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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球日趨暖化，各種環境保護議題也隨之被提起與重視，國際間更興起各種組織來規範各類環保問題，因應著消費著的需

求和時代的進步，餐飲業的環境管理、服務態度等已變成最基本且基礎的要求。 本研究主要以從事餐飲業的業者進行研究

，探討餐飲業對於環境管理的執行和其應對策略，並要從這其中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環境績效指標，以此指標做為一個標準

，讓餐飲業可以以此作為其持續改善之依據或評估自身的方法。而研究的方式則是先以德懷術問卷法，修訂各項環境績效

指標後，再將之予以餐飲業者調查每個指標的重要性與可執行性，以了解餐飲業環境管理現況。 經本研究針對我國南投市

餐飲業做問卷調查，設立在南投市的「餐飲業」共有273家，經過抽樣調查後，業者問卷發出60份，共回收45份，有效回

收率為75% ，並且針對餐飲業的三個不同營業類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及重要-績效分析法，整理結果並給予改善建議

，以期望有效提升國內餐飲業之環境。

關鍵詞 : 環境管理、環境績效評估、德懷術、重要績效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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