級架構，並透過專家

學者的群體方式取得評估準則及評選方案間相對優先權重值，針對3個評選策略方案（積極主動、且戰且走、消極應對）

進行手工具業者因應碳足跡發展趨勢優先方案之評比。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方案評選中積極主動的權重值為0.483；且戰且

走的權重值為0.343；消極應對的權重值為0.173；雖然業者與專家學者一致認知為因應快速改變的全球經濟新形勢以及未

來節能趨勢下可能出現的綠色貿易壁壘現象，手工具業者應積極主動改善、有所作為，因改善項目過多若同時進行對公司

人員及決策者亦是一大負擔，所以應參照評選因子權重優先順序，擬定改善方向及時程再著手進行發展目標之決策。 而在

影響評選方案的評估因素中，其整體權重值重要性排序為銷售能力（0.320）、生產管理（0.298）、經濟成本（0.226）、

發展願景/趨勢（0.156）。在各項評估準則中以品牌口碑（0.216）、QA/QC系統（0.211）、產業獲利能力（0.161）及通

路系統（0.104）為影響評選結果的重要權重因素。「品牌口碑」在各項評估準則中所佔權重值最為顯著，然而在手工具這

種相對講究所謂硬實力的傳統行業裡，QA/QC的產品品質是品牌建設的最重要基礎，因此如何透過全方位的品質、環保

工業安全認證系統的實踐，以不斷提升我國手工具業者的產品品質與附加價值，並透過廣告行銷網路平台建置等操作方式

推動台灣製造業的品牌口碑，應是我國手工具業著未來應優先落實的策略方案。

關鍵詞 : 分析層級程序法、全球暖化、產品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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